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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大学副校长杨松：

美国之所以能够对来自他国的公司、企业、个人的经济贸易行为做到
精准管制或者诉讼，得益于美国体系化、且能够有效实施的国内法域外适
用制度。我国金融法律的域外适用制度已提上议程并得到国家高度关
注。但我国在金融法律的域外适用方面仍处于起步状态，未来，我国还应
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如互联网支付平台及资金存管制度、征信和信用
评估系统、金融资产交易市场；推动各国共同维护多边机制；明确我国在
法律域外适用上的基本目标；坚持我国提倡的积极型管辖原则、最低联系
原则、包容型管辖原则等；充分发挥我国司法作用；令法律和科技结合，提
高国际金融领域治理能力等。

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武汉仲裁委员会仲裁员邹明春：

美国自2017年制裁中兴开始，出口管制适用领域从当初的通讯技术领
域到现在所有的信息技术、底层技术等领域，大量中国企业都上了美国的

“黑名单”。美国的出口管制法律体系历史悠久，相对完整，应用广泛。相比
美国的规定，我国出口管制法律体系有待完善。我国《出口管制法》出台，意
味着这部中国版域外效力问题解决方案，将随着慢慢摸索逐渐完善。

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李智：

我国《反兴奋剂条例》第46条规定，对兴奋剂违规争议处罚不服的，可
向体育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但若国内没有体育仲裁机构，就要去国际体
育仲裁法庭仲裁。因而，一个专业化、适合体育争端解决专门仲裁机构的
建立非常有必要，例如将篮球、足球、网球协会等仲裁整合在一起，形成独
立的国内体育仲裁机构，通过国务院或行政法规的授权，获得一裁终局的
权利。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武汉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刘瑛：

基本上著名的国际仲裁机构仲裁规则里都纳入了专门的快速仲裁程
序，但快速仲裁也存在触发《纽约公约》第5条所规定的不予承认和执行的
事项，如从既有争议以及判决来看，正当程序以及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
程序不当最容易被触发。

北京高文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管健：

除序言外，RCEP正文部分包括20个章节，其中，第二章规定了货物贸
易，包括关税与非关税方面，要消除非歧视待遇，坚持实现成员国之间高水
平的贸易自由化的基本原则，与WTO的规则十分相似。第三章是原产地
规则，其中区域原产地累积规则决定了区域里哪些产品可以享受优惠税
率。同时，RCEP还规定了过渡性保障措施，用于解决在RCEP项下由于其
他成员国履行承诺而对其国内产业造成的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其生：

全球司法资源的争夺，成就了管辖权之争。《纽约公约》《新加坡调解
公约》《海牙公约》被认为三驾马车齐全，而最难的毫无疑问是法院的判决
公约，也被称为游戏的变革者。《海牙公约》规定了13个间接管辖权，即协
调各个国家法院之间作出的判决能够为其他国家法律所认可的一个最基
本的资格。上述公约讨论的焦点包括：一是非方便法院原则能不能成为
处理各个国家管辖权争夺的基本原则；二是文书适用的范围；三是直接管
辖权有没有一个基本公式，能不能形成这样一系列的管辖权公式；四是有
没有解决平行诉讼的基本公式；五是全球法院的合作机制。我们一直在
想各种方式方法开展各种的探寻机制，探寻未来涉及国家最核心利益的
管辖权如何进行分配。

国际商会上海代表处法律专家黄志瑾：

新冠肺炎疫情、区块链、WTO改革、新自由主义给全球化带来许多变
量。如今，国际仲裁已经被应用到许多场景，但在应对新场景时，也需要
做出调整。12 月 1日，《国际商会仲裁规则（2021）》将公布，具有以下特
点：一是国际商会对新冠肺炎疫情新常态的应对，包括对在线庭审的规定
以及无纸化的文书提交。二是它应对仲裁业界的新变化作出反应，包括
提高透明度、提高仲裁质量与提高效率。三是提高裁决的质量，仲裁院在
尊重仲裁庭裁决权的基础上，可以对仲裁书形式进行审查与评论。四是
对 IT技术的使用也有新细节上的指导。五是关注国际地缘政治的改变，
如“一带一路”。六是重视性别平等与年龄多样性。七是确定提交仲裁草
稿的时间限制与仲裁费挂钩等。

编者按：东湖之滨、珞珈山下，以“中美经贸争端中的国际法律与国际秩序”为主题的第五届东湖国际法律论坛于11月22 日举办。除了现场参会的上百人
士外，还有3.7万人在线关注了会议，观点发表、讨论的气氛与武汉湿冷的天气形成了鲜明对比。会场内不仅是国际经济贸易与国际法、国际学术界与实务届的
对话，更是中国与外国、东方与西方、当下与未来的对话，思想碰撞出火花，结出丰硕的智慧之果。本次论坛由中国贸促会、武汉大学、中国国际法学会主办，由
国家高端智库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中国贸促会法律事务部、武汉仲裁委员会、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承办。

据悉，历届东湖国际法律论坛汇聚国内外法律精英，紧跟国际法治热点，现已发展成为国际法领域理论研究与实践的重要平台。

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卢鹏起在
致辞中表示，本次论坛围绕国际贸
易与投资法、美国长臂管辖和国际
商事争议解决等展开讨论，从国际
法的角度，梳理中美经贸争端历
程，研究预判未来形势走向，具有
重要意义。

“珞珈之名不在山而在诸位。”
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韩进对各位嘉宾
表示欢迎，并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面临着

许多共同挑战。为应对挑战，要厉
行法治，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
的国际秩序；大国更应该带头做国
际法治的倡导者和维护者，遵信守
诺，不搞例外主义，不搞双重标准，
也不能歪曲国际法，以法治之名侵
害他国正当权益、破坏国际和平稳
定。因此，本届论坛的召开，可谓恰
逢其时、正合地利。

中国国际法学会会长黄进认
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意味

着要改变建立在现存国际法基础上
的国际秩序。这对全世界国际法同
仁而言，既是严峻挑战，也是重大机
遇。未来，我们必须对当前中美关
系有更清醒的认识，既要丢掉幻想，
又要有底线思维，善于运用国际法
治思维的途径和方式。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在
致辞中提到，刚刚过去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的历史交汇点上，提出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高
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
面的重要举措，为国际法的研究和
运用，提供了遵循，指明了方向。本
届论坛聚焦经贸争端中的国际法律
与国际秩序这一主题，从国际法的
视角审视当前严峻复杂的中美关
系，对于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
际秩序、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
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非同寻常的重
要意义。

对于中美关系走向，世界贸易
组织（WTO）前总干事、博然思维欧
洲主席帕斯卡尔·拉米指出，美国当
选总统拜登对多边制度和多边机构
的态度与特朗普政府有很大不同。
特朗普当选是2016年，这也是1900
年以来首位坚持保护主义的总统。
拜登立场与特朗普不同，据他所言，
美国会回到一系列国际谈判之中，
包 括 重 返 巴 黎 气 候 协 定 ，重 返
WHO。相对来说，拜登对外不那
么具有侵略性，他会更多从外交渠
道解决问题，对美国利益、美国和中
国的竞争关系，可能会采取一种更
缓和的态度。

“疫情如同一面镜子，折射复杂
多变的世界图景，也考验各国应对
危机的社会治理能力。”联合国国际
法委员会委员、外交部国际法咨询
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惠康在论坛上指

出，当前，新冠病毒仍在全球肆虐，
疫情拐点尚未到来。对此，我们必
须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坚持底线
思维。当下中美关系面临建交以来
最严峻的挑战，是在“东升西降”世
界大变局背景下，守成大国与新兴
大国间的国运博弈。未来，推动中
美关系重回正轨，出路在于构建新
型大国关系。我们对拜登新政府可
能的对华外交政策和中美关系的走
向，既应有所期待，也应保持高度警
惕。可以预见，中美关系的未来并
非一片光明。

全球双边、多边以及区域自由
贸易协定层出不穷的背景下，关于
如何从知识产权角度处理传统世界
性条约和新自贸区协议的关系，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前总干事
弗朗西斯·高锐指出，随着多边或双
边的贸易协定不断增加，各种协议

之间不协调的问题很容易产生。在
理想状态下，双边协议应当置于多
边、区域协定之内，才会形成协调的
整体，但具有很大风险。我们需要
考虑应当制定一个什么样的系统解
决一系列不协调的问题。

面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回潮，国
际形势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中国
也在努力为国际法治建设添砖加瓦。

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
（ICDPASO）秘书长刘超提到，近
期，我们牵头推进的国际商事争端
预防与解决组织已正式成立。未
来，我们愿意与各国工商组织、法律
服务机构、政府相关部门及社会各
界一道，携手努力，精诚合作，共同
搭建商事法律服务平台，为促进中
外法律交流与合作、推动商事法律
和营商环境建设、支持企业国际化
发展，提供新助力，作出新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
士生导师、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
义桅指出，从全球化本身的转型来
看双循环，中国从世界舞台的边缘
走到了中央，“一带一路”与双循环
同频共振，对国际法也产生了深远
影响，此外，双循环实施过程中要先
了解国内，然后再了解国外，相互影
响，相互塑造，中国从国际秩序的被
动接受者到主动的塑造者，这对我
们的思维方式也有诸多影响，包括
参与国际法治的建设、国际规则的
制定等。

正如黄惠康所言，在倡导构建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同时，对于美
国践踏国际法治的霸凌行为，我们
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有理、有利、
有节、有效，坚定维护中国的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斗争中求和平，
在斗争中求合作。

第五届东湖国际法律论坛在武汉举办

聚焦中美经贸争端 研判当下情势与未来走势
■ 本报记者 陈璐

“长臂管辖权”源自美国的一个
法律用语，指美国法院对外国或外
州非居民被告所主张的特别管辖权
的总称，即对根据普通法管辖规则
无管辖权的人和公司行驶的管辖
权。国际法层面的“长臂管辖权”则
是指一国法庭对外国被告实施司法
管辖的权利。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
副研究员李庆明指出，美国通过管
辖权来剥夺外国享有的主权豁免，
是否违反国际法，一直存在争论。

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
杜涛举例称，前几年，美国爆发飓风
洪灾，需大量进口石膏板，中国某公
司向美国出口后，使用者称涉案石
膏板有质量问题，会散发出具有放
射性的元素，造成住户身体病变，上
述使用者在美国很多法院提起了集
团诉讼，虽然最终庭外和解，但中企
仍赔了 2.4亿美元。美国法院以美
国为侵权结果发生地为连接点，认
为其具有管辖权，但也由此引出了
管辖权的相关讨论。如果被告不在
美国境内，美国法院怎么管呢？只
要根据美国各个州的法律，能找到
一个管辖的连接点，美国法院就可
以管理案件，但不能违反宪法的正
当程序。

“我们收到很多企业反映，若上
了美国实体清单，就会面临各种媒

体的报道，友商的全面停止合作业
务，很多银行也会关闭与该企业客
户的信用卡储蓄账户。”中国贸促会
法律事务部副部长郑伟在“国际法
视野下的美国长臂管辖”讨论环节
提出了以上情况。

“其实，即使企业被列入清单，
还有许多行为是可以做的。”郑伟
强调，虽然经济制裁、出口管制等
美国的长臂管辖执法措施对企业
的影响较大，但企业无需望而却
步、噤若寒蝉。实际上，处于清单
的涉军企业可以开展业务，只是不
能从事美国投资而已。处于出口
管制清单的企业，可就管制之外的
货物跟企业进行交易。我们目前
面临的问题是供应商和客户反映
过度、金融机构合规审查过度、社
会舆论环境不友善。因而，以帮
助、支持企业发展为视角，从金融、
市场、法律、社会、科技支撑体系入
手，建立一个企业应对长臂管辖的
支撑体系非常必要。

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前首
席法官兰德尔·雷德在发言中为中
企、抗辩长臂管辖指点迷津。他
说，美国实行两种属人管辖——普
遍属人管辖和特定属人管辖，后者
即长臂管辖。在特定的国际案件
中，中国企业针对美国法院的长臂
管辖权可以提出两种抗辩：一种是

当一家中国公司有意将其营业活
动瞄准指向美国特定地区，比如以
纽约为主要营业地，这种情况下中
国企业可以就长臂管辖权作出“本
公司的主要重点业务并不在纽约，
本公司在柏林、伦敦、东京和罗马
都有类似业务，并不是专门针对美
国纽约”的类似抗辩。第二种长臂
管辖权，即中国公司享有在美国做
生意的特权，但其营业活动导致美
国受到损害，就会受到长臂管辖
权的约束。对于后一种，中国公
司有两种防御措施：一是中企可
以声称这种营业活动造成的损害
是偶然事件或孤立事件，并非有
意或具有目的性地对美国造成损
害。二是中企可称，其造成损害
的营业活动是受到中国法律强制
约束，这种情况下美国法院会考
虑尊重中国法律及中国法院对中
国法律的解释。

中国民航局政法司副处长刘贺
称，“面对美国所谓的长臂管辖的措
施的‘你来’，我们可主动采取相关
的做法制止美国不合理的做法，谓
之‘我往’。”

美国孖士打律师事务所政府关
系及国际贸易业务组的主管、美国
商务部前高级法律顾问杜安·莱顿
指出，WTO三项功能都已被打破，
需要大修。未来，诉讼争端解决机

制可能仍将陷于瘫痪，解决电子商
务可持续性和渔业补贴等重要问题
的谈判仍将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石静
霞指出，由于美国对 WTO 上诉机
构的破坏，直接导致了上诉机构的
瘫痪。中国、欧盟等国家地区，达成
了《多 方 临 时 上 诉 仲 裁 安 排》
（MPIA）。在普通的WTO 案件中，
一方是直接启动程序的，但是在
MPIA 中，双方须达成一个仲裁协
议。此外，其作出仲裁裁决的结
果，作出即生效，对当事方具有拘
束力。

“中美经贸争端的重要内核是
国际经贸规则之争、全球治理话语
权之争。随着世界大变局深入发展
和国际秩序转型过渡，中美间的种
种分歧表明，加强涉外法律研究，深
刻认识和用好国际法，积极参与国
际规则制定，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
革，是我国转向国际法的‘建设者’
乃至‘领跑者’的重要时代要求。”中
国贸促会法律事务部副部长舒寰强
调，近年来，中国贸促会在涉外法律
服务方面发挥了独特身份和优势特
点。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下，中国贸促会将助力企业创新开
拓方式、发挥比较优势，优化国际市
场布局。

大国更应该带头做国际法治的倡导者和维护者

未来的中美关系：既有所期待，也应该保持警惕

面对不合理制裁措施 应“你来”“我往”积极应对

干货满满
为国内外法治建设建言献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