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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CEP從2012年開始展開談判，於2020年11月完成談判並簽署文件，
現階段正進入各談判國的國內審議階段。RCEP談判國包括：東協十國：
汶萊、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新加坡、越南、柬埔寨、緬
甸與寮國，以及中國大陸、日本、韓國、澳洲與紐西蘭，共15國。

• RCEP規定生效條件為：六個東協國家與三個非東協國家通過國內審議
程序並送交締結書，完成條約締結程序。現階段泰國、中國大陸、新
加坡與日本已通過國內審議，一般預估RCEP可在2022年上半年正式
生效。

• RCEP關於投資章節為第十章，其規定大致上與CPTPP架構類似，但各
自有不同的條文架構，其中最大的差別在於，RCEP並無規定ISDS的條
文，締約國僅約定在協定生效後三年在進行討論是否進一步採納ISDS
機制。此外，RCEP的投資條文也出現了部分CPTPP未規範的內容，包
括：促進投資、投資便捷化、工作計畫等。

區域性經濟整合RCEP v. CPTPP



• CPTPP（2018年前稱為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於2010年開始談判，原
本已於2015年10月5日完成談判，並於2016年2月4日簽署協定，但因美國前
總統川普上任後退出該協定，致使CPTPP重啟協商並更名，最後終於在2018
年3月8日再次簽署協定文件，並於2018年12月30日生效。現階段正式會員包
括：墨西哥、日本、新加坡、紐西蘭、加拿大、澳洲、越南等七國，而祕魯、
智利、汶萊、馬來西亞等四個創始談判國則仍在進行國內審議程序。

• CPTPP投資章節，規範提供國民待遇、最惠國待遇、最低標準待遇等保障，
同時限制地主國不得訂定自製率、限制出口、移轉技術或限制經理人國籍等
相關條件；對於直接或間接徵收的措施，必須依市價提供合理之補償；投資
人在成員國遇到不可抗力因素投資受損時，可要求以最惠國待遇賠償；也賦
予地主國政府更多的非歧視性措施政策權，以保護正當公共利益。

• CPTPP中最受矚目的規範則是在之「投資人與地主國政府的爭端解決」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機制，規範內容包括增設避免濫
訴發生之相關機制，以及提高程序透明化之規範條文。CPTPP在投資的市場
進入上係採負面表列，即除明列於附件之例外項目外，成員國之市場完全開
放投資。



近年重要IIA

1. Canada-EU CETA (2016)

2. EU-Singapore (2018)

3. USMCA (2018)

4. CPTPP (2018)

5. Armenia - Singapore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and Investment 

Protection Agreement (2019) 

6. EU - Viet Nam Investment Protection Agreement (2019)

7. UK-EU TCA (2020)

8. Brazil-India BIT (2020)

9. Indonesia-Korea CEPA (2020)

10. Côte d'Ivoire - Japan BIT (2020) 

11. FIPA (Canada model BIT (2021)

ISDS新趨勢-國家規制權



條款要素 近年重要IIA

涵蓋之公共利

益類型

基本的社會福利、國家文化遺產以及文化多樣性、促進

地主國貿易、金融的發展等廣泛目標。

手段目的

關聯性

• 部分協定要求採取公共利益措施之前提要件為必要性

（necessary）

→壓縮國家規制權的形成空間。

• 部分協定依據追求公共利益的類型不同，而要求不同

程度關聯，可以區分為有關（relating to）、必要性

（necessary）→使國家規制權能因應不同政策目標保

持彈性。

防止任意性及

歧視性

在條約用語上強調「基於不歧視的基礎上且不得任意適

用」



• 目前國際間辦理國際投資爭議解決的機構，主要為國際商會（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簡稱ICC）所屬的國際商會國際仲裁院（ICC 
International Court of Arbitration），以及世界銀行（World Bank）所屬的國
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簡稱ICSID）。

• 台灣因未加入國際公約或國際性組織，例如前述ICSID的設立依據「解決國
家與他國國民間投資爭端公約」（Convention on the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between States and Nationals of Other States，亦稱為華
盛頓公約），以及國際仲裁另一重要公約「承認及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
（Convention of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tion Awards, 
New York convention，亦稱為紐約公約），台灣均未能加入，或許也因此法
律實務界普遍對於國際仲裁並不熟悉，僅有極少數的律師具有國際仲裁經
驗或國際仲裁機構的仲裁人資格。

• 台灣目前以「Chinese Taipei Business Council of ICC」（簡稱ICC Taipei）的名
義參與ICC的各委員會和各項活動，其中也包括ICC國際仲裁院，故對於ICC
的仲裁規則及仲裁案件也較為熟悉。



過往的合作業務
• 兩岸投資
• 境外投資
• 金融商品
• 爭端解決
• 律師跨境執業

未來的合作業務
• 跨境仲裁、國際仲裁
• 資本市場

397.5B HKD v. 14.68B TWD
• 家族辦公室
• 金融創新、科技創新
• 兩岸四地律師聯盟

兩岸四地的可能法律合作型態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Welcome your feed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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