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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经济高速转型发展的背景下，传统交易模式及规则无法适应新时代需求，因此跨国经贸往来对跨

境数据的相对“松绑”必不可少，如何达成有限度的自由化以寻求二者衡平成为重中之重。在国际统一

规则缺乏的情况下，多边及区域贸易协定中的数据跨境流动条款成为有效解决工具，其中便包括了《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下简称RCEP协定)。相关条款在基于禁止限制数据跨境流动的原则上给与

缔约方一定政策灵活空间，而我国作为RCEP重要成员国和世界贸易大国，在平衡数据安全和自由时有适

用例外条款的需求。同时我们也应厘清适用例外条款的可能性与方式，努力完善适用，在电子商务的领

域中展现大国责任与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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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traditional trade model 
and rules can not adapt to the needs of the new era. The relative “relaxation” of cross-border data 
flow in cross-border trade becomes essential and how to reach the “limited liberalization” to s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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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lanc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ha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exploration. In the situa-
tion where it is difficult to build a consensus for internationally uniform rules, the provisions on 
cross-border data flow in multilateral and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have become an effective solu-
tion to the formulation and balancing of the above dilemma, such as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RCEP Agreement”). The exception 
clause on the cross-border data flow has granted the parties some policy flexibility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prohibition of restrictions on cross-border data flow. As an important member of RCEP 
and a big trade country in the world, China has the demand to apply the exception clause in balanc-
ing the security and freedom of data, but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clarify the possibility and me-
thod of applying the exception clause, and strive to perfect its application, in the field of e-commerce 
to show the responsibility and style of a big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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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尽管各国经济发展状况迥异，基于数据安全与本国产业保护等诸多原因也无法允许数据不受限制地

完全自由化流动，在保护与限制数据流动方面的立法也层出不穷，但跨境贸易中对数据流通的“松绑”

是促进经济与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从数据本土化到有限制的数据自由化这一趋势符合当下主流趋势。

作为全球大型区域贸易协定的 RCEP 协定，对电子商务、数据流动均作了规定；特别是其中协调数据跨

境自由流动与国家内部管理的兜底条款需要引起注意。作为例外条款，它是保护国家的一道“安全锁”，

但滥用甚至恶意援引运用该条款或许会破坏善意的数据流动竞争环境，条文本身的模糊性又加深了上述

情况发生的可能性[1]。因此，本文将从介绍 RCEP 安全例外条款出发，介绍其基本概念、意义和背景，

从适用可能产生的问题出发，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最后从我国视角出发，讨论中国对该条款的态度与

衔接方式，以为我国的跨境贸易的发展提供理论的基础铺垫。 

2. RCEP 数据安全例外条款的介绍、背景与意义 

RCEP 协定作为 15 个亚太国家之间的里程碑式的大型贸易协定，是为了促进亚太地区经贸往来以及

助攻全球化的经济发展，协定的核心义务之一就是成员国的数据自由流动义务。由于数字化经济转型已

成为各国不可忽视的趋势，因此 RCEP 中专门规定了电子商务的章节，弥补了现有 WTO 规则体系在该

项下的不足，本文则主要从 12 章第 14 条与第 15 条中的数据跨境流动相关的专项安全例外条款出发。 

2.1. 安全例外条款的内容 

RCEP 第 14 与第 15 条的结构分别为禁止性规范与例外条款组合而成，首先明确了对数据本地化的

禁止以及禁止国家阻碍跨境数据流动的基本原则，但 14 条与 15 条的第三款中的两项例外赋予了缔约方

更大的自裁决，即国家为了“合法的公共政策目标”和“保护基本安全利益”所采取的措施是不被禁止

的，在符合时各国可自行采取措施以实现上述目的，这也体现了各国在达成协议时对数据安全与数据利

益寻找平衡点考量的目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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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安全例外条款的设置背景与意义 

之所以缔约国在 RCEP 协定中规定了上述内容，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协议的各成员国之间经济基础、

国情、发展速度、政治结构等因素并不相近，在进行自我管理时难免会与统一泛化的自由流动原则存在

冲突，因而该条款着重于商业领域的数据自由流动，也是各方利益博弈的产物，同时也为各国背离条约

项下数据自由流动和禁止数据本土化的义务提供了合理依据[3]。数据流动特别是涉及国家的信息流动，

是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的，该条款的诞生也是国家主权在网络空间与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体现。在打开数

据流动方便之门的同时，也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为主的成员国对管辖权的捍卫、对安全的管控，使得发展

中国家有一定抗衡数据攻击风险的能力，是发展中国家登上经济与政治舞台的体现，正是由于发展中国

家与发达国家的国情不同，设置该“安全阀门”条款才能既推动其经济与产业发展，又一定程度上抵御

外来的由于数据流通带来的风险。 

3. 安全例外条款的适用困境与对策 

3.1. 安全例外条款存在的不足与适用困境 

例外条款尽管是出于保护和平衡目的，但在适用上不可谓不存在问题。首先，12 章 14 条与 15 条提

及的“基本安全利益”及“合法的公共政策目标”概念相对笼统不清，且公共政策目标项下更是补充了

由缔约国自行判断的规定，这样极高程度的“自决性”无疑会使得想要援引该条款的缔约国可能从保护

本国贸易的程度肆意扩大，导致负面的贸易保护之风盛行，且各国的政策、经济、立场等本就各不相同，

这意味着从是否援引到援引后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各缔约国都具有较大的自由度和自主权，而自主权的过

分扩大相对的就是被审查权及他国监督权的限缩，或许会造成该条款的应用不确定性甚至滥用。缔约国

之间也可能将由于不同的理解而产生纠纷，甚至可能对原本较为稳定的多边贸易环境与格局带来不稳定

的因素，导致原本保持平衡的目标倾斜至带来阻碍数据自由流通的反作用，使得条款原本创立时的促进

数字贸易繁茂发展的愿景落空[4]。在争端解决部分，“其他缔约方不得对此类措施提出异议”这样的措

辞也较为强硬。 

3.2. 安全例外条款困境可能存在的解决办法 

对于条款含义的模糊性，较为直接的办法是发展关于该条款的进一步完善解释以及适用标准、援引

条件甚至争端解决规则，当在存在一套较为完整的数据跨境流动专属安全例外规则体系时则可以加强条

款适用的稳定及确定性，防止滥用之风盛行[5]。此外，由于 RCEP 中安全例外条款很大程度借鉴与复制

了 WTO 规则中的安全例外条款的内容，因此 WTO 相关国际经验和案例，尤其是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相

关意见都是值得借鉴的，同时条约法中的善意原则也可为国家援引例外条款所运用，这意味着适用 RCEP
安全例外条款也应当充分阐释该国所认为的“基本安全利益”及“公共政策目标”的基本内涵，且其采

取的措施与所保护的事项应当具有一定的关联性，用相对客观的标准来制约缔约国的自由裁量权。在

WTO 规则体系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具有一定的审查权，但目前来说 RCEP 关于跨境数据流动领域产生

的争端并没有合适的争端解决机制，也无法被严格审查，因此 RCEP 联合委员会作为官方机构，在例外

条款解释和使用上应当发挥其他作用，例如拥有一定的客观解释权[6]。 

4. 中国适用安全例外条款之因应 

随着数字贸易的快速发展，数据安全与网络安全被提到贸易政策议程，各国都面临着跨境数据流动

带来的国家安全问题的挑战，“国家安全例外”的适用从传统安全领域迅速扩展到了诸如数字贸易等非

传统安全领域，引用安全例外的审查标准也上升到了高科技竞争和国家战略竞争的层面，而我国目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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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跨境数据流动的国内立法偏保护性质，需要与 RCEP 确立的数据自由流动之义务衔接的同时，也应当

积极寻求运用安全例外条款以保护自身利益的合理途径[7]。对此，笔者认为中国作为 RCEP 的重要缔约

国，可以采取如下措施。 

4.1. 做好适用安全例外条款的准备 

我国既坚持将国家利益与安全置于重要地位，亦反对打着贸易保护的旗帜打造贸易壁垒。因此，我

国在发挥缔约国促进数据贸易流动作用的同时，也要有运用安全例外条款保护自己的决心与准备，同时，

在援引基本安全利益例外条款时也应当遵守善意原则，采取具有合理性、关联性与正义性的措施而不是

滥用，合理地在 WTO 规则的指引下去解释条款的基本含义，参考已有案例和观点，避免落入贸易保护

之风的窠臼[8]。 

4.2. 完善安全例外条款的理论基础与设计 

在我国企业愈发走出去的背景之下，应当打好理论基础，为完善安全例外条款出一份力。作为该区

域贸易协定的参与者和世界大国之一，RCEP 安全例外条款之完善需要我国应始终秉持多边主义立场的

态度，加深对条款的进一步认知和研究细化，同时也应当加强国内数据流动法律体系的深化以衔接我国

参与 RCEP 协定的初始目的，促进全球电子商务与数据化的进一步发展[9]。 

5. 结语 

新科技手段下的数据因素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维护因素的重要因子的背景之下，我国不应受到拘泥于

解国家安全概念的约束，应当明确经济安全也是国家安全的基础，采取国内立法及缔结条约等方式，逐

渐增强中国倡导的国家安全观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积极开放地参与国际贸易的同时，在合理范围内拓宽

中国对国家基本安全利益的范围认定。同时，新形势下，我国在应当积极研究并探索 RCEP 安全例外条

款解释和适用的合理途径，引导安全例外解释规则的形成，积极引导安全例外条款解释规则的构建，推

动 RCEP 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和完善，防止安全例外条款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抗辩条款，切实保护我国

企业在国外的合法权益[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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