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兩地民商事案件判決互認的背景 

 
由特區政府上一任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力主推動、涉及與內地就民事或商業案件設

立互認及強制執行判決機制的《內地民商事判決（相互強制執行）條例草案》（以

下簡稱草案），10月底將在立法會大會恢復二讀。草案自提出以來，已引起社會
各界的強烈關注，特別是在內地經商的港商或在內地有房產等不動產的港人，對

於如何保障自己私有財產的神聖不可侵犯性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擔憂。 

 
前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今年4月23日在粵港澳大灣區司法案例研討會致辭時表示，
深度融合的法治建設、打造大灣區共同的法治文化，是大灣區未來高品質發展的

必然課題，目前粵港澳已達成了不少雙邊民商事司法協助安排，但三邊的同類型

安排發展尚未成熟，建議三地相關部門應該對已簽訂的雙邊司法協助安排作系統

整理，達成三方民商事司法協助安排。 

 
鄭若驊指，大灣區擁有着「一國、兩制、三法域」的獨特法律環境，世界獨有，

沒有先例可依，如果三地能在常見的法律範疇內制定出一套適用於大灣區最佳準

則或示範法規，則不僅可以協調三地法律衝突，也可以供建設法治「一帶一路」

借鑑，為其他國家及地區提供參考，助力構建公平、和諧及法治為本的國際社會。 

 
上述解釋清楚表明，草案相關內容對於推動粵港澳大灣區融合合作發展，具有極

為重要的現實意義。草案的訂立實行，將有助三地減少不必要的重複的司法程序，

便於更好地伸張社會公義，維護法治精神。因此，也有助加強港人融入大灣區，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信心。 

 
不同於逃犯條例的修訂只針對極為個別的涉案人士，草案或涉及相當多的在內地

經商或擁有不動產的港人的切身利益。民商事司法判決互認，其中涉及的離婚結

婚案件，相對來講案情較為簡單，涉及的財產分配一般情況下也不多，縱然個別

數額較大，但一般情況下法庭判決也能獲得當事人諒解認可，因此執行起來並無

太大阻力。但對於其他涉及數額較大的民商事案件，各界普遍關注的焦點在於，

內地幅員遼闊，各省市情況又極為複雜，雖然內地多年來推動法制建設，推崇法

治精神，但畢竟在一個 14人口的大國，特別是邊緣省市，山高皇帝遠，社會文
明程度尚欠發達，相應的法治精神尚未能完全健全，也就是說，這些地區的法院，

特別是縣一級的地方法院，其中或許難以排除人治的因素，政府政策也容易朝令

夕改，往往會隨著地方官的改變而改變，如果港商在當地投資涉及法律糾紛，其

中能夠完全依法裁決的可能性確實令人擔憂。 

 
近日多名全國人大代表及全國政協委員，與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及副司長張國鈞會

面，討論有關《條例草案》，居然有多達 70人與會，說明各界確實十分關注草案



如何在公正保障港人合法權益方面能夠有所著墨。為此，律政司司長林定國昨日

發表網誌指，《條例草案》為涉及民商事判決相互執行提供清晰的法律基礎，令

執行更為明確及可預測，減低跨境執行相關判決所涉及的風險、法律費用和時間，

從而改善跨境貿易和投資環境。。 

 
其實，過往在香港依據普通法原則申請執行內地判決，首先要向香港法院證明有

關內地判決是最終及不可被推翻的，申請人可能要就這方面提交專家證據，因而

困難重重，所需時間冗長，費用又高昂。新草案登記判決制度簡單便捷，只要符

合規定，就可以申請在香港執行內地判決。如內地判案法院發出證明書，只要沒

有相反證明，相關內地判決須推定為在內地生效的民商事判決，符合其他條件則

可予登記，登記後猶如香港判決一樣在香港強制執行。 

 
雖則如此，有港商還是希望能夠額外增加保障條款，將強制相互執行的民商事判

決，局限於各地高級法院，畢竟，內地高級法院水準較高，法官更為專業，且更

受社會大眾監督，裁決結果勢必更為公正。 

 
林定國又解釋，根據條例草案，有關民商事判決要在香港執行，需要在法院登記，

而整個登記制度設有機制，容許法庭在特定情況下，將登記作廢，不作執行。例

如原法律程序的被告人沒有按內地法律，被傳召出庭或未獲合理機會作出答辯等。

換言之，香港法院可以普通法原則，對強制執行嚴格把關。 

 
其中關注的一個焦點是，若果涉案一方認為有疑點的話，或在判決的過程中有問

題，可在香港向法院提出有關疑點，要求撤銷執行有關判決。顯然，對於當時事

雙方都認可的司法裁決，在香港強制執行並無異議，關鍵的是對於當事一方，特

別是港人一方有異議，若然提出合理疑點反對，將如何面對？另外就是港人當事

人涉及的案外財產，會否一併列入強制執行範圍，特別是一些跨境商貿集團，業

務或可能涉及兩地，如何確定司法管轄範圍，也是港人所關注的焦點。 

 
總而言之，長遠而言，隨著香港特區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兩地民商事判決

互認已是大勢所趨，相關法律條款在構建公正法治環境的過程中，如何切實保障

港人的切身利益，如何確保內地大陸法系與香港普通法系的無縫銜接，並不至引

起司法衝突，有待立法會二讀草案時，能夠有更進一步的釐清與確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