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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參加活動為第十四屆亞洲法學會(The Asian Law Institute, ASLI)年會。亞洲法

學會為新加坡國立大學於 2003 年所籌設，目前為亞洲地區規模最大並且跨不同

法律學科的學術性非政府組織。其每年所舉辦的亞洲法學會年會，提供全球法律

學者交流與分享有關亞洲地區議題研究成果的重要舞台。我國歷年以來均有法律

學者參與會議發表論文，惟屬國際法領域者尚屬少數。此次為報告人第一次參加

是項會議，就甫於 2016 年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其環境與社會架構(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Framework, 

ESF)與國際環境法的關聯性進行專題報告。報告人希望藉由參與本次會議，提升

中正大學與我國在國際法與多邊開發銀行法律之研究上於亞洲地區的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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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一、目的 

 

報告人近年的研究主軸涉及到在國際法體系下，投資活動與環境保護兩者的衝突

與相關爭端的解決。此次所報告的議題為多邊開發銀行在進行投資行為時，可能

會涉及的環境問題。具體的關注焦點則為近年剛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開發銀行，

其環境與社會架構於何種程度上已經將國際環境法規則納入考慮，以及其後續值

得觀察的法律問題。涉及亞洲基礎設施開發銀行法律問題的研究，不論是在亞洲

地區或是全球仍屬少見，報告人期待透過此次參與會議，將個人研究成果首次分

享於亞洲學術同儕，並增進中正大學於國際法研究的能見度。 

 

二、過程 

 

本人參加會議之經過與各學術分場之重點如下： 

 

1. 5/17 上午從高雄搭機出發抵達菲律賓馬尼拉。 

2. 5/18 上午為開幕式，專題演講者為菲律賓籍國際刑事法庭法官 Raul 

Pangalangan。 

3. 5/18 上午第一場分場，本人參與亞太地區的投資法與仲裁場次，報告人所討

論議題包括：亞太地區投資法與投資政策的區域化、中國於亞太地區投資規

則制定上所扮演的領導者地位，以及如何突破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在投資

仲裁中具壟斷地位的問題。 

4. 5/18 上午第二分場，本人參與對於移民的制度性與規範性回應場次，報告人

所討論議題包括：漁業人口販運中亞洲價值與東南亞國家國協行為模式的衝

突、婚姻移民的管制問題。 

5. 5/18 下午場次，本人參與憲法與行政法場次，報告人所討論議題包括：印尼

政黨間爭議的解決、公司是否享有隱私權（台灣法與美國法的比較）、印尼

褻瀆神明法的司法審查與宗教上少數族群的保護，以及印尼反褻瀆神明法的

問題。傍晚由主辦單位安排前往菲律賓大學參訪，晚間於該大學校園中舉行

晚宴。 

6. 5/19 上午場次，本人參與人權場次，報告人所討論議題包括：中國宗教自由、

印尼同性戀法律問題，以及從越南觀點評析亞洲價值對於人權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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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5/19 下午第一場次，為本人發表場次「跨境與世界貿易」場次，本人發表：

「將國際環境法結合於多邊發展銀行的活動：對於亞洲基礎設施開發銀行環

境與社會架構的分析」（相關簡報檔如附件），其他同場報告議題包括：馬來

西亞離岸風險的法律管理，以及中國水資源管理的立法機制。 

8. 5/19 下午第二場次，本人參與跨境、世界貿易組織與貿易法場次，報告人所

討論議題包括：全球治理與中國的哲學思想和實踐、巴黎協議後的貿易與能

源問題，以及中國網路管控的法律問題。傍晚舉行大會的閉幕式。 

9. 5/20 為週六假日，自費停留一天。 

10. 5/21 上午搭機返台並於中午抵達高雄。 

 

 

三、心得與建議 

 

1. 本次會議有超過兩百位以上的學者、專家與博士生，分別來自超過二十餘

國以上國家與地區。與會者所探討的議題多與亞洲有關，且範圍含括廣

泛，包括憲法與行政法、投資法與國際仲裁、公司法與公司治理、刑法、

環境法、銀行、金融與保險、法律與經濟發展、兒童、家庭與婦女法、智

慧財產權、勞動法與法律多元主義等，內容不可謂不豐富，且十分切合區

域性法律發展。 

 

2. 我國學界參加本次亞洲法學會年會發表論文，除本人之外，尚有國立政治

大學法學院許耀明副教授、張冠群教授，以及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

所張兆恬助理教授。惟相較於亞洲其他國家仍屬少數。除此之外，尚有我

國目前正就讀於加拿大 McGill 大學博士班的林榮光先生。 

 

3. 由於此項會議舉行已超過十屆以上，十分具有指標與代表性，因此在我國

國內得鼓勵學者與博士生與會發表論文，以與亞洲法學者有更密切的交

流、意見交換與學術合作。除此之外，我國亦得鼓勵與會者將會議論文於

嗣後發表於學會所發行的亞洲比較法期刊(Asi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以增加我國法學者於研究亞洲區域性議題上的影響力與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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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與會照片與出席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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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個人 PPT 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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