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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來，伴隨 「一帶一路」 建設的持續推進，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不斷
邁向深化，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間經貿往來的熱度穩步提升。與此同時，相關的跨境
商事糾紛也相應增加，精通國內司法服務又熟悉涉外法律問題的專業人士與團隊，日益
成為護佑 「一帶一路」 持續發展的 「穩定器」 。而對此類人才的現實需求，也越發受到
沿線各國的高度重視。

大公報記者 張寶峰

法律服務：國家有何所需

溝通協調 共同建立新規則 法律諮詢 企業出海添信心
從專業

的法律角度
看， 「一帶一路」 國際經貿規
則是一個龐雜的體系。在內容
上，它包括了貿易規則、投資
規則、知識產權規則、金融規
則、稅收規則和爭端解決規則
等；在形式上，它既有
以條約形式出現的國際
協定，也有以備忘錄形
式出現的文件。在規則
形成機制上，既有通過
雙邊機制建立的規則，
又有通過多邊機制建立
的規則。

「在 『一帶一路』
法治建設上，未來還要

解決現有規則和創新規則之間
的關係，既要遵守現有的國際
法準則，還要在這個基礎上改
舊立新。」 中國法學會國際經
濟法學研究會會長沈四寶表
示，特別是要講好我國全面依
法治國、推進法治建設的故事

和經驗，與 「一帶一路」 沿線
國家共同推進法治建設的進程
和質量。

另有專家分析認為，創新
和完善 「一帶一路」 國際經貿
規則，還應該積極對接新興市
場國家的貿易政策，與新興市

場國家結成緊密聯盟，
將這些國家的話語和制
度融入中國對外經濟政
策中，共同引領國際經
濟法律制度的變革。在
這一過程中，既要兼容
已有國際經濟法律制度
的合理內核，又要改進
和創新現有的國際經濟
法律制度。

企業是
「 一 帶 一

路」 建設的直接參與者，也是
法律風險的微觀管控者。對於
企業應如何有效應對相關法律
風險的問題，有專家指出，隨
着 「一帶一路」 建設的推進，
投資貿易衝突和摩擦可
能增多。企業應該合理
利用國際貿易規則，科
學評估爭端解決機制。
企業應從被動應訴，變
為主動利用各種國際貿
易規則和法律機制來維
護自身的合法權益。

還有分析認為，企
業應強化風險意識，改

善信息管理方式，注意信息搜
集、信息分類、信息分析和信
息應用。加強與其他利益相關
方溝通，充分利用國外中介機
構，對投資貿易方的國別環
境、行業和項目進行盡職調
查，提高自身風險防範意識。

企業在海外投資後，應當立即
聘請當地律師，與企業法律服
務人員協同配合，做好法律風
險防範工作。

記者了解到，中國企業在
海外投資時出現的問題，很多
都是由於沒有遵守當地的法律

和政策造成的。因此，
中國企業在參與 「一帶
一路」 建設時，一定要
嚴格遵守當地的法律、
法規，自覺履行法律賦
予的義務，與當地政府
和民眾建立友好合作關
係，樹立中國企業的良
好形象，這樣才能有效
促進投資貿易。

貿易投資更便捷 資金流動更快速

對接司法服務

基礎建設 投資回報需明確
眾所周知，

「一帶一路」 倡議
旨在促進經濟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
源高效配置和市場深度融合，推動沿
線各國實現經濟政策協調，開展更大
範圍、更高水平、更深層次的區域合
作，共同打造開放、包容、均衡、普

惠的區域經濟合作架構。而且
「一帶一路」 沿線各國資源稟

賦各異，經濟互補性強，彼此合作潛
力和空間很大。

與此同時， 「一帶一路」 多是基
礎設施建設項目，投資周期長、資金
量大、運行維護不易，其所涉地區還
存在着複雜的宗教、民族矛盾，恐怖
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滋生蔓
延。而且，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的
對外開放程度、法治狀況和市場化水

平差異較大。因此，市場主體在參與
共建 「一帶一路」 的過程中，不可避
免地會遇到各類法律風險。 「當今世
界部分地區貿易保護主義勢力抬頭，
嚴重制約着全球貿易自由化進程的推
進。」 西北師範大學中亞研究院研究
員李玉璧公開撰文指出， 「一帶一
路」 沿線國家大多數都屬於新興經濟
體和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和民

主法治程
度都不是
很高，可
能會重拾貿
易保護主義政策，以維護本國（地
區）利益。這樣會消解沿線國家和地
區為實現投資貿易便利化所做的努
力，並可能由此引發投資貿易法律糾
紛和風險。

長期合作

打破隔閡 保駕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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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國法學會

創新機制 激發活力
•目前，中國國際商事法庭處於發展階段，在案件管轄方面，超越
嚴格屬地主義的禁錮，推動中國法域外適用體系建設是大勢所趨。

儲備培養 引進人才
•隨着 「一帶一路」 建設深入推進，跨境金融貿易和基礎工程建
設、國際物流、海事海商等領域糾紛不斷增多，極其需要一批通曉
國際法律規則、善於處理涉外法律事務的涉外法治人才隊伍。

建數據庫 防範風險
•建立和完善 「一帶一路」 法律數據庫、案例庫和域外法查明平
台。及時公布適用外國法的案例，增強規則的透明度，引導當事人
了解和遵守相關國家法律，降低防範法律風險。

接軌國際 增競爭力
• 「十四五」 規劃綱要明確支持香港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
議服務中心。香港應抓住機遇，提升自身競爭力，通過打造亞太區
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中心促進國際法治的發展和合作。

「一帶一路」法治地圖
大型線上中文法律數據庫

具體目標：由深圳前海管理局統籌部署，致力解決因 「一帶一
路」 沿線國家地區語言不暢、對 「規矩」 的理解有別等信息不
對稱情況所引發的系列法律問題。

建設內容：包括提供六十多個沿線國家和地區經貿領域微觀法
律檢索服務、出版重點國家和地區的法律查明出版物，建設宏
觀法治平台介紹宏觀投資環境。

五大功能

翻譯：沿線國家法律條文、判例、應用法律文書以及相關國際
條約、規則和慣例等法律信息資源的採集、翻譯和數字化加工
功能。

檢索：相關法律信息資源的 「雲存儲」 、法律專業特色檢索、
可視化展示和互聯網推送功能。

研判：對沿線國家政治、經濟、法律和人文環境的大數據分析
與智能研判功能。

諮詢：專家智庫諮詢功能。

查閱：總結凝練沿線國家地區法律查
明的內容精華與法律查明的渠道
方法，編輯出版《 「一帶一
路」 沿線國家和地區法律
查明系列叢書》。

資料來源：法制日報

自2013年以來， 「一帶一路」 為沿
線國家的互聯互通、經濟往來搭建了全
新的平台與渠道，為各國乃至全球都帶
來了許多新的發展機遇。不過與此同
時，由於 「一帶一路」 沿線各國政治制
度、法律體系、傳統文化均存在顯著差
異，因此，在發展過程中也不可避免地
遇到了各種風險與挑戰。特別是跨境商
事糾紛的增加，使得涉外法律專業人士
及團隊的作用日益凸顯出來。

國際商事調解消除貿易糾紛
在北京，不少律師事務所都成立了

專門服務 「一帶一路」 相關糾紛的部門
或平台。以北京德恆律師事務所為例，
自2021年成立了北京市 「一帶一路」 法
律商事創新服務平台後，國際商事調解
中心已建立調解室100個，設立全球調
解員582名，受理案件8000件。

除了律師事務，相關公證業務也是

「一帶一路」 牽涉的重要法律內容。在
北京，公證機構已為數百家企業與 「一
帶一路」 沿線國家合作開發、投融資等
提供公證法律服務，業務範圍輻射 「一
帶一路」 沿線90%以上的國家，為服務
保障 「一帶一路」 建設作出積極貢獻。
近三年，北京市公證行業共辦理涉外公
證事項47萬件，出具的涉外公證書發往
180多個國家和地區，與國際和港澳台
公證法律服務界有着廣泛的聯繫。

涉外法律專才重要性漸凸顯
與普通法律糾紛不同，跨境爭議解

決的複雜性通常更高，一個完整的爭議
解決流程，往往需要解決許多細節問
題，諸如對爭議解決方式的選擇、外國
法律查明、外國法院判決的執行、外國
仲裁機構的仲裁判決的執行等，都需要
眾多法律性質的文件。因此，既能提供
這類法律文件，同時又精通國際語言的

涉外法律專業人士，需求大增。
「我國大多數法律從業人員對國內

業務非常精通，但對於國際化參與的程
度明顯參與不足，甚至不足以跟上中國
企業走出去的步伐。」 中國政法大學國
際法學院院長孔慶江認為，一名合格的
涉外法律服務人員，不僅需要具備國際
視野和語言能力，還要始終保持開放的
學習心態，積極參與國際法律服務交
流，不斷暢通涉外法律服務供需渠道。

自 「一帶一路」 倡議提出以來，中
國法學界一直積極探索，圍繞 「一帶一
路」 經貿合作方案、 「一帶一路」 國際
法治建設、國際經貿規則創新與完善等
重要問題開展研究，並取得了豐碩成
果。此外，國內相關體制也不斷優化，
發改委、外交部、商務部陸續出台了一
系列部門規章或規範性文件，為 「一帶
一路」 倡議下爭議解決機制的不斷完
善，提供保障與助力。

惠及一帶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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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國際仲裁
院副院長到海口
國際商事調解中
心進行調研。

國家所需 香港所長
法律服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