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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 

高等法院司法常务官龙剑云 

2016 年 10 月 20 日 
 

香港调解发展的概况 

 

劳资纠纷以及小额钱债 

 

香港法院通过调解或调停（在审裁处常用的词汇）解决问题或纠纷是始于

劳资审裁处。劳资审裁处成立之前，这些劳资纠纷是在当时的区域法院审

理，双方可以由律师代表，一切程序根据民事诉讼程序进行。结果，劳方

因为经济困难，一般都沒有律师代表，资方却有律师代表。这样便形成强

弱悬殊，很不理想的情况。 

 

劳资审裁处于 1973年成立，目的是用快捷、廉宜、简单的方法处理劳资

纠纷。双方都不容许有律师代表。审理程序从简单出发，不需要依据正式

的民事诉讼程序进行。 

 

劳资审裁处内设有调查主任，专门负责调查案件事实，提交报告给劳资审

裁官（法官），以便在开庭时审理。调查主任在调查案件事实的过程之中

会替双方进行调停。假如调停成功，双方达成的协议可以由法院颁发命令

执行。假如调停不成，案件交由法官尽快审理。 

 

其实，在案件转达到劳资审裁处之前，在劳工署已经由劳工署内的公务员

替双方进行和解或调停，调停不成功才转达到劳资审裁处的。 

 

在 1976 年，小额钱债审裁处成立处理标的 50,000 元以下的民事诉讼。

小额钱债审裁处也是双方不可以由律师代表的。小额钱债审裁处内也有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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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主任，负责事实调查和双方调停。 

 

在这里必须说明，在劳资审裁处和小额钱债审裁处进行和解或调停和一般

民事案件调解的方法是不同的。后者是由法院以外独立的调解员负责调解，

而双方需要承担调解人员的费用。 

 

现在劳资审裁处或小额钱债审裁处调停的形式和方法跟国内民事诉讼在判

决之前的调解是类似的。调停是由法院的调查主任或法官进行。但是，由

法官进行调停的案件，基于公开、公平、公正的审理原则，假如调停不成

功的話，除非双方同意案件由同一位法官审理，否则，案件需要由另一位

法官审理，以避免调停的法官对案件有先入为主的嫌疑。 

 

在劳资审裁处或小额钱债审裁处审理的案件，假如一方不服，认为法官在

法律权力上或法律运用上犯错的话，可以上诉到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原讼

法庭采取严谨的民事诉讼程序去处理这些上诉案件。 

 

1995-1997 期间，我在劳资审裁处处理劳资纠纷案件超过 4000 宗，其中

80%或以上都是通过调停达成和解协议的。 

 

目前，这两个审裁处都是运用调停替各方和解的，调停不成才就案件进行

审理。 

 

其他方面 

 

在其他方面，从 2003 年开始，法院将家事调解确立为常设措施。 

 

由 2009 年 7 月 1 日起，所有建筑物管理案件，无论诉讼各方是否有律师

代表，都以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标：以调解为先，调解不成，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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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捷、廉宜和省钱的诉讼方法解决各方的争议。 

 

2009年，香港司法机构制定了关于调解方面的指示，称为《实务指示 31

─调解》，并于 2010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生效。指示列出调解的程序，在双

方就一些问题，例如聘任谁人做调解员，展开调解程序的时限等等，都作

出了规定，将调解规范化，也提高了调解的法律地位。 

 

2010年，律政司制定《香港调解守则》。另外，一共八个调解专业团体成

立了联合调解专线办事处；由高等法院给办事处提供办公场地。如当事人

考虑调解，可直接往办事处查询，并透过其协助委任调解员。 

 

2013年香港颁布了《调解条例》，而最近律政司亦正在就道歉法例进行立

法的工作。 

 

2014及 2016 年，律政司在司法机构支持之下举办了调解周，提高大众对

调解的认识和兴趣。  

 

香港调解将来的发展 

 

传统的由法院通过严谨的法律程序诉讼还是个主流，也是在其他方法都不

能解决争议的情况之下最终解决争议的方法。但是，这个传统的方法始终

不能免除其固有的问题：高昂的诉讼费、长时间的准备、繁复的诉讼程序、

长时间的案件等候审理、庭审对当事人及证人的压力、公开审讯导致丧失

隐私或法人的秘密资料、因诉讼带来的双方感情的破坏和执行的不确定性。

这些问题，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都不能解决的。 

 

因此，调解就显得越來越重要。这方法可以避免大部分以上传统诉讼所带

来的问题。 



4 

 

 

香港在调解方面累积了不少经验，现在政府和司法机构又大力支持，相信

这种服务将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现时香港已经是世界金融中心，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尤其是一带一路计

划的推行，相信将来香港会有机会成为国际性的调解中心，为世界提供这

方面的专业服务。香港现在需要的是如何完善调解的制度和提高调解人员

的素质，把调解人员的操守规范化以配合将来急速增长的需要。 

 

谢谢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