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兩岸四地律師 

促交流 謀合作 創高峰 

 

增進兩岸四地律師交流 

 

兩岸四地同文同種。隨著跨境貿易的增加，涉及到四地法律的業務也日漸增多。

對於律師或法律工作者來講，增進對其他地區法律的瞭解是十分必要的。 

 

然而，兩岸四地實施不同的法律體系，使得交流變得困難。香港、澳門和台灣自

古以來就是中國固有之領土，但近百多年以來由於歷史之原因，香港實施英國法律成

爲普通法系地區，而澳門是實施被延伸的葡萄牙法律，屬於大陸法系地區。台灣實施

的則是以日本民法爲藍本的民法，受大陸法系影響很深。中國大陸重視成文法之制訂，

與大陸法系十分接近。因此，中國大陸與香港、澳門、台灣法律體系和結構之不同，

實際上即是大陸法系與普通法系在法律之分類、體系等法的結構和淵源之差異。 

 

以合同法爲例，在調整交易行爲的法律規範中，大陸有獨具特色的民法典合同編，

台灣和澳門有體現大陸法系民法特點的民法債法編及合同規則的規定，而在香港則完

全適用英美法系具有不成文法特點的判例法，在兩岸四地頻繁交易中，尤其是出現糾

紛，需要進行法律調整的時候，却找不到共同的、能够統一參考、適用的合同法規則，

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情。 

 

就此，容許我提出我的建議。但在提出建議之前，讓我們先檢視一下法律行業現

今的情況和趨勢。 

 

人工智能與法律產業 

 

我們正處於一個信息革命的時代 ：人工智能、物聯網、區塊鏈、雲計算等新技術

已經是大勢所趨。  

 

 

簡家驄 
⬧⬧⬧⬧⬧⬧⬧⬧⬧⬧⬧⬧⬧⬧⬧⬧⬧⬧⬧⬧⬧⬧⬧⬧⬧⬧ 
香港港灣道18號 
中環廣場31樓3104-6室 
電話: (852) 2598 1318 
傳真: (852) 2588 1318 
電郵: ka-chong@fredkan.com 
網址: www.fredkan.com 
 
 

 

  

mailto:ka-chong@fredkan.com


2 

 

每當一個行業部門面臨新技術時，就會出現這樣的一個疑問：該技術究竟會對行

業作出什麽樣的改變？是利多於弊，還是弊多於利。當然，律師和法律界也不例外。

如今，人工智能正開始以多種方式改變法律界的日常運作，在大多數情况下，它增强

了律師和其他法律人員的工作能力。 

 

人工智能只是一個毫無意義的營銷術語嗎？不同行業的不同人士對人工智能是什

麽以及它的功能有不同的概念。因此，任何有關於人工智能的討論都必須建基於對該

術語的共同理解。人工智能模仿人類大腦的某些操作，使機器能够完成通常需要人類

智能的任務時使用的術語。由此可見，人工智能是改變法律工作方式的一個重要因素。 

 

人工智能已經在我們的生活中得到了廣泛應用。在萬律(Westlaw)中使用自然語言

(Natural Language)搜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萬律實現了自然語言搜尋功能，使作

出搜尋時計算機能够識別人類自然思維和使用語言的方式。 

 

在萬律引入自然語言技術意味著人類不必像機器一樣思考，機器可以被教導以人

類的思考方式運作。這使得法律人員或者律師在萬律內的搜索更容易、更方便，有利

於提升工作的效率。 

 

人工智能的發展對律師在將來的新環境中的角色意味著什麽呢？縱然人工智能使

計算機能够更高效地分析特定的法律問題或作出資料搜集，但是人工智能無法在類似

人類思維的方式上具有創造力。因此，未來的律師將提供人工智慧無法提供的四項基

本功能：判斷力、同理心、創造力和適應性。 

 

換句話説，律師會將基於人工智能的工具所得出的數據和自身的經驗以及知識，

以提供解决方案給客戶。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假設一個預測分析工具告訴用戶，在某

個特定司法管轄區的某個法官面前的某個案件中，成功結果的可能性爲60%。這一預測

實際上並沒有告訴律師或客戶實際上應該做什麼，也就是説，委託人是否應該繼續這

個案件還是尋求其他的方法。這需要律師根據自己的判斷向客戶提供建議，利用律師

對客戶需求的理解，作出最有利於客戶的選擇。 

 

未來的律師不需要能夠“編程”，但他們需要對如何識別和使用人工智能解决方

案以滿足客戶需求有一個深入和持續的瞭解。特別是，未來的律師需要知道如何能够

評估特定解决方案的相對優勢和劣勢，以作出相應的建議。與此同時，律所需要制定

一個長期和持續的計劃，以培養新一代的律師，成爲有效使用人工智能工具以作出判

斷的律師。 

  

  



3 

 

法律科技的未來發展 

 

法律科技發展一日千里，現在已經開始有律師事務所善用法律科技，突破傳統框

框，爲客戶提供更高質素以及更有效率的法律服務。 

 

以下將會說明三種在香港發展中的法律科技。 

 

第一，網上客戶雲端(Client Portals)。傳統的律師事務所會以電郵、書信、面

對面的形式爲客戶提供法律意見及向客戶草擬法律文件，但隨著新的科技發展，越來

越多律師事務所在網上建立客戶雲端。客戶雲端是一個客戶數據庫，每位客戶可以在

這個平台中查閱自己的個案進度，負責律師可以將草擬好的文件上載至平台，客戶可

在平台對文件提意見，修改或提出法律指示。這個平台亦可以讓客戶查閱所有需要支

付的法律費用，律師亦可隨時查閱客戶所提交的文件。 

 

法律訴訟可長達幾個月甚至數年，當中涉及大量與客戶的文件往來，這個平台可

避免在訴訟過程中遺失文件，客戶及律師可更方便，更有效率地查閱文件，同時亦可

以讓客戶及律師更清楚地知道訴訟的進展。 

 

第二，線上仲裁和調解。線上仲裁和調解是新興起的爭議解決方法，尤其是在新

冠疫情的環境下。就此，香港律師會積極參與發展一個冠名為 eBRAM (一邦) 的網上

仲裁、調解平台。eBRAM具備實時的語言翻譯功能，利用創新技術構建能力 (包括區塊

鏈、人工智能、軟件機器人和雲技術等)，滿足正在迅速增長的跨境爭議解決服務需求，

使香港成為法律科技 (LawTech) 中心和樞紐。eBRAM  亦將努力與國際組織和專業團

體（例如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APEC) 、東南亞國家聯盟 (ASEAN)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及其他地區）開展協作，促進在十四五規劃下建設香港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

服務中心的使命。 

 

第三，電子文件披露 (eDiscovery) 。在訴訟過程中，雙方需向對方披露文件。

在新的法律科技，電子文件披露 (eDiscovery)就正正解决了問題。電子文件披露數據

庫可以收集所有有關訴訟並儲存在電腦，智能手機等文件及資料，轉化爲一個整合的

檔案，它亦設有「關鍵字檢索」的功能，讓律師及客戶更快捷及準確查核文件，大大

減低以人力查閱文件的成本。 

 

統一的法律搜索數據資料庫 

 

隨著各地的交流頻密，兩岸各地的律師不單要熟悉自己所屬之地的法律，也要熟

悉其他地區的法律。但是兩岸四地的法制各有特色，各有不同，所以律師在其他地方

做法律搜索(Legal Research)有一定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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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國大陸的法律檢索數據庫為例，目前內地的法律工作者主要使用以下平台：

中國裁判文書網、法信、北大法寶、威科先行、律商網（Lexis）。其中，中國裁判文

書網與法信屬於中國最高人民法院旗下的網站，司法文書公開依賴於中國裁判文書網，

而法信是全國絕大多數法院使用的檢索平台，可以作爲法官裁判案件的依據；北大法

寶依托於北京大學，應該是國內運營曆史最久的綜合法律數據庫之一，內容版塊種類

龐雜，除了法律法規，還提供法律工作者所需的全方位的服務；威科先行與律商網都

是由國際知名的法律內容和技術服務商建設運營的法律數據庫，服務群體比較偏向專

業領域的律所律師，在勞動法、公司法、合規、併購、財稅方面優於其他平台，但對

於中國內地的裁判文書與法律法規收錄的資源不如其他國內平台。這些平台都各有特

色。但是，也都存在各自的缺點，如本土平台英文資源不足，外商平台國內資源不足

等問題。在實踐中，如果想要完成比較全面、系統的法律檢索，不能只依靠其中一兩

個平台，而是需要在以上主要平台分別進行檢索，耗費時間和精力。 

 

又例如以香港爲例，香港律師如要搜查香港的條例，可以到「電子版香港法例」

(Hong Kong e-Legislation) ，如要搜查香港的案例，可以到 Westlaw Asia 或 Lexi

sNexis Hong Kong (律商聯訊香港) 。但對其他地區的律師而言，可能未必立即知道

應該怎樣做香港的法律搜索。 

 

爲瞭解决以上問題，我建議建立一個連接兩岸四地的統一的法律搜索數據資料庫，

提供指引引導各地律師如何做各地的法律搜索。 

 

在建立這個資料庫時，其他法律體系的數據資料庫的供應商也可以通力合作，讓

這個統一資料庫可以直接連接以及存取內容，這樣就可以省却時間去爲其他地區從零

開始去建立一個建全的法律資料庫，同時也能確保數據資料庫的供應商在更新內容 

(例如: 新的法律和案例) 的時候，這個統一的法律搜索數據資料庫能够存取其他法律

體系合時而且正確的法律資料。 

 

另外一個做法是，將各地所有的法律搜索工具，方法及網址在數據資料庫列出，

當各地律師要做其他地方的法律搜索時可以登入該數據資料庫，按自己的需要，造訪

相關網址。數據資料庫也會提供指引，例如簡短的視頻等等，教導各地律師如何使用

不同的法律搜索工具，讓律師更直接，有效率地做不同地區的法律搜索。 

 

建立線上論壇也是一個可行的方案。可以讓律師在遇到其他法律體系上的疑問時，

有一個平台讓各地律師有效且直接地交流，以達至交流合作的目的。同時，這個數據

資料庫也可包含一個網上平台，定期舉行關於兩岸四地法律的短期課程，使各地律師

能夠更好的互相學習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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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科技日漸成熟，由於此數據資料庫的數據量龐大，因此數據資料庫內

的資料可以作為機器學習的來源，並且以經人工智能學習後的方式去更好的展示對各

地律師或法律人員有用的數據，例如案例總結或者是某一地區各地的最新的發展，從

而令律師或法律人員以最有效的方式去掌握各地法律的最新動態。 

 

建立法律搜索數據資料庫將是一個重要的創意，是兩岸四地法律工作者面向未來，

着眼於服務兩岸四地經濟繁榮、貿易發達、促進社會發展的大局，着眼於兩岸四地法

律調整功能的發揮，着眼於兩岸四地人民的共同福祉，所採取的一項重大法律舉措，

希望能落實此項建議，為兩岸四地人民服務。 

  

人類命運共同體 

 

2017年1月18日，習近平主席在日內瓦萬國宮出席"共商共築人類命運共同體"高級

別會議，並發表題爲《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旨演講，深刻、全面、系統闡

述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主張共同推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偉大進程。 這一中國方案，

引起國際社會強烈共鳴。 2017年2月10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聯合國社會發展委

員會會議上首次被寫入聯合國决議。 此後，這一理念又被寫入聯合國安理會、人權理

事會和聯大第一委員會的多項决議，中國理念成爲國際共識。 2018年3月，推動構建

人類命運共同體寫入我國憲法的序言，納入我國法律制度體系，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

法治化道路樹立了典範。 當前，我們應當以構建「一帶一路」法律合作機制爲契機，

圍繞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形成更加清晰的法治發展的方案，並推動其成爲全球治理的

共同方案和有效行動。 

 

你們年輕人很幸福：生活在比較富裕的環境，沒有經歷戰亂。但在現今世界這並

不是必然的。 

 

作為香港律師，我會以我的行動支持習近平主席提倡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

我也希望兩岸四地的律師攜手合力，為了全體人類的福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貢獻力量。 

 

 

 

          簡家驄 

           2021年10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