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私法協會擬在港設聯絡辦
協會理事會已採納建議待大會通過 港法律界人士：彰顯港法治環境獲國際認可

香港是國際法律合作的重要平台，在

中央政府的支持下，香港特區政府律政

司一直加強與知名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

機構合作和爭取其在香港落戶。正在歐

洲訪問的律政司司長林定國昨日透露，

已邀請國際統一私法協會（國際私法協

會）在港設立聯絡辦事處，理事會已採納

有關建議，將於年底提交年度大會審

議。多名香港法律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若國際私法協會進

駐香港，將進一步彰顯香港法治環境以

及國際爭議解決中心地位獲得國際認

可。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子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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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科學園連同15所本地院校主辦的年度
國際跨院校創科盛事「Hong Kong Techathon+」10周年慶
祝及啟動儀式昨日舉行，並正式宣布成立「環球大學創新網
絡」Global University Innovation Network （GUIN），獲得
多所海外知名學府支持。
「環球大學創新網絡」的重點計劃包括「環球創科培育計

劃」，吸引全球創新團隊來港進行研發及商業轉化，首階段
已落實與香港大學牙醫學院合作設立「未來牙科全球中
心」，以及與香港理工大學視光學院及innoHK眼視覺研究
中心合作設立「環球視覺科技培育計劃」。
計劃亦將推進人才交流，透過科技園公司的環球實習計劃

及產業研究項目框架，為海外人才提供實踐機會及產業合作
經驗。

孫東：推動成果轉化等多方合作
出席活動的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在社交平台發帖文
表示，「Hong Kong Techathon+」自2015年起舉辦，至今
吸引來自內地、澳門、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澳
洲及美國等地超過30間國際院校及機構，累計超過7,000名
年輕創科人才參與，催生超過2,400個創新項目，培育數百
名創新者及其初創企業，不少校友更榮登《福布斯亞洲30
位30歲以下精英榜》。
他續說，GUIN的成立將進一步加強香港與海內外著名學

府之間的聯繫，促進人才培育、初創孵化，以及推動成果轉
化等多方合作。

「環球大學創新網絡」成立 力吸創新團隊來港進行研發

香港作為國際法律樞紐，不
少國際法律組織和機構都在香

港設立辦公室。目前，國際私法三個組織包括
國際統一私法協會（UNIDROIT）、聯合國國
際貿易法委員會（UNCITRAL）、海牙國際私
法會議（HCCH）中，海牙國際私法會議早於
2012年已在港設立地區總部，香港特區政府律
政司與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亦於2020年成
立合作的專案辦公室。今年5月，這3個國際
組織代表均出席了香港國際調解院公約簽署儀
式。

2021年已與律政司簽諒解備忘錄
國際統一私法協會與香港特區政府律政司有
過長時間的合作關係。2021年5月，雙方曾簽
署首份諒解備忘錄，落實借調本地法律專業人
員至私法協會秘書處的安排。2022年5月，雙
方再就有關國際私法及國際商法合作的行政安
排簽署第二份諒解備忘錄。
國際統一私法協會成立於1926年，是總部設
於意大利羅馬的政府間國際組織，旨在研究和
推動全球私法，特別是商法的現代化、協調與
統一；並通過制定統一的法律文書、原則和規
則，促進不同國家及地區之間的法律協調一
致，方便跨境商業活動和其他法律事務。
協會目前有65個成員國，涵蓋五大洲，廣泛

代表着不同的法律、經濟、政治和文化背景，
中國於1986年加入成為會員國。其資金主要來
自成員國的年度會費。組織結構包括秘書處、
管理理事會（Governing Council）和全體大會

（General Assembly）。秘書處負責日常工作，管理理
事會監督政策和計劃，全體大會則負責預算審批和工
作計劃的制定。
協會的工作聚焦於制定國際公約、模範法、法律原
則和指南等，例如《國際商事合同原則》、民事訴訟
程序等，致力為國際貿易和法律合作提供統一標準，
特別是在商業合同、財產法等領域。同時，協會也與
其他國際組織合作，如海牙國際私法會議共同推動全
球法律的統一。
此外，協會還擁有一個世界知名的法律圖書館，收
藏超過33萬本書和期刊，並定期舉辦研討會和培訓，
促進法律研究和交流，努力為國際社會提供推動全球
法律的現代化和協調發展的平台。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子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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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大學創新網絡」昨日宣布成立，賓主合影。 孫東Fb圖片

林定國於7月5日展開上任後首次歐洲訪問之
旅。羅馬時間10日，他抵達意大利羅馬訪問

時拜訪了國際私法協會，並出席由協會和律政司
合辦、題為「香港：通往亞太區的門戶」研討
會，並發表主題演講。
林定國表示，香港作為法律樞紐，律政司一直
加強與知名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機構合作和爭取
其在香港落戶。最近除了國際調解院總部會設於
香港，在中央政府支持下，律政司亦積極與國際
私法協會秘書處探討在香港設立聯絡辦事處的建
議，並感謝國際私法協會理事會支持建議交年度
大會通過。若年度大會通過建議，將有助國際私
法協會在亞太地區推廣工作，並可進一步提升香
港作為區內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地
位。

林定國：深化與國際私法協會等機構合作
研討會上，林定國又向來自意大利及歐洲的人
士分享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獨特法律優勢，
以及香港作為國際私法協會在亞太地區設立聯絡
辦事處的理想地點的原因。他表示，律政司未來
將持續鞏固香港國際法律地位，深化與國際私法
協會等機構合作，並期望年會通過在港設聯絡辦

事處的提案，開啟合作新篇章。
意大利是林定國訪問歐洲行程的第三站。在首

站荷蘭，他到訪海牙國際私法會議，與海牙會議
秘書長Christophe Bernasconi討論合作，包括律政
司法律專業人員借調計劃，並落實於今年12月香
港法律周期間舉辦有關海牙公約國際會議等。他
又到訪聯合國國際法院，與院長岩澤雄司討論培
育國際法專家和專業人才等，以及到訪常設仲裁
法院，與法院秘書長Marcin Czepelak探討能力建
設合作等。
「一帶一路」國際研究院創辦人、立法會議
員、法律教授梁美芬表示，近年不斷有國際法律
及爭議解決組織選擇進駐香港，譬如AALCO在港
設立了區域仲裁中心、海牙國際私法會議
（HCCH）在港成立亞太區辦事處，以至國際調
解院（IOMed）總部將落戶香港等。
她指出，國際私法協會匯聚了全球國際法領域

的權威專家，是地位非常顯赫的國際組織，倘在
港設立聯絡辦事處，將充分彰顯香港的法治環
境、開放的社會環境，以及作為國際爭議解決中
心的地位備受國際認可。
「香港愈多這樣的機構愈好，因為該組織的專
家來到香港，會更深刻地感受到香港的法治環

境，了解『一國兩制』對全球法治發展、國際經
濟法及國際司法的貢獻，為香港的國際地位背
書。」梁美芬認為，若國際私法協會能落戶香
港，無疑是香港在國際法治舞台上邁出又一重要
步伐，期望特區政府能為香港爭取再下一城，爭
取國家推薦香港的優秀法律人才參與聯合國法官
的選拔，展示香港法律界的專業水平。

可為港法律人才拓國際化機會
亞非法協香港區域仲裁中心主任陳曉峰表示，

自香港國安法實施後，營商環境更穩定，為國際
組織提供了可靠的運作環境，加上具備「一國兩
制」優勢，以及粵港澳大灣區存在內地、香港和
澳門三法域的獨特環境，有利促進國際法律的理
解與應用，對國際私法協會實現其使命具有重要
意義。
「若國際私法協會選擇進駐香港，是對香港營

商環境和法治最有公信力的高度評價，也為香港
的法律人才開拓更多國際化機會。」陳曉峰建議
律政司可爭取讓本地律師和法律學生到國際私法
協會實習，提升香港法律界的國際視野，也能讓
大家在國際活動和高峰會上有更堅定的合作夥
伴。

●

林
定
國
（
左
一
）
在
意
大
利
羅
馬
出
席
由
律
政
司
和
國
際
統
一
私
法
協
會

合
辦
、
題
為
「
香
港
：
通
往
亞
太
區
的
門
戶
」
研
討
會
，
並
發
表
主
題
演

講
。

W
EN

W
EI

ED
IT
O
RI
AL

社
評

上海市國資委黨委近日召開學習會，探索

參與穩定幣相關技術的研發和應用實踐。香

港是全球首個建立法定穩定幣全鏈條監管體

系的司法管轄區，穩定幣發行人監管制度將

於今年8月1日起實施，可以充分發揮離岸

市場優勢，探索發行錨定人民幣的離岸穩定

幣，與上海有巨大的互利合作空間。香港作
為「一國兩制」下的國際金融中心，應該在
發展穩定幣方面發揮好「試驗場」和「防火
牆」的作用，充分結合內地資源，在風險可
控的前提下穩步推進穩定幣應用，為國家建
設金融強國貢獻香港力量。

在全球數字經濟浪潮下，加密貨幣與穩定

幣的發展正深刻改變國際金融格局。香港與

上海作為國家兩大國際金融中心，香港通過

全球首個法定穩定幣全鏈條監管體系，為離

岸人民幣穩定幣提供合規試驗田；上海依託

在岸最大金融中心定位，推動國資參與穩定

幣技術研發。滬港協同發展，不僅能提升人

民幣國際化水平，更可為國家金融創新注入

新動能。

香港特區立法會於今年5月通過《穩定幣

條例草案》，本港成為全球首個建立法定穩

定幣全鏈條監管體系的司法管轄區。該條例

以牌照制度、資本門檻及儲備管理為核心，

確保穩定幣發行人具備高透明度與合規運營

能力。8月1日起生效的監管框架，將吸引

全球合規穩定幣發行機構落戶本港，金融界

預計香港未來將佔據亞太區穩定幣市場40%

份額，鞏固香港亞洲數字資產的樞紐地位。

香港穩定幣發展的核心機遇在於離岸人民

幣穩定幣。當前全球95%的穩定幣與美元掛

鈎。香港作為離岸人民幣中心，可依託「一

國兩制」優勢，在中央支持下發行錨定人民幣
的穩定幣，為跨境貿易結算提供高效工具。此
舉不僅能減少對美國控制的SWIFT支付系統的
依賴，更可通過香港的合規渠道，安全推動內
地企業參與全球數字資產市場。

上海與香港的協同發展具有天然優勢。在上

月舉行的「2025 陸家嘴論壇」上，兩地簽署

《滬港國際金融中心協同發展行動方案》，提

出推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共建金融產品服務

體系等六方面38條舉措。例如，通過實現跨境

清算合作、黃金產品交易互聯互通，以及數字

人民幣跨境支付新場景，滬港可共同提升人民

幣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話語權。

內地經濟學家建議，滬港可從四方面發力：一

是優先探索穩定幣在跨境貿易、供應鏈金融等領

域的應用；二是建立金融科技監管沙盒，允許合

規機構試點；三是參與國際穩定幣監管標準制

定；四是探索由國資國企牽頭的跨境支付基礎設

施。此外，上海可支持香港發展離岸人民幣穩定

幣，提供技術研發和應用場景對接；香港則可協

助上海推動數字人民幣與國際穩定幣的相互操作

性，構建高效安全的跨境支付網絡。

穩定幣的發展帶來機遇，也面臨挑戰，發展

的同時必須兼顧監管。香港金融管理局需要進
一步細化監管規則，加強監管機構的人手和機
制配套，同時借助內地的科技實力，採用AI大
模型、量子計算等前沿技術，提升金融科技基
礎設施的安全性和穩定性。 此外，還需要注重
合規框架的建設，確保推進金融創新不引發系
統性金融風險。滬港可以通過建立金融科技監
管沙盒機制，允許符合條件的機構在受控環境
下開展穩定幣應用試點，積累經驗，不斷完善
監管，保障金融創新穩步前行。

滬港攜手有序推進金融創新
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在歐洲之行最後一站羅馬

拜訪了國際統一私法協會（UNIDROIT），並

邀請UNIDROIT在香港設立聯絡辦事處，獲

理事會採納，並將於年底提交年度大會審

議。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獨特法律優勢
獲得國際廣泛認可，為持續鞏固香港作為亞
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地位提
供重要契機，增強國際社會對香港法治的信
心與支持。香港應深化國際法律交往合作，
積極參與全球法律倡議，推動法律創新，助
力國家提升國際話語權，在全球法治建設上
貢獻香港力量。

香港作為國家唯一實行普通法的地區，擁

有與國際接軌的法律制度，並以中英雙語運

作，讓香港成為連接國家與世界的門戶。而

且，香港的普通法制度嚴謹成熟，跟世界主

要經濟體的法律同屬一系，也與國際商業交

易規則相接軌。例如，香港將《貨物銷售

（聯合國公約）條例》轉化為本地法例；香

港的仲裁法律也以《紐約公約》和《聯合國

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國際商事示範法》為基

礎。這些都是香港法律制度國際化的最佳證

明。香港在區域法律合作亦扮演着重要角

色。2017 年，香港與東盟簽署了《自貿協

定》和《投資協定》，並於 2022 年成為亞

洲－非洲法律協商組織（AALCO）區域仲裁

中心的所在地。

這些成就突顯了香港作為國際法律合作平台

的價值，且香港優勢顯著，包括國際化的法律

環境以及與內地和亞太地區的緊密聯繫，都使

香港成為UNIDROIT亞太區聯絡辦事處的最

佳選擇，將有助其在亞太地區推廣工作。

如今特區政府主動出擊，向國際社會介紹

香港法律服務和仲裁制度的優勢，積極進取

的態度與工作值得肯定。近年來，香港已吸

引多個國際法律組織進駐，例如海牙國際私

法會議（HCCH）的亞太區辦事處、國際調

解院總部等。這些機構的進駐不僅是對香港

法治環境的加持，香港作為促進國際法律法

規對接的「超級聯繫人」、「超級增值人」

的功能更彰顯。

香港若成功爭取UNIDROIT設立聯絡辦事
處，將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國際法律及爭議
解決服務中心的地位，為香港的法律人才提
供更多國際化參與機會，提升國際視野，促
進國際合作交流。

未來，香港應把握機遇，用好國際法律組

織平台深化國際合作。例如在積極參與各組

織的活動同時，推動本地法律人才到該些組

織進行實習、交流以至借調，在提升國際視

野之餘，也讓香港的法律人才有機會參與國

際法律事務。

同時，香港應利用其雙語普通法制度的優

勢，在數字經濟、低空經濟等新興產業的法

律創新，協助爭取將國家標準提升為國際標

準，不斷增加香港法律服務的國際化、豐富

性及多樣性，也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

中東、東盟等新興市場國家提供優質法律服

務支持，提升香港和國家的影響力。

此外，特區政府與法律界應通過定期舉辦

國際會議、研討會等活動，向全球推廣香港

的法律服務優勢。例如，今年12月的「香港

法律周」將成為重要的示範，海牙國際私法

會議亦會參與，期間也有半天的HCCH專題

活動，通過與業界共同探討重要法律議題，

將進一步提升香港在國際法律界的影響力。

深化國際合作 鞏固香港法律服務優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