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件和解會議指引補充說明》  

 

引言  

1 .  本《補充說明》應與 202 0 年 1 2 月 1 6 日發出的《區域法

院民事案件和解會議指引》一併閱讀。  

 

案件和解會議的目的  

 

2 .  審裁並非解決爭議的唯一途徑。民事司法制度改革其中一

個重要方面，是利便有合理機會可以藉法院程序以外的替

代方式圓滿解決糾紛的案件進行和解。  

 

3 .  根據《區域法院規則》，區域法院（ “區院”）有責任積極

管理案件以鼓勵訴訟各方在進行訴訟程序的過程中互相配

合、收窄爭議事項，以及鼓勵採用另類排解程序。訴訟各

方及法律代表也有相應責任在案件管理上協助區院。  

 

4 .  由於案件和解會議要求訴訟方本人親自出席，所以在法律

程序中提供獨特的契機，讓訴訟各方可以面對面溝通以討

論案件。  

 

5 .  由於區院資源有限，區院會選擇性地指示案件進行案件和

解會議程序。如訴訟各方已出席由專業認可調解員主持的

調解，但並無合理機會於案件和解會議中達成和解或收窄

爭議事項，他們應在《設定時間表的問卷》中交代此事實

(以及其他有關情況 )，以供區院考慮。  

 

案件和解會議聆案官的角色  

 

6 .  案件和解會議會排期由一名聆案官（「案件和解會議聆案

官」）進行（非公開）內庭聆訊。案件和解會議聆案官有

別於區域法院的一般聆案官；他們不處理有爭辯的案件管

理事項或案中的非正審申請，除非提出非正審申請是為了



2 

 

 

進行和解。整個案件和解會議聆訊過程是在無損權益下進

行。  

 

7 .  另一方面，案件和解會議聆案官有豐富的調解經驗。儘管

他們在案件和解會議上並非進行調解，但他們具備技巧和

技能去協助訴訟各方開展有建設性的對話，藉以探討解決

紛爭的各個選項，並收窄爭論事項。因此，案件和解會議

聆案官或會：  

 

( a )  在聽取代表訴訟一方的律師陳詞後，直接與該訴訟

方對話；以及  

( b )  與訴訟方檢視和評估任何已進行的和解商討。  

 

8 .  基本資料（例如案件和解會議文件冊及訟費陳述書內的資

料）可讓法律代表在案件和解會議進行前與當事人仔細評

估案件及分析成本效益。該等資料亦有助案件和解會議聆

案官明白每一方的立場和協助訴訟各方制訂務實的選項。  

 

9 .  和解必須是各方同意下達成。倘若各方無法達成和解，案

件和解會議聆案官會指示案件進入下一階段，並不再介入

有關案件。  

 

在案件和解會議過程中享有獲得法律代表的權利和機會  

 

1 0 .  訴訟方的法律代表（如有）在案件管理過程中發揮協作的

角色。他們除了就其案的理據及訟費的影響向其當事人提

供意見外，亦應與當事人商討另類排解爭議程序的策略。

現行的《實務指示 31》，即有關考慮調解的機制，可讓

法律代表在案件和解會議前就調解向當事人提供意見和啟

動訴訟方之間的商討。  

 

1 1 .  由於案件和解會議聆案官不會就爭議作出裁決，故法律代

表無需闡述其案或就其案進行辯論。他們出席聆訊時應抱

持互相協作的思維模式，向法庭陳詞以及向其當事人提供

協助和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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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若出現法律代表希望與其當事人私下進行討論的情況，可

向案件和解會議聆案官請求暫停片刻。案件和解會議有設

施供各訴訟方與其法律代表私下進行討論。  

 

案件和解會議的無損權益性質  

 

1 3 .  案件和解會議是在無損權益的基礎上進行。  

 

( a )  任何在案件和解會議過程中所說的話或所承認的事

情，均不得在日後的法律程序中被接納為證據（有

關無損權益商議的一般規則適用）。  

( b )  除非得到訴訟各方同意和法庭許可，否則不得披露

錄音及謄本（如有）。  

 

1 4 .  如案件不能達成和解，案件和解會議文件冊會退還各訴訟

方，法庭不予保留，而案件和解會議聆案官亦不再介入有

關案件。  

 

1 5 .  因此，訴訟各方在案件和解會議上可放心商討尋求和解的

選項。  

 

更多有關案件和解會議的資料  

 

1 6 .  有關進一步的背景資料，請參閲高等法院上訴法庭副庭長

林文瀚法官於 2 02 0 年 11 月 5 日在香港法律周 2 02 0 發表

題爲《案件和解會議試驗計劃》的演辭。演辭全文載於司

法機構網站

( h t t p s : / / me d i a t i o n . j ud i c i a r y .h k / t c / sp e e ch es .h t ml )。  

 

 

2 020 年 1 2 月 16 日  

 

 

 （高勁修） 

 首席區域法院法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