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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法务区

集聚了青岛国际商事法
庭、青岛知识产权法庭、青岛
海事法院中央法务区审判区、
涉外仲裁机构、山东涉海法治
联盟等国际化法务资源和多
元解纷资源

上合法务区

设置了移民事务服务中心、“上合特色
体验中心”、“上合之窗”跨境呼叫中心、国际
人才交流中心等，打造集公共法律服务、国
别法律研究、法治文化交流、法治人才培养、
智慧法务等于一体的“一带一路”国际法务
聚集区

自贸法务区

正着力打造全链
条法务业态，目前已引
进20余家律所、公证、
仲裁等法律服务机构

金融法务区

依托青岛金家岭金融
聚集区优势，建设集法律
服务、调解、仲裁、审判“四
位一体”法务工作体系的
青岛金融法务大厦

数字法务平台

是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
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赋能政法
工作而打造的政法“云平台”。平
台整合律师、公证、司法鉴定、仲
裁、人民调解等法律服务资源，为
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提供“全流
程、全业务、全时空”的智能化、便
捷化法律服务

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聚集多类法治资源，加快构建全链条法务业态

青岛中央法务区：塑强高质量发展法治引擎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余 博

■上合法务区打造的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解决
平台——上合劳动争议调解工作室揭牌。

■青岛金融法务大厦外景。 ■自贸法务区外景。

法治同开放相伴而行，对外开放向前推进一步，涉外法治建设就要
跟进一步。

“中央法务区”是区域法务聚集中心地带。区域内，有法院、检察院、
公安、司法行政等政法机关落地，有仲裁、律所、公证、司法鉴定机构等涉法业
态支持，有会计、审计、税务、金融及酒店、餐饮等配套支撑。

近年来，建设中央法务区，成为国内各大城市法治建设发力的重要方
向。前不久，青岛中央法务区正式揭牌成立，由此标志着青岛涉外法治建设
工作迈入新阶段。工作推进中，青岛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建设引
领全省、辐射全国、面向世界的中央法务区，将不断完善“大政法”工作格局，
对青岛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将为
青岛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提供更多法治保障。

■自贸法务区
法律会客厅。

青岛中央法务区重点围绕“四区一平台”开展建设，形
成多元化推进、矩阵式发展、智能化支撑的法治引擎。

走进位于市南区的“青岛中央法务区涉外法务区”，这
里集聚了青岛国际商事法庭、青岛知识产权法庭、青岛海事
法院中央法务区审判区、涉外仲裁机构、山东涉海法治联盟
等国际化法务资源和多元解纷资源。其中，青岛国际商事
法庭是全省唯一地方性国际商事法庭，青岛知识产权法庭
对胶东六市实行跨区域集中管辖。

涉外法务区3楼建设的法务共享区，提供集共享多功能
厅、会议室、洽谈室、法律驿站等全方位功能的智慧共享空间，
同时配备仲裁室、调解室、智慧审判室、同声传译室等，“一键”
解决诸多法律服务要求。往上到6至9层，这里的国际商事
法庭、知识产权法庭，可同时满足本地开庭、调解谈话、远程提
讯、互联网开庭、多方联合开庭、跨网融合开庭等场景，形成上
下融合、内外交互、统一调度的全新庭审新局面。

“市南区是青岛法律服务业最为集中的区域，驻区律所
营收总额占全市营收总额52%，拥有3000余名执业律师，20
名律师入选全国千名涉外律师人才库，占全市三分之二。”市
南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东介绍，开放层次更高、营商环境
更优、辐射作用更强的涉外法治发展新高地正加速成型。

在位于胶州市的“青岛中央法务区上合法务区”，涉外
法律服务效能提高也获得了涉外企业的好评。前不久，伊
拉克籍人员穆罕默德和同事到青岛海瑞特化工材料有限公
司洽谈业务，因商贸签证即将到期，急需办理签证延期。上
合法务区移民事务服务中心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开启

“绿色通道”，快速完成受理、复核、审批、制证等各环节工
作，用最短时间为两人办理好业务，保障商务贸易洽谈活动
的顺利进行。

除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外，上合法务区还设置了“上合特
色体验中心”、“上合之窗”跨境呼叫中心、国际人才交流中

心等，打造集公共法律服务、国别法律研究、法治文化交流、
法治人才培养、智慧法务等于一体的“一带一路”国际法务
聚集区。

为企业服务的故事也在“青岛中央法务区自贸法务区”
上演。青岛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是青岛自贸片区内具有代
表性的小微型服务企业，由于对法律知识了解不深，如何规
避风险成为困扰公司已久的问题。消息传到青岛自贸片区
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后，平台主动为企业匹配了相关领域的
资深专家上门服务，针对业务合同逐条梳理，共梳理出10余
条风险点，帮助将企业经营风险最小化、利益合理化。青岛
中央法务区自贸法务区正着力打造全链条法务业态，目前
已引进20余家律所、公证、仲裁等法律服务机构。

“青岛中央法务区金融法务区”位于崂山区，依托青岛
金家岭金融聚集区优势，建设集法律服务、调解、仲裁、审判

“四位一体”法务工作体系的青岛金融法务大厦。同时，还
搭建了法治产学研基地，设立涉外法治研究中心，通过高标
准举办金融法治论坛等强化金融法治创新，打造以金融为
主体，以科技、海洋、知识产权、涉外法治为特色的全国金融
法治融合创新示范区。

“青岛中央法务区数字法务平台”是运用大数据、云计
算、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赋能政法工作而打造的政法

“云平台”。平台整合律师、公证、司法鉴定、仲裁、人民调解
等法律服务资源，为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提供“全流程、全
业务、全时空”的智能化、便捷化法律服务。

当前，青岛中央法务区正整合集成各类法治资源，不断
构建全链条法务业态。预计到2025年，全市聚集法律服务
从业人员1.2万人，法律服务业务年创收超过50亿元，形成
全面覆盖、无缝衔接国内国际法律服务需求的高能级服务
体系；到2030年，持续提供国际领先的法务解决方案，建成
引领全省、辐射全国、面向世界的法治高地。

矩阵式建设“四区一平台”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扩大开放是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以高质量涉外法治建设护航高水平
对外开放，是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提升自身综合能力的必
然要求。

纵观全球，英国伦敦、美国纽约等国际经济贸易中心往
往也是法律服务聚集中心，这些城市通过孕育成熟的法律
服务产业，形成了辐射全球的法律服务功能。

在国内，“中央法务区”“法律服务产业园”等法律服务
集聚区概念在近几年集中涌现，如成都天府中央法务区、上
海虹桥国际中央法务区、深圳前海深港国际法务区、广州湾
区中央法务区、厦门海丝中央法务区等。

“一个城市的中央法务区，必定是所在地区的法治示范
区和先行区。”山东科技大学文法学院院长孙法柏表示，建
设中央法务区不仅是法治青岛建设的重要举措，更是城市
服务法治化的系统性体现，将吸引会计、审计、税务、金融等
高端服务业进驻，整体提升城市服务能级。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青岛承担中国-上
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青
岛片区、国家财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等重大战略任
务，“一带一路”、RCEP、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等红利持续释放，涉外、涉海、涉金融贸易等领域的法
律服务需求旺盛。

青岛因海而生、向海而兴。青岛中央法务区建设凸显
“涉海”“涉外”两大特色。

在空间布局上，青岛中央法务区涉外法务区位于青
岛法律服务业最为集中的区域市南区，驻区律所营收总
额占全市营收总额 52%，拥有 6 家亿元级律所。上合法
务区、金融法务区、自贸法务区也都是聚焦区域核心特
点建设。

在功能设置上，除已进驻的青岛国际商事法庭外，青岛
还将争设“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法律服务委员会青岛中心”、

“一带一路”律师联盟青岛中心、涉外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等
一批机构，青岛中央法务区的“涉海”“涉外”特色也将愈发
明显。

矩阵式建设的青岛中央法务区，有利于集中分散的法
律服务资源，实现法律服务产业化发展，为大量商贸往来、
国际合作等提供集约高效充盈的法律服务、司法供给，为推
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提供有效法治保障。

时下，青岛正以建设中央法务区为契机，承办中国-上
合组织国家地方法院大法官论坛等，推动上合组织成员国
司法交流与合作；提升涉外裁判水平，提供高效、便捷涉外
涉海领域司法供给和法律服务；建立健全商事海事争端多
元解决机制，推动青岛成为国际商事海事等争议解决首选
地。“服务国家战略是青岛中央法务区建设的主要功能之
一。”市委政法委有关方面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发挥法治
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作用，服务保障‘一带一路’、经略海
洋、上合示范区、青岛自贸片区、涉外法治建设等，筑牢对外
开放的桥头堡。”

服务保障高水平开放

青岛中央法务区提供矩阵式、智能化公共法律服务，为
化解矛盾风险提供了效率高、成本低、影响小的“缓冲区”和

“协调器”，推动法治城市、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加
快了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事实上，中央法务区对于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已经有
所体现。成都天府中央法务区2022年集中审理全省90%的
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和 53%的涉外商事案件，涉法务机构
2022年税收同比增长 45.2%。在广州湾区中央法务区白云
中心区，与2017年底相比，现在白云区律师事务所数量增长
了近两倍，律师人数增长了近三倍，全区律师事务所营业收
入实现了7倍增长。

“建设中央法务区对律师行业是一大利好。”市律师协
会副会长、山东齐鲁(青岛)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王刚律师
说，“在现代法务集聚引领效应下，律师行业不仅办案效率
得到提高，案源也会扩大，既能加速青年律师人才培养，也
能提升青岛律师行业的能力和水平。”

从城市发展维度，建设青岛中央法务区是服务保障高
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使然。

这是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需
要。近年来，青岛先后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全国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合格城市，探索了“法智谷”“金智
谷”“心智谷”“法智蓝谷”等一批全国领先的经验做法，依法
治理水平日益提升。

这是提升产业、人才、资源竞争力的实际需要。青岛总
部经济、战略性新兴产业获得长足发展，对外贸易繁荣壮
大；山大、海大、青大等高校法学教育资源丰富；青岛国际商
事法庭是全省唯一地方性国际商事法庭；青岛知识产权审
判法庭对胶东 6市实行跨区域集中管辖；全市拥有 9000余
名执业律师，30名律师入选全国千名涉外律师人才库，占全
省一半以上。这些资源优势为青岛促进法律服务业集聚发
展，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值得一提的是，青岛中央法务区涉外法务区项目原为
财富中心大厦，由世界著名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工作室设
计，是广大青岛市民耳熟能详的地标性建筑，但因原开发商
资金链断裂，项目长期停滞。面对这一历史旧账，在青岛
市、区两级全力攻坚下，停滞9年的“烂尾楼”化身涉外法务
区重获“新生”，这本身就代表着中央法务区对城市发展的
推动作用。

不仅如此，可以预见，建设青岛中央法务区也将助力营
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在提升服务企业
合规能力方面，青岛中央法务区依托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
方经贸合作综合服务平台、青岛海事域外法查明研究中心
等，建立国别经贸法律研究中心、企业合规中心，开展对上
合组织国家、自贸协定缔约国家等法律国别研究，为企业提
供合规服务和涉外事务办理指引。在惠企法律服务供给方
面，青岛中央法务区集聚优质法律服务机构和人员，形成以
律师服务为核心，以公证、司法鉴定、会计、税务等专业服务
为配套的体系，为企业发展提供政策咨询、风险管控、商务
谈判、文书起草等服务。在推动产业聚集耦合方面，随着青
岛中央法务区建设不断深入，会吸引总部企业、新经济领域
以及战略咨询、会计审计、产权代理、专利保护、税务等泛法
务产业相伴集聚、协同发展。在推进金融法治创新方面，青
岛中央法务区会吸引国内外知名法律服务机构、知识产权
代理机构、翻译机构等入驻，探索成立金融商事调解中心，
推动金融法治产业集群加速集聚，促进法治与资本、技术、
人才、市场等要素耦合。在提升公共法律服务水平方面，青
岛中央法务区整合调解、公证、司法鉴定、法律援助等基本
公共法律服务，集聚商法财税一体化服务资源，有利于打造
多功能、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平台。

法务资源加速集聚、法律服务一站集成……时下，在青
岛中央法务区，“矩阵式”法务集群共同发力，一定会走出一
条涉外法律服务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