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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争端解决的“联合控制”机制研究

———由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展开

何 悦 涵*

摘 要:投资争端解决机制面临的正当性危机和可持续发展危机迫使投资条约缔约国政府正视

其改革的必要性,并根据各自国情践行了不同的改革实践。投资争端解决的“联合控制”机制为改革

提供了新的方向。历经“预设解释”“实时解释”“争端参与”三阶段的发展后,“联合控制”机制将适用

对象扩张至涉公共利益投资争端。“争端参与”式“联合控制”机制聚焦投资条约缔约主体与争议主体

不一致的问题,通过变革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的方式实现由“扭曲的全球治理”向“真正的全球治理”

的转变。中国应提高“联合控制”机制的透明度标准并增添“必要且适当”要求,将其引入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条约升级版中,助推投资条约改革中国方案的形成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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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国家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以下简称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旨在以仲裁方式解决投资者与东

道国之间的投资争端。自20世纪60年代设立以来历经近70年的发展,该制度在助推投资者与国家

间投资争端解决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与社会结构的调整,其弊端也日

益凸显:一方面因仲裁裁决不一致、仲裁庭偏向维护投资者利益、滥诉对国家主权形成影响等导致投

资争端解决机制出现正当性危机;①另一方面,可持续发展作为国际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已为当代国

际法所认可,但现行投资仲裁机制严重抑制了东道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② 这些问题一定程度

上源于投资条约缔约主体与投资争端主体的不一致性。针对上述问题,美国、欧盟等国家或地区已对

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收效甚微。

不同于投资争端,贸易争端往往将联合磋商作为争端解决的首要程序。例如,世界贸易组织(以
下简称世贸组织)就将联合磋商作为其解决成员方之间贸易争端的首要程序。联合磋商解决争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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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在于:当事方能通过直接会谈和友好协商来澄清事实、消除误会、增进彼此间的信任,最终达成争

端的合理解决。① 例如,世贸组织的知识产权争端解决经验显示,有约70%的争端是通过联合磋商解

决的,真正通过专家组解决的案件仅占30%。② 有些国家已注意到磋商机制的优势并将其引入投资

条约。例如,2012年《中国和加拿大关于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的协定》(以下简称《中加投资协定》)第

20条第2款就规定了缔约双方针对金融争端的磋商程序;又如,2015年《中国和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

定》(以下简称《中澳自贸协定》)在第9章(投资)第11条(磋商)设置了联合磋商机制,规定“发生投资

争端时,申诉方可在致使争端产生措施或事件发生起2个月后,向被诉方送达书面磋商请求”。相比

《中加投资协定》,《中澳自贸协定》第9章对联合磋商机制的使用有3个方面的变化:(1)可以进行联

合磋商的争端从金融投资争端扩张至所有涉公共利益投资争端(第11条第1~4款);(2)区分涉公共

利益投资争端与非涉公共利益投资争端确定联合磋商的主体,即对非涉公共利益投资争端,磋商双方

为投资者与东道国;对涉公共利益投资争端,磋商的双方为投资者母国与东道国(第11条第4~7
款);(3)对需要国家间进行磋商的投资争端,国家在磋商中的地位出现了从“不可控”到“可控”的变

化。相较于非涉公共利益投资争端解决的“投资者与东道国磋商-磋商失败-投资者提起仲裁”的路

径,《中澳自贸协定》将投资者与东道国间的涉公共利益投资争端置于投资者母国与东道国的联合控

制之下,突破了以往的投资争端解决磋商机制,将“联合控制”机制推进至前所未有的深度。有学者

指出《中澳自贸协定》关于涉公共利益投资争端的这一“联合控制”型磋商机制,代表了各国就涉公共

利益措施在投资者保护与国家主权之间、仲裁庭与缔约方解释权之间寻求再平衡调整的基本趋势,运
用得当将为希望以此维护本国正当的、非歧视性的公共利益措施的国家提供一个具有创新性的

模式。③

从《中加投资协定》到《中澳自贸协定》,不难发现中国在国际投资规则和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改

革问题上持积极态度且不断有创新举措,并有针对性地将此类举措应用于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

资条约的签订与升级中,这一趋势从《中国关于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建议文件》(以下

简称《建议文件》)提出的采纳替代性争端解决措施、纳入仲裁前磋商程序等改革方案中可见一斑。④

改革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中澳自贸协定》确立的涉公共利益投资争端解决的“联合控制”机制既

拉开了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中国方案实践的序幕,也将以其制度优势推动改革的不断前行。

一、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原罪与诉求

(一)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原罪

投资争端是基于投资条约而提起的,而投资条约的特殊性在于:一方面投资条约是国家间缔结的

保护私人(投资者)利益的条约,权利与义务的平等无法在缔约者和受益者(投资者)身上同时体现出

来;另一方面,投资条约的缔约双方与投资条约确立的权利义务双方是失契的。如此一来,出现的情

形是:尽管投资条约是缔约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且任何一方都将扮演东道国或投资者母国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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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旦投资争端发生,在投资争端解决机构针锋相对的双方却已不再是当初讨价还价的缔约双方。

发达国家主导的投资条约确立了如下的投资保护与投资救济的进路:在缔约阶段,国家为投资者谋求

最大的利益,充当投资者的代理人;而一旦东道国的规制行为有违投资者的投资预期,投资者即基于

投资条约向东道国提起诉讼,或向第三方中立机构提起仲裁申请。国家与其投资者在缔约与争端解

决两个阶段进行了身份互换:国家由台前走到了幕后,投资者由幕后走到了台前。这一进路完全不同

于早期的武力或外交保护投资的进路。而随着国家与投资者身份的互换,东道国看似在与投资者的

不平等地位中占据国家优势,实则面临更大的压力:国家间平等地位的权利义务间的较量转变成东道

国义务(无权利)与投资者权利(无义务)之间的较量。在国际投资领域,东道国政府不仅仅扮演投资

保护者的角色而负有投资保护的义务,而且作为国家的管理者,还须扮演外资管理者的角色而负有外

资管理的义务。国家在这两方面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义务构成了国家外资管理基本职能的重要内

容。国家的规制权在受监督的同时理应受到尊重,但投资者及其母国身份的转换却形成东道国的规

制权利益在争端解决阶段的缺位。而这也成为引发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正当性危机和可持续发展危机

的原罪。
(二)正当性诉求与改革实践

正当性是一种政治统治或政治权力能够让被统治的客体认为是正当的、合乎道义的且自愿服从

或认可的能力和属性;而正当性危机则是制度正当性受到质疑并严重动摇其合法性基础,故正当性危

机又被称为合法性危机。① 当这种正当性危机被投射至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时,应被理解为国家或投

资者对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及其法律渊源即投资条约的有效性产生了质疑,包括其效力来源的合法性、

权利与责任分配的公平性等。投资仲裁机制的正当性危机主要表现为仲裁裁决不一致、仲裁庭偏向

维护投资者利益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一些国家或机构提出了相应的改革方案。

1.美国的改革实践

美国是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忠实拥趸者。从最初意识到投资仲裁正当性危机的存在美国便开始

了循序渐进的改革,并明确提出将防范对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滥用作为改革的目标之一。② 美国的

改革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1)合并仲裁。例如,《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以下简称《美墨

加协定》)附件14-D第12.1条规定,允许对具有共同法律或事实问题的相关诉求进行合并。(2)仲
裁透明度。例如,《美国和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以下简称《美新自贸协定》)第15.19.3条和第15.20
条将法庭之友意见的范围进行扩大,使其可以来自该条约缔约方境内或境外的个人与实体,且不允许

东道国拒绝披露其根据相关国内法应当披露的信息;(3)仲裁员的独立性与公正性。例如,《美墨加

协定》附件14-D第6.3条规定,在75天内未组成仲裁庭情况下,由秘书长指定的首席仲裁员原则上

不得为申请人或被申请国国民。(4)允许东道国反诉。例如,美国曾经主导制定的《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协定》(以下简称《TPP协定》)第9.19.2条规定,在投资者因投资授权或投资协定违反问题提起仲

裁的背景下,东道国拥有反诉权。(5)上诉机制。例如,自2004年以来,《美国双边投资条约范本》(以
下简称《美国范本》)第28条就一直存在上诉机制设立的可能性表述,2012年《美国范本》还增加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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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机制的透明度要求。
虽然美国的改革试图缓解因投资者滥诉、仲裁庭“弱者保护”倾向带来的正当性危机,但有学者认

为,美国的这种改革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存在的弊端,过高透明度要求也会违背仲裁

的独立性与私密性的设计初衷,继而使得改革方向与目标背道而驰。①

2.欧盟的改革实践

欧盟的改革则较为激进,其通过一系列的自贸协定确立了不同于传统投资仲裁机制的两审终审

的国际投资法庭机制,可谓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一次巨大变革。当然,欧盟的这一改革也非一朝

一夕完成的。例如,国际投资法庭的组成人员从最初的9人扩充至后来的15人。这表明,欧盟正努

力使国际投资法庭案件审理人员的设置越来越合理。又如,国际投资法庭的案件审理人员的表述也

从最初的“成员(Members)”发展至“法官(Judges)”。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其意义却是完全不同的。
这一点通过《欧盟和越南自由贸易协定》(以下简称《欧越自贸协定》)和《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协定》(以
下简称《TTIP协定》)投资章节草案文本的上下文就能反映出来。在《欧越自贸协定》确立的投资争

端庭审体系中,庭审成员(Members)的地位具有不确定性,到底是仲裁员还是法官不得而知;而
《TTIP协定》投资章节草案设立的投资争端庭审体系已明确了庭审成员具有法官(Judges)的地位。
国际投资法庭体现了对特设的、由争端双方当事人任命仲裁员的传统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根本性改

变,有利于摒除法官对某些案件的偏见,提升投资争端案件裁决的一致性。② 此外,国际投资法庭明

确了上诉机制,且对上诉机制的构建有详细而具体的描述,包括上诉法庭案件审理人员的配置以及受

案范围等。例如,《欧盟和加拿大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第8.28条要求上诉法庭针对某一案件随机任

命3名成员且以小组形式审理案件,上诉理由包括争端事实理解的明显错误、准据法解释与适用错误

等,从而使得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上诉机制的构想变为现实,迈出了具有现实意义的一步。
欧盟“釜底抽薪”式的改革建立于重新平衡“追求仲裁过程高效便捷”与“寻求裁决结果公正性”之

上。然而,欧盟的国际投资法庭上诉机制形成的多个投资法庭可能导致法庭碎片化,并加剧因法庭过

多导致的裁决结果不同问题;法庭本身存在的初审与上诉法官意见不统一、法官不受先例约束等情况

显示出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裁决不一致性与不可预见性的弊病;“常设”二字以及法官选任制等颠覆

性重塑,似乎已不再符合仲裁在设立之初对“自治”与“自由”理念的追求。有学者甚至认为此次改革

是“对(‘自治’与‘自由’)这对基本哲学概念的背叛”,③也有学者对欧盟的这一改革能否达到解除正

当性危机的目的提出质疑。④

3.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的改革实践

除了以欧美为代表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外,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的改革

也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中。作为处理着全球70%投资争端的机构,2016年中心开始对仲裁规则进行第

四次大规模修订,旨在维持正当程序、实现投资者与国家间利益的平衡、提高争端解决程序的效率、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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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争端解决的成本。相比而言,中心将改革的重点放在了提高仲裁公正性和透明度问题上:①(1)增
加公众对案件相关材料的接触;(2)针对第三方资助引入新的披露要求;(3)强化仲裁员独立性和公正

性的宣言;(4)增加关于保证金的规定;(5)缩短初始程序时限等。② 不难发现,中心试图从仲裁庭裁

决程序、仲裁员素质的严格化和规范化方面来缓解投资争端解决机制面临的正当性危机。为此,中心

的改革也因改革不彻底而遭诟病。③

(三)可持续发展诉求与改革实践

国际社会关于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并非仅限于解决正当性危机问题。随着可持续发展问题

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关注,投资争端解决机制面临的可持续发展危机逐渐凸显。在当

前的国际投资争端中,环境、东道国当地人口(包括少数民族)、社会权益(包括公共健康与人权)问题

较为突出。④ 可持续发展问题本质上是公共利益问题,投资者将东道国诉至仲裁庭,东道国为保护公

共利益而行使的规制权受到挑战和侵蚀,从而引起了有关国家对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诟病,继而提出

并践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方案。

1.退出《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

面对投资仲裁机制可能对本国可持续发展产生的影响,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委内瑞拉、南非等拉

丁美洲、非洲国家宣布退出《关于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即《华盛顿公约》)。以厄瓜

多尔为例,其在“西方石油公司诉厄瓜多尔案”⑤中因终止与西方石油公司的油田开发合同而被诉至

仲裁庭,并最终被裁决构成间接征收行为而承担高达11亿美元的巨额赔偿款。在此案的催化下,厄
瓜多尔政府不断审视其签署的双边投资条约是否于厄瓜多尔主权以及公共利益有损,并最终选择退

出《华盛顿公约》。

2.拒绝双边投资条约

巴西对外投资额远低于其他缔约方在巴西的投资总额,⑥这种相对固定的东道国身份使其更加

拒绝并不“互惠”的双边投资条约,尤其是条约中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被认为将使巴西面临极大的公

共利益保护措施被诉风险。自1994年以来,巴西共签订了27项双边投资条约,其中仅《巴西和安哥

拉双边投资协定》正式生效,且该协定不涉及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内容。⑦ 相比双边投资条约,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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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SeeMegKinnear,Movingwiththetimes:amendingtheICSIDrules,ColumbiaFDIPerspectives,No.233,2018
-08-27.

SeeICSID,ICSIDMemberStatesDiscussProposedRuleAmendments,https://icsid.worldbank.org/en/Pages/

News.aspx? CID=291,2019-02-03.
参见张晓君、李文婧:《“一带一路”背景下的ICSID改革》,《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http://kns.cnki.net/kc-

ms/detail/50.1023.c.20190704.1749.004.html,2020-05-20。

SeeTheInternationalInstitute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InternationalInvestmentLawandSustainableDevel-
opment:Keycasesfromthe2010s,https://www.iisd.org/library/international-investment-law-and-sustainable-de-
velopment-key-cases-2010s,2019-04-06.

SeeOccidentalPetroleumCorporationandOccidentalExplorationandProductionCompanyv.TheRepublicofEc-
uador,ICSIDCaseNo.ARB/06/11,DecisiononAnnulmentoftheAward,2November,2015.

参见魏丹:《解析巴西对双边投资协定的策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编:《武
大国际法评论》第16卷第2期,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14页。

SeeUNCTAD,InternationalInvestmentAgreementsNavigator—Brazil,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in-
ternational-investment-agreements,2020-05-23.



更倾向于通过合作与便利化投资条约来保护投资者与东道国利益,其确立“两阶段制度”来预防和解

决相关的投资争端:为预防投资争端的产生,当外国投资者出现对投资规制行为的不满时,先由政府

监察员解决,然后由联合委员会发布官方建议;对已经出现的投资争端,规定由国家与国家间仲裁解

决,拒绝投资者与国家间仲裁形式。① 另外,巴西还致力于促成世贸组织投资便利化协定的达成,并
提出“有关投资争端解决将不受制于现有的世贸组织争端解决规则”的议案。②

3.审慎对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

相比前两类国家,另外一些国家则对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持谨慎态度。以澳大利亚为例,《澳大利

亚和新西兰紧密经济关系贸易协定投资议定书》便完全摒弃了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中澳自贸协定》
虽然保留了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但也持审慎态度,即配之以争端解决的联合磋商机制。澳大利亚之所

以对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持审慎态度主要源于 “菲利普·莫里斯公司诉澳大利亚案”③。“菲利普·莫

里斯公司诉澳大利亚案”和“菲利普·莫里斯公司诉乌拉圭案”④虽然被学者评价为“公共健康的两次

胜利”,然而“不确定性依然存在”。⑤ 此类国家还通过其他条款的设置防止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滥

用,如加拿大和圭亚那等国缔结的投资条约明确要求国家不得以降低健康、安全以及环境的方式吸引

投资;⑥缅甸和尼日利亚等国则明确规定应控制仲裁前期时间以降低仲裁的高成本对投资者与东道

国的不必要损耗等。⑦

4.改革投资争端解决机制

还有一类国家如美国、加拿大等则采取较为积极的态度应对投资争端解机制面临的可持续发展

危机,在新近缔结的投资条约序言中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在例外条款中规定不得对东道国保

障人权、健康等涉公共利益措施提起仲裁。⑧ 《美墨加协定》在第24.4条脚注4中则以一种新的方式

定义“影响贸易或投资”的行为,即“影响贸易或投资”的行为是指那些不执行或不尊重环境法律或多

边环境协定中有关臭氧消耗、海洋污染和濒危物种贸易现有规定的行为,从而大大增强了标准承诺,
将侵害缔约方公共利益的行为纳入“影响贸易或投资”的范畴。⑨

对中国而言,完全废除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并非良策,直接退出《华盛顿公约》亦不符合中国一贯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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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SeeAcerisLawLLC,BrazilandtheCooperationandFacilitationInvestmentAgreement(CFIA):AStepBack-
wardsforArbitration?,InternationalArbitrationInformation,https://www.international-arbitration-attorney.com/bra-
zil-cooperation-facilitation-investment-agreement-cfia-step-backwards-arbitration/,2019-05-28.

SeeICTSD,BrazilCirculatesProposalforWTOInvestmentFacilitationDeal,https://www.ictsd.org/bridges-
news/bridges/news/brazil-circulates-proposal-for-wto-investment-facilitation-deal,2019-05-28.

SeePhilipMorrisAsiaLtd.v.Australia,PCACaseNo.2012-12,FinalAwardRegardingCosts,8July2017.
SeePhilipMorrisBrandsSarlv.Uruguay,ICSIDCaseNo.ARB/10/7,Award,8July2016.
SeeTaniaVoon,AndrewD.Mitchell,PhilipMorrisvs.TobaccoControl:TwoWinsforPublicHealthbutUncer-

taintyRemains,ColumbiaFDIPerspectives,No.182,2016-09-12.
参见2004年《加拿大双边投资条约范本》第11条、2004年《中国和圭亚那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序言等。

参见2002年《中国和缅甸关于鼓励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第9条、2010年《中国和尼日利亚相互促进和保护投资

协定》第9条等。

参见2020年《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序言和第32条、2004年《加拿大双边投资条约范本》序言和第10条

等。

SeeAaronCosbey,WeighinguptheEnvironmentalCooperationAgreementundertheCanada–UnitedStates–

MexicoAgreement,IISDPolicyBrief,https://www.iisd.org/library/weighing-environmental-cooperation-agreement-
under-canada-united-states-mexico-agreement,2019-05-01.



持的国际合作原则。虽然在投资条约序言中提及可持续发展目标能对投资条约起到价值导向作用,
但若不确立具体的条款规范则其实施只能沦为空谈。在投资条约的例外条款中罗列出环境、安全等

例外情况以及对“低标准可持续发展要求引入外资”的禁止令都能为东道国在公共利益政策等制定方

面提供规制权空间,使其不为投资者的“仲裁警告”所挟持,但仅有例外与禁止条款仍存在不足:对条

款解释存在争端时投资者仍可能直接诉诸仲裁庭,因而需要对条约解释权重新分配;而提高透明度标

准、细化法庭之友规则等虽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威慑作用,但无法最大限度地消除投资仲裁给东道国

带来的影响。
可持续发展的诉求并非仅限于东道国,投资者与投资者母国亦有需求:投资者的可持续发展是国

际社会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投资者母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呈现。因此,在可持续发展

这一诉求上,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并不存在矛盾。事实上,对投资者的调查显示,其亦承认不能在一

个衰退的社会中开展经营。① 换言之,东道国的国家总体环境对投资者的影响较大,甚至可以影响投

资者的投资方向和投资质量,因而投资者同样需要为东道国公共健康、环境等问题“买单”。投资争端

解决机制面临的可持续发展危机若无法妥善解决,可能进一步恶化其所面临的正当性危机。在这个

时代,可持续发展挑战与正当性危机正共同迫使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进行不断革新。

二、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新视角:“联合控制”机制的演化与改革诉求的回应

事实上,国际社会对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很早就持谨慎态度。例如,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以下简称《北美自贸协定》)就曾着手进行条约解释权在仲裁庭与缔约方和当事人之间的再分配,从
而使解释权逐步向缔约方倾斜,换言之,通过缔约方对解释权的“联合控制”来实现投资争端解决机制

的改革,以 “利用其对自身缔结条约的深谙程度,更加积极主动地维护自己的解释权以引导仲裁庭对

投资条约条款做出合理和可预见的解读”。② “联合控制”实质上代表了一种趋势,即不断加强缔约双

方对投资条约的解释与适用能力、争端解决的过程与结果问题上的把控能力,通过双方的联合控制,
使缔约双方能够平衡自己作为东道国与投资者母国身份下的双重利益。事实上,“联合控制”的发展

过程,是将投资条约缔约双方或多方纳入协定解释权主体中,并逐渐赋予该解释权一定拘束力的过

程。随着时代的发展,“联合控制”机制也呈现出由“预设解释”阶段到“实时解释”阶段再到“争端参

与”阶段的递进式发展。
(一)“联合控制”机制的演化

1.“预设解释”阶段

“预设解释”系指预先设定争端情境由缔约双方预先解释,即缔约双方对投资条约某些容易产生

歧义的条款或定义预先解释,通过明确定义模糊的保护措施或具体说明条约承诺与惯例做法的关系

等方式提高条约承诺的专属性,③借此规避可能因此产生的争端。例如,1994年《北美自贸协定》第

1139条对“投资”的含义进行预先解释,将“投资”类型明确列举为企业、企业的股本证券、企业的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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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RobvanTulder,JanAntonvanZanten,MNEsand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WhatDoFirstSteps
Reveal?,ColumbiaFDIPerspectives,No.227,2018-06-04.

SeeUNCTAD,InterpretationofIIAs:WhatStatesCanDo,https://unctad.org/en/Docs/webdiaeia2011d10_en.

pdf,2019-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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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企业贷款等10项,并且对其中4项另分列要求,如企业贷款一项要求该企业为投资者的附属机

构或贷款的初定偿还期至少为3年等;第1110条对“征收”的例外情况进行解释,包括以公共利益为

目的、在非歧视的基础上、根据正当法律程序且符合第1105条(“最低待遇标准”)要求以及按照本条

第2款至第6款已支付赔偿金等。这种对某些定义、法律关系的预先解释是“联合控制”最基本的也

是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是缔约双方避免争端产生所做的最基础的努力。但这种方式无法对一些

适用范围广泛的概念进行穷尽式列举,如对“征收”例外情况虽有界定,但无法完全列举其所有适用情

况,故而无法完全避免争端。这一缺陷的影响是显著的:《2018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7年全年投

资仲裁庭共做出至少62项实体裁决,在判定东道国须承担责任的案件中,仲裁庭发现其多涉及违反

投资条约中的征收条款和公平公正待遇条款。① 可见,通过预设解释很难实现真正的“联合控制”。

2.“实时解释”阶段

“实时解释”是指缔约双方在争端出现后对相关问题进行联合解释。相比“预设解释”,“实时解

释”因形成于实际争端之后而更具有实践价值,不少投资条约对此进行了相关规定。例如,2004年

《美国范本》第31条规定,在申请人要求下,仲裁庭应当请求缔约方对申请人提出的不符措施争端进

行解释,缔约方应在60天内作出书面决定,这一规定在2012年《美国范本》第31条被延长至90天。

2004年《加拿大双边投资条约范本》第40条和第41条规定,协定制定后针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应由

缔约方联合出台条款的解释,同时赋予其对仲裁庭的拘束力;2008年《中国和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
(以下简称《中新自贸协定》)第155条亦规定仲裁庭应在一方争端当事国申请下要求缔约双方就争端

问题涉及的协定条款进行共同解释;《美墨加协定》第14.D.10条则规定,自由贸易委员会应当根据其

职权在90天内应仲裁庭的要求对当事方提出的不符措施条款进行联合解释,该解释对仲裁庭具有拘

束力。相比“预设解释”,“实时解释”在实行解释的时间上更具有优势,争端发生后缔约方的参与针对

的是特定情境下的具体争端,在这种条件下实时的联合解释范围更窄、针对性更强,且通常对仲裁庭

有约束力,实践价值自然优于前者。

3.“争端参与”阶段

如果说“预设解释”和“实时解释”赋予投资者母国和东道国在可能产生的争端或实际产生的争端

问题上的解释权,那么《中加投资协定》和《中澳自贸协定》将“联合控制”的形式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即
投资者母国和东道国直接参与争端解决,不再仅限于拥有解释权。所谓“争端参与”,是指允许非争端

缔约方发表陈词甚至承认缔约方对某些问题产生的争端联合作出的决定。② 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允许非争端缔约方参加庭审并发表陈词。例如,《中加投资协定》第27条规定,非争端缔约

方有权参加庭审,并且在书面通知后可以向仲裁庭提交有关协定解释问题的陈述意见。这种方式更

加具有实践可操作性,参与时间变为仲裁阶段而非争端发生前或解决后,缔约方也成为争端解决的参

与者。很多情况下缔约方无法预见可能发生的问题,只有面对实际发生的争端才能着手提供解决的

对策。允许缔约方参加庭审并发表陈词的做法能够为仲裁庭的裁决提供符合争端各方利益的意见参

考,对争端的解决更为有利。

第二,允许缔约方对金融领域敏感问题引发的争端做出联合决定,并对仲裁庭具有拘束力。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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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ationsLibrary/wir2018_en.pdf,2019-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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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针对特定金融问题引发的争端,《中加投资协定》第20条要求缔约双方金融服务主管部门联合磋

商,如果能够达成共同决定则应准备一份表明他们共同决定的书面报告,此报告应提交至投资者与国

家间仲裁庭,并对投资者与国家间仲裁庭具有约束力。这种做法的突破性更强,它将缔约双方的作用

由“提供解释性意见”升级为“提供联合决定”。如此,敏感或专业领域的仲裁将更为谨慎。
第三,允许缔约方对涉公共利益问题引发的争端做出联合决定,并对仲裁庭具有拘束力。根据

《中澳自贸协定》第9章第11条和第18条的规定,东道国为“公共健康、安全、环境、公共道德和公共

秩序等合法公共利益目标”而采取的“非歧视的”措施不应被提起仲裁;当投资者与东道国就“措施是

否确为保护公共利益而实施”产生争端时,投资者可向被诉方(东道国)请求磋商;在后者收到磋商请

求30日内,可以向申诉方(投资者)与非争端缔约方(投资者母国)发布“公共利益通知”,以证明其措

施符合协定的规定;此通知发布后,仲裁程序将被中止,继而触发一个为期90天的前置磋商期,从而

起到暂时“规避”投资者-国家投资争端仲裁庭设立的作用;在90天的磋商期内,若缔约双方就“该措

施属于前述条款所涉目的”达成一致,则该结论将对仲裁庭具有约束力;如若期满后双方仍未达成合

意,则磋商期的存在不妨碍其后仲裁庭的建立;但仲裁庭不得以“申诉方未发送公共利益通知”或缔约

双方国未能达成一致为理由而做出不利推定。据此,《中澳自贸协定》中的“联合控制”机制可进一步

概括为:本着“允许缔约方就它们之间缔结的条约的适用达成一致意见并且对仲裁法庭具有约束

力”①的原则,针对涉公共利益投资争端,缔约双方可进行联合磋商,并明确磋商的期限、程序以及磋

商结果对缔约双方国以及争端解决的影响。
在“联合控制”机制演进的各个阶段,投资条约缔约方参与的时间、方式以及纵深程度都有所不

同:“预设解释”侧重于狭义上的投资条约文本解释,在投资条约缔约时即由缔约方预先进行解释,个
案针对性较弱;“实时解释”则是在争端发生时由仲裁庭请求缔约方做出;“争端参与”则赋予投资者母

国同样的争端解决参与权力,其权力范畴包括陈述权、解释权和决定权,而东道国在争端解决上也拥

有了主动权,在涉及公共利益的争端事项上,东道国的这一主动权具有重要意义。更为重要的是,“争
端参与”的行为在正式的仲裁庭审之前,可以极大程度上避免仲裁庭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尽可能地使

案件得以在缔约双方的磋商下达成解决,从而避免仲裁及其结果引发的正当性危机和可持续发展

危机。
(二)契合改革诉求的“争端参与”式“联合控制”机制

1.正当性诉求

“仲裁庭会议是秘密召开的,其成员通常也是未知的。他们所做出的决定是完全不被透漏的。然

而这种只有一个小型国际仲裁庭群体来处理投资者与外国政府之间争端的方式已经导致国内法被废

止、司法体系被质疑以及对环境的规制被挑战等问题。”②传统投资仲裁机制的弊端一目了然,正当性

危机不是空穴来风。面对正当性诉求,“争端参与”式“联合控制”机制体现了缔约双方的一种认知,即
仅仅依靠国际仲裁类型的争端解决方法有时可能达不到预期,融入一些政治性的争端解决手段是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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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① 就此,仲裁庭中立与否的重要性被削弱,解决争端成为第一诉求。在涉及一国核心利益(如
根本安全、经济运行情况等)的问题上东道国很难乐于见到一个第三方机构的介入。作为第三方机

构,对争端本身的情况和背景、东道国采取措施的原因等,仲裁庭都没有缔约双方本身体会得透彻。

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是实现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争端参与”式“联合控制”机制的提出符合

全球治理的理论要求,毕竟国家的中心地位和市民社会的参与是解决现行管理性国际投资争端的两

大中心环节,国家的主导地位仍然应该得到尊重。② 该机制承认国家在涉公共利益投资争端解决中

的主体作用,其不但赋予东道国主动权,使东道国在争端发生时不至于盲目地为了避免被诉而舍弃公

共利益,妨碍其可持续发展;同时也承认投资者母国的参与地位,防止因过分倾向东道国利益而产生

矫枉过正的结果。

2.可持续发展诉求

可持续发展作为国际投资活动当事各方的“共赢”目标,适用于资本输出国与资本输入国之间的

关系,也适用于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之间的关系。③ 实践中,仲裁庭的作用被放大而缔约双方的作用

被忽视,仲裁庭可能忽视东道国有关管制措施所要实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东道国败诉的案件屡屡发

生,④最终背离缔约双方促进资本的跨国流动以实现本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初衷。⑤ 长此以往,东道

国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利益诉求被忽视,原本应谋求互利共赢的投资者与东道国被摆在了对立

面上。事实上,随着国际投资法的人本化趋势,各国投资条约越来越重视人与社会的发展,纳入了大

量的公共利益条款。这表明,对投资条约的缔约方而言,关系人与社会发展的公共利益问题是国际投

资中不可忽视的问题。一般例外条款和安全例外条款的设置也表明,东道国的公共利益理应获得投

资者及其母国的尊重。遗憾的是,传统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无法为此种尊重提供合适的实现路径。
“争端参与”式“联合控制”机制突破传统的通过实体权利与程序平衡的方式改革旧制度的思路,

通过允许缔约双方在国家层面就涉公共利益问题在前期达成一致意见并使仲裁庭受制于该意见的方

式,重新平衡仲裁庭仲裁与国家间联合决议的关系,以此达到平衡东道国、投资者、投资者母国三方利

益的目的。借此契机,主权国家以及外国投资者的外资决策须考虑可持续发展问题,同时也须考量国

际投资相关利益者在可持续发展领域享有的参与权。⑥

此外,“争端参与”式“联合控制”机制还能通过节约争端解决成本的方式达到资源最优分配的效

果,使缔约方的经济和社会能够更加可持续地、良性地发展。据统计,在一起投资仲裁案中,当事各方

在仲裁中所支付的费用平均可达800万美元,个别甚至超过3000万美元。⑦ 仲裁成本的不断上升无

形中耗费了投资者与东道国大量的时间与金钱,这一点对一个追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国家特别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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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国家而言无疑是一个不小的负担。投资的根本目标在于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这种目标同样适用

于投资争端的解决,因此确定一种能最大程度兼顾成本节约与矛盾化解的手段尤为重要。对此“争端

参与”式“联合控制”机制提出了相应对策:将争端解决时间控制在90日内从而为东道国、投资者母国

双方节约争端解决成本,使缔约国双方都能够在争端解决中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三、“争端参与”式“联合控制”机制:理论溯源与机制拓补

面对投资仲裁机制面临的正当性危机和可持续发展危机,中国也采取了积极行动,对传统的“联
合控制”机制进行发展和创新。“争端参与”式“联合控制”机制是中国通过国际投资规则的创新向世

界展现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的一次实践。
(一)理论溯源

“争端参与”式“联合控制”机制是缔约双方规避仲裁庭膨胀的造法权的又一次尝试,是国际秩序

从“扭曲的全球治理”走向“真正的全球治理”的一次创新,是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的一次纵深发展。

1.仲裁庭的造法与缔约方的规避

在预设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时,考虑到当事方对争议解决过程和结果的公正性、非政治化等诉求,
投资条约缔约方授权第三方中立机构———投资仲裁庭———在当事方提出申请时处理特定争议的权

利,从而形成了缔约方与仲裁庭之间的授权关系。理论上,这种关系仅维持在争议解决领域,换言之,
缔约方仅明确授权仲裁庭解决实际争议而未提及其解释法律并创造法律的权利。任何来自投资条约

缔约方对仲裁庭有关条约解释权的授权都是隐晦而不全面的,并不明确且非专属于仲裁庭。① 但这

与实践情况并不相符。正统学说认为只有国家能够创造国际法,国际法庭只能解释与适用国际法,学
说与司法审判体系只能够帮助将既已存在的国际法以文本形式确定下来,②解释法律与创造法律是

割裂开的;然而在实践中,解释法律与创造法律之间并不存在差异,③仲裁庭经授权后形成的法律解

释权力使其自然地创造了法律。
对仲裁庭隐含的且具有扩张趋势的创造法律的权力,投资条约缔约方对之正形成一种“反抗”态

势。考虑到缔约方给予投资仲裁庭明确的争议解决授权以及隐含的条约解释权,缔约方无法期待能

够实现对作为代理人的投资仲裁庭的完全控制,④只能在某些特定争议领域以特定方式合理规避这

种仲裁庭权力的扩张,“争端参与”式“联合控制”机制便是这样一种尝试。该机制能够真正实现投资

条约从形式上双边性向实质上多元性的转化,⑤即投资条约缔约方在对争议进行联合磋商解决时能

够基于双方对争议的深入了解并参考以往相似案例和投资条约,实现从个案适用向嗣后普遍性适用

的转变。在此情况下,由缔约双方对条约内容进行解释并对个案适用问题进行把控具有其应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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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投资条约的解释旨在将具体条款的含义与缔约方缔约时的动机相匹配,而非自行修改其最初动

机,①仲裁庭作为无利益牵涉方固然应持中立态度,但囿于其身份很难全面了解东道国采取公共利益

措施的背景以及缔约方的缔约初衷,针对某些争议涉及投资条约条款的解释往往狭隘,从而引发投资

争端解决的不可预测性和不可控性,进而导致投资仲裁的合法性危机和国际投资框架的破坏,②而

“争端参与”式“联合控制”机制能在一定程度上修复这一漏洞。尤其在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投资争端解决问题中,投资者以自身利益为第一要义提出仲裁申请,进而引发仲裁庭的造法活动,可
能导致涉公共利益投资争端的解决最终偏离中国与沿线国家在签订投资条约时的预先构想,影响沿

线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争端参与”式“联合控制”机制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第三方的预先干

预,推动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协商来解决争端。

2.从“扭曲的全球治理”走向“真正的全球治理”
虽然全球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国际社会秩序的治理仍处于西方式治理阶段,即建立在由单一霸

主国家主导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全球治理模式和格局。③ 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作为传统国际秩序规范

的经典,可谓这种西方式治理思维———以西方价值观为主要取向的“西方中心论”———的集中体现。
自由是西方价值观的核心内容之一,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也根基于自由主义,追求贸易投资自由化。
但是,西方式治理下的投资自由化,忽略了发展中国家发展利益的正义,本质上是国际投资秩序的“扭
曲的全球治理”。④ 投资条约从投资保护的实体规则到争端解决的程序规则无不印证了这一点。投

资争端解决机制面临的正当性危机和可持续发展危机可谓是“扭曲的全球治理”的产物。破旧才能立

新,国际投资秩序需要一种真正的治理。
欧盟和美国主导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虽然模式不同,但并没有走出争端解决的“准司法”

性的桎梏。一方面“准司法”性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使东道国的规制权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努力面临不

可预测的风险,要想真正缓解和解除投资争端解决机制面临的正当性危机和可持续发展危机很难;另
一方面,“准司法”性程序带来的非输即赢的结果,对投资者的心理预期和东道国的规制权都将是不小

的挑战。虽然,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也具有“准司法”性,世贸组织成员的立法主权受制于世贸组织

争端解决机制,但这个“准司法”性有一个前提,即争端解决的任何阶段世贸组织成员间的磋商机制都

可适用。这个前提使世贸组织成员的主权获得了尊重。也正是这个前提的存在,世贸组织“准司法”
性的争端解决机制才获得广泛认可,其裁决报告才得以获得广泛的执行。

合作作为一种国际治理的手段,早已为国际法治所认可。国际合作之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地位获

得了《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原则宣言》等一系列法律文件的确认。国际合作的领域早已从过去的政治

合作发展到现在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科技等各个方面,现代人类生活的诸多方面几乎都有程度

不同的国际合作。中国一贯主张通过国际合作与协商的方式解决国际社会的重大问题。中国通过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一步发展、深化和具体化了国际合作这一基本原则的表达:
(1)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了国际合作原则的内涵,其倡导和确立了国家主权、独立自主、关注小国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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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SusanD.Franck,TheLegitimacyCrisisinInvestmentTreatyArbitration:PrivatizingPublicInternational
LawThroughInconsistentDecisions,73FordhamLawReview,1521(2005).

参见蔡亮:《试析国际秩序的转型与中国全球治理观的树立》,《国际关系研究》2018年第5期 。

参见谢来辉:《从“扭曲的全球治理”到“真正的全球治理”》,《国外理论动态》2015年第12期 。



益、反对大国霸权、超越零和博弈、推进互利合作的国际法治核心指向;①(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要

求国际合作不再通过你死我活的竞争来进行,而是通过共赢的合作来达到目的。② 作为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的重要实践,“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的核心目标和“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
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将国际合作原则具体化,为构建“真正的全球治理”之范式提供了新思

路。③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同时也为国际争端的解决及相关机制的改革和创新

提供了极好的路径导向,“联合控制”机制可谓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争端

解决机制领域的最好实践。

3.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的创新

《中澳自贸协定》确立了磋商作为投资争端解决的前置程序,进一步弱化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准
司法”性,最大限度地顾及投资东道国作为主权国家的尊严。在“争端参与”式“联合控制”机制下,经
由东道国的“公共利益通知书”,东道国在相关投资争端的解决中获得了一定的主动权,投资者母国也

被纳入磋商机制,从本质上将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从原罪中释放,改变了因投资者母国与投资者身份转

换带来的问题,某种程度上为东道国权利义务的平衡提供了形式条件。更为重要的是,投资者母国与

东道国的磋商这一前置程序虽看似传统的国家-国家争端解决机制,但实际上两者的效果有很大的

不同:在投资条约下,国家-国家争端解决机制因与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共存,产生了不可避免的问题,

即两种救济机制关系难以界定和调和。也正是这一问题导致国家-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的实践相当有

限,这也使得美国缔结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投资章节最终放弃了国家-国家争端解决机制。而根据

《中澳自贸协定》,只要东道国发出了“公共利益通知书”,投资者母国就须与东道国就相关问题进行磋

商。相比传统的国家-国家争端解决机制,“争端参与”式“联合控制”机制经由东道国的“公共利益通

知书”将投资者母国纳入争端解决机制之中,增加了该机制适用的主动性和实践性。同时,投资者母

国仅参与磋商程序这一前置程序,不参与后继可能发生的仲裁程序,一方面将投资争端解决的政治风

险控制在有限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也保证了投资者母国作为投资条约缔约方的条约意志对投资仲

裁的影响,对实现争端解决程序中的投资者与东道国利益的平衡至关重要。这一点对涉公共利益投

资争端的解决而言尤为关键,因为一方面各国对公共利益的界定和范畴未有明确的共识,另一方面基

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跨国性,各国早已是利益和命运的共同体,所以 “争端参与”式“联合控制”机制

更利于各方达成互解、互谅和共识,最大限度地达成各方利益的妥协与平衡,谋求共同发展的最大利

益。不仅如此,“争端参与”式“联合控制”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可避免投资者在争端解决中的非理性行

为。理论上,在对抗中个人可能因“情感宣泄”而导致非理性行为,④从而使争端的解决变为一场闹

剧。而国家在磋商过程中会以更加理性与全面的眼光看待争端的症结之所在。虽然国家间也会存在

因利益分歧等产生“国家情绪”从而影响合作,但这种影响通常是暂时的,当双方达成更为长远的共同

利益时这种“国家情绪”便会弱化甚至消解。

当然,“争端参与”式“联合控制”机制对缔约双方共同利益以及地位平等的要求较高。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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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大学罗伯特教授曾对“理想的”投资条约缔约方进行过设定,即拥有同等利益并彼此互为资本输

出国与输入国的国家,她认为此类国家能够通过“联合控制”解决争端并通过这种方式吸收和消化不

同投资条约规则的优势与劣势,①因为这类缔约国能够最大程度平衡其作为投资者母国与东道国双

重身份下的不同利益取向。这也解释了“联合控制”机制为何能在《中加投资协定》以及《中澳自贸协

定》下实现较之以往更深层次的发展:相对而言,更“势均力敌”的中国与加拿大、中国与澳大利亚更符

合罗伯特教授对“理想的”投资条约缔约方的预设,因而以“联合控制”机制解决涉公共利益投资争端

时出现强权国家迫使弱国做出让步的可能性相对较低。但这也就提出了“联合控制”机制在理论来源

上存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克服缔约双方实力的先天不平等。如前所述,无论争端是发生于个

人间还是投资者与国家间、国家与国家间,双方都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地位上的差距,而这种差距可能

会导致磋商与合作的全面崩盘。强势一方借优势地位将自身诉求强加于弱势一方,而后者迫于压力

继而全盘接受,或因拒绝接受而承担遭到报复的风险,都将导致本应用作解决争端的方式成为新争端

的导火索,因而需要在“联合控制”机制的设置上对这种先天风险进行预先规避。
(二)机制拓补

1.提高“联合控制”机制的透明度

相较于“预设解释”式和“实时解释”式“联合控制”机制,在“争端参与”式“联合控制”机制中,国家

的干预使得投资争端解决有可能面临政治风险,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该机制对公正与透明度的追

求。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经由武力解决、外交解决、国家间解决方式最终发展至投资者—东道国仲裁方

式并形成制度,最主要的目的就在于尽可能地避免政治风险,这也是美国投资条约虽然确立了国家间

争端解决机制却最终实践有限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此,国家深度参与投资争端解决,须以争端解决的

透明度为前提。

透明度问题也是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涉及的重要问题。目前,相关的透明度改革措施在于引

入面向利益相关方和公众的透明度机制。“争端参与”式“联合控制”机制虽然仅限于涉公共利益投资

争端,但由于各国对公共利益的理解有差异,且在“联合控制”阶段这一争端解决的前置阶段,投资者

的地位不明确,为避免国家间的磋商带给投资者政治风险,应当明确投资者在“联合控制”阶段的地

位,即国家间的磋商可以向投资者开放,或邀请投资者作为第三方加入磋商。此举可防止缔约双方因

政治或其他因素考量而选择“牺牲”投资者利益,投资者能够最大程度保护自身权益。同时为避免“争
端参与”式“联合控制”机制在实力不均缔约方之间运行的风险,此阶段的磋商也可以引入面向法庭之

友的透明度机制。特别是在公共领域跨国化趋势日益显著的背景下,除涉及国家重大安全利益不能

公开的信息外,向利益相关方或公众公开磋商涉及的文件、信息等极为必要。

2.引入公共利益措施“必要且适当”的要求

针对东道国采取的涉公共利益措施引发的投资争端,缔约双方的磋商结果应当追求“定量”的效

果,即不但应对该措施目的是否“保护公共利益”进行“定性”决定,也应当对该措施是否“必要且适当”

进行“定量”分析。“争端参与”式“联合控制”机制尚缺少“必要且适当”要求,这将引发一种风险:投资

条约缔约双方在磋商时只能就公共利益措施的目的达成联合决定,至于该措施的必要性与适当性则

在双方的掌控之外,最终对措施是否“必要且适当”的争端依然会提交投资者-国家仲裁庭进行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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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eeAntheaRoberts,TriangularTreaties:TheExtentandLimitsofInvestmentTreatyRights,56HarvardInter-
nationalLawJournal,357(2015).



在此情况下,“联合控制”机制就成了一种“纸上谈兵”的机制,从而形成一种局面:如果缔约双方就东

道国的公共利益措施达成了一致意见,并且该意见对仲裁庭具有拘束力,之后投资者又以该措施“不
必要”或者“不适当”提起仲裁,则这种争端的管辖权又应当归于何方呢? 以阿根廷系列投资仲裁案为

例,阿根廷与美国等国缔结的双边投资条约对东道国采取的措施提出“保护其本国基本安全利益而采

取必要”的要求,阿根廷系列仲裁案的争论焦点不但集中在东道国阿根廷政府所采取的措施目的是否

保护根本安全利益上,还包括该措施是否“必要且适当”。换言之,即使阿根廷政府的目的具有正当

性,但其采取的措施是否唯一的救济方式? 其采取的手段是否超出了其应当遵守的限度? 因此,将
“争端参与”式“联合控制”机制具体条款修改为“……非歧视的和出于公共健康、安全、环境、公共道德

或公共秩序等合法公共利益目标而采取的必要且适当的措施……”更为妥当。这与中国的一贯主张

不谋而合:《中国和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第10条就曾要求东道国采取的措施应当是为保护国

家安全、保护公共道德、保护人类以及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等“所必需”的;《中日韩关于促进、便利及

保护投资的协定》第19条也规定,对国际收支平衡危机等金融问题采取的措施“不应超过必要的限

度”。通过引入“必要且适当”的要求,缔约双方不但能够就东道国的公共利益措施的目的进行磋商,
同时也能对东道国容易引起投资争端的规制措施的限度进行考量,最终使“争端参与”式“联合控制”
机制运行更有实效。

四、结语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不仅为扩大沿线各国的经贸投资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也为国际经贸投

资规则的改革带来契机。“争端参与”式“联合控制”机制是我国在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上的一次制

度创新的尝试。这一制度创新既遵循了国际法上的国际合作原则,也契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商共

建共享原则,突破了传统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束缚,以独特的规范形式再现国际社会互利共赢、和平

共处的初心。这一机制不仅将助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升级和优化,也
符合中国建设自由贸易港多元化争端解决机制的诉求,用以解决自由贸易港内部诸多新型投资争端,
具有推广价值。“争端参与”式“联合控制”机制的不断完善和推广,将为国际法规范的创制注入新鲜

且富有活力的血液。

责任编辑  何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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