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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區商事糾紛司法規則銜接指引實施效果顯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13

日，第二批廣東省推進粵港澳大灣區規則銜接

機制對接典型案例公布，涉及要素跨境流動、

民生融合、營商環境、重大平台建設四個方面

16個案例，這些體制機制創新使得大灣區規則

銜接更加豐富、多元，更聚焦港澳居民關切。

其中，首個大灣區商事糾紛司法規則銜接指引

的出台，推動大灣區跨境商事糾紛高效判決。

在一年半的時間內，廣東法院執結拖欠企業賬

款案件25萬件，為企業追回1,101億元（人民

幣，下同）。有香港律師表示，過去一年個人

受理涉港澳商事糾紛案件實現倍增，高效化解

糾紛既增強了當事人對灣區司法的信心，又緩

解了大灣區相關司法案件積壓難題，提升了灣

區司法的整體效率。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本報記者敖敏輝及中新社
報道）廣東省政務服務和數據管理局黨組成員、新
聞發言人魏文濤13日在廣州表示，該局將謀劃建設
「灣區PASS」 ，推動以跨境支付、身份核驗、數
字空間、出行消費等服務為核心的多端跨境公共服
務集成融合，進一步提升粵港澳大灣區內各類人員
生活、工作、出行、消費的便利化水平。

加速組建「灣區通辦服務聯盟」
在廣東省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舉行的新聞發布

會上，魏文濤稱，去年11月，粵港雙方共同簽署
相關合作協議，並啟動粵港政務服務「跨境通
辦」 服務專區。廣東將省內各地各部門對港政務
服務納入省級統籌，統一「跨境通辦」 事項目錄
清單，加快組建「灣區通辦服務聯盟」 ，聚合優
質服務提供商，為灣區居民提供更多優質便捷的
公共服務。

據魏文濤介紹，粵港政務服務「跨境通辦」 服
務專區上線以來，兩地共推出服務事項140餘
項，通過香港智方便App綁定完成粵港在線身份
認證用戶超1.2萬名，線上服務專區訪問量超13
萬次。「跨境政務服務地圖」 接入灣區內地9市
政務服務中心共70個「跨境通辦」 服務實體窗
口，在港澳部署18台自助服務終端，可辦理高頻
民生服務事項200餘項。

「灣事通」平台服務對象近9000萬
在公共服務方面，廣東去年12月推出「灣事
通」 綜合服務平台，首次上線超100項服務，為
灣區居民提供「三地同城、無感跨境」 的便捷服
務體驗。「灣事通」 在支付寶、微信的境內和國
際版本同步上線，覆蓋粵港澳大灣區所有城市，
服務對象近9,000萬。「灣事通」 綜合服務平台
上線五個月以來，日均活躍用戶數三萬餘人，周

末高峰值超八萬人。

32萬港澳駕駛人免試在粵申領駕駛證
廣東省公安廳交通管理局政委孫祖通在發布會上
透露，截至4月30日，廣東已向港澳單牌車核發牌
證9萬多副，相關車輛累計入出境230多萬輛次，
其中，僅今年前四個月，便超過100萬輛次。與此
同時，已有32萬名港澳駕駛人享受免試在粵申領駕
駛證。「大灣區實現更為密切、更為方便、更為自
主的人來人往、車來車往。」孫祖通說。
孫祖通介紹，「港車北上」「澳車北上」在實
施中陸續有很多創新和亮點，比如，實現了核發
電子牌證、免擔保政策、跨境車險「等效先
認」、創新申辦模式等「四個首創」，車主不出
港澳就可申請辦理。港澳單牌車實現了通關、行
車、停車、申領內地駕駛證以及交通違法、事故
處理等各環節全流程的便利化。

廣東謀建「灣區PASS」便利人員跨境往來

上午，在廣州工作的港人 Andy，

根據「灣事通」App醫院掛號系統的

預約指引，陪同妻子到工作地附近

的一家醫院完成產檢；中午，他通

過在該平台上購買的高鐵票，準時搭乘高鐵抵達

深圳；晚上，他又和剛剛從香港駕車抵達深圳的

友人，在聚餐中談好了一項法務合作事宜。

在13日的新聞發布會上，廣東省發展改革委副

主任、廣東省大灣區辦常務副主任朱偉說，今次

公布的第二批典型案例，進一步在與大灣區居民

特別是與港澳居民息息相關的教育、就業、政務

服務等領域，解決了一批港澳居民關注度高的熱

點問題，各項舉措更加可知、可感。在港人Andy

看來，自己感觸深切，實實在在受益。

香港文匯報記者梳理發現，此次發布的16項典

型案例，關注的民生事務可謂事無鉅細，涉及港

澳居民衣、食、住、行、遊、購、醫、業等方方

面面。

以「灣事通」為例，去年底在粵港澳同步上

線，服務範圍涵蓋大灣區所有城市，包含港澳居

民上網、便捷支付、跨城交通、租車打車、美食

娛樂、醫院掛號、銀行服務、酒店民宿、出入境

等眾多板塊，細分事項超過100項。數據顯示，

上線五個月來，該平台日均活躍用戶超三萬人，

周末峰值更達八萬人。有港澳居民形容，「灣事

通」已經成為他們行走大灣區的「掌中寶」。

通過系列典型案例可以看到，大灣區規則銜

接、機制對接已經開始向縱深拓展，以「小切

口」帶動「大變化」。在推動大灣區融合發展過

程中，力爭做到惠及每一個領域，每一個群體，

每個當事人。這也讓民眾更加有理由相信，大灣

區，擁有大未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廣州報道

「小切口」帶動「大變化」港人：實實在在受益

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重點和難點在規則銜接
和機制對接，而其中的關鍵，又是司法規則的

銜接。2022年底，依據國家有關法律和司法解釋，
結合粵港澳大灣區司法實踐，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公
布《關於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人民法院審理涉港澳商事
糾紛司法規則銜接的指引（一）》，對跨境糾紛管
轄、訴訟主體認定、簡化委託手續、送達法律文書、
訴訟證據審查和域外法的查明及適用等訴訟規則銜接
問題提出指導性意見。
廣東省高院民四庭庭長佘瓊聖表示，該指引呈現多
個特點，比如，充分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擴大法
律適用選擇範圍，允許在橫琴、前海、南沙自貿區的
港澳資企業協商選擇域外法解決合同糾紛，使用當事
人熟悉的法律解決爭議。又如，探索「先受理法院」
原則，減少粵港澳三地管轄權衝突，解決了平行訴訟
問題（即重複訴訟、審理）。另外，還確認了港澳法
院和仲裁機構對案件事實認定的法律效力。

提升港澳居民到內地解決糾紛意願
今年初，廣東省高院又公布第二批指引，對涉港澳

商事糾紛中證人資格認定、作證形式、詢問證人方式
等作出18條規定。
「從具體成效看，指引的出台，提高了涉港澳民

商事案件的審理效率，提升了涉港澳法律適用的準確
度，並切實減輕了港澳當事人的訟累，提升了港澳居
民選擇到內地解決糾紛的意願，越來越多的港澳當事
人將大灣區內地九市法院作為訴訟『優選地』。」
佘瓊聖說。
統計顯示，自指引出台以來，廣東法院共審結一審
涉港澳商事糾紛案件超過1.5萬件，通過採取「活封
活扣」，釋放查封財產價值127億元；執結拖欠企業
賬款案件25萬多件，為企業追回1,101億元。

港律師：業務量倍增且效率提升
香港陳浩庭律師行主管律師、大灣區律師陳浩庭多
年來活躍於粵港兩地，常年專注處理民商事糾紛。談
到該指引出台帶來的效應，他稱在預料之中。過去一
年多，向他諮詢涉港民商事糾紛事宜的當事人增長了
一倍多，受理案件量增長亦超過三成。
「我在香港的業務對象以中小企業和個人為主，透

過相關指引，我們處理案件的效率大為提升，為當事
人挽回的損失，從數百萬元至千餘萬元不等。可以
說，相關安排惠及案件當事人，香港律師業界亦是受
益者。」陳浩庭說。

破解粵港澳間平行訴訟難題
陳浩庭對於該指引破解粵港澳間平行訴訟難題，尤

為讚賞。過往，重複訴訟問題較為多見，也存在一些
當事人在跨境案件中利用三地法律銜接尚未完善而故
意規避法律的問題。
「而有了該指引下的『先受理法院』原則、判決互

認等安排，相關問題迎刃而解，平行訴訟大大減少。
另外，香港法院案件積壓問題，也得到了很好的緩
解，提升了司法系統的效率。」陳浩庭說。

增強當事人對灣區司法信心
廣東廣信君達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香港籍律師
肖碩彬有同樣體會。他指，過去一年多，他和粵港澳
大灣區執業律師001號何君堯律師參與處理了大量涉
港澳的跨境法律業務，包括粵港澳大灣區律師第一宗
內地訴訟案件。目前正在處理中的單個案件不少於五
億元人民幣的民商事爭議案件，還有四五宗。
對於平行訴訟，他指，訟爭解決的多頭管理，給審
判帶來很大的應對成本。指引提出「先受理法院」原
則，以及對生效判決的認可和執行制度，給當事人解
決糾紛帶來了很大的便利，有效減輕了當事人重複訴
訟的時間成本和訴訟成本。
「另外，『港資港法港仲裁』的適用，有利於延續

相關當事人的選擇習慣，對解決爭議多了不同的途
徑，也對解決結果有了更多的信任感，這對大灣區的
融合絕對是利好。」肖碩彬說。

數據看機制對接成果
◆推出粵港「跨境通辦」線上服務專區，
在港澳部署18台自助終端，推出140餘
項服務事項

◆高水平建設「1+12+N」港澳青創基
地，累計孵化港澳青年創業項目5,000
多個

◆大灣區人才簽註受理超1.9萬人申請
◆跨境理財通參與投資者超7萬人
◆推出「灣區標準」，已發布183個標準
和15個「灣區認證」項目

◆「港車北上」、「澳車北上」核發牌證
9萬多副，累計入出境230多萬輛次

◆出台涉港澳商事糾紛司法規則銜接指
引，一年多時間審結一審涉港澳民商事
案件1.5萬件，執結拖欠企業賬款案件
25萬件，為企業追回債務逾1,101億元
人民幣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營商環境類（3個）

◆粵港實現政務服務「跨
境通辦」

◆首個大灣區商事糾紛司
法規則銜接指引出台

◆「灣區認證」推動三地質
量認證規則銜接

要素跨境流動類（5個）

◆「港車北上」、「澳車北上」政策順利
落地實施

◆廣東省人民政府在澳門首發貼標中歐
《可持續金融共同分類目錄》綠色債券

◆廣州探索科研用物資跨境自由流動新
機制

◆創新實施粵澳貨物「一單兩報」服務
◆中山率先落地「港藥粵產」

民生融合類（5個）

◆高水平建設「1+12+N」港澳青年創新創業
基地

◆「灣事通」助力「三地同城、無感跨境」
◆深圳建立與國際標準銜接的醫院評審認證
體系

◆南沙創新與港澳教育銜接機制
◆珠海運用特區立法權立法助力澳門醫藥專
業人士跨境便利執業

重大平台建設類（3個）

◆橫琴口岸創新實施客貨車「粵
澳聯合一站式」查驗

◆前海率先試點推進建設領域規
則與港澳銜接

◆河套率先試點數據跨境交易

特稿特稿

大灣區規則銜接機制對接典型案例

◆港人在港澳涉稅諮詢服務平台問詢工作人員。 資料圖片◆港澳居民在內地通過「跨境通辦」政務服務設備辦理商事業務。 資料圖片

◆灣區商事糾紛司法規則銜接指引的出台，推動大灣區跨境商事糾紛高效判決。圖為香港當事人和委託律師
在廣州中院法官的見證下完成線上授權委託。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粵審結一審涉港澳案超1.5萬件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