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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國際調解之都 港迎重大機遇
國際調解院公約周五簽署 梁美芬倡深化國際交往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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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以來
中國與印尼、巴基斯坦、老撾、柬埔
寨、塞爾維亞、白俄羅斯、蘇丹、阿爾
及利亞、吉布提等近20個國家簽署或支
持《關於建立國際調解院的聯合聲
明》。根據《聯合聲明》，籌備辦公室
將設於香港特區，預計於2023年起開展
及組織相關的國際公約談判及建立國際
調解院的籌備工作。

2022年10月21日
外交部與香港特區政府簽署《關於在香
港特別行政區設立國際調解院籌備辦公
室的安排》，明確國際調解院籌備辦公
室落地香港特區的具體事宜。在這方
面，《國際組織（特權及豁免權）條
例》需要作出相關修訂，使任何關涉國
際組織的成立的機構在外交部與香港特
區政府之間的安排下的特權及豁免權，
得以在香港落實。

2022年12月7日
立法會三讀通過修訂《國際組織（特權
及豁免權）條例草案》。

2023年2月16日
國家根據《聯合聲明》授權，牽頭在香
港特區成立國際調解院籌備辦公室，有
關成立儀式在香港以線上線下方式舉
行。

2023年以來
國際調解院籌備辦公室根據《聯合聲
明》授權，負責組織協調各方開展建立
國際調解院的公約談判，並爭取兩三年
內完成公約談判並設立國際調解院。
該公約是建立國際調解院的章程性文
件，是機構未來發展運作的基礎。公約
內容包括總部、成員國、財務、機構特
權與豁免、治理架構、決策機制、內設
機構、職能分配、受案範圍、調解程
序、和解協議效力與執行等。

2024年2月23日
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
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在港考察調研期
間，考察國際調解院籌備辦公室，並聽
取籌備辦公室主任孫勁介紹國際調解院
的籌備工作和進展。

2024年10月17日
《關於建立國際調解院的公約》第五屆
談判會議在香港圓滿結束。各國代表在
會議上完成《公約》談判，並決定於
2025年在香港舉辦公約簽署儀式。

2025年5月20日
外交部發言人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員、外交部長王毅將出席5月30日在香
港舉行的公約簽署儀式。來自亞洲、非
洲、拉丁美洲和歐洲的近60個國家和聯
合國等約20個國際組織將派高級別代表
出席。當日下午將舉辦國際調解論壇，
圍繞「國家間爭端調解」和「國際投資
商事爭端調解」展開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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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調解院落戶香港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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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解是一種以和

平、和諧方式解決爭

端的模式。」一邦國際網上仲調

(eBRAM) 董事會主席蘇紹聰在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國際

調解院的設立為國際社會提供和

平、公正、高效的國際爭端解決

平台，是國家踐行《聯合國憲

章》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原則的重

要實踐，讓各國能透過調解突破

以法律訴訟和仲裁處理國際爭端

的局限，相信作為國際調解院總

部的香港未來定能大放異彩。

蘇紹聰認為，國際調解院的設立獲多個「一

帶一路」沿線國家參與，有利促進香港成為處

理相關爭議的首選地，將吸引更多國際組織與

專業人士來港，為香港法律界、調解行業帶來

新機遇。

化解爭端 促進合作互信
對於普通民眾並不一定了解國際調解院的功

用，蘇紹聰解釋說，與訴訟和仲裁的對抗性不

同，調解聚焦於尋找雙方的共同利益及未來合

作方向，是一種以和平、和諧方式解決爭端的

模式，避免零和博弈，不僅有助於平和解決爭

端，還能維繫當事人之間的長期關係，特別適

用於經濟、文化及法律制度各異的

國際環境，尤其在處理大型商貿或

漁業權益等跨國複雜爭端時，調解

能透過具公信力的第三方促成共

識，彌合各方的文化與制度差異，

相較於訴訟或仲裁更有效降低爭端

解決的成本與時間。「這對

於國家與各國共建

『一帶一路』倡議尤

為重要，讓大家的

爭端以調解為橋

樑進行化解，促

進跨境合作與長期互信。」

他指出，在中央政府的

大力支持以及多國代表的

同意下，選擇將國際調解

院總部落戶香港，充分體

現香港的普通法制度、獨

立透明司法環境及專業的

法律人才得到國際認可，香

港特區政府近年亦積極推動

本地應用調解，包括要求政府

合同加入調解條款等，相信國

際調解院總部的設立將進一步促進

調解文化及產業在港普及。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子晉

專家：避零和博弈 慳成本時間
特稿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本周五將舉
行「國際調解院公約」簽署儀
式。特區政府律政司副司長張國
鈞昨日在社文平台發帖表示，這
將大為提升香港成為全球調解之
都的國際形象，鞏固香港的國際
地位和知名度，亦為香港帶來正
面的經濟效益，創造就業機會，
吸引更多國際會議和展覽在港舉
行，並強化香港的國際聯繫網
絡，有利香港深化國際交往的工
作。
張國鈞表示，國際調解院是首個及唯一一個

專門以調解方式解決國際爭議的政府間國際組
織，與設於海牙、專門以其他方式解決爭議的
聯合國國際法院和常設仲裁法院看齊。國際調
解院總部標誌着首個政府間國際組織總部落戶
香港，將大為提升香港成為「全球調解之都」
的國際形象，並為香港帶來了經濟、政治、文
化以及國際影響力等方面的提升，好處包括三
大方面：
第一，香港成為「全球調解之都」，有助吸

引世界各地人士來港以調解及其他方式解決爭
議，加強香港作為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
心的地位，可吸引更多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
和學術機構進駐，進一步鞏固香港的國際地位
和知名度。

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第二，國際調解院的落戶會為香港帶來正面

的經濟效益。調解院的成立有助吸引其他海外
機構和組織落戶本港，料可為香港創造更多就
業機會，如調解員、翻譯員、研究員和行政人
員等，並期望調解院的落戶能促進香港的國際

法律和爭議解決服務發展，以及
更多國際會議和展覽等相關活動
在香港舉行，並促進酒店、餐飲
和運輸物流等行業的發展。坐落
在灣仔的國際調解院也有機會成
為不少海內外遊客在香港旅遊的
一個打卡熱點。
第三，國際調解院將強化香港
的國際聯繫網絡。由於調解院的
成員和參與者來自世界不同地
方，香港的國際化程度將更高，

形成更多元文化社區，更有利香港深化國際交
往的工作。調解院亦將促進香港成為國際法律
專業人士和學者的聚集地，推動法律實務、研
究和國際司法合作的發展，加強香港的國際法
律網絡。
張國鈞表示，特區政府早已成立跨部門小

組，務求做好簽署儀式當日的相關安排，並指
國際調解院總部選址的翻新工程亦正進行得如
火如荼，預計最快可於今年底或明年初正式開
幕。

梁美芬表示，自習近平主席2013年提出「一
帶一路」倡議以來，國家致力推動以調解和

仲裁解決國與國之間的爭端。而調解作為替代爭
端解決機制（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在經濟、文化、宗教及法律制度各異的「一帶一
路」國家中，具有更大的靈活性和共識達成空
間。相較於傳統的法律訴訟或仲裁，調解能透過
具公信力的第三方促成和解，特別適用於國與國
之間的跨境大型商貿或基礎設施投資等爭端。
她形容，國際調解院的建立，其作用類似世界
貿易組織（WTO）擬訂多邊貿易的機制法規，旨
在為全球經濟提供公平的爭端解決平台，兩者相
輔相成。

港中立且兩法系人才濟濟
談到國際調解院總部落戶香港，梁美芬表示，
原因包括香港的普通法制度與內地的成文法系形
成互補，結合「一國兩制」的獨特地位，使香港
成為中立且具國際吸引力的爭端解決地點。
此外，香港擁有熟悉中西法律制度、精通雙語
的專業人才，以及發達的經貿文化和國際聯繫。
而從2022年國際調解院籌備工作啟動，至今近60
個國家參與，包括多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顯示全球對此機制的認可，香港將不僅服務於締
約國，還有機會吸引更廣泛的國際爭端解決需
求。
不過，梁美芬認為，縱使機遇顯而易見，但香
港仍要在三方面繼續努力，才能乘勢而上：

建議三方面努力拓展機遇
第一，深化國際交往合作。透過強化與「一帶
一路」沿線國家的聯繫，助力國家共建國際經貿
規則等。例如，「一帶一路」國際研究院在2023
年發表「一帶一路」合作與夥伴關係協議範本
（Model Rules），透過近60個國家和國際法專家
與不同政府一起共同努力，推動不同法律制度的
共識，為未來的政府基建投資、商貿等跨國合同
等提供重要範本，令國際商貿合作更容易達成共
識等。同時，香港擔當好「一帶一路」的「超級
聯繫人」角色，透過調解服務促進沿線國家的經
貿合作，尤其是當內地企業的海外投資遇到當地
政策變動引發爭端時，香港的中立地位和專業服
務可提供理想的解決平台。
第二，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法治建設。透過積極
推動機制對接、規則銜接、人才連接，讓大灣區
內香港的普通法、內地的成文法及澳門的歐洲成
文法系形成兼容互補的法律生態，讓區內不同城
市強強聯手，各展所長，也讓香港更有力協助整
個大灣區的企業「走出去」，包括為其跨境投資
提供爭端解決支持等。
第三，培養和引進更多熟悉多種法律體系和國

際規則的法律和專業人才。國際調解不僅要求調
解員具備法律基礎，還需熟悉國際法、國際商貿
規則及不同國家的法律、文化和宗教背景，以及
具備國際視野等。正如即使她很熟悉香港的普通
法和內地的大陸法系，但要成為調解員，仍需專
門修讀相關國際商務調解課程，足見調解對專業
要求之高。

張國鈞料對港有三大好處

▲國際調解院總部選址舊灣仔警署。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 攝

●律政司副司長張國
鈞 資料圖片

●國際調解院總部選址的翻新工程正進行得如
火如荼。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攝

●一邦國際網上仲調
董事會主席蘇紹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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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梁美芬 資料圖片

彰顯香港在全球爭

端解決領域獨特地位的國

際調解院總部將正式落戶香港，選址舊灣

仔警署，成為全球首個專門通過調解解決

國際爭端的政府間法律組織，也是首個設

在香港的政府間國際組織總部。《關於建

立國際調解院的公約》簽署儀式將於本周

五（5月30日）在香港舉行，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屆時將親自出席

簽署儀式。「一帶一路」國際研究院創

院副院長、香港世貿組織研究

中心創辦人、香港城市大學

法律學院教授梁美芬在接

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

示，總部落戶香港，是國

家賦予香港的重大機遇，

也是香港助力國家「一帶一

路」倡議、推動粵港澳大灣

區法治建設、提升國際影響力，以及加強

培養和引進具國際視野調解人才的契機。

香港必須抓住這歷史機遇，持續深化國際

交往合作，積極對接國家戰略，將香港打

造成為國際調解之都。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子晉

現今國際地緣政治局

勢日趨複雜，跨國爭端愈來

愈多。然而國與國之間並不想打官司或仲裁，

因為太費時間、金錢，也傷和氣，都希望透過國際

組織來調解。然而，世界上沒有一個專門調解跨國大

型爭端的國際組織，無法滿足多國之間的需求。

有見及此，國家在2022年與近20個立場相近國家共

同發起倡議，建立專門提供調解服務的國際調解院。

故此，國際調解院絕非僅處理本地個人或商業糾紛的

一般調解中心，而是為國與國提供以和平、靈活、

經濟、方便的方式處理爭端的超級平台，有利

國家堅持多邊主義，捍衛國際秩序。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子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