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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傳媒查詢《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認可和執行民商

事案件判決的安排》，律政司發言人今日（一月二十三日）回覆如下：  

  

  將於二○二四年一月二十九日生效的《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

法院相互認可和執行民商事案件判決的安排》（《安排》），是兩地民

商事司法互助安排的其中一項安排。律政司與最高人民法院於二○一九

年訂立這項《安排》的目的，就是要回應兩地因民生和經貿活動的交流

合作日趨緊密，需要一套清晰和全面的相互執行民商事判決機制，減少

當事人就同一爭議提出重複訴訟的情況，更好平衡債權人和債務人的利

益。  

 

  我們留意到有討論指《安排》生效後，兩地法院會就案件的資料或

執行情況等相互通報或者交換資料，這是一個謬誤。《安排》作為一項

兩地民商事司法互助安排，只涉及兩地民商事判決的相互認可和執行，

而是否有需要在另一地申請執行判決，完全是當事人的選擇，兩地法院

並不會就案件的情況或當事人提出的執行申請交換資訊。申請執行判決

是由當事人主導的，這與現行根據普通法以及相關成文法的原則，申請

在香港執行非香港作出的判決是一致的。  

 

  另外亦有指在《安排》實施後，「內地的法院判決結果將會自動適

用於香港，且在港的資產可被內地直接充公」。  這完全是另一個謬

誤。當《安排》實施後，內地判決並不會自動在香港生效，在港的資產

並不會被內地直接充公。因為內地判決的債權人必須先向內地法院申請

有關判決的副本以及證明書，連同其他文件向香港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提

出申請登記有關內地判決。更重要的是，登記人必須通知判決的另一方

當事人，讓其考慮是否要按《內地民商事判決（相互強制執行）條例》

向香港法院提出作廢登記的申請。如果登記令沒有被作廢，當事人才可

以以內地法院判決為基礎，通過其他法律程序進一步申請在香港強制執

行相關的內地判決。  

 

  事實上，《安排》充分保障及公平地平衡債權人和債務人的合法權

益，為兩地跨境執行民商事判決以及跨境交易提供更清晰和可預見的法

律機制，優化營商環境。香港和內地之間建立相互執行民商事判決的法

律機制，充分展現「一國兩制」基本方針的有效實踐，同時進一步鞏固

香港作為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競爭力。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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