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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1 月 23 日 

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冯骅 

在「香港调解－你的选择」调解研讨会上的开幕辞 

 

 

在香港现行体制下，「调解」是由一名独立、公正、中立的调解

员，在保密、不对个案作出裁决、和无碍争议各方在诉讼的立场之

情况下，协助争议各方找出问题的核心，促进互相沟通，探求不同

的解决方案，从而解决争议的全部或部分，达成和解的书面协议。 

有别于诉讼，调解对社会以及争议各方的好处很多。总的来说，调

解可以节省时间和金钱、减少诉讼对当事人的压力，又可得到各方

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法，有助于维持良好关系。即使不能达成和解，

亦可以将争议收窄。而对社会来说，则可以缔造和谐，节省用于诉

讼的大量公共资源。 

司法机构积极推动「调解」 

香港司法机构在推动调解作为另类解决争议的发展，一向不遗余力

的。 

早于 2000 年，司法机构已经在家事法庭推行为期三年的「家事调

解试验计划」，旨在协助离婚或分居的夫妇就子女及财务的安排达

成协议。司法机构设立了调解统筹主任办事处负责推行。为了评估

计划的成效，司法机构委托香港理工大学进行评估。在完成调解的

933 宗个案中，达成全面或局部协议的个案的成功率达 80％，比例

很高，成绩令人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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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7 年 1 月，司法机构成立了调解工作小组，由高等法院法官

林文瀚担任主席，研究如何在各级法院的民事案件中，促进在各方

同意下进行调解。如果各方愿意调解，可自行挑选不属于司法机构

的独立调解员担任。调解员来自社会上不同的专业，大多数是通过

专业机构的训练、评核和认可。 

跟着在 2008 年，司法机构在土地审裁处推行「建筑物管理案件调

解试验计划」，以便更快及更具成本效益地解决有关建筑物管理的

纠纷。司法机构亦成立了建筑物管理调解统筹主任办事处，向各方

当事人提供资讯和查询服务。在 2008 年 1 月至 2011 年 12 月的四

年之内，经调解统筹办事处转介予调解员的个案共有 500 宗，已完

成的个案有 441 宗，其中达成全面或局部协议的个案共 191 宗，成

功率为 43％。 

除了以上所提及的试验计划外，司法机构在过去数年先后在其他不

同类型的案件引入调解的先导计划，包括了建筑工程案件和公司清

盘案件等等，而各先导计划现已经落实成为常设的程序。 

2009 年 4 月实行的「民事司法制度改革」，可以说是调解的一个里

程碑。民事司法改革的基本目标，是要在更快、更节省讼费的原则

下进行诉讼。众所周知，达成和解或者收窄分歧是节省讼费的最有

效办法。 

以往，律师亦经常替当事人进行和解的商讨，但毕竟律师的专业是

诉讼，而即使进行商讨，其立场也是当事人为先，未必最有利于达

成和解。因此，司法机构在推行民事司法制度改革之中，同时向法

律专业和社会大众推广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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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法院规则》第 1A 号命令（第 4 条规则第 2e 款）订明民事司

法改革的基本目标，包括法院必须积极管理案件，和在法院认为合

适的情况下，鼓励并利便各方采用另类排解方式达成和解。 

在 2010 年 1 月开始，高等法院和区域法院公布实施了《调解实务

指示》，成为了推动调解的一股新动力。《实务指示》责成各方当

事人及其代表律师积极考虑透过另类排解方式解决争议，并向法庭

报告。由于调解是自愿的，法院不会强行命令任何一方进行调解。

但《实务指示》清楚说明，在决定讼费命令时，法院会酌情考虑胜

诉一方是否不合理地拒绝调解的建议，而毋须败诉一方支付讼费。 

为了配合《实务指示》的实施，司法机构在高等法院大楼内设立了

调解资讯中心，定期举行讲座，向各方提供有关调解的资讯，从而

协助他们考虑尝试以调解解决争议，以及如何展开调解。 

司法机构的网页亦特设了调解的专页，内容包括调解的程序、各有

关的实务指示、涉及调解的判词和讲词、调解办事处提供的服务内

容、宣传短片、以及常见问题的解答等。由 2010 年 1 月成立至

今，这个网页的累积点击率已超过 65 万次，十分受大众的欢迎。 

《调解条例》在今年 6 月通过后，采用调解作为另类解决争议的方

式就更有规范。随着调解成为大势所趋，调解员的训练与素质更受

公众关注。 

现时香港的调解员由不同的专业机构各自培训及评核资格。但公众

则普遍支持成立单一的资格评审组织。因此，由业界主导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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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资历评审协会有限公司》终于在 2012 年 8 月成立，主要工作

包括参考现行标准和做法，从而制订调解员资格评审标准及制度。 

总括来说，经过多年来的推广，调解在香港已奠下了一定的基础，

亦受到公众及专业人士的认同。希望调解可以在香港进一步发展和

普及，成为解决争议体制的更重要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