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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就仲裁程序

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

法释〔2022〕7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九十三条

的规定，经最高人民法院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协商，现就内地与澳

门特别行政区关于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作出如下安排。

第一条 本安排所称“保全”，在内地包括财产保全、证据

保全、行为保全；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包括为确保受威胁的权利得

以实现而采取的保存或者预行措施。

第二条 按照澳门特别行政区仲裁法规向澳门特别行政区

仲裁机构提起民商事仲裁程序的当事人，在仲裁裁决作出前，可

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

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向被申请人住所地、财产所在地或者

证据所在地的内地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保全。被申请人住所地、财

产所在地或者证据所在地在不同人民法院辖区的，应当选择向其

中一个人民法院提出申请，不得分别向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人民法

院提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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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仲裁机构受理仲裁案件前申请保全，内地人民法院采取保

全措施后三十日内未收到仲裁机构已受理仲裁案件的证明函件

的，内地人民法院应当解除保全。

第三条 向内地人民法院申请保全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保全申请书；

（二）仲裁协议；

（三）身份证明材料：申请人为自然人的，应当提交身份证

件复印件；申请人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应当提交注册登记

证书的复印件以及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

（四）在仲裁机构受理仲裁案件后申请保全的，应当提交包

含主要仲裁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与理由的仲裁申请文件以及相

关证据材料、仲裁机构出具的已受理有关仲裁案件的证明函件；

（五）内地人民法院要求的其他材料。

身份证明材料系在内地以外形成的，应当依据内地相关法律

规定办理证明手续。

向内地人民法院提交的文件没有中文文本的，应当提交中文

译本。

第四条 向内地人民法院提交的保全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

事项：

（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当事人为自然人的，包括姓名、

住所、身份证件信息、通讯方式等；当事人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

织的，包括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称、住所以及法定代表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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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住所、身份证件信息、通讯方式等；

（二）请求事项，包括申请保全财产的数额、申请行为保全

的内容和期限等；

（三）请求所依据的事实、理由和相关证据，包括关于情况

紧急，如不立即保全将会使申请人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

或者将使仲裁裁决难以执行的说明等；

（四）申请保全的财产、证据的明确信息或者具体线索；

（五）用于提供担保的内地财产信息或者资信证明；

（六）是否已提出其他保全申请以及保全情况；

（七）其他需要载明的事项。

第五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向内地仲裁机构提

起民商事仲裁程序的当事人，在仲裁裁决作出前，可以根据澳门

特别行政区法律规定，向澳门特别行政区初级法院申请保全。

在仲裁机构受理仲裁案件前申请保全的，申请人应当在澳门

特别行政区法律规定的期间内，采取开展仲裁程序的必要措施，

否则该保全措施失效。申请人应当将已作出必要措施及作出日期

的证明送交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

第六条 向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申请保全的，须附同下列

资料：

（一）仲裁协议；

（二）申请人或者被申请人为自然人的，应当载明其姓名以

及住所；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应当载明其名称、住所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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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和住所；

（三）请求的详细资料，尤其包括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和法律

理由、申请标的的情况、财产的详细资料、须保全的金额、申请

行为保全的详细内容和期限以及附同相关证据，证明权利受威胁

以及解释恐防受侵害的理由；

（四）在仲裁机构受理仲裁案件后申请保全的，应当提交该

仲裁机构出具的已受理有关仲裁案件的证明；

（五）是否已提出其他保全申请以及保全情况；

（六）法院要求的其他资料。

如向法院提交的文件并非使用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其中一种

正式语文，则申请人应当提交其中一种正式语文的译本。

第七条 被请求方法院应当尽快审查当事人的保全申请，可

以按照被请求方法律规定要求申请人提供担保。

经审查，当事人的保全申请符合被请求方法律规定的，被请

求方法院应当作出保全裁定。

第八条 当事人对被请求方法院的裁定不服的，按被请求方

相关法律规定处理。

第九条 当事人申请保全的，应当根据被请求方法律的规定

交纳费用。

第十条 本安排不减损内地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仲裁机构、

仲裁庭、仲裁员、当事人依据对方法律享有的权利。

第十一条 本安排在执行过程中遇有问题或者需要修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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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协商解决。

第十二条 本安排自 2022 年 3 月 25 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