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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解」作為另類解決爭議的模式，已經在香港推行多年。從

2 0 0 0 年至今，司法機構亦已在不同類型的訴訟引入調解先導

計劃：包括在家事法庭進行的家事調解試驗計劃；土地審裁處

的建築物管理案件；公司案件；人身傷亡案件等。我們更加在

民事司法制度改革當中引入了《調解實務指示： P D 3 1》，訂立

程序，鼓勵高等法院原訟法庭和區域法院民事訴訟的當事人，

採用調解來解決爭議。  

 

香港法院基本採納的方針是鼓勵當事人自願地參與調解，調解

實務指示要求當事人考慮以調解作為解決爭議的其中一個途

徑，法院並不會強制或命令訴訟人進行調解。  

 

與此同時，法院亦強調訴訟人的律師有責任就調解向其當事人

提供適當的意見，以及在進行調解時採取合作的態度；所以訴

訟人及其律師代表均有責任積極考慮，透過比訴訟更符合經濟

及時間效益與相稱的途徑來解決紛爭。調解實務指示清楚說明

法院行使酌情權裁定訟費時，會考慮訴訟一方是否曾不合理及

固執地拒絕調解的建議。  

 

司法機構亦在 2 0 1 0 年成立了「調解資訊中心」，定期為訴訟各

方及公眾人士舉辦調解資訊講座，除了向法庭使用者闡明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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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好處外，更鼓勵願意參與調解的當事人在調解前作充足的準

備。  

 

按照司法機構近年收集的數據顯示，在 2 0 1 3 年，呈交原訟法

庭的調解報告書，已完成調解服務的個案中，有 4 5 %達成協

議；另外那些未能在調解時達成協議的個案，卻可於其後 6 個

月內解決爭議，令最終能達成協議的案件比率達至 5 7 %。  

 

數據亦顯示，達成全面協議的個案平均需要 5 小時。至於有關

用 於 調 解 的 費 用 ， 平 均 來 說 ， 每 個 達 成 全 面 協 議 的 案 件 為

1 7 , 3 0 0 港元／每小時為 3 , 4 0 0 港元。整體而言，在 2 0 1 3

年，有關原訟法庭案件由委任調解員至完成整個調解過程平均

所需的時間（以日數計）為 4 3 天。  

 

由以上的數字可知，調解是既適時，符合經濟效益又能令各方

滿意的另類排解程序選擇。但如果訴訟中一方堅持訴諸法律而

不管法庭建議，不肯嘗試這另類排解程序的話，不願意的一方

實際上等於採用了可能較昂貴及費時的方式來處理紛爭，以致

各方可能蒙受更大的損失。  

 

曾經有訴訟人士對調解有錯誤觀念。有些當事人誤會法庭鼓勵

訴訟人參與調解是強制性的，並不認為是一種選擇。因此，無

論是代表律師還是其當事人，在參與調解時就採取一種交代式

的心態，在沒有任何誠意和準備下，出席調解會議。這對整個

調解過程，以及調解達至和解的機會率，無疑會大打折扣。  

有些案件的當事人，甚至委任沒有代表性或者授權沒有決策能

力的人士出席調解會議；相反，另一方卻是充滿誠意和做足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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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參與調解。在這種不協調的情況下，調解會議會遇上不少矛

盾和阻力。因此，雙方委任出席調解會議的代表，應與整個案

件的重要性相稱。總括而言，調解的提倡者，包括代表律師，

對其客戶的專業意見，應包含當事人參與調解時須有尊重的態

度，對釐定協議保持靈活和開放的心態，以及考慮未能達成協

議而需要付上的代價等。  

 

調解要成功，實在有賴多方面的配合，參與各方在調解前的準

備、投入感、開放的態度和誠意均是令個案能否達至和解的關

鍵元素。若參與調解的當事人能够放下不切實際的前設，抱着

真誠及積極務實的態度參與，並且配合調解員專業的分析及引

導來尋找雙方均可以接受的解決方案，很多時大家會發現案件

不難和解。  

 

現時法律業界的訴訟思維模式已朝著嶄新的方向轉變。但是要

讓社會人士認同調解是另類排解程序的其中一項，各方面仍需

努力推動。在過去數年，我們持續鼓勵法律界的執業人士，協

助他們的當事人了解調解所帶來的正面利益，而並非為例行公

事而進行，我們更期望業界人士能澄清法庭並沒有指示每宗案

件均須強制性地進行調解。我們相信有關的教育及培訓仍需繼

續，使調解的文化能廣泛地被接受，讓調解更普及地被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