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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一带一路”法律服务高端论坛在 
上海政法学院上合培训基地举行 

 

  2019年 4 月 18 日，第二届“一带一路”法律服务高端论坛

在上海政法学院上合培训基地举行。本次论坛由上海市法学会、

上海政法学院、国际商会上海代表处联合主办，上海市法学会“一

带一路”法律研究会承办。本次论坛的主题为海外投资争端解决

机制与法律保障。来自国际、国内相关机构或组织的官员，相关

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本市法学院校、政府法制部门、司法实务

部门、法律服务机构、新闻媒体、部分外省市代表参加了论坛。 

  开幕式上，上海市法学会党组副书记、专职副会长施伟东表

示，举办此次论坛，加强各国法学法律界的对话与交流，探索国

际投资争议解决的最优方案，寻求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问题上达

成最大共识，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保障。 

  他指出，“一带一路”法律服务高端论坛是一个开放对话的

平台，希望更多的法学法律界人士参与“一带一路”法律服务，

真诚地邀请更多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法学法律界人士参

与论坛；“一带一路”法律服务高端论坛是一个务实笃行的平台，

希望通过论坛的举办，引领国内外的法学法律界专家学者共同关

注“一带一路”建设，开展具有针对性、实操性的研究，为争议

解决提供便利、支持、服务；“一带一路”法律服务高端论坛是

一个创新研究的平台，希望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可以在这一领域

内进行开拓性、创新性研究，从法律的视角为“一带一路”建设

提供新思路、新创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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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旨发言阶段， 英国国际法院管理协会主席马克〃比尔表

示，中国是世界上技术方面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可以向世界展示

技术，可以怎么样把世界变得更好、更安全，区块链技术的发展

和智能合约的应用，将有助解决“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履约困难，

保护整个世界贸易。 

  上海市司法局副局长、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受访专家罗培

新指出，对待营商环境评估要有三个立足点。第一，要有国际视

野，真诚地尊重世行的价值观和方法论。第二，要立足中国的现

实国情和现实的需求来推进这项工作，要立足世行同时要超越世

行，解决当下的问题。第三，所有的法律人都要共同致力于构建

一套法理正当、技术理性和规范严谨的制度体系，来全面支撑中

国未来的经济。 

  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

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不同的角度，分析了“一带一路”相关

法律环境创造的重要性。它需要相关国家的双边努力，需要相关

区域的共同努力，也需要在法律服务、法律援助、法律救济、争

端解决等一系列方面的努力。 

  在“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治理议题的研讨时，金杜律师事

务所国际争端解决研究院主任扬帆表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

纠纷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可以通过有效的仲裁条款来

保护境外的投资，要选择最适宜的仲裁地和仲裁规则，灵活运用

调解和其他的 ADR。 

  俄罗斯联邦总统直属国民经济与管理学院法学院主任奥列

格〃扎伊采夫就与中国的大学进行合作谈了自己的想法。他相信

“一带一路”倡议是非常好的机遇，可以培养具有新理念的法律

人才，助力“一带一路”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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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评议环节，上海市法学会“一带一路”法律研究会常务理

事沈秋明认为，将来要有一个多元化的解决机制来解决相关争

端，需要专门设立一个争端解决机构。上海政法学院-上海合作

组织研究院院长袁胜育表示，“一带一路”建设所面临的挑战，

包括文化的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法律、政治制度的不同

等等，“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对于创新全球经济治理模式一

定会做出它应有的贡献。 

  在海外投资规则与“一带一路”倡议阶段的研讨时，牛津大

学东方学院副教授马修〃伊利肯定了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成就，

同时指出我们需要了解中国法律，更需要去了解海外法律。 

  中投丝路首席执行官、纽约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马文彦回顾

了数字丝绸之路的背景，分析了数字丝绸之路的现状。谈及新经

济，他认为所有国家都想进行经济转型，多与中国在数字经济上

连接，有助于完成数字经济的转型。 

  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国立法律大学国际商法教研室教师舍

尔扎德〃霍吉穆拉托瓦介绍了乌兹别克斯坦的营商环境，希望借

助“一带一路”吸引更多的国际投资，加强国际间的合作。 

  在评议环节，招商集团原总法律顾问、中国海商法协会副会

长王春阁进行了相关总结，他认为走出去仍面临很大风险，缺人、

缺经验，国际贸易形势不太好，现在已经产生了不少投资的纠纷，

亟需仲裁机构进行调解，需要法学法律界提供法律服务保障。缅

甸德信（缅甸）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曾勤博就上述发言的问题

联系到了缅甸自身的实际，分享了缅甸在这些问题上的应对措施

与经验。 

  上海市法学会“一带一路”法律研究会理事石俭平认为，现

在 ICSID 机制也遭到了很多批评，包括欧盟也建设自己的投资法

院、投资法庭，还有调解争端解决也纳入到东道国的争端解决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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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当中，也许中国未来可以倡导建立属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专属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 

   

 

“一带一路”法治服务实践创新论坛 
在成都举办 

 

2019 年 6月 17日，“一带一路”法治服务实践创新论坛在

成都国际会议中心成功举办。四川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法

学会会长邓勇，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杨洪波，商务部原副部长、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张志刚，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王树江，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冯键，四川省社科联主席、省

法学会副会长杨泉明，四川大学党委书记王建国，中国法学会对

外联络部副主任杨小平，四川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省法学会常务

副会长沈涧等出席论坛。邓勇、杨小平在开幕式上致辞。沈涧主

持论坛开幕式并作闭幕总结。四川省直有关部门（单位）、在川

企业、法律服务机构、高校、协会、媒体、相关省市法学会嘉宾

代表共 300余人参加论坛。 

此次论坛由四川省法学会主办、成都市法学会协办，以“合

规与共享”为主题，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带

一路”建设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战略

部署，采取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式，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更

加精准的涉外法律服务指引，以实实在在的举措助推“一带一路”

建设法治保障做深做实，推动四川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开幕式上，举行了“一带一路”法律服务共享平台“丝法通”

启动仪式、《“一带一路”建设法律应对指南》和《“一带一路”

建设典型法律案例》发书仪式和“一带一路”法律研究培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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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牌、授牌仪式。四川省法学会专职副会长兼秘书长黄晓峰对上

述法治服务实践创新“三大项目”进行了介绍。 

  邓勇在致辞中指出，近年来，四川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

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战略部署，深度融入“一带一路”

建设，抢抓发展机遇，深化交流合作，“四向拓展、全域开放”

立体全面开放新态势正在加快形成。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深入

推进，四川正由内陆腹地变为开放前沿，面临的机遇增大，风险

挑战也随之增多。四川省委政法委、省法学会牵头开展的“一带

一路”法治服务实践创新、统筹实施法治服务“走出去”战略，

旨在健全安全风险防范体系，保障涉外企业、人员合法权益，为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探索一条具有四川

特色的法治实践道路。 

  邓勇表示，当今世界互利共赢是大势所趋，追求法治是人心

所向。四川将努力打造涉外法治服务高地，为“一带一路”建设

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一是致力于完善“一带一

路”法治服务体系。加强地方涉外立法工作，打造融入“一带一

路”的规则和法治网络。优化涉外法治服务平台，建立完善法律

和案例数据库，及时发布法律风险预警、提供法律咨询意见。完

善涉外企业服务机制，为广大法律服务人员走出国门、服务海外

企业搭建“着陆点”。二是致力于深化“一带一路”法治交流与

国际合作。加强与涉外企业沟通联络，了解掌握法律服务需求，

提升应对涉外法律风险能力。加强四川与“一带一路”参与国政

府部门、国际组织、学术界和企业等开展法治交流，提升“一带

一路”法治服务实践创新社会知晓度和影响力。三是致力于“一

带一路”法治人才队伍培养。建立四川“一带一路”法律人才库，

加快培育通晓国际法律规则、善于处理涉外法律事务的高端涉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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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人才。完善人才递进培养机制，壮大涉外法律后备人才队伍，

带动提升律师等法律服务整体水平。 

  商务部原副部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张志刚，四

川省发改委副主任、省法学会副会长徐立，南开大学法学院原院

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左海聪，印度律师协会候任主席、亚太法

律协会前任主席普利桑特•库玛，亚太法律协会“一带一路”常

设委员会联合主席、企业证券投资委员会主席梁柏林，中国贸促

会调解中心副秘书长王芳，中国广州仲裁委南沙国际仲裁中心副

秘书长姚震乾，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国际法教研室主任杜玉琼，

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罗国强分别作了主旨演讲。围绕企业

“走出去”面临的法律风险及法律服务需求和为企业“走出去”

提供精准法律服务 2 个分论题，4位在川企业代表和 4 名涉外精

英律师进行了论坛交流发言。四川省法学会副会长、四川大学法

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左卫民，四川省法学会副会长、学

术委员会主任、省社科联副主席、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侯水平，

四川省法学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

教授高晋康，四川省法学会副会长、省律师协会会长程守太分别

主持了各阶段的主旨演讲和专题交流。 

  通过紧扣主题、紧贴实践的演讲、发言和点评，论坛嘉宾展

开了深入研讨、发表了真知灼见，深化了对四川推进“一带一路”

法治服务实践创新的认识和理解，强化了推动“一带一路”法治

服务走深走实、行稳致远的共识，增进了推进“一带一路”法治

服务实践创新研究、提升企业涉外法律风险防范应对能力、推动

更多企业“走出去”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信心和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