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届中国——新加坡国
际商事争议解决论坛在厦举
办。（市海丝法务办 供图）

▼通过“企业国际化经营合规
风险排查”培训，提升企业合规
意识及水平。（市贸促会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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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文/本报记者 李晓平
今年投洽会期间，在厦门市贸促会的积极配合推动下，国

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ICDPASO）（厦门）代表处在厦门
海丝中央法务区自贸先行区的海上世界如期揭牌。同时，市贸
促会与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及
海峡两岸仲裁中心三家仲裁机构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设立服务窗口、举办高端论坛、法律体系建设、商事法律服务
……去年以来，作为海丝中央法务区建设工作厦门领导小组成员
单位，厦门市贸促会充分发挥贸促会涉外商事法律服务优势，积
极参与海丝中央法务区建设工作，这些热词勾勒出了他们这一年
来的工作成效。

厦门国际
商事法庭

●设立服务窗口
设立中国贸促会/中国

国际商会厦门调解中心、中
国贸促会自贸协定（厦门）服
务中心窗口，为企业提供法
律咨询、涉外商事调解服务
和开展自贸协定宣传推广及
签发优惠原产地证书服务。

●举办高端论坛
在市贸促会的积极引进

和推动下，中国国际贸易促
进委员会、新加坡律政部共
同主办的“第二届中国——
新加坡国际商事争议解决论
坛”今年4月在厦成功举办，
论坛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形式举行，累计超过200万
人次通过网络直播观看。

●法律体系建设
配合市海丝法务办参与

第一、第二届海丝中央法务
区论坛，协办三场海丝中央
法务区高端讲堂；参与《海丝
中央法务区建设的若干措施
实施细则》《海丝中央法务区
厦门片区法务机构奖励补助
申报指南》《海丝中央法务区
建设管理办法》等政策制定
工作。

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以下
简称“争端解决组织”）成立于2020年10月
15 日，是在中国贸促会倡议支持推动下，
由中国国际商会联合有关国家商协会、法
律服务机构、高校智库等共同发起设立的
非政府间国际组织。

争端解决组织现有会员单位51家，其中
境外会员单位35家，涉及96个国家和地区。

2022 年 9 月 7 日，争端解决组织在厦

门设立全球首个代表处，为福建省及东南
沿海地区企业国际化经营提供“事前预
防、事中管控、事后解决”的全链条商事法
律服务，推动海丝中央法务区建设成为具
有国际影响力、世界知名度的现代化法治
创新平台。

争端解决组织将与海丝中央法务区
厦门片区共同携手，在推动完善全球治理
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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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贸促会充分利用贸促系统涉法资源，
为企业提供覆盖全链条的商事法律服务。

开展经贸预警和咨询培训，加强法律
风险事前预防。多渠道发布经贸预警信
息，推广跨境贸易投资法律综合支援平台
——贸法通，为企业提供24小时法律咨询
热线。今年以来，市贸促会围绕自贸协
定、企业国际化经营合规风险、知识产权
保护等专题，先后举办线上线下法律业务
讲座和培训6场，参加企业代表3000多人
次，邀请企业参加中国贸促会举办的线上
培训25场。

以RCEP宣传推广为重点，开展商事
认证、合规建设工作，做好涉法事务服
务。市贸促会结合RCEP实施，做好企业
利用FTA政策宣传推广工作，提高企业使
用FTA能力。仅今年1-9月，共签发各类
优惠原产地证书 10758 份，同比增长
34.9%，涉及金额6.33亿美元，同比增长

40%；根据企业需求不断拓展认证新业
务，为企业出具自由销售证书、出口商品
品牌证书等，帮助企业提高产品在国际市
场的竞争力。

市贸促会与中国贸促会法律部联合
开展“企业国际化经营合规风险排查”活
动，内容包含“企业国际化经营合规风险
排查”培训、出具合规风险评估报告、“一
对一”合规咨询座谈会、走访调研企业等；
为我市30家大中小型外贸生产和经营企
业“一对一”提供合规建议及合规建设方
案，提升企业合规意识及水平。与中国贸
促会商法中心合作共建企业合规师厦门
培训基地，培养企业合规人员。

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市贸促会
将主动担当作为，力争在推进海丝中央法
务区建设、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法务聚
集区和涉外商事、海事争端解决优选地等
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配合海丝中央法务区建设需要，市贸
促会在海丝中央法务区自贸先行区服务
大厅，设立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厦
门调解中心、中国贸促会自贸协定（厦门）
服务中心窗口，为企业提供法律咨询、涉
外商事调解服务和开展自贸协定宣传推
广及签发优惠原产地证书服务。

发挥自身优势，引进和举办国际高
端法律论坛。在市贸促会的积极引进和
推动下，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新加
坡律政部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中国——
新加坡国际商事争议解决论坛”于今年
4月在厦成功举办，论坛以“国际商事争
议解决发展与未来”为主题，采用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形式举行，累计超过200万
人次通过网络直播观看。值得一提的
是，“2022年国际调解高峰论坛”将于本
月 23日至 25日在我市举行，筹备工作
正在稳步推动中。

在海丝中央法务区公共法律体系建
设中，市贸促会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如配
合海丝法务办参与海丝中央法务区论坛，
协办三场海丝中央法务区高端讲堂；联合
有关部门共同遴选“企业外贸合规服务机
构”“金砖国际法律服务机构”，服务广大
外经贸企业；参与《海丝中央法务区建设
的若干措施实施细则》《海丝中央法务区
建设管理办法》等制定工作。

举办高端国际法律论坛 参与公共法律体系建设

利用贸促系统涉法资源 为企业提供商事法律服务

名片 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

▼

“现在开庭……”9月19日，厦门国际
商事法庭敲响了公开开庭审理案件的“第
一槌”，对一起涉及海丝沿线国家的委托
合同纠纷一审案件以“线上+线下”方式进
行审理，开启了厦门国际商事法庭涉外审
判的“新里程”。

“早在2002年，厦门中院成为全国首
批有权管辖涉外民商事案件的中级法院，
现在审理的涉外民商事案件覆盖多达30
多个国家和地区。”据厦门国际商事法庭
负责人邱一帆告诉记者，“今天敲响了厦
门国际商事法庭成立后的第一槌，今后，
我们将通过高质量的案件审理，打造国际
商事纠纷解决优选地，为共建‘一带一路’
及海丝中央法务区建设提供更优质的司
法保障”。

2022 年 1 月,厦门国际商事法庭
（Xiame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Tribu-
nal）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复设立。自诞生之
日起，厦门国际商事法庭按照“国际化、智

慧化、集成化、专业化”建设原则，以“引领
法务资源集聚全方位、拓展法律服务全链
条、运用数字支撑全流程”为发展路径，共
同打造国际商事纠纷多元解决平台、国际
商事司法一站通办平台、国际商事法务创
新发展平台“三大平台”工作载体，着力构
建提升涉外商事纠纷化解质效的N项工
作机制，在探索构建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优
选地，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上进
行了许多“厦门探索”。

今年以来，厦门中院紧扣高质量发展
主题，充分发挥特区法院化解矛盾纠纷、
营造良好法治环境、支持改革创新等职能
作用，印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为
海丝中央法务区发展提供司法服务保障
的实施意见》，出台全国地方法院首份中
英文版《厦门国际商事法庭规程》，发布中
英文版《厦门法院涉外商事审判白皮书》，
主动融入并服务保障海丝中央法务区建
设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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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依托智慧法院建设成
果，研发上线厦门国际商事法庭“一站式”司法服务
平台，建立智慧化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

●运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提供全天候网
上立案、异步证据交换、远程参加庭审、在线文书接
收等数字化诉讼服务支持，让公正司法加速抵达。

●整合多元解纷资源，实现覆盖全流程、有序
衔接的在线诉讼、调解、仲裁等运行规则，提供多元

解纷方案，满足同步、异步远程调解、文书自动生
成、司法确认、一键转立等功能需求，形成诉与非诉
有机结合的“一体双翼”格局。

●创新司法服务能力，发挥法律服务纽带作
用，实现法务资源一站聚集，提供虚拟数字人、24
小时视频客服热线、专家委员在线委托、域外法查
明等服务，助力打造国际商事法治创新先行先试，
打造国际商事审判创新标杆。

本组文/本报记者 江海苹 通讯员 厦法宣
本组图/市中院 提供
争取最高院批准成立厦门国际商事法庭、福建省高级人民

法院在海丝中央法务区设立巡回审判点，与现有的金融司法协
同中心、破产法庭、涉台法庭、知识产权法庭等有机结合，不断完
善完整的国际诉讼服务链条；发布全国地方法院首份中英文版
国际商事法庭规程，创新涉外商事审判体制机制，贯通国际商事
纠纷化解前、末端；印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为海丝中央
法务区发展提供司法服务保障的实施意见》等，服务保障海丝中
央法务区发展。

海丝中央法务区启动建设一年来，厦门中院深入贯彻习近平
法治思想，按照“打造立足福建、辐射两岸、影响全国、面向世界，
打造现代化国际化一流法治高地”的建设定位，瞄准“持续优化营
商环境、深化改革开放、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建设目标，有效集聚
司法资源，创新完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参与厦门
加快涉外法治战略布局，助力海丝中央法务区建设成为现代化国
际化一流法治高地。

为了进一步发挥法院多元解纷职能，
厦门中院引入多元化主体参与，建立诉
讼、调解、仲裁等有效衔接的“一站式”解
决机制。厦门中院加强与厦门仲裁委员
会合作，探索建立诉讼与调解、仲裁有机
衔接的“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
决机制。探索建立中立评估机制，按照不
同行业、专家擅长等，为国际商事纠纷争
议问题、处理方式等提供专业评估意见，
形成个性化解决方案，满足当事人多元化
司法需求，推动形成法务区纠纷解决能力
的合力。

今年9月份，厦门中院与市政府侨办、
市人大侨外委、市政协港澳台侨外委、市
归国华侨联合会、致公党厦门市委等共同
签署《关于全面深化涉侨纠纷多元化解工
作的实施意见》，在促进诉源治理、完善诉
调对接、提升审判质效、拓宽侨胞参与等9
个方面提出合作措施，发挥侨乡优势，开

展涉侨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推进涉侨服
务高效化，提升厦门国际商事法庭在海丝
沿线国家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此外，探索
建立国际商事审判专家咨询机制，联合国
内高校，拟在域外法查明、课题调研、培训
合作等方面合作，建立多边、双边域外法
查明合作机制，为共建“一带一路”及海丝
中央法务区建设提供司法保障。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在新的历
史征程中，厦门国际商事法庭将勇立潮
头、勇毅前行，以“一个法庭+三个平台+N
项工作机制”，不断推进国际商事审判机
制创先走前，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和海丝
中央法务区建设，为中外当事人提供稳
定、公平、透明、便捷的司法服务，致力建
设成为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国际商事争
端解决优选地，在高素质高颜值现代化国
际化城市建设中展现司法更大担当、更大
作为。

搭建“一站式”解决机制
形成国际商事纠纷化解合力

创新国际商事审判机制
打造“三大平台”工作载体

▲9月 19日，厦门国际
商事法庭敲响公开开庭
审理案件的“第一槌”。

▼厦门国际商事法庭着力构
建提升涉外商事纠纷化解质
效的N项工作机制。

●“三大平台”工作载体
厦门中院打造国际商事

纠纷多元解决平台、国际商
事司法一站通办平台、国际
商事法务创新发展平台“三
大平台”工作载体。

●创新完善工作机制
印发《厦门市中级人民

法院关于为海丝中央法务
区发展提供司法服务保障
的实施意见》，出台全国地
方法院首份中英文版《厦门
国际商事法庭规程》，发布
中英文版《厦门法院涉外商
事审判白皮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