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商跨境投資
難題逐個擊破
如何檢索投資國法律環
境？

■以法律庫＋專家庫的形
式進行法律查明。例

如，藍海中心建有覆蓋64個
「一帶一路」 國家和地區的商
事法律法規數據庫，及擁有知
識產權全球法律風險預警信息
庫。

境外投資如何盡職調
查？

■目前已對接超過144個
司法轄區的專家，可成

為企業的 「涉外法務部」 ，對
接、篩選和匹配當地的法律專
家，提供項目評估、管理和跟
蹤。

談判及法律文件如何擬
訂？

■案件管理人員具有法律
和語言雙重能力和背

景，大部分都有海外留學工作
經驗，可與境外法律專家形成
「組合拳」 。

如何處理境外投資糾
紛？

■法律查明和中立性評估
服務可幫助企業對於糾

紛進行第一時間的分析、評
估，制定應對策略。藍海商事
調解中心是內地多家法院的特
邀調解機構，爭議方達成的和
解協議可以直接經過司法確
認。

如何保證合規經營？

■藍海中心出版的《中國
企業出口合規指南》是

內地最早關於出口合規的書
籍。此外，還提供各類企業合
規服務，幫助企業合法合規經
營。

大公報記者毛麗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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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企業跨境投
資商貿活動提供
法律盡職調查

•為企業海外合
規涉及監管法律
政策提供法律查
明服務

•企業發生訴訟、仲
裁、調解等爭議時，為
企業提供域外法理解與
適用等服務

•為立法、行政
單位制定法律、
制度等提供域外
法律經驗參考

•2400多位專家組成的專
家庫標籤化管理，與企業
需求高效精準匹配

•使用方法：在藍海中心主頁（http://
www.bcisz.org/html/service/）自助線
上申請，藍海團隊跟進服務

專家庫服務
包羅萬有

大公報記者毛麗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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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區法律專家庫 跨境投資速配對
隨着灣區跨境投資逐漸增多，企業的跨境法律諮詢和商事糾紛

調解需求增大。為服務內地企業 「走出去」 和外資企業 「引進
來」 ，並探索內地與香港的法律規則銜接，深圳推出跨境法律服務
平台──深圳藍海法律查明和商事調解中心（最高人民法院港澳台
和外國法律查明基地）（簡稱「藍海中心」），該中心建法律專家庫，
聚集2400多位海內外法律精英，通過關鍵詞精準匹配，為企業跨
境投資提供法律查明、商事調解、中立評估、法務諮詢等服務。

匯聚2400海內外精英 妙用關鍵詞穿針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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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毛麗娟

深圳羅湖區10日啟動 「數字人民
幣春之禮」 活動，這是羅湖區開啟第二
輪數字人民幣活動。將面向 「數字人民
幣APP」 用戶以及尚未下載 「數字人民
幣APP」 的市民，抽取50萬名 「幸運」
用戶，享受專屬數字人民幣支付方式的
額外優惠，優惠總額度1000萬元人民
幣。

去年10月，數字人民幣外部可控
試點曾在羅湖展開，並首創以抽籤方式
發放數字人民幣 「消費紅包」 的方式。
此次活動用額外優惠代替直接發放 「消
費紅包」 的形式，並將使用範圍擴大至
深圳全市，同時進一步擴大參與人群。

截至目前，深圳已完成數字人民幣

系統改造的商戶3萬多家，參與此次活
動的優惠商戶包括華潤萬家、蘇寧易
購、茂業百貨、深圳書城等在內的478
家門店。

數字人民幣試驗以來，內地已發放
7輪數字人民幣紅包，每輪紅包活動覆
蓋用戶相對有限。而 「數字人民幣開年
禮」 活動將抽出50萬新用戶，加上已有
數字人民幣用戶，可參與的人群大大增
加。同時，指定商戶可供用戶無限次使
用數字人民幣，並享受專屬優惠。與紅
包活動相比，這種類似 「滿就送」 活動
的優惠，更接近用戶日常消費支付習
慣。而不限次數的優惠活動，更有助於
提升用戶使用數字人民幣頻率。

羅湖催谷數字人幣消費 優惠額1000萬

「法律查明＋商事調解」 是一項
全新的探索，如何實現兩者的結合，
藍海中心認為中立評估是一個很好的
解決方案，該中心即將在全國首推中
立評估的法律服務。

記者了解到，中立評估又稱 「早
期中立評估」 ，是國際通行的非訴訟
糾紛解決方式，是通過無利害關係的
第三方就案件可能的處理結果進行評
估預測。當事人通過中立評估，可以
對案件的走向形成合理預期；以此作
為參考，將有助於當事人理性解決爭
議、促進糾紛的早期解決。

中立評估被認為是 「調解和裁決
的中間點」 ，可以獨立存在，也可以
與調解或其他爭端解決機制結合運
用；當域外法的理解和適用成為爭議

問題時，中立評估也可以成為銜接
「法律查明」 與 「商事調解」 的 「橋

樑」 。
中立評估的應用場景有：對於法

律適用或案件處理結果難以預測的案
件；金融糾紛；跨境糾紛或調查；企
業知識產權保護。中立評估的精髓是
中立性、保密性、資源性、非約束
性。

「藍海中心的優勢是本身是中立
的第三方服務機構，有豐富的專家資
源、規範化的管理流程，可與商事調
解、法律查明聯動。」 肖璟翊介紹，
中立評估服務在深圳的先行先試，有
利於深圳國際化、市場化、法治化的
營商環境建設，可望盡一步提升城市
競爭力。

首推中立評估 建國際化營商環境

2019年，深圳藍海法律查明和商
事調解中心耗時3年上線全國首個服務
於 「一帶一路」 倡議的大型中文法律數
據庫，繪製 「一帶一路」 法治地圖，為
政府部門、立法機關、司法及仲裁機構
提供域外法律查明服務，尤其為內地企
業 「走出去」 到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
地區發展提供跨境法律服務。

藍海中心執行理事長肖璟翊透
露， 「一帶一路」 法治地圖的建設內
容包括提供64個沿線國家和地區經貿
領域微觀法律檢索服務、出版重點國
家和地區的法律查明出版物，建設宏
觀法治平台介紹宏觀投資環境。目前
已完成對蒙古國、緬甸、泰國、老
撾、柬埔寨、越南、菲律賓等幾十個
國家和地區相關的法律條文、案例、
國際條約進行採集、翻譯加工，並完
成宏觀環境信息梳理。收錄法律、法

規、判例960部；完成俄羅斯、中國香
港特別行政區、馬來西亞、新加坡等
重點國家及地區的法律查明指南的編
譯和出版。

「一帶一路」 法律數據庫還提供
查明當地法律法規的渠道方法，並運
用現代信息技術和新媒體，對沿線國
家的人文環境予以立體展示。

一帶一路法治地圖 助中企走出去

藍海中心執行理事長肖璟翊2014年
成立深圳藍海法律查明和商事調解中
心，該中心是全國首家查明域外法的實
務機構，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港澳台和
外國法律查明基地。在藍海中心的法律
服務展示廳，肖璟翊透露，藍海中心成
立之初就是為了配合前海自貿區的建
設，《前海條例》規定要 「深港合作建
立法律查明機制」 ，這在全國是一次法
律公共服務方面的創新。

肖璟翊舉例， 「比如某企業要到東
南亞投資，那它在投資前就需要了解投
資目標國的市場准入、勞工、稅務、公
司等方面的法律，這就是法律查明能夠
幫助解決的問題。」 她介紹，這種創新
性的服務看似簡單，但實踐中卻並非如
此，首先是中國跟某些國家此前打交道
不多，該國政府在公開性方面做得又不
太好，這樣就可能產生找 「法」 的困
難；其次，有些國家採用普通法系，更
多是在案例中來體現規則；此外，法律
本身的理解，也需要專業人士的輔助。

查明合規要求 物資快速出口
藍海中心在全國率先探索 「法律查

明＋商事調解」 的新模式。肖璟翊解
釋，法律查明需要引入外籍專家，中心
首先健全法律專家庫。 「中心為引入的
專家設上百個關鍵詞，比如所屬的國家
或地區、業務專長、熟悉的語言、收費
標準、有無服務過中國客戶等，這樣就
可以幫助我們快速反應和實現精準匹
配。」 另外，藍海中心也形成了許多工
作的模板，例如專家的篩選標準、入庫

程序、法律查明申請、流程的跟蹤管
理、質量的管控等，提升服務效率和質
量。

疫情期間，法律查明服務的新模式
幫助深圳一家企業快速解決醫療物資快
速出口的程序。去年疫情在境外迅速蔓
延，深圳這家企業要出口物資，需了解
當地國家有關醫療物資的合規要求和法
律規定。這個案例從委託到完成，僅用
三天時間。該案例中，藍海的專家庫發
揮非常重要的作用。

「企業 『走出去』 需要建立完善的
合規體系。香港是連接中外的橋樑，很
多企業跨境首先要了解香港的法律，藍
海中心因此引入大量香港法律專家。」
藍海中心的香港專家施俊侃告訴記者，
中心法律查明庫有2400多位國內外法律
專家，香港專家共214位；中心共有118
名調解員，其中香港調解員10位。

香港企業赴內地發展更放心
灣區已嘗試港企適用香港法律，這

意味着北上發展的港企未來在內地有更
多跨境法律服務需求。在前海發展的某
港企告訴記者， 「香港很多企業在內地
設立企業法人機構，但實際控制的又是
香港母公司，這些港企熟悉的始終是香
港法律，以前大家在內地發生糾紛會糾
結法律的選擇問題，會擔心維權難度
大，現在按照《深圳經濟特區前海深港
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條例》，港企可以協
議選擇合同適用的法律。」 該港企認
為，這對涉港糾紛的解決是一個重大突
破，讓港企北上發展更放心了。

▲深圳藍海中心建法律專家庫，聚集2400多位海內外法律精英，為企業跨境投資提供
服務。圖為藍海中心與深圳寶安法院簽署合作備忘錄。 受訪者供圖

2019年9月加入藍海中心前，香港專
家施俊侃是首位擔任世界500強企業埃森
哲亞太區法律部總經理的中國人。因為
看好內地高新科技的發展、判斷 「合
規」 將是法律界下一個十年 「新風
口」 ，施俊侃放棄外企高薪職位，從北
京辭職來到深圳加入藍海中心。

施俊侃告訴記者，想到自己有27年

從法律實務到企業管理的實踐，便將開
拓新事業的領域投向 「幫助企業實現合
規」 ，因為經歷幾十年的改革開放後，
中企 「走出去」 逐漸變被動 「合規」 為
主動 「合規」 ，很多企業 「走出去」 前
就希望做好 「合規」 建設，主動遵守當
地法律規則、規避當地法律風險，希望
在國際上樹立中國企業的正面形象。

除了投身灣區，55歲的施俊侃希望
幫助更多出身平凡的香港年輕人直面挑
戰、迎難而上， 「希望我的心態建設和
學習方法可以鼓勵到香港年輕律師。」

「我要做的就是去到香港律師團體
多和年輕律師溝通，鼓勵他們到大灣區
來開眼界尋機遇，幫助他們到大灣區來
參加內地的司法考試，來內地取得執業
資格，同時為他們提供專業指導，幫助
他們獲取客戶。」 施俊侃認為，香港的
法律基礎是很堅固的，法律人才的素質
也很高，港青年法律人才到大灣區發展
大有可為。

盼更多港律師灣區尋機遇

▲香港專家施俊侃（右一）希望幫助更
多香港年輕法律人才到大灣區開眼界尋
機遇。 大公報記者毛麗娟攝

▲藍海中心繪製 「一帶一路」 法治地
圖並出版書籍。 大公報記者毛麗娟攝

▲深圳消費者使用數字人民幣進行支
付。 大公報記者毛麗娟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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