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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國家涉外法治建設助國家涉外法治建設 港大有可為港大有可為
專家專家：：大灣區是天然試驗場大灣區是天然試驗場 港律師優勢突出港律師優勢突出

深圳律師攻讀海外知名法律院校碩士、博士最

高補貼25萬元（人民幣，下同），廣州南沙對港

澳知名律所在當地設立代表處最高扶持200萬

元……去年以來，大灣區內地城市紛紛推出加強

涉外法治建設系列舉措。《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下

稱《決定》）圍繞加強涉外法治建設提出系列改

革要求。業界表示，港澳律師擁有熟悉域外法

律、掌握多門語言、實戰經驗豐富等優勢，在國

家加強涉外法治建設中，可發揮不可替代的作

用。香港亦應抓住國家加強涉外法治建設機遇，

積極融入，主動作為，強化和鞏固作為亞太區國

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區域知識產權貿易

中心地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粵港澳聯動 打造知識產權保護高地

《決定》全文，「法治」、「法律」出現近
40次，成為高頻詞彙之一。廣東廣信君

達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香港籍律師肖碩彬
表示，備受鼓舞的同時，深感責任重大。

一體推進各環節 灣區律師成「金餑餑」
《決定》提出，建立一體推進涉外立法、執
法、司法、守法和法律服務、法治人才培養的
工作機制。肖碩彬表示，全球法律制度多樣
化，法治發展水平參差不齊，法治思維亦有差
異，涉外法治建設涉及方方面面，我國涉外法
治工作要有系統性、長期性。因應於此，全會
提出「一體推進」各環節工作機制的改革要
求，是國家加強涉外法治建設的戰略部署，對
涉外法律界人才來說也提供了難得的發展機
遇。
在肖碩彬看來，粵港澳大灣區多種法律制度
並存，經貿和人員往來密切，是我國加強涉
外法治建設的天然試驗場、踐行區和發展
地。
「近年來，大灣區在涉外法治建設方面積極
探索，包括設立聯營律師事務所、大灣區律師
執業考試等方面，取得積極成果。」肖碩彬
說，以大灣區律師試點為例，截至目前，共有
460多名港澳律師取得大灣區律師執業資質，在
內地100多家律師事務所執業，實現了大灣區內
地九市全覆蓋。
在國家加強涉外法治建設的系列舉措下，涉
外律師成為行業的「香餑餑」，而大灣區律師
又是其中的「金餑餑」，各地政府、各大律所
紛紛推出吸引相關人才的舉措。今年第135屆廣
交會上，廣州市司法局首次啟用粵港澳大灣區
律師，參與組建展會律師服務團。團隊提供了

700多次法律服務，出色工作獲得中外客商的高
度讚譽。

完善涉外法治體系港施展空間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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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手的案例中，90%為涉外業
務。
「熟悉域外法律規則，普遍掌握兩語三文，

跨境、跨國法律業務實戰經驗豐富，這是香港
法律從業者的最大優勢，能夠處理各類涉外商
業糾紛、股權糾紛、合同糾紛。」陳浩庭說。
《決定》提出，完善涉外法律法規體系和法
治實施體系，深化執法司法國際合作；完善涉
外民事法律關係中當事人依法約定管轄、選擇
適用域外法等司法審判制度。在陳浩庭看來，
相關領域的改革要求，對香港來說，可以積極
主動發揮優勢，助力國家涉外法治建設高質量
發展同時，促進本港法律服務發展。
「特首李家超在去年的施政報告中，明確提
出對接國家戰略，強化『八大中心』。當中，
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和區域知
識產權貿易中心建設，離不開大量涉外法律服
務。國家完善涉外法治有關法律法規體系和法
治實施體系，以及完善涉外民事法律關係中當
事人依法約定管轄等制度，對香港法律界來
說，有了更大的施展專業所長的空間。」陳浩
庭說。
中銀—力圖—方氏聯營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
人、大灣區律師李煥江認為，港澳在國家加強
涉外法治建設過程中，應主動作為，可建立港
澳與內地立法協調機制，圍繞推動三地法律規
則銜接的進程，加強溝通與協調。

在今年的一場時尚大秀上，一款內地品牌內
衣登上了舞台。然而，大秀結束不久，市場上
出現了由不同廠家生產的同款內衣。作為活躍
在內地的香港資深知識產權專家、廣東德標企
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負責人王瑋受邀參與該品
牌的知識產權維權工作。
「該案涉及版權侵權，侵權方超過100個，而

且很多是小作坊式工廠，維權工作量很大，特
別是追索賠償存在較大挑戰，甚至庭下和解也
進展很慢。」王瑋說。
王瑋指，知識產權包括商標權、著作權和版

權等多個板塊，但在內地，版權維權相對薄
弱，相關工作機制還不完善。他認為版權申請
和版權維權途徑，政府應該明晰相關制度安
排，並向社會普及推廣。
《決定》指出，完善產權制度，依法平等長
久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建立高效的知識
產權綜合管理體制。
「當前，知識產權領域還存在多頭管理的問
題，比如，版權管理歸屬於新聞出版部門。未
來，在知識產權行政管理、業務歸屬等方面，
需要有一個更加高效的綜合管理體制。」王瑋
認為，隨着知識產權綜合管理體制的建立和完
善，相關改革工作有望迎來突破。

加懲罰促「不敢不想侵權」
當前知識產權侵權行為多見，追索難、賠償

金額低是重要原因。《決定》提出，對侵犯各
種所有制經濟產權和合法利益的行為實行同責
同罪同罰，完善懲罰性賠償制度。王瑋說，這
也意味着，接下來的相關改革舉措，加大懲罰
性賠償制度將是重點方向之一，將助力營造
「不敢侵權、不想侵權」的市場氛圍。
對於知識產權領域面臨的其他痛點，王瑋也

給出多方面建議。比如，對於維權意識不強、
維權路徑不清晰的問題，要加強引導和宣傳，
鼓勵培養企業知識產權官；出台專利盤點、導
航及培育的官方指引，扶持開發專利AI工具。
對於大量專利閒置問題，開展分梯隊專利審查
工作，加快與市場貼合度高的專利審查進度。

香港做法值得內地借鑒
在王瑋看來，香港在知識產權的法律法規、

行政管理、執法乃至知識產權宣傳方面做法，
值得內地借鑒。與內地多頭管理不同，香港知
識產權署集中管理知識產權事務。在侵權懲罰
方面，除了賠償金額大，而且還有可能觸發刑

事處罰。
大灣區已陸續推出多個知識產權合作平台，
業界期待進一步加大各領域各環節的對接與合
作。
粵港澳大灣區知識產權人才大數據平台信息
建設負責人龍明濤表示，內地知識產權行業體
量已經很大，但對外交流仍不夠，對外合作效
率不高，而這方面恰恰是香港的優勢，接下
來，粵港澳大灣區知識產權人才大數據平台將
推動香港知識產權界的國際視野、專業服務優
勢融合到整個大灣區，助力中國知識產權服務
「走出去」。
龍明濤亦提到，內地與港澳知識產權數據在
格式、標準等方面還存在一定差異，人才數據
庫亦尚未完全打通。接下來，有必要通過兩地
工商、政務系統的對接，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
實現數據和服務對接，推動大灣區知識產權行
業規則銜接、機制對接，實現灣區「軟聯
通」，更好助力大灣區打造知識產權保護高
地。

今年1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
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認可和
執行民商事案件判決的安排》正式實施
生效，這是繼兩地仲裁判決互認後，兩
地司法規則銜接的又一個重大成果。
中銀—力圖—方氏聯營律師事務所高
級合夥人李煥江表示，當前，港澳與內
地已經實現了民商事判決、仲裁判決結
果的互認，不過，調解制度作為社會穩
定和法治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尚未實
現三地調解員資格互認和調解結果互
認。他建議，可參考正實行的仲裁區域
協議，推動三地調解工作機制對接、規
則銜接。
在加強涉外法治建設方面，《決定》
還提出，健全國際商事仲裁和調解制
度，培育國際一流仲裁機構、律師事務
所。業界相信，通過接下來的涉外法治
建設下的系列改革，三地調解結果互認
並不遙遠。

打造灣區品牌優化涉外調解
事實上，粵港澳大灣區已經在推動先

行先試工作。2021年，由廣東省司法
廳、香港律政司及澳門行政法務司支持
和推動的粵港澳大灣區調解工作委員會
揭牌成立，今年初，《粵港澳大灣區調
解員資格資歷評審細則》發布，旨在推
動大灣區調解員統一名冊的設立，實現

三地調解員資格互認。今年8月，首期
大灣區調解員培訓工作將啟動。
陳浩庭將是首批參與大灣區調解員培
訓的香港律師之一。他表示，「大灣區
內地城市，聘任港澳調解員已經比較普
遍，多年前我便是深圳法院的特邀港澳
調解員。不過，相關工作是各地自行推
動的，沒有大灣區統一的調解員認定、
評審機制，這對相關工作的推進造成困
擾。今後，有了統一的大灣區調解員培
訓、評審及工作機制，有利於打造灣區
調解品牌，更好開展涉外調解工作。」
陳浩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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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律師：460多名港澳律師取得大灣區律師

執業資質，在內地100多家律師事務所執業，實現了
大灣區內地九市全覆蓋

◆粵港澳聯營律師事務所：廣東已至少設立17家粵港

（澳）合夥聯營律師事務所，派駐和聘用了超過100名港
澳律師

◆香港律師事務所在粵代表處：設有20家

◆仲裁員：深圳國際仲裁院、廣州仲裁委等仲裁機構聘

任港澳籍仲裁員超過200名

◆港澳特邀調解員：廣東已建立了統一的港澳調解

員名冊，先後選聘120名港澳調解員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香港調解會在粵參與跨境商事糾紛
調解的首個案件近日在深圳前海法院
完成。圖為香港調解會副主席馬嫊傃
在開展調解工作。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來自香港的粵港澳大灣區律師胡慶業律師（左
二）在今年第135屆廣交會為參展企業提供涉外法
律服務。 網上圖片

◆位於廣州的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知識產權人才港致
力推動大灣區知識產權務實合作，實現人才自由流
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