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法律周2024昨日踏入第三日，聚焦香港替代性爭議

解決方案服務，主題是「超越訴訟：香港替代爭議解決的

多元化生態」。特區政府律政司司長林定國昨日主持開幕

式時宣布，政府發表有關在政府合約中加入調解條款的政

策宣言，鼓勵私人公司在合約中加入類似的調解條款。政

策生效後，所有新的政府合約均須加入調解條款，如要偏

離此政策，必須有充分理由支持，例如與現行法例有所抵

觸。他強調，律政司會繼續推行政策措施深化調解文化，

配合國際調解院總部將落戶香港，打造香港成為國際調解

之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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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司昨日發表在政府合約中加入調解條款的政策宣言，闡明政
府就進一步推廣使用調解以友好方式解決爭議的政策立場和方

向，落實2023年施政報告中有關深化調解文化的政策措施，並鞏固
香港在國家政策下作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策略
性定位。
政策宣言表明，香港特區政府一直支持「調解為先」的文化，即更廣

泛地使用調解來解決爭議，基於調解可以讓爭議各方在不偏不倚的調解
員的協助下，以靈活、省時、經濟的方式和雙方都同意的方案自願解決
衝突。
宣言表示，政府將牽頭在政府合約中加入調解條款，以身作則，並以

此作為一般政策。調解條款表示當事人同意在訴諸仲裁或訴訟前先使用
調解作為爭議解決途徑。
林定國昨日在香港法律周2024致辭時表示，香港作為國際法律服務
及爭議解決中心 ，可以為各方提供多元優質的選擇，解決紛爭不一定
要訴諸訴訟。特區政府期望透過牽頭在合約中加入調解條款，以身作
則，鼓勵私人公司在合約中加入類似的調解條款，進一步推廣「調解為
先」的文化。

省公帑減輕法院負擔
他指出，目前特區政府合約雖然未有規定必須加入調解條款，但部分

合約已採用不同形式的調解條款。透過調解解決爭議，不但能節省公
帑，更可及早化解糾紛，減輕法院負擔。政府透過調解成功處理的個案
比比皆是，包括人身傷害、建築工程爭議、非法佔用及醫療疏忽等案
件。
「調解條款的主要作用是要求各方在出現爭議時，必須先嘗試以調解

方式解決，若調解不成功才考慮仲裁或訴訟。」林定國隨後在社交平台
上補充，律政司將為各政策局和部門提供支援及監察，確保政策順利推
行。這項政策不僅旨在以更具彈性、更符合成本效益和更快捷的方式解
決涉及政府的合約爭議，更期望透過政府帶頭示範，鼓勵私營界別效
法，從而促進香港調解文化的發展，為社會帶來更大和諧。
昨日法律周有關的研討會分三個環節探討調解及替代爭議解決趨勢，
上午聚焦社區調解實踐，探討處理家事糾紛、民事索償、改善市民與政
府部門關係等議題；中午由國際調解院籌備辦公室主任孫敬博士發表主
題演講；下午討論人工智能在替代爭議解決方案的應用及其帶來的機遇
與挑戰；最後一節會探討近日城中熱門議題，香港體育產業蓬勃發展下
的爭議處理機制。
壓軸活動是由世界銀行和能源社區小組的調解員、香港大學法律學院
法學教授兼副院長（國際）安夏蘭教授（Professor Shahla ALI） 主講
的2024年香港調解講座，她分享了天然資源交易的調解經驗，以及如
何在能源協議中平衡環境可持續性與各方利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晉、凌瀚）特區政府律政
司昨日發表在政府合約中加入調解條款的政策宣言。
多位香港法律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有關措施促進香港多元解決爭議的機制全面發
展，有利節省法庭工作量，提高司法工作效率，既節
省公共資源，亦有利鼓勵社會用比較理性、和諧的調
解方式去解決爭議，將進一步促進香港發展成為亞太
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
身為律師的立法會議員周浩鼎表示，特區政府將調

解條款加入至未來的所有政府合約中，充分顯示其推
動調解等解決爭議服務的決心。香港在商業法規、營
商環境及國際貿易等多個方面在國際上享負盛名，加
上國際調解院總部落戶香港，香港應該積極發揮好自
身優勢，把握相關機遇，向世界展示香港爭議解決服
務的實力。
本身是大律師的立法會議員容海恩表示，特區政府

今次帶頭推動善用調解，有利日後將調解服務進一步
普及至社區層面，處理一般民事糾紛或家庭事務等，
不用事事上法庭打官司，相信能夠省時省力且節省公
共資源，值得支持。
她建議特區政府繼續加強國際法律人才培訓，除了培

養熟悉國際法、普通法、大陸法及國家法制等的法律人
才，也要完善本地調解專業認證等體系建設，更好將香
港發展成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

更能配合國際調解院總部落戶
香港中律協創會會長、立法會議員陳曼琪歡迎特區

政府帶頭推動「調解為先」的解決爭議文化，促進香
港多元解決爭議的機制全面發展，透過調解，更快捷
地解決一些不必訴訟的爭議，有利節省法庭工作量，
提高司法工作效率，符合成本效益，更能配合好國際

調解院總部落戶香港，在香港社會營造發展調解等解
決爭議服務的氛圍，進一步促進香港發展成為亞太區
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
她指出，政府合約涉及很多持份者，除政府外，還

有工程界、工商界等，建議特區政府在落實有關政策
時，應特別針對各行業的關注闡明以調解為先解決爭
議的優勢，更有效鼓勵各界善用調解，同時應及早加
強公務員培訓，確保相關公務員具備調解知識。
香港國際仲裁中心認可調解員陳永良表示，將調解
條款放入政府合約，有助鼓勵社會用比較理性、和諧
的調解方式解決爭議，而以調解解決爭議的開支一定
比訴訟低，處理案件的速度也會快很多，值得支持，
並建議特區政府在制訂合約中的調解條款時，可考慮
指定由某幾間機構安排調解服務，以有效保障調解服
務質素等。
他表示，不同背景的人士都可以考取調解員資格，並

以調解員的身份去主持調解程序，包括律師、工程師、
會計師、大學教授等，相信隨着調解服務的應用愈來愈
普及，香港未來會有更多律師考取調解員資格。

法律界：利港建國際解決爭議服務中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黃子龍）在香港特
區立法會昨日大會上，
選委會界別議員江玉歡
提出「貫徹二十屆三中
全會精神，切實排解民
生憂難」議案，在經吳
傑莊、蘇長荣、李浩
然、梁美芬修正後，議
案獲得通過。多名議員
認為，要推動香港經濟
發展向前，提升社會發
展動能，建議特區政府
建立第三代互聯網等全
新產業，善用科技進一步解決房屋問題
等。
立法會昨日就「貫徹二十屆三中全會精
神，切實排解民生憂難」議案展開討論，共
42名議員分別就房屋、醫療、扶貧、教育、
安老、就業、改善鄉郊居民生活質素、經濟
發展等方面提出建議，期望為排解民生憂
難，增加市民幸福感出一分力。勞工及福利
局局長孫玉菡及房屋局副局長戴尚誠、醫務
衞生局副局長李夏茵、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副
局長張曼莉在會上聽取各位議員的意見並回
應。
江玉歡在發言時表示，議案措辭中提到三
個關鍵詞：改革、社會和凝聚力。積極科
學、與時俱進的改革措施，可以促進社會政
治、經濟與文化等多方面高效發展，促進公
眾和政府之間形成相互信任的關係，最終實
現和諧社會。
同時，社會良好的凝聚力對改革高效推進
起到積極有力的作用，從而推動社會的進
步，成功的改革離不開社會各階層的廣泛支
持。她強調，香港社會需要在保持其獨特優
勢的同時，通過政策創新和社會治理改進，
解決基層生活和社會福利問題，從而增強社
會的凝聚力和穩定性。改革、社會和凝聚
力，三者不應單獨存在，而應相輔相成，形
成良性循環。
吳傑莊發言時建議，特區政府要善用「一
國兩制」制度優勢，鞏固提升香港的地位，
進一步強化及鞏固香港「八大中心」定位，
以及要配合推動發展新質生產力，為香港建
立全新產業，如特區政府今年推動的第三代
互聯網等。
有議員對政府在解決房屋問題上大刀闊斧
的措施表示支持。李鎮強進一步建議政府可

善用科技，進一步解決房屋問題，如透過入
境處索取大數據，了解公屋住戶的離境紀
錄，或考慮在公屋的水電錶增設閘位，辨別
公屋住戶是否沒有使用或過度使用水電，全
方位做好巡查工作，從而解決濫用公屋的情
況，從而優化資源配置。

關注醫療改革 提高私院收費透明度
有議員則關注到醫療體系的改革。陳沛
良表示，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探討就私
營醫療收費透明度諮詢業界及立法，更加
具有標誌性意義。他建議，特區政府應參
考及推廣中文大學醫院定價收費機制，提
高私家醫院收費透明度，令醫療收費更加
客觀、合理、透明及全面，只有這樣才能
有效應對醫療通脹，強化私營醫療角色並
提升質素效益，長遠推動本港醫療生態體
系健康發展。
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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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到要「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體制
機制一體改革，健全新型舉國體制，提升國
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郭玲麗認為，特區
政府要為高技術人才移民建立健全保障科研
人員專心科研制度，完善來港配套，包括人
才家屬來港政策、住宿配套、子女教育問
題，讓香港成為了高端人才聚集地，推動
DSE國際化及發展「留學香港」品牌，未來
甚至可能進一步將本港打造成世界聞名的
「教育港」。
孫玉菡回應表示，特區政府會善用三中全
會《決定》的契機，繼續推動和完善各項政
策措施，着力提升社福、房屋、醫療等民生
領域的工作水平，為市民做好事，辦實事，
解難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龍）特區政府早前推
出的同鄉文化推廣計劃反應熱烈，民政及青年事務
局局長麥美娟表示，民政總署會在推廣計劃的三年
期屆滿前適時檢視計劃的成效及安排，並同時持續
與同鄉社團保持緊密聯繫和協作，支持同鄉社團推
展各式推廣家鄉文化和愛國主義教育活動，與特區
政府攜手合作，弘揚以愛國愛港為核心、同「一國
兩制」方針相適應的主流價值觀。
在昨日立法會會議上，議員吳永嘉就同鄉文化推
廣計劃提出口頭質詢，指民政事務總署的同鄉文化
推廣計劃於本年度收到110個同鄉社團遞交213項
申請，其中39項獲批，資助款額約1,000萬元，並
詢問參與活動的人數，以及問到特區政府會否擴大
該計劃的資助範圍及延長計劃推行年期等。

20項目已完成 逾22萬人次參與
麥美娟回應表示，由今年6月初至10月底，共20

個獲資助項目已經完成，累計超過22萬人次參與。
首年度推廣計劃的獲資助申請項目多樣化，包括推
廣家鄉文化和傳承、團結在港鄉親和促進兩地交流
的活動等。
除了推行推廣計劃，民政總署及18區民政事務處
亦不時與同鄉社團及不同地區團體透過各種協作模
式推動社區建設，同時弘揚中國文化，加深市民對
袓國的認識。
議員郭玲麗關注到這段期間有多少相關活動走入
校園。麥美娟回應表示，廣東社團總會在9月至10
月間舉辦的「廣東非遺入校園」活動，在中小學舉
辦不同的非遺工作坊，又強調增加青年對國家認
識，並非只靠該計劃，民青局還有很多不同方式，

例如邀請內地專題實習計劃的同學走入校園，分享
經驗。
議員鄧飛關注到，民政事務總署於本年度收到

110個同鄉社團遞交213項申請，其中39項獲批，
獲批率僅為18%。麥美娟解釋，當中許多申請屬
同一個社團，而政府希望有更多不同社團參與其
中。
議員陳祖恒問到，同鄉社團在疫情期間一直協助

政府抗疫工作，政府還有哪些政策或支持，引導同
鄉社團更好發揮其功能和作用。麥美娟表示，各同
鄉社團過去幾年發展良好及年輕化。現時地區「三
會」中有許多同鄉社團成員，而關愛隊中更有14個
同鄉社團合共承辦了17隊關愛隊，可見同鄉社團在
地區治理中的工作愈來愈多。她希望透過各項資助
計劃，與同鄉社團攜手服務市民，促進市民與家鄉
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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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灣仔警署擬改建為國際調解院總部。 資料圖片

●麥美娟表示，希望透過各項資助計劃，與同鄉社
團攜手服務市民。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

●立法會昨日通過「貫徹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切實排解民生憂
難」議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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