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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 師 行 業 前 海 發 展 研 究 報 告 》 

 

 

香 港 律 師 會 及 時 把 握 " 前 海 深 港 現 代 服 務 業 合 作 區 " （ 以 下 簡 稱 " 前 海 " ） 

這 重 大 的 歷 史 機 遇 ， 於 2010 年 12 月 13 日 成 立 " 香 港 律 師 會 法 律 服 務 發 展 

策 略 研 究 室 - 前 海 課 題 組 " （ " 工 作 小 組 " ） ， 研 究 如 何 充 分 發 揮 香 港 律 師 

業 的 優 勢 ， 探 索 適 合 國 情 、 有 利 國 家 長 遠 發 展 和 香 港 律 師 發 展 需 求 的 律 師 

行 業 與 監 管 模 式 ， 提 出 有 益 於 律 師 業 在 前 海 發 展 的 參 考 建 議 。 

工 作 小 組 先 後 與 司 法 部 、 律 政 司 、 廣 東 省 發 改 委 、 廣 東 省 司 法 廳 、 廣 東 省 

律 協 、 深 圳 市 律 協 、 法 制 辦 、 前 海 管 理 局 及 有 意 在 前 海 發 展 的 企 業 等 分 別 

進 行 了 交 流 ， 明 確 了 項 目 研 究 的 基 礎 。 

葉 禮 德 會 長 指 出 : " 前 海 工 作 小 組 在 林 新 強 副 會 長 的 領 導 下 ， 對 兩 地 業 界 

作 出 了 重 大 的 貢 獻 。 " 

林 新 強 副 會 長 指 出 ： " 為 深 入 瞭 解 目 前 實 行 混 業 經 營 的 國 家 與 地 區 在 這 一 

領 域 的 立 法 與 實 踐 情 況 ， 探 尋 不 同 模 式 對 在 前 海 地 區 試 行 的 可 行 性 及 優 

劣 ， 工 作 小 組 代 表 團 先 後 遠 赴 英 國 倫 敦 、 阿 聯 酋 迪 拜 、 澳 大 利 亞 進 行 實 地 

調 研 ， 綜 合 參 考 " 非 律 師 管 理 人 參 與 經 營 式 法 律 服 務 " （ LDP ） 、 " 開 放 式 

合 股 經 營 法 律 及 其 他 服 務 " （ ABS ） 、 " 綜 合 性 專 業 服 務 " （ MDP ） 等 模 式 的 

特 點 ， 並 把 調 研 結 論 歸 納 於 研 究 報 告 。 " 

整 份 調 研 報 告 共 分 六 部 分 ， 建 議 兩 地 律 師 六 大 方 面 的 範 圍 ， 以 促 進 粵 港 合 

作 的 深 化 與 內 地 與 香 港 的 法 律 和 諧 。 以 下 為 重 點 摘 要 及 香 港 律 師 會 就 所 

得 結 果 提 出 的 策 略 性 建 議 ： 

(一) 律 師 服 務 方 面 的 合 作 

內 地 與 香 港 律 師 事 務 所 之 間 合 作 模 式 的 發 展 方 向 是 聯 營 ， 模 式 應 實 行 緊 

密 型 聯 營 ， 即 合 夥 型 聯 營 ， 在 前 海 組 建 一 個 合 夥 型 聯 營 律 師 事 務 所 ， 並 以 

該 所 的 名 義 對 外 提 供 法 律 服 務 ， 對 外 獨 立 承 擔 法 律 責 任 。 



擴 大 聯 營 律 師 的 合 作 範 圍 ， 允 許 合 夥 型 聯 營 律 師 事 務 所 及 其 香 港 律 師 在 

內 地 全 面 提 供 涉 港 、 涉 外 法 律 服 務 。 

由 相 關 司 法 行 政 機 關 制 定 關 於 律 師 業 合 作 的 詳 細 法 律 法 規 ， 包 括 規 定 聯 

營 組 織 的 業 務 範 圍 與 規 則 、 合 夥 型 聯 營 律 所 從 事 法 律 活 動 的 適 用 法 律 等 ， 

充 分 考 慮 香 港 律 所 與 律 師 的 實 際 情 況 。 

在 前 海 地 區 允 許 兩 地 律 師 共 同 經 營 律 師 事 務 所 ， 亦 允 許 經 批 准 的 非 律 師 

的 專 業 人 士 成 為 該 律 師 事 務 所 有 限 份 額 的 合 夥 人 為 客 戶 提 供 一 站 式 的 法 

律 服 務 。 在 實 踐 該 非 律 師 管 理 人 參 與 經 營 式 法 律 服 務 一 段 時 間 之 後 ， 按 實 

踐 經 驗 評 估 過 渡 到 有 限 度 的 混 業 經 營 的 可 行 性 。 

(二) 律 師 監 管 方 面 的 合 作 

建 議 兩 地 共 同 組 建 " 前 海 律 師 協 會 " ， 作 為 聯 營 律 師 的 監 管 機 構 ， 共 同 對 

該 地 區 內 的 律 師 事 務 所 以 及 律 師 進 行 管 理 。 

(三) 法 律 適 用 方 面 的 合 作 

建 議 深 圳 市 人 大 充 分 利 用 全 國 人 大 授 予 的 立 法 權 ， 在 立 法 法 第 81 條 的 授 

權 下 ， 並 在 遵 從 憲 法 的 規 定 以 及 法 律 和 行 政 法 規 的 基 本 原 則 下 制 定 變 通 

規 定 ， 擴 大 香 港 法 在 前 海 區 域 的 適 用 範 圍 。 

(四) 法 律 查 明 方 面 的 合 作 

法 律 查 明 的 範 圍 包 括 香 港 法 、 外 國 法 （ 尤 其 是 英 美 法 ） ， 法 律 查 明 的 方 式 

主 要 包 括 兩 種 ： （ 1 ） 建 立 獨 立 的 法 律 查 明 機 構 ， 香 港 律 師 作 為 法 院 或 仲 

裁 機 構 聘 請 的 專 家 ； （ 2 ） 香 港 律 師 作 為 當 事 人 聘 請 的 代 理 人 或 者 " 具 有 專 

門 知 識 的 人 員 " 。 

(五) 國 際 法 律 服 務 方 面 的 合 作 

充 分 發 揮 香 港 律 師 在 國 際 法 律 服 務 方 面 的 優 勢 ， 建 立 W T O 與 國 際 法 律 服 

務 中 心 ， 彙 集 深 港 兩 地 的 法 律 精 英 人 士 ， 針 對 與 我 國 有 關 的 W T O 法 律 問 

題 以 及 其 他 國 際 商 事 法 律 問 題 ， 提 供 全 面 而 又 專 業 的 法 律 服 務 。 

(六) 律 師 培 訓 方 面 的 合 作 

在 前 海 地 區 建 立 " 深 港 律 師 學 院 " ， 作 為 律 師 培 訓 的 合 作 基 地 ， 通 過 邀 請 

知 名 專 家 、 學 者 與 資 深 法 官 、 仲 裁 員 、 律 師 授 課 ， 舉 辦 模 擬 法 庭 、 仲 裁 庭 、 

律 師 論 壇 、 競 賽 等 多 種 方 式 ， 提 高 兩 地 律 師 的 業 務 水 準 ， 同 時 增 進 兩 地 律 

師 相 互 間 的 瞭 解 與 友 誼 ， 提 升 合 作 的 默 契 水 準 。 

香 港 律 師 會 將 就 上 述 研 究 結 果 ， 向 有 關 部 門 爭 取 接 納 報 告 所 列 的 建 議 ， 為 

兩 地 法 律 行 業 創 造 更 多 的 合 作 機 會 ， 互 惠 互 補 ， 充 份 發 揮 兩 地 律 師 律 師 業 

在 前 海 發 展 的 的 優 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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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摘要

為實現國家對外開放戰略的新要求、以現代服務業促進產業的轉型

升級，從2001年起，國家及相關地方政府先後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規、

政策，建設“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以下簡稱“前海”）。香港

律師會及時把握這一重大的歷史機遇，成立“香港律師會法律服務發展

策略研究室—前海課題組”，研究如何充分發揮香港律師業的優勢，探

索適合國情、有利國家長遠發展和香港律師發展需求的律師行業與監管

模式，提出有益於律師業在前海發展的參考建議。

在對國內外律師業進行全面調研的基礎上，本研究報告包含三部

分內容：第一部分詳細介紹律師行業前海發展的背景，指出前海為我國

律師行業的發展提供了重大的歷史機遇，說明香港律師會法律服務發展

策略研究室—前海課題組的成立過程與目的；第二部分闡明律師行業

前海發展的基礎，包括政策與法律基礎以及實踐基礎；第三部分是本報

告的重點，詳細論述律師行業前海發展的前景與策略分析，包括律師服

務、律師監管、法律適用、法律查明、國際法律服務、律師培訓等六大

方面的合作，以促進粵港合作的深化與內地與香港的法律和諧。

律師行業前海發展的背景

● 前海為我國律師行業的發展提供了重大的歷史機遇

● 香港律師會及時成立“香港律師會法律服務發展策略研究室—前海

課題組”（以下簡稱“工作小組”），研究律師業在前海的發展

律師行業前海發展的基礎

● 政策與法律基礎：從2001年起，國家及相關地方政府先後出台了

CEPA、《深圳經濟特區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條例》等一系列

法律法規、政策，建設“前海”，包括促進粵港律師業合作的深化

● 實踐基礎：通過工作小組代表團對英國倫敦、阿聯酋迪拜、澳大利亞

的實地調研，深入瞭解了目前實行混業經營的國家與地區在這一領域

的立法與實踐情況，為探尋不同模式對在前海地區試行的可行性及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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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形成了調研結論，成為本項目的重要研究基礎之一

律師行業前海發展的前景與策略分析

● 律師服務方面的合作

內地與香港律師事務所之間合作模式的發展方向是聯營，模式應實

行緊密型聯營，即合夥型聯營，由兩地律所按照協議約定，在前海組建

一個合夥型聯營律師事務所，並以該所的名義對外提供法律服務，對外

獨立承擔法律責任。

擴大聯營律師的合作範圍，允許合夥型聯營律師事務所及其香港律

師在內地全面提供涉港、涉外法律服務。

由相關司法行政機關制定關於律師業合作的詳細法律法規，包括規

定聯營組織的業務範圍與規則、合夥型聯營律所從事法律活動的適用法

律等，充分考慮香港律所與律師的實際情況。

綜合參考“非律師管理人參與經營式法律服務”（LDP）、“開放式

合股經營法律及其他服務”（ABS）、“綜合性專業服務”（MDP）等模式

的特點，在前海地區循序漸進地進行混業經營的嘗試。在前期，先試行

能提供一站式而不混業經營的LDP法律服務，然後基於實踐經驗逐步考

慮過渡到混業經營的ABS的可行性。

為在前海地區落實上述律師服務合作，加強相關的優惠措施，如給

予聯營律所以稅收上的優惠、放鬆外匯管制、給予聯營律所的律師及其

車輛以通關便利等。

● 律師監管方面的合作

內地現有的管理制度與香港律師的管理制度存在較大差異，包括對

律師事務所的管理與對律師的管理兩個層面，但亦不乏共同之處，這些

均是兩地律師監管合作的直接基礎與動因。

兩地應共同組建“前海律師協會”，作為聯營律師的監管機構，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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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社會團體法人，是律師的自律性組織，共同對該地區內的律師事務所以

及律師進行管理；監管方式以行業監管為主，行政監管為輔。

● 法律適用方面的合作

香港法在前海的適用空間很大，適用香港法律的範圍目前主要是涉

港澳的非內地民商事案件。建議深圳市人大充分利用全國人大授予的立法

權，在立法第81條的授權下，並在遵從憲法的規定以及法律和行政法規的

基本原則下制定變通規定，擴大香港法在前海區域的適用範圍。這樣的建

議既符合中國法律的基本制度，又在最大程度上配合到前海地區的發展模

式及目標。

適用香港法律的方式是當事人意思自治為主，最密切聯繫原則為輔。

● 法律查明方面的合作

法律查明的範圍包括香港法、外國法（尤其是英美法），法律查明的

方式主要包括兩種：（1）建立獨立的法律查明機構，香港律師作為法院或

仲裁機構聘請的專家；（2）香港律師作為當事人聘請的代理人或者“具有

專門知識的人員”。

● 國際法律服務方面的合作

充分發揮香港律師在國際法律服務方面的優勢，建立WTO與國際法

律服務中心，彙集深港兩地的法律精英人士，針對與我國有關的WTO法

律問題以及其他國際商事法律問題，提供全面而又專業的法律服務，包括

諮詢、代理、調研等，既可滿足自然人、法人等普通商事主體的需要，又

可為國家或相關組織提供必要的幫助。

● 律師培訓方面的合作

在前海地區建立“深港律師學院”，作為律師培訓的合作基地，通過

邀請知名專家、學者與資深法官、仲裁員、律師授課，舉辦模擬法庭、仲

裁庭、律師論壇、競賽等多種方式，提高兩地律師的業務水準，同時增進

兩地律師相互間的瞭解與友誼，提升合作的默契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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