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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5月 27日 

 

5月 27日上午，2012上海论坛之“亚洲未来十年的法律合作”分论坛的第

三场会议在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 2201室举行。本场会议以“亚洲法律合作的

历史与现状”为主题，由复旦大学法学院章武生教授担任主席。 

会议首先由复旦大学法学院的章武生教授对 2012上海论坛法律分论坛的本

场会议主题进行相关介绍。随后，来自中国、韩国、菲律宾的学者们就会议主题

作了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港澳台司法事务办公室郃中林主任首先做了题为《中国

区际司法协助概况》的报告。郃中林主任首先介绍了当前中国国际私法协助的概

况，中国和大约六十多个国家签署了百余个司法协助的条约。接下来，郃主任着

重讨论了中国当前区际司法互助框架。他认为在大中华的地理范围，法律制度差

异显著。而香港、澳门和台湾的情况又不同，前两者和大陆属于一国两制的法律

框架，不适用海牙公约，而是通过双方官方商定，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等中央机构和两个特区政府进行协调安排，然后内地方面由最高人民法院发

布司法解释，港澳方面则制定条例，发布法令加以落实。由于两岸仍处于分裂状

态，长期以来双方官方层面没有互助安排，只是通过海协会和海基会转递各种文

书。双方只是单方面认可对方裁判，没有达成任何协议。2009年,大陆与台湾通

过海协会和海基会签订了《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这是两岸

四地覆盖面最宽、内容最广泛、执行效果最好的协议。不仅涉及民事和刑事案件，

实际也涉及行政案件。这一协助安排在台湾岛内深受民意支持。最后，郃中林主

任对中国未来区际司法协助进行了展望，一是司法协助范围有待扩张，特别是内

地和香港在民事领域只解决了文书送达和仲裁裁决执行问题，未涉及调查取证、

民商事判决和仲裁裁决的承认，且内地和香港、澳门之间不存在刑事司法协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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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二是涉台司法协助案件量大，但繁琐的程序影响了处理效率，同时台湾方面

不认可大陆民事裁判的既判力。 

韩国延世大学法学院孙汉琦教授以“有关韩国对外国判决与仲裁裁决的承认、

执行的法制概观”为题进行了报告，孙汉琦教授首先指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与

国际贸易的扩大，国际性民事纠纷也不断发生，迫切需要国际性司法协助。司法

协助虽然各个程序阶段都需要，但是外国法院或外国仲裁机关做出的最终判决、

仲裁裁决能在国内获得承认并予以执行显得尤为重要。韩国对外国判决的承认规

定在韩国民事诉讼法第 217条。只要具备该条规定的要件，则不需另外做出判决，

即承认其效力。该条规定了获得承认的四个条件。即（1）原则上根据韩国法令

或条约认可该外国法院的国际管辖权；（2）败诉的被告收到了被给予根据合法方

式进行应诉的必要时间的起诉书或相当于此的文书以及期日通知书或命令（公示

送达或与之相似的送达除外）；或者虽然没有收到此类文书，但是进行了应诉；

（3）承认该判决的效力不违反韩国的公序良俗；（4）存在相互保证。而要执行

外国判决则需要获得韩国法院的执行判决。但是在做出执行判决时，不得对外国

判决进行实质审理（审理判决是否正确）。此外，有关外国仲裁机关的仲裁裁决

的承认与执行，韩国加入了《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纽约公约》。所以此种

情况下，外国仲裁裁决具备第 217条规定的要件的，则自动获得承认。而且，外

国仲裁裁决要在韩国执行，则与外国判决一样还需要获得执行判决。孙汉琦教授

最后指出，为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并避免敌视外国判决或仲裁裁决而招致贸易

孤立，总体而言，韩国在对待外国判决和仲裁裁决的态度是开放的。 

菲律宾雅典耀马尼拉大学法学院的萨尔瓦多教授发表了题为“菲律宾的商业

利益保护”的报告。首先，他从经商便利指数、投资者保护、合同履行等三个方

面进行比较分析，肯定了菲律宾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得益于法律制度的健全。首先，

潜在投资者决定进入菲律宾从事商业活动之前，他必须了解菲律宾的民商事法律

制度。尤其在菲律宾，投资往往采用合同的形式，在违约发生时，协议的合法性、

可执行性，协议的强制执行是潜在投资者予以考虑的重要因素。其中，比诉讼快

捷的是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其包括调解、仲裁等，仲裁又分临时仲裁，机构仲

裁和专业仲裁。菲律宾刑法对投资者也有保护，主要包括存在一般的反欺诈法、

针对支票的专门法律以及规制商业票据行为的法律。菲律宾与众多国家间存在引

渡条约，可以有力打击商业犯罪。 



 

 

 

 

最后，谢佑平教授及徐美君教授进行了精彩点评。谢佑平教授认为，由于政

治框架、法律体制以及传统不同，各国对同类事项认定的差异，导致判决执行比

较困难。而中国在国际刑事领域，尤其是引渡外逃贪官这方面存在障碍。徐美君

教授则指出，了解亚洲国家间的法律规定将为亚洲国家间经济合作提供有力保障

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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