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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投资协定中的 FDI 与可持续发展：切合实际 

 

Julien Chaisse* 

 

正如近期一篇展望所述，《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标志着国际经济政策的重大发展。

协定第四章——《投资与可持续发展》——尤为重要，主要有三点理由： 

 该协定是中国第一个涵盖可持续发展条款的协定。在 CAI框架下，中国承诺有效

执行其已正式签署的 ILO 公约；推动 ILO 第 87 号和第 98 号基本公约的批准；持

续作出努力，争取通过有关强制劳动的 ILO 第 29 号和第 105 号基本公约；秉着

诚意和对《ILO 章程》的坚持，尊重、促进并实现《ILO 基本公约》的原则和基

本权利（从而使得中国受到这些未签署公约的某些基本权利和原则的约束）；以

及有效执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 

 该协定强调监管协作，建立特定行业的争端解决机制，并容许非政府国际组织参

与。长远来看，CAI 条款将影响到中国的监管体系和中欧关系。中欧对话必须进

行下去，并通过执行或监管机制实时作出改善，这种机制需要定期的政治监察。 

 关于环境和劳工问题的合作与对话的条款建立在“与时俱进”方针的基础上：

CAI确保这些条款适用于未来。 

尽管评论家们质疑这一章节的可执行性（因为中国尚未批准所有 ILO 公约)，但是 CAI

展现出与最近签署的欧韩、欧越以及欧日自由贸易协定(FTA)显著的相似性。中欧可从中获

取经验。 

mailto:Karl.Sauvant@law.columbia.edu
mailto:Riccardo.Loschi@columbia.edu
http://ccsi.columbia.edu/files/2021/03/No-299-Berger-and-Chi-FINAL.pdf
https://trade.ec.europa.eu/doclib/press/index.cfm?id=2237
http://www.ilo.ch/dyn/normlex/en/f?p=1000:62:0::NO:62:P62_LIST_ENTRIE_ID:2453907:NO
https://www.ilo.org/global/standards/introduction-to-international-labour-standards/conventions-and-recommendations/lang--en/index.htm
https://unfccc.int/
https://unfccc.int/process-and-meetings/the-paris-agreement/the-paris-agreement
https://www.ilo.org/dyn/normlex/en/f?p=NORMLEXPUB:11200:0::NO::P11200_COUNTRY_ID:103404


 2 

例如，CAI 第 IV(3)章第 4 款与欧韩 FTA 完全相同。2021 年 1 月，后者框架下的专家组

审查了为批准 ILO 基本公约作出“持续”努力的要求。专家组裁定，韩国在法律上有义务为

批准 ILO 公约作出行动。这项义务无需立即采取任何立法行为，只需朝此方向作出切实合理

的努力即可。作为补充，CAI 可以成立“专家组”审查事务并作出公开裁决，后续将由相关

方进行协商。 

第四章还引进三项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重大创新： 

 在 CAI谈判上达成一致，较之寻常的投资协定（再较之现有的欧盟成员国与中国

之间的双边投资协定）更有利于可持续发展：CAI 提供纵向监测，这要求缔约方

通过分享经验和最佳实践进行合作，其内容几乎涉及到可持续发展政策的所有方

面。 

 CAI 成为复杂的欧中关系全球“工具箱”新的组成部分，其涵盖了 WTO 框架、

ILO 正在进行的谈判、单边制裁（例如欧盟全球人权制裁体系），以及有关企业

综合评估与问责制度的立法（旨在通过对在华经营的欧盟企业施行严格管控以消

除供应链中的强制劳动）。基于部分成员国的现有立法和经验，欧盟正为此作出

准备。 

 鉴于第四章是中国的一项重大发展，评估其对中国（以及对中国法律）的初步影

响还需要一段时间。尽管该协定并不理想，但是中国仍然第一次在贸易和投资协

定中承诺了一系列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义务。根据欧韩关系的经验，且考虑到欧

韩 FTA 已于 2015 年生效，可以预期，未来几年中国在劳工和环境法规的一些关

键领域将发生变化。 

仍有许多工作亟待完成，欧盟国际政策的一些关键领域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可持续发展条款应从目前的“尽力而为”条款（例如，“作出努力”）逐步发展

为结果型义务，同时结合其实际执行情况的评估机制。 

 国际规范的约束力应与执行机制相结合，后者可能包涵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以未

来欧盟企业综合评估和企业问责制度为基础的制裁；另一方面是鼓励遵从并执行

由《法荷 2020 年非正式文件：贸易，社会经济影响与可持续发展》所提倡的一

致性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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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完善可持续发展条款的一环，隐性争端的非政治化十分重要。在新的单一入

口点下，企业可就涉嫌违反欧盟贸易协定可持续发展承诺的行为提起诉讼。私营

部门对这一新机制的使用理应受到监测。 

关于投资和可持续发展的 CAI第四章或许是全世界新一代贸易和投资协定的主要灵感来

源。新的协定必须促进可持续投资，并倾向于与现有国际环境和劳工规范建立长久联系。投

资和非经济规范相辅相成。在中欧谈判的背景下，其他国家和地区应在 CAI所开创的道路上

继续探索，以确保 FDI 对可持续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郭子枫译) 

 

 

* Julien Chaisse (julien.chaisse@cityu.edu.hk) 是香港城市大学法学教授及亚太 FDI 网络负责人 (www.fdi-

forum.com)。作者希望感谢 Matthieu Burnay, Threcy Lawrence Joboy, Sungjin Kang, Arjun Solanki, Xu Qian 的建设

性批评，以及 Catherine Titi 和两位匿名评审人的同行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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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更多信息，包括关于提交给哥大国际投资展望的信息，请联系:哥伦比亚可持续投资中心，Riccardo Loschi, 

riccardo.loschi@columbia.edu.  

 

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投资中心(CCSI)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的联合中心，是一个领

先的应用研究中心和论坛，致力于可持续国际投资的研究、实践和讨论。我们的任务是制定和传播切实可行的

办法和解决办法，并分析当前的政策性问题，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国际投资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该中心通过

跨学科研究、咨询项目、多方利益相关者对话、教育项目以及资源和工具的开发来承担其使命。获取更多信

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http://www.ccsi.columbia.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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