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届泛珠三角合作与发展
法治论坛综述

游　钰 3

　　第四届泛珠三角合作与发展法治论坛于

2008年 11月 26日在厦门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

心召开。本次论坛在中国法学会指导下 , 由福

建省法学会主办 , 厦门市法学会、厦门大学法

学院协办。来自广东、广西、湖南、四川、云

南、贵州、上海、浙江、福建等省法学界、法

律界的 1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论坛。本届

论坛共收到论文 80篇。与会学者和专家围绕

“泛珠三角地区经贸合作与发展法治问题 ”这

一主题 , 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 , 从不同的方面

对泛珠三角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涉及的

法律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 提出了一

系列建设性的对策建议。现将论坛主要观点综

述如下 :

一、立法及司法协作法律问题

进行立法及司法协作是泛珠三角区域合作

的重要内容 , 由于泛珠三角区域涉及两种社会

制度、三种法律体系 , 立法和司法情况非常复

杂 , 如何有效地开展协作成为与会代表探讨的

重要问题。广东省人民政府法制研究所所长袁

浩作了题为 “关于 《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协调

法 》立法的若干思考 ”的专题报告。他认为 ,

在目前区域合作迅速开展的情况下 , 制定 《区

域经济合作与发展协调法 》极为必要。《区域

经济合作与发展协调法 》是适应区域经济一体

化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 , 是解决目前区域经济

合作中存在的弊端的重要措施 , 还是提升区域

经济合作水平的重要措施。他从政策基础、现

实基础和法理基础等三个方面论证了 《区域经

济合作与发展协调法 》立法的可行性 , 提出我

国应当制定 《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协调法 》。

他认为 , 我国 《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协调法 》

应当确立公平原则、公正原则、市场主导原则

和鼓励多方参与区域合作原则 , 《区域经济合作

与发展协调法 》的主要内容应包括 : 区域经济

合作的内容、形式、程序 ; 界定中央和地方政

府以及区域经济发展协调组织各自的权限、义

务、职能和职责 ; 争端解决机制 , 等等。厦门

大学法学院教授卢炯星作了题为 “《区域经济

合作与发展协调法 》立法的可行性研究 ”的报

告。卢炯星教授从政策优势、理论基础、政策

法治化时机、实践经验积累、国外立法借鉴等

多个角度详细论证了 《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协

调法 》立法的可行性。他认为 , 在国家全面实

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背景下 , 运用法律手段

积极推动区域经济均衡发展 , 是解决当前我国

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的重要途径 , 而 《区域经

济合作与发展协调法 》是实现我国区域经济协

调的法治化并促进我国区域经济良性发展的重

要保证。《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协调法 》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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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规定建立一个常设性、权威性并专门负责

区域经济协调的权力机构 , 并建立区域经济合

作中的协商沟通机制、行为评价机制、利益协

调机制、行为约束机制。云南大学法学院副教

授仇永胜作了题为 “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的

《宪法 》保障研究 ”的专题报告 , 从宪法角度

探讨了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的保障问题。仇永

胜代表认为 , 区域经济合作是推动我国经济发

展的重要动力 , 应当由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

法对区域经济合作进行保障 , 仇永胜代表分别

从确立保障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原则、规范政

府行为、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等方面探讨了区域

经济合作的宪法保障。例如 , 在保障区域经济

合作与发展原则方面 , 他认为 , 宪法中应当确

立协调发展原则、平等互惠原则、优势互补原

则和灵活性原则。又如 , 在规范政府行为方面 ,

他认为 , 行政壁垒成为区域经济合作的瓶颈与

阻碍 , 应当规范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行为 ,

消除各种行政壁垒。广西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文

山作了题为 “论泛珠三角区域区际商事仲裁制

度的构建 ”的专题报告。张文山代表认为 , 随

着泛珠三角地区商事交往日益频繁 , 独立的司

法制度和泛珠三角区域常设仲裁机构已经不能

适应区际民商事交流的新形势 , 有必要建立以

处理泛珠区域区际商事争议为目标的专门区际

商事仲裁制度。他认为 , 泛珠三角地区区际商

事仲裁是指在我国 “一国两制 ”政治体制下 ,

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内 , 各独立法域的当

事人就具有区际因素的经贸商事争议于争议发

生前或发生后达成一致的仲裁协议或意向 , 约

定将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争议提交指定的仲

裁机构或者临时仲裁庭按约定或仲裁庭选定的

仲裁规则进行审理 , 然后依据区际私法指引的

实体法或依公平原则作出裁决 , 并由法院予以

监督和保障的一种区际商事争议解决的制度。

为了落实泛珠三角地区区际商事仲裁 , 张文山

代表提出了制定 《泛珠三角区域区际商事仲裁

框架协议 》以及设立专门的泛珠三角区域区际

商事仲裁中心的构想。广东商学院法治与经济

发展研究所教授马进保作了题为 “粤港澳法律

合作的现状与远景展望 ”的专题报告。粤港澳

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 也是省区合作

开展最好的区域之一。马进保代表考察了目前

粤港澳在行政执法、刑事司法、民商事司法领

域的合作现状 , 认为粤港澳法律合作的总体状

况还比较好。但是 , 他也指出 , 粤港澳法律合

作也存在巨大的法律冲突和认识分歧。粤港澳

三地在法律体制、法律传统方面存在巨大差异 ,

既有受大陆法传统影响的地区 , 也有受英美法

传统影响的地区 , 既有资本主义法制 , 又有社

会主义法制。根据我国 《宪法 》以及 《香港特

别行政区基本法 》、《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

的相关规定 , 粤港澳三地在法律合作方面缺乏

统一的上位法进行调整 , 也没有上位权力加以

规范 , 相应的合作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合作。由

于粤港澳三地在许多问题方面存在不同认识 ,

粤港澳法律合作存在许多障碍。为了有效消除

各种障碍 , 促进区域合作的深入开展 , 马进保

代表提出了建立粤港澳法律合作示范区的构想 ,

认为应当采取平等协商的方式逐步推进粤港澳

法律合作机制的建设 , 并把区域合作完全纳入

法治化轨道。

二、经贸旅游及其他法律问题

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王远均作了题为

“从泛珠三角看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投融资法律

问题 ”的专题报告 , 他认为 , 加强区域经济合

作 , 特别是国际区域经济合作 , 将成为未来发

展的趋势 , 而解决投融资法律障碍是国际区域

经济合作中需要加以解决的重大问题。王远均

代表考察了我国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投融资方

面的法律障碍及其原因 , 主张应实行投融资自

由化原则、投融资平等化原则和投融资责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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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 应精简投融资监管主体 , 实行 “一站

式 ”投融资监管服务 , 实行投融资立法人员职

业化 , 构筑立体诚信的长效机制 , 切实鼓励和

保护投融资者的权益。厦门大学法学院助理教

授游钰作了题为 “论泛珠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

与竞争机制的完善 ”的专题报告。他认为 , 竞

争机制是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基石 , 区域经济一

体化的过程就是竞争能够在一定区域内越来越

自由、越来越公平地进行的过程。如果没有完

善的竞争机制 , 经济一体化目标就无法实现。

目前 , 泛珠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存在许

多竞争方面的障碍 , 主要表现为地方保护盛行、

地区壁垒林立、竞争规则不健全、竞争执法力

度小等方面。在推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和经济

一体化过程中 , 应当大力破除由地方保护等因

素所造成的市场竞争障碍 , 参与泛珠三角合作

的地区应当统一思想认识 , 共同建设竞争文化 ,

破除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 , 进一步开展竞争执

法合作 , 从而为泛珠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的继

续发展创造有利的竞争法律环境。龙岩市上杭

县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陈桂莲作了题为 “浅

论泛珠三角区域劳务合作中的法律制度保障 ”

的专题报告。她认为 , 劳务合作是泛珠三角区

域经济合作的重要领域 , 但是 , 现有的劳务合

作存在就业服务能力和劳动力市场建设滞后、

农民工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等问题 , 而劳

务合作也缺乏足够的法律保障 , 例如 , 许多地

方政府法治程度不高 , 我国的区域劳务合作立

法不全 , 司法地方袒护现象严重 , 等等。为了

解决泛珠三角区域劳务合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

应当建立跨行政区域的有效合作机制 , 加大政

府间的合作力度 , 积极推进劳动力市场信息联

网建设 , 探索建立跨省务工人员基本养老保险

关系转移接续的新机制 , 从而确保泛珠三角九

省区域劳务合作的健康发展。与此同时 , 应当

全面贯彻实施 《劳动合同法 》, 切实保障泛珠

三角区域合作中劳动者的权益保护。昆明理工

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华作了题为 “泰国旅游法

律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 ”的专题报告 , 陈兴华

代表考察了发达的泰国旅游业所具有的法律保

障制度 , 泰国具有旅游业的基本法即 《旅游和

导游执业法 》, 为了保障旅游经济的发展 , 泰国

采用权威、高效的旅游行政管理模式 , 并非常

注重建立保护旅游者权利 (如知情权、逗留权、

安全权等 ) 的相关制度。她认为 , 我国可以借

鉴泰国在旅游法制方面的经验 , 制定 《旅游

法》这样一部旅游业基本法 , 并通过建立高效

的旅游行政管理模式和完善的旅游者合法权益

保护机制来促进我国旅游业的高速发展。贵州

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魏红作了题为 “论跨区域网

络犯罪对刑事侦查、证据制度的冲击 ”的专题

报告。魏红代表认为 , 网络犯罪具有如下基本

特点 : 犯罪主体年轻化、智能化 ; 犯罪对象、

客体的多样性 ; 犯罪行为客观上的隐蔽性 ; 网

络犯罪结果的国际性、全局性、跨区域性 ; 网

络犯罪的高 “黑数 ”化。迅速发展的网络犯罪

对国际刑事侦查制度和证据制度带来了巨大的

挑战 , 例如 , 网络犯罪对刑事侦查方式、侦查

协作带来了挑战 , 而网络犯罪在证据形式、证

据调查、证据开示、证据认定等方面也不同于

普通犯罪。她认为 , 应当完善刑事侦查与证据

制度来应对网络犯罪的冲击。从网络犯罪侦查

方面看 , 既要借鉴侦查传统犯罪的方法 , 又应

针对网络犯罪的特点寻找切实可行的对策。从

证据方面来看 , 应当根据电子证据在获取、存

储、传输和分析方面所具有特殊性 , 采取适当

的技术措施和证据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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