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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資審裁處所採用的常規及程序  

 
 
引言  
 
 本文旨在概述在勞資審裁處（“審裁處”），由

入稟申索至審訊終結頒下判決，這段期間所採用的常規及程

序。本文亦闡釋審裁官在有關法律程序中所履行的職能。  
 
審裁處的司法管轄權  
 
2 .  審裁處具有民事司法管轄權，審理申索的起因是

違反僱傭合約，或沒有遵從《僱傭條例》（香港法例第 5 7
章）之條文的申索。審裁處只會聆訊申索的款額逾 8 , 0 0 0
元，又或申索人有 1 0 名或以上的申索。小額款項的申索，

通常由勞工處轄下的小額薪酬索償仲裁處處理。  
 
入稟申索  
 
3 .  倘若申索人決定向審裁處入稟申索，他們須使用

審裁處的 2 4 小時電腦化電話預約系統，預約入稟申索。這

些預約安排是必需的，因為審裁處要確保調派及安排足夠的

人手以便申索人到審裁處入稟申索時，能得到恰當的協助，

對那些人數眾多的團體申索人來說，這個安排尤為重要。  
 
4 .  審裁處於 2 0 0 0 年就由預約至入稟申索所需的時

間，定下了一個 3 0 天的目標。在未制定此目標前，在 1 9 9 9
年所需的輪候時間為 3 8 天，但這個情況在近年已有重大改

善，以 2 0 0 2 年來說，平均的輪候時間為 1 9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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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主任進行的查訊  
 
5 .  當申索人提交申索書後，根據《勞資審裁處條

例》（香港法例第 2 5 章）所規定的，調查主任會履行其職

務，會見申索人。調查主任有責任就該申索進行查訊，會見

訴訟雙方，向他們錄取供詞，以及收集相關證據。之後，他

會擬備一份事實摘要，呈交審裁官審閱。  
 
調解證明書  
 
6 .  調查主任亦須就申索進行調解。根據《勞資審裁

處條例》第 1 5 ( 1 )條，直至由調查主任或獲授權人員簽署以

證明下列事項的調解證明書提交或交出予審裁處，審裁處不

得聆訊有關的申索：  
 

( a )  一方或多於一方拒絕參與調解；  
 
( b )  曾試圖調解但未能達成和解；  
 
( c )  相當無可能經調解而達成和解；或  
 
( d )  調解可能對某一方的權益有所損害。  

 
倘若訴訟雙方達成和解，有關條款會寫下來，並由雙方簽

署。倘若雙方未能達成和解，該申索便會呈交審裁官開庭聆

訊。  
 
過堂聆訊  
 
7 .  這是由審裁官就還未撤回或和解的申索，進行的

首次聆訊。  
 
8 .  根據《勞資審裁處條例》第 2 0 條，申索的聆訊，

須不拘形式進行。審裁官如認為任何事宜與申索有關，則不

論該事宜曾否由任何一方提出，亦須予以調查。他亦可傳召

證人，下令交出文件及證物，並向任何一方或證人提出他認

為適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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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前提訊  
 
9 .  當審裁官於過堂聆訊時，向訴訟雙方查詢過申索

可於甚麼時候準備就緒，進行審訊後，倘若所爭議的，只是

很簡單的事宜，審裁官會即時訂定日期，將該事宜交由審訊

法庭審理。但倘若所爭議的並非直截簡單的事宜，並且雙方

均須提交更多的證據時，審裁官會先訂定一個審前提訊的日

期，以便再審視雙方所提交之任何進一步的證據或文件，從

而決定雙方是否已準備妥當，就有關事宜進行審訊。  
 
申索案件移交其他法院  
 
1 0 .  在某些情況下，審裁官可能認為他所審理的申索

案超越乎審裁處的司法管轄權，又或有關的申索案不應由他

聆訊或審裁，那麼，他可將該申索案移交適當的法院審理，

如原訟法庭、區域法院或小額錢債審裁處，視乎情況而定。  
 
案件審訊  
 
1 1 .  在審訊時，審裁官會聆聽訴訟各方提出的理據，

讓他們訊問證人，並且如果有需要的話，命令他們提供進一

步證據或傳召更多證人。  
 
1 2 .  簡單的申索案通常一次聆訊便可以解決了。至於

較複雜的申索案件，就需要較多次數的聆訊。在 2 0 0 2 年度

內，就由審裁處聆訊，並頒下判決的申索案件而言，平均每

宗案件所需的出庭次數是 2 . 1，相對於 2 0 0 1 年的 2 . 7。從申

索案件過堂到審裁處頒下判決中間相隔時間，若以日數計

算，2 0 0 2 年平均日數是 4 4 天，相對於 2 0 0 1 年的 6 9 天。  
 
經裁斷的款項的繳付  
 
1 3 .  審裁官可以指明判定債務人繳付款項給判定債權

人時的方式。如果判定債務人不繳付判定債項，判定債權人

可在審裁處頒下裁斷之日起計的 1 2 個月內，向區域法院申

請強制執行有關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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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  
 
1 4 .  訴訟任何一方均可向高等法院原訟法庭申請上訴

許可，但有關申請必須在書面裁斷送達他本人之日起計的 7
天內提出，或在高等法院司法常務官根據合理充分的因由而

容許延長的期限內提出。但是，提出上訴的理由祇可以是，

裁斷在法律論點有錯或超越審裁處的司法管轄權範圍。  
 
1 5 .  原訟法庭拒絕批予上訴許可的決定，是最終的決

定。但如果批予上訴許可，原訟法庭便會對上訴進行聆訊並

予以裁定。  
 
審裁官的職能  
 
1 6 .  有些時候，有人會認為，審裁官在某些個案中，

向訴訟雙方施加壓力，要他們和解，而不是審裁他們的爭

議。這是一個誤解。  
 
1 7 .  必須明白一點，根據法例，勞資審裁處須以非正

式及查訊式的程序進行聆訊，並且不准許訴訟雙方有法律代

表出席聆訊。審裁官有責任進行調查。很多時候，在調查期

間，有更多證據會經覆核，因為訴訟雙方都沒有法律代表，

所以審裁官須向他們闡釋所涉及的法律和爭議，幫助他們明

白爭議的性質和範圍。他會闡釋有關的程序和證據，亦會告

知訴訟雙方，讓他們知悉持續訴訟可能造成的後果，包括了

所花的時間、所需的上訴程序，以及因訴訟雙方可能提出多

次上訴而導致的訟費事宜等。  
 
1 8 .  當聆訊進行時，訴訟雙方會更為了解他們所持的

理據，有可能他們想再考慮和解的問題，並可能希望在該階

段進一步議談，以求達成和解。審裁官會讓他們有充分機會

尋求和解。訴訟雙方可獲給予他們在考慮和解時所需的時

間，以及按他們認為恰當的做法，尋求意見，例如向他們所

屬的工會求助。  
 
1 9 .  所有審裁官都非常了解，他們的職責是要審裁申

索，並為維護公正起見，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快把申索

審結。但他們都知道，應避免給訴訟雙方任何印象，審裁官

是在向他們施壓，要他們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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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人員  
 
2 0  審裁處處理的案件宗數一直高踞不下。這種案件

累加情勢可能會更進一步深化，因為近期爆發的非典型肺

炎，已經嚴重打擊多個行業的生意經營。雖然司法機構受財

政預算緊縮的限制，但為了應付審裁處可能會面臨劇增的需

求，司法機構已部署計劃，重新調撥內部資源，以增加調查

主任人數，從而加強審前工作的應付人手。司法機構同樣亦

有檢討審裁官人手問題，並認為現時審裁官的數目，仍然可

以足夠應付工作，完全不會影響司法公正的質素。  
 
 
 
 
 
司法機構政務處  
2 0 0 3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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