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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地判決內地判決內地判決內地判決 (交互交互交互交互強制強制強制強制執行執行執行執行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  

 

政府當局對法案委員會於政府當局對法案委員會於政府當局對法案委員會於政府當局對法案委員會於 2 0 0 7年年年年 4 月月月月 3 0 日會議上日會議上日會議上日會議上  

所提所提所提所提事項事項事項事項的回應的回應的回應的回應  

 

 

I .  在詳題及釋義條文在詳題及釋義條文在詳題及釋義條文在詳題及釋義條文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第第第第 2( 1 )條條條條 )中中中中 對對對對 “ 民事或商業事民事或商業事民事或商業事民事或商業事
宜宜宜宜 ” 的提述的提述的提述的提述  

 有 議 員 認 為， “民 事 或 商 業 事 宜 ”一 詞 在 條 例 草 案 詳 題 和 第 2 ( 1 )

條 “內 地 判 決 ”一 詞 的 定 義 中 出 現 ， 未 必 恰 當， 因 為 條 例 草 案 只 會 涵

蓋 就 商 業 事 宜 作 出 的 判 決。  

2 .  由 於 條 例 草 案 旨 在 實 施《 安 排 》1，政 府 當 局 認 為，為 一 致 起 見，

條 例 草 案 須 採 用 與 《 安 排 》 相 似 的 詞 句 (如 適 用 的 話 )。 《 安 排 》 第

一 條 列 明 《 安 排 》 的 目 的 ， 提 述 在 具 有 書 面 管 轄 協 議 的 “民 商 事 案

件 ”中 作 出 的 判 決 。 條 例 草 案 的 詳 題 及 釋 義 條 文 (條 例 草 案 第 2 條 )

中 “內 地 判 決 ”一 詞 的 定 義， 反 映 了 《 安 排 》 的 原 意 。  

3 .  《 安 排 》 涵 蓋 的 判 決 範 圍， 在 《 安 排》 第 二 條 中 更 具 體 訂 明，

並 受 第 三 條 所 約 制。第 二 條 訂 明《 安 排 》涵 蓋 的判 決 類 別；第 三 條

則 訂 明 有 關 管 轄 協 議 的 規 定。有 關 限 制 和 規 定，已 正 式 納 入 條 例 草

案 內 ， 特 別 是 納 入 條 例 草 案 第 2、 3、 4 及 5 條 內 。  

 內 地 法 律 下 的 “民 商 事 ”  

4 .  雖 然 “民 商 事 ”一 詞 在 內 地 法 律 中 頗 為 常 用 ，內地法律卻沒有為

這個詞語下定義。《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 2 (《民法通則》 )是

                                                      

1  2006年 7 月 14 日簽署的《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認可和執行當事人
協議管轄的民商事案件判決的安排》。  

2  1986年 4 月 12 日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自 1987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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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權益，正確調整民事關係的基本法律 (第

一條 )。雖然《民法通則》沒有界定 “民事行為 ”，但第五章涵蓋關於 “民

事權利 ”的事宜，包括－  

�  財 產 所 有 權 和 與 財 產 所 有 權 有 關 的 財 產 權 ；  

�  債 權 ；  

�  知 識 產 權 ；   

�  人 身 權 (如 姓 名 權 及 肖 像 權 )。  

第 六 章 則 訂 明 違 反 合 同 應 當 承 擔 的 民 事 責 任 。  

5 .  與《 民 法 通 則 》一樣，《 中 華 人 民 共和 國 合 同 法 》3 (《 合 同 法 》)

沒 有 將 “民 事 ”或 “商 業 ”事 宜 的 合 同 區 分 。 不 過 ， 似 乎 內 地 的 常 見 做

法 是 將 有 關 法 律 和 法 規 一 併 歸 入 “民 法 商 法 類 ”中 。 舉 例 說 ， 國 務 院

法 制 辦 公 室 每 年 修 訂 及 發 行 的《 新 編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常 用 法 律 法 規

全 書 》 ( 2 0 0 6年 版 )便 有 一 個 專 為 “民 法 商 法 類 ”而 設 的 章 節 。 《 民 法

通 則 》、《 公 司 法 》、《 合 同 法 》、《 擔 保 法 》和 其 他 投 資 及 知 識

產 權 的 法 律 均 歸 入 這 一 節 之 內。歸 入 這 一 節 內 的 法 律 和 法 規 一 覽 表

的 副 本 轉 載 於 附 件 ， 以 供 參 考 。  

6 .  此外， “民商事 ”一詞亦可在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多項關於 “涉外 ”

事宜的司法解釋中找到，其中包括： (a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涉外民

商事案件訴訟管轄若干問題的規定》 4 (《最高人民法院的規定》 )；

以及 (b )《最高人民法院辦公廳關於就外國執行民商事文書送達收費

事項的通知》 5 (《最高人民法院的通知》 )。  

7 .  《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的 規 定 》及《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的 通 知 》均 沒 有 界

定 “民 商 事 ”一 詞 的 涵 義 ， 但 《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的 規 定 》 第 三 條 具 體 訂

明 其 適 用 範 圍 ， 即 －  

                                                      

3  1999年 3 月 15 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自 1999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4  於 2001年 12 月 25 日頒布，自 2002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5  於 2003年 7 月 29 日頒布和開始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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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涉 外 合 同 和 侵 權 糾 紛 案 件 ；  

(b) 信 用 證 糾 紛 案 件 ；  

(c) 申 請 撤 銷 、 承 認 與 強 制 執 行 國 際 仲 裁 裁 決 的 案 件 ；  

(d) 審 查 有 關 涉 外 民 商 事 仲 裁 條 款 效 力 的 案 件 ；  

(e) 申 請 承 認 和 強 制 執 行 外 國 法 院 民 商 事 判 決 、 裁 定 的 案 件 。  

8 .  當 局 留 意 到 內 地 不 同 法 律 中 “民 商 事 ”一 詞 的 用 法 ， 並 鑑 於 條 例

草 案 旨 在 落 實《 安 排 》，以 強 制執 行 若 干 內 地 判 決，因 此 認 為 採 用

這 個 詞 語 是 恰 當 的。採 用 這 個 詞 語 不 會 影 響 條 例 草 案 所 落 實 的《 安

排 》 的 適 用 範 圍 ， 因 為 該 範 圍 取 決 於 下 述 “指 明 合 約 ”的 概 念 。  

 

I I .  “ 指明合約指明合約指明合約指明合約 ”  

9 .  “指 明 合 約 ”一 詞 的 涵 義 在 條 例 草 案 第 2 ( 1 )條 中 界 定 ， 並 反 映 了

《 安 排 》 第 三 條 第 二 款 的 內 容 。 由 於 關 於 “商 事 ”這 個 概 念 並 沒 有 普

遍 認 定 的 定 義 (即 臚 列 該 概 念 所 涵 蓋 的 所 有 交 易 )， 《 安 排 》 參 照 多

條 國 際 公 約 的 草 擬 慣 例，以 排 除 於《 安 排 》範 圍 的 方 式 界 定 其 涵 蓋

範 圍 。 這 些 國 際 公 約 包 括 ：  

(a) 《 海 牙 法 院 選 擇 協 議 公 約 》 (《 海 牙 公 約 》 )；  

(b) 《 聯 合 國 國 際 貨 物 銷 售 合 同 公 約 》 ； 以 及  

(c) 《 海 牙 國 際 貨 物 買 賣 合 同 法 律 適 用 公 約 》 。  

1 0 .  《 安 排 》簽 署 雙 方 決 定 採 用 排 除 於《 安 排 》範 圍的 方 式，主 要

是 由 於 難 以 清 楚 界 定 “商 事 合 同 ”的 涵 義 。 《 安 排 》 第 三 條 的 效 用 ，

是 涵 蓋 法 人 之 間 的 所 有 合 同 及 所 有 其 他 合 同，但 不 包 括 僱 傭 合 同 及

自 然 人 因 個 人 消 費、家 庭 事 宜 或 者 其 他 非 商 業 目 的 而 作 為 協 議 一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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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合 同 6。總 而 言 之，《 安 排 》的 適 用 範 圍 只 限 於 業 務 與 業 務 間 的 合

同 。  

 服 務 合 約 相 對 於 僱 用 合 約  

1 1 .  會 議 上 提 出 的 另 一 條 問 題，是 從 事 跨 境 運 輸 業 的 貨 櫃 車 司 機 和

車 主 之 間 的 合 約 ， 應 視 為 僱 傭 合 約 還 是 商 事 合 約 。 合 約 如 何 歸 類 ，

視 乎 有 關 合 約 的 細 節 和 適 用 的 法 律 而 定。根 據 我 們 的 研 究 結 果，內

地 法 律 並 沒 有 明 確 區 分 服 務 合 同 (有 關 司 機 會 被 當 作 承 辦 商 )和 僱 用

合 同 (有 關 司 機 會 被 當 作 僱 員 )。  

1 2 .  如 法 院 裁 定 以 內 地 法 律 為 有 關 合 同 的 適 用 法 律，便 須 參 考《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勞 動 法 》 7 (《 勞 動 法 》 )， 以 決 定 合 同 的 其 中 一 方 是

否 屬 於 僱 傭 關 係 。 勞 動 合 同 的 定 義 為 “勞 動 者 與 用 人 單 位 確 立 勞 動

關 係、明 確 雙 方 權 利 和 義 務 的 協 議 ” (第 十 六 條 )。根 據 第 十 七 條， “訂

立 和 變 更 勞 動 合 同，應 當 遵 循 平 等 自 願、協 商 一 致 的 原 則，不 得 違

反 法 律 、 行 政 法 規 的 規 定 。 ”《 勞 動 法 》 第 十 八 條 進 一 步 訂 明 下 列

合 同 無 效 ：  

(a) 違 反 法 律 、 行 政 法 規 的 勞 動 合 同 ； 或  

(b) 採 取 欺 詐 、 威 脅 等 手 段 訂 立 的 勞 動 合 同 。  

1 3 .  此 外，《 合 同 法》亦 訂 有 與 運 輸 合 同 有 關 的 具 體 條 文，包 括 分

別 就 客 運 和 貨 運 訂 定 條 文。這 些 條 文 並 不 試 圖 區 分 服 務 合 同 和 僱 用

合 同 。 如 發 生 糾 紛 ， 合 同 的 性 質 必 定 會 由 法 院 (行 使 其 司 法 管 轄 權 )

根 據 合 同 條 款 和 按 照 適 用 的 法 律 裁 定。根 據《 合同 法 》，一 份 合同

必 須 符 合 下 述 基 本 原 則，方 為 有 效，這 項 原 則 是 該 合 同 必 須 由 當 事

人 “自 願 ”訂 立 ， 任 何 單 位 或 個 人 不 得 非 法 干 預 (第 四 條 )。  

                                                      

6  有關合同必須訂有專審法院協議，《安排》才會適用。  
7  1994年 7 月 5 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自 1995年 1 月 1 日起

施行。[註：《新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常用法律法規全書》將該法歸入 “社會法類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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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  就 強 制 執 行 內 地 判 決 的 申 請 而 言，如 有 人 爭 辯 有 關 合 同 是 僱 用

合 同 而 非 服 務 合 同，香 港 特 區 法 院 能 否 基 於 這 一 點 而 重 新 審 理 一 宗

案 件，政 府 當 局 實 難 憑 空 臆 測。然 而，根 據 既 定 的 普 通 法 規 則，如

有 關 外 地 法 院 按 照 本 地 的 法 律 衝 突 規 則 具 有 司 法 管 轄 權，則 本 地 法

院 不 得 就 該 外 地 法 院 的 判 決 重 新 審 議 案 情 的 是 非 曲 直 8。如 有 關 的 內

地 判 決 是 由 指 定 法 院 依 據 有 效 的 專 審 法 院 協 議 作 出 的，根 據 上 述 普

通 法 規 則，香 港 法 院 一 般 不 會 就 合 同 的 性 質 重 新 審 議 案 情 的 是 非 曲

直 。  

1 5 .  條 例 草 案 中 有 關 “指 明 合 約 ”的 定 義 ， 旨 在 反 映 《 安 排 》 第 三 條

第 二 款 的 內 容 ， 並 且 是 參 照 《 海 牙 公 約 》 第 2 . 1 條 擬 寫 的 。 以 《 海

牙 公 約 》作 為 參 考，主 要 是 因 為 該 公 約 代 表 着 普 通 法 和 民 法 兩 種 司

法 管 轄 權 的 交 匯 點。《 海 牙 公 約》的 草 擬 工 作，亦 代 表 着 全 球 各 個

奉 行 不 同 法 制 的 國 家 共 同 作 出 的 努 力 。 這 些 國 家 經 過 長 時 間 的 磋

商 ， 最 後 定 出 一 份 他 們 都 感 到 滿 意 的 文 本 (包 括 擬 定 了 “業 務 與 業 務

間 ”合 同 的 涵 蓋 範 圍 )。 依 從 《 海 牙 公 約 》 的 做 法 ， 主 要 優 點 在 於 我

們 可 以 參 考 法 院 日 後 就《 海 牙 公 約 》所 涵 蓋 的 合 約 類 別 的 解 釋 發 展

出 來 的 案 例 法 。  

1 6 .  鑑 於 以 上 原 因 ， 政 府 當 局 不 建 議 修 訂 “指 明 合 約 ”的 定 義 。  

 

I I I .  “ 認可基層人民法院認可基層人民法院認可基層人民法院認可基層人民法院 ”  

1 7 .  《 安 排 》第 二 條 訂 明 所 涵 蓋 的 判 決。《 安 排 》第 二 條 第 (一 ) ( 2 )

項 訂 明，經 授 權 管 轄 涉 外 民 商 事 案 件 的 指 明 基 層 人 民 法 院 作 出 的 判

決，涵 蓋 在《 安排 》的 適 用 範 圍 內。指 明 基 層 人 民 法 院 的 名 單 載 於

《 安 排 》 的 附 件 ， 該 附 件 最 後 訂 明 －  

                                                      

8  Dicey Morr is & Col l ins “The Conf l ic t  o f Law” (14t h ed. )  Vo l.  1,  para.  1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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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根 據 審 判 工 作 的 需 要 ， 對 授 權 管 轄 第 一 審 涉

外、涉 港 澳 臺 民 商 事 案 件 的 基 層 人 民 法 院 進 行 增 減 的，在 通 報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後 ， 列 入 附 件 。 ”  

1 8 .  有 關 的 基 層 人 民 法 院 是 否 具 有 管 轄 涉 外 民 商 事 案 件 的 能 力，以

及 是 否 有 需 要 授 權 該 等 法 院 管 轄 這 類 案 件，自 然 由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決

定 。  

1 9 .  條 例 草 案 第 2 ( 1 )條 中 “認 可 基 層 人 民 法 院 ”的 定 義 ， 反 映 了 《 安

排 》 附 件 最 後 一 段 的 內 容 。 條 例 草 案 第 2 5 條 訂 明 ， 律 政 司 司 長 會

把 經 修 訂 的 名 單 (如 有 修 訂 的 話 )在 憲 報 公 布。此 舉 參 照 落 實 1 9 9 9年

6 月 2 1 日 簽 署 的《 關 於 內 地 與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相 互 執 行 仲 裁 裁 決 的

安 排 》 的 做 法 ， 並 參 考 《 仲 裁 條 例 》 (第 3 4 1 章 )第 4 0 F 條 的 內 容 。  

2 0 .  日 後 認 可 基 層 人 民 法 院 的 名 單 如 有 修 訂，政 府 當 局 會 確 保 經 修

訂 的 名 單 不 但 在 憲 報 公 布，而 且 也 會 以 其 他 方 式 公 布，確 保 市 民 得

悉 最 新 的 名 單。不 過，政 府 當 局 同 意，為 了 清 晰 起 見，可 在 釋 義 條

文 (條 例 草 案 第 2 ( 1 )條 )中 提 述 條 例 草 案 第 2 5 條 。  

2 1 .  大 律 師 公 會 在 意 見 書 中 討 論 到 增 刪 清 單 帶 來 的 影 響，政 府 當 局

明 白 該 會 對 這 方 面 的 關 注。由 於《 安 排 》沒 有 就 這 些 影 響 訂 定 具 體

條 文 ， 政 府 當 局 現 正 與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討 論 有 關 事 宜 。  

 

V I .  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 2 ( 2 )條條條條  

2 2 .  加 入 第 2 ( 2 )條 的 目 的，是 使 條 文 更 加 清 晰。該 條 的 草 擬 方 式 與

《 釋 義 及 通 則 條 例 》(第 1 章 )第 1 0 C 條 有 關 普 通 法 詞句的 釋 義 相 似 。

該 條 訂 明 ：  

“凡 條 例 英 文 本 內 使 用 普 通 法 詞 句 ， 而 中 文 本 內 使 用 對 應 的 詞

句 ， 則 條 例 須 依 該 詞 句 在 普 通 法 上 的 意 義 解 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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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  第 2 ( 2 )條 仿 效 第 1 0 C 條 的 寫 法，但作 出 了 必 要 的 修 訂，並 訂 明

“凡 在 本 條 例 中 文 文 本 內 使 用 提 述 …… 的 內 地 法 律 詞 句 ”。 作 出 這 樣

修 訂 ， 是 因 為 內 地 法 律 以 中 文 頒 布 ， 並 沒 有 英 文 真 確 本 。  

2 4 .  就 條 例 草 案 中 提 述 任 何 法 院、法 律 文 件 或 法 律 程 序 的 內 地 法 律

詞 語 作 出 定 義，是 不 切 實 際 的。由 政 府 當 局 代 替 內 地 當 局 擬 備 這 些

詞 句 的 定 義 ， 顯 然 會 極 為 困 難 。  

2 5 .  條 例 草 案 第 6 條中 的 多 項 提 述 均 是《 民 事 訴 訟 法 》所 使 用 的 詞

句 相 類 似，例 如 “…… 該 判 決 是 不 准 上 訴 的 ”、 “第 二 審 判 決 ”和 “在 再

審 中 作 出 的 判 決 ”等 。 我 們 能 否 為 這 些 詞 句 作 出 定 義 ， 當 然 要 視 乎

《 民 事 訴 訟 法 》是 否 也 有 作 出 有 關 定 義。如 把 這 些 詞 句 納 入 第 2 ( 1 )

條 內，日 後 當《 民 事 訴 訟 法 》作 出 任 何 修 訂 影 響 到 這 些 詞 句 的 釋 義

或 理 解 時，我 們 也 要 為 本 地 法 例 作 出 相 應 修 訂，而 這 並 不 是 可 取 的

做 法 。  

2 6 .  訂 定 條 例 草 案 第 2 ( 2 )條，旨 在 處 理 上 文 討 論 的 問 題，而 無 論 如

何 這 是 香 港 法 院 在 審 理 與 內 地 有 關 的 案 件 時 將 會 採 取 的 做 法。鑑 於

第 1 章 第 1 0 C 條的 規 定，政 府 當 局 認 為 上 述 第 2 ( 2 )條 並 不 新 奇，也

並 非 不 恰 當 。  

 

V .  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 3 條條條條  

2 7 .  至 於 條 例 草 案 第 3 條 的 問 題，政 府當 局 會 在 回 應 法 案 委 員 會 於

2 0 0 7年 5 月 1 4 日會 議 上 所 提 事 項 時 作 詳 細 討 論 。   

 

 

律 政 司  

2 0 0 7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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