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督印：香港文匯報有限公司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電話：28738288 傳真：28730657 採訪部：28738260 傳真：28731451 發行中心：28739889 廣告部：28739888 傳真：28730009 承印：三友印務有限公司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3樓

文 匯 要 聞 ●責任編輯：郝 原 ●版面設計：周伯通A1

銳意建設國際教育樞紐
八大將聯手宣揚「留學香港」

A4

DeepSeek國產化適配測評啟動
加速推動軟硬件協同創新

A9

亞冬會圓滿閉幕 中國創最佳戰績 荷里活長期食老本 亞洲電影乘勢崛起

最高法院司法部提7舉措建國際商事仲裁高地

明確「港資港仲裁」
擴至灣區內地9市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昨日聯合印發《關於充分發揮仲裁職能作用服務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

發展的意見》（下稱《意見》），圍繞仲裁服務大灣區高質量發展，推出7項新舉措。《意

見》明確「港（澳）資港（澳）仲裁」制度，港資澳資企業可選擇內地或港澳作為仲裁地解決

商事糾紛。同時，統籌粵港澳三地仲裁資源，規劃建設大灣區國際商事仲裁中心，將大灣區打

造成國際領先、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國際商事仲裁高地。業界表示，《意見》進一步推動粵港澳

大灣區法律服務規則銜接、機制對接，當中提及的大灣區國際商事仲裁中心，香港是理想的落

地之選。 ●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黃子晉

「港資港仲裁」此前在深圳前海試行推出，取得
積極成效。此次《意見》明確了「港（澳）

資港（澳）仲裁」制度，提出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
市設立的港資、澳資企業既可以約定內地為仲裁地，
也可以約定香港、澳門為仲裁地解決商事糾紛。

探索發展互聯網人工智能應用於仲裁
目前，香港、廣州、深圳均設有在全國乃至全球有影
響力的頭部仲裁機構，未來，大灣區將新設一個全新的
國際仲裁機構。《意見》提出，加快推進大灣區國際一
流仲裁機構建設，將廣州、深圳國際商事仲裁中心建設
試點與香港、澳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建設緊
密結合，規劃建設大灣區國際商事仲裁中心。
當前，人工智能產業加速壯大，正賦能千行百業，
仲裁業也不例外。作為《意見》的最大亮點之一，文
件提到，要規範發展互聯網仲裁，探索發揮智能技術
在仲裁中的應用，服務人工智能、數字經濟、生命科
學等新興產業健康發展。
《意見》還從建立司法與仲裁對接服務平台、建立
司法審查案例庫、仲裁員名冊共享、人才培養等多個
方面提出系列舉措，全鏈條支持大灣區仲裁事業發
展。

林定國：為企業提供更多法律服務選擇
香港特區政府律政司司長林定國昨日在社交平台發
帖表示，《意見》中即日起生效的新措施，進一步擴
大「港資港法」與「港資港仲裁」的適用範圍，為粵
港澳大灣區的投資者與企業提供更多、更靈活的法律

服務選擇，並強化區內商事糾紛的解決機制。這些措
施的推出，是對去年10月CEPA《修訂協議二》內容
的落實，能為大灣區投資者及企業提供更多、更寬闊
的法律服務選擇，亦能更好建立共商、共建、共享的
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
他表示，特區政府律政司會繼續積極主動與大灣區

城市聯動合作，推動灣區一體化發展，並會充分發揮
香港有關涉外法律人才建設能力，協助國家提供更多
涉外人才培訓。

港法律界：把握機遇 提升仲裁服務水平
有處理內地和香港跨境仲裁案件的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香港中律協創會會長陳曼琪表示，《意見》既有
利香港發展成為亞太地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
心，亦有助全面鞏固整個大灣區的營商環境。特區政
府應積極支持業界打造好易於使用的線上仲裁平台，
讓業界更好把握有關發展機遇。
全國政協委員、一邦國際網上仲調（eBRAM）董

事會主席蘇紹聰表示，自己與一邦多年來致力推動仲
裁服務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包括於2023年在全國
兩會上提交提案，請求中央以立法或者政策方向，協
助香港特區發展線上仲裁調解融入粵港澳大灣區。今
次《意見》完全回應了自己的有關提案，廣泛回應了
業界訴求，相信隨着有明確政策方向支持整個大灣區
仲裁員資源分享、互認互聘等，推動大灣區內仲裁和
調解發展的工作將事半功倍，「9+2」不分你我一起
推動仲裁發展，進程定能大大提速，爭議解決服務質
素效能持續提升。

香港特區立法會法律界議員林新強表示，香港現時
的仲裁制度對接國際標準，廣受國際社會信賴，必定
能勝任建設大灣區國際商事仲裁中心的工作和加快完
善在大灣區構建國際商事糾紛統一解決機制，歡迎
《意見》明確「港資港仲裁」制度，期望特區政府盡
快提出措施支持提升和優化本地仲裁服務水平，爭取
加快推進大灣區相關規則銜接工作，建設大灣區國際
一流仲裁機構和線上爭議解決平台，使得大灣區國際
商事仲裁中心擁有領先國際的競爭力。

大灣區仲裁合作部分亮點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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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由廣州仲裁委主導推動，大灣區仲裁

機構實現「標準共享」、「庭室共

享」、「名冊共享」、「服務窗口共

享」

3. 2019年共同發起成立粵港澳大灣區仲

裁聯盟，秘書處設立在中國南沙國際

仲裁中心

4.2024年在香港啟動大灣區在線爭議解

決機構協作平台，整合大灣區內調解

以及仲裁的信息和資源，並推廣以調

解等方式進行爭議解決，服務大灣區

建立多元糾紛解決機制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意見》主要亮點和創新做法
1.仲裁地選擇更自由：大灣區內地九市

設立的港資、澳資企業既可以約定內

地為仲裁地，也可以約定香港、澳門

為仲裁地解決商事糾紛

2.建設一流仲裁機構：規劃建設大灣區

國際商事仲裁中心，建立大灣區統一

仲裁規則和線上爭議解決平台

3.完善業務模式：規範發展互聯網仲

裁，探索發揮智能技術在仲裁中的應

用，服務人工智能、數字經濟、生命

科學等新興產業健康發展

4.建立司法與仲裁對接服務平台：在內

地九市建立功能完備、運行規範的人

民法院與司法行政機關、仲裁機構的

對接服務平台，依託人民法院在線服

務平台為仲裁保全等事項的辦理提供

便利，促進仲裁與訴訟有機銜接

5.建立大灣區仲裁及仲裁司法審查案例

庫：加強典型案例發布及宣傳工作，

指引仲裁機構依法辦理仲裁案件，鼓

勵當事人選擇仲裁方式解決糾紛

6.共享仲裁員：支持建設粵港澳三地仲

裁員推薦名冊，推行大灣區仲裁員資

源共享、互認互聘。研究制定大灣區

仲裁秘書國際化服務推薦標準，探索

建立大灣區仲裁秘書推薦庫和仲裁庭

自主選任仲裁秘書機制，推進大灣區

仲裁秘書共享共用

7.涉外仲裁人才培養：支持建立大灣區涉

外仲裁人才聯合培養培訓工作機制，粵

港澳三地共建仲裁員和仲裁秘書培訓實

踐基地，開展內地九市人民法院審判人

員、仲裁員聯合培訓。充分發揮香港有

關涉外法律人才培訓機制的作用，實施

涉外仲裁人才培訓項目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在《意
見》公布後，引起業界廣泛關注。恒益律師事務所高級
合夥人、廣州仲裁委仲裁員黃民欣表示，大灣區各地仲
裁各有優勢，互補性極強，《意見》提出從國家層面進
行整合十分有必要，意義重大。比如，香港仲裁機構成
本較高、程序繁瑣、電子化程度相對較低，但其業務輻
射境外區域廣泛，國際投資和貿易業務多、熟悉國際規
則，國際人才眾多，這些方面恰恰是內地仲裁機構需要
進一步提升的方面。內地在「雲仲裁」、智能開庭系統
等方面的經驗做法，又是香港仲裁界需要補足之處。

內地線上仲裁領先 港國際業務多
「比如，廣州仲裁委是業界最早探索互聯網仲裁的
機構，並主導建立多個線上仲裁平台。又比如，廣州
仲裁委與當地法院在電子卷宗共享、仲裁案件財產保
全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創新舉措。」黃民欣說，從最
高法和司法部層面公布相關創新舉措，推動實現制度
化，將極大提升這些創新舉措的知曉度、認可度和權
威性，提升大灣區仲裁的影響力。

《意見》中明確要規劃建設大灣區國際商事仲裁中
心，黃民欣認為這是整合大灣區仲裁資源的一個載
體。鑒於香港在國際仲裁等方面的優勢，建議將該中
心的核心總部設置在香港，並在粵澳設立辦事機構。
「如果只是解決大灣區11個城市的仲裁業務，大
灣區國際商事仲裁中心的總部放在廣州、深圳、香港
乃至其他灣區城市都可以，但要打造大灣區仲裁影響
力，提升我國仲裁的公信力和國際競爭力，香港是一
個最佳的選擇。」黃民欣說。

推動港發揮更重要作用服務全球
華南理工大學法律智能實驗室主任、華南理工大學法

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劉凱表示，《意見》提及的
「港資港仲裁」、仲裁員名冊共享、智能技術運用、互
聯網仲裁等，廣州、深圳等大灣區城市頭部仲裁機構已
經進行了探索。此次是從國家層面對相關創新工作予以
認可和採納，明確方向，並進一步形成制度化舉措。
劉凱認為，當前，大灣區已經有多個頭部仲裁機

構，今後要進一步形成合力。《意見》提出的統籌三

地仲裁資源建設大灣區國際商事仲裁中心，是要面向
世界提升我國仲裁的公信力和影響力，總部放在香港
是最好的選擇。
「面向未來，大灣區各頭部仲裁機構不是存量業務

的競爭，而是要形成合力，打造面向國際的競爭平
台，而香港是一個絕佳的國際舞台。」劉凱說。
劉凱還提到， 新質生產力與仲裁業務模式的結

合，是《意見》的最大亮點之一，其中不僅強調智能
技術在仲裁中的運用，還要以仲裁服務人工智能、數
字經濟、生命科學等新興產業健康發展，對大灣區仲
裁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香港的仲裁機構業務量不及內地頭部機構，過去

對新技術、人工智能的重視程度不夠高。未來，如果
香港仲裁業要承擔更重要的角色，一定要擁抱人工智
能技術，以吸引更多的國內外仲裁業務在香港開
展。」劉凱說。
劉凱相信，《意見》在提升大灣區仲裁影響力和競

爭力的同時，也將推動香港仲裁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立足香港，服務全球。

兩地仲裁界優勢互補具國際競爭力業 界 回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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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定國表示，「港資港仲裁」為粵港澳大灣區企業
提供更多、更靈活的法律服務選擇。 林定國Fb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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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定國介紹擴大「港資港法」、「港資港仲裁」適
用範圍示意圖。 林定國Fb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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