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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兩地法律對接 
打通灣區發展經絡

作者： 律政司副司長 張國鈞

中
國共產黨在 2021年成立百年
之際，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

鬥目標，在中華大地上全面

建成了小康社會，歷史性地解決了絕

對貧困問題，並向著全面建成社會主

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奮鬥目

標邁進，代表着我們已經進入實現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起點、新階段、

新征程。

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今天，無論

是國家綜合實力以至國際形勢都發

生了深刻變化，與改革開放初時期截

然不同。當時，珠三角區域內各城市

剛起步發展，香港順理成章地發揮連

接祖國和世界各地的重要橋梁和窗

口作用，為內地引入資金、技術和人

才，以「前店後廠」的模式帶動珠三

角經濟起飛，並分享到國家發展所帶

來的紅利。大家或許依稀記得，當時

香港的實業家大都北上設廠生產，成

功運用內地低廉的土地價格和勞動

力致富。

時移世易，隨著國家以「中國速度」

飛躍發展，廣東各地產業早已升級轉

型，騰籠換鳥，深圳和廣州的 GDP
更分別趕過香港。不少早年北上設廠

的實業家早已停止生產或轉型，將廠

房出租或改劃用途。在時代的巨輪

下，香港實在不能故步自封，應以大

局思維勾劃未來發展的道路。然而，

在國家的新發展格局下，香港又應該

如何走下去呢？

黨的十九大以來，國家主席習近平多

次指出，面對國內外發展環境發生的

深刻複雜變化，國家要走一條更高水

平的自力更生之路，實施更高水平的

改革開放，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

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

發展格局。

在這個大時代的背景下，《十四五規

劃綱要》在國家未來五年經濟社會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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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lier on, the Deputy Secretary for Justice, Mr Cheung Kwok-kwan (second right), visited the Shenzhen Qianhai 
Cooperation Zone People's Court in Shenzhen and was briefed by its President, Mr Bian Fei (first right), on the latest 
situation of the Court's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律政司副司長張國鈞（右二）早前參觀深圳前海合作區人民法院，並聽取該法院院長卞飛（右一）簡介該
院在應用科技的最新情況。

與內地至今達成共九項關於民商事

司法協助的安排，建立了覆蓋面廣、

針對性強的司法互助機制，從法律程

序的協助、仲裁事宜到相互認可及執

行有關婚姻家事、破產或清盤程序

等，實現了兩地民商事判決司法協助

的基本全覆蓋，這是其他司法管轄區

難及的優勢。律政司正爭取盡快落實

去年通過的《內地民商事判決（相互

強制執行）條例》，為兩地互認可和

執行民商事判決提供一個更全面和

有效的機制。鑒此，外國商界在香港

進行的仲裁和法庭程序，將可受惠於

香港與內地建立的司法互助機制，獲

得更多的便利和更廣的法律保障。

第二，目前「港資港法」已在深圳

前海實施，供在前海註冊的港資企

業，即使在沒有涉外因素的情況下，

可協議選擇民商事合同適用的法律，

包括香港法律。與此同時，「港資港

仲裁」亦已適用於中國廣東自由貿易

試驗區，容許區內註冊的港資企業可

協議將商事爭議提交域外仲裁，包括

香港。兩項措施為當事人提供更多選

擇，增強商界在內地投資創業的信

心。然而，許多外國商界目前也許未

必留意到，在《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

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下，外國商

界在香港特區成立公司後再到內地

投資發展，其實也可享受到相關的好

的獨特優勢，為世上獨有，而香港特

區的普通法體系和法治制度更深得

國際社會認同和肯定，是香港特區在

國際社會的金漆招牌。當國際社會也

希望分享大灣區發展機遇的時候，做

好兩地法律實務對接和司法互助，將

可打通灣區發展經絡，對灣區發展和

建設作出難以取代的作用和貢獻：-

第一，在中央政府大力支持下，香港

展的藍圖和行動綱領中，一如既往明

確支持香港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

解決爭議服務中心，更提出加強內地

與香港各領域交流合作，並首次把深

港河套區納入粵港澳重大合作平台

建設。因此，高質量建設粵港澳大灣

區無疑將會是香港發展的出路。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將會是香港特區

主動對接國家發展戰略的最佳切入

點。在剛過去的 4月份，習主席考察
廣東時表示，粵港澳大灣區在全國新

發展格局中具有重要戰略地位，要把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抓緊做實，擺在重

中之重，使粵港澳大灣區成為新發展

格局的戰略支點、高質量發展的示範

地、中國式現代化的引領地。根據粵

港澳統計部門公布 2022年經濟資料
顯示， 2022年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總
量已突破 13萬億元人民幣，這相當
於以不到全國 0.6%的面積，創造了
全國約 12% 的 GDP。若以一個單獨
的經濟體來看，已經超過了加拿大、

韓國，排在世界第 9位。大灣區的
快速發展和經濟體量將為香港和外

國商界帶來無限的發展機遇，而灣區

內的完備產業鏈和供應鏈將可支撐

香港建立戰略性新興產業體系。

大灣區具備「一國，兩制、三法域」

Earlier on, the Deputy Secretary for Justice, Mr Cheung Kwok-kwan, visited Guangzhou and Shenzhen to further 
implement and take forward the work of the working group on Guangdong-Hong Kong co-operation on legal and 
dispute resolution services and the working group on Hong Kong-Shenzhen legal co-operation.
Photo shows Mr Cheung calling on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of Guangdong Province in Guangzhou to discuss further 
collaboration on legal and dispute resolution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律政司副司長張國鈞早前到訪廣州和深圳，進一步落實和推進粵港合作法律及爭議解決專班及港深法律合
作專班的工作。

圖示張國鈞在廣州拜會廣東省司法廳，雙方探討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在法律和爭議解決方面的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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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律政司現正與內地有關部委積極

探討有序拓展相關措施至整個大灣

區，讓有關措施可以發揮更大作用，

深化大灣區內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

的專業合作和優勢互補。

第三，香港在涉外法律服務方面的優

勢，將助力大灣區打造高水平法律服

務人才高地，並提供更完善的法治保

障。香港作為國家境內唯一的普通法

司法管轄區，擁有大批在促成交易、

處理跨境爭議解決和國際法律事務

方面經驗豐富的法律人才，能為跨境

交易在法律及爭議解決方面提供專

業服務，依法保障外國投資者在香港

特區和大灣區的權益。

以上可見，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將令

香港更進一步對接國家發展戰略，更

好地把握國家發展機遇，香港的法律

及爭議解決服務專業可對大灣區建

設作出重大貢獻。而當務之急是盡快

就灣區內不同的規則標準和法律實

務做好對接，推進司法協助的實踐。

就此，律政司在本年初已成立由我擔

任主席的大灣區專責小組，以期盡快

推展相關工作。另一方面，為提速提

效，做好與內地有關部委的對接工

作，我最近亦帶領律政司同事前往廣

州、深圳和前海，拜會廣東省司法

廳、深圳市人民政府、深圳前海合作

區人民法院及深圳國際仲裁院，進一

步落實和推進行政長官早前成立的

粵港合作法律及爭議解決專班和港

深法律合作專班的工作。

我深信，只要社會各界齊心團結、認

清目標，發揮同舟共濟、求同存異的

精神，心懷「國之大者」，香港特區

定能在百年未有的大變局中站穩陣

腳，發揮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

界」的優勢，為祖國作出貢獻，為香

港帶來新景象！ 

律政司「粵港澳大灣區專責小組」推進多項具體建議

由律政司副司長張國鈞擔任主席的律政司「粵港澳大灣區專責小組」於六月的會議上討論並同意推進多項具

體建議，重點項目包括：

1. 建立資訊平台，匯總大灣區內關於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等各方面的資訊，利便企業和市民查詢信息，並設
立高層次平台就大灣區內民商事司法互助等議題進行恆常交流和研究；

2. 積極爭取進一步擴展「港資港法」和「港資港仲裁」的措施至大灣區內地城市，並加強推廣相關措施在大
灣區建設和發展方面的優勢和效益；

3. 優化現有的民商事司法互助安排，包括完善內地與香港民商事案件送達機制，務求便利惠民；

4. 建立大灣區調解員名冊和通用網上調解平台，以進一步推動區內調解協作。

The Deputy Secretary for Justice, Mr Cheung Kwok-kwan (right), and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Shenzhen 
Municipal People's Government Mr Huang Qiang (left) renewed in Shenzhen the Co-operative Arrangement on Legal 
Matters between the Shenzhen Municipal People's Government and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Government for another five years.
律政司副司長張國鈞（右）在深圳與深圳市人民政府副秘書長黃強（左）續簽為期五年的《深圳市人民政
府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律政司法律合作安排》。

July 2023  •  GREATER BAY AREA  大灣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