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律政司司長在粵港澳大灣區為香港法律界帶來的機遇研討會「協同效應

創共贏」致辭全文（只有中文）（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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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資深大律師今日（八月十三日）在粵港澳

大灣區為香港法律界帶來的機遇研討會「協同效應創共贏」上的致辭全

文： 

 

各位嘉賓： 

 

  早晨。首先，我要感謝香港律師會繼今年四月舉辦名為「政策、策

略與機遇」——「十四五」規劃為香港法律界帶來的機遇網上研討會

後，再次與律政司一起舉辦今次的研討會，介紹粵港澳大灣區為香港的

法律及爭議解決業界帶來的重大機遇。隨着疫情逐漸紓緩，今天的研討

會以線上、線下的方式進行，我特別感謝一眾嘉賓的支持並分享他們的

寶貴觀點及相關經驗。 

 

  自二○一九年公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以來，大灣區一

直發展迅速。總面積約 5.6 萬平方公里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新時代

國家改革開放下的重大發展戰略，目標是通過進一步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動經濟協同發展，提升大灣區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支撐引

領作用。我在此與大家分享兩個最新數據：截至二○二○年，大灣區的

總人口已經超過 8 600 萬，地區生產總值（GDP）達 16,688 億美元。法

律及爭議解決服務的開放及融合發展也為大灣區法治建設取得一定成

果。香港作為國家唯一實行普通法的司法管轄區，可在大灣區積極發揮

「一國、兩制、三法域」的獨特優勢。 

 

  律政司剛在七月底到北京拜訪不同部委，亦簽訂了四份文件，有兩

份與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簽訂的《會談紀要》，一份是與司

法部簽訂的合作框架文件，第四份是與商務部和國資委（國務院國有資

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簽訂的三方合作交流平台的合作安排。我們與最高

人民法院在會面中達成共識，同意研究完善內地與香港之間，特別是粵

港澳大灣區內的法律規則銜接與機制對接；積極推進相互認可和協助破

產程序有關工作；研究優化大灣區共商、共建、共享的多元化糾紛解決

機制、推廣調解和仲裁服務；支持香港法律界人士加入最高人民法院國

際商事專家委員會以及擔任內地人民法院特邀調解員等，並為通過大灣

區律師執業考試的香港法律界人士安排內地司法實務培訓。至於三方交

流平台，我們與商務部、國資委同意恆常地舉辦由律政司常設專家小組



與國企和民企的圓桌會議，深入探討一些具體的法律問題，讓中國企業

和香港法律界更直接和深度溝通，就企業「走出去」創造更好的優勢。 

 

  二○一九年律政司與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簽署法律交流互鑑框架安

排，通過這項安排我們舉辦了普通法思維的培訓課程，亦利用模擬法庭

的形式探討大灣區內三個不同法域的法制，加強對三地司法制度的認識

和了解。 

 

  在雙向的交流下，我們很高興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執業考試已相應落

實。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執業考試由司法部主辦，首次考試於七月三十一

日順利舉行。香港法律執業者對大灣區執業機會非常踴躍，約有 655 名

律師、大律師及資深大律師報讀由司法部舉辦的課程。考試原定於今年

初舉行，因為疫情延期。司法部隨後決定在深圳及珠海以外增設香港考

場，由律政司協調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負責考務工作，為香港考生帶來莫

大便利。根據司法部的公告，考試結果將於九月底左右公布。通過考試

的香港法律界人士，可參加由律政司與最高人民法院等內地單位合作安

排的內地司法實務培訓，增強他們對內地法院處理不同範疇的民商事宜

的實務知識。 

 

  香港法律執業者，在通過考試取得相關執業證書後，可以在大灣區

內地九市辦理適用內地法律的部分民商事法律事務，受聘於大灣區內地

九市的內地律師事務所或是港澳與內地合夥聯營律師事務所，並可以成

為大灣區內地九市的內地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就這些措施的落實，我們

必須感謝中央，特別是司法部的大力支持。在關顧內地律師的權益下，

中央亦積極為香港律師提供機會，讓我們可以真正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不單為課程請來了一流的講師教授中國法，並創造特別的大灣區執業考

試，針對性為大灣區的民商事法律服務提供獨一無二的機遇，真正做到

「協同效應創共贏」的效果。 

 

  在香港和大灣區有執業資格的律師的業務會大大擴闊，客戶除港資

企業外，他們亦可為內地企業及外資企業在大灣區的工作提供法律服

務。通過合作，內地律師和具備香港及大灣區執業資格的律師可相輔相

承，互利互補，為大灣區的發展創造雙贏局面。我希望香港的律師好好

把握這個機會，用好大灣區執業資格的安排。 

 

  除此之外，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獨特優勢之下，已經與最高人

民法院達成九份司法協作安排。特別值得一提的有兩份。 

 



  在今年五月，律政司與最高人民法院簽訂了《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

行政區法院相互認可和協助破產程序的會談紀要》，香港成為唯一與內

地有就破產及債務重組司法程序相互認可和協助安排的司法管轄區，讓

香港的清盤人可以在三個試點地區的內地法院（上海、廈門及深圳）申

請認可在香港的清盤程序。同時，內地的破產管理人亦可向香港高等法

院申請認可在內地的破產程序。 

 

  這項合作機制不但保障債權人和債務人利益，更有助提升香港作為

提供清盤和債務重組服務的區域地位，完善了兩地破產及債務重組的制

度，繼而優化了兩地的貿易和投資環境。 

 

  仲裁方面，在二○一九年四月簽訂並在十月生效的內地與香港法院

就仲裁程序相互協助保全的安排，香港成為了唯一及首個內地以外的司

法管轄區，在以香港作為仲裁地時，當事人可以向內地法院申請保全，

例如凍結資產、取證等，進一步加強香港在仲裁方面的實力。        

 

  此外，律政司繼續積極向中央政府爭取在大灣區實施「港資港法港

仲裁」。去年通過的《深圳經濟特區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條例》

的有關規定，民商事合同一方為港資企業時，合同各方可自由約定選用

香港法律作為合同的適用法，而不會以無「涉外因素」為由認定選用香

港法律的條文無效。我們會繼續爭取將相關措施由前海擴展至深圳以至

整個大灣區。 

 

  至於「港資港仲裁」，即當民商事合同一方為港資企業時，合同各

方可自由約定在合同的爭議解決條款中指定香港為仲裁地，而法院不會

以無「涉外因素」為由認定仲裁協議無效。 

 

  就大灣區而言，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在二○一七年一月發布的《最高

人民法院關於為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見》，「港資港

仲裁」這個概念已可在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包括廣州南沙新

區片區、深圳前海蛇口片區、珠海橫琴新區）實施。 

 

  律政司現正積極尋求中央政府在深圳繼而在整個大灣區推行「港資

港仲裁」，為內地合同及民商事關係的主體各方提供更多爭議解決的選

擇，進一步吸引香港投資者到大灣區投資，更可吸引外來投資者以香港

作為平台到大灣區投資。 

 

  最近，為支持香港法律人才迎接粵港澳大灣區帶來的發展機遇，律



政司與香港律師會於今年七月推出「法律人才招聘計劃（實習律

師）」，提供為期 12 個月的實習律師薪金津貼。凡香港的律師事務

所，其業務領域及發展策略與《十四五規劃綱要》中有關香港之部分目

標一致，均可參與此計劃。 

 

  從以上的簡介，大家可以清楚知道大灣區的機遇及中央政府對香港

法律服務業的支持和關顧。我希望香港法律業界珍惜這些機會，珍惜香

港法律業界在專業及執業的自我監管機制，珍惜香港律師會可以與不同

的部委會面，為會員爭取發展業務的機會。 

  

  最後，我預祝今日的研討會圓滿成功！多謝各位。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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