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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副司長張國鈞今日（十一月九日）在香港法律周 2023

──粵港澳大灣區主題論壇：灣區機遇  互惠共贏的開幕致辭全文：  

 

尊敬的田局長（司法部律師工作局局長田昕）、陳廳長（廣東省司法廳

廳長陳旭東）、羅廳長（安徽省司法廳廳長羅建華）、梁局長（澳門法

務局局長梁穎妍）、各位領導、各位嘉賓：  

 

  大家早上好！歡迎出席今天題為「灣區機遇  互惠共贏」的專題活

動。期待今天能讓各位交流碰撞，集思廣益，為大灣區的法治建設提供

更多創新思路。  

 

  大灣區是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在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大局中地位重

要、作用突出。大灣區人口接近九千萬，經濟總量超過 13 萬億元人民

幣，在國家「走出去」與「引進來」的國內國際雙循環戰略中發揮着重

要作用。  

 

  國家主席習近平強調：「要抓緊做實大灣區建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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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要不斷實現高水平對外開放，打造法治化營商環境，才

能使灣區的發展行穩致遠。  

 

  大灣區具有「一國、兩制、三法域」的特色，為世界獨有，無先例

可依。誠然，「三法域」將為大灣區內制度銜接、規則對接及生產要素

和人員流動等帶來挑戰，但只要克服挑戰，善用三地法制的優勢，將為

三地深化區內合作提供重要抓手。  

 

大灣區律師考試  

 

  稍後，國家司法部律師工作局局長田昕先生將跟大家作主題演講，

並介紹剛在今年九月份獲得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國務院延長三年的大灣

區考試制度。  

 

  國務院辦公廳剛於九月二十八日發布經修訂後的《香港法律執業者

和澳門執業律師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取得內地執業資質和從事律師



職業試點辦法》以落實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決定，更將香港和澳門法

律執業者報考大灣區考試的執業經歷門檻由五年降低至三年。  

 

  通過大灣區律師考試的港澳法律執業者是「法治灣區」的重要建設

者，他們將在處理案件時與區內律師交流互鑑，分享專業經驗；而來自

香港的法律執業者更能提供「普通法視角」，豐富處理涉外法律問題的

思路。另外，大灣區律師將為灣區企業「走出去」保駕護航，提供一站

式法律服務。今年我們特別加設了香港、澳門及大灣區內地九市法律服

務新發展及機遇的專題展台，希望提供到一個讓三地業界相互交流互鑑

的平台，促進各方「強強聯手」，發揮協同效應，齊心做好灣區的優質

法律服務品牌。  

 

  我深信，隨着大灣區考試制度的發展，大灣區法治人才庫將不斷增

長，更好服務灣區內的海內外企業。在此，我和香港法律業界衷心感謝

中央政府，包括司法部及廣東省司法廳的大力支持，一方面促進港澳律

師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另一方面為大灣區的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法律

保障。  

 

大灣區爭議解決  

 

  為了促進大灣區內的規則銜接、機制對接，實現法律及爭議解決方

面的「軟聯通」，助力三地在現有的合作基礎上不斷優化完善，我們今

天特別安排模擬庭審環節，通過一起相對典型的民商事案例，讓觀衆認

識三地處理跨境商事爭議的異同之處，並了解不同法域內各訴訟制度的

特色及實踐情況。  

 

  我相信模擬庭審環節能夠幫助我們共同探索解決法律衝突的路徑、

加強規則銜接、機制對接的思考，促進彼此專業交流。  

 

  律政司正積極落實各項便利民眾和商界處理跨境爭議的措施，包括

與內地建立全面的民商事司法互助機制以及推動擴展「港資港法」和

「港資港仲裁」。「港資港法」的措施容許在深圳市前海地區註冊的港

資企業，在不具備涉外因素的情況下，有更大的自由度選擇以香港法律

作為合同的適用法律；至於「港資港仲裁」則容許在自貿區內註冊的港

資企業選擇以香港作為仲裁地，而不會以不具備涉外因素為由認定相關

仲裁協議無效。這些舉措均為商界提供更大彈性，也增加外資企業到相

關地區投資的吸引力。  

 



  此外，調解既符合中國「以和為貴」的傳統價值觀，更是一個高成

本效益的方法以解決跨境爭議。因此，律政司致力進一步推廣調解在大

灣區廣泛應用。  

 

  過去幾年，在粵港澳大灣區法律部門聯席會議的制度基礎下，三地

先後就調解員資格資歷評審、專業操守等範疇，通過了相關準則，為大

灣區內規則「軟聯通」起了示範作用。三地更在去年通過《粵港澳大灣

區跨境爭議調解示範規則》，讓區內的調解機構和調解員作參照和自願

採納。這些基準及規則的制定，會進一步鼓勵區內企業和個人利用調解

解決爭議。  

 

  我們也積極推進建立大灣區通用網上調解平台，希望助力三地調解

行業的協同發展，並提升區內跨境爭議解決的效率和降低相關成本。  

 

青年律師機遇無限  

 

  青年興則國家興，青年強則國家強。灣區青年律師發展專業的舞台

無比廣闊。我特別感謝香港律師會協辦將於今天下午舉辦、題為《灣區

機遇  共建未來》的大灣區青年律師論壇，讓各位青年律師朋友交流互

動，分享在灣區執業的體會及經驗，展望未來發展。論壇將首先由一衆

政商界及法律界代表探討法律專業人士在大灣區法治化建設的角色；接

下來的互動環節，三地的年輕律師更將以「一問三答」的方式，展現灣

區為業界帶來的無限機遇。  

 

  我於早前九月份的時間也率領由香港律師會和香港大律師公會的青

年代表、律政司青年政府律師，以及香港三所法律學院學生組成的代表

團，走訪考察灣區內地城市，鼓勵香港法律青年人更深入認識灣區最新

發展，並與內地同業「強強聯手」，共同為灣區發展貢獻專業力量。律

政司會繼續在來年組織業界走訪內地不同城市，促進專業交流。  

 

結語  

 

  各位，律政司今年初成立的「粵港澳大灣區專責小組」，推動大灣

區內法制對接以及民商事司法互助，以深化大灣區便利惠民的互利合

作，助力大灣區發展。我殷切期待專責小組成員在不同的平台上跟各位

朋友深度交流，共同為灣區法治建設建言獻策。  

 



  最後，感謝各位今天抽空來臨，以及對香港法律周 2023 的支持，謝

謝大家！  

  

完  

2023 年 11 月 9 日（星期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