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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背景及目的 

(一) 「中華民國仲裁協會」邀請國際貿易局派員以顧問銜參與「越南經貿發

展及法律風險研討會」，並拜訪 Baker McKenzie 法律事務所越南分所、

仲裁機構與臺商。 

(二) 旨揭研討會係「越南國際仲裁中心 (Vietnam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re, VIAC) 」與中華民國仲裁協會共同舉辦。VIAC 係獨立仲裁機構，

目的在越南提供並推廣仲裁及調解之法律服務。該中心於 2018 年受理

180 件案件，爭端涉及貿易、投資和服務業等不同領域，近年來積極向

周圍國家推廣其仲裁規則。 

(三)  旨揭研討會主題如下： 

1. 討論越南推動或已簽署之自由貿易協定，例如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

步協定(CPTPP)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歐-越自由貿易協

定等，如何帶給越南企業及臺商機會與挑戰。 

2. 向臺商說明如何利用仲裁或調解方式處理我商在越南發生之爭端案

件。 

(四) 貿易局此行之角色：本局為推動「新南向政策」，積極與東南亞國家法

律機構及律師建立交流與合作管道（例如 108 年 9 月辦畢之第二屆東協

及南亞經貿法律論壇），盼能橋接雙方法律專業人員，並藉由瞭解當地

法律以協助臺商因應在當地面臨的法律問題。此外，越南同時係我國推

動加入 CPTPP 及 RCEP 之會員國。爰盼透過本次參團，與越南律師及

仲裁機構交流，瞭解臺商如何利用當地仲裁機構處理法律爭端。並盼進

一步瞭解 CPTPP 之執行情形及 RCEP、歐越 FTA 之談判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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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國與會人員 

本次會議我方係由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黃台芬合夥律師率團，團員包括協

合國際法律事務所吳必然資深顧問、中華經濟研究院臺灣東協研究中心徐

遵慈主任、中華民國仲裁協會羅傑法律顧問及本局楊健弘專業研究員。 

三、 本團行程紀要 

(一) 拜會 Baker McKenzie 法律事務所越南分所 

因本團團長黃台芬律師所屬之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係全球性律師事務

所 Baker McKenzie 在台灣的成員，由於 Baker McKenzie 之全球網絡，

特地安排本團於 10 月 17 日下午拜會 Baker McKenzie 之越南胡志明市

分所。該所由其執行合夥人 Quach Minh Tri 律師，以及 Nguyen Quy Hoai 

律師接待。其河內分所的律師亦以視訊方式參加討論。 

1. 越南企業使用仲裁之概況 

Quach 律師首先表示，越南企業選擇至法院進行訴訟的比率仍遠高於選

擇仲裁，理由包括：因為當地企業較熟悉法院系統，而不熟習仲裁的程

序與規則。而且仲裁費用對於越南中、小企業而言所費不貲，影響其利

用之意願。此外，越南企業並不知道仲裁判斷是否可在越南境內執行，

因此對於使用仲裁做為爭端解決的替代方式有所遲疑。惟近年來越企

使用仲裁的案件已逐年增加。 

2. 中華民國仲裁協會簡介 

羅傑法律顧問簡述中華民國仲裁協會(CAA)的組織架構及服務情形，以

及 CAA 於香港新成立之中華國際仲裁中心 (CAA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re)之業務情形。羅法律顧問說明，CAA 係我國歷史最悠

久的仲裁中心，1955 年於台北成立，每年平均受案量約為 170 件，其

中包括公共工程、涉外商事及兩岸間經貿事件。CAA 之成員包括 700

多位台灣及來自世界各地不同領域之律師、會計師、建築師、技師、教

授等專業仲裁人登錄於本會仲裁人名冊。CAA 可提供以中文、英文，

或中英文雙語處理案件之服務，所作出之仲裁判斷依法律規定及司法

實務在國內外具有執行力。CAA 積極參與國際上相關調解、仲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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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除為「亞太區域仲裁組織」(Asia-Pacific Regional Arbitration Group, 

APRAG)成員外，並與台灣大學合作發行調解、仲裁學術性英文期刊及

定期舉辦以英文進行之「台北國際仲裁暨調解研討會」，最近的一屆已

於今年 10 月圓滿完成。CAA 並發行英文通訊，適時提供國際或台灣之

調解與仲裁動態訊息，以提昇該會國際能見度。此外 CAA 也與諸多國

際知名仲裁機構簽署合作協議，建立長期往來友好關係，包括越南國際

仲裁中心(Vietnam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re, VIAC)。羅法律顧問另

說明，CAA 之仲裁費用較其他亞洲區域國際仲裁中心（如香港國際仲

裁中心、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更為低廉，例如 CAA 的仲裁費用室標

的金額的 0.6%，其他仲裁機構高達 1.1%。 

3. 中華國際仲裁中心(CAAI)簡介 

羅法律顧問另介紹中華國際仲裁中心 (CAA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re, CAAI)係 CAA 為拓展跨區域仲裁服務，於香港設立第一個海外

分支機構，2018 年 12 月 7 日在香港完成註冊。CAAI 在組織上設有董

事會、仲裁院、秘書處及國際諮詢顧問小組。董事會為決策與指導單位；

仲裁院為正確適用其仲裁規則之最終決定機構；秘書處負責案件管理

並處理國際中心日常事務與提供仲裁院運作所需之相關協助；另由國

際仲裁領域專家擔任諮詢顧問之國際諮詢顧問小組，就機構經營與發

展策略提供建言，供董事會參考。目前，CAAI 已經收到第一件仲裁案。

CAA 在香港設立仲裁中心是因為中華民國非聯合國「承認及執行外國

仲裁裁決公約（紐約公約）」締約國，以我國做為仲裁地之仲裁判斷無

法直接依據紐約公約在其他締約國執行，因此借用香港為仲裁地，使仲

裁判斷得以依據紐約公約在其他締約國執行。 

4. 國際仲裁判斷於越南之執行問題 

羅法律顧問提問，據悉有許多外國仲裁機構做成的仲裁判斷，在提交越

南法院強制執行時，被法院以違反「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為由，不

予承認仲裁判斷。Quach 律師表示此事為真，在某一案件中，河內地方

法院拒絕承認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SIAC)之仲裁判斷，當事人上訴至最

高法院，仍遭最高法院駁回。法院拒絕的理由係程序上瑕疵（案件未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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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至當事方），因此違反越南國內法律。 

5. 越南投資人與地主國爭端解決(ISDS)案件發展 

徐主任關切越南 ISDS 案件之進展，以及是否有刻正進行的案件。

Quach 律師說明該所有正在進行中的 ISDS 案件，目前越南與他國簽

署的雙邊投資協定(BIA)及自由貿易協定(FTA)大多納入 ISDS 條文，

例如英國與越南之 BIA、未來歐盟與越南之 FTA 也將納入 ISDS 條

款。Quach 律師進一步說明，此類案件多涉及申請投資的程序問題，

以及申請投資獲批准之時間過長的爭議。此外，投資申請案的語言翻

譯問題也是投資人困擾的重點之一。雙方也談及我商河靜鋼廠之環保

爭議，惟該案並未進行仲裁程序或國內訴訟程序，係由投資人直接以

金錢賠償越南政府。 

6. 越南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對於法律之解釋不同調的問題 

徐主任另詢及我商關切越南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對於法律之解釋不同

調的問題，Quach 律師表示越南中央政府目前加強對於各地方政府的

法律訓練，若外國投資人對於越南法律解釋有疑問，應洽中央政府，

並以中央政府的解釋為準。 

7. 邀請參加東協及南亞經貿法律論壇 

楊專業研究員表示，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與台北律師公會每年均舉辦

「東協及南亞經貿法律論壇」，今年的會議甫於 9 月 10 日圓滿落幕。

今年的會議著重於東協國家及印度電子商務法規進展，越南係由越南

律師公會派員參加，Baker McKenzie 的馬來西亞分所亦派員參加。楊

員表示，若 Baker McKenzie 越南所有興趣參加明年的活動，可與本局

或台北律師公會聯繫。 

(二) 越南經貿發展及法律風險研討會 

1. 第一節：越南商業投資時代—進入最大和最好的機會 

(1) 越南：創新一體化的經營機會（越南國際仲裁中心 Vo Tri Thanh

仲裁員） 

a. 越南經貿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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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首先簡介越南自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成長，從貧窮國家成

為中等收入國家，也從相對封閉的經濟體轉型到高度開放的經

濟體，從計畫經濟轉型到市場經濟。越南到 2030 年的目標為加

強基礎建設、善用人力資源，並藉由 GDP 的成長確保社會與環

境的可持續性。 

此外，越南也積極加入區域經濟整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

為越南第一個里程碑。亞洲方面，越南藉由加入亞太經濟合作

會議(APEC)及東南亞國協(ASEAN)促進與亞代國家的合作。近

期，越南將重點放在「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等區域自由貿易

協定，以及東協與中國(ASEAN+1)自由貿易協定，盼能強化區

域經濟整合的力道，排除越南產品的出口關稅。此外，「歐盟越

南自由貿易協定(EVFTA)」已於今年 6 月 30 日完成簽署，刻正

等候歐盟會員國的批准。 

b. 歐盟越南自由貿易協定(EVFTA)： 

(a) 背景：2012 年 6 月開始談判，經過 14 輪的談判，於 2015

年 12 月宣布正式結束談判。2018 年 6 月，雙方同意將

EVFTA 分為兩大協議，其一為貿易協議(EVFTA)，其二是

投資保護協議(EVIPA)。歐越於 2019 年 6 月 30 日完成簽

署，簽署之後，以上兩協議都會在歐盟及越南內部批准過

程後始正式生效。 

(b) 內容：EVFTA 包括 17 章及 2 個協議，EVIPA 包括 4 章，

133 個附件。雙方承諾的範圍包括貨品貿易、出口規則、服

務貿易、投資（市場開放、投資保護及投資人與地主國爭

端解決機制）、競爭、國營企業、政府採購、智慧財產權、

貿易及永續發展（環境與勞工）、法律及體制架構合作、合

作與能力建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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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評析：EVFTA 生效後，歐盟消除 85.6%貨品的關稅，在 7

年消除 99.2 的關稅，剩下的關稅則按照關稅配額(TRQ)開

放。EVFTA 多次強調永續發展及合作議題，例如第七章中

生產再生能源中貿易與投資的非關稅貿易障礙。EVFTA 處

理許多「境內」議題，例如電子商務法規、外國企業在境

內之待遇、勞動與環境標準等。EVFTA 雖然對於許多許多

新興議題多有著墨，但對於跨境數據轉移與智慧財產權、

競爭、稅務及勞動轉移等議題仍未能徹底處理。 

c. 台越投資現況：台灣歷年來係越南外人投資第四名，但是若

算入台灣透過第三地向越南投資（如香港、新加坡）則不只

第四名。投資產業集中於紡織、鞋類、木製家具、銀行、保

險等行業、領域，也有資通訊產品(ICT)及科技領域。此外，

越南對台灣的貿易逆差極大，超過百億美元。 

d. 台越經貿合作展望關係：台灣在越南投資的產業與領域都是

相當具有前的與優勢的產業，台越在電子、ICT、金融保險、

工業技術等產業具有高度互補性。越方也可以借重台灣在中

小企業的經驗。工業 4.0（人工智慧、物聯網等）及數據跨

境傳輸等新興領域也是台越可以加強合作的重點。最後，雙

方可加強在動植物防檢疫(SPS)方面的合作，如設立實驗室、

交換資訊、調和雙方標準來促進農業貿易。 

(2) 美中貿易衝突：台越經貿合作的新契機（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

東協研究中心徐遵慈主任） 

a. 美中貿易衝突之發展進程：中美貿易戰係美國為改善美中貿

易長期失衡；解決中國不當政府補貼、市場不開放、制度不

透明、侵犯智慧財產權、強迫技術移轉等問題。在美中貿易

戰持續的大環境下，不僅關稅戰持續，產業戰、科技戰（美

國對於華為出口管制）甚至是匯率戰已開打（今年 8 月 5 日

人民幣破七）。美國訴求與最終目的是解決中國產能過剩和

不公平貿易問題，並要求中國大陸結構性改革(structural 



 

9 

 

changes)。 

b. 轉單效應：因對中國產品加課關稅，東南亞國家因轉單效益，

今年對美國出口增加，越南增加幅度最大。台商在第一波貿

易戰（針對化學品、汽機車、飛機船舶、面板等實施關稅）

時就加強在越南的生產、投資，第三波（針對電子、機械、

車輛、自行車等實施關稅）更再次加強了對東南亞的投資。 

因對中國產品加課關稅，東南亞國家因轉單效益，今年對美

國出口增加，從出口數據來看，越南增加幅度最大，台越獲

利於美中貿易戰。若第四波課稅若發生，將帶動更多韓國、

台灣在中國廠商離開中國，轉往東南亞生產。美國對外逆差

持續增加，川普連任機會大，川普砲火將持續擴大至歐盟、

日、韓、東南亞、印度等國。 

c. 美中貿易戰迄今對台灣貿易的影響：根據海關統計，台灣出

口在 2018 年前 3 季出現短暫轉單受惠現象，下半年出口表

現趨緩，11、12 月出現負成長，全年成長率僅 1.6%。今年

1~6 月，除對美出口一枝獨秀(+17.4%)外，對中國大陸、東

協、印度出口均衰退近 10%，對全球衰退 3.4%，但衰退幅

度在 5 月已減緩。台灣對中國大陸、東協、日本出口佔整體

出口比重持續下降，對美國、歐盟出口佔比漸增。台灣對東

協整體衰退，只有對越南大幅成長，對新加坡則是微幅成長。 

d. 台灣廠商投資布局最新趨勢： 

(a) 中長期因素—因應區域整合：2015 年東協經濟共同體(AEC)

成立、CPTPP 及 RCEP 大型 FTA 陸續生效。因應地主國產

業政策、投資環境變化，如越南推動車輛產業政策；在東

協（印尼、越南、菲賓、緬甸）設廠日商邀請台商就地供

應。 

(b) 短期因素：自 2017 年迄今，部分企業為避免美國貿易制裁

波及，或爭取轉單或客戶，開始思考或加速調整海外生產

布局。美中關稅戰雖可能暫歇，但兩國長期對抗已成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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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為對美商品出口的製造業出口基地之中長期優勢需

予重新評估。 

(c) 影響：台灣對海外投資地點逐漸分散，以降低對中國的倚

賴程度，因此「台灣接單，大陸出口」模式正面臨轉變。

對台商海外布局、關鍵產業鏈地位之影響則尚待觀察與研

究。 

e. 台商近年投資重鎮—柬寮緬越+泰國(CLMV+T)：東協逐漸

整合，經濟快速成長，預計在 2030 年達到區域內人均實際

GDP 超過 9,000 美元之目標。中南半島五國因內部關稅消

除、地理區位優勢與產業供應鏈漸臻完備，逐漸崛起，成為

東協製造業重鎮。台商看好越南勞動力、勞工素質、政治穩

定與政策一致性、供應鏈、對外簽署 FTA 網絡等，但近來

遭受罷工、缺工、土地上漲、投資保護不足等問題。此外，

越南被美國列入匯率操縱名單也是變數之一。 

f. 台灣對主要國家最新投資統計：可見近年台商赴中國投資降

溫，至東南亞、美國投資快速追趕。2018 年對外投資 238 億

美元、對美投資 20.38 億美元，均創新高。 

g. 台商因應美中貿易戰的投資選擇： 

(a) 續留中國大陸：2010 年台商對中國投資創下 146.2 億

美元高峰，2016 年後每年降至 100 億美元以下，2018

年降至 85 億美元，為近年新低，今年則繼續衰退。台

商之投資係以中國內需市場及美國以外出口為主。產

業包括：健康、環境、綠能、互聯網、高效農業。 

(b) 加快在東南亞、印度布局：據中經院調查，台商擬至

東協投資家數大於回台投資家數。台商 2018 年對印度

投資 3.6 億美元，並看好蘋果供應鏈移至印度潛力。 

(c) 台商回台投資：台灣以「歡迎台商回台投資行動方案」，

整合土地、水電、人力、稅務與資金等政策措施，協

助台商回台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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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赴美國投資：2017 年川普提出「美國優先」政策，即

有多家大型台商赴美投資，2018 年 7 月起美中開始互

課關稅迄今，如貿易戰僵局不解，或美國增加課稅範

圍，將帶動更多廠商直接至美投資。尤其在今年 12 月

15 日第四波課徵關稅（筆電、智慧型手機等），會加強

台商赴美投資之力道。 

(3) 越南出口貨品的關稅優惠潛能（越南工商會胡志明市分會法律

事務部副主任 Vu Xuan Hung 先生） 

a. 越南積極加入國際經濟組織及自由貿易協定，消除關稅障礙、

拓展外銷，從早期的世界貿易組織（越南於 2007 年加入）、

以 ASEAN 為主體簽署之 FTA（包括：ACFTA、AKFTA、

AJCEP 等）、到近期的 CPTPP、RCEP 及 EVFTA（相關進展

與第一位講者多有重複，茲不贅述）。 

b. 講者續簡介越南在上述 FTA 中可享有的關稅優惠待遇，並

說明如何在網路上查閱關稅優惠之相關資訊。此外，並簡介

越南原產地規則，包括境內完全取得及價值增加等。 

2. 第二節：越南商業投資時代—解決爭議的替代方案的重要性 

(1) 台商於越南投資常見之法律問題及糾紛（新太陽律師事務所裴

文誠主持律師） 

a. 裴律師為越南知名律師，精通中文，並且與台商有長期合作

關係。裴律師首先強調台灣是越南外人投資第四大來源國，

件數高達 2,666 件，金額達 310 億美元，僅次於韓國、日本

及新加坡。惟算入台灣從第三地（如：新加坡、香港等）轉

投資越南之數目，則肯定排在前三名。 

b. 台灣到越南投資相當地早，早在越南 1980 年代改革開放前

即以變通投資方式（例如用越南人頭投資）投資越南。越南

在 1987 年通過外國投資法，是為歷史性的決定，以爭取外

國來越南投資。 

c. 台商到越南投資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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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每件投資金額平均較小（如：台灣平均每件 1,190

萬美元，日本平均每件 1,400 萬美元）。 

 台灣投資以中小企業居多：占總企業的 97.73%，就業

機會占全地區的 78.19%。 

 台灣經過第三地投資越南情形多：例如台塑到河靜省之

投資，投資者為 Formosa Cayman、順成二號工業區之

投資，投資者為 Hsiang Far Cayman。 

 台灣透過融入國際經濟、在國外投資、在越南之投資，

與越南企業廣泛地互動。 

d. 越南作為台灣投資者之首選原因： 

 多項文化相同之處（如民俗節慶：農曆新年、中秋等；

宗教信仰等）。 

 越南政治穩定、社會秩序安定、重視外國投資。 

 台灣總會在越南深耕已久、人脈非常廣。 

 越南連續多年為台灣最重要的貿易夥伴（排名第五）。 

e. 投資越南之若干法律問題及風險：投資人宜先了解在越南投

資的法律問題及風險，包括： 

 如何設立登記公司、如何登記成立加工出口企業之問題、 

 非關稅區建立廠房之問題、土地及廠房之取得 

 如何與越南人合資 

 關於土地及地上附屬資產之法律問題 

 合約糾紛、投資登記證書問題，尤其要注意越南 2014

年企業法的相關規定。 

 簽約主體錯誤之風險：在締約前應先明確瞭解交易主體。 

 追討在越南人頭公司之資產（錢、設備、貨品等）民事

糾紛 

 追討在越南人頭購買土地或房屋價金的民事糾紛 

 外國人在越南購買房屋契約之糾紛。 

 投資人應先了且上述問題，以避免風險及發生糾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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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先在紛爭發生時提出處理方案及機制。 

(2) 越南融入國際經濟體系的商業投資（VIAC 副秘書長 Chau Viet 

Bac 律師） 

a. 越南使用替代性爭端解決機制(ADR)之趨勢 

 據統計，有 92%的外國企業不同意選擇法院作為爭端解

決之方式，因為對於越南法院的不信任及語言問題。 

 仲裁程序與法院程序之比較 

 仲裁：以當事人雙方自願為原則，必須有雙方事前

或事後達成的仲裁協議，仲裁機構才能依法受理。

當事人有權選擇自己的程序、流程、語言、適用法

律、仲裁地點等。仲裁制度為一審終局制度，無法

上訴或再審，裁決後立即生效。在境外執行方面，

可以直接在紐約公約的締約國法院強制執行。 

 法院：法院訴訟是強制管轄，當事人不服一審判決

可上訴。一般而言，執行外國判決需要判決地國與

執行地國簽訂有司法互助條約或互惠。 

 國外仲裁判斷與越南仲裁判斷在越南的執行差異 

 外國仲裁判斷： 

 外國仲裁判斷必須先向越南司法部申請，要求

確認和執行仲裁判斷之內容。申請人必須檢附

申請表、外國仲裁判斷之副本及公證書，並且

需翻譯成越南文。 

 越南司法部收件後，會在 5 日內分案給有權限

之國內法院，並經開庭、審理案件，再做出拒

絕或同意外國仲裁判斷之認定，期間約 140 日。 

 倘獲同意，將移交越南民事判決執行機構執行。 

 在越南，有 46.2%外國仲裁判斷被法院拒絕，

僅 44%獲同意執行。被拒絕的比例非常高。 

 越南仲裁判斷：其仲裁判斷書可以直接交由越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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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判決執行機構執行，不須法院同意，等於省略所

有外國仲裁判斷所應經過之程序。 

b. 越南國際仲裁中心(VIAC)簡介:  

 越南國際仲裁中心 (Vietnam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re, VIAC) 」係獨立仲裁機構，目的在越南提供並

推廣仲裁及調解之法律服務。該中心於 2018年受理 180

件案件，爭端涉及貿易、投資和服務業等不同領域，近

年來積極向周圍國家推廣其仲裁規則。 

 VIAC 有 22 位外國仲裁員，在 2013~2017 年有 5 件涉

及外國法律爭端解決爭議。 

 針對國際仲裁程序，VIAC 設立標準作業流程，會先進

行訊問專家證人及證人之證詞的相關程序。倘會議在越

南境外舉行，會透過電話會議或視訊會議完成。VIAC

秘書會仔細記錄會議狀況，使仲裁員得以依據客觀事實

做出正確的仲裁判斷。 

 台灣企業在越南之投資比例: 加工製造占 82.3%、建築

施工占 5.4%，房地產占 6%，VIAC 鼓勵台商多運用該

機構作為證端解決的替代程序。 

 除仲裁外，VIAC 也有調解服務，越南法院可認可在法

院外的調解結果並執行。目前 VIAC 有 38 位越南籍的

調解人，13 位外籍調解人。 

(3) 台越仲裁制度的機會與挑戰（協合國際法律事務所吳必然律師） 

a. 吳律師簡介中華民國仲裁協會(CAA)及中華仲裁國際中心

(CAAI)（內容詳見第 4 及第 5 頁），並說明仲裁之特色，例

如：當事人自主性高、仲裁庭有裁量權、仲裁機構的特色（公

正性、專業性、時效性、富有彈性的爭端己決機制等）—達

到定紛止爭的結果。 

b. 為什麼要考慮仲裁？ 

 有交易就會有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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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合約就要有爭議解決條款 

 爭議解決方式包括協商、調解、裁決、審議、仲裁及訴

訟 

 若選仲裁也要慎選仲裁地、仲裁機構及規則 

 執行地 + 執行力：錢要落袋才安心 

c. 中華民國仲裁協會(CAA)中文示範仲裁條款：「因本契約所

生或與其相關之任何爭議、歧見或請求，包括有關契約之存

續、效力、解釋、履行、違約或終止之問題，應提交[請填入

中華民國仲裁協會或中華仲裁國際中心**]，依其於仲裁聲

請書提交時有效之仲裁規則，於[請填入仲裁地**]以仲裁解

決之。」 

（**如仲裁地為臺灣，請填入中華民國仲裁協會（適用中華

民國仲裁協會仲裁規則）。如仲裁地為臺灣以外，請填入中

華仲裁國際中心（適用中華仲裁國際中心仲裁規則） 

d. 中華仲裁國際中心(CAAI)之特色 

 符合最新國際趨勢之仲裁規則（中文英文對照） 

 中立性及可執行性 

 效率：採用得展延之較短時限；案件管理會議指引；仲

裁人手冊；當事人手冊 

 仲裁院及仲裁人之多樣性 

 仲裁人暨當事人倫理規範 

 合理費用 

e. 中華仲裁國際中心仲裁規則比較概述 

 採用國際標準 

 緊急措施及臨時措施 (Schedule 1; Art. 26) 

 合併 (Art. 28)  

 追加當事人 (Art. 27) 

 複數契約及/或複數當事人 

 仲裁保密性 (Art.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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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仲裁國際中心仲裁規則之特色 

 半雙語仲裁 (並推廣中文仲裁: Arts. 7.2 & 20) 

 審理終結與最終仲裁判斷的雙時限 (Arts. 30 & 33) 

 複數契約之單一仲裁（初期: Art. 9）及仲裁程序之

合併（後期: Art. 28）之相同要件 

 觀望國際趨勢（尚未納入 CAAI 的仲裁程序） 

 第三方資助 

 早期駁回 

 投資仲裁規則 

 網路仲裁 

f. 新加坡調解公約概述 

 聯合國關於調解所產生之國際和解協議公約（新加坡公

約），係聯合國國際貿易委員會(UNCITRAL)所研擬之

國際條約，目的係強化雙方當事人經由「調解」所達成

之「和解協議」之法律效力，使該和解協議可以由締約

國法院強制執行。本公約於今年 8 月 1 日於新加坡開放

簽署，預計於明年 2 月生效。 

 新加坡公約之特色如下 

 經調解：經調解人協助獲致「和解協議」，且表明

適用公約 

 國際性：當事人營業地位於不同國家、設有營業地

之國家不同於「和解協議」義務履行地所在國/與

「和解協議」所涉事項關係最密切的國家 

 無調解地概念（cf. 僅締約國有執行義務） 

 商事性：公約未定義，採寬鬆解釋 

 排除適用種類：解決消費者爭議之和解協議、與家

事法、繼承法或就業法有關之和解協議 

 排除種類：已具備法院判決或仲裁判斷效力之和解

契約 



 

17 

 

(4) 問答時間： 

 楊專業研究員提問：目前越南政府對於「投資人與地主國

爭端解決機制(ISDS)」之態度，以及越南所遇過的 ISDS 案

件。 

 VIAC 副秘書長 Chau 先生表示，越南政府為了不讓外國投

資人直接訴諸 ISDS，特別設立了專責機構處理外人投資所

遇到的問題，盼能在爭端發生前即予以解決。此外，Chau

先生表示外人投資的仲裁案多半是農產品契約問題，以及

貨品交付、運送等問題。 

 經本團查詢，越南共經歷 8 件 ISDS 案件，第一件為荷蘭

商訴越南政府的案件 Trinh and Bin Chau v. Viet Nam (II)，

判決對投資人有利（其完整名單如附件）。1 

(三) 參訪富美興公司 

1. 本團一行於會議結束後參訪胡志明市知名的富美興公司，由丁董事

長親自介紹並帶領團員參觀其建設、加工出口區與學校。 

2. 背景介紹：富美興自 80 年代即開始在胡志明市的投資與開發。1980

年左右因越戰剛結束，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越南進行經濟制裁，

外資想投資越南不得其門而入，唯有當時台商並未受到限制，爰創

辦人丁善理先生不畏艱難，開始在胡志明市南邊的土地進行開墾。

當時的南西貢幾乎都是沼澤地，連牛都站不穩，富美興必須先克服

重重難題才可進行開發。經過 30 年來的篳路藍縷，因為富美興都市

規劃與建設的成功，使其都市規劃獲獎無數，各國政府要員也特地

前來參訪，盼能學取經驗。富美興的成功，也讓丁董事長於 2018 年

受邀至聯合國於維也納的辦事處分享其都市規劃的經驗。 

3. 新順加工出口區：創辦人將台灣的加工出口區概念引進胡志明市，

創立了「新順加工出口區」。新順加工出口區採「一窗口式」服

務，讓廠商得以在最短的時間完成設廠與投資。因為當時係新穎的

                                                      
1 參考網站：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investment-dispute-settlement/country/229/viet-

nam/respondent 

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investment-dispute-settlement/country/229/viet-nam/respondent
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investment-dispute-settlement/country/229/viet-nam/respon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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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一開始只有兩家公司同意進駐，但經過多年的努力，目前已

有近 200 家外商進駐，投資總額超過 15 億美元，為當地創造了 6

萬多個工作機會，也為越南賺進了 10%的外匯。 

4. 富美興社區國際學校：為服務當地多元化的居住人口，富美興特地

設置各種國際學校，如美國、加拿大、歐洲、日本、韓國等國際學

校，也有專為台灣人設置的台北學校。此外，為了紀念創辦人丁先

生，特別設立「丁善理先生紀念中學」，並且聘請台灣名校校長擔

任紀念中學的校長。其辦學理念相當高遠，特地在中學階段導入部

分大學課程，如 DNA 實驗、機器人科技等，讓學生能在中學階段

就能涉獵科學領域，培養興趣。此外，其軟硬體設施也相當新穎，

學生也相當有禮貌。 

5. 心得： 

富美興在胡志明市的開發事業，考量當地人的需求，並且高瞻遠矚

地規劃未來 10 年、20 年的人口發展、交通運量的需求，使其都市

規劃不會受限於開發當時的狹隘眼光。最值得一提的是，富美興已

規劃好未來胡志明市捷運的路線，並且預留空地供日後建設軌道使

用。由於目前胡志明市尚未有捷運開通，這種遠見是一般人難以想

像地。 

丁創辦人曾說「我們到一個地方投資，不是在意我們能帶走什麼，

而是在乎我們能留下什麼」。富美興以此信念經營，與一般著眼於

投資報酬率的商人相當不同。因此，廠商在投資東南亞，或者是政

府在拓展與東南亞國家的雙邊經貿合作關係時，也可以參考這種互

利共生，為對方設想的心態，以求雙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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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心得及建議 

（一） 仲裁在越南之推廣： 

經過數十年來的推廣，大部分台灣企業已經了解並有意願使用仲裁作為

爭端解決的替代方案。尤其是重大案件如公共工程、涉外商事及兩岸間

經貿事件，都可以見到我商使用仲裁，以求定紛止爭。然而，就筆者此

行的觀察，與會的越南企業對於仲裁仍然相當陌生，尤其是對於仲裁效

力仍多有疑義。主要原因係越南人還是熟悉當地法院程序，縱然對於法

院的程序及品質多有怨言，但因為其管轄權、判決之終局效力及執行力，

越南人仍以法院為爭端解決之首選。 

此外，與台商交流時發現，他們對於商務仲裁亦相當陌生，但是在了解

仲裁的優點後（如：可選任通曉中文或台籍仲裁人、仲裁人具有特定領

域之專業知識等），願意在未來考慮使用仲裁作為爭端解決之替代方案。 

（二） 越南自由貿易協定覆蓋率高： 

越南同時為 CPTPP 及 RCEP 的會員國，近期歐越 FTA 亦將生效，加上

以東協名義與中國簽署之「東協加一(ASEAN+1)」等 FTA，因此其出口

至 FTA 夥伴國之貨品關稅大幅降低。而此點也成為越南吸引外國投資之

亮點。加上台灣及越南在文化與地理位置相近，成為台商赴東南亞投資

之首選。 

（三） 投資人與地主國爭端解決(ISDS)： 

目前越南雖與他國簽署的 BIA 及 FTA 大多納入 ISDS 條文，惟越南政府

對 ISDS 態度仍相當謹慎，為了不讓外國投資人直接訴諸 ISDS，特別設

立了專責機構處理外人投資所遇到的問題，盼能在爭端發生前即予以解

決。 

（四） 南北越之差異： 

依據台商的分享，北越人的腔調較為生硬，個性較剽悍，南越人的腔調

較為柔和，個性比較溫和。此外因為北越係越戰的勝利者，北越人較有

優越感。而原名為「西貢」的胡志明市，是在越戰時期越共尚未統一全

國時，即宣告西貢市更名為胡志明市，「以象徵南部人民堅決戰鬥、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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犧牲以回到祖國懷抱的決心」。然而，市民仍習慣以西貢稱呼該市。 

此外，越南除了北部的河內及南部的胡志明市生活水平較高外，中間省

份大多非常貧窮，多數赴國外從事勞動的，或嫁至外國的越南人，多來

自中部省分。 

（五） 中越之恩怨 

越南對於中國的情緒較為複雜，1980 年代中越因邊境爭端而引發戰爭，

越南宣稱獲得勝利。另外，也曾因為湄公河上游被中國建築水壩而造成

水量大減一事，使兩國發生摩擦。近年又因為南海爭端，2014 年爆發排

華事件，造成許多中商、台商工廠被砸，損失慘重。據我國駐越同仁描

述，越南人甚至在中秋節時，製作軍艦樣事的燈籠，並宣告對於南海的

主權。此外，越南稱呼南海為東海，以避免以中國為中心（英文稱「南

中國海」）之觀念。 

越南與中國的紛爭不僅存在於意識形態，在貿易上亦可見端倪。據統計，

中商在越南的投資還排不進前五名，排名在台商之後。此外，據稱越南

大都市不見中資銀行、大樓等醒目之建築物，此點與其他東南亞主要城

市（如印尼雅加達）非常不同。 

（六） 結語 

本次團員組成包括我國仲裁協會、律師、智庫及政府單位，在過程中與

越南仲裁協會、越南律師及仲裁人、越南台商、駐胡志明辦事處等單位

多方交流，除了就仲裁議題進行討論外，也了解越南的經濟發展現況、

簽署 FTA 之進展，以及台越雙邊經貿關係之發展。本局除感謝中華民國

仲裁協會之邀請外，也期盼未來可以持續此合作模式，藉由實際參團，

使政府單位可以貼近當地協會、律師及廠商，了解雙邊經貿互動的不同

面向，以協助未來推動雙邊經貿關係。 

 

 

 

 

 



 

21 

 

附件一：本團行程 

 

日期 時間 行程 

10 月 17 日（四） 

 

09:20 – 11:40 

 

 

 

15:00 – 17:00 

 

 

 

 

 

 

 

 

 

18:00 – 20:00 

台北桃園-胡志明市（BR391） 

 

 

 

參訪律師事務所 

Baker McKenzie, Ho Chi Minh 

City Office 

12th Floor, Saigon Tower 

29 Le Duan Blvd 

District 1 

Ho Chi Minh City 

Vietnam 

Tel: +84 28 3829 5585 

 

與駐胡志明市辦事處餐敘 

336 Nguyễn Tri Phương, Phường 4, 

Quận 10, Hồ Chí Minh 

10 月 18 日（五） 

 

08:00 - 11:45 

 

 

 

 

 

15:00 – 18:00 

 

 

 

 

 

 

18:00 – 結束 

 

07:45 出發 

越南國際仲裁中心研討會 

Caravelle Hotel Saigon, Hotel 

Pullman Saigon Centre, Hotel 

Nikko Saigon 

 

拜會台商（富美興） 

3F, Crescent Building 3, 

109 Ton Dat Tien, 

Tan Phu Ward District 7 

Ho Chi Minh City 

Vietnam 

 

與台商餐敘（富美興） 

 

結束後返回旅館 

10 月 19 日（六） 12:50 – 17:15 

 
10:00 前往機場 

胡志明市-台北桃園（BR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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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越南迄今面臨之 ISDS 案件2 

 

 

 

 

 

 

 

 

 

 

 

                                                      
2 參考網站：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investment-dispute-settlement/country/229/viet-

nam/respondent 

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investment-dispute-settlement/country/229/viet-nam/respondent
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investment-dispute-settlement/country/229/viet-nam/respon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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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此行照片 

本團拜會 Baker McKenzie 胡志明市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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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經貿發展及法律風險研討會 

中華民國仲裁協會致贈越南仲裁協會秘書長紀念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