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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前海法智論壇  
論壇主題「國際商事法：協調及發展」  

主題演講一 : 國際商事法的最新發展及其對國際商事

爭議解決的影響  
2021 年 12 月 11 日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資深大律師主題演講詞  
 

1. 各位嘉賓，大家早上好！ 

2. 非常高興參與今天的第六屆前海法智論壇，跟大家分享

內地與香港近年來在完善兩地民商事司法互助機制及跨

境法律規則銜接方面取得的成就與突破。 

3. 今年論壇的主題是「國際商事法：協調及發展」。記得在

去年的論壇上，我分享了香港是如何應對全球疫情為國

際商事糾紛帶來的影響。 

4. 如今一年過去了，我們看到了內地與香港把握了國際商

事爭議在疫情下對不同司法管轄區之間法律規則銜接的

需求，轉危為機。在國家「十四五」規劃與剛剛公布的《前

海方案》裏，有關對區際民商事司法、仲裁互助體系發展

的支持，為兩地推進民商事司法協作發展創造了極佳的

條件。在剛過去的七月，律政司亦與最高人民法院簽訂

《會談紀要》，同意研究完善兩地，特別是大灣區內三個



2 

法域之間的法律規則銜接與機制對接，積極推廣調解和

仲裁服務。 

5. 作為中國唯一的普通法司法管轄區，同時擁有「一國兩制」

下的獨特優勢，香港成為了實現不同法律體系的相互協

調的最佳試驗場地。 

6. 自回歸以來，香港與最高人民法院已經達成九份司法協

作安排，這些安排都為區際商事爭議解決發展帶來革新

性的改變，特別值得一提的有三份：分別是《仲裁保全安

排》1、《破產程序會談紀要》2和《民商事判決安排》3。 

 

(一) 《仲裁保全安排》 

7. 隨著疫情緩和，區際經貿聯繫越趨頻繁。有見跨境爭議解

決服務需求日增，為實現兩地仲裁程序互相銜接，香港與

內地在 2019 年簽署了在同年生效的《仲裁保全安排》。該

安排使香港成為第一個內地以外的司法管轄區，在作為

仲裁地時，當事人可以在仲裁裁決作出前向內地法院申

                                                      
1 《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協助保全的安排》(2019 年 10 月 1 日生效) 
2 《最高人民法院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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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5 月 14 日生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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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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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財產、證據及行為保全，以防止仲裁其中一方故意銷毀

證據或轉移財產，確保仲裁程序能有效進行。我很高興知

道自該安排生效以來，獲得了仲裁業界及各地的仲裁服

務使用者廣泛應用和高度支持 4。 

8. 香港特區政府亦於今年 5 月透過落實補充安排，進一步

完善內地與香港之間已運行了二十年的相互執行仲裁裁

決安排 5，包括允許當事方同時向內地和香港特區的法院

申請執行仲裁裁決，與國際仲裁現行慣例保持一致。完善

後的執行仲裁裁決安排與《仲裁保全安排》相輔相成，令

仲裁當事人的權益得到更充足的保障。 

 

(二) 《破產程序會談紀要》 

9. 在今年 5 月生效的《破產程序會談紀要》，就內地與香港

跨境清盤和債務重組事宜訂立新的合作機制；上海、廈門

及深圳獲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為試點地區。 

10. 在新的機制下，香港成為唯一與內地建立了相互認可和

                                                      
4 截至 2021 年 9 月，香港的仲裁機構已協助處理 50 宗在《保全安排》下向內地法院提出的保全

措施申請，內地法院作出了 30 項准許申請人在提供擔保的前提下進行財產保全的裁定，所保全

的資產總值達 109 億元人民幣。 
5 《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安排》(2000 年 2 月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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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清盤程序的合作機制的司法管轄區。香港的清盤人

可向試點地區的內地法院就香港的清盤及債務重組程序

申請認可及協助，例如接管債務人財產、調查其財產狀況；

而內地破產管理人也可繼續就內地進行的破產清算、和

解及重整程序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請認可及同樣的協助。 

11. 這項合作機制除了平衡債權人和債務人的權益，更完善

了破產及債務重組的制度，鼓勵透過利用債務重組程序，

減低企業債務人清盤的風險，繼而加強投資者的信心。另

外，兩地構建破產合作機制，讓「一國」之內先行探索跨

境破產合作規則，助力內地試點地區、大灣區，以及其他

地區發展跨境破產和重組合作的制度，助力國家法治建

設。 

(三) 《民商事判決安排》 

12. 為減少當事人在內地就同一民商事糾紛重複提出訴訟的

需要，香港特區政府正積極準備在港落實早前簽訂的《民

商事判決安排》的條例草案，爭取盡快諮詢公眾，預期會

在下一年提交立法會審議。這項安排可執行判決的範圍，

亦較 2019 年 7 月 2 日通過的《海牙判決公約》更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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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部分與知識產權相關的香港判決到時候將可在內地得

以執行，有助建立更全面、明確的相互認可和執行民商事

判決機制。 

 

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執業考試 

13. 首次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執業考試已經在 7 月 31 日順利舉

行，成績也在 9 月 30 日公布。隨著考試順利落實，將會

有更多熟悉兩地法律的香港法律執業者為大灣區企業提

供專業法律服務。通過實務上的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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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惠互補，有利

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的發展，創造雙贏局面。 

14. 香港律師及大律師將會很快可以在大灣區按大灣區律師

執業管理辦法執業，我希望他們可以好好把握這機會，和

內地的大灣區律師共同發展大灣區的業務。律政司亦將

協助他們在大灣區與內地律師事務所及企業進行業務配

對，讓兩地法律及爭議解決業界與企業開拓更廣闊、更多

的合作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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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及未來發展方向 

15. 擁有「一國、兩制、三法域」獨特優勢，香港將繼續積極

探索不同法系、跨境法規銜接及機制對接，只有做好三地

法規、法制的協調工作，「異中求同，同中存異」，才能達

到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真正的開放及融合發展。 

16. 最後，衷心感謝主辦單位提供如此好的一個平台，讓我們

能就國際商事法及爭議解決的最新發展作深度交流。在

此，我預祝今天的論壇圓滿成功！謝謝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