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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立法实践 促境外投资新发展
——龚柏华教授谈《境外投资立法重大问题研究》

“境外投资立法重大问题研

究”是今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

研究重大课题，法学院龚柏华教授

任首席专家。项目期望通过对“境

外投资重大问题”的系统性学术理

论研究，从中国境外投资立法的指

导思想、基本原则到中国各种主体

境外投资面临的重大问题及立法

调整的可能性，为我国可能的《境

外投资法》立法提供可行并有针对

性的立法学术支撑。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创

新对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能

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

资、生产、服务网络，加快培育国

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大

背景下，如何通过境外投资立法

来切实有效地落实“创新对外投

资方式”将是我国立法部门迫切

需要解决的立法问题，也是该课

题的学理价值和实践意义所在。

龚柏华教授阐述了此课题的

研究路径：“先从总论着手，从立

法的角度界定清楚境外投资、境

外投资企业，做好‘境外投资’与

‘对外投资’的区别”。接着，课题

会提出我国境外投资的立法目的

和基本原则，包括国家安全、公平

竞争、合规投资、可持续发展等；

随后，课题将以子课题的方式研

究境外投资立法中主要的法律问

题，如境外投资的管理法律问题，

境外投资促进的法律问题，境外

投资保护的法律问题，境外投资

合规的法律问题，境外投资纠纷

解决的法律问题——这些问题既

各自独立又互相关联。除了研究

路径，龚柏华还介绍了课题拟解

决的一些关键性问题，例如境外

投资的内涵与外延、境外投资管

理中的机构协调问题，课题还会

关注境外投资管理的“负面清单”

模式是否可行、境外投资管理中

如何设计“国家安全”这一安全阀

问题以及境外投资纠纷的争端解

决机制。

谈到目前我国立法中存在的

问题，龚柏华认为最大的缺陷可

能是在于“协调性不够”。针对此

课题，就需要深入了解我国境外

投资管理的相关部门的“立场和

利益”；此外，境外投资主体关切

的问题如海外投资保险、境外投

资资本转移、与东道国政府的投

资争端解决，在现有法律框架下

都过于笼统。因此，一方面，本课

题会就机构和政策的协调从立法

上做出建议；另一方面，本课题也

将为中国有关立法提供咨询服务

角度的前期研究，并将以附件形

式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投

资法》建议文本，对每个条文做出

学术说明，以便解答立法实践或

管理现实中急需解决的问题。在

查阅已有研究资料的过程中，龚

柏华发现，目前国内外有关“境外

投资立法”的研究学术成果并不

多，主要学术刊物上几乎没有聚

焦研究境外投资立法的论文，但

与“境外投资立法”有一定关联性

的论文还是有一定的数量，可以

达到一定的借鉴作用。在此基础

上，本课题会创新性地将一些新

颖观点和理念落实到境外投资的

核准标准、促进机制、保护重点、

合规督促等具体制度中。

龚柏华看到，诸如“适度国家

安全审查”、“穿透综合监管”、“负

面清单管理模式”、“可持续发展

投资观”等，都是目前国际投资法

学研究中逐步成为热点的学术问

题。“例如联合国贸发会议就非常

重视国际投资的可持续发展和绿

色投资。这对中国正在推进的

‘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投资尤为

重要，可以说，是将来进一步构建

‘一带一路’投资国际规则的前期

学术基础……”龚柏华说。投资

“一带一路”国家属于我国对外投

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考虑

到沿线国家（地区）社会制度、政

治经济、法律体系、商业规则、民

族特征、宗教文化的差异，中国企

业参与“一带一路”的风险防范任

务仍然艰巨。而本课题能够辅助

推进中国按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建立“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和

机构，依托我国现有司法、仲裁和

调解机构，吸收、整合国内外法律

服务资源，建立诉讼、调解、仲裁

有效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

制，依法妥善化解“一带一路”商

贸和投资争端，平等保护中外当

事人合法权益，营造稳定、公平、

透明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再谈到课题的“社会价值”，

龚柏华首先抛出了自己的理解，

在他看来，社会价值是系统工程，

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如

果从经济对法律和法律对经济反

作用角度来分析，本课题的社会

价值是‘立法’带来的社会财富红

利。”龚柏华说，“经济流量会影响

规则及立法的改变；而规则及立

法的改变又将促进经济流量的改

变。本课题的研究成果也是期望

通过合理、包容、可持续的立法精

神和内容，促进中国境外投资的

健康发展，让中国的投资者及所

在地东道国政府都受益于这种投

资活动。”总结来看，完善境外投

资立法能够促进中国境外投资的

健康发展，而境外投资的健康发

展又能进一步推动中国对外开

放，也能对“走出去”政策的持续

性产生积极影响，从而将中国经

济进一步融入全球化，通过“共

商、共建和共享”，推动“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想的实现。

针对这一课题，龚柏华教授

也谈到了自己的相关研究经历与

经验。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以来，他一直在上海WTO

事务咨询中心兼职信息部主任、

业务总监等职，并直接参与了我

国中央、地方法规与世贸规则接

轨的咨询研究工作。近期又负责

了商务部上海市政府合作研究基

地“全球贸易投资规则研究中心”

的信息研究工作，主编《全球投资

规则动态》月刊，为政府决策部门

提供动态信息。可以说，龚柏华

长期的政府决策咨询经历为“境

外投资立法重大问题研究”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此外，他还承担了

丰富的校内外社会兼职——他不

仅是复旦大学自贸试验区法治研

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一带一

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国际法研

究所所长；也是上海法学会国际

法研究会会长、中国政府推荐

WTO争端解决专家组指示性名

单上专家、上海自贸试验区兼职

专家法律顾问……这些兼职经历

都能为这一项目提供丰富的学院

与社会资源。

龚柏华强调了课题组成员三

个“跨”：跨校内学科交融；跨校际

专家合作；跨学界与政界沟通。

由于投资及境外投资问题的复杂

性，课题还会涉及到经济学、政治

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子课题团

队内也吸纳了多所高校的法学专

家、人才，且团队会通过实地走访

对发改部门、商务部门外管部门

等相关机构进行调研。此外，团

队还将通过走访中外企业，并在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赴有关境外投

资的东道国主管部门，由此收集、

产生一定量的信息数据，然后采

用文献汇编、建立数据库、提供立

法草案文本等多种形式整理相关

信息数据，为本课题带来衍生产

品。

“总而言之，希望我们的课

题能够帮助中国企业在境外投资

中‘合法走出去’、‘合法走进去’

和‘合法走上去’！”龚柏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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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项目写真 Record

复旦和陶氏公司签约继续合作研发
本报讯 持续八年的“复旦大

学-陶氏公司联合材料研究中

心”日前签署了新的三年期合作

协议，仍然聚焦材料科学领域，

在包装、基础设施、消费者护理

等应用领域进行研发合作和人

才培养。

中心设立于2012年，是陶氏

公司在亚太区高校建立的首座

联合研究中心。创新是联合中

心持续进步的动力，学术界和产

业界在共同的创新理念下进行

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致力于推

进开放式创新，探索材料科学的

未来。通过这一平台，陶氏公司

精选出了具有工业界科研背景

的课题开展合作科研，20余名教

授、30 名余学生参与研究；在复

旦设立了“创新挑战奖”，数十名

老师获奖。“联合材料研究中心”

主任、先进材料实验室主任赵东

元院士与陶氏公司亚太区首席

技术官姚维广博士认为，联合中

心不仅为校企合作模式树立了

创新范例，也为复旦和陶氏公司

的科学家们的科学研究、思想碰

撞、思路拓展、成果转化等提供

了一个重要平台，成为双方对接

的重要途径和窗口。

文/孙秋红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学发展分中心举办
“2020年秋季学期教学学术分享周”
本报讯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

师教学发展分中心11月举办“2020

年秋季学期教师教学学术分享周”

系列活动。两次活动均在线上线

下同步举行。

围绕“留学生商务课程教学”，

范翔翔老师以《中级商务听力》为

例，讲解了“商务知识+语言技能”

模式的教学设计，介绍了课程中商

业案例的选取与使用，分享了长期

以来在商务汉语课程建设中所积

累的资源。张奇老师结合在南美

洲的汉语教学经历，以“阿根廷汉

语教学情况初探——基于布宜诺

斯艾利斯大学孔子学院的教学案

例分析”为题作了报告，从文化氛

围、实践机会、教辅资源等三方面

做了梳理。张志云老师结合多年

的教学实践和反思，以“学生写作

自信的建立”对外汉语写作训练的

层级递进、写作前的准备、写作频

率、作文讲评与反馈等教学环节提

出了见解。盛青老师的“我教‘老

外’说上海话”报告从面向留学生

开设沪语课的缘起说起，介绍了该

课程的传统、需求、资源和意义，也

从声、韵、调等方面阐述了上海话

语音系统。 文/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物理系举行“导通你我”导师交流会
本报讯 为连通导师与学生

之间的心路，物理系 11 月 24 日

举办了“导通你我”活动，林志

方、田传山、戚扬、张远波四位

导师参加讨论。

导师们以自身经历为同学

们讲述了本科阶段的注意事项，

描绘了科研之路的前景与宏伟

未来。同学们称活动打开了未

来科研大门的一条缝，帮助他们

窥见门后辉煌的世界和暗藏的

荆棘。 文/陈雨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