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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L 青年學者論壇「中國在 "一帶一路 "倡議背景下參與國際商事爭端之解

決機制」網上學術研討會(2022 年 12 月 29 日) 

  
 

2023 年 1 月 6 日 

吳灝欣 

 

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中國法與比較法研究中心（CCCL）於 2022 年 12 月 29 日舉辦了一場青年學者論壇，

題為「中國在 "一帶一路 "倡議背景下參與國際商事爭端之解決機制」，是次研討會邀請了倫敦大學瑪麗皇

后學院的博士生王怡之作為演講嘉賓，協助本院學生了解中國一帶一路對國際商事的影響。 

 

研討會由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助理教授黎善喆博士向所有與會者致歡迎辭展開序幕。 

 

王怡之現在由 Matthieu Burney 教授和 Malik Dahlan 教授指導。她的博士研究方向是國際爭端解決和法

律全球化，特別關注 "一帶一路 "倡議背景下中國參與國際法治建設的問題。她之前在華東政法大學獲得法

學學士學位，並在香港中文大學獲得法學碩士學位。她亦已經通過了中國大陸的國家司法考試，並在律師

事務所、法院、領事館和仲裁機構等等進行過多次實習。 

 

在今次研討會上，王怡之介紹了與研討會主題相同的請文。在開始之先，她介紹了 BRI 的背景和軟法律框

架。一帶一路(BRI)現時可定義為由中國驅動的跨國連接和夥伴關係模式，除了成為全球經濟秩序的大戰略

外，BRI 更加在某種程度上如同一種主張----將 BRI 精神（包括中國的價值觀）傳播到世界其他地區。接下

來，她介紹了 BRI 爭端的特點及其可能的替代性爭端解決方案。此外，她還簡要解釋了國際商事法庭在歐

洲和亞洲的興起，背後包括了各種推動力量，例如英國脫歐、及中國現開始為 BRI 各項實施提供法律保障

等。此外，她還解釋了中國國際商事法庭（CICC）的建立以及各國國際法院之間的國際主義的一些比較。

最後，她論證了國際商事法庭在 BRI 背景下的各種挑戰，包括中國的封閉性和保守性、英美法系下的法律

文化和英語歷史影響的、國內司法系統的不發達以及立法合法性的缺乏等等，都將影響 CICC 的未來發展。 

  

在王怡之發人深省的演講之後，進入到主要由顏月明博士帶領的討論環節，她提出了自己有關 BRI 下國際

法院未來挑戰的真知灼見，其他與會者都藉此機會表達了他們的看法，當中不乏值得深思的獨到論點。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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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以黎善喆博士簡單的閉幕辭作結及向各位與會者致謝結束，他感謝各位演講者的寶貴貢獻及所有與

會者的出席，使這次研討會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