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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前國際調解院國際調解院

《關於建立國際調解院的公約》（公約）簽署儀

式，將於明天（30日）在香港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員、外交部長王毅來港出席儀式。香港特區政府律

政司司長林定國昨日為香港文匯報撰文《香港躍升國

際調解樞紐》表示，按公約將成立的國際調解院，補

充了現行國際爭端解決機制一塊短板，提供一個新的

國際法治公共產品，是推進以調解方式解決國際爭端

的里程碑。

他強調，外來敵對勢力正企圖把香港去國際化、去功

能化，應對如此重大挑戰，香港需用好國際調解院總部

作為重心，強化香港為國際爭議解決服務中心，充分發

揮「一國兩制」下的制度優勢，配合國家重要策略。

林定國撰文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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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以調解院為重心
強化爭議解決中心地位

林定國為本報撰文：補充現行機制短板 提供新國際法治公共產品

◀舊灣仔警署已掛
着「國際調解院」
的橫額。

香港文匯報
記者北山彥攝

明天（30日）將在香港舉行《關於建立國際調解院的公
約》（公約）簽署儀式。對全世界、國家或香港而言，均具
有非凡的歷史意義。
和平解決國際爭端是國際法和國際關係的基本原則。
《聯合國憲章》第33條和1970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關於
各國依聯合國憲章建立友好關係及合作之國際法原則之宣
言》列出調解作為解決國際爭議的其中一個方法。2012
年，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在關於《加強調解及其支助活動
的報告》和《有效調解指導意見》中，指出調解是預防、
管理和解決衝突的最有效方法之一，也是最有希望的。調
解是雙方自願通過中立第三方的協助，尋找雙方均接受的
共贏方案。相比其他辦法，更具前瞻性、建設性，有利修
補雙方關係。然而，至今未有一個由國家政府間成立，專
門以調解解決國際爭端的組織。按公約將成立的國際調解
院，補充了現行國際爭端解決機制一塊短板，提供一個新
的國際法治公共產品，是推進以調解方式解決國際爭端的
里程碑。

港法治環境受國際認同
中華文化一向崇尚「以和為貴」，追求「天下大同」。5

月中發表的《新時代的中國國家安全白皮書》指出，「中國
主張合作安全，堅持對話、合作、共贏，以和平方式解決分
歧與爭議。」公約是自2022年，國家與近20個立場相近國
家共同努力完成談判的成果。國家在當中所扮演的關鍵角
色，充分體現中國維護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原則以及促進世界
友好和平的擔當和決心。這與某些傳統大國為一己私利，背
棄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原則、製造和挑撥爭端、威脅和平，形
成鮮明強烈對比。國際調解院的成立，體現了中國與各國共
建合作共贏關係，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發展理念。
公約締約國一致同意國際調解院總部設在香港，並在香
港舉行公約簽署儀式。再者，除王毅外長，有來自亞洲、
非洲、拉丁美洲和歐洲近60個國家和聯合國等約20個國際
組織高級別代表將出席簽約儀式；並在當天下午舉辦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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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事情充分顯示，香港作為具有國際化、高
水平、信譽好法治環境的國際大都市，不但得到國家支
持，更受到國際社會廣泛認同。

帶來無形效益不可量化
據了解，除了國與國之間的糾紛，國際調解院受案範圍

將包括一國與另一國國民之間的爭議以及私人主體間國際
商事爭議。除了有機會發揮香港在國際商事爭議解決服務
的傳統優勢，和獲得提供這類服務所帶來的經濟效益外，
更重要是提升了香港在國際上的地位和知名度，相信能產
生磁石效應，吸引來自各方人士來港參與各式各樣活動。
這將促進香港的軟實力，和帶來不可量化的無形效益。此
時此刻，外來敵對勢力正企圖把香港去國際化、去功能
化，應對如此重大挑戰，香港需用好國際調解院總部作為
重心，強化香港為國際爭議解決服務中心，充分發揮「一
國兩制」下的制度優勢，配合上述國家重要策略。
在香港成立國際調解院總部亦有助政府推廣調解文化，

鼓勵市民大眾以更便捷、經濟、有建設性的方式解決爭
議，節省司法資源，締造一個更和諧包容的社會。

各國商國際調解院運作
公約簽署後，各締約國將商議國際調解院未來運作的細

節。國家亦已表示歡迎更多國家支援參與。政府將按計劃在
年中完成位於舊灣仔警署的國際調解院總部改建工程，期望
可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初投入運作。國際調解院將會是一個擁
有外交特權的獨立國際組織，在未來，除了保養維修總部
外，政府和香港各界人士的具體角色，有待和國際調解院商
討。
總而言之，作為在「一國兩制」下國際社會一分子，在

國家大力支持下，香港誓必竭盡所能，不負各公約成員國
的重託，為建構一個和平正義的世界作出貢獻！

（小題為編輯所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龍）舊灣仔警署將成為國際
調解院總部，有立法會議員及區議員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表示，舊灣仔警署的選址不僅是歷史建築的活化典
範，更體現香港在國際法律領域的獨特角色。未來需在保
育、法治、國際合作三方面持續努力，使國際調解院成為
和平解決平台，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全球調
解之都的地位。
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去年向立法會工務小組
委員會會議介紹說，翻新舊灣仔警署估算的
總金額是4.666億元，初步設計構思以「目的
為本、實而不華」為原則，以簡約設計及富
功能性概念為主。特區政府會繼續與國際調
解院籌備辦公室保持密切溝通，確保設計符
合實際運作需要及相關國際水平。
根據參與國際公約磋商的各個國家的協
定，國際調解院總部必須於2025年年內就
緒，律政司在國家提交的意向書內已做出承
諾。
立法會議員江玉歡認為，國際調解院總部選

址舊灣仔警署，這一決策背後融合了歷史文
化、地理優勢、法律基礎及戰略考量。舊灣仔
警署屬二級歷史建築，其新古典主義風格建築具備歷史厚重
感，活化後既能保留文化遺產，又能賦予其「法治重生」的
象徵意義，契合國際法律組織的莊嚴形象。對此，特區政府
成立跨部門小組統籌翻新工程，施工單位應確保翻新工程不
破壞原有建築結構，同時滿足各種現代化需求，避免過度商

業化或功能單一化。
她說，國際調解院將是世界上首個專門以調解方式解決

國際爭端的政府間國際法律組織，既是對現有爭端解決機
構和爭端解決方式的有益補充，也是對現有以聯合國為核
心的國際體系、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的完善。香港

的普通法體系、司法獨立性及成熟的仲裁
調解框架，為國際調解提供中立、高效的
法治環境。「一國兩制」下的獨特地位，
使香港既能對接國際法律規則，又能融入
中國「和合共生」的外交理念，是東西方
法律文化的橋樑。

部分空間可參觀料吸遊客
灣仔區區議員穆家駿表示，國際調解院

的設立體現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
的重要角色，而選址舊灣仔警署既活化歷
史建築，亦能強化香港國際地位。
他提到，改建方案保留部分警署古蹟空

間供市民參觀，既可展示建築的新舊角色
演變，亦能推廣歷史文化與調解工作資
訊，相信能吸引更多旅客前來參與。

去年，灣仔區議會已討論配套措施，包括謝斐道將遷移
數個停車收費錶位等。他預期調解院總部運作後，未來可
吸引更多國際企業進駐灣仔，而該地段本身交通便捷，加
上活化後帶動的人流與商機，相信對區域經濟發展有積極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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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晉、黃子龍）國際調解院總部將落
戶香港，選址是港島核心區域的舊灣仔警署。立法會去年初在討
論有關選址問題時，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強調，希望選擇有特色的
建築物作為國際調解院總部，而綜合地理位置等因素考慮，舊灣
仔警署「幾乎是唯一符合要求的地點」。香港文匯報記者近日到
舊灣仔警署外採訪，發現翻新工程仍在如火如荼進行，各出入口
仍處封閉階段，從外面難以一窺翻新進度。按照規劃，國際調解
院總部將於今年底或明年初開幕運作，屆時這座有逾90年歷史
的建築物肯定會「舊貌換新顏」，迎接國家賦予它的新使命。
位於灣仔告士打道及菲林明道交界的舊灣仔警署，四周外牆已
被粉飾一新，靠告士打道的北門雖有鐵欄及水馬作隔離，但並沒
有影響路人從其騎樓底經過；在謝菲道的南門（正門），大門緊閉
的門口寫有「地盤範圍 不准進入」字樣，不時有工人進出，相
信還在進行大樓內部的裝修工程。從門縫往內望，由中英文書寫
的「國際調解院」字樣及院徽已貼在內門外牆上。記者曾隨機向
路過的行人詢問，但鮮有人知道這裏將會成為國際調解院總部。

建於1932年 北門臨海
資料顯示，舊灣仔警署建於1932年，現為二級歷史建築。這座

建築不僅見證了灣仔區填海發展的變遷，更曾於1941年日軍入侵
香港時經歷炮擊嚴重受損，於戰後進行大規模修葺才得以恢復運
作。它既承載了香港的歷史文化記憶，是香港堅韌精神的象徵，也
呼應了國家堅定促進國際和平發展和國際秩序穩定的核心價值。
舊灣仔警署是4層高U形建築，具警署、消防車站和警員宿舍的多重功

能，地面層中央以報案室為核心；西翼為華人偵探宿舍營房；東翼為羈留
室區域，設有4個大型羈留室；一樓全部用於華人及印度籍警員宿舍營房，
連同地面層的宿舍，總共可容納100名華人警員；二樓及三樓則為歐洲警員
公寓，有關宿舍設計反映了港英時期帶有歧視性的種族分隔制度。
外觀方面，舊灣仔警署採用混凝土及磚建造，正面呈左右對稱設計，設
有地面層拱廊及上層陽台，正面及兩側採用白色雪花石膏飾面，而建築後
方圍牆之上，更設有附帶混凝土樓梯及金屬欄杆的圓形塔樓，其設計融合
新古典風格與裝飾藝術，展現20世紀初香港的地方建築特色。
據古物古蹟辦事處2023年發表的《改建舊灣仔警署為政府間國際組織總

部的文物影響評估》，舊灣仔警署的歷史可追溯至港英時期香港的警務發
展。早在十九世紀初，香港島設有一至九號「差館」（警署）。當年灣仔原本
有1868年建於灣仔道與莊士敦道交界的第一代二號差館。隨着該區於1921
至1930年進行填海，灣仔海岸線向北延伸，舊灣仔警署於1932年在填海土
地上發展的告士打道建成，面向維多利亞港，成為第二代二號差館，後因
進一步填海才失去海濱地位，是該填海計劃中唯一保留至今的戰前政府建
築。該警署運作至2010年11月，遷至位於軍器廠街1號的香港警察總部內。

翻新盡量少改原設計
為保存這座建築的文物價值，特區政府已對國際調解院總部落戶上址的
相關工程進行文物影響評估，務求盡量減少對原有建築的影響或改動，建
築物翻新後會保留U形樓層布局，保存面向告士打道的主立面，拆卸陽台
的後加分隔牆，以展現開放式陽台的原有建築設計，並會盡量保存或重用
木窗、門、帶旗杆的矩形山牆等建築特色元素，以及羈留室、槍械庫和外
露壁爐等原貌空間。
如今，香港已走入由治及興新時代，將改建成國際調解院總部的舊灣仔
警署，無疑也被賦予助力國家維護和踐行多邊主義、築固香港國際地位以
及提升香港作為「調解之都」的新使命，可以說，這座歷史建築又注入了
新的內涵。

◀正進行翻新工程的舊灣仔警
署，正門對出行人路正常通
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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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灣仔警署的翻新工程
將盡量保存外露壁爐等原
本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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