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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东盟国家投资法律环境问题

徐 鹏

(厦门大学 法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随着与东盟各国经济交往的增加, 我国对东盟的投资开始逐步升温。但国内对东盟各国的

投资法律与政策还不甚了解。本文从国际法、区域法与国内法三个层面介绍了东盟及各国的投资规定,

以求对那些试图到东盟去投资的人士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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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Legal Environm ent for Investm ent in ASEAN Countries

XU Peng

( X iam en U niv ers ity L aw Schoo ,l Fujian, X iam en 361005)

Abstract: W ith the developm ent of the econom ic exchanges w ith ASEAN countries, Ch ina s investm ent in

ASEAN began to gradua lly w arm ing. H ow ever, the hom e has no t understood the investm en t law and the po licy

in ASEAN countries very w e l.l The artic le prov ides d iscussion regarding investm ent prov isions in ASEAN and

other countries at internationa,l reg iona,l and national levels, and attempt to he lp people who are attem pt to in-

vest in ASEAN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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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投资是投资主体将其所拥有的资本经过

跨国流动和跨国经营以实现价值增值的经济行

为
[ 1]
。依据对投入资本的管理方式不同可将国际

投资分为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间接投资。而国际

投资法研究的对象就是国际私人直接投资领域,

它是指私人投资者将资本直接注入国外的工业或

商业企业, 并以自己的名义和责任从事生产或经

营, 对企业的经营有较大的控制权
[ 1 ] ( P4)

。国际投

资法是国家对于跨越国界的私人直接投资关系进

行管理和调控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和。它主要涉

及外资的准入、外资待遇和保护以及投资争端解

决问题。投资东盟, 应当在这些方面充分了解东

盟国家的法律制度。然而, 由于我国企业的法律

意识淡薄以及国内学界对国外的投资法律制度缺

乏研究, 致使我国企业在没有充分了解东盟各国法

律制度的情况下就盲目进行了投资。而东盟国家的

特点同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 对于投资准入和待遇

方面做得较好, 但在投资的保护和投资争端的解决

方面相对欠缺, 这就是所谓的投资风险高。但是,

风险总是与收益成正比, 高投资风险往往意味着较

高的经济回报。在目前我国企业大量投资东盟的背

景下, 我们需要讨论的不是是否投资的问题, 而是

如何尽量规避投资的风险。这里的风险是指非商业

性的, 即市场以外的风险, 在理论上被称为政治风

险, 包括战争或内乱、国有化或征收、汇兑限制与

东道国违约等。规避风险的手段很多, 理论界从不

同的专业角度进行研究, 而在国际投资领域, 对风

险的控制主要是通过法律手段来进行的。因此, 研

究东盟各国的法律制度对于指导我国对东盟的投资

具有重要意义。了解东盟各国的法律制度, 需要首

先熟悉其法律框架。本文对东盟国家的法律框架及

我国与东盟签署的投资协议做一个简要介绍: 东盟

国家的投资法律大致可以分为国际法、区域法和国

内法三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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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法

国际法层次的制度主要包括W TO中 与贸

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 ( TR IM S协定 )、 多边

投资担保机构公约 (M IGA公约即汉城公约 )

以及 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投资争议公约 ( IC-

S ID公约即华盛顿公约 ) 等多边投资条约。

(一 ) TRIM S协定

TR IM S协定 旨在禁止会对国际贸易产生扭

曲作用的某些投资措施, 以推动世界贸易的扩展

和逐步自由化, 并促进跨国投资, 在确保自由竞

争的同时, 增进所有贸易伙伴、特别是发展中国

家成员方的经济增长
[ 1] ( P193)

。由于包括了世界主要

的贸易国家而具有了广泛的代表性, 并且拥有较

完善的各项规则, WTO已经成为目前国际经济领

域约束力最强的多边组织, 其现有成员方为 153

个, 被誉为 经济的联合国 。作为 WTO协定的

重要组成部分的 TRIM S协定 , 它将与贸易有关

的投资措施正式纳入了新的多边贸易的法律框架,

使得在关贸总协定体制内所采取的基本法律原则

被移植到了投资领域, 对传统的国际投资法产生

了重大变革, 这一变化与投资自由化运动是相辅

相成的, 正因为如此, TRIMS协定 被视为当今

世界最有影响的国际投资法典。东盟国家中, 除

了老挝外, 其它九国都是 WTO成员 (截至 2010

年 3月 30日 ) , 所以我国企业在对东盟国家进行

投资时, 如果有违反 TRIMS协定 情景, 我国

可援引WTO争端解决机制予以解决, 因此有必要

充分了解和利用WTO法律制度。

(二 ) 多边投资担保机构 (M IGA )

多边投资担保机构 ( M IGA ) 是依据 1985年

各国签署于汉城的 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 而

成立, 其目标是鼓励生产性投资在会员国之间,

尤其是向发展中国家会员国的流动, 以补充国际

复兴开发银行、国际金融公司和其他国际开发金

融机构的活动
[ 2]
。它拥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和法律

能力, 以各会员国认购的股份作为自己的法人资

本, 为会员国国民对其他会员国投资的非商业性

风险予以担保。M IGA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国际投

资组织, 对促进私人资本在国家间自由流动起到

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主要表现为: 它为没有国内

投资担保机构的资本输出国提供了一个投资担保

机构; 便于承保不同国籍的投资者投资于同一项

目; 使担保的投资更具发展性质; 有利于促进国

际合作。
[ 1] ( P190 - 191)

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 的

成员国现有 175个 (截至 2009年 6月 29日 ) ,

发展中国家共 150个, 在东盟十国中除了文莱和

缅甸之外, 其他的都是成员国。我国是 M IGA

的创始会员国。目前针对国内的对外投资还没有

完善的风险担保制度, 我国可利用 M IGA机制保

护国内企业在东盟的投资, 促进我国对东盟国家

的投资与贸易发展。

(三 ) 华盛顿公约

1965年 3月, 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主持下,

各国签订了 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

约 , 又称为 华盛顿公约 , 依据该公约成立了

隶属于世界银行集团, 作为调解和仲裁常设机构

的 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 ( ICSID)。依照公

约规定, ICS ID的宗旨是: 为解决各缔约国和其

他缔约国国民之间的投资争端提供调解和仲裁的

便利, 以此增进相互信任的气氛; 尤其要排除投

资者母国政府的介入, 使投资争端解决非政治

化
[ 1] ( P255)

。为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投

资争端, 提供国际解决途径, 即在东道国国内司

法程序之外, 另设国际调解和国际仲裁程序。
[ 3]

ICS ID的生命在于它的仲裁裁决执行机制, 公约

规定 ICSID的裁决对当事人双方有拘束力, 双方

应切实履行。作为当事人一方的东道国如未履行

裁决, 另一方当事人可向有关缔约国请求承认和

执行该裁决, 各有关缔约方有义务承认和执行。

另外, 外国投资者母国也可恢复行使外交保护权

或提起国际求偿, 包括在国际法院提起诉讼。 IC-

SID现有成员 144个 (截至 2010年 3月 ) , 东盟

国家中有六国加入了该组织, 它们是文莱、柬埔

寨、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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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也于 1993年加入。 ICSID为解决投资者与

东道国之间的争端提供了一个国际解决机制, 打

消了投资者对内国裁决偏袒东道国政府的担忧,

有利于克服内国争端解决机制的不足, 从而有利

于资金的国际流动。

二、区域法 A IA协议

1998年 10月第三十届东盟经济部长会议签

署了 东盟投资区框架协议 ( Fram ew ork Agree-

m ent On the ASEAN Investm entA rea, 简称 A IA ),

A IA第 3条 ( Ob jectives) 明确了投资区的建设目

标: 在东盟成员国间建立一个拥有更加自由与透

明投资环境的富有竞争力的投资区, 以便 ( 1)

大量增加东盟和非东盟国家对东盟的投资流量;

( 2) 共同促进东盟成为一个最具有吸引力的投资

区; ( 3) 加强和提高东盟经济部门的竞争力;

( 4) 逐步减少和取消阻碍东盟投资流动和投资项

目运营的投资管理和限制条件。同时, 协议还要

求前述目标的实现应有助于 2020年前实现投资

的自由流动。 A IA的适用范围为所有的直接投

资 (第 2条, Coverage) , 协议第 4条 ( Features)

规定自 2010年起东盟区域内所有成员国的投资

者享受国民待遇, 并对成员国投资者开放所有产

业, 2020年起推广至所有投资者。协议同时要求

推动资本、熟练劳工、专家和技术的自由流动。

顾及到各成员国经济状况的不同, A IA赋予各国

不同的过渡期, 过渡期内对于列入暂时例外清

单、敏感清单内的产业可采取投资限制措施。此

外, A IA确认各成员国为保护国家安全及公共道

德、人类、动物、植物生命或健康以及保障个人

隐私权等, 可采取保障措施。总之, 从国际经济

法的视角来看, A IA适用范围为直接投资, 但是

在投资的准入和限制等方面仍受各国国内投资相

关法令的约束。

A IA协议对东盟投资区的适用范围、终极目

标、市场准入、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透明

度、争端解决机制、例外条款、制度安排等作了

原则性的规定, 并要求成员国逐步减少和取消阻

碍东盟资本流动和投资项目运行的投资管制和投

资限制, 确保协议能在规定的时间框架下实

施。
[ 4 ]

A IA协议共 21条, 其主要条款如下:

(一 ) 产业开放及国民待遇

依据协议第七条 ( Opening U p o f Industries

and N ational Treatm ent), ( 1) 各成员国应立即

( imm ediate ly ) 向东盟投资者开放其所有产业;

立即在所有产业和涉及影响投资的措施 (包括但

不限于投资准入、设立、收购、扩大、管理、运

营和处置的规定 ) 方面给予东盟投资者及其投资

国民待遇。但 ( 2) 各国可以在协议签署六个月

之内, 提交涉及任何产业或者影响投资措施的暂

时例外清单 ( T em po rary Exclusion L is,t TEL) 和

敏感清单 ( Sensit ive L is,t SL ), 其内容为不能开

放给东盟投资者或者不能提供国民待遇的产业部

门。 ( 3) TEL 应每两年重审一次, 成员国应于

2010年前逐步取消清单所列措施或产业, 但对于

越南 ( 2013年前 )、老挝和缅甸 ( 2015年前 ) 则

放宽了年限。 ( 4 )对于敏感清单, 协议规定于

2003年 1月 1日前重审, 此后由东盟投资区理事

会 ( A IA Counc il) 确定评审周期。 2001年 9月

的第 4次 A IA会议加速了取消暂时例外清单的进

程, 规定 6个老成员国和缅甸在 2003年 1月 31

日前取消制造业中的暂时例外清单所列举的部

门, 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不迟于 2010年取消制

造业中的暂时例外清单。
[ 5]

(二 ) 最惠国待遇

最惠国待遇载于 A IA协议第 8条 (M ost Fa-

voured N ation Treatm ent) , 要求各成员国应立即并

无条件地向其他成员国的投资者及其投资给予不

低于给予任何其他成员国投资者及其投资的优惠

待遇, 此待遇涉及到所有影响投资的措施包括但

不限于投资准入、设立、收购、扩大、管理、运

营和处置的规定。与国民待遇不同的是, 在时间

上最惠国待遇要求立即给予, 而非延展至一定的

时限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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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协议对于最惠国待遇也规定了例外,

即本协议不禁止相邻的成员国及成员国间的次区

域安排中相互给予更为优惠的待遇。

(三 ) 保障措施

参照W TO的做法, 协议在第 13至 15条规

定列出了三种保障措施条款。第 13条为一般例

外 (G enera lEx ceptions) 条款, 成员国在非歧视

的情况下可采取必要措施来保护国家安全和公共

道德; 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 保

证与本协议不相抵触的涉及阻止投资欺诈、保护

个人隐私和安全的国内法律、法规的实施; 确保

对成员国的投资者或投资直接税的征缴公正和有

效。

1 紧急保障措施 (第 14 条, Em ergency

Safeguard M easures) 条款确认: 如果某成员国由

于实施本协议而使本国遭受损害或损害威胁, 则

该国可以在必要的范围和期间内采取紧急保障措

施以阻止或弥补损失, 但措施应为临时性的和非

歧视性的, 并须在采取措施后的 14日内及时通

知东盟投资区理事会。东盟投资区理事会有责任

界定损害或损害威胁, 并应制定采取紧急保障措

施的程序。

2 国际收支平衡保障措施 (第 15条, M eas-

ures to Safeguard the B alance o f Paym ents) 条款要

求, 在遭受严重的国际收支失衡或外部金融困难

(或威胁 ) 时, 成员国可采取或维持包括外汇支

付或转移的投资限制措施, 同时应在 14日内通

知东盟投资区理事会。在实施此类措施时应遵守

如下要求: 非歧视; 与 IM F协议相一致; 不得对

其他成员国造成不必要的损害; 不得超越必要的

限度; 应为临时性的并在情况好转时逐步予以

取消。

协议还要求采取措施的国家应及时与 A IA理

事会和其他成员国针对措施进行协商。

(四 ) 机构安排

依据协议第 16 条 ( Institu tiona l A rrange-

m ents) 东盟投资区理事会和投资协调委员会

( Coordinating Comm ittee on Investm en:t CC I) 是东

盟投资区的主要管理部门。东盟投资区理事会由

成员国负责投资的部长和东盟秘书长组成, 它负

责监督、协调和评审协议的实施, 并协助东盟经

济部长会议办理涉及投资方面的事宜。为有效履

行职责, 东盟投资区理事会组建投资协调委员会

( CC I), 它包括各成员国负责投资的高官以及其

他相关政府部门的高官。 CC I通过经济高官会议

( Senior E conom ic O fficials M eeting: SEOM ) 向东

盟投资区理事会汇报工作。东盟秘书长身兼东盟

投资区理事会和投资协调委员会的秘书长。

(五 ) 争端解决

A IA协议第 17条规定, 东盟争端解决机制

议定书 ( the Pro toco l on D ispute Settlem entM ech-

an ism for ASEAN, 1996年 11月 20日 ) 适用于所

有的有关 A IA的争议, 包括对于协议的解释和适

用等方面的问题。该议定书的解决机制主要是通

过协商和调解等非正式方式。为了防止久拖不

决, 该议定书规定了 290天的解决期限。
[ 5]

三、国内法

本文所指仅限于东盟国家的国内法。从国际

法的转化的角度, 一个国家所加入的所有的国际

条约最终都应该转化为国内法来执行, 所以, 从

理论上而言, 一个国家的国内法中自然也应该包

括了其所加入的国际条约内容, 进行国际投资,

重点应放在该国的国内法的研究上。但是, 东盟

国家的法律水平普遍不高, 对国际法的遵守情况

也不太好, 大量存在着只有国际法, 而无相应的

国内立法的情况。然而, 根据国际法理论和实

践, 国内法对国际法的转化不利, 并不影响一个

国家对国际法义务的承担。因为经过一个国家认

可和签订的国际条约, 该国有义务保证它的实

施, 否则就要承担国际责任。即便如此, 东盟国

家的国内法律制度还是在投资中起到最为关键的

作用, 是我国企业投资东盟所应该首先了解的。

就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经济开放时间划分, 东盟

十国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类: ( 1) 新兴工业化

国家: 新加坡; ( 2) 准新兴工业化国家: 泰国、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 ( 3) 9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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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经济增长国家: 越南; ( 4) 后经济开发型国

家: 文莱、缅甸、老挝、柬埔寨。
[ 6]

本文选取新加坡、泰国、越南和缅甸作为各

类型国家的代表, 对其国内投资法律加以探讨。

( 1) 新加坡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 经济较为发

达, 对国际投资限制较少, 新加坡政府将电子、

石化、生命科学等 9个产业部门列为其长期战略

发展产业, 仅对公用事业、新闻传播、武器制造

等领域限制外资投资;
[ 7]
对投资经营实行国民待

遇, 基本没有限制措施; 有关的投资鼓励集中于

新兴企业
[ 8]
、服务业和高增值产品的投资,

不鼓励传统的产业投资。 ( 2) 泰国在金融危机之

后调整了外资投资政策, 其主要内容如下: 减少

限制外资企业经营的行业部门数目, 由 63种减少

至 34种 ( 2000年 8月实施 ) ; 放宽外资投资比例

的限制, 比如, 在金融业外资比例由不高于 25%

扩大至不高于 49%; 加大促进出口的税收优惠,

规定凡用于出口的原材料、部件进口免税; 扩大

税收优惠, 规定属特别鼓励的产业可免税 8年

等
[ 6] ( P248- 250)

。 ( 3) 越南是 90年代在经济增长方面

较为迅速的国家, 其吸收外资也较为积极, 在外

资投资法律方面规定相当详细。 2006年 7月 1日,

越南新 投资法 (以下简称 统一投资法 ) 正

式替代并统一了越南 1996年 外国在越南投资

法 和 1998年的 鼓励国内投资法 , 成为国内

外投资商在越南领土进行投资和越南对海外投资

必须遵守的法律。与此前的投资法相比, 新的

越南投资法 , 在降低外资准入门槛, 扩大优惠

政策, 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等关键环节, 为

投资便利化又迈出了一大步, 进一步改善了越南

的投资环境。概括起来, 越南投资法 具有以下

八个特点: 同时适用于对越投资和越对外投资的

国内外投资者; 扩大投资自主权; 扩大投资方式;

保护投资者利益; 在解决争端时, 外国投资者有

选择仲裁组织的自主权; 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国

民待遇; 废除与越南政府签订的国际协议不相符

的各项政策; 改革投资审批程序, 实行分级管理,

向地方政府下放更多的审批权限。
[ 8]

( 4) 作为经

济后发型的缅甸, 长期的国内政局不稳, 致使经

济发展较慢。由于社会基础设施的不完备、外资

法制的不健全和市场经济体制基础薄弱等因素影

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

缅甸的经济又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局面, 但政府正

采取措施以降低外资投资企业的经营成本。随着

国内政治形势的稳定, 缅甸会进一步采取措施扩

大吸引外资, 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

四、中国与东盟间的 投资协议

为顺应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潮流, 增强国际竞

争力以及抵御国际经济危机的冲击, 中国与东盟

于 2002年 11月共同签署了 中国 -东盟全面经

济合作框架协议 , 正式确立在 2010年前建立中

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 其目标是: 消除双方间的

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创建并实施市场一体化的系

列措施, 如投资促进、贸易便利化以及和谐的贸

易及投资规则与标准。

2009年 8月 15日, 中国与东盟在泰国曼谷

签署了 中国 -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投

资协议 (以下简称 投资协议 ) , 这是继

中国 -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

议 ( 2004年 ) 和 中国 -东盟全面经济合作

框架协议服务贸易协议 ( 2007年 ) 之后, 中

国与东盟签署的又一重要法律文件, 它意味着

中国与东盟已经共同完成了 中国 - 东盟全面

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下的主要谈判工作, 为

2010年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如期实现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投资促进与开放是中国一东盟自贸区的重要

组成部分, 投资协议 致力于 建立中国 - 东

盟自由贸易区和促进投资, 建立一个自由、便

利、透明及竞争的投资体制, 各缔约方同意尽快

谈判并达成投资协议, 以逐步实现投资体制自由

化, 加强投资领域的合作, 促进投资便利化和提

高投资相关法律法规的透明度, 并为投资提供保

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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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协议 包括 27条, 分别为定义、目

标、适用范围、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不符措

施、投资待遇、征收、损失补偿、转移和利润汇

回、国际收支平衡保障措施、代位、缔约方间争

端解决、缔约方和投资者之间争端解决、利益拒

绝、一般例外、安全例外、其它义务、透明度、

投资促进、投资便利、机构安排、与其它协议关

系、审议、修改、保存、生效。其中, 国民待遇

条款规定各方在其境内, 在投资管理、经营、运

营、维护、使用、销售和清算等方面, 应当给予

另一方投资者及其投资, 不低于其在同等条件下

给予其本国投资者及其投资的待遇 (第四条 );

最惠国待遇条款规定各方在投资方面应当给予其

它方投资者不低于其在同等条件下给予任何其他

缔约方或第三国投资者的待遇 (第五条 )。这两

个核心条款在确保给予双方投资者公平公正的非

歧视待遇方面起到关键作用。

投资待遇条款明确规定给予投资者公平和公

正待遇, 并做了具体界定, 即各方在任何法定或

行政程序中有义务不拒绝给予公正待遇 (第七

条 ) ; 对于投资的征收应为公共目的、遵循非歧

视原则及国内法律, 并应给予补偿。补偿标准按

征收时的公平市场价值计算, 并应允许以可自由

兑换货币从东道国自由转移 (第八条 ); 对于缔

约国与另一缔约国国民之间发生的投资争端, 可

选择缔约方法院或 ICSID进行仲裁。对于缔约方

实施的类似征收或国有化的措施, 投资者也可提

交仲裁 (第十四条 ) ; 为防止非缔约方自然人或

法人享有本协议下的利益, 协议特别规定了利益

拒绝条款, 即由非缔约方人员拥有或控制的法

人, 且在缔约方境内未从事实质性商业经营的,

不得享有本协议下的利益 (第十五条 ); 为保护

公共道德及人类、动植物的生命与健康等可实施

投资例外措施 (第十六条 ) ; 缔约方应定期发布

或通告涉及投资的法律、法规、政策的最新变

化, 以提高投资信息的透明度 (第十九条 ); 采

取简化投资适用和批准的手续, 促进包括投资规

则、法规、政策和程序的投资信息的发布, 并在

各个东道方建立一站式投资中心的方式实施投资

便利化合作 (第二十一条 ) ; 由中国 - 东盟经济

高官会和东盟秘书处指导、协调、监控本协议的

实施 (第二十二条 )。

随着中国 东盟自贸区建设步伐的加快, 中

国与东盟相互投资不断扩大。截至 2008年底,

东盟国家来华实际投资 520亿美元, 占我国吸引

外资的 6%。同时, 中国积极实施 走出去 战

略, 对东盟的投资也出现了快速增长态势。2008

年我国对东盟直接投资达 21 8亿美元, 同比增

长 125% , 已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把东盟国家

作为主要投资目的地。随着 投资协议 的签署

和实施, 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相互投资和经贸关系

必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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