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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的发展，当前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海外投
资国，对于世界经济都有着重要的影响。而随着一带一路的提
出，各国对于争端解决机制的建设和完善的期待值都被推向了
顶峰。在此我国应当积极发挥自身的影响和责任使命，为各国
共同利益谋求公开透明公正的市场环境。

1 “一带一路”多元化争端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
1.1诉讼方式存在弊端
在以往的诉讼方式解决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弊端，因而对

于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开展交流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举例而
言，一带一路的政策中，参与国家众多，而不同的国家有着
不同的司法体系，因此一旦争端出现则会出现标准参考不一的
情况。另外，当两个国家产生争端纠纷时，现有的体系并不
能保证双方都获得平等的对待。第三，对于解决争端的诉讼程
序，其履行时间长，效率缓慢，对于双方的经营投资都带来
了比诉讼本身更大的负面影响。因此上述弊端导致并不能有效
的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纠纷，这也使得现有的机制效率不足。

1.2国际争端解决机制适用的困境
当前国际争端解决机制虽然有现成的组织进行协调，但是

却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如CAFTA（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
的仲裁庭在解决完成仲裁庭将会解散。虽然临时仲裁庭的仲裁员
被要求是《中国- 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协
议》（下文简称《争端解决协议》）中经济贸易法方面的专家，但
在实践中每一个案件往往都有其独特的特点。另外，由于仲裁员
缺乏经验，无法保证其法律素养，影响仲裁的及时性和公正性。
缺乏常设争议解决机构，将降低仲裁效率，影响争议解决的协调
与稳定。此外，虽然CAFTA争端解决机制做出了对双方都有约束
力的最终裁决，但当裁决中存在程序性或实质性问题时，如仲裁
庭的组成不符合法律规定或仲裁庭在仲裁过程中有明显的过激行
为、裁决理由以及所陈述的事实不清楚、证据不足等缺陷时，问
题则无法妥善解决。除此之外，《争端解决协议》还没有关于复
查程序的规定，当引起投资纠纷的双方某一方进行暗中操作时，
此时如果没有复查程序，则势必引起某一方利益受损。

2 “一带一路”背景下多元化争端解决机制的发展思路
2.1整合并完善国内的争端解决机制
结合上文的论述，我国可以借鉴国内争端解决的机制和方法

来构建一套专门适用于一带一路的争端解决机制。在解决的方式
方法上，应该主张以仲裁和调解为主要手段，诉讼为辅助措施的
多元争端解决机制。通过更加温和，平等的方式来调解双方的矛
盾，并取得折中的解决方案。这种措施能够有效提高解决争端的
效率，并在双方友好协商中取得合作共赢。

2.2完善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相关制度
在国际上市纠纷的解决过程中，目前的机制还仅仅是针对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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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一带一路的进行下，对于我国和其他国家中的投资者争议处理也成为了沿路国家关注的重点议题之一。而当前针

对争端的解决方法和机制仍然存在很多值得完善的地方，因此如何构建符合一带一路的争端解决机制，是我们当前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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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主题的经济贸易争端进行调解，而作为东道主国家本身却并不
受到管辖。因此在出现争议问题时，投资者和东道主国家之间无
法进行仲裁，通过法庭手段取得的效果也欠佳。因此在构建一带
一路的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考虑是否应当
增加管辖权，来提升我国参与仲裁诉讼的可能性，以此来提升我
国的对外贸易地位和影响。并发挥调解作用，为我国的公信力和
司法梳理正面形象。

2.3构建专门的“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构
自一带一路实施以来，大量的国家参与到一带一路政策中，

而成员的增加势必会使得争端解决机制趋于完善。因此仅仅依靠
简单的国内机构并不能妥善的解决两国或者多国之间的争端问
题。在此背景下构建专门的争端解决机构势在必行，机构成员需
要具备各国的法学专家和司法人员，通过多方协调来制定相关的
争端解决条款，以此来实现多方共赢。另外注意的是，在制定解
决条款的过程中，要考虑各国的国情和司法体系以及以往的解决
经验，以此来争抢机制的适用性。

3  结束语
结合上文，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总结，我国在一带一路倡议

的实行下，以自身发展为主，同时带动了沿线国家的经济和基础
建设，目前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然而在良好成绩的背后，也存在
大量的争端问题，这些问题有的因为国家内部的司法不健全，有
的因为不同国家的国情不同，因此交易风险仍然屡见不鲜。而我
国作为当前第二大海外投资国应当积极发挥自身的影响，倡导沿
线国家建立新的公开透明的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并积极承担责
任，为沿线国家的和谐发展做出积极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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