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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深港合作的重要平台、國

家首個社會主義法治示範區，前海
近年來在司法制度創新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前海法院通過推動兩地法律規則銜
接，為港人提供了更加便利的營商環境和更高效的糾紛解決機制，並率先大幅簡
化涉港澳案件訴訟程序，將手續成本縮減到 「零花費」 ，涉外涉港澳台商事案件
平均審理周期較集中管轄前縮短14.2個月。這些創新舉措不僅為香港企業和居民
提供了與國際接軌的法治環境，也為前海吸引大批外資企業落戶。

大公報記者 毛麗娟

前海開新篇❹

2024年4
月，香港居民邵先生
來到前海法院處理與某銀行的糾
紛。案件進入訴前調解程序後，法院將案件委
派給了香港特邀調解組織香港調解會進行調
解。雙方依照香港法律達成調解協議，法院第
一時間為雙方出具了具有執行效力的司法確認
書。雙方對低成本、高效率的跨境糾紛解決機
制稱讚不已。

與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 「規則銜接」 、
「機制對接」 澳門的功能類似，前海的司法
制度創新也是中央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的重要體現。通過推動兩地法律規則銜
接，前海為香港同胞提供了更加便利的營商
環境和更高效的糾紛解決機制。

長期以來，前海實際使用港資佔深圳過
半，涉港糾紛也較為集中。2015年1月28
日，深圳前海合作區人民法院成立，為最高
人民法院確立的司法改革示範法院，集中管
轄深圳市應由基層法院管轄的第一審涉外涉
港澳台商事案件及前海轄區內第一審民商事
案件和知識產權案件。

引逾1.1萬家外企 港資佔比85%
前海法院披露，2015年2月至2024年12

月，前海法院累計受理涉外涉港澳台商事案
件21900件，覆蓋143個國家或地區；其中受
理涉港商事案件14041件，是全國受理涉港
案件數量最多的法院。

前海法院審判管理辦公室副主任謝雯告訴
記者，前海法院是全國適用香港法審理案件最
多的法院。前海法院在全國率先建立了系統全
面的域外法查明與適用體系，首創境外法律專
家在線出庭查明法律，依法尊重和保障當事人
選擇適用域外法，十年間累計適用域外法和國
際條約、國際慣例審理案件236件，其中適用
香港法審理案件149件，佔比超過六成。

審理效率上，前海法院率先大幅簡化涉
港澳案件訴訟程序，明確當事人可通過港澳
地區官方網站查詢法人主體信息，替代港澳
法人主體資格材料公證和轉遞手續，將以往
花費二十餘天、數千元的手續成本，縮減到
「半小時＋零花費」 。目前，前海法院涉外
涉港澳台商事案件平均審理周期為3個月，較
集中管轄前縮短14.2個月，效率提升4.5倍。

法治環境護航下，近年來，前海吸引超
過1.1萬家外資企業落戶，其中港資企業佔比
達85%。滙豐集團 「落子」 前海的故事就是
上述數據的最佳註解。2017年時，滙豐集團
董事會成員考察全國多地，聽聞前海可以適

用香港法、域
外法審理案件，董事

們一下來了興趣，回去立即開
會研究，最終在前海設立了區域性總部。

「雙城兩院」 共建國際仲裁中心
前海是 「特區中的特區」 ，是國家首個社

會主義法治示範區。除了司法制度方面的創
新，前海多元化、國際化的糾紛解決機制同樣
為境內外當事人化解了大量糾紛，並在服務
「一帶一路」 糾紛解決方面積累了豐富實踐。

創設於1983年的深圳國際仲裁院是粵港
澳地區第一家仲裁機構，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產
物，內地與港澳合作的產物。自2019年起，
深圳國際仲裁院已在香港創設華南（香港）國
際仲裁院，形成 「雙城兩院」 的新發展格局。
在前海註冊的港澳台及外商投資企業，可以通
過 「港資港法」 協議選擇香港法律作為民商事
合同的適用法律，也可以通過 「港資港仲裁」
協議就商事爭議在香港進行仲裁。

香港特區政府律政司司長林定國曾對此
表示，香港特區政府一直致力推動香港成為
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與內
地簽署了九項民商事法律互助安排，香港和
深圳在推廣仲裁方面一直保持着緊密合作。

深圳國際仲裁院院長、華南（香港）國
際仲裁院執行主席劉曉春認為， 「深圳和香
港通過協同創新，已創造了 『雙城、兩院、
雙法域、雙規則、雙軌實踐和雙名冊』 的差
異化互補性 『六雙』 獨特優勢，共同建設面
向世界的亞洲國際仲裁首選地，為共同提升
粵港澳大灣區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
環境發揮着 『雙引擎』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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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林子奇 美術編輯：蘇正浩

前海司法創新 對接港法規吸外企
簡化程序降低成本 涉外商案省時逾1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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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深圳）綜合開發
研究院港澳及區域發展研究
所副所長文雅靖受訪表示，

深港在司法實踐上具有互補優勢。 「應
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規則銜接挑戰，
應在 『一國兩制』 框架下，充分考慮大
灣區的特殊性，強化模式創新，在特定
領域、特定平台進行率先突破，推動大
灣區全面對接國際高標準市場規則體
系，建設國際一流灣區。」 文雅靖分
析，首先是可在特定領域先行先試。

她認為，數字經濟背景下，一方面
要充分利用大數據技術對不改變雙方法律
規則的基礎上進行 「硬件突破」 ，打造更
多 「一地兩檢」 模式的制度創新模式；另
一方面要緊抓我國數字經濟蓬勃發展、香
港加快發展數字經濟的契機，探索在北部
都會區共建深港數字經濟合作區，以問題
為導向率先探索數字經濟領域的共同規
則，繼而複製推廣到其他領域。

二是特定平台的持續開放。前海近
年來把法治示範區建設作為前海改革開
放的核心競爭力和主要驅動力，為深港
法律合作提供良好平台。文雅靖建議，
未來可在前海進一步深化內地與港澳律
師事務所合夥聯營機制改革，如進一步
拓寬聯營律所律師從業範圍，允許聯營
律所受理和承辦刑事訴訟事務、由聯營
律所中具有內地律師執業資格的律師承
辦，擴大香港律師發展空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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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暑期，內地青年法律學生前往前海法院參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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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港法治深度融合
不僅是推動兩地協同發
展的關鍵所在，更是

實現區域法治現代化的重要引擎。
面對 「一國兩制」 下三法域並存的
複雜現實，深港法治融合正面臨着
一系列難點、堵點和痛點的深度挑
戰，需要雙方以更加開放、包容和
創新的姿態，共同探索破解之道。

首先，深港法治融合的難點在於
法律體系的深度差異。為了破解這一
難點，深港兩地需要在法律教育、法律
研究以及法律實務等領域加強交流與合
作，還可以探索建立跨境法律服務體
系，為當事人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法
律服務，降低跨境法律事務的成本和風
險。

其次，跨境司法協助和判決互認的
堵點需要得到進一步疏通。為了打破這
些障礙，雙方需要進一步完善跨境司法
協助機制，簡化相關程序，提高判決互
認的效率和質量。

再者，深港法治融合的痛點在於法
治認同的差異。為了緩解這一痛點，深
港兩地需要加強法治文化的交流與融
合，推動兩地民眾對彼此法律體系和司
法制度的深度了解和認同。

未來，深港法治深度融合仍然任重
道遠。兩地需要推動法律體系的深度適
應和融合，完善跨境司法協助機制，增
進法治認同和文化融合。同時，還需要
積極探索新的合作模式和機制，為深港
法治融合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為粵港澳大灣區的法治建設和經濟發展
提供更加堅實的法治保障。

記者
觀察

▲去年12月，香港涉外法律人才代表團參觀前海
的ADR國際商事爭議解決中心。

廣交會是中國商品走向
世界的橋樑。深圳國際仲裁
院連續35屆進駐廣交會知識

產權與貿易糾紛投訴接待站（簡稱 「廣
交會投訴站」 ）。在去年結束的第136
屆廣交會上，深圳國際仲裁院組織了近
30名來自中國內地以及港澳的調解專家
公益提供了高水平的調解服務。

來自香港的律師、深圳國際仲裁院
調解專家何仕景透露，在廣交會舉行期
間，自己協助調解了一起來自中東買家
的投訴，雖然雙方對和解方案有很大爭
議，整個調解過程長達兩天，最終還是
在符合雙方的最大利益前提下達成和解
協議。 「看到調解成功後，雙方達成一
致，握手言和，並簽署和解協議時，內
心也會感到一份成就感和驕傲。」 何仕
景表示。

香港律師、深圳國際仲裁院調解專
家林綿綺則對廣交會調解過程中快速解
決爭議的特點印象深刻。 「在廣交會境
內外商人熱切互動的濃烈氛圍下，和解
方案傾向於不單是終結之前的糾紛，更
是創造利益最大化，在方案上每每都有
更多、更大的訂單和其他合作的探
討。」

受訪香港律師表示，香港作為國際
知名的法律服務中心，擁有豐富的法律
資源和專業人才，而大灣區內地城市則
擁有龐大的市場潛力和發展空間，雙方
未來在國際仲裁、調解領域的合作具有
廣闊的市場前景。

▲去年第136屆廣交會投訴站調解現場。

數讀前海涉外法務建設成就

前海法律界談法務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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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間，前海法院累計受理涉外涉港
澳台商事案件21900件，覆蓋143個國
家或地區，其中受理涉港商事案件
14041件。

•前海法院首創系統規範的香港陪審員
制度，先後選任三批81名香港陪審員，
參與審理案件超千件。

資料來源：光明日報

•前海管理局相關負責人表示，現在涉
外涉港澳台商事案件平均審理周期為3
個月，較之前縮短14.2個月。

3 14.2

81 1000

143 14041

前海法院審判管理辦公室副主任
謝雯

前海法院聚焦制約涉港審判的諸多因素，
在各個環節中找到兩地法律的銜接點，依
此制定相關的制度規則並在司法實踐中進
行實踐，將經驗總結為《粵港澳大灣區法
律規則銜接研究》系列叢書，促進了大灣
區規則 「軟聯通」 。

前海法院綜合辦公室主任
張艷紅

前海法院不是傳統法院涉外法庭的 「升級
版」 。我們始終圍繞前海國際法務區建
設，集中管轄深圳市第一審涉外涉港澳台
商事案件，不斷優化涉外涉港澳台商事審
判機制、推進跨境商事法律規則銜接。

資料來源：光明日報

▲前海近年積極進行司法創新。圖為1月9日，廣州海事法院前海巡迴法庭啟用，審理一宗涉港人及
外企的糾紛案。

▼前海以司法創新吸引外企進駐。圖為1月22日，滙豐設於深圳前海的新辦公大樓 「HyQ前坊」 揭
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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