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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期5天的 「香港
法律周2024」 昨日踏
入第三日。林定國出
席在會展中心舉行的
「超越訴訟：香港替
代爭議解決的多元化
生態」 活動時宣布，
特區政府正式發表政策宣言（圖），明確承諾在特區政府合
約中加入調解條款，以調解方式解決合約糾紛，進一步推廣
「調解為先」 的文化。

林定國指出，政府一直致力推動調解發展，律政司自
2009年起推出 「調解為先」 承諾書運動，推動公眾使用調解
作為解決爭議的第一步。 「調解為先」 承諾書是一項不具法
律效力的承諾，簽署人承諾在以其他方式解決爭議前首先嘗
試調解。目前已經有來自不同行業的超過900個企業、組織或
個人簽署承諾書。

締造雙方接納的解決方案
當天發表的政策宣言指出，香港特區政府一直支持 「調

解為先」 的文化，即更廣泛地使用調解來解決爭議，基於調
解可以讓爭議各方在不偏不倚的調解員的協助下，以靈活、
省時、經濟的方式和雙方都同意的方案自願解決衝突。

宣言續指，政府將牽頭在政府合約中加入調解條款，以
身作則，並以此作為一般政策。調解條款表示當事人同意在
訴諸仲裁或訴訟前先使用調解作為爭議解決途徑。

政策宣言闡明政府就進一步推廣使用調解以友好方式
解決爭議的政策立場和方向，落實2023年施政報告中有
關深化調解文化的政策措施，並鞏固香港在國家政策
下作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策略性
定位。同時鼓勵各界更廣泛使用調解作為靈活和有建設性的
庭外解決爭議方法，締造雙方接納的解決方案，並控制風
險、費用和需投放的時間，有助建立和諧穩定的社會，以及
培育互相支持、尊重、和睦和包容的文化。

倡導調解文化 政府合約將增調解條款
律政司發表政策宣言 鼓勵私企踐行

律政司昨日發表在政府合約中加入調解
條款的政策宣言，要求在未來的政府合約加
入調解條款，即當事人同意在訴諸仲裁或訴
訟前先使用調解作為爭議解決途徑。

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表示，政府期望透過
牽頭在合約中加入調解條款，以身作則，鼓
勵私人公司在合約中加入類似的調解條款，
進一步推廣 「調解為先」 的文化。律政司會
繼續推行政策措施深化調解文化，配合國際
調解院總部將落戶香港，打造香港成為國際
「調解之都」 。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法律界：港擁大量世界級調解員 國際認可
【大公報訊】記者吳俊宏報道：律政司昨

日發表在政府合約中加入調解條款的政策宣
言，闡明政府就進一步推廣使用調解以友好方
式解決爭議的政策立場和方向，鞏固香港在國
家政策下作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
中心的策略性定位。此外，國際調解院成立公
約明年將在香港簽署，並在港設立總部，旨在
將香港打造為 「國際調解之都」 。

多位法律界人士對政府推動調解解決合約
爭議表示支持，認為香港本身擁有大量世界級
調解員，運用調解將能創建和諧關係，推動經
濟發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亞非法協香港區域仲
裁中心主任陳曉峰樂見政府以實際行動推動調

解，帶頭支持以調解方式解決涉及政府的合約
爭議。

國際社會高度信任香港法律體系
他指出，適逢國際調解院總部將落戶香

港，香港亦正大力推動體育行業方面的爭議解
決，政府將能夠起帶頭作用，令其他行業或區
內經濟體仿效，鞏固國家 「十四五」 規劃下支
持香港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
心。在律政司多年的推廣下，香港有大量的世
界級調解員，包括根據國際法成立的跨政府組
織亞非法協香港區域仲裁中心的多個在冊調解
員。運用調解將能以更具創意及有效率的方式
解決爭議，建立更和諧的關係，推動經濟發

展，共建共享、合作共贏。
中華司法研究會理事、大律師吳英鵬相

信，未來香港法制的優勢只會不斷增強並在貢
獻國家發展中發揮更大作用，同時也會在國際
上獲得更廣泛的認可。特別是，國際調解院是
首個總部設址香港的政府間國際組織，國家選
擇在香港設立國際調解院，充分體現了中央政
府大力支持香港長期保持 「一國兩制」 下的獨
特地位和優勢的決心，另一方面，各個簽署國
同意在香港設立國際調解院，也反映了國際社
會充分認可 「一國兩制」 在香港的成功實踐，
以及高度信任香港法律體系和司法制度，認可
香港作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
的地位。

▲舊灣仔警署將改建成國際調
解院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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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黃釔淼報道：國際調解院籌備辦
公室主任孫勁昨日在 「超越訴訟：香港替代爭議解決的
多元化生態」 活動中發表主題演講，介紹國際調解院籌
備辦公室工作。孫勁指出，國際調解院作為世界上首個
旨在解決國際商業、投資和國家間爭議的政府間國際組
織，其設立在香港，將令香港和世界受益。孫勁介紹，
國際調解院籌備辦公室在香港特區成立後，組織完成了
五輪談判。今年10月《關於建立國際調解院的公約》談
判在香港完成。各方決定，將在2025年舉行簽字儀式，
並將國際調解院總部設立在香港舊灣仔警署。各方計劃
盡早完成總部建設，爭取在明年底或2026年初開放。

促進國際爭議的和平解決
孫勁以6個 「C」 說明，為何在現有的調解機構之

外，還有必要成立一個專注於調解的政府間國際組織，
以及國際調解院如何幫助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
值人，在國際調解領域實現發展、貢獻力量。

第一個 「C」 是承諾（Commitment）：國際調
解院作為不同國家推動的組織，展現了這些國家在國際
上和國內推動使用仲裁，實現和平和互惠合作的政治意
願。第二個 「C」 是公約（Convention）：在過去，國
際調解缺乏法律效力和統一的規則，這制約了其發展；
《公約》是為國際調解確立原則和規則的第一個國際公
約，國際調解院將為可信和可靠的國際仲裁設立框架。
第三個 「C」 是可信賴（Credibility）：國際調解院擁有
不同國家的支持，將是最可信的國際調解服務提供者。
第四個 「C」 是高水準（Capability）：國際調解院將匯
聚具有專業水平、名望和影響力的世界級調解員，他們
的專長將覆蓋調解、法律、外交、國際關係、商業、工
業 、 金 融 等 多 個 領 域 。 第 五 個 「C」 是 協 調
（Coordination）：國際調解院將幫助建立更好的國際
調解生態圈，與其他國際組織和調節機構合作，促進能
力 建 設 和 信 息 共 享 。 第 六 個 「C」 是 全 面
（Comphrehensiveness）：《公約》涵蓋的三類爭議
包括國家間的爭議、國家與另一國之國民間的爭議，以
及國際商業爭議，國際調解院也將基於自願原則，接受
非成員國家和國際組織申請調解。

孫勁表示，國際調解院將促進國際爭議的和平解
決，也將在香港和世界推動調解的使用和調解文化的發
展。

市民抗議美國假民主
斥涉港法案粗暴干涉中國內政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多

批香港市民昨日到香港外國記者會
（FCC）外，抗議美國嚴重雙標。現場
抗議市民表示，之前美國出台的一系列
涉港 「法案」 完全是對中國內政的粗暴
干涉，給香港帶來的是社會動盪、經濟
受損和民眾生活被擾亂。 「一國兩制」
方針保障香港市民的根本利益，促進香
港的長治久安和繁榮發展，市民應認清
美國 「自由選舉」 外衣下的醜惡嘴臉。

美國選舉是金錢政治代表
市民林先生表示，美國選舉體現出

的 「假民主、真金權」 現象令市民感到
憤怒。美國選舉是其國內政治利益集團
角逐的舞台，是金錢政治的典型代表，
所謂 「自由」 背後是財團和利益集團的
操控。

市民施先生亦表示，美國所謂的自
由民主選舉，種種的假民主、假自由浮
現，今次更加令人看透美國「假自由，真
干涉別人事務」的醜惡嘴臉。美國一貫以
來也對香港繁榮穩定心懷不軌，作為香
港市民，堅決反對美國的所作所為，嚴
正要求美國停止自作聰明的小動作。

精準用好盛事基金
政府設立文化藝術

盛事基金，推動香港成
為 「文化藝術之都」 ，

截至今年10月，文藝盛事基金共批准17個項
目，當中有15個完成，共吸引超過476萬人參
與，反應良好，並且超額完成目標，其中
「ComplexCon香港2024」 及 「2024年巴塞爾

藝術展香港展會」 參觀者約半數是訪港旅客，
對旅遊業裨益立竿見影。不過當局亦強調，不
同活動的目標受眾各異，不應採用 「一刀切」
方式評估活動效益。

文化藝術確實難以用數字量化活動的成功

與失敗，一些被認為 「高端」 的文化藝術活
動，吸引觀眾人數未必能與 「通俗」 文化藝術
作比較。

世界三大男高音演唱會觀眾數目，肯定不
及世界級流行歌手，但誰會否定前者對社會的
價值？問題回到究竟要打造一個什麼樣的 「文
化藝術之都」 ？所謂綱舉目張，明確 「文化藝
術之都」 發展方向，文化藝術盛事基金才能作
精準投放。基金成立之初是摸着石頭過河，現
在全面運作約一年半，不斷在總結經驗，讓基
金用在刀刃上，高效推動發展 「文化藝術之
都」 。

透視鏡
蔡樹文

▲▼多位香港市民昨日（6日）上午自發到香港外國記者
會外抗議，譴責美國 「假民主、真霸凌」 ，粗暴干預香港
事務。

▲林定國昨日出席在會展中心舉行的 「超越訴訟：香港替代爭議解
決的多元化生態」 法律周活動。

▲法律周第三日活動，霍啟剛（左一）等嘉賓出席，討論解決
體育糾紛的經驗。

北環線支線推展安排
港深爭取年內達共識

【大公報訊】香港與深圳兩地政府透過共同
成立 「港深跨界軌道基礎建設專班」 ，推展港深
西部鐵路洪水橋至前海及北環線支線兩個跨境鐵
路項目。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昨日表示，爭
取今年內與深圳當局就推展安排達成共識，並由
港鐵公司在明年初展開詳細規劃及設計。

立法會議員張欣宇昨日在立法會大會提出
口頭質詢，詢問特區政府會否研究興建港島西
至洪水橋鐵路的部分路段，聯通前海和深圳灣
乃至港深兩地機場。林世雄回應稱， 「港深跨界
軌道基礎建設專班」 已確立有關鐵路項目的策略

價值和必要性，並初步研究鐵路方案的規劃、可
行性、效益、環境影響，及建設營運安排等。

準備展開下階段籌備工作
他表示，港深政府現正合作準備展開下一階

段籌備工作，目前建議的走線，應可滿足大灣區
發展策略下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與深圳前海合
作區的規劃發展，以及兩地在社會、經濟和人員
交流方面緊密聯繫的需要；長遠而言，項目的深
圳段及香港段，可預留彈性分別向北及向南延
伸。

調解院落戶 體現香港獨特優勢
舊灣仔警署

將改建為國際調
解院總部，預計明年中前完成
翻新工程，成為首個在香港設
立總部的 「政府間國際組
織」 ，專門以調解方式處理國
際爭議，將會大大提升香港成
為全球 「調解之都」 的國際形
象，吸引爭議各方、調解員、
律師及其他專業人士來港進行

調解。
調解是一種自願參與的程

序，當中由一名公正和受過訓
練的第三者，即調解員，協助
爭議各方在良好的氣氛下，達
成既能滿足各方所需，又為各
方所接受的和解。調解過程
中，爭議各方均有機會陳述本
身的論點，和聆聽對方的說
法。調解員的任務是幫助各方
探討本身論據強弱，尋求可行
解決方案，從而利便各方達成
和解協議，不會就誰對誰錯作
出裁決，亦無權強行各方和
解；作出決定的權力始終在爭
議各方的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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