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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调解员专业操守最佳准则

（本准则于2021年12月10日经粤港澳大湾区法律部门第三

次联席会议审议通过，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甲) 引言

本文件列出由粤港澳大湾区调解平台颁布及制定的调解员专

业操守的最佳准则（“专业操守最佳准则”），供三地调解机构

在制定其详细专业操守标准时参考。

鉴于大湾区有三种不同法制（内地、香港和澳门），而三地

调解的模式、体制及发展各有差异，因此三地调解机构可按实际

情况和执行需要，参照及以专业操守最佳准则为基础，各自制定

其详细的专业操守标准。

(乙) 调解员的基本责任和原则

1. 秉持中立

1.1. 调解员应保持不偏不倚及公平对待调解参与者，并不偏

袒涉及争议的任何一方。

1.2. 调解员应确保在任何和解（调解）协议中不涉及任何个

人利益。

2. 保持公正

2.1. 调解员必须以公正的态度对待各方。公正指无论在行为

上及言语上都不可存有任何喜好或偏袒，并承诺为所有而非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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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调解参与者服务。

2.2. 如调解员可能与任何调解参与者有任何关系（如工作上

认识、朋友关系等），调解员应在调解之前或期间通知所有调解

参与者，并在担任调解员前征得各方的同意。

2.3. 调解员应披露所有就其合理所知的实际及可能的利益

冲突。在作出披露后，调解员应辞退调解的工作，除非各方均选

择保留此调解员。

2.4. 调解员应严格自律，清正廉洁，不得索取、收受调解参

与者请客、馈赠或提供的其他利益。

3. 尊重当事人意愿

3.1. 调解员有责任确保各方均明白调解原则（自愿、自主、

保密、不偏不倚且无损权益等）、调解员角色（保持中立、协助

各方商讨、没有利益冲突等）及调解会议中的程序，基本规则和

各方对调解会议的参与程度。

3.2. 在实质讨论开始前，调解员必须获各方同意进行调解，

及确保各方及其代表具有适当的权限参与调解并达成和解。

3.3. 调解员应通知调解参与者其有权在任何时间或基于任

何原因放弃调解。如调解员相信调解参与者不可能及不愿积极参

与调解过程，调解员应暂停或终止调解。

4. 保守秘密

4.1. 调解员应恪守保密责任，不得泄露在调解过程中知悉的

案情信息、调解信息以及调解参与者的隐私和商业秘密，并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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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确保调解各方知悉及承诺遵守其保密责任。视乎实际情况，调

解员或需要在调解会议中实施特别保密措施。

5. 具备调解能力

5.1. 调解员应能够独立从事或参与调解工作。

5.2. 调解员应合理地应允调解各方的要求，确保当事各方知

悉调解的程序、保持中立及思想开放。

5.3. 调解员应与各方建立友好关系，建立各方对调解员和调

解程序的信心，并为调解过程创造正面的氛围。

5.4. 调解员应就跨境争议考虑和解（调解）协议的执行性，

草拟一份可执行及有法律效力的书面和解（调解）协议。

（丙） 调解员的角色和责任

6. 调解员的角色

6.1. 适当管理联合会议和单独会面的流程。

6.2. 能识别和总结各方案情和争议点并确定讨论议程优先

次序。

6.3. 促进及鼓励各方在争议点讨论中的直接对话。

6.4. 确定各方共同基础/一致之处（如适用）。

6.5. 在单独会面时，能寻求获得第一次联合会议未透露的背

后利益，需求和关注等额外信息，以帮助各方了解维持其立场的

风险并发展其解决问题的意愿。

6.6. 根据调解员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分析案情，包括协助各

方更好地了解他们的案情在争议中的强弱点，及对争议在法庭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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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程序中可能出现的结果作出适当的评估及预测。

6.7. 协助各方了解无法解决纠纷时的其他选项，探讨不能达

成和解（调解）协议时的最佳及最差的潜在替代方案。

6.8. 促进各方产生及适当时向各方提议和解的选项。

6.9. 识别僵局并展示处理僵局的策略。

6.10. 协助各方进行谈判，鼓励各方发挥创意，将各方需求

及关注转化为选项，并在他们选择的和解方案中创造价值，而不

仅仅是在底线上作出让步。

7. 调解员的责任

7.1. 调解员应解释调解并非仲裁、法律陈述或治疗程序，调

解员不会代表双方决定任何事项。

7.2. 在调解中，争议者如就其个人利益亲身处理有关事务而

同时又存在着重大的法律问题，调解员应鼓励参与者寻求合理所

需的独立法律意见，以便达成知情的协议。

7.3. 调解员应给予并支持每位调解参与者充分机会有效地

表达其关注/争议点，以及促成及加深另一方的理解。

7.4. 调解员有责任在进行实质的商议前向参与者界定及解

释任何调解费用，亦应与参与者协定有关收费的分配及付款方式。

调解员不应收取任何胜诉费用或基于调解结果而收取费用。

7.5. 调解员有责任以其知识教导公众何谓调解、使公众可利

用调解解决问题、改善程序滥用及改进其专业技巧及能力。

7.6. 除调解参与各方充分知情的书面同意外，调解员不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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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程序结束后再就同一或相关争议解决程序中担任仲裁员、审

判员、陪审员、调解员、证人或当事人的代理人或法律顾问。

(丁) 调解员的能力要求

8. 品行要求

8.1. 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

法》，拥护“一国两制”。

8.2. 财政稳健、称职、诚实、信誉良好且可靠。

9. 沟通技巧

9.1. 自信地沟通。

9.2. 适当的眼神交流和肢体语言。

9.3. 积极倾听。

9.4. 确认及容许各方表达关注/情感/感受。

9.5. 总结各方的观点。

9.6. 鼓励/支持各方的沟通和参与。

9.7. 适当发问。

9.8. 重新措辞。

9.9. 适当运用辅助工具。

9.10. 以中性语言列出争议点。

10. 管理技巧

10.1. 有耐性、坚持及保持冷静。

10.2. 保持对调解流程控制（包括适时地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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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避免过份主导调解过程。

10.4. 适当的时间管理。

10.5. 缓和紧张场面/控制冲突，及处理各方对争议点的情绪

和看法。

10.6. 适当管理任何各方出现的谈判筹码过份不对等的情况。

10.7. 期望管理。

10.8. 能适时顺利地过渡调解会议的每一个阶段。

11. 谈判技巧

11.1. 找出需要解决的争议点。

11.2. 适当的协助各方了解对方的利益并聚焦关注各方的基

本需求/利益。

11.3. 提出合理质疑/怀疑。

11.4. 现实测试。

11.5. 避免或处理僵局。

11.6. 评估替代方案的潜在选项。

11.7. 聚焦未来。

12. 文书技巧

12.1. 微调和解方案等条款。

12.2. 确保包含所有争议点。

12.3. 须清晰及明确列明各方在履行条款时须采取的行动，

合并和总结和解条款。

12.4. 制定应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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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确认各方有足够权限签订和解（调解）协议。

12.6. 表扬各方的参与，并提醒他们保密及对和解方案的承

诺。

12.7. 促进各方签订和解（调解）协议。

12.8. 如果没有达成协议或达成部分协议，总结进展并让各

方考虑前进的方向，及以肯定各方努力及正面的态度作结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