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律政司副司長在「兩地保全安排四周年：回顧與展望」研討會致辭（只

有中文）（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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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副司長張國鈞今日（十月十七日）在「兩地保全安排

四周年：回顧與展望」研討會的致辭：  

 

尊敬的司主任（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豔麗）、張處長（最高人

民法院研究室港澳處處長張鑫萌）、侯法官（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

立案庭庭長、三級高級法官侯軍）、曹法官（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商事審判庭庭長、三級高級法官曹克睿）、聶法官（杭州市中級人民法

院執行實施一處處長聶慶）、張法官（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

長張朝暉）、袁法官（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長、四級高級法

官袁鈺鐘）、陳法官（香港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陳美蘭）、各位嘉

賓、各位法律及仲裁業界的朋友：  

 

  大家好！我非常高興今天和大家出席「兩地保全安排四周年：回顧

與展望」研討會。首先，我代表香港律政司感謝最高人民法院和香港國

際仲裁中心的鼎力支持，讓今天的研討會得以順利舉行。  

 

  我也特別感謝兩地的法律和仲裁界同仁抽空參與今天的研討會與我

們分享經驗。據我瞭解，今天是首次在有關《保全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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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動能同

時邀請到最高人民法院、中級人民法院及香港高等法院的代表作為嘉賓

講者，實在非常難能可貴。適逢《保全安排》落實四周年，我們希望回

顧《保全安排》實施以來為仲裁用家帶來的好處和改變，並總結各界在

《保全安排》下遇到的實務問題和種種經驗，同時展望內地與香港仲裁

相互協助的發展和未來。  

 

  二○一九年，兩地簽署並正式實施《保全安排》。猶記得當年各界

均以「開創性」、「突破性」、「新格局」等等去形容及期待這項措

施。在《保全安排》下，香港成為第一個內地以外的司法管轄區，作為

仲裁地時，在由指定仲裁機構管理的仲裁程序中，當事人可以向內地法

院申請財產保全、證據保全及行為保全。  

 

  現時符合《保全安排》第二條資格的指定仲裁及爭議解決機構或常

設辦事處共有七家，當中包括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

裁委員會香港仲裁中心、國際商會國際仲裁院亞洲事務辦公室、香港海



事仲裁協會、華南（香港）國際仲裁院、一邦國際網上仲調中心以及今

年新加入指定機構名單的亞非法協香港區域仲裁中心。我很高興得知七

家香港指定仲裁機構的代表今天都聚首一堂，跟大家在研討會中作交流

互動。  

 

  就香港法院處理來自內地仲裁程序的保全申請的層面來說，《保全

安排》並沒有改變香港的仲裁法規。香港的《仲裁條例》（第 609 章）

第 45 條一向容許香港法院在香港或香港以外地方（包括內地）展開的任

何仲裁程序批給臨時措施。這方面我相信尊敬的陳美蘭法官和其他嘉賓

會就香港的情況帶來更詳細專業的分享。  

 

  香港法院素來支持和便利仲裁程序，這一點在法庭判決中有充分證

明。當雙方在有效的仲裁協議下發生爭議時，如一方向法院起訴，香港

法院會命令將訴訟程序擱置，讓當事人以仲裁方式解決爭議。終審法院

在最近的案例 C 訴  D 中亦再次強調香港法院不會輕易干預仲裁意願和

程序，為選擇以仲裁解決爭議的用家提供了保障。  

 

  在仲裁領域之下，內地與香港這兩種制度之間必須要有便捷的互助

機制，才能夠完善整個仲裁體系，好讓涉及到跨境糾紛的仲裁程序能有

效進行，而相關的裁決也能獲得切實執行。因此，自香港回歸以來，內

地與香港一直積極完善仲裁方面的司法互助機制，並至今簽訂了三項安

排。首先是一九九九年簽訂的《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相互執行仲

裁裁決的安排》，為兩地相互執行仲裁裁決提供了簡單有效的機制，與

《紐約公約》相若。接著是今天的主題──二○一九年簽訂的《保全安

排》，允許以香港為仲裁地，並由指定仲裁機構管理的仲裁程序的當事

人向內地法院尋求保全措施的協助，有效地防止故意毀滅證據或轉移財

產等等逃避仲裁裁決的種種不公義行為，從而保障了仲裁當事人的自身

法律權益。最後是二○二○年簽訂的《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相互

執行仲裁裁決的補充安排》（《補充安排》）。《補充安排》有幾個特

點，主要是允許當事人可以同時向兩地的法院申請執行仲裁裁決，而且

明文厘清當事人可以在兩地法院接受執行仲裁裁決的申請之前或之後申

請保全措施。這一系列的合作安排完善了兩地的仲裁體系，也大大增加

了香港作為仲裁地的競爭性和吸引力。  

 

  回到四年前差不多這個時候，也就是《保全安排》才正式實施了一

周左右，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已經處理了首宗《保全安排》之下的申請，

並獲得上海海事法院迅速頒下財產保全命令，凍結了被申請人在內地的

賬戶及其他資產。時至今日，我們得知香港的仲裁機構已經處理了超過



一百宗《保全安排》之下的申請，包括財產保全、證據保全和行為保

全。申請遍佈了內地 27 個城市裡的 35 個中級人民法院，其中獲得批准

的財產保全申請所涉資產總值已經達到 157 億元人民幣，可見《保全安

排》確實能惠及到仲裁使用者，回應了當初大家對《保全安排》寄予了

「開創」、「突破」等等的期望。  

 

  展望將來，我深信《保全安排》會繼續在兩地仲裁發展擔任重要的

角色。香港律政司也會繼續積極推動香港仲裁的發展及創新，充分發揮

普通法制度的獨特優勢，加強對接國家「十四五」規劃、《粵港澳大灣

區發展規劃綱要》以及「一帶一路」倡議等國家重點戰略，進一步鞏固

香港作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地位。最後，我祝願今

天的研討會圓滿成功。謝謝各位。  

  

完  

2023 年 10 月 17 日（星期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