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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關鍵字與摘要 
 

關鍵字： 

 

國家豁免、主權豁免、聯合國、聯合國「國家及其財產管轄豁免條約」、限制豁免理

論、商業交易、僱傭契約、侵權行為、知識產權、國營企業、仲裁、執行豁免、送

達、缺席判決、中央銀行、國家財產、國際法委員會、國際法學會  

 

摘要： 

 

 

本研究主要在闡明分析聯合國「國家及其財產管轄豁免條約」的內容與未來展望。

前言之後，全文首先說明公約的立法背景與歷史沿革，公約涵蓋的範圍與主體。其

次則是分析公約的主要內容，尤其是著重在八種國家不得援引管轄豁免的情況，它

們分別是：（一）國家與外國自然人或法人從事商業交易；（二）有關僱傭契約的訴

訟；（三）涉及人身傷害和財產損害的訴訟；（四）爭議涉及國家財產的所有權、占

有和使用；（五）與知識產權和工業產權有關的爭端；（六）與國家參加公司或其他

類似組織有關的訴訟；（七）與國家擁有或經營船舶有關的訴訟；（八）仲裁協定效

力有關的爭端。其中，商業活動、侵權行為、放棄豁免所牽連的問題最重要也最複

雜，故花較多的篇幅討論。第三部分則是介紹公約對於執行豁免的規範，以及關於

送達與缺席判決的規定，和特定種類的國家財產，如中央銀行存款和軍事用途財產

的地位，最後則是做結論並提出我國應有的因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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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關鍵字與摘要 
 

Key Words:   

 
United Nations, UN Convention on Jurisdictional Immunity of States and Their Property,  
State Immunity, Restrictive Theory, Sovereign Immunity, Commercial Activities,  
Contracts of Employment; Torts; State Property;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ate-owned  
Enterprise, Arbitration, Measure of Constraint, Service of Process, Default Judgment,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Enforcement, State Entities 
 
 
Abstract: 
 
 
    This project is to analyze the new UN Convention on Jurisdictional immunity of 
States and Their Property, with emphasize on claims arising from: commercial 
transactions; contracts of employment; personal injury and damage to property; ownership, 
possession, and use of property; intellectual and industrial property; state-owned or 
operated ships used for other than government purposes; certain matters relating to 
arbitration proceedings; and situations involving consent to jurisdiction; protection from 
pre- and post-judgment measures of constraint, criteria for service of process and 
rendering default judgments. 
 
    After a brief introduction, Part II provided background on the UN Convention on 
Jurisdictional immunity of States and Their Property, including the histories and 
developments of its codification by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Then, part III 
introduced the scope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UN Convention, and how does it define the 
subjects of immunity.   While part IV reviewed the specific provisions delineating the 
exceptions to state immunity in the Convention article by article, other issues of immunity 
from measures of constraint, service of process, default judgments, and other procedural 
rules will be dealt in parts V and VI.  General conclusions derived from part II to part VI 
were discussed in part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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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二○○四年十二月二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的聯合國「國家及其財產管轄豁免」

條約是以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通過的草案為本，並經大會第六委員會修改潤飾

而成，其立法理論基礎以「限制豁免論」為核心，立法方式主要是參考了一九七二

年「歐洲國家豁免公約」和重要國家的國家實踐。該公約己於二○○五年一月十七

日起開放給世界各國簽署。依公約規定，公約將自第三十份批准書或加入書交存之

日起生效。 

聯合國公約的完成是國際法學界有關「國家豁免」領域的重大成就與突破，

是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長達二十五年努力的成果，其重要性不言可喻。本研究

計畫經過一年的研究，對「聯合國國家及其財產管轄豁免條約」的內容與重點已有

相當之瞭解。以下為有關計畫的初步重點整理，計畫內容在經過增刪潤飾後，將嘗

試發表於國內的重要法學期刊。 

研究目的  

國家豁免」問題不僅僅是國際公法學的研究重點之一，同時也是國際私法和

國際經濟法學關心的對象。當國家在外國被控訴時，是否能成功地主張「國家豁免」

而免於外國法院的管轄，關係到國家的重大利益，不論對於法律實務界、政府機關

和私人企業都有很深遠的意義與影響。所以聯合國「國家及其財產管轄豁免條約」

的完成通過有重大意義,它是「國家豁免」領域的里程碑，代表著新的發展趨勢。 

但是作為一個世界主要貿易國，中華民國在此一重大的國際立法活動上，卻

由於外交處境的特殊而完全未參與相關立法活動，對公約的相關內容也不了瞭解。

鑒於此一議題關係國家重大利益，國內實有必要瞭解此一的問題，故本研究計畫因

此希望經由國家實踐、條約的分析和學者意見來說明聯合國公約的相關問題，以瞭

解此一問題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和增加國內理論及實務界對此一問題的認識。 

文獻探討  

國內關於國家豁免問題之研究開始甚早，知名的國際法學者，如張彝鼎、丘宏

達、陳榮傑、黃慶源、和蘇義雄等教授都曾發表過一些有關「國家豁免」的論文，

並介紹重要的外國立法和觀念，而國際公法教科書如丘宏達、俞寬賜、姜皇池等教

授的著作也有相當篇幅介紹此一原則，但是總體而言國內對於此一問題還是比較陌

生，近年比較有系統的著作是本人於民國八十九年出版之「國家豁免問題之研究」，

但是當時聯合國公約的內容還是停留在草案的階段，故欠缺最新的發展。而大陸學

者對於此一問題的重視是始於「湖廣鐵路債券案」發生後，但和其它領域的研究比

起來，中國大陸有關「國家豁免」的專著也比較少，龔刃韌先生的「國家豁免問題

的比較研究」是一本相當受到肯定的專著。至於國際間對於此一問題，公認的權威

專家是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委員Gerhard Hafner 教授，而近期研究的經典著作則是

Hazel Fox的The Law of State Immunity,可惜該書於二○○二年出版，內容也來不及涵

蓋評析聯合國立法的新發展。 

國際間有關此一問題的重要條約和立法例如下，重要判例由於數量太大，在此

不加以介紹，讀者有興趣可以參考相關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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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聯合國「國家及其財產管轄豁免條約」。  

（二）「歐洲國家豁免公約」。 

（三）「國際法學會」的「蒙特利爾草案」(ILA Montreal Draft)  
（四）英國一九七八年「國家豁免法」。  
（五）美國一九七六年「外國主權豁免法」。 

（六）巴基斯坦「國家豁免法」。 

（七）南非「外國主權豁免法」。 

（八）新加坡「外國豁免法」。  

研究方法  

有關「國家豁免」的國際規則散見於各國政府的實踐、國內法院的判決、國內

立法、行政部門的意見、區域條約，和學者的看法上。故本研究雖然是以聯合國公

約為研究對象，但計畫依舊需要收集整理重要文獻和分析判決案例，以達到最佳的

成果。 

而在資料蒐集方面，國外文獻資料搜集主要是藉美國法律資料庫NEXIS系統獲

得新的立法與案例資訊。至於研究方法，依法律論文一般撰寫方式，各國法院的判

例採「案例分析法」；聯合國與各國立法採「法條義理分析法」；並且以比較法的

觀點，分析各國的理論與實踐，並觀察和聯合國公約之運用。 

結果與討論（含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順利完成，目錄體例如下： 

一、前言 

二、公約制定的背景與過程 

三、公約適用的範圍與主體 

四、管轄豁免的基本內容與例外原則 

(一)基本原則 

(二)商業交易 

(三)侵權行為 

(四)放棄豁免 

(五)其他  

五、執行豁免與國家特定種類財產之待遇 

六、重要的程序問題，送達與缺席判決  

七、結論  

內容則主要在闡明分析聯合國「國家及其財產管轄豁免條約」的內容與未來展

望。全文第一章是前言，第二章則說明公約的立法背景與歷史沿革，其次則是解釋

公約涵蓋的範圍與適用主體。 

第四章開始分析公約的主要內容，管轄豁免，主要是著重在八種國家不得援引

管轄豁免的情況，它們分別是：（一）國家與外國自然人或法人從事商業交易；（二）

有關僱傭契約的訴訟；（三）涉及人身傷害和財產損害的訴訟；（四）爭議涉及國

家財產的所有權、占有和使用；（五）與知識產權和工業產權有關的爭端；（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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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公司；（七）與國家擁有或經營船舶有關的訴訟；（八）仲裁協定效力有關的

爭端。其中，國家涉及商業活動、侵權行為、放棄豁免等問題所牽連的問題最重要

也最複雜，也花較多的篇幅討論。 

本研究還要介紹公約對於執行豁免的規範和特定種類的國家財產，以及重要的

程序問題，如關於送達與缺席判決等規定，最後一章則是做結論並提出我國應有的

因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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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成果自評  

本研究己順利完成，計畫人認為此一研究已達到二點效益。首先是在實務上，

我國政府和國營企業常在國外涉訟，本研究有助於政府了解聯合國最新的立法；其

次則是未來經由期刊之發表，能促進國內學者對此一國際法重要問題有著更進一步

的了解與興趣；明白「國家豁免」領域限制豁免論的最新發展和相關的國家實踐；

以及更深入的認識到國家豁免領域內長久的爭議，如：「默示同意」、「商業交易」、

「雇傭契約」、「侵權行為」、「國營企業」、「仲裁條款」、「強制措施」、「送

達」，以及適用主體等問題。  

此外，本計畫當然有助於計畫主持人進一步拓展其對此一問題的了解，並讓其

有機會整合歸納比較過去已從事的相關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