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 法 會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 調 解 條 例 草 案 》  

 

引 言  

 

附 件  

 在 2 0 11 年 11 月 8 日 的 會 議 上 ， 行 政 會 議 建 議 ， 署 理 行 政

長 官 指 令 向 立 法 會 提 交 《 調 解 條 例 草 案 》 ( 載 於 附 件 ) 。  

 

理 據  

2 .  調 解 是 法 庭 訴 訟 以 外 的 解 決 爭 議 程 序 。 世 界 許 多 不 同 司 法

管 轄 區 越 來 越 多 以 調 解 方 式 解 決 爭 議 。 香 港 現 時 並 沒 有 關 於 調

解 事 宜 的 特 定 法 例 。 制 定 調 解 法 例 ， 可 以 為 在 香 港 進 行 調 解 設

立 法 定 框 架 ， 從 而 提 供 一 個 良 好 的 平 台 ， 讓 調 解 以 適 當 方 式 進

一 步 發 展 。 此 舉 可 以 處 理 某 些 範 疇 內 法 律 不 確 定 的 問 題 ， 例 如

調 解 通 訊 的 保 密 及 作 為 證 據 的 可 接 納 性 。 調 解 法 例 亦 可 用 於 向

公 眾 及 法 律 專 業 人 士 推 廣 調 解 。 鑑 於 調 解 是 解 決 爭 議 制 度 中 不

可 或 缺 的 部 分 ， 制 定 調 解 法 例 將 可 鞏 固 香 港 作 為 國 際 解 決 爭 議

中 心 的 地 位 。 我 們 注 意 到 ， 制 定 調 解 法 例 是 國 際 趨 勢 。  

 

條 例 草 案  

3 .  《 條 例 草 案 》 的 主 要 條 文 載 於 下 文 。  

4 .  《 條 例 草 案 》 第 2 條 載 有 多 個 詞 語 的 定 義 ， 包 括 “調 解 協

議 ”、 “經 調 解 的 和 解 協 議 ”及 “調 解 通 訊 ”。 鑑 於 除 了 特 定 情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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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 調 解 通 訊 須 保 密 ， 不 得 披 露 ， 因 此 “調 解 通 訊 ”的 定 義 明 確

訂 明 不 包 括 調 解 協 議 及 經 調 解 的 和 解 協 議 。 實 際 上 ， 調 解 各 方

仍 可 協 定 把 調 解 協 議 及 經 調 解 的 和 解 協 議 保 密 。  

5 .  草 案 第 3 條 列 出 《 條 例 草 案 》 的 目 的 是 提 倡 、 鼓 勵 和 促 進

以 調 解 方 式 解 決 爭 議 ； 以 及 使 調 解 通 訊 得 以 保 密 。  

6 .  草 案 第 4 條 列 出 調 解 的 涵 義 是 指 由 一 個 或 多 於 一 個 分 節 構

成 的 有 組 織 程 序 ， 在 該 等 分 節 中 ， 一 名 或 多 於 一 名 不 偏 不 倚 的

個 人 在 不 對 某 項 爭 議 或 其 任 何 部 分 作 出 判 決 的 情 況 下 ， 協 助 爭

議 各 方 作 出 下 述 任 何 或 所 有 事 宜 —  

 ( a )  找 出 爭 議 點 ；  

 ( b )  探 求 和 擬 訂 解 決 方 案 ；  

 ( c )  互 相 溝 通 ；  

 ( d )  就 解 決 爭 議 的 全 部 或 部 分 ， 達 成 協 議 。  

7 .  草 案 第 5 條 列 明 《 條 例 草 案 》 適 用 的 調 解 及 調 解 通 訊 。 如

有 任 何 調 解 根 據 調 解 協 議 進 行 ， 而 下 述 其 中 一 項 情 況 適 用 ， 則

《 條 例 草 案 》 適 用 於 該 調 解 —  

 ( a )  該 調 解 全 部 或 部 分 在 香 港 進 行 ； 或  

 ( b )  該 協 議 規 定 ， ( 在 通 過 成 為 法 例 後 的 ) 《 調 解 條 例 》 或

香 港 法 律 適 用 於 該 調 解 。  

不 過 ， 《 條 例 草 案 》 不 會 適 用 於 附 表 1 指 明 的 程 序 ， 亦 即 若 干

現 行 成 文 法 則 所 提 述 的 ， 而 不 受 《 條 例 草 案 》 影 響 的 程 序 。  

8 .  草 案 第 6 條 述 明 《 條 例 草 案 》 適 用 於 政 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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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草 案 第 7 條 澄 清 在 調 解 過 程 中 向 調 解 的 任 何 一 方 提 供 協 助

或 支 援 ， 並 不 構 成 干 犯 《 法 律 執 業 者 條 例 》 （ 第 1 5 9 章 ） 第

4 4 、 4 5 或 4 7 條 。  

1 0 .  草 案 第 8 條 是 關 於 調 解 通 訊 的 保 密 原 則 ， 禁 止 披 露 調 解 通

訊 。 為 取 得 平 衡 ， 草 案 第 8 ( 2 ) 及 ( 3 ) 條 列 出 某 些 可 披 露 調 解 通 訊

的 情 況 。  

11 .  按 照 草 案 第 8 ( 2 ) 條 ， 在 下 述 情 況 下 ， 任 何 人 可 披 露 調 解 通

訊 ：  

 ( a )  所 有 下 述 人 士 均 同 意 作 出 該 項 披 露 —  

  ( i )  有 關 的 調 解 的 每 一 方 ；  

  ( i i )  有 關 的 調 解 的 調 解 員 ， 如 有 多 於 一 名 調 解 員 ， 則

每 名 調 解 員 ； 以 及  

  ( i i i )  作 出 該 項 調 解 通 訊 的 人 ( 如 該 人 並 非 有 關 的 調 解

的 任 何 一 方 或 調 解 員 ) ；  

 ( b )  該 項 調 解 通 訊 的 內 容 ， 是 公 眾 已 可 得 的 資 料 ( 但 僅 因

非 法 披 露 才 屬 公 眾 可 知 的 資 料 除 外 ) ；  

 ( c )  該 項 調 解 通 訊 的 內 容 ， 是 假 若 無 本 條 規 定 ， 便 會 符 合

以 下 說 明 的 資 料 ： 受 民 事 法 律 程 序 中 的 文 件 透 露 規 定

所 規 限 ， 或 受 其 他 要 求 當 事 人 披 露 他 們 管 有 、 保 管 或

控 制 的 文 件 的 類 似 程 序 所 規 限 ；  

 ( d )  有 合 理 理 由 相 信 ， 為 防 止 或 盡 量 減 少 任 何 人 受 傷 的 風

險 ， 或 任 何 未 成 年 人 的 福 祉 受 嚴 重 損 害 的 風 險 ， 作 出

該 項 披 露 是 必 需 的 ；  

 ( e )  該 項 披 露 是 為 研 究 、 評 估 或 教 育 的 目 的 而 作 出 的 ， 並

且 既 沒 有 直 接 或 間 接 洩 露 該 項 調 解 通 訊 所 關 乎 的 人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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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分 ， 亦 相 當 不 可 能 會 直 接 或 間 接 洩 露 該 人 的 身 分 ；

或  

 ( f )  該 項 披 露 是 按 照 法 律 施 加 的 要 求 而 作 出 的 。  

1 2 .  按 照 草 案 第 8 ( 3 ) 條 ， 在 根 據 草 案 第 1 0 條 獲 得 法 院 或 審 裁

處 的 許 可 下 ， 任 何 人 可 為 下 述 目 的 ， 披 露 調 解 通 訊 ：  

 ( a )  執 行 或 質 疑 經 調 解 的 和 解 協 議 ；  

 ( b )  ( 如 有 人 提 出 指 稱 或 申 訴 ， 而 針 對 的 是 調 解 員 所 作 出

的 專 業 失 當 行 為 ， 或 任 何 以 專 業 身 分 參 與 有 關 的 調 解

的 其 他 人 所 作 出 的 專 業 失 當 行 為 ) 就 該 指 稱 或 申 訴 提

出 證 明 或 爭 議 ； 或  

 ( c )  有 關 的 法 院 或 審 裁 處 認 為 在 有 關 個 案 的 情 況 下 屬 有 理

由 支 持 的 任 何 其 他 目 的 。  

1 3 .  草 案 第 9 條 是 關 於 調 解 通 訊 作 為 證 據 的 可 接 納 性 。 在 任 何

程 序 ( 包 括 司 法 、 仲 裁 、 行 政 或 紀 律 程 序 ) 中 ， 只 有 在 根 據 草 案

第 1 0 條 獲 得 法 院 或 審 裁 處 的 許 可 下 ， 調 解 通 訊 方 可 獲 接 納 作

為 證 據 。  

1 4 .  《 條 例 草 案 》 第 1 0 條 列 出 法 院 或 審 裁 處 在 決 定 是 否 給 予

許 可 ， 准 許 披 露 調 解 通 訊 或 接 納 調 解 通 訊 作 為 證 據 時 須 考 慮 的

事 宜 。 該 條 亦 指 明 適 當 的 法 院 或 審 裁 處 ， 以 接 受 有 關 許 可 的 申

請 。  

1 5 .  草 案 第 11 條 及 附 表 2 涵 蓋 相 應 及 相 關 修 訂 。 我 們 藉 此 機

會 劃 一 多 條 現 有 條 例 的 用 詞 ， 務 求 與 近 日 制 定 的 《 仲 裁 條 例 》

( 第 6 0 9 章 ) 一 致 ， 採 用 “調 解 ”作 為 “med i a t i o n ”的 中 文 對 應 詞 ，

“調 停 ”作 為 “ c o n c i l i a t i o n ” 的 中 文 對 應 詞 。 我 們 察 悉 ， 執 業 調 解

員 普 遍 採 用 “ 調 解 ” 作 為 m e d i a t i o n 的 中 文 用 詞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終 審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在 2 0 0 9 年 2 月 1 2 日 頒 布 並 在 2 0 1 0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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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 日 生 效 的 《 實 務 指 示 3 1 － 調 解 》 的 中 文 版 ， 同 樣 以 “調 解 ”

作 為 “med i a t i o n ”的 中 文 用 詞 。  

 

立 法 程 序 時 間 表  

1 6 .  立 法 程 序 時 間 表 如 下 —  

 刊 登 憲 報         2 0 11 年 11 月 1 8 日  

 首 讀 及 開 始 二 讀 辯 論    2 0 11 年 11 月 3 0 日  

 恢 復 二 讀 辯 論 、 委 員 會    另 行 通 知  

 審 議 階 段 和 三 讀  

 

建 議 的 影 響  

1 7 .  建 議 符 合 《 基 本 法 》 ， 包 括 有 關 人 權 的 條 文 。 至 於 對 經 濟

的 影 響 ， 建 議 應 有 助 向 公 眾 及 法 律 專 業 人 士 推 廣 調 解 ， 這 有 利

於 香 港 發 展 為 國 際 解 決 爭 議 中 心 。 建 議 對 財 政 、 公 務 員 、 生 產

力 、 環 境 或 可 持 續 發 展 均 沒 有 影 響 。  

1 8 .  我 們 注 意 到 ， 《 條 例 草 案 》 第 6 條 規 定 《 條 例 草 案 》 適 用

於 政 府 。  

 

公 眾 諮 詢  

1 9 .  2 0 1 0 年 2 月 ， 律 政 司 司 長 發 表 《 調 解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 ，

提 出 制 定 調 解 法 例 的 建 議 ， 以 徵 詢 公 眾 意 見 ， 諮 詢 為 期 3 個

月 。 公 眾 絕 大 部 分 支 持 制 定 《 調 解 條 例 》 。 為 推 展 這 項 建 議 ，

律 政 司 擬 備 了 《 調 解 條 例 草 案 》 擬 稿 ， 並 在 2 0 11 年 6 月 底 與

持 份 者 舉 行 兩 次 諮 詢 會 ， 邀 請 調 解 組 織 和 機 構 ， 以 及 調 解 的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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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專 業 團 體 出 席 ， 提 出 對 《 條 例 草 案 》 擬 稿 的 意 見 。 根 據 所 得

回 應 ， 香 港 制 定 《 調 解 條 例 》 獲 得 普 遍 支 持 。  

2 0 .  當 局 在 2 0 11 年 7 月 就 立 法 建 議 諮 詢 司 法 及 法 律 事 務 委 員

會 ， 委 員 會 對 《 條 例 草 案 》 表 示 支 持 。  

 

宣 傳 安 排  

2 1 .  我 們 會 在 2 0 11 年 11 月 1 6 日 發 出 新 聞 稿 ， 並 會 安 排 一 名

發 言 人 解 答 查 詢 。  

 

查 詢  

2 2 .  如 對 本 摘 要 有 任 何 查 詢 ， 請 致 電 2 1 8 9  2 9 9 7 與 律 政 司 民 事

法 律 科 副 民 事 法 律 專 員 李 伯 誠 先 生 聯 絡 。  

 

 

律 政 司  

2 0 11 年 11 月  

 

# 1 1 5 4 8 1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