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 12 月 18 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完善內地與香港相互送達民商事司法文書的機制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與最高人民法

院就完善內地與香港相互送達民商事司法文書機制進行的磋商，

以及下一步工作。

背景

2. 根據《基本法》第九十五條，香港特別行政區可與全國其

他地區的司法機關通過協商依法進行司法方面的聯繫和相互提供

協助。在中央政府大力支持下，香港與內地已簽訂了九項民商事

司法協助安排，包括首項在 1999 年 1 月簽訂並於同年 3 月生效的

《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委托送達民商事司法文書

的安排》（《送達安排》）。

3. 自《送達安排》生效以來，兩地法院就相互送達司法文書

提出的請求大幅增加。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統計，在超過 20 年

間，兩地就相互送達司法文書提出的請求由 1999 年的 359 件增

至 2022 年的 2,233 件，增幅逾 6 倍，累計 3.5 萬餘件，顯示《送

達安排》對解決跨境爭議越為重要。

4. 同時，我們注意到在《送達安排》下，兩地法院處理司法

文書送達的成功率有改善空間，而導致未能在兩地成功送達的常

見原因包括送達地址無該受送達人、送達地址不詳、受送達人下

落不明等。近年來，律政司亦收到法律界、法定機構和市民反饋

司法文書“送達難”的問題，主要是司法文書如不能以現有送達

方式送達，當事人往往無法繼續進行其案件，影響當事人的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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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由於《送達安排》已簽署多年，我們認同有必要完善兩地

相互送達民商事司法文書的機制，以切合兩地日益緊密的社會及

經濟聯繫，並更好地保障兩地當事人的權益。  
 

5. 為完善內地與香港相互送達民商事司法文書的機制，律政

司連同司法機關與最高人民法院進行磋商，以增加可行的司法文

書送達方式並提升效率。為此，除考慮法律界、法定機構和市民

的反饋外，律政司亦曾徵詢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相關法律部門的

意見，並在 2021 年 12 月與香港律師會在民事法律方面不同領域

的委員會代表會面，以便更能切實瞭解《送達安排》的實施情

況，以及掌握用家的實際需要。 

 

新機制的要點  
 

(a) 增加送達方式  
6. 現時，內地法院向在香港的受送達人送達司法文書，可依

據《送達安排》及 2009 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關於涉港澳民

商事案件司法文書送達問題若干規定》（《送達規定》），採用

委托香港法院送達、郵寄送達、電子送達等方式。另一方面，由

於在內地的司法文書送達由內地法院執行，香港的民商事案件當

事人（香港當事人）在內地送達司法文書，須依據《高等法院規

則》（第 4A 章）或《區域法院規則》（第 336H 章）第 11 號命

令第 5A 條規則的規定，經香港法院委托內地法院送達 1。  
 
7. 在增加送達方式方面，參考內地法院根據《送達規定》可

以通過郵寄、傳真、電子郵件等方式向在香港的受送達人送達司

法文書，雙方討論在新機制下容許香港當事人在獲得法院有關許

可的情況下向內地受送達人郵寄送達或電子送達司法文書，以受

送達人實際收悉（例如簽收送達認收書或郵件回執、電子系統顯

示收悉及其他可以確認已經送達的情形）作為判斷有效送達的基

礎。我們相信增加送達方式能切合現代通訊習慣，減少送達地址

                                                 
1 見 德 意 志 銀 行 香 港 分 行 訴 張 紅 力  [ 2 0 1 6 ]  3  H K L R D  3 0 3 第 5 4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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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詳或偏遠造成的障礙，提高送達效率。 

 
8. 就現時司法文書如不能以現有送達方式送達，香港當事人

往往無法繼續進行其案件的困局，據理解，香港法院在實踐中並

未有批准在內地公告送達 2的替代送達許可 3。同樣地，內地法院

在《送達安排》的實踐中，並未有協助香港當事人採取公告送達

的例子。為解決香港當事人的迫切需要，對於已窮盡可行的其他

送達方式仍無法送達的情況，雙方討論在新機制下明確容許香港

當事人可以申請香港法院委托內地法院協助公告送達，並訂明自

公告之日起經過指明期間即視為送達，以更好維護當事人的權

益。  
 
9. 此外，除保留《送達安排》中兩地法院相互委托送達方

式，雙方討論在新機制下容許兩地的當事人通過受送達人所在地

的指定第三方（例如律師事務所），向受送達人直接送達司法文

書，讓當事人除通過兩地法院委托送達外，有更靈活便捷的選

擇。  
 
(b) 提升效率措施  
10. 根據《送達安排》，在內地只有各高級人民法院及最高人

民法院可以直接與香港高等法院相互委托送達司法文書 4，而其

他各級人民法院須逐級報送至高級人民法院，再由高級人民法院

委托香港高等法院，反方向亦然，故此耗時較長。為提升效率，

雙方討論在新機制下，最高人民法院經與香港高等法院協商，可

                                                 
2  根 據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民 事 訴 訟 法 》 第 九 十 五 條 ， 受 送 達 人 下 落 不 明 ， 或

者 用 規 定 的 其 他 方 式 無 法 送 達 的 ， 公 告 送 達 。 根 據 《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關 於 適

用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民 事 訴 訟 法 〉 的 解 釋 》 第 一 百 三 十 八 條 ， 在 內 地 公 告

送 達 可 以 在 法 院 的 公 告 欄 和 受 送 達 人 住 所 地 張 貼 公 告 ， 也 可 以 在 報 紙 、 信

息 網 路 等 媒 體 上 刊 登 公 告 ， 發 出 公 告 日 期 以 最 後 張 貼 或 者 刊 登 的 日 期 為 準 。

對 公 告 送 達 方 式 有 特 殊 要 求 的 ， 應 當 按 要 求 的 方 式 進 行 。 公 告 期 滿 ， 即 視

為 送 達 。  
3  在 苏 欣 等 訴 錢 曉 春 [ 2 0 2 2 ]  H K D C  1 5 6 一 案 中 ， 香 港 區 域 法 院 考 慮 到 《 送 達

安 排 》 並 無 對 公 告 送 達 作 出 明 確 規 定 等 理 由 ， 拒 絕 批 出 在 內 地 公 告 送 達 的

替 代 送 達 許 可 。  
4  《 送 達 安 排 》 第 二 條 規 定 “ 雙 方 委 托 送 達 司 法 文 書 ， 均 須 通 過 各 高 級 人 民

法 院 和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高 等 法 院 進 行 。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司 法 文 書 可 以 直 接 委

托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高 等 法 院 送 達 。 ”  



4  

 

以授權部份中級人民法院和基層人民法院與香港高等法院相互委

托送達，以減省轉遞時間。此外，兩地法院探索以電子方式互相

轉遞司法文書。  
 
(c) 香港法院許可  
11. 為清晰起見，雙方討論在新機制下明確規定，如根據香港

法律規定，香港當事人向內地送達司法文書須獲得香港法院批予

許可，方可在內地送達司法文書或採用某種送達方式，則香港當

事人須先獲得香港法院批予許可。  
 
下一步工作 

 

12. 律政司力爭達成 2023 年《施政報告》中有關律政司就完

善兩地送達機制的指標（見第 CB ( 4 )9 24 / 202 3 (02 )號文件第 31
段），在司法機構的支持下在今年內完成磋商，並在最高人民法

院取得相關批准後簽署新的送達安排。新安排將會在香港和內地

完成各自的內部程序後生效。  
 
13. 新安排簽署後，律政司將公布文本，並積極與司法機構推

進實施新安排的有關工作，包括修訂《高等法院規則》和《區域

法院規則》的相關條文，以及相關宣傳工作。  
 
 

 
律政司   
2023 年 1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