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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業者事務常務委員會負責監督 27 個委員會、12 個工作小組及各個涵蓋不同執業

領域的專務小組的工作。常務委員會亦協助聯合審裁組方面的行政工作，該審裁組

乃為排解律師與大律師之間在收費方面的爭議而設立。 

 

常務委員會於年內舉行七次會議，並以電郵方式處理其餘事務。常務委員會接收和

審議轄下各個委員會和工作小組所提交的意見書草擬本，並監督它們的行政運作，

例如覆檢主席任期和成員編制。 

 

除了處理上述事項外，常務委員會於年內亦參與監察下列各項工作： 

 

 

不披露渉及紀律程序的律師姓名 

 

司法機構早前曾建議修訂《高等法院規則》第 106號命令第 12(1)條規則，以取消不

能在紀律程序的標題中披露渉案律師姓名的規定。常務委員會再次審議該建議，在

考慮《法律執業者條例》(第 159章)的相關規定及有關案例後，常務委員會於 10月

把意見書提交理事會審議。 

 

 

訟辯律師興趣小組 
 

常務委員會於 4 月為訟辯律師舉行聚會，該聚會提供平台予訟辯律師，讓他們討論

各項實務議題，例如收費協議以及訟辯律師業務的一般推廣等。 

 

 

新加坡律師會代表到訪 
 

律師會於 11月接待由新加坡律師會訪港代表團，該代表團由新加坡律師會理事會副

會長 Kuah Boon Theng 律師率領、包括該會轄下多個執業事務委員會的成員和秘書

處員工。雙方律師會會長及對應專責委員會的成員進行了深入的分組討論。 

 

 

培訓 

 

常務委員會審議轄下各個專責委員會就培訓和研討會而提交的多項建議。經獲審批

的建議包括舉辦清盤法會議及稅務研討會。 

 

常務委員會知悉一項於 10 月 17 日舉行、題為「透過法院發展商法﹕重新平衡法院

與仲裁之間的關係」的仲裁座談會，當中主講嘉賓包括 Lord Philips of Worth 

Matravers勳爵及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先生。該座談會廣受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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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得到常務委員會支持的研討會，包括一項為期三日、由 Dr. Matthew J. Sullivan

主持的共享親職培訓課程，以及一項介紹免遣返聲請統一審核機制最新發展的研討

會，其主講嘉賓之一是 James C. Hathaway教授。 
 

仲裁委員會 

仲裁委員會成立的目的，是就各項與律師在香港和其他司法管轄區的仲裁執業業務

的發展和推廣有關的方針和事宜向理事會提交建議。委員會的主要目標之一，是協

助律師會會員發掘仲裁方面的機遇以及喚起會員對於仲裁事務的興趣。委員會積極

探討的發展方向，包括專業人士合夥糾紛仲裁。 

 

委員會連同仲裁員認許附屬委員會於年內舉行三次會議，並以電郵方式處理其餘事

務。 

 

關於仲裁的諮詢 

 

委員會於年內接獲多份關於仲裁的諮詢文件，並忙於審議各份文件以及把相關意見

提交理事會審議。 

   

(a) 《2016年仲裁(修訂)條例草案》 

 

建議中的《2016 年仲裁(修訂)條例草案》，旨在澄清下述事項，即關乎知識產

權權益的爭議可藉仲裁解決，以及強制執行渉及該等權益的仲裁裁決並無違

反香港的公共政策。政府相信，如就知識產權爭議可否透過仲裁解決的問題

制訂具體法例條文，將有助釐清法律狀況，從而吸引和促使更多當事人(包括

其他司法管轄區的當事人)在香港透過仲裁方式解決知識產權爭議。 

 

委員會曾深入討論上述建議，並連同律師會知識產權委員會共同提交綜合意

見書。 

 

(b) 關於第三方資助仲裁的諮詢 

 

香港法改會於 10 月發表《第三方資助仲裁》最終建議報告書，建議香港採納

准許第三方資助仲裁的建議。 

 

法改會在上述報告書內提出的建議可撮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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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仲裁條例》(第 609章)應予修訂，為第三方資助仲裁提供法律基礎； 

(ii) 必須為仲裁出資者訂定清晰的道德操守和財務標準；及 

(iii) 應採用「逐步」方式規管在香港進行的第三方資助仲裁和仲裁出資者。 

 

委員會同意有需要澄清第三方資助仲裁並無觸犯香港法律。此外，仲裁出資者

應受到有待訂立的清晰道德標準規管。 

 

(c) 關於優化金融糾紛調解計劃的建議的諮詢 

 

金融糾紛調解中心於 10 月發表《優化金融糾紛調解計劃》諮詢文件，建議對

金融糾紛調解計劃進行一系列修訂，以期優化該計劃的運作。委員會原則上支

持上述建議，並把各項具體意見轉達律師會調解委員會，以便綜合回應。 

 

(d) 關於《2016年外國判決承認和執行公約草案初稿》的諮詢  

 

 委員會曾審議的另一份諮詢文件，是律政司於 10 月發表的《2016 年外國判決

承認和執行公約草案初稿》諮詢文件。整體而言，公約草案為承認和執行關乎

商業糾紛的外國判決訂立法律基礎。委員會把其意見轉達律師會民事訴訟委員

會，以便擬備聯合回應書。  

 

(e) 《消費爭議仲裁機制》研究報告書 

 

消費者委員會於 8 月發表《消費爭議仲裁機制》報告書，就消費爭議的訴訟以

外爭議解決服務提出多項建議，包括成立「消費爭議解決中心」。仲裁委員會

注意到各項相關建議，並將密切留意和監察事態發展。 

 

 

香港律師會仲裁員名冊 

 

委員會於年內接獲多項關於設立「香港律師會仲裁員名冊」的建議。委員會對此表

示歡迎，因為該等建議一方面有助進一步推廣仲裁機制，同時亦有助律師會會員拓

展仲裁執業事務。委員會毫不猶疑地支持該等建議。其後，理事會通過採納該等建

議，委員會亦已開始籌備設立上述名冊，在律師會網站和其他地方公布關於設立該

名冊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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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律師仲裁員服務 

 

委員會亦討論關於推廣律師會會員仲裁執業事務的建議，當中包括旨在提升律師仲

裁員地位以及推廣他們在其他司法管轄區(例如內地)的仲裁執業事務的建議。 

 

參與關於仲裁的活動 

 

(a) 香港法律服務論壇 

 

委員會一名成員代表律師會前往南京，出席由律政司舉辦、於 11 月 14 至 15

日舉行的香港法律服務論壇，並在「一帶一路」研討環節發表題為「投資與解

決爭議」的演說。 

 

(b) 新加坡律師會到訪 

 

11 月 29 日，委員會協助接待到訪的新加坡律師會代表團，並就新加坡和香港

兩地的仲裁實務與代表團進行交流。 

 

(c) 接待到訪代表團 

 

委員會於年內亦協助接待來自多個司法管轄區的訪客和代表團，並就多個與仲

裁有關的議題與他們進行交流。 

 

仲裁員認許附屬委員會 

 

仲裁員認許附屬委員會的職責包括協助仲裁委員會處理所有關乎設立和組成律師會

律師仲裁員名冊的事宜。該附屬委員會於年內舉行一次會議，審議多個事項，包括： 

 

(a) 加入該名冊的建議條件和程序； 

(b) 委任律師仲裁員的機制和程序；  

(c) 為律師仲裁員和律師提供仲裁培訓； 

(d) 律師仲裁員行為守則；及 

(e) 律師會仲裁條款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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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委員會 

民事訴訟委員會於年內舉行四次會議，並以電郵方式處理其餘事務。委員會於年內

增補兩名成員。 

 

諮詢文件 

 

委員會審議多份由政府及司法機構發表的諮詢文件，包括： 

 

(a) 關於在香港制定道歉法例的諮詢文件 

 

 由律政司司長擔任主席的調解督導委員會，於 2 月發表《在香港制定道歉法例：

報告及第二輪諮詢》文件，廣徵公眾意見。建議中的道歉法例旨在藉着澄清道

歉的法律後果，提倡和鼓勵道歉，以促使各方友善地和解爭議。 

 

 律師會轄下多個專責委員會獲邀對上述諮詢文件發表意見。民事訴訟委員會收

集和統籌各項意見，並擬備詳盡的意見書。聯合意見書於 4月提交律政司。 

 

(b) 關於《實務指示 2.1》及《實務指示 4.1》的草擬本的諮詢 

 

 委員會收到由司法機構發出、建議修訂《實務指示 2.1》及《實務指示 4.1》的

諮詢文件。該等修訂旨在改進向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提出民事上訴的實務和程序。 

 

委員會用上頗長時間審議經修訂《實務指示 2.1》及《實務指示 4.1》的草擬本，

並就多個事項發表意見，包括《實務指示》所採取的整體做法以及上述草擬本

的具體內容。委員會擬備詳盡的回應書，並於 8月將之提交司法機構。 

 

(c) 關於因應《2016 年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修訂)條例》而建議修改《實務指示》

的諮詢 

 

 委員會與律師會破產法委員會攜手審議司法機構就《實務指示》而提出的七份

修改建議。建議中的修訂主要由《2016 年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修訂)條例》

而起。上述兩個委員會於 11月向司法機構提交聯合意見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