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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屬實申述

指涉外民商事訴訟案件中，訴訟參

與人向法庭承諾其完全確信所提交

的文件材料中所記載內容及所陳述

內容屬實，沒有虛構或故意隱瞞相

關事實的情形。目的在於規範訴訟

參與人的民事訴訟行為，引導當事

人誠實信用參與訴訟，提高中外當

事人對我國司法制度的認同感。此

項借鑒在香港訴訟程序中推行多年

較為成熟的屬實申述規則。

2. 證據開示

指涉外民商事案件開庭前，當事人

向相對方出示、互相交換持有的證

據材料並質證的程序。目的在於防

止證據突襲、固定爭議焦點、強化

庭審功能、提高庭審效率，促進當

事人通過調解、和解等非訴訟方式

解決糾紛。與內地的庭前「證據交

換」不同的是，證據開示由當事人

自主完成，無需法官主持。此項借

鑒香港的文件透露規則。

3. 交叉詢問

指涉外民事訴訟當事人及其訴訟代

理人經審判人員許可，可以按照一

定順序和規則詢問證人的過程。目

的在於充分發揮證人證言等證據作

用，促進案件事實查明。此項借鑒

香港「交叉詢問」訴訟規則。

4. 域外法辯論

指案件審理過程中，法院對已經獲

得的域外法，組織當事人進行辯論

及審查適用的程序。目的在於保障

法官準確理解和適用域外法，公正

高效專業處理涉外民商事糾紛。

5. 委託當事人送達

指涉外民商事案件中法院可根據一

方當事人的申請，委託其向其他當

事人送達司法文書的程序。目的在

於優化司法資源配置，破解「涉外

送達難」，提升涉外審判質效。此

項借鑒香港「當事人主義送達」規

則。

6. 律師調查令

指涉外民商事案件當事人及其代理

律師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涉訴

案件相關證據時，經代理律師申

請，法院審查批准，由代理律師向

接受調查的單位或個人調查收集相

關證據的法律文件。目的在於保護

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充分發揮律師

依法調查收集證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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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6項司法規則銜接港澳
引入「證據開示」等程序 專家：增進港人對內地制度認同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廣

州報道）「粵港澳大灣區司法規

則銜接模擬庭審」22日在廣州市中級人

民法院舉行，圍繞一宗涉港買賣合同糾

紛，通過庭前程序和庭審程序，分別展示

多項相關司法規則銜接的具體操作。香港

文匯報記者23日從該法院獲悉，借鑒港

澳司法規則，6項司法規則銜接操作指引

正式發布，為深化灣區司法規則銜接作出

積極探索、提供有益借鑒。其中，借鑒香

港的文件透露規則，探索內地審前程序

「證據開示」。有香港律師表示，通過灣

區司法規則的銜接促進互學互鑒，對完善

跨境商事案件審判機制、多元糾紛解決機

制也起到推動作用，而且進一步提升港人

對內地司法制度的認同感。

粵港澳大灣區具有「一國兩制三法
域」的特點，目前正加速推動大

灣區司法規則銜接、機制對接和融合發
展。而國務院近日印發的《廣州南沙深
化面向世界的粵港澳全面合作總體方
案》也明確提出要打造規則銜接機制對
接高地。其中，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在
南沙自貿區法院先行先試的基礎上，結
合涉外民商事審判工作實際，充分徵求
涉外律師、專家學者的意見，梳理、完
善了證據開示、屬實申述、委託當事人
送達、律師調查令、交叉詢問及域外法
辯論等6項司法規則銜接的操作指引。

模擬庭審展示具體操作
據介紹，操作指引完成了港澳規則的

內地化改造，適用於廣州全市兩級法院
審理的涉外民商事案件。
該指引的發布施行，為進一步推動司

法規則銜接工作提供制度保障，進一步
突出當事人主體地位，有效發揮律師等
專業代理人作用，全面提升跨境商事糾
紛解決質效，提高內地司法的國際公信
力。
為推動銜接規則在實踐層面落地落

實，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舉辦了「粵港
澳大灣區司法規則銜接模擬庭審」。其
間，法官與律師圍繞一宗涉港買賣合同

糾紛，通過庭前程序和庭審程序分別展
示上述6項相關司法規則銜接的具體操
作。
其中，「證據開示」指涉外民商事案

件開庭前，當事人向相對方出示、互相
交換持有的證據材料並質證的程序，是
廣州先行先試借鑒香港訴訟規則的一個
創新。與內地民事訴訟法有關庭前「證
據交換」和庭前會議等規定不同的
是，「證據開示」由各方當事人自主
完成，不必專程趕赴法院，也無需法
官主持。
廣州市律師協會副會長陳健斌表

示：「證據開示是一種很好的制度嘗
試，可以很好地解決以前民事訴訟會出
現的虛假訴訟、當事人不誠信的種種情
況。」

完善跨境案件審判機制
據了解，「證據開示」過程中，各方

當事人在相互交換證據的過程中可以及
時固定爭議焦點，防止證據突襲。進行
「證據開示」旨在引導當事人自願在庭
前充分舉證和交換，提前認可證據範圍
並進行必要質證，對於加強誠信訴訟體
系建設，倡導誠信訴訟行為都具有重要
作用。由於各方當事人在「證據開示」
過程中對證據材料的充分展示和了解，

也有利於促使案件盡可能地接近真相，
使各方當事人對案件審判結果形成更合
理的預期，提高案件通過和解或調解方
式解決糾紛的可能性。
「廣州市法院在粵港澳大灣區司法規

則銜接上作出了有益的嘗試。」中山大
學法學院院長張亮在點評模擬庭審時
說：「在堅持中國民事訴訟基本制度的
基礎上，先行先試，借鑒適用英美等法
系中被國際社會普遍認可的訴訟規則，
不僅能夠完善現有的訴訟制度，也能夠
增進港人港企對內地司法制度的認同
感。」
廣州市委黨校教育長陳曉平指出，廣

州市法院對大灣區司法規則銜接的積極
探索和有益嘗試，將為創新大灣區合作
發展體制機制、破解合作發展中的突出
問題提供新的思路。
在粵港合夥聯營律師事務所工作的李

律師表示，通過灣區司法規則的銜接促
進互學互鑒，對完善跨境商事案件審判
機制、多元糾紛解決機制也起到推動作
用。
他建議，粵港澳三地可就更多不同類

型的跨境糾紛或案件開展仿真庭審，在
「證據規則比較與借鑒」、「域外法查
明的合作」等方面深入研討，形成更多
操作指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方俊明廣州報道）廣東省高級人民
法院常務副院長鍾健平在參加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粵港
澳大灣區司法規則銜接模擬庭審」時表示，此次模擬庭審
活動旨在通過示範性操作，進一步推動銜接規則在實踐層
面落地落實，促進法律職業共同體以及相關研究機構進一
步凝聚共識、加強合作，共同為深化粵港澳司法規則銜接
探索作出更大的貢獻。

形成不同法域共用新規則
鍾健平表示，要堅持「一國兩制」基本方針，促進司法

的高質量發展。通過規則銜接盡可能地消除由於規則衝突
帶來的障礙；挖掘共通的法律文化，形成具有示範意義和
性質的規範，甚至形成可為不同法域共同採用的新規則，
不斷提升大灣區法治軟實力和影響力。
同時，探索建設服務三地的粵港澳大灣區法律平台，建

立域外法查明專家庫，完善域外法查明規則，提高查明適
用港澳法律的準確度。探索對港澳當事人送達的新途徑，
簡化港澳形成證據的審查認定，探索擴大涉港澳民事案件
受理範圍，積極回應大灣區民眾獲得公正、高效、便捷的
司法服務需求。探索檢索和借鑒港澳法院案例，促進大灣
區裁判規則銜接，不斷增強民眾對公平正義的獲得感。
鍾健平還稱，不斷完善司法協助體系、創新司法協助模

式、拓展司法合作範圍、提高司法合作效率；協同港澳推
進商事糾紛解決機制一體化協調發展，合力提升粵港澳大
灣區在國際商事爭議解決領域的整體競爭力。

粵港澳擬建「灣區法律平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趙一存北京報道）
最高人民法院23日在北京發布《人民法院
服務和保障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情況報告
（2019-2021）》顯示，為加強一站式訴訟
服務體系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內地法院
100%提供跨域立案服務，「讓群眾少跑
腿、讓數據多跑路」，並推廣涉港訴訟文書
「E鍵送達」，有效提升跨境送達效率。報
告還顯示，過去三年，大灣區內地法院共審
結涉港澳案件5.36萬件。
這份報告從健全制度完善機制、深化司法

交流合作、暢通司法法律規則銜接等方面，
總結人民法院服務保障大灣區建設情況。

內地與港澳仲裁互助全覆蓋
報告稱，大灣區具有「一國兩制三法域」

的特點，最高法在已與香港簽署5項、與澳
門簽署3項司法協助安排的基礎上，三年來
又分別與香港簽署3項司法協助安排和1項
司法協助文件，與澳門簽署2項司法協助安
排，具有中國特色的區際民商事司法協助體
系建設進入「快車道」。

其中，最高法與香港簽署相互認可和執行
民商事案件判決的安排，覆蓋兩地民商事領
域90%以上生效判決。最高法與港澳先後簽
署就仲裁程序相互協助保全的安排等，實現
內地與港澳仲裁協助全流程覆蓋，支持港澳
法律服務業發展壯大。

知識產權案審理周期縮短
據統計，2019年至2021年，大灣區內地

人民法院規範高效辦理涉港澳司法協助案件
3,167件，其中涉港2,520件，涉澳647件。

「過去三年，廣東省法院加強了與港澳
學術界在知識產權方面的合作，為粵港澳
大灣區的知識產權保護作出了貢獻。」報
告還顯示，廣州知識產權法院與澳門知識
產權研究中心、香港大學法律學院等機構
合作，推動設立粵港澳知識產權聯盟；建
立快速維權機制，將知識產權速裁案件審
理周期縮短至45天，對內引領知識產權保
護工作發展，對外塑造保護知識產權法治
形象，聯動港澳打造知識產權跨境爭端解
決優選地。

灣區內地法院三年審結涉港澳案5.36萬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23
日，香港文匯報記者從《廣州市城市基礎設
施發展「十四五」規劃》新聞發布會上獲
悉，為推動形成與國際大都市相適應的現代
化基礎設施體系，「十四五」期間，廣州將
全力推進300項重大基礎設施項目，總投資估
算約2.04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其中，
「十四五」時期計劃投資約9,500億元。在交
通基礎設施方面，未來3年將加快實施白雲國
際機場三期擴建工程、南沙港區國際通用碼
頭、「五主四輔」鐵路客運樞紐等重大項
目，推動基本實現粵港澳大灣區「123出行交

通圈」。

推進10條地鐵線路建設
廣州市發展改革委副主任陳旭介紹，《規

劃》既統籌推動交通、能源、水務等傳統基礎
設施，也部署了5G、工業互聯網等新型基礎設
施。在具體實施中，積極鼓勵和引導社會投資
參與基礎設施投資建設運營。
廣州市交通局總工程師鄒小江表示，「十四

五」期間，在軌道交通方面，為推動廣州與灣
區其他城市互聯互通，廣州正加快推進在建的
廣州地鐵11號線等10條地鐵線路，以及新塘

經白雲機場至廣州北站項目新塘至機場T2
段、廣州東至花都天貴城際、芳村至白雲機場
城際等8條城際鐵路，廣州鐵路樞紐新建廣州
白雲站（棠溪站）、廣汕鐵路、廣湛鐵路等5
個國鐵項目，通過不同層次軌道項目，打造
「軌道上的大灣區」。
在推進大灣區高快速路網互聯互通方面，廣

州將強化珠江口東西兩岸銜接，加快蓮花山通
道、獅子洋通道、深中通道建設，謀劃海鷗通
道。強化南沙自貿區對中心城區及粵西區域的
聯繫，提升南沙港區輻射能力，加快南中高
速、黃埔至南沙東部高速建設。

廣州擬投廣州擬投22萬億元萬億元 推動推動300300項重大基建項重大基建

◆◆廣州將通過建設地鐵廣州將通過建設地鐵、、城際鐵路等地下城際鐵路等地下、、地上軌道交通地上軌道交通，，加強與大灣區各市的互聯互通加強與大灣區各市的互聯互通。。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攝攝

◆◆模擬庭審展示相關司法規則銜接的具體模擬庭審展示相關司法規則銜接的具體
操作操作。。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