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料文件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

就仲裁程序相互協助保全的安排》

引言

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特區”)  政府於 2019 年 4 月 2 日

與內地簽訂了《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就仲裁程序相

互協助保全的安排》（“《安排》”） (見附件 )。本資料文件告

知委員上述事項。

背景

目前情況及制定《安排》的需要

2 . 跨境爭議的當事人以仲裁解決爭議的過程中，有可能需

要尋求仲裁地以外另一司法管轄區的法院的協助，對仲裁的另

一方採取臨時措施，包括證據及財產保全措施，其目的爲防止

仲裁其中一方的當事人故意毀滅證據或轉移財産，或維持現

狀，以確保仲裁程序能有效進行，或由仲裁庭作出的裁決可獲

切實執行。

3 . 在仲裁裁決方面，《關於内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相互執

行仲裁裁決的安排》於 1999 年簽訂。然而，該安排並無處理

仲裁程序中採取臨時措施（內地稱為“保全措施”）以保全資產

和證據或維持現狀的問題。

4 . 根據香港現行法例 1，任何地方的仲裁程序的當事人，

均可就仲裁向香港特區高等法院原訟法庭申請採取臨時措施，

亦可向原訟法庭申請執行仲裁庭所作出的臨時措施。反之，在

1  包括《高等法院條例》(第 4 章)  第 21L(1)  條  及  第 21M(1)  條及《仲裁條例》(第 609
章)第 45(2)條及第 60(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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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雖然仲裁當事人可就仲裁向内地法院申請保全 2，然

而，有關法律條文目前只適用於由內地仲裁機構管理的仲裁程

序的當事人。因此，香港特區或其他地方仲裁程序的當事人目

前不能就仲裁程序向内地有關法院申請協助採取保全措施，以

保全被申請人的資產和證據，或維持現狀 3。  
  
《安排》的主要條文  
 
5 .  鑑於上述情況不盡理想，律政司與最高人民法院根據

《基本法》第九十五條 4，進行磋商，以便香港仲裁程序的當

事人可以在內地向有關法院尋求協助採取保全措施，並簽訂

《安排》。  
 
6 .  《安排》旨在訂明，內地或香港特區仲裁程序的當事

人，在仲裁裁決作出前，可就有關仲裁程序向另一地的法院申

請保全或臨時措施。《安排》的主要條文如下：  
 

( a )  述明《安排》所稱的“保全”就內地及香港特區分別

包括的事項 (第一條 )；  
 

(b )  述明“香港仲裁程序”（見下文第 7 段）的當事人，

可以參照相關的內地法律法規向有關的內地法院申

請臨時措施，並簡述相關程序及文件  ( 第二至五

條 )；  
 

( c )  述明內地仲裁機構管理的仲裁程序的當事人可以依

據香港特區的有關法例向香港特區的法院申請臨時

措施，並簡述相關程序及文件 (第六至七條 )；  
 

(d )  訂明兩地法院處理保全或臨時措施申請的相關事宜  
(第八至十條 )；以及  
 

                                                           

2  包括於 2017 年 6 月 27 日修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條  、第一百零

一條及第二百七十二條及自 1995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第

六十八條。  
3   據悉，一例外的情況為海事仲裁。以內地以外為仲裁地的海事仲裁的當事人現時可引

用相關的內地法律法規提出保全申請。  
4   《基本法》第九十五條訂明 :  “香港特別行政區可與全國其他地區的司法機關通過協商

依法進行司法方面的聯繫和相互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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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訂明《安排》不減損兩地仲裁機構、仲裁庭及當事

人依據對方法律享有的權利 (第十一條 )。  
 

7 .  《安排》所稱的“香港仲裁程序”應當以香港特區為仲裁

地，並且由以下機構或者常設辦事處管理：  
 

“（一）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或者總部設於香港特別

行政區，並以香港特別行政區為主要管理地的仲裁機

構；  
（二）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的政府間國際組織在香港特

別行政區設立的爭議解決機構或者常設辦事處；  
（三）其他仲裁機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的爭議解決

機構或者常設辦事處，且該爭議解決機構或者常設辦事

處滿足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訂立的有關仲裁案件宗數以

及標的金額等標準。” 5  
 

以上機構或者及常設辦事處的名單由香港特區政府向最高人民

法院提供，並經雙方確認。 6 
 
8 .   欲根據《安排》第二條取得有關資格的仲裁及爭議解

決機構或常設辦事處可向律政司提出書面申請，同時提交支持

文件以證明符合相關條件。律政司將於稍後開始接受仲裁及爭

議解決機構提出申請，成爲指定香港特區仲裁機構。   
  
9 .  《安排》在香港特區可透過現行法例在香港特區實施，

無需制定新法例或修改現行法例。 7《安排》在内地將透過最

高人民法院發佈司法解釋實施。  
 
《安排》為香港特區國際仲裁服務帶來的好處  
 
10 .  目前內地法律並不容許在其他司法管轄區進行的仲裁程

序的當事人向內地人民法院申請採取保全措施 8。《安排》簽

訂後，由指定香港特區仲裁機構管理、以香港特區為仲裁地的

                                                           

5  《安排》第二條第一款。  
6  《安排》第二條第二款。  
7  《安排》第六條已反映現行狀況，即內地仲裁機構管理的仲裁程序的當事人可按香港法

例提出臨時措施的申請。  
8   一例外的情況可見上述註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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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程序的當事人可向內地有關人民法院尋求相關的協助。

《安排》的實施將提升香港特區國際仲裁服務的競爭力。  
 
《安排》的實施  
 
11 .  待香港特區與內地完成有關程序後，雙方將公佈《安

排》生效日期。  
 
 
 
律政司  
2019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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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 

就仲裁程序相互協助保全的安排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九十

五條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經協商，

現就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關於仲裁程序相互協助保

全作出如下安排： 

 

第一條  本安排所稱“保全”，在內地包括財產保全、

證據保全、行為保全；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包括強制令以及其

他臨時措施，以在爭議得以裁決之前維持現狀或者恢復原狀、

採取行動防止目前或者即將對仲裁程序發生的危害或者損

害，或者不採取可能造成這種危害或者損害的行動、保全資

產或者保全對解決爭議可能具有相關性和重要性的證據。 

 

第二條  本安排所稱“香港仲裁程序”，應當以香港特

別行政區為仲裁地，並且由以下機構或者常設辦事處管理： 

（一）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或者總部設於香港特別行

政區，並以香港特別行政區為主要管理地的仲裁機構； 

（二）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的政府間國際組織在香港特

別行政區設立的爭議解決機構或者常設辦事處； 

CHY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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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仲裁機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的爭議解決

機構或者常設辦事處，且該爭議解決機構或者常設辦事處滿

足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訂立的有關仲裁案件宗數以及標的

金額等標準。 

以上機構或者常設辦事處的名單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供，並經雙方確認。 

 

第三條  香港仲裁程序的當事人，在仲裁裁決作出前，

可以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

仲裁法》以及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向被申請人住所地、財

產所在地或者證據所在地的內地中級人民法院申請保全。被

申請人住所地、財產所在地或者證據所在地在不同人民法院

轄區的，應當選擇向其中一個人民法院提出申請，不得分別

向兩個或者兩個以上人民法院提出申請。 

當事人在有關機構或者常設辦事處受理仲裁申請後提

出保全申請的，應當由該機構或者常設辦事處轉遞其申請。 

在有關機構或者常設辦事處受理仲裁申請前提出保全

申請，內地人民法院採取保全措施後三十日內未收到有關機

構或者常設辦事處提交的已受理仲裁案件的證明函件的，內

地人民法院應當解除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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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向內地人民法院申請保全的，應當提交下列材

料：  

（一）保全申請書； 

（二）仲裁協議； 

（三）身份證明材料：申請人為自然人的，應當提交身

份證件複印件；申請人為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的，應當提交

註冊登記證書的複印件以及法定代表人或者負責人的身份

證件複印件； 

（四）在有關機構或者常設辦事處受理仲裁案件後申請

保全的，應當提交包含主要仲裁請求和所根據的事實與理由

的仲裁申請文件以及相關證據材料、該機構或者常設辦事處

出具的已受理有關仲裁案件的證明函件； 

（五）內地人民法院要求的其他材料。 

身份證明材料係在內地以外形成的，應當依據內地相關

法律規定辦理證明手續。 

向內地人民法院提交的文件沒有中文文本的，應當提交

準確的中文譯本。 

 

第五條  保全申請書應當載明下列事項： 

（一）當事人的基本情況：當事人為自然人的，包括姓

名、住所、身份證件信息、通訊方式等；當事人為法人或者

非法人組織的，包括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的名稱、住所以及



4 
 

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負責人的姓名、職務、住所、身份證件

信息、通訊方式等； 

（二）請求事項，包括申請保全財產的數額、申請行為

保全的內容和期限等； 

（三）請求所依據的事實、理由和相關證據，包括關於

情況緊急，如不立即保全將會使申請人合法權益受到難以彌

補的損害或者將使仲裁裁決難以執行的說明等； 

（四）申請保全的財產、證據的明確信息或者具體綫索； 

（五）用於提供擔保的內地財產信息或者資信證明； 

（六）是否已在其他法院、有關機構或者常設辦事處提

出本安排所規定的申請和申請情況； 

（七）其他需要載明的事項。  

 

第六條  內地仲裁機構管理的仲裁程序的當事人，在仲

裁裁決作出前，可以依據香港特別行政區《仲裁條例》《高

等法院條例》，向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申請保全。 

 

第七條  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申請保全的，應當依據

香港特別行政區相關法律規定，提交申請、支持申請的誓章、

附同的證物、論點綱要以及法庭命令的草擬本，並應當載明

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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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當事人的基本情況：當事人為自然人的，包括姓

名、地址；當事人為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的，包括法人或者

非法人組織的名稱、地址以及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負責人的

姓名、職務、通訊方式等； 

（二）申請的事項和理由； 

（三）申請標的所在地以及情況； 

（四）被申請人就申請作出或者可能作出的回應以及說

法； 

（五）可能會導致法庭不批准所尋求的保全，或者不在

單方面申請的情況下批准該保全的事實； 

（六）申請人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作出的承諾； 

（七）其他需要載明的事項。 

 

第八條  被請求方法院應當盡快審查當事人的保全申

請。內地人民法院可以要求申請人提供擔保等，香港特別行

政區法院可以要求申請人作出承諾、就費用提供保證等。 

經審查，當事人的保全申請符合被請求方法律規定的，

被請求方法院應當作出保全裁定或者命令等。 

 

第九條  當事人對被請求方法院的裁定或者命令等不

服的，按被請求方相關法律規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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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當事人申請保全的，應當依據被請求方有關訴

訟收費的法律和規定交納費用。 

 

第十一條  本安排不減損內地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仲

裁機構、仲裁庭、當事人依據對方法律享有的權利。 

 

第十二條  本安排在執行過程中遇有問題或者需要修

改的，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協商解決。 

 

第十三條  本安排在最高人民法院發布司法解釋和香

港特別行政區完成有關程序後，由雙方公布生效日期。 

 

本安排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二日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簽署，

一式兩份。 

 

  

最高人民法院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副院長                    律政司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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