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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 the Client Alert in English 

有关扩大内地与香港之间相互认可和执行民事判决的新条例  

该新条例将突破内地与香港之间的司法管辖权障碍，并进一步促进两地之间的商业往来。 

要点： 

• 香港近期通过了一项新的条例，该条例将促使一项2019年1月签署的判决安排（以下简称“《2019
年安排》”）生效，从而扩大内地与香港之间相互认可和强制执行判决的范围。  

• 一旦《2019年安排》开始生效，大部分民商事争议中的金钱判项和非金钱判项均可在两地获得相互
认可及执行。  

• 判决所涉债权人将能够针对判决债务人位于内地和香港两地的资产进行强制执行。 

2022年10月26日，香港立法会通过了一项意义重大且期待已久的草案，颁布了《内地民商事判决（相互强
制执行）条例》（以下简称“该条例”）。该条例将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院）与香港律
政司签发的《2019年安排》开始生效，并将废除目前根据《内地判决（交互强制执行）条例》（香港法例
第597章）执行的判决执行安排（以下简称“2008年安排”）。  

在该条例于香港开始生效后，最高院将颁布新的司法解释，用以取代其2008年颁布的司法解释（法释
[2008]9号）（以下简称“2008年司法解释”）。 

本《客户通讯》概述了《2019年安排》中内地与香港相互认可及执行判决的主要变化，并探讨了《2019年
安排》将会如何影响两地的民商事争议问题。 

《2019年安排》的变化 
《2019年安排》旨在通过降低内地和香港两地重复民事诉讼的需求，节约两地的法律成本和司法资源。该
安排扩展了内地和香港两地可相互认可及执行之判决的范围，从而构建了综合一体化的区际司法协助体
系。《2019年安排》删除或修改了《内地判决（交互强制执行）条例》和2008年司法解释中的以下规定。  

 

https://www.lw.com/en/practices/litigation-and-trial-practice
https://www.lw.com/admin/upload/SiteAttachments/Alert%203045.pdf
https://gia.info.gov.hk/general/201901/18/P2019011800506_302074_1_154779659842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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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legco.gov.hk/yr2022/chinese/bills/b202204221.pdf
https://www.gld.gov.hk/egazette/pdf/20222644/cs12022264411.pdf
https://www.gld.gov.hk/egazette/pdf/20222644/cs12022264411.pdf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597!sc?INDEX_C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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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删除专属协议管辖安排 
在2008年安排中，仅在所有当事方均在案争合同中约定由内地或香港法院专属管辖的情况下，判决方可在
两地获互认执行；而《2019年安排》中不再作该要求。  

拟根据《2019年安排》寻求判决互认执行的申请人仅需证明：  

• 案涉争议不属于被请求方法院（即被申请认可互认执行判决的法院）的专属管辖，且  

• 案涉争议与原审法院（即作出原判决的法院）之间存在“联系”，以证明就《2019年安排》而言，原审
法院具管辖权。原审法院与争议之间的联系可基于以下：  

– 被告住所地，  

– 被告营业所在地，  

– 案争合同履行地，  

– 侵权行为实施地，或  

– 争议与原审法院之间的其他任何实际联系，例如合同履行或签署地、标的物所在地等。值得注意的
是，根据《2019年安排》及最高院的规定，就互认执行的目的而言，协议选择特定法院本身即足以
作为争议与原审法院之间的联系，除非各方当事人住所地都在被请求法院境内。 

2. 扩大了所涵盖的判决内容 
《2019年安排》规定了更多可相互认可及执行的判决。2008年安排仅适用于因合同争议而产生的判决，而
《2019年安排》则涵盖了香港和中国内地法律项下几乎所有“民商事”性质的判决（其中明确列举除外的
案件类型暂不适用）。除外的案件类型包括：  

• 仲裁相关案件，即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以及撤销仲裁裁决；  

• 企业破产清盘、债务重组及个人破产，其它安排中另有规定除外； 

• 非司法程序以及与行政监管案件相关的司法程序，包括内地的行政诉讼案件以及香港的司法复核案件；
及 

• 部分知识产权案件，例如确认知识产权效力、发明专利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案件、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
率案件以及标准专利（包括“原授”专利）及短期专利侵权案件等。  

3. 增加了可执行救济的类型 
根据《2019年安排》，除判决外，裁定也可被认可及执行。内地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和支付令
可在香港执行。香港地区或以上级别的法院以及竞争事务审裁处、土地审裁处、劳资审裁处及小额钱债审
裁处签发的判决、命令、判令和讼费评定证明书均可在内地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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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安排》将涵盖涉及金钱（一般不包括惩罚性赔偿，但知识产权及不正当竞争案件除外）及非金钱
救济（例如确权性救济及强制履行令）的判项。 

但《2019年安排》中仍然规定了一些不属于可相互认可及强制执行的事项，例如内地作出的保全裁定以及
香港作出的禁诉令及临时救济命令。但根据两地仲裁临时措施安排，仲裁地在内地或香港的仲裁程序可在
另一地区申请临时措施。  

此外，相较2008年安排中规定了判决须为“终审判决”且“具有执行力的”，考虑到难以确定内地的判决
是否属于终局性判决（因为理论上，所有内地判决均可能被提起审判监督程序，因此并非终局性判决），
《2019年安排》仅要求判决为“生效判决”。 

4. 法院拒绝认可及执行判决的依据 
相比2008年安排，《2019年安排》规定了被请求方法院拒绝认可或执行判决的新依据，其中包括： 

• 原审法院就，《2019年安排》而言，对争议无管辖权。 

• 被请求方法院受理相关诉讼后，原审法院又受理就同一争议提起的诉讼并作出了判决。 

• 认可及执行该判决会明显违反被请求方所在地法律的基本原则。 

申请程序  
在内地申请强制执行香港的判决须向申请人或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被申请人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
提出申请；在香港申请强制执行内地的判决则须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申请。  

申请时须提交一份判决副本，原审法院就证明该判决属于生效判决的证明书，以及申请人的身份证明材
料。如为缺席判决，法院还会要求提供文件证明已向缺席方妥善送达法律程序文件。 

下一步工作 
在颁布该条例后，香港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将签发规管相关操作和程序的规则，最高院则将颁布相应司法
解释，以正式生效《2019年安排》。 

在上述规则和司法解释就绪之后，香港律政司将与最高院沟通，确定《2019年安排》于两地同时开始生效
的日期。 

《2019年安排》将适用于其生效当日及之后作出的判决，届时判决债权人将可针对判决债务人位于两地的
资产申请执行判决。《2019年安排》将突破内地和香港之间的司法管辖权障碍，更好地促进两地之间的商
业往来。  

在《2019年安排》生效之前，专属协议管辖条款合同所涉判决仍可根据2008年安排在内地和香港两地获相
互认可和执行。 

评论 
就《2019年安排》生效日之后作出的判决，判决相关债权人将可针对判决债务人位于内地和香港两地的资
产申请执行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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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提起法律程序的当事方在决定在何处提起法律程序时将拥有更大的灵活性，因为在香港作出的判决将可
更方便地在内地获得认可（反之亦然），无需就此提起重复的法律程序。  

对于正起草商业合同且可能需要在香港和内地执行判决的当事方而言，鉴于专属协议管辖安排的要求将被
删除，其在民商事合同中约定争议解决管辖方面，也将会享有更大的灵活性。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各方可
选择在合同中采用不对称的管辖权条款，而同时也保证判决将在香港和内地两地均可得到执行。不对称的
管辖权条款在国际融资交易中颇为常见，该条款约定合同一方（通常是贷款方）可在任何司法辖区起诉其
他方，同时限制其他方（通常是借款方）仅可在某专属司法区提起诉讼。涉及不对称管辖条款的合同的判
决将可能根据《2019年安排》获得相互认可和执行。  

对于可能涉及到居（位）于香港及/或内地的当事方的合同，或以其它方式具备香港及/或内地连接点的合
同，利益相关方可以重新斟酌合同中的争议解决条款，并在启动任何法律程序之前，就适当的起诉法院寻
求法律意见。瑞生将会密切关注具体实施细则和安排的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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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客户通讯在瑞生香港办公室赵晋尉及北京办公室李芷莹的协助下完成。 

 

您可能还对以下内容感兴趣 

香港与中国内地达成仲裁相互协助保全安排（英文版） 

 

 

本客户通讯是瑞生国际律师事务所向客户及其他友好各方提供的新闻资讯。本客户通讯涉及中华人民共和
国（中国）的法律发展，瑞生（作为一家外国律师事务所）在该司法管辖区未获执业许可。本出版物中包
含的信息不是也不应被解释为与中国或任何其他司法管辖区有关的法律意见。如果您需要关于上述事宜的
法律意见，请联络具有合适中国执业资格的律师。邀请您与我们联系并不是在中国或瑞生未获授权执业的
任何司法管辖区的法律下要约提供法律服务的行为。瑞生客户通讯的完整清单可于 www.lw.com 阅览。如
欲更新您的联络资料或自订从瑞生国际律师事务所收到的信息，请登录订阅页面订阅本所的全球客户通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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