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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6月 2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檢視規範香港調解專業認證和紀律事宜的制度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闡述律政司落實行政長官 2023 年及 2024 年

《施政報告》中有關加強調解專業認證和紀律事宜制度的政策措施之

最新進展。 

背景 

2. 調解是一種具成本效益和展望未來的爭議解決方式，以雙方均可

接納、適時及保密的方式解決爭議。推廣更廣泛地使用調解解決爭議

是律政司的長期政策。自 2009 年民事司法制度改革以來，香港調解

行業的發展取得了顯著進展，公眾逐漸認可調解在促進爭議雙方達成

互利共贏解決方案的優勢。

法律框架 

3. 法律框架方面，《調解條例》（第 620章）於 2013年 1月 1日

生效，在不妨礙調解程序靈活性的前提下，為在香港進行的調解訂立

規管框架。《道歉條例》（第 631章）於 2017年 12月 1日生效，旨

在提倡和鼓勵作出道歉，以期防止爭端惡化，促進和睦排解爭端。

調解員認證 

4. 調解員認證方面，香港調解資歷評審協會有限公司（「香港調評

會」）作為行業主導的非法定認證機構，於 2012 年成立，願景是成

為香港調解員認證及紀律事宜的領先認證機構。香港調評會在確保調

解員質素、維持標準一致性、教育公眾有關調解及調解員、增強公眾

對調解服務的信心，以及維護調解可信性方面發揮關鍵作用。除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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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宜外，香港調評會亦負責監督其認可調解員的行為，並在必要時執

行紀律程序。 

 

2023年及 2024年《施政報告》 

 

5. 政府積極關注調解市場發展及調解員人數增加帶來的持續變化

及新需求。作為 2023年及 2024年《施政報告》深化香港調解文化政

策措施的一部分，律政司全面檢視及評估現行調解專業認證及規管制

度如何適應調解市場不斷變化的需求，並如何加強該制度以確保其相

關性及專業水平。此政策措施可鞏固香港作為區域國際法律及爭議解

決服務中心的策略性地位。 

 

調解監管制度工作小組 

 

6. 為此，律政司於 2024年成立了調解監管制度工作小組（ 「工作

小組」），由律政司司長擔任主席，成員包括香港調解行業的專家。 

 

7. 工作小組對香港現行調解專業規管框架進行了深入且有系統的

檢視，涵蓋認證標準、紀律程序，以及香港調評會的架構、角色及職

能等重要領域。 

 

8. 工作小組已於 2024 年內完成檢視，對現有調解框架進行全面的

評估，涵蓋法律框架、調解員認證機制及監管監督等。工作小組亦參

考了國際間的做法，借鑑多個司法管轄區的經驗，確保香港與全球最

佳實踐保持一致。該檢視研究以下主要議題及未來發展選項： 

 

(i) 將調解定為強制許可活動並實施強制性調解員認證或許可

制度的利弊； 

(ii) 設立一法定機構作為香港唯一調解認證權威機構的優劣；及 

(iii) 強化香港調評會的角色及職能，以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國際

法律及爭議解決中心地位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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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是次檢視彰顯香港致力於發展一個信譽良好且可靠，同時能為尋

求調解服務的個人及企業建立信心的調解專業。通過維持高專業水平

及管治，香港能鞏固其作為亞太地區及以外首選調解中心的地位。 

 

10. 律政司已考慮工作小組的意見，並在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專家諮

詢組（「諮詢組」）會議上進行討論及獲得普遍支持。律政司正收集

諮詢組進一步意見，並計劃於 2025 年內展開持份者諮詢。工作小組

初步的建議如下： 

 

建議 1 

 

鑑於香港當前的調解環境，現時不需、不適切且時機尚未成熟實施

許可制度。建議調解在香港繼續作為無須許可活動，無需對執業調

解員實施強制許可或認證制度。未來可進一步探討如何完善和提升

現有的調解員認證制度，例如在特定領域或範疇建立更多調解員名

單。 

 

 鑑於調解的靈活性，現階段實施許可制度時機尚未成熟且適得其

反。按照現況，實施監管和取得強制許可才可以進行調解的要求

可能會窒礙公眾使用調解技巧，削弱深化調解文化的倡議。 

 

 此建議符合國際趨勢。大多數已發展的普通法司法管轄區都沒有

通過立法強制要求對調解員、調解服務提供者或培訓提供者進行

認證。 

 

 即使不實施許可要求，在特定領域或範疇設立調解員名單，例如

法庭轉介調解計劃中的調解員、香港調評會認可的家事調解員及

大灣區調解員，已足以確保香港調解行業的專業水平。  

 

 如對在香港進行調解的外國認可調解員及調解機構採取過於嚴

格的政策，可能會減低可供香港當事人選擇調解員的專業知識和

背景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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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2 

 

建議香港調評會在此階段應繼續以私人擔保有限公司的形式運作，繼

續有效履行其作為行業領導的調解認證及監管機構的職能，並提升其

角色及擴展其功能。 

 

 此建議符合國際趨勢。大多數已發展的普通法司法管轄區並無單

一法定機構負責調解員、調解服務提供者或培訓提供者的認證與

監管，而是傾向於採用自願制度及行業主導的自我監管方式進行

調解專業認證與監管。 

 

 此建議可消除有關規管會否延伸到仲裁或會否過度監管的擔憂，

避免影響香港作為爭議解決中心的吸引力。 

 

 設立法定指定單一調解監管機構是對當前調解環境的根本性改

變，目前調解界內尚未就此達成共識。 

 

 香港調評會即使維持非法定機構地位，亦能有效履行調解員認證

及紀律職能。 

 

建議 3 

 

建議通過修例，授予香港調評會在當事人未能就調解員選擇達成協議

時的法定預設委任權。如同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的情況，在法例中明文

提及香港調評會，將賦予其正式的法律認可和法定權力，從而強化其

權威地位，有助於其在推動香港調解發展方面發揮領導作用。 

 

 目前已有成功先例可循，即根據第 609章《仲裁條例》第 32條

賦予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在仲裁協議中委任調解員的權力。 

 

 此舉將讓香港調評會通過協助委任合資格調解員來理順調解程

序，從而提高案件管理的效率，特別是有時間性的爭議，並促進

更廣泛使用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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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4 

 

制定一套完善的調解員專業操守準則對於確保調解員的質素至關重

要。建議香港調評會完成對《調解守則》的檢視，並在未來取得其所

有權及承擔檢視、管理和執行該守則的責任。這將更好地規範香港調

評會認可調解員的行為，並為調解員提供一致的專業標準。 

 

 香港調評會承擔檢視、管理和執行《調解守則》的責任，將為其

提供重大機會鞏固其作為香港行業主導的領先調解認可及監管

機構的地位，從而更好地服務區內調解的發展。 

 

建議 5 

 

為充分發揮《調解守則》的效用，建議推廣鼓勵當事人在其調解協議

中採用《調解守則》作為調解員的專業標準，從而為該調解適用的專

業標準提供確定性。 

 

 如將《調解守則》納入為合約責任，調解員將明確同意遵守由香

港調評會制定和管理的《調解守則》中所載列的調解專業標準及

道德指引。 

 

 這可讓香港調評會作為行業主導的領先認證機構，不僅規範其認

可調解員，還規範在香港進行調解而通過調解協議自願遵循《調

解守則》的調解員，包括尚未取得香港調評會認可的國際調解員。 

 

 《調解守則》將為香港調解專業操守應有水平的參考，提升公眾

的信心和調解程序一致性，從而增強香港作為爭議解決中心的吸

引力。 

 

建議 6 

 

結合對《調解守則》的檢視，建議香港調評會制定並實施一個有效處

理投訴和紀律事宜的框架，以執行《調解守則》。在遵守保密原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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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下，香港調評會應採取積極且系統化的措施，在其官方網站上設

立資料庫公開紀律調查結果。 

 

 此建議旨在為處理針對調解員的投訴提供清晰、系統化和公平的

機制，確保紀律程序透明、一致且所有持分者均可使用參與。 

 

 在遵守保密原則的前提下，紀律調查結果的公開資料庫不僅能提

高公眾對適用標準的認識，使當事人能夠在選擇調解員時作出知

情決定，還能對潛在的不當行為起到威懾作用，最終增強公眾對

香港調解行業的信任。 

 

 此外，此舉將加強香港調評會的能力，紀律處分不符合《調解守

則》所規定專業標準的調解員。透過處理投訴和裁決涉不當行為

的案件，香港調評會將鞏固其作為可信賴及有效監管機構的地

位。 

 

建議 7 

 

建議香港調評會作為香港調解行業的代表，積極參與全球爭議解決的

討論，參加國際會議、研討會和大會，並與全球其他調解機構建立合

作夥伴關係。 

 

在適當情況下，香港調評會可考慮檢視其管治架構，以更好地適應其

上述不斷演變的角色和功能。 

 

 隨著香港不斷鞏固其國際爭議解決中心地位，以及調解員和法律

從業員應對日益複雜的國際法律框架和文化差異，與全球調解機

構交流的需求變得顯著。 

 

 透過參與國際會議和論壇，香港調評會可以促進知識共享，並提

升香港作為首選調解地點的知名度。 

 

 與全球其他調解機構建立合作關係將提升香港的調解水平，並讓

本地調解員了解國際最佳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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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集結工作小組的結論和建議，以及調解業界的意見，工作小組的

目標是在 2025 年年底前提出適切措施，以完善調解規管制度。這主

動積極的做法能確保香港的調解框架維持靈活適應性及競爭力，充分

回應本地、區域及國際層面上從業者及用家不斷變化的需求。 

 

結語 

 

12. 調解就是未來。律政司致力推廣調解作為高效的庭外爭議解決方

式。律政司將堅定不移地繼續推進加強調解專業的舉措及提升香港作

為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及調解之都的地位。 

 

 

 

律政司 

2025年 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