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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支持南沙完善與港澳規則對接
探索建立港澳法律人才參與司法審判研究工作機制

這份全稱為《關於為廣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
的粵港澳全面合作提供司法服務和保障的

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共六部分21
條，內容涵蓋服務保障科技創新產業合作基地
建設、推動建設高水平對外開放門戶、支持促
進規則銜接和機制對接、助力打造高質量城市
發展標杆、完善組織保障機制等。

結合南沙戰略定位發展目標出台意見
據介紹，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重大國家戰
略，廣州南沙地處大灣區地理幾何中心，作為
連接珠江口兩岸城市群和港澳地區的樞紐性節
點，是廣州發揮大灣區區域發展核心引擎作用
的重大承載平台。去年6月，國務院印發《廣州
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粵港澳全面合作總體方
案》，提出加快推動廣州南沙深化粵港澳全面
合作，打造立足灣區、協同港澳、面向世界的
重大戰略性平台。
最高法表示，此番發布的「指導意見」關注

廣州南沙實際司法需求，是結合其戰略定位和
發展目標，出台的服務保障廣州南沙建設發展
的司法文件，為推動建設高水平對外開放門
戶、促進粵港澳規則銜接機制對接提供助力。
「指導意見」還充分考慮了廣州南沙「一國兩
制三法域」的司法環境和地方法院有益探索實
踐，既注重實用性和可行性，又為鼓勵細化和
創新制度預留了政策空間。

加強涉外審判人才引進培養儲備
香港文匯報記者注意到，這份「指導意見」

明確提出將加強國際商事審判專業化建設，推
動完善涉外民商事案件集中管轄布局，加強涉
外審判人才的引進、培養和儲備。支持符合條
件的港澳台人士擔任人民陪審員參與涉外、涉

港澳台商事案件審理，構建完善公正、高效、
便捷、低成本處理國際商事糾紛的體制機制。

推動簡化跨境司法交流合作審批程序
此外，還將加大國際區際司法交流力度，積
極推動簡化跨境司法交流合作、人員往來審批
程序，積極邀請港澳法律專家擔任研修學者、
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支持港澳法律專業學生
到人民法院實習，探索建立港澳法律人才參與
法院司法審判研究工作機制，支持建立吸納港
澳地區、海外知名專家學者、行業領軍人才的
司法智庫，着力培養具有國際視野、通曉國際
法律規則、熟悉域外法律的涉外法律專業人
才。

支持完善內地港澳調解員「雙調解」模式
最高法第一巡迴法庭負責人表示，考慮到廣
州地區和南沙地區涉外、涉港澳糾紛解決需求
較高，此番出台的「指導意見」總結提煉地方
法院實踐，支持地方法院完善內地、港澳調解
員「雙調解」模式，形成更符合涉外涉港澳糾
紛特點的解紛機制。另外，新修改的民事訴訟
法擴大了中國法院對涉外民事糾紛的管轄權，
明確了涉外民事糾紛當事人書面協議管轄的規
定。故此，最高法在起草這份「指導意見」時
體現了新民訴法精神，並就完善和細化審查認
定規則作出規定。
此外，這份「指導意見」將「服務保障科技

創新產業合作基地建設」單列為一個部分。最
高人民法院第一巡迴法庭負責人在答問時就此
表示，「指導意見」提出打造國際知識產權爭
端解決優選地，指導和支持地方法院加強涉
外、涉港澳案例發布和規則研究，回應南沙涉
外知識產權糾紛解決需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為加快推動廣州南沙粵港澳重大合作平台

建設，推動香港、澳門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提供司法政策支持，最高人民法院23日

印發「指導意見」，支持南沙完善與港澳規則對接，明確將強化數字經濟發展司法保

障，探索建立港澳法律人才參與司法審判研究工作機制，並支持建立吸納港澳人才的

司法智庫，還將提高涉港澳民商事案件辦理質量效率。最高法第一巡迴法庭負責人表

示，這份「指導意見」推動健全涉外涉港澳糾紛解決機制，體現了新民訴法精神。

推動建設高水平對外開放門戶
◆加強國際商事審判專業化建設。支持符合條件的
港澳台人士擔任人民陪審員參與涉外、涉港澳台
商事案件審理。

◆服務保障國際航運物流樞紐建設。積極服務保障
大灣區航運聯合交易中心建設，促進粵港澳大灣
區內航運服務資源跨境跨區域整合。

◆積極推動落實涉外涉港澳民商事案件管轄制度。
完善涉外、涉港澳民商事糾紛管轄規則。

◆加大國際區際司法交流力度。探索建立港澳法律
人才參與人民法院司法審判研究工作機制，支持
建立吸納港澳地區、海外知名專家學者、行業領
軍人才的司法智庫。

支持促進規則銜接機制對接
◆完善與港澳地區司法規則銜接。支持取得律師執
業證書（粵港澳大灣區）的香港法律執業者和澳
門執業律師在廣州南沙執業。

◆探索完善涉港澳訴訟程序機制。支持南沙法院簡
化涉港澳案件訴訟程序，完善港澳訴訟主體資格
確認、授權委託見證、送達程序及訴訟證據審查
認定程序。

◆健全涉外涉港澳糾紛實質性化解機制。支持具備
條件的港澳法律服務機構、調解員、律師參與糾
紛調解。

◆完善域外法律查明機制。進一步完善法院審理涉
外、涉港澳台案件法律適用規則和工作機制。

助力打造高質量城市發展標杆
◆促進青年創業就業平台建設。支持廣州南沙優化
各類面向粵港澳青年的孵化基地、眾創空間等合
作平台，為探索推動南沙事業單位、法定機構、
國有企業引進符合條件的港澳青年人才提供司法
服務。

◆加強生態環境司法保護。堅持最嚴格制度最嚴密
法治，依法嚴懲破壞生態保護紅線、自然岸線、
非法排污等違法犯罪行為，加大環境侵權禁止
令、懲罰性賠償等制度運用。

◆強化民生權益司法保障。妥善處理引進人才、港
澳居民因擇業擇居等產生的糾紛，依法維護港澳
居民在內地就業創業、學習生活權益。

◆加強智慧法院建設。加強互聯網、雲計算、人工
智能等技術在司法領域運用，加快推動智慧法院
第五代移動通信（5G）全覆蓋。

「指導意見」要點速覽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一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
州報道）《關於為廣州南沙深化面
向世界的粵港澳全面合作提供司法
服務和保障的意見》提出，強化民
生權益司法保障，具體包括加強教
育、就業、醫療、住房、社保等民
生領域司法保護，妥善處理引進人
才、港澳居民因擇業擇居等產生的
糾紛，依法維護港澳居民在內地就
業創業、學習生活權益。不少港人
表示，民生領域權益涉及他們在南
沙乃至廣東省內創業、就業、工
作、學習乃至娛樂等多方面，從司
法層面加以保障，不僅受益面廣，
且相關安排將更加精準、有效。同
時，他們亦就有關司法保障提出部
分建議。
非遺傳承人、廣州柏晶文化傳播
有限公司創始人李柏亨是在南沙創
業多年的港青，借助南沙當地的創
新創業政策和環境，他打造的「國
潮娃娃」項目產品廣受歡迎。他表
示，當前，灣區內地城市在知識產
權保護等法律保障方面，相較以往
有很大進步。借助政府12345服務
熱線，也能夠輕易獲得相關法律諮
詢和法律資源的對接服務。

「接下來，我希望能夠在細節上
完善相關法律運用和保護安排。我
從事的行業，需要比較強的知識產
權保護意識，比如，某種專利的申
請，是要註冊外觀專利還是新型實
用專利，哪些地方需要特別注意等
事情，希望有專門的窗口可以提供
諮詢和協助。」李柏亨說。

希望轉社保等相關流程能夠簡化
佛山南海青創工合空間負責人葉
興華曾在深圳工作多年，亦經常往
返於廣州、佛山等地。近年來，灣
區內地城市逐漸完善港人在內地的
就醫、住房、交通等安排，吃住行
便利性極大提高。比如，去年，借
助當地的購房政策及貸款政策放
寬，他在當地成功置業。
「同時，我也希望更多方面的
政策能夠再有細節上的突破，比
如我花了一年多時間，才將深圳
的社保醫保轉移到佛山，相關機
制流程能夠簡化就方便得多了。
如果我未來要在南沙發展業務或
是看醫生，也希望南沙與灣區內
地各城市相關政策能打通。」葉
興華說。

作為大灣區內地特邀港
澳調解員，香港陳浩庭律
師行主管律師陳浩庭，近
年來深度參與大灣區內地

的商事調解工作，在深圳、廣州等城
市業務尤其多。即便是在疫情期間，
亦通過不同方式參加調解工作，化解
了不少跨境糾紛。在開展具體業務
中，不管是繁體字還是簡體字，中文
還是英文，粵語或是普通話，他都能
夠輕鬆駕馭。

去年，陳浩庭以香港籍特邀調解員
的身份，參與了一宗涉及廣州和香港
的供應商合約糾紛。案件中，由於合
同中沒有列明發生糾紛時適用內地還
是香港的法律，遲遲未達成共識，對
於涉糾紛的金額，亦無法取得一致意
見。不過，對於陳浩庭參與調解，雙
方都很歡迎。陳浩庭利用專業法律知
識陳述各種利害，並以輕鬆方式曉之
以理。雙方很快化解了糾紛，更達成
了進一步合作的意向。

「他們信任不單單是我本人，更是
我身後的香港專業法律服務，這是糾
紛得以化解的關鍵。」陳浩庭說。

此次新發布的「指導意見」，在健
全涉外涉港澳糾紛實質性化解機制方
面，作出了一系列部署。陳浩庭特別
留意到「推動建立調解員執業統一資
格認證和調解員職業水平評價體系」
這一說法。他指，香港在十餘年前已
建立起了統一的調解員資格認證和評
價體系，接下來，在「指導意見」精
神指導下，未來大灣區有望建立起灣
區統一認證和評價體系，這對於香港
調解員前往內地服務，將起到極大的
推動作用。「相信這個資格認證和評
價體系是與香港對接的，這也意味
着，不管是新入行的還是數十年從業
經歷的調解員，都可以進入廣東開展
服務工作，是很振奮的消息。」陳浩
庭說。

「指導意見」助推香港調解資源灣區共享
香港國際調解中心主席、國際爭議

解決及風險管理協會主席羅偉雄表
示，「指導意見」出台及相關安排落
地後，將有大量的香港調解資源共享
到廣州及其他大灣區內地城市。香港
有國際領先的調解系統、人才、培訓

資源及實踐經驗，實現大灣區共享，
不僅將強化香港「超級聯繫人」的角
色，亦將助力內地建立完善的商事調
解架構和體系。

「以我的團隊為例，內地與香港全
面恢復通關後，我們全年料參與超過
1,000 件涉及內地的跨境商事糾紛
案，十倍於疫情期間，2024年後，相
關服務案件仍將大幅增加。這些個案
不僅會形成我們自己的經驗積累，也
將為內地打造高質量調解服務提供借
鑒參考。」羅偉雄說。
◆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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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浩庭律師（右）正在工作。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南沙創匯谷
為港青創業服
務專業團隊在
工作。

資料圖片

◀早前在南沙
區人民法院，
10名來自粵港
澳三地的青年
學生組成模擬
庭審。

網上圖片

◆越來越多的
港青選擇到南
沙就業。圖為
香港大學生在
南沙自貿區參
加實習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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