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中文译文） 

 

序言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与文莱达鲁萨兰国，柬埔寨王国，印度尼西

亚共和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来西亚，缅甸联邦，菲律宾共和国，新加坡共和国，泰

王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等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以下将其整体简称为"东盟"或"东盟

各成员国"，单独一国简称"东盟成员国"）政府首脑或国家元首： 

 

  忆及我们 2001年 11月 6日在文莱达鲁萨兰国斯里巴加湾东盟－中国领导人会上关于经

济合作框架和在 10 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以下简称"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决

定，自由贸易区将对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等东盟新成员国（以下简称"东盟新成员国"）

给予特殊和差别待遇及灵活性，并对早期收获做出规定，其涉及的产品及服务清单将通过相

互磋商决定； 

 

  期望通过具有前瞻性的《中国与东盟（以下将其整体简称为"各缔约方"，单独提及东盟

一成员国或中国时简称为"一缔约方"）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以

构筑双方在 21世纪更紧密的经济联系； 

 

  期望最大限度地降低壁垒，加深各缔约方之间的经济联系；降低成本；增加区域内贸易

与投资；提高经济效率；为各缔约方的工商业创造更大规模的市场，该市场将为商业活动提

供更多机会和更大规模的经济容量；以及增强各缔约方对资本和人才的吸引力； 

 

  确信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将在各缔约方之间创造一种伙伴关系，并为东亚加强合作

和维护经济稳定提供一个重要机制； 

 

  认识到工商部门在加强各缔约方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方面的重要作用和贡献，以及进一步

推动和便利它们之间的合作并使它们充分利用中国－东盟自贸区带来的更多商业机会的必

要性； 

 

  认识到东盟各成员国之间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和对灵活性的要求，特别是为东盟新成员

国更多地参与中国－东盟经济合作提供便利并扩大它们出口增长的需要，这要着重通过加强

其国内能力、效率和竞争力来实现； 

 

  重申各缔约方在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为 WTO）和其他多边、区域及双边协议与安排

中的权利、义务和承诺； 

 

  认识到区域贸易安排在加快区域和全球贸易自由化方面能够起到的促进作用，以及在多

边贸易体制框架中起到的建设性作用。 

 

  现达成如下协议： 

 

  第 一 条 

 



  目 标 

 

  本协议的目标是： 

 

  （a） 加强和增进各缔约方之间的经济、贸易和投资合作； 

 

  （b） 促进货物和服务贸易，逐步实现货物和服务贸易自由化，并创造透明、自由和便

利的投资机制； 

 

  （c） 为各缔约方之间更紧密的经济合作开辟新领域，制定适当的措施；以及 

 

  （d） 为东盟新成员国更有效地参与经济一体化提供便利，缩小各缔约方发展水平的差

距。 

 

  第 二 条 

 

  全 面 经 济 合 作 措 施 

 

  各缔约方同意迅速地进行谈判，以在 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贸区，并通过下列措施

加强和增进合作： 

 

  (i) 在实质上所有货物贸易中逐步取消关税与非关税壁垒； 

 

  (ii) 逐步实现涵盖众多部门的服务贸易自由化； 

 

  (iii) 建立开放和竞争的投资机制，便利和促进中国－东盟自贸区内的投资； 

 

  (iv) 对东盟新成员国提供特殊和差别待遇及灵活性； 

 

  (v) 在中国-东盟自贸区谈判中，给各缔约方提供灵活性，以解决它们各自在货物、服

务和投资方面的敏感领域问题，此种灵活性应基于对等和互利的原则，经谈判和相互同意后

提供； 

 

  (vi) 建立有效的贸易与投资便利化措施，包括但不限于简化海关程序和制定相互认证

安排； 

 

  (vii) 在各缔约方相互同意的、对深化各缔约方贸易和投资联系有补充作用的领域扩大

经济合作，编制行动计划和项目以实施在商定部门/领域的合作；以及 

 

  (viii) 建立适当的机制以有效地执行本协议。 

 

  第 一 部 分 

 

  第 三 条 



 

  货 物 贸 易 

 

  1. 除本协议第六条所列的"早期收获"计划以外，为了加速货物贸易的扩展，各缔约方

同意进行谈判，对各缔约方之间实质上所有货物贸易取消关税和其他限制性贸易法规（如必

要，按照 WTO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下简称为 GATT）第 24条（8）（b）允许的关税和限制

性贸易法规除外）。 

 

  2. 就本条而言，应适用如下定义，除非文中另有解释： 

 

  （a） "东盟六国"指的是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 

 

  （b） "实施的最惠国关税税率"应包括配额内税率，并应： 

 

  （i）对于 2003年 7月 1日时为 WTO成员的东盟成员国及中国，指其 2003年 7月 1日

各自的实施的最惠国关税税率；以及 

 

  （ii）对于 2003年 7月 1日时非 WTO成员的东盟成员国，指其 2003年 7月 1日对中国

的实施税率； 

 

  （c） "非关税措施"应包括非关税壁垒。 

 

  3. 各缔约方的关税削减或取消计划应要求各缔约方逐步削减列入清单的产品关税并在

适当时依照本条予以取消。 

 

  4. 依照本条纳入关税削减或取消计划的产品应包括所有未被本协议第六条所列的"早

期收获"计划涵盖的产品，这些产品应分为如下两类： 

 

  （a）正常类：一缔约方根据自身安排纳入正常类的产品应： 

 

  （i）使其各自的实施的最惠国关税税率依照特定的减让表和税率（经各缔约方相互同

意）逐步削减或取消，对于中国和东盟六国，实施期应从 2005年 1月 1日到 2010年，对于

东盟新成员国，实施期应从 2005年 1月 1日到 2015年，并采用更高的起始税率和不同实施

阶段；以及 

 

  （ii）按照上文第 4款（a）（i）已经削减但未取消的关税，应在经各缔约方相互同意

的时间框架内逐步取消。 

 

  （b）敏感类：一缔约方根据自身安排纳入敏感类的产品应： 

 

  （i）使其各自的实施的最惠国关税税率依照相互同意的最终税率和最终时间削减；以

及 

 



  （ii）在适当时，使其各自的实施的最惠国关税税率在各缔约方相互同意的时间框架内

逐步取消。 

 

  5. 敏感类产品的数量应在各缔约方相互同意的基础上设定一个上限。 

 

  6. 各缔约方依照本条及第六条所做的承诺应符合 WTO对各缔约方之间实质上所有贸易

取消关税的要求。 

 

  7. 各缔约方之间依照本条相互同意的特定的关税税率应仅列出各缔约方削减后适用关

税税率的上限或在特定实施年份的削减幅度，不应阻止任一缔约方自愿加速进行关税削减或

取消。 

 

  8. 各缔约方之间关于建立涵盖货物贸易的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谈判还应包括但不限于

下列内容： 

 

  （a）管理正常类和敏感类产品的关税削减或取消计划以及本条前述各款未涉及的任何

其他有关问题的其他具体规则，包括管理对等承诺的各项原则； 

 

  （b）原产地规则； 

 

  （c）配额外税率的处理； 

 

  （d）基于 GATT第 28条，对一缔约方在货物贸易协议中的承诺所做的修改； 

 

  （e）对本条或第六条涵盖的任何产品采用的非关税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对任何产品的

进口或者对任何产品的出口或出口销售采取的数量限制或禁止，缺乏科学依据的动植物卫生

检疫措施以及技术性贸易壁垒； 

 

  （f）基于 GATT的保障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透明度，涵盖范围，行动的客观

标准--包括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的概念，以及临时性； 

 

  （g）基于 GATT现行规则的关于补贴、反补贴措施及反倾销措施的各项规则；以及 

 

  （h）基于 WTO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简称 WIPO）现行规则和其他相关规则，便利和促

进对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进行有效和充分的保护。 

 

  第 四 条 

 

  服 务 贸 易 

 

  为了加速服务贸易的发展，各缔约方同意进行谈判，逐步实现涵盖众多部门的服务贸易

自由化。此种谈判应致力于： 

 



  (a) 在各缔约方之间的服务贸易领域，逐步取消彼此或各缔约方间存在的实质所有歧视，

和/或禁止采取新的或增加歧视性措施，但 WTO《服务贸易总协定》（以下简称为 GATS）第

五条第 1款（b）所允许的措施除外； 

 

  (b) 在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根据 GATS所做承诺的基础上，继续扩展服务贸易自由化的

深度与广度；以及 

 

  (c) 增进各缔约方在服务领域的合作以提高效率和竞争力，实现各缔约方各自服务供应

商的服务供给与分配的多样化。 

 

  第 五 条 

 

  投 资 

 

  为了促进投资并建立一个自由、便利、透明并具有竞争力的投资体制，各缔约方同意： 

 

  （a） 谈判以逐步实现投资机制的自由化； 

 

  （b） 加强投资领域的合作，便利投资并提高投资规章和法规的透明度；以及 

 

  （c） 提供投资保护。 

 

  第 六 条 

 

  早 期 收 获 

 

  1. 为了加速实施本协议，各缔约方同意对下文第 3款（a）所涵盖的产品实施"早期收

获"计划（该计划为中国-东盟自贸区的组成部分），"早期收获"计划将按照本协议中规定的

时间框架开始和结束。 

 

  2. 就本条而言，应适用如下定义，除非文中另有解释： 

 

  (a) "东盟六国"指的是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 

 

  (b) "实施的最惠国关税税率"应包括配额内税率，并应： 

 

  （i） 对于 2003年 7月 1日时为 WTO成员的东盟成员国及中国，指其 2003年 7月 1

日各自的实施的最惠国关税税率；以及 

 

  （ii） 对于 2003年 7月 1日时非 WTO成员的东盟成员国，指其 2003年 7月 1日对中

国的实施税率； 

 

  3. "早期收获"计划中适用的产品范围、关税削减和取消、实施的时间框架、原产地规

则、贸易补偿及紧急措施等问题应遵循下列规定： 



 

  (a) 产品范围 

 

  （i） 下面各章中 HS8或 9位税号的所有产品都应包括在"早期收获"计划中，除非一缔

约方在本协议附件 1的例外清单中将其排除，此种情况下该缔约方的这些产品可以得到豁免： 

 

  章 描述 

 

  01 活动物 

 

  02 肉及食用杂碎 

 

  03 鱼 

 

  04 乳品 

 

  05 其他动物产品 

 

  06 活树 

 

  07 食用蔬菜 

 

  08 食用水果及坚果 

 

  （ii） 已将某些产品纳入例外清单的任何一缔约方可以在任何时候修改例外清单，将

例外清单的一项或多项产品纳入"早期收获"计划。 

 

  （iii） 本协议附件 2中所列的特定产品应涵盖在"早期收获"计划中，这些产品的关税

减让应仅对附件 2中列明的缔约方适用。这些缔约方必须就该部分产品相互提供关税减让。 

 

  （iv） 对于附件 1或附件 2所列的未能完成适当的产品清单的缔约方，经相互同意可

在不迟于 2003年 3月 1日前完成。 

 

  (b) 关税削减和取消 

 

  （i）"早期收获"计划中涵盖的所有产品都应按照规定划分为三类进行关税削减和取消，

并按照本协议附件 3中所列的时间框架执行。本款不应阻止任何缔约方自愿加速其关税削减

或取消。 

 

  （ii）所有实施的最惠国关税税率为零的产品，应继续保持零税率。 

 

  （iii）实施税率降低到零的产品，税率应继续保持为零。 

 



  （iv）一缔约方应享受所有其他缔约方就上文第 3款（a）（i）所列的某一产品所作的

关税减让，只要该缔约方的同一产品保持在第 3款（a）（i）所列的"早期收获"计划中。 

 

  (c) 临时原产地规则 

 

  适用于"早期收获"计划所涵盖产品的临时原产地规则应在 2003年 7月以前谈判并完成

制定。临时原产地规则应由各缔约方根据本协议第三条（8）（b）谈判制定并实施的原产地

规则替换和取代。 

 

  (d) WTO条款的适用 

 

  WTO中有关承诺的修订、保障措施、紧急措施和其他贸易补偿措施--包括反倾销措施、

补贴及反补贴措施等方面的条款，应临时性地适用于"早期收获"计划涵盖的产品。一旦各缔

约方根据本协议第三条第 8款谈判达成的相关规定得以执行，上述 WTO的条款应被这些相关

规定替换和取代。 

 

  4. 除了本条上面各款中规定的货物贸易方面的"早期收获"计划以外，各缔约方应在

2003年初探讨在服务贸易方面推行早期收获计划的可行性。 

 

  5. 为了推动各缔约方之间的经济合作，本协议附件 4中规定的各项活动应予执行或视

情况要求加快实施。 

 

  第 二 部 分 

 

  第 七 条 

 

  其 它 经 济 合 作 领 域 

 

  1. 各缔约方同意在下列五个优先领域加强合作： 

 

  （a） 农业； 

 

  （b） 信息及通讯技术； 

 

  （c） 人力资源开发； 

 

  （d） 投资；以及 

 

  （e） 湄公河盆地的开发。 

 

  2. 合作应扩展到其他领域，包括但不限于银行、金融、旅游、工业合作、交通、电信、

知识产权、中小企业、环境、生物技术、渔业、林业及林业产品、矿业、能源及次区域开发

等。 

 



  3. 加强合作的措施应包括但不应仅限于： 

 

  （a）推动和便利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及投资，如 

 

  （i）标准及一致化评定； 

 

  （ii）技术性贸易壁垒和非关税措施；以及 

 

  （iii）海关合作。 

 

  （b）提高中小企业竞争力； 

 

  （c）促进电子商务； 

 

  （d）能力建设；以及 

 

  （e）技术转让。 

 

  4. 各缔约方同意实施能力建设计划以及实行技术援助，特别是针对东盟新成员国，以

调整它们的经济结构，扩大它们与中国的贸易与投资。 

 

  第 三 部 分 

 

  第 八 条 

 

  时 间 框 架 

 

  1. 在货物贸易方面，关于本协议第三条中所列的关税削减或取消和其他问题的协议的

谈判应于 2003年初开始，2004年 6月 30日之前结束，以建立涵盖货物贸易的中国-东盟自

贸区，对于文莱、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建成自贸区的时

间是 2010年，东盟新成员国建成自贸区的时间是 2015年。 

 

  2. 本协议第三条所列的关于货物贸易原产地规则的谈判应不迟于 2003年 12月结束。 

 

  3. 服务贸易和投资方面，各项协议的谈判应于 2003年开始，并应尽快结束，以依照相

互同意的时间框架付诸实施，实施时需要：（a）考虑各缔约方的敏感领域；（b）为东盟新

成员国提供特殊和差别待遇及灵活性。 

 

  4. 对于本协议第二部分中所列的经济合作的其他领域，各缔约方应继续巩固实施本协

议第七条中所列的现有的或经同意的各项计划，制定新的经济合作计划，并在经济合作的各

个领域达成协议。各缔约方应迅速采取行动，以便以所有相关缔约方都能接受的方式和速度

尽早实施。这些协议应包含实施其中各项承诺的时间框架。 

 

  第 九 条 



 

  最 惠 国 待 遇 

 

  中国自本协议签字之日起应给予所有非WTO成员的东盟成员国符合WTO规则和规定的最

惠国待遇。 

 

  第 十 条 

 

  一 般 例 外 

 

  在遵守关于此类措施的实施不在情形相同的各缔约方彼此或各缔约方之间构成任意或

不合理歧视的手段或构成对中国-东盟自贸区内贸易的变相限制的要求前提下，本协定的任

何规定不得阻止任何缔约方采取或实施保护其国家安全、保护具有艺术、历史或考古价值的

文物所采取的措施，或保护公共道德所必需的措施，或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和健康

所必需的措施。 

 

  第 十 一 条 

 

  争 端 解 决 机 制 

 

  1. 各缔约方应在本协议生效 1年内，为实施本协议建立适当的正式的争端解决程序与

机制。 

 

  2. 在上文第 1款所称的争端解决程序与机制建立前，任何关于本协议的解释、实施和

适用的争端，应通过磋商和/或仲裁以友好的方式加以解决。 

 

  第 十 二 条 

 

  谈 判 的 机 构 安 排 

 

  1. 已建立的中国-东盟贸易谈判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东盟 TNC"）应继续负责执行

本协议中所列的谈判计划。 

 

  2. 各缔约方在必要时可以建立其他机构来协调和实施依照本协议开展的任何经济合作

活动。 

 

  3. 中国-东盟 TNC和上述所有机构应通过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以下简称"中国外

经贸部"）与东盟经济高官会（简称 SEOM），定期向中国外经贸部部长和东盟经济部长会议

（简称 AEM）汇报其谈判进度及成果。 

 

  4. 无论中国-东盟 TNC于何时何地进行谈判，东盟秘书处和外经贸部应联合给以必要的

行政支持。 

 

  第 十 三 条 



 

  杂 项 条 款 

 

  1. 本协议应包含所附附件及其内容，以及将来所有依照本协议通过的法律文件。 

 

  2. 除非本协议另有规定，本协议或依照本协议采取的任何行动不得影响或废止一缔约

方依照其现为缔约方的协议所享受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3. 各缔约方应当努力避免增加影响实施本协议的约束或限制。 

 

  第 十 四 条 

 

  修 正 

 

  本协议的条款可经各缔约方以书面形式相互同意达成的修正案加以修订。 

 

  第 十 五 条 

 

  交 存 方 

 

  对于东盟成员国，本协议应交存于东盟秘书长，东盟秘书长应及时向每一个东盟成员国

提供一份经核证的副本。 

 

  第 十 六 条 

 

  生 效 

 

  1. 本协议于 2003年 7月 1日生效。 

 

  2. 各缔约方应于 2003年 7月 1日前完成使本协议生效的国内程序。 

 

  3. 如一缔约方未能在 2003年 7月 1日之前完成使本协议生效的国内程序，该缔约方依

照本协议的权利与义务应自其完成此类国内程序之日开始。 

 

  4. 一缔约方一俟完成使本协议生效的国内程序，即应以书面形式通报所有其他缔约方。 

 

  鉴此，我们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本协议以英文书就，一式两份，2002年 11月 4日签署于柬埔寨金边。 

 

 



 

 
 

 

附件 1 各缔约方在第六条（3）（a）（i）“早期收获”计划中的例外产品清单  

 

附件 2 第六条（3）（a）（iii）“早期收获”计划中的特定产品  

 

附件 3 A.依照第六条第 3款（b）（i）进行关税削减和取消的产品类别 B.第六条第 3款（b）

（i）的实施时间框架  

 

附件 4 第六条第 5款所列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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