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粵港澳三
地法律部門上

月30日聯合發布粵港澳大灣區調解員名冊，列
入146名來自香港及廣東、澳門地區的調解
員。律政司昨日舉行儀式，為49名來自香港的
粵港澳大灣區調解員頒授證書。

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致辭時表示，大灣區調
解平台將粵港澳三地的 「制度之異」 轉化為
「制度之利」 ，大灣區調解員的專業將在未來
的商業環境中發揮重要作用，為三地的企業和
居民帶來實質幫助，推動大灣區成為國際商事
糾紛解決的優選地。

大公報記者 黃釔淼

推動灣區成糾紛解決優選地
林定國表示，無形的法治基礎建

設，如大灣區調解平台，亦是構建大
灣區重要的一環。大灣區調解平台將
粵港澳三地的 「制度之異」 轉化為
「制度之利」 ，頒布了適用於三地的
共同調解標準，為推廣調解在大灣區
的廣泛應用奠定了制度基礎，打造規
則銜接的制度高地，推動大灣區成為
國際商事糾紛解決的優選地。

林定國指出，每一位大灣區調解
員的專業能力毋庸置疑，都曾處理各
類跨境、商事、家事等爭議，很清楚
處理跨境爭議所遇到的困難。大灣區
調解平台制定的調解規則，正是為了
幫助各位調解員在實踐中更有效地應
對這些挑戰。

林定國又說，入選大灣區調解員
名冊不單單是一個里程碑，更加是一
項使命；是對各位調解員專業能力的
肯定，也是對大家在促進粵港澳大灣
區法治建設及解決爭議方面所作貢獻
的認可。隨着大灣區內商業環境愈趨
繁榮、商業活動高速成長，爭議和衝
突也在所難免。在這樣的背景下，調
解的角色變得更加重要。大灣區調解
員的專業將在未來的商業環境中發揮
重要作用，為三地的企業和居民帶來

實質幫助。
律政司副司長張國鈞致辭時指

出，香港在調解方面一直處於領先的
地位，香港特區政府除了在政府部門
推廣調解之外，律政司也一直在海內
外地區推廣調解服務。內地十分肯定
和推崇香港的商業調解，不但加強兩
地的互鑒交流，內地法院更於去年引
入香港調解員為案件進行調解。

港調解員交出成績 刷亮招牌
張國鈞表示，令人可喜的是，香

港調解員很快就交出成績來。在去
年，前海法院的一宗涉款以千萬元計
的商事糾紛案件中成功調解，為香港
的調解服務 「刷亮招牌」 。

張國鈞形容，成功進入粵港澳大
灣區調解員名冊的調解員，都是調解
的 「大師傅」 。

張國鈞期望各位調解員未來繼續
發揮專業才幹，在大灣區擴展業務、
推動大灣區的法治建設、為香港擦亮
招牌。

粵港澳大灣區調解員名冊由香港
特區政府律政司、廣東省司法廳及澳
門特區政府行政法務司各自經過本地
評審及粵港澳大灣區調解工作委員會
考慮，由粵港澳大灣區法律部門聯席
會議最終審議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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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港調解員獲頒證書 納灣區名冊
林定國：粵港澳制度之異化為制度之利

調解之都

律政司昨日
舉行香港粵港澳大
灣區調解員證書頒

授典禮。三位獲資格的香港調
解員在典禮後接受傳媒訪問表
示，十分榮幸成為大灣區調解
員，未來會積極為粵港澳大灣
區調解出力。

同時是執業大律師、法律
教授、調解員和仲裁員的顧家
珍表示，成為粵港澳大灣區調
解員是一項歷史性的時刻，亦
是十分難得的機會，對她而言
是重大的認可。

顧家珍認為，成為大灣區調解員有
三個使命，在政策方面，可以在區內拓
展專業性的商事調解，完善國家糾紛多
元化解決的工作；在司法對接方面，可
以促進獨立的調解員和法院之間的協
作，推動仲裁調解對接的機制，積極解
決調解協議效力的限制；在行業方面，
可以促進交流和技能培訓，提供具有中
國特色的調解標準。

專注處理家事案件和家事爭議解決
的劉穎賢律師指出，與來自大灣區其他
地方的調解員有很多合作，尤其是在家
事調解方面，本身已經有來自不同地方
的調解員，以幫助客戶了解不同地方法
律的分別，以及合作撰寫調解協議書。

劉穎賢亦指出，香港是中國唯一實
行普通法制度的城市，且具有兩文三語
的優勢，香港的大灣區調解員可以在未

來參與的案件中發揮獨特的作
用，增加和解機會並促進社會
和諧。

學習內地和澳門制度
本身是大學教授和律師的

姚定國指出，粵港澳三地距離
不遠，但是三地各有不同的法
律制度和法律文化。通過成為
大灣區調解員，他會學習內地
和澳門的制度，加強與內地從
業者的交流。他說，調解員的
工作不是單單賺錢或者是從事
商業活動，而是以謙卑的心去

服務。
姚定國指出，香港的調解雖然在粵

港澳三地中處於領導地位，但香港和廣
東、澳門是互補的關係，大家可以共同
為國家做得更好。他也希望將來與學生
分享擔任大灣區調解員的經驗，讓學生
知道讀法律除了成為香港律師、大灣區
律師，也可以加入大灣區調解員的行
列。 大公報記者 黃釔淼

港調解員擁兩文三語優勢 增和解機會

▲三位獲資格的香港調解員在典禮後接受傳媒訪問表
示，十分榮幸成為大灣區調解員，未來會積極為粵港澳
大灣區調解出力。 大公報記者蔡文豪攝

外籍人士亦可成為大灣區調解員
訴訟、調解和仲裁都

是解決糾紛的方式。在融
合發展大背景下，大灣區

律師、大灣區調解員和大灣區仲裁員的
角色日益重要。

香港和澳門的法律專業人士可以成
為大灣區律師。符合條件的香港律師和
大律師在通過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執業考

試並取得律師執業證（粵港澳大灣區）
後，在大灣區內地九市辦理適用內地法
律的部分民商事法律事務。

粵港澳三地符合各項資格資歷要求
的調解員都可以申請成為大灣區調解
員。此外，成為大灣區調解員並沒有國
籍要求，而只有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
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方可成為大灣

區律師。據悉，已經有外籍人士成為大
灣區調解員。

至於大灣區仲裁員，粵港澳大灣區
法律部門聯席會議早前通過《粵港澳大
灣區仲裁員名冊工作指引》，粵港澳三
地今年內將開展仲裁員提名和甄選工
作，爭取年內公布首批粵港澳大灣區仲
裁員名單。

話你知

▲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致辭時表示，大灣區
調解平台將粵港澳三地的 「制度之異」 轉
化為 「制度之利」 。大公報記者蔡文豪攝

▶律政司昨日舉行儀式，為49名來自香
港的粵港澳大灣區調解員頒授證書。

大公報記者蔡文豪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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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調解員分布

▲林定國向來自香港的大灣區調解
員頒發證書。 大公報記者蔡文豪攝

重大
使命





惠港措施 陸續有來
亞洲金融論壇一連兩日在港

舉行，人民銀行行長潘功勝宣布
一系列支持香港金融業發展的重
磅措施，包括擴大國家外匯儲備
在香港的資產配置比例，進一步
深化香港與內地在金融領域的互
聯互通。新舉措為香港金融業發
展開創更寬闊的空間，進一步增
強了香港戰勝挑戰的底氣，提升
了外界對香港未來的信心。

中國外匯基金連續近20年位居
世界第一位，現時資金逾3萬2千億
美元，其中在海外投資的規模至
少達到1萬5千億美元。央行擴大外
匯儲備在港的資產配置，為香港
市場帶來源頭活水，這是市場渴
望已久的重磅消息，意義深遠。

中央支持香港資本市場發展
的其他措施還包括：支持更多的
內地優質企業到香港上市和發行
債券；做大做強香港離岸人民幣
業務樞紐地位，豐富香港離岸人
民幣市場的產品和服務；強化香
港國際資產中心和財富管理中心
功能，吸引更多內地和國際資金
流入香港；增設總額度1000億元人
民幣資金，為在港商業銀行提供

人民幣貿易融資提供穩定且成本
較低的資金來源。

在強化香港作為全球最大人
民幣離岸市場、提供便民措施方
面，也有一些舉措，如積極支持
香港推出離岸人民幣國債期貨、
加快推動快速支付系統跨境互聯
互通、支持金管局推出人民幣貿
易融資流動資金安排、支持債券
通項下離岸債券回購業務等等。

這些措施內涵豐富，信息量
很大，彰顯中央對香港發展的支
持，凸顯 「一國兩制」 是香港最
大的優勢，也進一步體現香港國
際金融中心的獨特地位。事實
上，本次亞洲金融論壇吸引全球
130多位政商領袖出席，就說明國
際社會對香港地位的肯定。

中央港澳辦、國務院港澳辦
常務副主任周霽昨日指出，未來
中央將一如既往，支持香港國際
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航運中心
地位的鞏固，支持香港加快創新
科技的發展步伐。中央不斷加大
支持香港的力度，各界要乘勢而
上，積極作為，為金融強國建設
貢獻新的力量。

習主席重要講話揭示一國兩制實踐規律
習近平主席在慶祝澳門回歸25周年

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在深刻總結香
港、澳門回歸以來實踐經驗的基礎上，
精闢概括了繼續推進 「一國兩制」 實踐
行穩致遠必須把握好的四條規律性認
識，科學回答了 「一國兩制」 重大理論
和實踐問題。中央港澳辦、國務院港澳
辦主任夏寶龍指出，習主席的重要論
述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 「一國兩制」 理
論體系，把對 「一國兩制」 實踐規律的
認識和把握提升到新的歷史高度。

堅守 「一國」 之本、善用 「兩制」
之利，這是推進 「一國兩制」 實踐的根
本要義和必須牢牢把握的正確方向。
「一國」 和 「兩制」 是有機統一的，
「一國」 是 「兩制」 的根本， 「兩制」

讓 「一國」 更豐富、更精彩。一方面，
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高於一切，
守護 「一國」 ，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
任何時候都不能動搖；另一方面，必須
堅定 「兩制」 ，尊重 「兩制」 差異，發
揮 「兩制」 之利，充分保障特別行政區
高度自治權，歸納起來就是三個 「長期
不變」 ，即保持港澳資本主義生活方式
不變，保持國際自由港和單獨關稅區地
位長期不變，保持香港普通法和澳門歐
陸法制度長期不變。這三個 「長期不

變」 ，是中央一如既往的莊重承諾，進
一步堅定了國際社會對港澳繼續保持
「一國兩制」 、 「港人治港」 、 「澳人

治澳」 、高度自治的信心。
其次是正確處理好 「維護高水平安

全」 和 「推動高質量發展」 的關係，必
須把 「安全」 這個頭等大事和 「發展」
這個第一要務有機結合起來，缺一不
可。安全是發展的前提，發展是安全的
保障，維護安全要堅定不移，推動發展
同樣要堅定不移。港澳回歸以來的大量
事實證明，安全這個底線守不住、守不
牢，發展也就無從談起。當前，港澳安
定祥和的局面來之不易，社會各界必須
更加珍惜，緊緊抓住國家深化改革、高
質量發展帶來的機遇，集中精力拚經
濟、謀發展、搞建設，以高水平安全護
航高質量發展。

其三是 「發揮獨特優勢，強化內聯
外通」 ，這是推進 「一國兩制」 實踐必
須鞏固提升的功能作用，也是港澳以己
之所長、貢獻國家之所需的應有之義。
港澳擁有 「內聯外通」 的獨特優勢。
「內聯」 方面，港澳有着搶抓國家重大

機遇、坐擁內地超大市場規模的優勢；
「外通」 方面，港澳作為國家高水平開

放的最前沿、與國際接軌的窗口，順暢

對接國際規則、管理、標準，在助力
「走出去、請進來」 的雙向交流合作

中，把市場化、國際化、法治化等金字
招牌擦得更亮，這些優勢 「絕不能褪
色、不能閒置」 ，必須更好發揮作用。

習主席在重要講話中特別強調 「傳
承愛國愛港、愛國愛澳核心價值，增進
多元文化交流融合，凝聚一切積極力
量，畫出海內外支持 『一國兩制』 的最
大同心圓」 ，深刻指出鞏固 「一國兩
制」 政治基礎的關鍵，在於弘揚核心價
值、促進包容和諧。港澳同胞素有光榮
的愛國傳統，在愛國愛港、愛國愛澳的
大旗之下，不同文化和諧共生、交相輝
映，呈現五光十色的精彩畫面。未來要
繼續弘揚核心價值，同時求同存異，增
進多元文化交流，形成更廣泛的國內外
支持 「一國兩制」 的統一戰線。

習主席的重要講話開闢了新時代
「一國兩制」 理論新境界。香港各界要

深刻領會重要講話精神內涵，準確把握
四大規律性認識，更好地推動 「一國兩
制」 實踐行穩致遠，保持長期繁榮穩
定，並在助力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
中，發揮更大作用，作出更大貢獻。

（夏寶龍在學習貫徹習主席重要講
話精神專題研討會致辭系列評論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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