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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欧盟（EU）与新加坡（2015）、加拿大（2016）和越南（2016）

近期的自由贸易协定（FTA）的彻底分析，我们最终得到了《里斯本条约》1对

发展统一的欧洲投资政策的影响。由于欧盟成员国是世界上 3000 个国际投资协

议（IIAs）中几乎近半数协议的签署国，欧盟委员会正在制定的投资条约模式可

能会对国际投资法律体系产生重大影响。 

 

  欧委会并没有复制传统的欧洲国际投资协定的“黄金标准”，而是有效地

构建了一个更为复杂而精细的模型。尽管如此，在上述三个自由贸易协定的投资

章节中几乎没有真正的法律创新，因为它们的大部分标准都可以追溯至以往的国

际投资协定、判例法或其他国际规则。加入世贸组织的“市场自由化”方式是前所

未有的。 

 

  与欧盟成员国历史性签署的国际投资协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委会已

经接受了全面的预制保证（pre-establishment guarantees）。鉴于欧洲和美国的国

际投资协定之间缺乏预制保证是一个长久的差异，这一点尤其引人注目。然而，

欧委会进一步超越了过去的国际投资协议，制定了一个市场准入条款，规定不应

对可能进行经济活动的企业数量或可移动资产的总价值施加数额限制。虽然存在

着一些例外情况，但这一规定意味着欧盟的贸易伙伴不能限制投资者的数量或进

入其市场的外国资金数量。这样的规定直接受到了 WTO 规则的启发2。 

 

  贸易和投资法之间这种出人意料的联系似乎是欧盟一体化进程的间接结

果。在《里斯本条约》签署之前，欧委会只是在贸易政策方面具有管辖权，因此

其决定通过建立服务供应商的规范来制定自己的投资政策。因此，代表《里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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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签订前的欧盟投资协议事实模式的“欧盟自由贸易协定的最低投资平台”
3

受到之前关于服务市场准入谈判的巨大影响。 

 

  由于欧盟正在积极与其主要贸易伙伴（如中国、印度、日本和美国）就

国际投资协定进行谈判，因此这种新方法的影响不容低估。虽然近年来，各国在

其国际投资协定的实践中融合了许多投资者保护措施，但许多国家仍然限制外国

投资的进入。此外，欧洲各国比大多数国家更为开放，并且主张通过这种方式获

得更多的收益，特别是在目前与中国进行国际投资协定谈判的情况下（中国设置

了多种准入限制）4。 

 

  有趣的是，欧委会已经不再使用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因为其违反

了这些新的市场准入担保。这表明，欧委会将预制保证与给外国投资者的事后保

护（post-establishment protections，如公平和公正待遇）区分开来。这反映了美

国的做法，但更重要的是符合建立主权国家间相互让步的贸易模式的要求。但实

际上，这意味着欧委会方法的可执行性将取决于政府通过国与国之间争端解决机

制提出投诉的善意。 

 

  由于英国脱欧将重塑欧盟，欧洲新投资政策将会有何变化仍需进一步观

察。一方面，考虑到欧委会似乎受到来自国际机构（如世贸组织）或非欧洲国际

组织的准则的影响5，其影响可能很小；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欧委会更容易接受

个别成员国的意见。虽然这样的结果是否会导致旧的“黄金标准”重新抬头是值得

怀疑的，但成员国更多的参与可能会造成新的障碍。在英国脱欧公投后的几天里，

欧委会（不情愿地）决定批准与加拿大的自由贸易协定为混合协议6就是这样一

个例子。虽然这可能会因为欧盟成员国放弃大量的主权而缓与欧委会之间的关系，

但是一些成员国反对贸易的言论日益增多，可能会致使该自由贸易协定（和其他

协定）难以获得批准。瓦隆尼亚危机可能并非一个孤立的事件。如果是这样，统

一的欧洲投资政策的前景将是黯淡的。 

 

  （南开大学国经所赵泽堃 译） 

                                                 
*《哥伦比亚国际直接投资展望》是一个公开辩论的论坛。作者所表达的观点不代表 CCSI 或哥

伦比亚大学或我们的合作伙伴及支持者的意见。《哥伦比亚国际直接投资展望》（ISSN 2158-3579）

是同行评议刊物。 
**

 Guillaume Beaumier（guillaume.b-beaumier.1@ulaval.ca）是拉瓦尔大学的在读博士生以及加拿

大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员；Richard Ouellet（Richard.Ouellet@fd.ulaval.ca）是拉瓦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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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里斯本条约》（2007 年）赋予了欧盟委员会以制定和管理投资政策的权限：《欧盟运行条约》

（2007 年），第 207 章。欧盟法院最近作出的决定（C-2/15）澄清说，这种权限并非排他性的。

欧盟及其成员国现需签署包含投资章节的新自由贸易协定。 
2
 参见，例如“服务贸易总协定”（1995 年），第十六章。 

3
 见于 http://www.iisd.org/pdf/2006/itn_ecom.pdf。 

4
 Wenhua Shan 和 Seng Zhang，“潜在的欧盟模式 BIT 中的市场准入条款：迈向’全球 BIT 2.0’?”，

世界投资与贸易，2014 年第 15 期，第 445 页。 
5
 根据“Mapping BITs”数据库（http://mappinginvestmenttreaties.com/），与欧盟最近的投资章节最

为相似的条约是美国的国际投资协定。它还证实，市场准入条款在国际投资协定的世界中没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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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谱系。 
6
 混合协议需要欧盟及其成员国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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