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 5 月 6 日 

「第六屆大中華仲裁論壇」開幕典禮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資深大律師致辭全文 

 

王(則左)會長(香港仲裁司學會會長)、各位嘉賓: 

 大家好! 我今天非常高興有機會出席「第六屆大中

華仲裁論壇」研討會，與來自內地、台灣、香港及澳門

的仲裁界朋友見面，共同探討兩岸四地在仲裁、調解等

相關方面所面對的機遇和挑戰。 

2. 首先，我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及律政司感謝「大

中華仲裁論壇」，相隔八年後再次在香港舉辦此項仲裁

界的盛事。我也特別歡迎從內地、台灣及澳門來香港參

加今次論壇的朋友！希望你們有一個愉快的旅程! 

3. 自「大中華仲裁論壇」於 2007年在香港正式成立後，

多年來不斷在兩岸四地推廣國際仲裁，並已先後在深圳、

香港、台北和澳門成功舉辦了五屆研討會，成績有目共

睹。 

國際仲裁在兩岸四地的發展潛力 

4. 在過去十多年，世界經濟的大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

化，全球的經濟重心由西方轉移到東方，亞太地區(特別

是內地)是近年投資者首選的地方，內地更是亞太區域經

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5. 去年，中國的境外投資總量首次超出外資引入。國

家也在推動「一帶一路」發展戰略，當中涉及亞洲、非

洲及歐洲 60 多個經濟體，加上即將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

投資銀行，有關發展戰略將會為全球帶來龐大的投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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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機遇。往後內地以至兩岸四地企業「走出去」，以

及外地企業到兩岸四地進行大規模投資的機會將會不斷

增加。在面對繁複的國際商務規則及法律環境，企業如

何處理境外融資、跨境併購的風險，以及有效保障海外

投資資產，完善解決跨境商業糾紛，必定將是大家共同

關注的話題。 

國際仲裁及另類模式的解決爭議方法長足發展 

6. 對從事國際商貿的人來說，要有效地解決跨境商貿

糾紛，傳統的訴訟很多時候已不能夠完全滿足他們的需

求。國際仲裁及其他的解決爭議方法，包括調解，已成

為解決國際商業糾紛的主流方式。 

7. 在仲裁方面，爭議各方可自行選擇專業的仲裁員、

合適的仲裁程序和中立的仲裁地。透過《紐約公約》或

相關的安排，仲裁裁決在世界各地的執行網絡十分廣闊，

執行程序也非常簡便。相比要在海外執行法院判決，一

般要透過雙邊協議執行，每一條雙邊協議的內容也可能

有所不同，而且這些協議所涵蓋的司法管轄區都較《紐

約公約》為少。 

投資爭議崛起 

8. 隨著全球化和地域融合的發展，以及跨境投資活動

的普及，跨境或國際投資爭議將無可避免地增加。在此

情況下，我們預期愈來愈多在兩岸四地進行經貿活動的

企業會選用以仲裁作為解決爭議方式。因此，兩岸四地

對高素質和國際化的仲裁和其他解決爭議服務的需求將

會愈來愈大。 

9. 此外，不少自由貿易協定和區域協定等安排，都包

含投資保護條款。很多的投資保護協定也容許境外投資

者將與東道國之間產生的投資爭議進行仲裁。就投資者



-3- 

與各地政府之間的爭議而言，近年涉及亞洲當事人的案

件數目大大增加，其中包括以內地企業作為投資方與有

關東道國政府之間的爭議。在這方面，香港實為解決內

地企業與其他政府之間的投資爭議的理想地方。 

10. 為解決兩岸經貿投資活動中産生的糾紛和爭端，《海

峽兩岸投資保護和促進協議》於 2013 年 2 月起實施。當

中，協議提供了包括調解和仲裁的多元化解決途徑。我

期望兩岸四地在未來將更積極參與投資爭議的解決機

制。 

香港作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中心 

11. 香港多年來也是亞太區域的國際法律和解決爭議服

務中心。作為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香港有不少

商業、金融、資訊科技、航運等不同領域的人才，加上

與內地文化相通，地理位置相近，有一定的優勢成為內

地和外國企業提供理想的中立仲裁地。 

12. 香港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下，繼續採用國際商貿

界熟悉的普通法制度。司法機構以高質素、獨立及尊重

法治見稱，而且香港的司法機構也支持當事人使用仲裁

及其他替代訴訟的方式去解決爭議。 

13. 此外，由於香港優越的地理環境和蓬勃的商機，不

少有名的國際律師行也在香港設有分行。我們的律師在

民事及商業法的多個範疇，均具備豐富經驗。香港的解

決爭議專業人士，也擁有豐富的國際商業法經驗，可以

提供不同領域的解決爭議服務。 

完善規管仲裁和其他解決爭議模式的法律框架 

14. 我們完全明白一個公平、有效和與時並進的法律，

輔以簡便有效的解決爭議制度，是吸引外資的重要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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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香港一直不斷檢討和更新有關仲裁和其他解決爭

議模式的法律基礎設施，以確保這些相關的法律框架能

跟隨國際發展，並能透過不斷的改革，進一步提升競爭

力。 

仲裁的最新發展 

15. 在仲裁方面，香港現行的《仲裁條例》以聯合國國

際貿易法委員會頒布的《國際商事仲裁示範法》為基礎，

採用廣為商貿界熟悉的國際仲裁制度。 

16. 此外，我們一直積極吸引合適的國際法律和仲裁機

構在香港設立辦事處。除了本地在 1985 年創立的香港國

際仲裁中心外，香港匯聚了世界級的仲裁和法律機構，

在香港設立辦事處。這包括「國際商會國際仲裁院」在

香港設立的亞洲秘書處分處、以及「中國國際經濟貿易

仲裁委員會」和「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分別在香港設

立的仲裁中心。還有在今年 1 月，中央人民政府與「常

設仲裁法院」簽署了協議，根據該協議和相關安排，讓

由「常設仲裁法院」負責管理的解決爭議程序得以在香

港有效進行。 

17. 仲裁裁決的可執行性是當事人選擇以國際仲裁解決

爭議的重要考慮之一。在這方面，香港多年來致力完善

在世界各地強制執行在香港作出的仲裁裁決的網絡。到

目前為止，在香港作出的仲裁裁決可以根據《紐約公約》，

在 150 個司法管轄區執行。此外，香港與內地簽訂的相

互執行仲裁裁決安排於 2000 年起實施。根據這安排，在

內地或香港作出的仲裁裁決可通過簡易的程序在另一方

執行。自實施以來，安排運作良好，絕大部分執行仲裁

裁決的申請都獲得兩地法院批准。 

18. 另一方面，在 2013 年 1 月，香港與澳門就相互認可

和執行仲裁裁決方面也簽訂了安排，安排已在 2013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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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生效，為兩地仲裁裁決的認可和執行訂立了明確的機

制。 

19. 按港、台雙方現在各自的法律框架來看，應可執行

對方的仲裁裁決。考慮到港、台經貿合作越趨緊密，以

及仲裁服務的使用者對執行裁決的肯定性和穏定性的期

望，絕對值得我們積極探討港、台雙方訂立一個相互認

可和執行仲裁裁決的安排，讓港、台兩地相互執行裁決

事宜以更確定的機制進行，為使用者提供一個更清晰和

簡便的申請機制。 

調解的最新發展 

20. 除仲裁之外，香港也大力提倡調解服務。香港的《調

解條例》已於 2013 年 1 月起實施。《條例》在維持調解

程序靈活性的前提下，確立了進行調解的法律基礎。 

21. 香港與内地的調解機構也建立了緊密的合作關係。

去年 11 月，上海經貿商事調解中心與聯合調解專綫辦事

處在香港舉辦了「第二屆滬港商事調解論壇」。香港與

上海均是國家的金融、商貿中心，兩地經貿關係一直十

分密切。隨著「滬港通」正式通車，相信定必有助促進

兩地的商事調解發展與合作。 

 

總結- 兩岸四地加強合作，抓緊黃金機遇 

22. 總的來說，兩岸四地正身處國際仲裁的黃金年代。

我們的法律、仲裁以及其他的相關持分者，應該提升合

作的層次，共同抓緊兩岸四地以至亞太區國際仲裁發展，

和「一帶一路」發展戰略所帶來的機遇。 

23. 展望將來，我期望兩岸四地各仲裁機構和相關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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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能繼續緊密合作，通過「大中華地區仲裁論壇」的平

台及其他渠道，共同促進區內有關仲裁專業知識的發展

和經驗的交流，並為改善仲裁法律及相關實務的研究，

帶來積極的貢獻。 

24. 最後，我祝願「第六屆大中華仲裁論壇」取得美滿

成果。 

多謝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