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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蘇港澳青年發展論壇昨日在南京和香港連線

舉行，來自江蘇、香港、澳門三地的300多位青年代

表分別在南京主會場和香港分會場參會。國務院港澳

事務辦公室常務副主任張曉明發來賀信，希望蘇港澳

三地青年為「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為港澳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為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貢獻更多青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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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論壇以「志不凡．創青春——十
年之約 雲享未來」為主題，由江蘇

省人民政府港澳事務辦公室聯合江蘇省青
年聯合會及港澳地區多家青年組織共同主
辦。張曉明和江蘇省委書記婁勤儉分別發
來賀信。江蘇省副省長陳星鶯出席論壇並
致辭，香港中聯辦副主任陳冬、香港特區
政府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澳門特區政府社
會文化司司長歐陽瑜亦分別發表了視頻致
辭。

張：展家國情懷使命擔當
張曉明在賀信中表示，蘇港澳青年發展論
壇成立早、起步先。10年來，在江蘇省委省
政府的關心指導下，在省港澳辦的精心培育

下，凝聚蘇港澳三地青年，圍繞創新創業、
使命和傳承等主題，開展了一系列有意義、
有影響、有成效的交流活動。最近一年多
來，三地青年關注國家重大議題和港澳熱門
話題，主動發聲，積極作為，堅定維護國家
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共同抗擊新冠肺炎
疫情，展現了應有的家國情懷和使命擔當。

婁勤儉：個人成長融入國家發展
婁勤儉在賀信中表示，希望廣大蘇港澳青

年朋友們把握祖國全面開啟現代化建設新征
程的機遇，把個人成長融入國家民族的發
展，秉持「國家所需、港澳所長、江蘇所
有」的理念，綻放青春力量，發揮青年才
智，為促進「一國兩制」事業行穩致遠、開

啟蘇港澳更加美好的明天，作出更大貢獻。

陳星鶯：共同講好三地故事
陳星鶯致辭時指出，香港、澳門和江蘇同
宗同源，血脈相連，三地友誼的接力棒在一
代代青年中得到了接續和傳揚。希望蘇港澳
三地青年成為交融交往的主橋樑，共同探索
協同發展之路，共同謀劃合作共贏之策，在
推進區域交流合作中積極承擔青年責任，攜
手為促進三地共同發展和繁榮增添蓬勃活
力，共同講好「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香港
故事、澳門故事，共同講好改革開放生動實
踐的中國故事、江蘇故事。

張建宗：助港青認識融入國家

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引用國家
主席習近平的話說，青年是整個社會力量中
最積極、最有生氣的力量，國家的希望在青
年，民族的未來在青年。香港是國家的一部
分，幫助青年人認識國家和融入國家發展是
理所應當的。香港特區政府會繼續通過各種
資助計劃，大力推動香港青年前往內地交流
學習，加強香港青年認識國家，把握國家發
展進入新發展階段的新機遇，在國家未來發
展中繼續貢獻力量。

陳冬：帶動港青來江蘇就業創業
香港中聯辦副主任陳冬表示，雖然疫情對

香港、澳門與內地的人員往來帶來了不少的
困難，但是阻斷不了三地青年人之間的交

往、交流、交融，也阻擋不了香港、澳門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
他希望三地青年以論壇為契機，不斷擴大

朋友圈，團結更多的香港青年人，帶動他們
到內地學習、工作、生活、體驗，支持他們
來江蘇就業創業，親眼見證內地的發展進
步，親身感受國家對香港青少年的關心關
愛，在實現人生理想的過程中融入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的時代潮流。
本屆論壇上，蘇港澳三地青年組織簽署深

化合作框架協議，共同啟動蘇港澳青年發展
交流項目，發布論壇LOGO，論壇嘉賓還
現場分享了「我與論壇的故事」。最後，論
壇在全體嘉賓高唱《我和我的祖國》中順利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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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明勉蘇港澳青獻力民族復興
籲為「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港澳融大局長期穩定貢獻青年力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 深圳報
道）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楊萬明與香港特
區政府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昨日在深圳五洲
賓館分別代表兩地簽署了《關於內地與香
港特別行政區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補充安
排》（以下簡稱《補充安排》）。規定把
「仲裁當事方不得在內地和香港特區同時
申請執行同一仲裁裁決」的限制免除，明
確當事人可同時向兩地法院申請執行仲裁
裁決，切實暢通執行路徑。簽署後，兩地
在仲裁領域將實現司法協助全覆蓋，亦是
聯動香港打造國際法律服務中心和國際商
事爭議解決中心的有益探索。
據介紹，香港回歸以來，兩地已先後簽

署八項民商事司法協助安排，其中，2000
年開始實施的《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
區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安排》（以下簡稱
原《安排》），在解決兩地跨境糾紛、支
持香港仲裁發展、增進兩地民生福祉等方
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去年簽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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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稱《保全安
排》），是內地與其他法域簽署的首份仲
裁程序中保全協助的法律文件。

楊萬明：民商事司法協作邁新階
楊萬明指出，近年來，隨着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的不斷推進，兩地人員和經貿往來日益
頻繁，仲裁在跨境糾紛解決中的作用愈加凸

顯，完善仲裁領域司法協助機制的需求更加
強烈。為此，兩地歷經數輪磋商，最終簽署
《補充安排》。據了解，《補充安排》是最
高法和香港律政司根據香港基本法第九十五
條規定，分別代表兩地就仲裁領域的相互協
助通過協商達成的法律文件。此次亦是兩地
首次檢視、修改已生效運行的司法協助安
排，標誌着兩地民商事司法協助工作從建章
立制步入完善優化的新階段。
此番簽署的《補充安排》明確規定「認

可」程序，統一法律適用標準。注重考慮
兩地制度差異及未來立法趨勢，擴大相互
認可和執行仲裁裁決的範圍，加大司法對
仲裁的支持力度。對申請認可和執行的香
港仲裁裁決，規定按香港特區《仲裁條
例》作出的仲裁裁決均可向內地法院申請
認可和執行，既包括香港仲裁機構作出的
仲裁裁決，又包括臨時仲裁裁決和香港以
外仲裁機構作出的仲裁裁決。
對申請認可和執行的內地仲裁裁決，

《補充安排》刪除了「由內地仲裁機構作
出」的限制。在兩地仲裁裁決相互認可和
執行機制與內地法律之間建立「超級鏈
接」，規定按《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
作出的仲裁裁決可向香港法院申請認可和
執行，提高了原《安排》和《補充安排》
的適應性、靈活性。此外，《補充安排》
規定申請人可同時向兩地法院申請執行仲
裁裁決進一步便利當事人及時維護自身合

法權益，提高執行成功率。

覆蓋仲裁保全 內地屬首次
另外，依照此前規定，內地與香港在仲裁
領域的保全協助限於仲裁裁決作出前，內地
與其他法域的保全協助則限於仲裁裁決作出
後。此次《補充安排》則規定了法院在受理
認可和執行申請之前或者之後的保全措施，
增加了關於訴前保全和訴中保全的規定，通
過建立完整的預防性救濟措施，可有效保障
仲裁裁決的順利執行。楊萬明表示，這實現
了涉仲裁保全措施的全流程覆蓋，在內地與
其他法域之間亦尚屬首次。《補充安排》簽
署後，兩地在仲裁領域的協助機制進一步優
化升級，達成了全方位多維度的相互協作。

鄭若驊：助深化灣區合作
鄭若驊表示，《補充安排》以國際社會

熟悉的語言和做法優化原有條文，進一步

便利當事人執行仲裁裁決，使安排在行文
及實務上與現行國際慣例更全面地保持一
致。《補充安排》配合兩地其他領域的司
法協助安排，將有助於進一步深化大灣區
內合作，促進大灣區內的深度融合，推動
區域經濟協同發展。
據悉，《補充安排》第一條、第四條將

於簽署同日由最高法通過公布司法解釋的
方式施行，第二條、第三條需在香港完成
有關程序後另行公布施行日期。

香港特區政府律政司普惠
避免及解決爭議辦公室主任
丁國榮27日在深圳出席內地
與港簽署仲裁裁決補充安排
發布會回應香港文匯報提問

時表示，粵港澳大灣區位處「一帶一路」
樞紐，具有「一國、兩制、三法域」的特
點。簽署《補充安排》能釐清和進一步完
善香港特區和內地之間仲裁裁決的執行安
排，亦令透過仲裁解決爭議的當事人權益
得到更充分保障。同時，《補充安排》配
合兩地其他安排或措施，能夠加強粵港澳
司法及法律交流與協作。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支持
香港特區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
服務中心。」丁國榮表示，隨着大灣區的
各項發展計劃逐步落實，並配合在大灣區
對於爭議解決服務的推廣，相信仲裁及其
他爭議解決服務將會被更廣泛地應用在有
關大灣區的爭議事宜中。

實現法律規則銜接重要途徑
事實上，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一

國、兩制、三法域」的獨特性決定了互涉
糾紛不可避免、法律衝突客觀存在、司法
協助亟需深化。丁國榮指出，《補充安

排》正是司法協助的不斷拓展，是實現法
律規則銜接的重要途徑，能夠釐清和進一
步完善香港特區和內地之間仲裁裁決的執
行安排，亦令透過仲裁解決爭議的當事人
權益得到更充分保障。
同時，《補充安排》配合兩地其他安排或

措施，例如去年簽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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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與香港特別行
政區政府律政司就大灣區法律交流與互鑒的
框架安排》；配合國務院上月底公布的《香
港法律執業者和澳門執業律師在粵港澳大灣
區內地九市取得內地執業資質和從事律師職

業試點辦法》，促進特區的法律執業者在大
灣區內開拓事業，無疑能加強粵港澳司法及
法律交流與協作，推動建立共商、共建、共
享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為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提供優質、高效、便捷的司法及法律服
務和保障。

曹義孫：體現兩地探新意識
中國仲裁領域知名專家、中國政法大學法

學教授曹義孫向香港文匯報表示，《補充安
排》規定把「不得仲裁當事方在內地和香港
特區同時申請執行同一仲裁裁決」的限制免
除，意味着能夠讓透過仲裁解決爭議的仲裁
當事人的權益得到更充分的保障，這體現了
兩地探索創新的意識，以及協同合作的態
度。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一存深圳報道

《補充安排》實現四個「首次」
○首次檢視兩地既有司法協助安
排，以完善優化推動合作升級。

◆自香港回歸以來，兩地即着手商簽民商
事司法協助安排。特別是2015年以來，兩
地民商事司法協助工作進入快車道，從無
到有、由點及面，密集商簽了多項安排，
為兩地民眾帶來了實實在在的福祉。此番
首次回顧和檢視，既是兩地民商事司法協
助全面覆蓋的標誌性節點，又是推動合作
全面升級新的起點，為兩地持續完善司法
協助體系提供了科學方案和實踐探索。

○首次採用補充規定的形式，以問
題為導向「靶向治療」。

◆《補充安排》堅持問題導向，創新工作
形式，精準有效施策，用簡潔明瞭的文本
體例，重點解決業界關注的重大問題，促
進仲裁裁決在兩地的自由流通，充分體現
了「一國兩制」這一凝聚最廣泛社會共識
規範體系的靈活性、開放性，也為修改、
完善不同法域之間的司法協助文件提供了
探索路徑和參考樣本。

○首次實現內地與其他法域之間仲
裁領域保全協助的全覆蓋，體現
「一國兩制」制度優勢。

◆《補充安排》的簽署，意味着內地與香
港在仲裁領域保全協助的全覆蓋。此係內
地首次與其他法域建立完備的仲裁保全協
助，協助力度、深度、廣度遠超國際公約
和國家間條約，實現了一國之內更緊密的
合作和更廣泛的互信。

○首次發布司法協助典型案例，實
現頂層設計與司法實踐的良性互
動。

◆發布《補充安排》的同時，兩地還首次
共同發布中英文雙語典型案例，能夠讓兩
地司法法律界和民眾更直觀、更生動地理
解仲裁裁決的相互認可和執行機制。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一存

兩地簽《補充安排》完善執行仲裁裁決

加強三地交流協作 更保障當事人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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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萬明（右）與鄭若驊（左）在深圳五洲賓館分別代表兩地簽署了《關於內地與香港
特別行政區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補充安排》。 最高法供圖

■兩地在仲裁領
域實現司法協助
全覆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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