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政 府 和 丹 麦 王 国 政 府 
关 于 鼓 励 和 相 互 保 护 投 资 协 定 

序 “ 言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政 府 和 丹 麦 王 国 政 府 , 

愿 为 在 两 国 投 资 创 造 良 好 条 件 些 加 强 两 国 间 的 合 作 , 以 鼓 励 

有 效 地 使 用 资 源 ; 

认 识 到 在 平 等 互 利 的 基 础 上 给 予 投 资 公 平 合 理 的 待 遇 将 符 合 

上 述 目 标 , 

达 成 协 议 如 下 : 

第 一 条 定 义 

在 本 协 定 内 : 

一 、( 一 )“ 投 资 “ 系 指 缔 约 各 方 侬 照 其 法 律 和 法 规 所 许 可 的 各 

种 资 产 , 主 要 是 : 
1. 在 缔 约 一 方 领 土 内 设 立 的 公 司 的 股 份 、 郁 份 股 份 或 其 他 形 

式 的 参 股 3 

2. 再 投 资 的 收 益 , 金 钱 的 请 求 权 或 与 服 务 有 关 的 具 有 金 钱 价 

值 的 其 他 权 利 3 

3. 动 产 、 不 动 产 和 任 何 其 他 物 权 , 如 抵 拥 权 、 担 保 以 及 符 合 财 

产 所 在 缔 约 一 方 的 法 律 规 定 的 其 他 类 似 权 利 ; 

4. 工 业 和 知 识 产 权 、 技 术 、 商 标 、 商 誉 、 专 有 技 术 以 及 其 他 类 似 

权 利 3



5 依 照 法 律 或 法 律 允 许 由 合 同 赋 予 的 经 营 特 许 权 , 包 括 与 自 

然 资 源 有 关 的 特 许 权 。 

( 二 )“ 投 资 “ 应 适 用 于 根 据 投 资 所 在 缔 约 一 方 的 注 律 和 法 规 , 

在 公 司 进 行 的 全 部 直 接 投 资 。 

“ 投 资 “ 包 括 缔 约 另 一 方 国 民 或 公 司 在 本 协 定 生 效 之 前 或 之 后 

在 缔 约 一 方 领 土 内 依 照 其 有 效 法 律 进 行 的 全 部 投 资 。 

二 、 收 益 “ 系 指 由 投 资 产 生 的 款 项 , 主 要 是 : 利 涌 、 利 息 、 资 

本 利 得 、 股 息 、 提 成 费 或 酬 金 。 

三 、“ 国 民 “: 

( 一 》 在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方 面 , 系 指 依 煦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法 律 

获 得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公 民 资 格 的 自 然 人 。 

( 二 》 在 丹 麦 王 国 方 面 , 系 指 依 照 丹 十 王 国 法 律 获 得 丹 麦 国 民 

资 格 的 自 然 人 。 

四 、 “ 公 司 “: 

〈 一 ) 在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方 面 , 系 指 在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任 何 地 

方 依 照 有 效 法 律 设 立 或 组 建 的 公 司 、 商 号 或 社 团 。 

( 二 ) 在 丹 麦 王 国 方 面 , 系 指 在 丹 麦 王 国 任 何 地 方 依 照 有 效 法 

律 设 立 或 组 建 的 公 司 、 商 号 或 社 团 。 

五 、 缔 约 一 方 国 民 或 公 司 在 缔 约 另 一 方 遮 循 国 际 法 行 使 主 

权 、 主 权 权 利 或 管 辖 权 的 海 洋 和 海 底 区 域 进 行 的 投 资 也 适 用 林 

妙 定 。 

本 协 定 不 适 用 于 法 罗 群 岛 和 格 陵 兰 。 

第 二 条 “ 促 迹 投 资 
缔 约 各 方 应 根 据 其 立 法 和 行 政 管 理 实 跑 接 受 缔 约 另 一 方 国 民 

和 公 司 的 投 资 , 并 尽 可 能 促 进 此 种 投 资 。 

第 三 条 保 护 投 资 
一 、 缔 约 一 方 国 民 或 公 司 的 投 资 在 缉 约 男 一 方 领 土 内 应 始 终



受 到 公 平 合 理 的 待 遇 , 并 享 受 保 护 和 保 障 。 缔 约 各 方 应 恪 守 其 在 
批 准 缔 约 另 一 方 国 民 或 公 司 的 投 资 合 同 中 可 能 承 担 的 义 务 。 

二 、 缔 约 任 何 一 方 在 其 领 土 内 给 予 缔 约 另 一 方 国 民 或 公 司 的 
投 资 或 投 资 收 益 的 待 遇 不 应 低 于 其 给 予 任 何 第 三 国 国 民 或 公 司 的 
投 资 或 收 益 的 待 遇 。 

三 、 缔 约 任 何 一 方 在 其 领 土 内 给 予 缔 约 另 一 方 国 民 或 公 司 在 
管 理 、 使 用 、 享 有 或 处 置 他 们 的 投 资 或 收 益 方 面 的 待 遇 , 不 应 低 于 
其 给 予 任 何 第 三 国 国 民 或 公 司 的 待 遇 。 

四 、 缔 约 任 何 一 方 保 证 , 在 不 损 害 其 法 律 和 法 规 的 情 况 下 , 对 
缔 约 另 一 方 国 民 或 公 司 参 股 的 合 资 经 营 企 业 或 缔 约 另 一 方 国 民 或 
公 司 的 投 资 , 包 括 对 该 投 资 的 管 理 、 维 持 , 使 用 , 享 有 或 处 置 , 不 采 
取 歧 视 揩 施 。 

五 、 本 条 规 定 不 影 响 缔 约 任 何 一 方 签 署 的 全 部 或 主 要 是 关 于 
税 收 的 国 际 协 议 。 

第 四 条 “ 征 收 和 补 偿 

一 、 缔 约 任 何 一 方 的 国 民 或 公 司 在 缔 约 另 一 方 领 土 内 的 投 资 
或 收 益 只 有 为 了 与 国 内 需 要 有 关 的 公 共 目 的 , 在 非 歧 视 的 基 础 上 
并 给 予 补 偿 , 方 可 被 国 有 化 、 征 收 或 被 采 取 与 国 有 化 或 征 收 有 相 同 
效 果 的 措 施 ( 以 下 称 “ 征 收 “)。 补 偿 应 等 于 被 征 收 的 投 资 或 收 益 在 
征 收 或 卸 将 进 行 的 征 收 已 为 公 众 所 知 的 前 一 刻 的 价 值 , 支 付 不 应 
不 适 当 地 迟 廷 , 应 包 括 至 付 款 之 日 按 适 当 利 率 计 算 的 利 息 , 并 应 是 

可 有 效 弦 现 和 自 由 转 移 的 。 有 关 国 民 或 公 司 有 权 得 到 采 取 征 收 措 
施 缔 约 一 方 有 管 辖 权 的 法 院 , 根 据 其 法 律 程 序 对 投 资 或 收 益 采 取 
征 收 掀 施 的 合 法 性 以 及 补 偿 款 额 的 估 价 的 及 时 审 查 。 

二 、 当 缔 约 一 方 对 在 其 领 土 内 依 照 有 效 法 律 设 立 或 组 建 的 并 
由 缔 约 另 一 方 国 民 或 公 司 拥 有 股 份 或 债 券 的 公 司 财 产 进 行 征 收 
时 , 它 应 确 保 适 用 本 条 第 一 款 的 规 定 , 从 而 保 证 此 种 股 份 或 债 券 的 

拥 有 者 的 投 资 得 到 补 偿



第 五 条 损 失 的 补 偿 

一 、 缔 约 一 方 的 国 民 或 公 司 在 缔 约 另 一 方 领 土 内 的 投 资 , 因 
后 者 一 方 领 土 内 发 生 战 争 或 其 他 武 装 冲 突 、 全 国 紧 急 状 态 、 叛 乱 
或 骚 乱 而 遭 受 损 失 , 缔 约 另 一 方 在 采 取 有 关 揩 施 时 给 予 缔 约 一 方 
国 民 或 公 司 的 待 遇 与 给 予 任 何 第 三 国 国 民 或 公 司 的 待 遇 相 比 较 是 
非 歧 视 性 的 , 并 不 应 低 于 给 予 任 何 第 三 国 国 民 或 公 司 的 待 遇 。 

第 六 桧 “ 资 本 和 收 益 的 汇 回 和 转 移 

一 、 缔 约 各 方 在 非 歧 视 性 地 行 使 其 法 律 所 赋 予 的 权 力 的 条 件 
下 , 允 许 不 迟 延 地 转 移 下 列 各 项 : 

《 一 ) 投 资 的 资 本 或 投 资 的 全 部 或 部 分 清 算 或 转 让 所 得 ; 
《 二 ) 实 现 的 收 益 ; 
《 三 ) 偿 还 投 资 责 款 的 款 项 和 应 付 利 息 ; 
( 四 》 允 许 在 其 领 土 内 为 某 项 投 资 工 作 的 公 民 的 适 当 收 人 ; 
( 五 》 根 据 第 四 条 规 定 已 支 付 的 补 偿 款 项 。 其 迟 延 从 递 交 有 

关 申 请 之 日 起 , 不 得 超 过 六 个 月 。 
二 、 第 四 条 、 第 五 条 和 本 条 第 一 款 的 货 币 转 移 应 以 该 投 资 所 

使 用 的 可 兑 换 货 币 或 其 他 任 何 可 兑 换 货 币 , 按 照 转 移 之 日 有 效 的 
官 方 汇 率 进 行 。 

第 七 条 代 位 

如 缔 约 一 方 依 照 其 给 予 在 缉 约 另 一 方 领 土 内 投 资 的 担 保 向 其 
国 民 或 公 司 作 了 支 付 , 缔 约 另 一 方 应 承 认 : 
( 一 ) 不 论 依 照 法 律 还 是 在 该 国 的 法 律 行 为 , 该 国 民 或 公 司 将 

其 任 何 权 利 或 请 求 权 转 让 给 了 缔 约 一 方 ; 
《 二 ) 缔 约 一 方 通 过 代 位 有 权 行 使 该 国 民 或 公 司 的 权 利 和 执 

行 其 请 求 权 并 应 承 担 与 投 资 有 关 的 义 务 。



第 八 杂 “ 仲 裁 和 调 解 

一 、 缔 约 一 方 的 国 民 或 公 司 与 缔 约 另 一 方 之 间 因 有 关 在 缔 约 

另 一 方 领 土 内 的 投 资 而 发 生 争 议 , 该 国 民 或 公 司 可 向 缔 约 另 一 方 

有 管 辖 权 的 机 构 提 出 申 诉 。 争 议 双 方 将 通 过 协 商 以 求 解 决 。 

二 、 如 果 上 述 争 议 在 六 个 月 内 不 能 解 决 , 争 议 任 何 一 方 有 权 

将 争 议 提 交 接 受 投 资 缔 约 一 方 有 管 辖 权 的 法 院 。 

三 、 有 关 第 四 条 规 定 的 征 收 补 偿 欺 额 的 争 议 , 有 关 的 国 民 或 

公 司 在 诉 诸 本 条 第 一 欺 的 程 序 后 六 个 月 内 仍 未 解 决 , 可 将 争 议 提 

交 由 双 方 组 成 的 国 际 仲 裁 庭 。 

如 果 缔 约 一 方 的 国 民 或 公 司 已 求 助 于 本 条 第 二 款 的 规 定 , 则 

本 款 规 定 不 适 用 。 

四 、 上 款 所 指 的 国 际 仲 裁 庭 , 应 按 下 述 方 式 专 门 设 立 : . 当 事 

双 方 各 委 任 一 名 仲 裁 员 , 该 两 名 仲 裁 员 推 举 一 名 与 缔 约 双 方 均 有 

外 交 关 系 的 第 三 国 国 民 为 首 席 仲 裁 员 。 仲 裁 员 应 自 当 事 一 方 通 知 

另 一 方 要 求 将 争 议 提 交 仲 裁 之 日 起 的 两 个 月 内 委 任 , 首 席 仲 裁 员 

在 四 个 月 内 委 任 。 

如 果 在 上 述 规 定 的 期 限 内 未 能 作 出 必 要 的 委 任 , 丁 无 其 他 约 

定 阡 , 当 事 任 何 一 方 均 可 请 求 斯 德 哥 尔 摩 商 会 仲 裁 院 主 席 作 出 必 

要 的 委 任 。 

仲 裁 庭 应 参 老 一 九 六 五 年 三 月 十 八 日 在 华 盛 顿 签 字 的 “ 关 于 

解 决 国 家 和 他 国 国 民 之 间 的 投 资 争 端 公 约 “ 自 行 制 定 仲 烨 程 序 。 

仲 裁 庭 的 裁 决 为 终 局 裁 决 , 具 有 拘 束 力 。 裁 决 按 国 内 法 执 行 。 仲 

裁 庭 应 陈 述 其 裁 决 的 依 据 , 并 应 当 事 任 何 一 方 的 要 求 说 明 理 由 。 

当 事 双 方 应 各 自 负 担 其 委 任 的 仲 裁 员 和 参 与 仲 裁 程 序 的 费 

用 。 首 席 仲 裁 员 为 执 行 仲 裁 职 责 的 费 用 以 及 仲 裁 庭 的 其 他 费 用 应 

由 当 事 双 方 平 均 负 担 。 

五 、 本 条 规 定 不 应 排 除 缔 约 双 方 对 本 华 定 的 解 释 或 适 用 发 生 

争 端 时 使 用 第 九 条 规 定 的 程 序 。



第 九 条 缔约 双 方 之 间 的 争 端 

一 、 缔 约 双 方 对 本 协 定 的 解 释 和 适 用 发 生 的 争 端 应 尽 可 能 通 
过 缔 约 双 方 协 商 解 决 。 如 争 端 自 协 商 开 始 后 五 个 月 内 未 能 解 决 , 
则 可 应 绕 约 任 何 一 方 的 要 求 , 提 交 仲 裁 庭 。 

二 、 该 仲 裁 庭 按 下 述 方 式 逐 案 设 立 : 自 收 到 仲 裁 要 求 后 的 三 

个 月 内 , 缔 约 双 方 应 各 委 任 一 名 仲 裁 员 。 该 两 名 仲 裁 员 推 举 一 名 

第 三 国 国 民 , 由 缔 约 双 方 扰 准 委 任 为 首 席 仲 烨 员 。 首 席 仲 烨 员 应 

在 另 两 名 仲 裁 员 委 任 之 日 起 三 个 月 内 予 以 委 任 。 

如 在 规 定 的 期 限 内 未 能 作 出 必 要 的 委 任 , 丁 无 任 何 其 他 协 议 

时 , 缔 约 任 何 一 方 可 请 汪 国 际 法 院 院 长 作 出 必 要 的 委 任 。 如 院 长 

是 缔 约 任 何 一 方 的 国 民 , 或 因 其 他 原 内 不 能 履 行 此 项 职 贵 , 则 应 请 

求 副 院 长 作 出 必 要 的 委 任 。 如 副 院 长 是 缔 约 任 何 一 方 的 国 民 或 也 

不 能 履 行 此 项 职 责 , 则 应 请 求 非 缔 约 任 何 一 方 国 民 的 国 际 法 院 的 

资 深 泼 官 作 出 必 要 的 委 任 。 

三 、 仲 裁 庭 应 适 用 本 协 定 的 规 定 、 缔 约 双 方 间 缔 结 的 其 他 协 

定 以 及 国 际 法 一 般 原 则 。 仲 裁 庭 应 以 多 数 票 作 出 烨 决 , 裁 决 是 终 

局 的 , 对 缔 约 双 方 均 有 拘 束 力 。 

四 、 缔 约 各 方 应 各 自 承 担 其 仲 裁 员 和 参 与 仲 烨 程 序 的 费 用 。 

首 席 仲 裁 员 为 执 行 仲 裁 职 责 的 费 用 以 及 仲 裁 庭 的 其 他 费 用 应 由 缔 

约 双 方 平 均 负 担 。 

五 、 仲 裁 庭 自 行 规 定 其 程 序 。 

第 十 条 “ 其 他 权 利 或 利 益 

本 协 定 的 规 定 不 得 损 及 缔 约 任 何 一 方 的 国 民 或 公 司 依 照 投 资 
所 在 缔 约 一 方 的 法 律 和 法 规 或 缔 约 双 方 均 参 加 的 国 际 协 议 得 到 的 
任 何 权 利 或 利 益 o



第 十 一 条 生 效 、 期 限 和 终 止 

心 、 本 协 定 自 签 字 之 日 起 生 效 。 

二 、 本 协 定 有 效 期 为 十 年 。 除 非 在 第 一 个 十 年 期 满 后 , 缔 约 

任 何 一 方 书 面 通 知 缔 约 另 一 方 终 止 本 协 定 , 本 协 定 将 继 续 有 效 。 

终 止 的 通 知 应 在 缔 约 另 一 方 收 到 之 日 起 一 年 后 生 效 。 

三 、 对 于 在 本 协 定 终 止 通 知 生 效 之 日 前 迹 行 的 投 资 , 第 一 条 

至 第 十 条 的 规 定 应 自 终 止 之 日 起 继 续 有 效 十 年 。 

本 协 定 于 一 九 八 五 年 四 月 二 十 九 日 在 北 京 签 订 , 一 式 两 份 , 每 

份 都 用 中 文 、 丹 麦 文 和 英 文 写 成 , 三 种 文 本 具 有 同 等 效 力 , 如 解 释 

发 生 分 歧 , 以 英 文 本 为 准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政 府 丹 麦 王 国 政 府 

代 衫 代 表 

郑 拓 彬 艾 勒 曼 一 彦 森 

《 签 字 ) ( 签 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