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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资深大律师今日（五月十日）在 2024 年调解会

议「调解为先∶筑融和之桥 创美好未来」的开幕致辞全文： 

 

罗厚如局长（司法部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局局长）、各位讲者、各位嘉宾、各

位朋友： 

 

  大家早晨。首先我谨代表律政司欢迎大家参与 2024 年调解会议。 

 

  调解周是由律政司每两年举办的旗舰活动。今年以「调解为先∶筑融和之

桥 创美好未来」为主题，举办了一系列的研讨会，探讨了校园调解、职场调

解、消费者争议调解、家事法庭中利用替代争议解决模式及直到今日压轴的调

解会议。 

 

  调解周的成功有赖于各讲者、主持人、合办机构、支持机构对律政司推广

调解工作的大力支持，我在此谨代表律政司表达衷心的谢意。我亦代表律政司

欢迎超过六百几位线上和现场的来宾参与今日的调解会议。 

 

调解为先∶筑融和之桥 创美好未来 

 

  自古以来，「包容共济、求同存异」都是中华文化的传统之一。人与人之

间因着不同的文化背景或其他差异，难免出现争议或分歧。现今科技将人与人

之间的距离拉近，交互频繁使「融洽和谐」变得比以前更重要，但纠纷将人与

人之间的距离拉远。调解正是我们通往融洽和谐之路最有效的工具，它可以筑

一道融和之桥，找出有利双方的方案，让双方能够迈步向前，创造美好未来。 

 

  因此，律政司自二○○九年起一直推广「调解为先」的理念，提倡和鼓励

香港更广泛地使用调解。在整个调解周期间，我们的讲者也分享了调解如何在

社会各个领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推动广泛地使用调解作为争议解决工具。 

 



深化调解文化 

 

  香港作为国际法律和争议解决服务中心，政府亦致力深化调解文化。 

 

  为了用好香港的独特优势，全面配合「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香港政

府在二○二三年《施政报告》中重点提及需要「深化调解文化」这新的政策措

施，包括检视规范调解专业的认证和纪律事宜的制度、在政府合约中加入通用

的调解条款和鼓励私营机构采用类近条款。 

 

  这个「深化调解文化」的政策措施有两个层面：第一，我们希望加深社会

各界对调解的理解，提高调解意识。第二，在实际的运作上，政府及各机构都

能够以「调解为先」这概念，在发生纠纷的时候先探索采用调解解决争议。 

 

  为了落实此政策措施，律政司计划发布调解条款范本，鼓励各政府部门在

可行且适当的范围内将调解条款加入至未来的政府合约中，从而进一步推广先

使用调解作为解决争议途径。我们希望在政府的牵头下，以身作则，鼓励私人

公司在合约中加入类似的调解条款，进一步推广「调解为先」的文化。 

 

  要成功推动调解的广泛使用，除了在合约中加入调解条款这一「硬件」

外，更重要的是心态，我说的是心态上的改变，需由认知开始。律政司会先从

政府内部培训做起，在这方面，我们正积极与不同政策局和政府部门交流和探

讨合作，从而深化政府内部的调解文化，期望进一步将此调解文化推广至各行

各业。同时，我们亦希望加深公务员及其他公职人员对调解的认识，将调解融

入到日常的工作中，在面对市民大众的时候能够多运用调解的技巧。 

 

  在社会层面方面，律政司会举办与调解相关的推广活动和培训课程，鼓励

市民用调解和调解技巧化解社区争议，如邻里、物业管理、消费者、社会福利

等纠纷，希望提升市民的调解意识，让调解走入社区。以调解化解矛盾，促进

社会和谐及稳定。 

 

主题演讲 

 



  在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下，中央政

府提出香港作为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的策略性定位。而内地与

香港的关系密切，内地调解急速发展亦与香港息息相关。在接下来的主题演

讲，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司法部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局局长罗厚如先生，为我

们分享内地在加强人民调解规范化建设、健全行政调解工作体制、完善行业性

专业性调解制度规则等各方面的发展，及内地与香港未来在调解方面的联动建

设。 

 

连结脉络：大湾区的跨境调解 

 

  香港一直享有我们国家境内唯一普通法司法管辖区的独特地位，以及粤港

澳大湾区「一国两制三法域」前所未有的特点所带来的独特优势和机遇。如何

在粤港澳大湾区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充分发挥香港的独特优势和潜力，发挥香

港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不可或缺的作用，是关键所在。 

 

  为促进及推广在大湾区善用调解，大湾区调解平台于二○二一年制定了统

一的《粤港澳大湾区调解员资格资历评审标准》及《粤港澳大湾区调解员专业

操守最佳准则》，亦于二○二二年制定了《粤港澳大湾区跨境争议调解示范规

则》，供大湾区内的调解机构及调解员参照及采用。 

 

  三地藉着大湾区调解平台制定的多项调解标准，实现大湾区内不同规则机

制的「软联通」，化「制度之异」为「制度之利」，便利民商交流互动。 

 

  粤港澳三地已于今年三月二十八日同时发布及施行各自的大湾区调解员资

格资历评审细则，香港方面的细则已刊载于律政司的网站。为鼓励和协助香港

调解员取得大湾区调解员的资格，律政司正筹备举办香港方的粤港澳大湾区调

解员培训课程，课程详情将稍后公布。粤港澳三地亦将积极推动于今年内设立

粤港澳大湾区调解员名册。 

 

  今日早上，我们非常幸运邀请来自粤港澳三地的调解专家探讨粤港澳大湾

区内调解迅速发展的进程及将来的庞大机遇。几位专家将透过经验分享剖析如

何应对三地法律差异、调解机制、文化及模式的区别等等，让大家参与及进行



大湾区跨境调解时更得心应手。通过互动对话，希望各位来宾可以掌握未来大

湾区市场以调解解决争议的新观点及方向。 

 

联通国际：香港的优势 

 

  顺应国际调解的需求，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鼎力支持下，及配合香港在「十

四五」规划下发展为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的定位，国际调解院

筹备办公室也在去年二月十六日正式在香港成立。 

 

  国际调解院是为解决国际争端提供高效的调解服务的国际组织，为和平解

决国际争端提供新的选择。随着国际调解院正式宣布将在香港设立总部，香港

在国际调解方面占有领先优势，我们将大力推动香港成为全球的「调解之

都」。 

 

  在今日下午的环节，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主任孙劲博士会和我们解释国

际调解院的定位和角色，并分享他对国际调解的法律机制、实践和未来机遇的

看法。我们也邀请到不同讲者讨论香港在知识产权、海事法和家族办公室这些

领域的定位以及调解在这些领域的角色。他们将分享香港在这些领域中的独特

挑战和机遇，并探讨调解如何有效解决争议。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全球化，人和事都能够突破地域限制。知识产权纠纷可

能涉及不同法律管辖区的法律问题，海事法纠纷经常出现在国际贸易和运输的

背景下。而在管理大量财富和资产的家族办公室领域，调解亦可以应用在家族

成员或其他持份者之间的争议。善用调解可以解决争议双方的分歧并达成和

解，以维护关系同时避免长时间的诉讼，及为各方提供保密的环境，使大家能

够探索更多解决方案。 

 

  期待第二个环节中，各讲者可以分享香港调解业界如何能在国际舞台上发

挥作用。 

 

调解的未来动向：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近年亦迅速发展，如今被广泛应用在不同行业，不断重塑各个专

业领域。人工智能为简化和优化争议解决流程提供了独特的机会。在今日第三

个环节，我们将邀请到有涉足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和法律人士探讨人工智能的

影响和潜力。 

 

  另外，本次会议也将深入探讨人工智能在争议解决和调解方面的趋势和影

响。我们的讲者将分享他们对人工智能参与争议解决的看法，包括线上争议解

决平台以及虚拟调解等。本环节还会探讨人工智能在争议解决和调解中的影

响、伦理考量和未来趋势，希望让各位能够了解人工智能在争议解决中的应

用。 

 

结语 

 

  我们期待与各位在今日的会议上，就如何在香港、大湾区及国际实现更优

质发展的旅途上携手共进，交换更多意见。律政司会继续紧贴全球争议解决领

域的最新发展，并投放资源巩固法律基础设施和人才培训，充分发挥香港作为

「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 

 

  最后，我再次感谢大家在今年整个 2024 年调解周期间的参与和支持，并

祝愿今日的会议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完 

2024 年 5 月 10 日（星期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