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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作者李佳勋祖籍河南开封，在2004年6月获得北京大学经济法学博士学位后，秉持“贡献所学
、回馈家乡”的崇高精神，接受我的邀请，赴河南师范大学法学院任教服务，为我院拿下经济法学硕
士点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担任硕士生导师后，不辞辛苦，继续为我院培育出历届优秀的硕士毕业生。
　　除了继续投入申报硕士点工作、教学改革计划等事宜，她还肩负本科生及函授生的任课教学工作
。
她用心关怀学生，引入创新的教学理念和方法，她的不懈努力获得历届学生的好评，成果有口皆碑，
荣获2005年度和2007年度河南师范大学优秀教师奖。
　　李老师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期就致力于两岸仲裁事务的研究，她的导师——北京大学法学
院贾俊玲教授是这个领域的专家。
在贾老师的指导下，李老师顺利完成《解决两岸商务仲裁法律制度冲突问题之研究——兼论认可与执
行仲裁裁决构想》博士论文的写作，取得了良好的评价。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解决两岸商务仲裁法律制度冲突问题之>>

内容概要

本书从两岸交流所引发的准区际法律冲突问题的特殊性着手，探讨了两岸利用仲裁解决商务纠纷的作
用及对其的完善。
对两岸仲裁法律制度冲突问题加以研究，对两岸相互认可与执行仲裁裁决的法律条文逐一解释与评价
。
最后提出了两岸签订相互认可与执行仲裁裁决协议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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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6月获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2004年6月获北京大学经济法学博士学位。
2004年9月应河南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黄进才教授邀请，秉持发挥所学、回馈家乡的理念，至河南师范
大学法学院任教，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现为河南师范大学法学院经济法方向学科带头人、青年骨干教师，为学院获得经济法学硕士点贡献了
一己之力。
从事经济法、仲裁法、金融法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代表性学术成果：《劳动法研究》(合著)、《中国人世法律文件解读——工业篇》(合著)；主持省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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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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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两岸经贸交流的未来趋势　　台商在大陆投资的形态以独资最多，其次为合资，合作经营最
少。
此乃由于台商在与大陆企业合资的过程中经常发生纠纷有关，所以多数台商倾向于以独资掌握经营的
自主权。
在投资规模方面，100万美元以下投资案的比重大幅下降，相对地，100万～500万美元的中型投资则成
长相当迅速；2005年以前，500万美元以上的大型投资案所占比例相对下降；①但自2006年起，平均每
件金额皆超过500万美元，甚至达到1000万美元以上。
由此可以看出，台商赴大陆投资，不论在投资金额还是投资领域方面，皆与前期出现不同的变化，
自1991年后有如下的发展趋势：　　（1）投资主体朝向集体化和大规模企业发展。
以前，台商赴大陆投资多属中小企业的“单打独斗型”投资，其间亦有大中型企业为搜集投资或市场
信息，采行小额的试探性或“桥头堡”型的投资。
近期已有迹象显示，有产业工会带团集体至大陆投资、大中型企业将生产的产品搭配成产品群前往投
资，甚至有企业集团采行规模的组合投资。
　　（2）投资层次加深并朝上游产业发展。
近期赴大陆投资，已由劳力密集产业延展到资本及技术密集型产业，并由下游加工厂扩充到中上游原
材料工业，或由中心工厂带领其卫星工厂集体投资。
　　（3）投资趋势由“打带跑”策略朝长期规划发展。
已赴大陆投资的台商多有增资扩厂的计划，部分工厂有另觅投资地点再投资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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