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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資深大律師今日（五月十日）在 2024 年調解會

議「調解為先︰築融和之橋 創美好未來」的開幕致辭全文： 

 

羅厚如局長（司法部人民參與和促進法治局局長）、各位講者、各位嘉賓、各

位朋友： 

 

  大家早晨。首先我謹代表律政司歡迎大家參與 2024 年調解會議。 

 

  調解周是由律政司每兩年舉辦的旗艦活動。今年以「調解為先︰築融和之

橋 創美好未來」為主題，舉辦了一系列的研討會，探討了校園調解、職場調

解、消費者爭議調解、家事法庭中利用替代爭議解決模式及直到今日壓軸的調

解會議。 

 

  調解周的成功有賴於各講者、主持人、合辦機構、支持機構對律政司推廣

調解工作的大力支持，我在此謹代表律政司表達衷心的謝意。我亦代表律政司

歡迎超過六百幾位線上和現場的來賓參與今日的調解會議。 

 

調解為先︰築融和之橋 創美好未來 

 

  自古以來，「包容共濟、求同存異」都是中華文化的傳統之一。人與人之

間因着不同的文化背景或其他差異，難免出現爭議或分歧。現今科技將人與人

之間的距離拉近，交互頻繁使「融洽和諧」變得比以前更重要，但糾紛將人與

人之間的距離拉遠。調解正是我們通往融洽和諧之路最有效的工具，它可以築

一道融和之橋，找出有利雙方的方案，讓雙方能夠邁步向前，創造美好未來。 

 

  因此，律政司自二○○九年起一直推廣「調解為先」的理念，提倡和鼓勵

香港更廣泛地使用調解。在整個調解周期間，我們的講者也分享了調解如何在

社會各個領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推動廣泛地使用調解作為爭議解決工具。 

 



深化調解文化 

 

  香港作為國際法律和爭議解決服務中心，政府亦致力深化調解文化。 

 

  為了用好香港的獨特優勢，全面配合「一帶一路」的高質量發展，香港政

府在二○二三年《施政報告》中重點提及需要「深化調解文化」這新的政策措

施，包括檢視規範調解專業的認證和紀律事宜的制度、在政府合約中加入通用

的調解條款和鼓勵私營機構採用類近條款。 

 

  這個「深化調解文化」的政策措施有兩個層面：第一，我們希望加深社會

各界對調解的理解，提高調解意識。第二，在實際的運作上，政府及各機構都

能夠以「調解為先」這概念，在發生糾紛的時候先探索採用調解解決爭議。 

 

  為了落實此政策措施，律政司計劃發布調解條款範本，鼓勵各政府部門在

可行且適當的範圍內將調解條款加入至未來的政府合約中，從而進一步推廣先

使用調解作為解決爭議途徑。我們希望在政府的牽頭下，以身作則，鼓勵私人

公司在合約中加入類似的調解條款，進一步推廣「調解為先」的文化。 

 

  要成功推動調解的廣泛使用，除了在合約中加入調解條款這一「硬件」

外，更重要的是心態，我說的是心態上的改變，需由認知開始。律政司會先從

政府內部培訓做起，在這方面，我們正積極與不同政策局和政府部門交流和探

討合作，從而深化政府內部的調解文化，期望進一步將此調解文化推廣至各行

各業。同時，我們亦希望加深公務員及其他公職人員對調解的認識，將調解融

入到日常的工作中，在面對市民大眾的時候能夠多運用調解的技巧。 

 

  在社會層面方面，律政司會舉辦與調解相關的推廣活動和培訓課程，鼓勵

市民用調解和調解技巧化解社區爭議，如鄰里、物業管理、消費者、社會福利

等糾紛，希望提升市民的調解意識，讓調解走入社區。以調解化解矛盾，促進

社會和諧及穩定。 

 

主題演講 

 



  在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下，中央政

府提出香港作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策略性定位。而內地與

香港的關係密切，內地調解急速發展亦與香港息息相關。在接下來的主題演

講，我們非常榮幸邀請到司法部人民參與和促進法治局局長羅厚如先生，為我

們分享內地在加強人民調解規範化建設、健全行政調解工作體制、完善行業性

專業性調解制度規則等各方面的發展，及內地與香港未來在調解方面的聯動建

設。 

 

連結脈絡：大灣區的跨境調解 

 

  香港一直享有我們國家境內唯一普通法司法管轄區的獨特地位，以及粵港

澳大灣區「一國兩制三法域」前所未有的特點所帶來的獨特優勢和機遇。如何

在粵港澳大灣區迅速發展的過程中，充分發揮香港的獨特優勢和潛力，發揮香

港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不可或缺的作用，是關鍵所在。 

 

  為促進及推廣在大灣區善用調解，大灣區調解平台於二○二一年制定了統

一的《粵港澳大灣區調解員資格資歷評審標準》及《粵港澳大灣區調解員專業

操守最佳準則》，亦於二○二二年制定了《粵港澳大灣區跨境爭議調解示範規

則》，供大灣區內的調解機構及調解員參照及採用。 

 

  三地藉着大灣區調解平台制定的多項調解標準，實現大灣區內不同規則機

制的「軟聯通」，化「制度之異」為「制度之利」，便利民商交流互動。 

 

  粵港澳三地已於今年三月二十八日同時發布及施行各自的大灣區調解員資

格資歷評審細則，香港方面的細則已刊載於律政司的網站。為鼓勵和協助香港

調解員取得大灣區調解員的資格，律政司正籌備舉辦香港方的粵港澳大灣區調

解員培訓課程，課程詳情將稍後公布。粵港澳三地亦將積極推動於今年內設立

粵港澳大灣區調解員名冊。 

 

  今日早上，我們非常幸運邀請來自粵港澳三地的調解專家探討粵港澳大灣

區內調解迅速發展的進程及將來的龐大機遇。幾位專家將透過經驗分享剖析如

何應對三地法律差異、調解機制、文化及模式的區別等等，讓大家參與及進行



大灣區跨境調解時更得心應手。通過互動對話，希望各位來賓可以掌握未來大

灣區市場以調解解決爭議的新觀點及方向。 

 

聯通國際：香港的優勢 

 

  順應國際調解的需求，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鼎力支持下，及配合香港在「十

四五」規劃下發展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定位，國際調解院

籌備辦公室也在去年二月十六日正式在香港成立。 

 

  國際調解院是為解決國際爭端提供高效的調解服務的國際組織，為和平解

決國際爭端提供新的選擇。隨着國際調解院正式宣布將在香港設立總部，香港

在國際調解方面佔有領先優勢，我們將大力推動香港成為全球的「調解之

都」。 

 

  在今日下午的環節，國際調解院籌備辦公室主任孫勁博士會和我們解釋國

際調解院的定位和角色，並分享他對國際調解的法律機制、實踐和未來機遇的

看法。我們也邀請到不同講者討論香港在知識產權、海事法和家族辦公室這些

領域的定位以及調解在這些領域的角色。他們將分享香港在這些領域中的獨特

挑戰和機遇，並探討調解如何有效解決爭議。 

 

  隨着科技的發展和全球化，人和事都能夠突破地域限制。知識產權糾紛可

能涉及不同法律管轄區的法律問題，海事法糾紛經常出現在國際貿易和運輸的

背景下。而在管理大量財富和資產的家族辦公室領域，調解亦可以應用在家族

成員或其他持份者之間的爭議。善用調解可以解決爭議雙方的分歧並達成和

解，以維護關係同時避免長時間的訴訟，及為各方提供保密的環境，使大家能

夠探索更多解決方案。 

 

  期待第二個環節中，各講者可以分享香港調解業界如何能在國際舞台上發

揮作用。 

 

調解的未來動向：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近年亦迅速發展，如今被廣泛應用在不同行業，不斷重塑各個專

業領域。人工智能為簡化和優化爭議解決流程提供了獨特的機會。在今日第三

個環節，我們將邀請到有涉足人工智能領域的專家和法律人士探討人工智能的

影響和潛力。 

 

  另外，本次會議也將深入探討人工智能在爭議解決和調解方面的趨勢和影

響。我們的講者將分享他們對人工智能參與爭議解決的看法，包括線上爭議解

決平台以及虛擬調解等。本環節還會探討人工智能在爭議解決和調解中的影

響、倫理考量和未來趨勢，希望讓各位能夠了解人工智能在爭議解決中的應

用。 

 

結語 

 

  我們期待與各位在今日的會議上，就如何在香港、大灣區及國際實現更優

質發展的旅途上攜手共進，交換更多意見。律政司會繼續緊貼全球爭議解決領

域的最新發展，並投放資源鞏固法律基礎設施和人才培訓，充分發揮香港作為

「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角色。 

 

  最後，我再次感謝大家在今年整個 2024 年調解周期間的參與和支持，並

祝願今日的會議圓滿成功。謝謝大家。 

  

完 

2024 年 5 月 10 日（星期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