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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篇





一、自由贸易区的基本概念

(一)概念

自由贸易区(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ｒｅａꎬ英文简称 ＦＴＡ)ꎬ简称自贸区ꎬ是指两个或多个经

济体ꎬ相互逐步取消绝大多数产品的关税和非关税措施ꎬ开放服务业和投资市场ꎬ实

现贸易、投资的全面自由化和便利化ꎮ 在自由贸易区ꎬ区域成员之间互相给予的优惠

待遇要高于区域外成员ꎬ促进了区域内成员间的贸易和投资ꎬ推动了国际分工的深

化ꎬ使各国企业间的经济竞争更加激烈ꎬ竞争规模更大ꎬ层次更深ꎮ

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目前对自贸区建设标准尚无具体规定ꎬ但有明确的原则要

求ꎮ 根据 ＷＴＯ 规则ꎬ自贸区缔约方应当不增加与区外成员的贸易障碍ꎬ区内成员相

互间实质性取消所有贸易障碍ꎬ建设时间基本不超过 １０ 年ꎻ发展中成员建设标准适

当放宽ꎬ允许其享受更为宽松的特殊安排ꎮ

(二)作用

建立自贸区ꎬ意味着缔约各方要在 ＷＴＯ 最惠国待遇基础上相互进一步开放市

场ꎬ缔约方间的贸易自由化程度比 ＷＴＯ 更高ꎮ 同时ꎬ由于自贸区仅涉及有限的两个

或几个国家(地区)ꎬ贸易自由化的影响范围有限ꎮ

１. 直接作用:有利于促进成员间经济贸易合作更快发展

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改善市场准入条件ꎮ 通过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简称自

贸协定)ꎬ缔约各方消除彼此绝大部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ꎬ在服务、投资等领

域改善市场准入条件ꎬ为及时有效化解贸易纠纷和摩擦制定共同规则和机制ꎬ从而极

大改善自贸区缔约方间的贸易环境ꎮ 二是贸易创造ꎮ 实现贸易自由化后ꎬ贸易成本

下降ꎬ贸易限制取消ꎬ将促进缔约方之间经贸合作的广度和深度ꎮ 区域内资源使用从

原来效率低的部门转向效率高的部门ꎬ产业分工更趋合理ꎬ专业化水平和劳动生产率

得到提高ꎬ进而推动经济增长ꎮ 同时ꎬ由于从伙伴方进口的商品成本更低ꎬ降低了本

国(地区)市场价格和消费者支出ꎬ使消费者福利增加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在贸易创造

过程中ꎬ效率低、竞争力弱的产业可能受到影响和削弱ꎮ 三是贸易转移ꎮ 由于自贸协

定造成区内交易成本降低ꎬ自贸区缔约方原与非缔约方之间的区外贸易会产生转移ꎬ

被区内缔约方间的贸易取代ꎬ一方面使各缔约方减少对外部经济的依赖ꎬ同时也将增

加缔约方间的经济合作关系ꎬ提高缔约方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增长潜力ꎮ

２. 间接作用:有利于加强缔约方的双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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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看ꎬ建立自贸区加强了缔约方之间经济上的相互依存ꎬ从而推动了政治上的

相互信赖ꎮ 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ꎬ一些国家(地区)在通过建设自贸区寻求自身贸易

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同时ꎬ在特定条件下把自贸区作为一种实现外交目的的手段ꎬ用以

巩固和强化国家(地区)间政治外交关系ꎮ 自贸区谈判伙伴的选择通常也会优先考

虑政治关系良好的国家(地区)ꎮ 这种相互关系的强化是以自贸区互利共赢经贸合

作为基础的ꎬ最终目标是促进各自经济利益的最大化ꎮ

(三)程序

政府间自贸区建设程序一般包括意愿表达、可行性研究、谈判及签署协定四个阶

段ꎮ 意愿表达是谈判方出于政治、外交和经济利益的长远考虑而做出的商签自贸协

定意向的一项战略安排ꎬ是为推动自贸区谈判奠定的政治基础ꎻ可行性研究是通过对

参与各方现行经贸关系和政策措施、取消或减少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壁垒后的

影响评估分析ꎬ确定可能采取的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行动的结论建议ꎬ并在积极结

论前提下以政府高层声明方式宣布启动自贸区谈判ꎻ自贸区谈判则通常在谈判国交

替开展并分组进行ꎬ内容涵盖货物贸易的市场准入、投资与服务贸易、原产地规则、技

术性贸易措施和动植物检验检疫程序、贸易救济措施等领域ꎬ有的还包括政府采购、

知识产权、竞争政策、劳工与环境保护等内容ꎮ 其中货物贸易谈判过程一般包括基本

信息交流、降税模式谈判、确定降税清单等阶段ꎮ 如谈判各方无法达成共识ꎬ谈判可

能停滞甚至中止ꎮ 如经过一系列讨价还价和利益权衡最终达成一致意见ꎬ则签署协

定并履行国内审批等法律程序ꎬ并在约定时间内正式实施ꎻ实施后一般将依据协定对

具体执行情况进行定期审议ꎮ

二、全球自贸区发展趋势

(一)数量迅速增加

据 ＷＴＯ 统计ꎬ２０００ 年以前自由贸易协定数量比较少ꎬ截至 １９９４ 年底各成员通

报实施的自由贸易协定累计达到 ３７ 个ꎬ２０００ 年这个数字增加至 ８１ 个ꎮ 此后ꎬ全球

自由贸易协定快速增长ꎬ到 ２０２２ 年ꎬ２３ 年间各成员通报实施的自由贸易协定达到

３５５ 个ꎬ其中单个年份自由贸易协定生效最多的为 ２０２１ 年ꎬ仅一年就有 ４２ 个自贸协

定生效ꎮ

１９６０ 年至 ２０２２ 年ꎬ各成员向 ＷＴＯ 通报生效的自由贸易协定数量见表 １－１ꎮ
表 １－１　 １９６０－２０２２ 年各成员通报生效的自由贸易协定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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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个

年份 １９６０ １９８０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２

自贸协定数量 ２ １２ ２２ ８２ ２１２ ３１３ ３５７

　 资料来源:ＷＴＯ－ＲＴＡ 数据库ꎬ数据均为截至当年年底通报生效的协定累计数量ꎮ

(二)跨区域性明显增强

自贸区建设由寻求加强地缘间伙伴关系越来越多地转为寻求建立有密切贸易关

系或重大贸易利益的跨区域国家或经济体ꎮ 传统自贸区有着天然的地理联系ꎬ早期

的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澳大利亚－新西兰、东盟、北美等自贸区均以地缘关系为纽带ꎮ

目前地理位置已不再成为障碍ꎬ跨地区贸易协定比重明显增多ꎬ如欧盟分别与南非、

新加坡、墨西哥、智利ꎬ美国分别与约旦、澳大利亚、新加坡、埃及和韩国等建立了自贸

区ꎮ 统计显示ꎬ２０００ 年前签署的自贸区约 ９０％有地缘关系ꎬ此后跨区域的贸易协定

数量占将近总数的一半(表 １－２)ꎮ
表 １－２　 １９６０－２０２０ 年全球自由贸易协定跨区域情况

单位:个

年　 份 １９６０－１９９０ １９９１－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签署自贸协定 ２１ ４８ １４２ １００
跨区域自贸协定 ７ １７ ９０ ７２

　 资料来源:根据 ＷＴＯ 的 ＲＴＡ 数据库整理ꎮ

(三)成员类型多样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前ꎬ自贸区建设由发达成员主导ꎬ表现为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

间以及发达成员之间建立自贸区ꎬ而发展中成员之间基本没有自贸区ꎮ 此后ꎬ发展中

成员间的自贸区数量快速增长ꎬ其数量超过了发展中成员与发达成员之间的自贸区ꎮ

总体看ꎬ发展中成员日益广泛地参与了自贸区建设ꎮ

３



表 １－３　 １９６０－２０１６ 年全球自由贸易区成员类型

单位:个

年　 份 １９６０－１９９０ １９９１－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
发达成员间 ４ ０ １ ６
发展中成员间 ０ ２６ ７２ ２９
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间 ７ １２ ６５ ３４
合　 计 １１ ３８ １３８ ６９

　 资料来源:根据 ＷＴＯ 的 ＲＴＡ 数据库整理ꎮ

(四)内容日趋丰富

货物贸易自由化仍是自贸区建设的核心ꎮ 但与此同时ꎬ自贸协定内容越发广泛ꎬ

经济技术合作和投资便利化的关注度大为提升ꎬ竞争政策、环境、劳工标准、知识产权

等与贸易直接或间接相关、在多边贸易谈判中有争议的议题也逐渐被纳入自贸区谈

判中ꎬ缔约各方间的经济一体化程度逐步深化ꎬ贸易管理框架大多超出多边谈判达成

的贸易规范ꎮ 如日本—新加坡自贸区除取消进出口关税和放宽双方的投资限制外ꎬ

还包括服务贸易及科技、广播、旅游业等多行业合作及人才交流等内容(表 １－４)ꎮ

表 １－４　 日本－新加坡自贸协定的主要内容

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 经济伙伴关系与合作

１. 货物贸易ꎮ 关税削减ꎬ日本出口新加坡的商品全
部免除关税ꎬ新加坡出口日本的商品约 ９４％免除关
税ꎻ引入双边保障措施ꎮ

１. 金融服务ꎮ 通过双方共享信息并加强规则制定ꎬ便
利金融市场发展ꎬ改进金融市场结构ꎮ

２. 原产地规则ꎮ 规定原产地标准ꎬ防止第三国享受
自贸区优惠待遇ꎮ

２. 信息通讯技术ꎮ 信息通讯技术( ＩＣＴ)的交流ꎬ创造有
利于电子商务发展的环境ꎬ在技术标准方面进行合作ꎬ
保护私人信息ꎬ缩小数字鸿沟ꎬ便利电子证书的确认ꎮ

３. 海关程序ꎮ 交换信息ꎬ简化双方海关程序ꎬ进一
步加强海关合作ꎮ

３. 科学技术ꎮ 在生命科学、环保等方面促进双方技术
合作、研究与开发ꎮ

４. 无纸贸易ꎮ 合作推动电子文件和与贸易有关的
单证使用ꎮ ４. 人力资源开发ꎮ 促进学生、学者和政府官员的交流ꎮ

５. 服务贸易ꎮ 比«服务贸易总协定»范围更广的自
由化ꎬ延伸«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受益范围ꎮ

５. 贸易与投资促进ꎮ 在促进私营企业投资方面采取共
同行动和交换信息ꎮ

６. 投资ꎮ 确保国民待遇ꎬ禁止有碍投资的措施ꎬ保
护投资和投资者ꎬ建立投资争端解决机制ꎮ

６. 中小企业ꎮ 协同促进双方中小企业的活动与便利
化ꎮ

７. 自然人流动ꎮ 便利以商务为目的自然人流动ꎬ相
互承认专业资格ꎮ ７. 广播ꎮ 通过交换信息与共享ꎬ促进广播领域的合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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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知识产权ꎮ 便利专利申请ꎬ促进双边信息交换ꎮ ８. 旅游ꎮ 在推介旅游方面交换信息ꎬ推动旅游人数增
长ꎮ

９. 政府采购ꎮ 除建筑服务外ꎬ降低 ＷＴＯ 政府采购
协议项下的政府采购价值门槛ꎮ

１０. 竞争政策ꎮ 为控制反竞争活动在竞争部门间加
强合作ꎮ

　 资料来源:世界双边 ＦＴＡ 的发展趋势与中国的对策分析[Ｊ]. 世界经济与政策论坛ꎬ２００５(４).

(五)影响不断扩大

随着自贸协定数量的增加ꎬ区域内贸易规模不断扩大ꎬ各国(地区)在自贸区内

的贸易额占其全部贸易额比重也显著提高ꎮ 如北美自贸区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

国间贸易额从 １９９３ 年的 ２９４４ 亿美元增到 ２０２１ 年的 １３２６７ 亿美元ꎬ增长 ３. ５ 倍ꎮ 到

２０２１ 年底ꎬ美国已实施 １５４ 个自贸协定ꎬ涉及 ２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ꎬ区内贸易额超过

其贸易总额的 １ / ３ꎮ 由于自贸区通过更加优惠的贸易和投资条件将相关缔约方的经

济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ꎬ经济利益的融合又加强了其政治外交关系ꎬ使国家(地区)

间的竞争演变为各利益集团间的竞争ꎬ形成了各种利益共同体ꎬ成为大国开展战略合

作与竞争的重要手段ꎬ正在加速改变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ꎮ

三、中国自贸区发展情况

自 ２００１ 年中国正式加入 ＷＴＯ 后ꎬ为寻求对外开放的新平台和改革发展的动力ꎬ

中国政府顺应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趋势ꎬ着手参与以自由贸易区为主要形式的区

域经济合作ꎮ ２０ 多年来ꎬ中国自贸区建设从无到有、从少到多ꎬ取得了重大进展ꎬ初

步形成了周边自贸区合作平台和全球自贸区网络ꎮ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底ꎬ中国已签

署的自贸协定有 １９ 个ꎻ正在谈判的自贸协定 １０ 个ꎻ有 ８ 个自贸区正在进行可行性研

究ꎮ

(一)亚洲

已签署的自贸区:与港澳签署«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ꎻ与东盟签署自贸区«货物

贸易协定»、«服务贸易协定»和«投资协定»ꎻ与巴基斯坦签署«自由贸易协定»ꎻ与新

加坡签署«自由贸易协定»ꎻ与韩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ꎻ与格鲁吉亚签署«自由贸易

协定»ꎻ与马尔代夫签署«自由贸易协定»ꎻ与柬埔寨签署«自由贸易协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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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谈判的自贸区:中日韩ꎻ中国与斯里兰卡ꎻ中国与以色列ꎻ中国与海合会ꎻ中

国与韩国自贸协定第二阶段ꎻ中国与巴勒斯坦ꎮ

正在研究的自贸区:中国与尼泊尔ꎻ中国与孟加拉国ꎻ中国与蒙古国ꎮ

(二)美洲

已签署的自贸区:与智利签署«自由贸易协定»ꎻ与秘鲁签署«自由贸易协定»ꎻ与

哥斯达黎加签署«自由贸易协定»ꎮ

正在谈判的自贸区:中国与巴拿马ꎻ中国与秘鲁自贸协定升级ꎮ 正在研究的自贸

区:中国与加拿大ꎻ中国与哥伦比亚ꎻ

(三)大洋洲

已签署的自贸区:与澳大利亚签署«自由贸易协定»ꎻ与新西兰签署«自由贸易协

定»ꎮ

正在研究的自贸区:中国与斐济ꎻ中国与巴新ꎮ

(四)欧洲

已签署的自贸区:与瑞士签署«自由贸易协定»ꎻ与冰岛签署«自由贸易协定»ꎮ

正在谈判的自贸区:中国与挪威ꎻ中国与摩尔多瓦ꎮ

正在研究的自贸区:中国与瑞士自贸协定升级联合研究ꎮ

(五)非洲

与毛里求斯签署«自由贸易协定»ꎮ

(六)跨地区

与东盟 １０ 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签署«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

协定»(ＲＣＥＰ)ꎮ

四、自贸协定优惠政策和规则

(一)货物贸易优惠政策

货物贸易是自贸协定中的核心内容ꎬ确定了自贸区实施过程中货物关税减让的

模式、时间、非关税措施、海关便利化、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等议题ꎬ最快速直观地使

自贸区内成员方获益ꎮ

１. 关税消除

６



消除和减免关税是使企业扩大出口、增加利润、降低成本最好的方法ꎮ 通常自贸

协定中规定了关税消除的 ４ 个条款:

(１) 固定降税基数ꎮ 除非协定另有规定ꎬ任一缔约方不得对另一缔约方的货物

增加任何现存的进口海关关税(即最惠国税率)ꎬ或者加征任何新的进口海关关税ꎮ

(２) 在现行关税的基础上按谈判达成的税率或减让幅度进行削减、免除ꎮ 除非

协定另有规定ꎬ各缔约方应根据关税减让表对原产货物逐步消除海关关税ꎮ

(３) 关税就低适用ꎮ 如果一缔约方在协定生效后和关税减让期截止前ꎬ降低其

适用的最惠国进口海关关税税率(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第 ４ 条和第

９ 条中规定的暂定税率除外)ꎬ则该缔约方的关税减让表应适用降低后的关税税率ꎮ

(４) 降税进程可以通过谈判加快ꎮ 应任一缔约方的要求ꎬ缔约双方应进行协商ꎬ

考虑加速消除关税减让表(经谈判已达成的)中所列原产货物的进口海关关税ꎮ

２. 关税减让的内容

关税减让表的内容ꎬ包括商品分类、关税减让模式、关税减免清单、关税减免时

间、关税减免幅度等ꎮ 通常对全部商品进行分类ꎬ一般分为正常(普通、一般)产品、

敏感产品、例外产品等ꎬ不同类型的产品减免税的时间与幅度不一样ꎮ 关税减让模式

通常有:一次性减免ꎬ在规定的时间表内按规定的税率降税(征收)ꎬ在基数年最惠国

税率的基础上在规定的时间表内等比例幅度削减ꎬ或在规定的时间表内按规定的幅

度减免等ꎮ 前两种模式比较明了ꎬ后两种模式要进行计算ꎮ

３. 非关税措施

非关税措施是指除关税以外的一切限制进口的措施ꎮ 除非根据其 ＷＴＯ 权利和

义务或根据双方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其他条款ꎬ一方不得对来自另一方任何货物

的进口或向另一方任何货物的出口采取或维持非关税措施ꎮ 各方应当确保其在本协

定允许范围内的非关税措施的制定、批准或实施ꎬ不以对双边贸易造成不必要的障碍

为目的ꎬ或导致这样的结果ꎮ 部分协定把非关税措施具体化ꎬ例如配额、进出口许可

证、数量限制等ꎮ

４. 海关程序及贸易便利化

在贸易便利化、海关合作方面一般规定ꎬ进一步简化和协调双方的海关程序ꎻ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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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双方海关法及行政程序实施的可预见性、一致性和透明度ꎻ应当尽力设置电子或者

其他方式的集中受理点ꎬ使贸易商可找到提交货物通关放行所需的法规要求的全部

信息ꎮ 缔约各方海关当局应实施便利货物通关放行的海关程序ꎬ确保货物通关和运

输工具往来的高效快捷ꎻ便利双边贸易ꎻ促进缔约双方海关合作ꎮ

５. 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

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目的在于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和健康ꎮ 中国现有自由

贸易协定都规定了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ꎬ主要内容包括:适用领域和范围、一般条款、

透明度、合格评定程序、风险评估和等效性等ꎮ

缔约各方重申在 ＷＴＯ«实施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协定»(ＳＰＳ 协定)下的权利和

义务ꎬ并将其作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ꎬ并要求:一缔约方应确保其卫生和植物卫生措

施不在本国领土和另一缔约方领土之间构成不合理的歧视ꎬ缔约双方将尽可能协调

其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ꎮ 这些措施必须有科学依据ꎬ可以采用国际标准ꎬ或者通过风

险评估ꎻ这些措施应适应地区条件ꎬ应以透明形式制定ꎬ并适时通报ꎬ在生效前应给予

适当时间的适应期ꎬ但 ＳＰＳ 协定另有规定的除外ꎮ 在符合 ＳＰＳ 协定的前提下ꎬ缔约

各方有权以国内法形式制定或维持其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ꎬ以保护人类、动物和植物

的生命和健康ꎮ

为便利贸易ꎬ应给予进口方进行检查、检验及其他相关程序的机会ꎮ 包括:对动

物、植物及其产品的检验检疫ꎬ核查另一缔约方的认证程序、控制和生产工序ꎬ核查结

果应在合理期限内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缔约方ꎬ并给予其充分时间以便更正措施的

执行ꎮ

(二)自贸协定原产地规则

从某种意义上说ꎬ原产地规则是支持自贸区高效、规范运作的“芯片”ꎮ 实施原

产地规则的目的在于限制由于关税差异而从低关税国进口后再在区域内的贸易转

移ꎮ 没有严密的原产地规则ꎬ就难以防范自贸区以外国家的“搭便车”行为ꎬ自贸区

建立的意义和作用将大打折扣ꎮ

１. 原产地规则定义

原产地规则(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ꎬ是各国或地区为了确定产品原产地而实施的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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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的法律、规章和行政命令ꎬ即确定进入国际市场产品的一系列法律规则ꎮ 原产地

规则分为两种:优惠性原产地规则和非优惠性原产地规则ꎮ ＷＴＯ 协调非优惠性原产

地规则ꎬ一个 ＷＴＯ 成员符合般原产地规则的产品出口到其他 ＷＴＯ 成员均可享受

ＷＴＯ 最惠国税率ꎮ 优惠性原产地规则是为了实施国别优惠关税政策而制定的原产

地规则ꎮ 因此ꎬ自贸协定的原产地规则和 ＷＴＯ 规则是不同的ꎬ而且自贸区彼此间的

原产地规则通常也有差异ꎮ 优惠性原产地规则又主要分为两类ꎬ一是普惠制原产地

规则ꎬ二是自由贸易协定的原产地规则ꎮ 自由贸易协定规定统一的严格的优惠原产

地规则ꎬ以区分货物是否原产于协定成员ꎬ符合规则的ꎬ在成员之间享受减免关税待

遇ꎬ并减少非关税壁垒ꎮ

２. 自由贸易协定原产地规则的标准

就自由贸易协定原产地规则本身的结构而言ꎬ它包括程序规则和实体规则ꎮ 程

序规则主要就其制定原则、适用范围、实施程序、管理机构及争端解决等作出规定ꎬ规

范原产地规则的管理体系ꎬ体现了原产地的透明度ꎮ 实体规则是原产地规则的核心ꎬ

它具体规定了确定商品原产地的评判标准ꎮ

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设立了标准来判断产品必须包括的区域含量水平以取得

协定赋予的贸易权力ꎮ 原产地规则将产品分为三大类:一是完全原产产品ꎬ二是含有

非原产成分的产品ꎬ三是非原产地产品ꎮ 对于含有非原产成分的产品如何确定其原

产地ꎬ这是一个较复杂的技术性问题ꎮ 当产品生产涉及一个以上国家时ꎬ其产地应视

为最终发生“实质性改变”的国家ꎮ 判断是否发生实质性改变的标准主要有增值标

准和加工标准ꎮ 各个自由贸易协定根据不同产品和产业在本国的发展而确立不同的

判断标准ꎮ

３. 自由贸易协定原产地规则享惠条件

要从自由贸易协定原产地规则优惠中获得收益ꎬ企业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１)产品必须满足原产地规则涉及的技术要求ꎮ 原产地规则限制了企业对原材

料来源的选择ꎬ只能使用本地或成员的原料ꎬ企业才能享受优惠关税税率ꎮ

(２)要证明产品具备原产地资格需要付出额外成本ꎬ例如需要维护一个系统以

记录不同来源的所有进口原料ꎬ从而证实其符合相应的技术规则ꎻ证明原产地可能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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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用复杂而昂贵的会计成本ꎮ

(３)必须遵守特定的管理程序ꎬ并提交必需的证明文件ꎮ

(三)服务贸易优惠政策

服务贸易ꎬ是指服务作为商品进行交易ꎬ以满足消费者需求的经济行为ꎮ 在服务

贸易领域ꎬ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旨在全面、高质量、实质性地消除成员之间的限制

和歧视性措施ꎬ通常依据服务贸易和自然人流动的具体实施细则明确各缔约方在开

放服务贸易中的义务和规则ꎮ 各缔约方在自贸协定项下会提供正面清单或负面清单

的服务贸易具体承诺表(中方目前签署的自贸协定均为正面清单承诺表)ꎮ 与农业

相关的通常涉及渔业服务、兽医服务、农用物资租赁服务、商业服务、批发分销及零售

服务、土地收购服务、运输和仓储服务等ꎮ

中国自由贸易区各成员对服务贸易的承诺都是在各自 ＷＴＯ 承诺的基础上进一

步开放ꎮ 中国企业有更多选择的余地ꎬ市场准入与国民待遇条件也更优惠ꎮ 服务贸

易承诺表是成员谈判达成的结果ꎬ一般分为水平承诺与具体(部门)承诺两大部分ꎮ

水平承诺是指具体承诺减让表中适用于所有部门的限制条件和措施ꎬ通常包括商业

存在、投资、土地的购买使用ꎬ人员流动等方面的限制ꎮ 水平承诺在减让表中分为市

场准入限制、国民待遇限制ꎬ以及其他承诺三栏ꎮ

(四)投资优惠政策

投资是指一方投资者根据另一成员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在东道国境内投入各

种资产获得收益ꎮ 在投资领域ꎬ中国签署自贸协定致力于打造自由、便利、具有竞争

力的区域投资环境ꎬ各成员方会以正面清单或负面清单的形式列出投资领域具体承

诺表或投资领域不负措施具体承诺表ꎬ涵盖投资促进、保护、便利化、自由化等内容ꎬ

为投资者在自贸伙伴间进行投资活动提供较为全面的制度保障ꎮ 其中较为主要的是

投资市场准入问题ꎬ与农业相关的通常涉及航空、渔业和海事投资、研究和实验开发、

企业股份持有和资产处置等ꎮ

(五)贸易救济和争端解决机制

１. 反倾销、反补贴措施

中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有关反倾销措施、反补贴措施通常遵守 ＷＴＯ 的«反倾

０１



销协议»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规定ꎮ 例如ꎬ中国与智利、新加坡、新西兰、秘

鲁、巴基斯坦等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规定:成员保留其根据 ＷＴＯ«关于实施 １９９４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六条的协定»、ＷＴＯ«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享有的权利与

义务ꎮ

２. 保障措施

在中国自由贸易区ꎬ有关保障措施通常采用两类ꎬ一是遵守 ＷＴＯ 的«保障措施»

(又称为全球保障措施)ꎬ二是过渡期的双边保障措施ꎮ 此外ꎬ部分协定规定了临时

保障措施ꎮ

(１)全球保障措施

中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基本上都规定有全球性保障措施ꎮ 例如ꎬ«中国一智

利自由贸易协定»规定ꎬ缔约双方保留 ＧＡＴＴ １９９４ 第 １９ 条和在本协定第 ５０ 条中定

义的保障措施协定项下的权利与义务ꎮ 但成员不得同时对同一产品实施全球性保障

措施和双边保障措施ꎮ

(２)双边保障措施

双边保障措施又称为过渡期保障措施ꎬ是指如果由于按照自由贸易协定规定降

低或消除关税ꎬ导致一受益于该协定项下优惠关税待遇的产品被进口至一缔约方领

土内的数量绝对增加或相对于国内产量相对增加ꎬ且构成对生产同类产品或直接竞

争产品的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ꎬ进口缔约方可仅在过渡期内采用协定规定的保障

措施ꎮ

(３)临时保障措施

临时保障措施是指延迟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等紧急情 ０ 况下ꎬ一缔约方可根

据关于存在明确证据表明增加进口已经造成或正在影响造成严重损害的初步裁定ꎬ

采取临时保障措施ꎮ 此类临时保障措施的期限都应计为最终保障措施的最初实施期

和任何延长期的一部分ꎮ

３. 争端解决机制

(１)争端解决机制的适用范围

中国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的适用范围ꎬ除非协定另有规定ꎬ争端解决条款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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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适用于:避免或解决缔约双方关于自由贸易协定的解释或适用的所有争端ꎻ缔约方

认为另一缔约方的措施与自由贸易协定项下的义务不一致ꎬ或者另一缔约方未能履

行自由贸易协定项下的义务ꎮ

(２)场所的选择

如发生的争端涉及自由贸易协定下事项和缔约双方均为缔约方的其他自由贸易

协定或 ＷＴＯ 协定下事项ꎬ起诉方可以选择解决争端的场所ꎮ 一旦起诉方要求按照

自由贸易协定设立专家组ꎬ则应使用被选定的场所ꎬ且同时排除其他场所的使用ꎮ

(３)争端解决的途径

中国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的途径ꎬ包括外交途径解决、磋商、专家组解决、仲裁解

决等ꎮ

五、企业如何用好自贸协定涉农优惠政策

(一)学习掌握自贸协定相关规则

只有精通规则才能借助规则趋利避害ꎮ 如 ＲＣＥＰ 原产地规则允许“区域累积”ꎬ

这就要求农产品出口企业熟悉有关规则ꎬ最大限度地利用协定提供的优惠ꎬ实现高效

的资源配置ꎮ 例如ꎬ拟到东盟投资的企业ꎬ需要了解相关国家在 ＲＣＥＰ 项下的投资开

放承诺ꎬ读懂协定中的“负面清单”ꎮ 针对国内农业产业可能受到的影响ꎬ加强预研

预判ꎬ早做预案ꎬ主动应对ꎮ

(二)拓展提升农产品贸易

一方面要利用自贸协定的优惠市场准入条件ꎬ促进农产品出口ꎮ 实施特色优势

农产品出口提升行动ꎬ建设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基地ꎮ 加强对目标国贸易政策、

市场容量、需求特征等研究和评估ꎬ做好信息公共服务ꎮ 强化海外营销促销ꎬ引导企

业通过参加行业展会、借助境外农产品展示中心和“海外仓”等平台途径ꎬ广泛结识

客户、拓展出口渠道ꎮ 另一方面ꎬ可引导贸易企业顺应国内消费趋势ꎬ扩大有助于满

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的高质量农食消费品进口ꎮ

(三)谋划区域内产业链价值链布局

利用自贸协定中服务贸易与投资领域的开放条件ꎬ利用各成员国资源、人力、市

场、技术等优势ꎬ深入开展跨国产业链合作ꎮ 发挥资源禀赋和市场特点ꎬ结合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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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税安排和原产地规则要求ꎬ引导企业优化农产品加工原料进口来源ꎬ提升产业链稳

定性和竞争力ꎮ 面向目标国延伸产业链ꎬ建设农产品展示中心ꎬ积极发展跨境电商和

海外仓ꎬ强化国际品牌和营销渠道建设ꎬ直接对接广阔的终端消费市场ꎬ加快形成新

的农产品出口竞争优势ꎮ

六、农业企业享受自贸协定货物贸易优惠案例

案例 １:Ａ 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ꎬ位于山东省潍坊市ꎬ是一家以农产品种植、收

购、储存、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山东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ꎮ 公司主要经营保鲜

蔬菜及其蔬菜制品ꎬ产品有生姜、蒜苔、大蒜等保鲜蔬菜ꎻ姜丝、姜片、蒜粒等腌渍蔬

菜ꎻ酱脆萝卜、风味牛蒡、糖醋姜片等调理蔬菜ꎮ 产品主要出口日本、韩国、澳大利亚、

新西兰、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ꎮ 每年出口各类保鲜蔬菜及其蔬菜深加工产品

８０００ 吨左右ꎬ出口额 １５００ 万美元左右ꎮ

ＲＣＥＰ 实施生效对推动该公司农产品出口产生显性收益和隐性收益ꎮ 一是显性

收益ꎮ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ＲＣＥＰ 协定生效前ꎬ公司部分农产品出口至新西兰、澳大利亚

可在中新自贸协定、中澳自贸协定项下享受零关税优惠ꎬ但由于中国未同日本、韩国

达成同类产品的关税减让ꎬ无法享惠ꎮ ＲＣＥＰ 协定生效后ꎬ同类产品出口日韩开始享

惠ꎮ 如寿司姜片ꎬ此前出口到日本的寿司姜产品关税税率约 １１％ ꎬ２０２２ 年该产品已

享受关税税率下降 １％的优惠ꎬ且以后每年关税税率递减 １％ ꎬ预计十年左右关税税

率降为 ０％ ꎮ 目前公司每年出口日本寿司姜片等产品 ３００ 吨左右ꎬ出口额约 ５０ 万美

元ꎬ每年可递减关税政策优惠约 ６０００ 美元ꎻ１０ 年后关税税率降至零时ꎬ比 ＲＣＥＰ 生

效前总计减免关税约 ６ 万美元ꎮ 二是隐性收益ꎬ该公司反映ꎬ不少客户要求提供产品

的原产地证书ꎬ客户凭证书在进口国可获得关税减免ꎬ这减少了其他国家同领域公司

争抢客户的可能性ꎬ进一步稳定公司客源ꎮ

案例 ２:福建省漳州 Ｂ 企业主要从事冷冻海产品出口ꎬ包括速冻食品的生产ꎻ水

产品养殖ꎻ水产品养殖技术的研究、开发ꎻ农副产品的收购、销售ꎻ农产品的分拣、去

皮、清洗、冷冻、包装(不含改变其基本自然性状和化学性质的产品)ꎮ

Ｂ 企业工作人员查询出口至韩国的产品冻虾仁(ＨＳ 编码为 ０３０６１７)在中国－韩

国自由贸易协定以及亚太贸易协定下的韩国关税减让情况发现ꎬ该产品被纳入中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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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协定关税减让清单中ꎬ但未被纳入亚太贸易协定关税减让表中ꎮ 该产品在中韩

自贸协定关税减让表中的降税类型为“２０”ꎬ即该产品的关税自本协定生效之日起 ２０

年内等比例削减ꎬ自第二十年 １ 月 １ 日(即 ２０３４ 年 １ 月 １ 日)起免除关税ꎮ 该产品的

普通税率为 ２０％ ꎬ中韩自贸协定生效于 ２０１５ 年ꎬ到 ２０２０ 年可享受的税率已降为

１４％ ꎮ

根据企业提交的有关该批货物的原材料成本明细判定ꎬ该货物为中国原产ꎬ可以

办理中韩优惠证ꎮ 据该企业办理原产地证书统计情况显示ꎬ该企业在 ２０２０ 年出口韩

国的产品货值大约 １３６６. ８ 万美元ꎬ２０２１ 年已达到 １５６２. ４ 万美元ꎬ销售额同比增加

了 １４. ３％ ꎮ

企业在贸易环节中ꎬ应主动了解并掌握相关的自由贸易协定原产地规则以及关

税减让进程ꎬ提前布局市场ꎬ抢占先机ꎬ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ꎮ

七、农业企业享受自贸协定服务贸易优惠案例

Ｃ 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ꎬ是位于山东省的一家集食用菌研发、生产、销售、出口、推

广业务为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ꎮ 公司主要产品

为香菇菌种、香菇菌棒、鲜香菇、干香菇等ꎬ产品出口美国、日本等 ５０ 多个国家和地

区ꎬ２０２１ 年销售收入 ６. ３ 亿元ꎬ年出口创汇 ５０００ 万美元ꎮ ２０２１ 年出口香菇菌棒 ５２６６

万棒ꎬ同比增长 １６. ５２％ ꎻ销售收入 ７６５２ 万美金ꎬ同比增加 ６１. ５５％ ꎬ其中美国占出口

总量的 ３４. ６％ ꎬ日本占比 ２９. ８％ ꎬ韩国占比 １６. ７％ ꎬ欧洲占比 ５. ２％ ꎬ其他国家占比

１３. ７％ ꎮ 该企业实行现代化企业管理、拥有香菇全产业链运营能力ꎮ 在香菇的育种

研发、生产工艺、产品品质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ꎬ是国内最大的香菇菌棒生产基地、

全球最大的香菇菌棒出口供应商ꎬ尤其在香菇育种方面具有明显优势ꎮ

中韩自贸协定为该企业产品和服务同步出口创造有利条件ꎮ 企业在出口种子的

同时ꎬ还需搭配系列售后服务ꎬ即贸易同时具备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两方面特征ꎮ

２０１５ 年中韩自贸协定签署生效后ꎬ中国与农业和畜牧业有关的服务贸易在韩国不受

限制ꎬ完全享受国民待遇ꎮ 根据相关条款ꎬ公司在韩国建立了全资子公司和生产基

地ꎬ并以国外子公司为“售后服务中心”ꎬ为客户提供服务ꎬ积极拓展韩国市场、稳步

扩大客户规模ꎮ ２０１８ 年至 ２０２１ 年ꎬ公司出口量年均增长 ３０％以上ꎬ客户数量不断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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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ꎮ 目前ꎬ韩国 ５０％以上本地地香菇种植企业与该公司有业务往来ꎬ客户超过 １６０

家ꎮ

八、农业企业享受自贸协定投资优惠案例

案例 １:Ｄ 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ꎬ位于山东省日照市ꎬ公司注册资金 １４０８８ 万

元ꎬ主要经营酒精生产、销售ꎬ酒精生产规模达到 ４８ 万吨ꎬ是全国以木薯为原料生产

食用级酒精最大的企业之一ꎮ 为保证原料供应和控制采购成本ꎬＤ 公司一直有积极

“走出去”的想法ꎮ

柬埔寨农业资源丰富ꎬ土地肥沃、水热充足ꎬ可开发空间较大ꎮ 正是凭借独特的

自然条件优势ꎬ柬埔寨农业吸引了众多国外投资者的关注ꎬ特别是中国—东盟自由贸

易区的建立ꎬ给该公司在农业投资领域带来了机遇ꎮ 公司同柬埔寨柏威集团签订合

作协议ꎬ投资组建了中国动态投资有限公司、ＣＶ 集团有限公司ꎮ 截至 ２０２１ 年底ꎬ公

司累计对外投资 ３６００ 多万美元ꎮ 近年来ꎬ公司为延伸产业链ꎬ计划在柬埔寨建设新

的木薯基地及淀粉生产基地ꎬ预计年处理加工木薯干 ３０ 万吨ꎮ 由于柬埔寨基础设施

比较落后ꎬ物流交通还不完善ꎬ受此影响ꎬ项目进展较慢ꎬ但总体进展顺利ꎬ说明在农

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ꎬ中国相关企业仍然有很大的对外投资前景ꎮ

案例 ２:Ｅ 公司为牛奶生产商ꎬ因国内奶业竞争激烈、缺少优质奶源ꎬ该公司销售

状况长期陷入低迷ꎮ 自 ２０１５ 年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实施后ꎬ公司高层决定

在澳大利亚投资牧场ꎬ利用澳洲有优势的土地成本、生态环境ꎬ获得品质高成本低的

优质奶源ꎬ再进口到国内销售ꎮ 通过中—澳自由贸易协定享受进口关税减免ꎬ使该公

司的牛奶制品在国内竞争力不断增强ꎮ

该公司在利用中—澳自贸协定关税优惠方面尝到了甜头ꎬ对自贸协定的研究也

更加重视ꎮ 他们在公司内部成立了研究小组ꎬ了解到澳大利亚还和新西兰、新加坡、

泰国、美国、韩国和日本等国签署并生效了多个自由贸易协定ꎬ要想开拓这些市场ꎬ就

需要充分利用这些自贸协定ꎮ 经过市场调研和成本核算比较ꎬ从这些协定国进口奶

制品原材料成本更低ꎬ加工生产出的奶制品再出口到这些国家ꎬ不但享受了优惠关税

待遇ꎬ还拓宽了国际市场ꎮ

Ｅ 公司善于研究和应用自由贸易协定涉农优惠政策规则ꎬ主动加入全球(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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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网络和产品供应链ꎬ拥有了更广阔的国际市场ꎮ 农业企业应充分利用自贸区红

利ꎬ主动了解自贸区建设进程ꎬ紧跟自贸区建设步伐ꎮ 不断优化产品结构ꎬ实现产业

链升级ꎻ不断加快从“产品销售走出去”到“产业资本走出去”的步伐ꎬ通过在海外设

立工厂的方式ꎬ举一反三ꎬ走出去利用他国自贸协定获取更多优惠待遇ꎮ

九、农业企业突破非关税贸易壁垒案例

江苏 Ｆ 公司最主要的出口市场为印度尼西亚ꎮ 印尼海关对中国出口货物采取

频繁退证调查等方式推迟甚至取消关税优惠等方式ꎬ对中国出口产品设置了层层障

碍ꎮ 此前ꎬ该公司一批出口印尼的货物被雅加达海关以不符合直运规则为由退证查

询ꎬ退回农产品已无法再次销售ꎬ给该公司带来较大经济损失ꎮ 退证查询是进口海关

对于中国出口货物所出具的原产地证书进行的核查ꎬ分为随机抽查和真实性验证两

种ꎮ 退证查询也意味着中国出口货物在对方海关清关受阻ꎬ或者遭到盘查、滞留ꎬ甚

至不能享受对方国家按照相关协定应该给予中国出口产品的优惠税率ꎬ并给进出口

企业带来仓储、物流及关税、保证金等方面的经济损失ꎮ 事后该公司积极关注印尼海

关相关政策ꎬ在妥善处理印尼海关退证查询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ꎬ深入查询并详细了

解雅加达海关对直运规则的认定标准后ꎬ在后续制定运输路线时首先排除在非东盟

国家停靠的路线ꎬ并在提单上详细列明航运路线ꎬ解决了因直运规则问题被退证查

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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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地与港澳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ＣＥＰＡ)
内地与港澳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分别于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和 １０ 月签订ꎬ此后继续谈

判签署补充协议ꎮ 具体协议文本可参考商务部“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协定专

题—已签订的自贸区—“内地与港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ꎮ

货物贸易方面ꎬ根据两地货物贸易和海关监管的实际情况ꎬ内地对香港、澳门原

产地的货物ꎬ分两批实行零关税ꎮ 一是从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１ 日起ꎬ对香港、澳门有较大实

际利益的 ２７０ 余个税目的商品ꎬ包括部分化工产品、塑料产品、纸制品、纺织服装、钟

表产品、首饰制品、医药产品、食品及电子产品等实行零关税ꎮ 二是从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起ꎬ除特殊管制商品和内地在有关国际协议中作出承诺的商品外ꎬ所有原产于香

港、澳门的货物均可享受内地零关税政策待遇ꎮ

服务贸易方面ꎬ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ꎬ内地与港澳分别签署了 ＣＥＰＡ 服务贸易协议ꎬ对

商业存在、跨境服务、电信、文化等多个部门作出高于 ＷＴＯ 的开放承诺ꎮ

投资方面ꎬ２０１７ 年 ６ 月ꎬ内地与香港签订了 ＣＥＰＡ 投资协议ꎬ以保护双方投资者

权益ꎬ推动双方逐步实现投资自由化、便利化ꎬ进一步提高双方经贸交流与合作的水

平ꎮ

经济合作方面ꎬ２０１７ 年 ６ 月ꎬ内地与香港签署了 ＣＥＰＡ 经济技术合作协议ꎬ进一

步便利及促进双方之间的贸易投资ꎬ鼓励香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ꎬ支持两地加强

经贸合作ꎮ

二、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ＥＣＦＡ)
(一)基本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６ 日以来ꎬ经过两岸有关方面 ３ 次正式磋商和多次业务沟通ꎬ两岸

商签经济合作协议取得了阶段性成果ꎮ ６ 月 ２９ 日ꎬ海协会与台(以下简称“台”)海

基会领导人在重庆签署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ꎬ该协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２

日正式生效ꎮ 具体见商务部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ＥＣＦＡ)专题介绍ꎮ

(二)最新进展

１. ＥＣＦＡ 货物贸易协议签署

货物贸易方面ꎬ根据两地货物贸易和海关监管的实际情况ꎬ大陆对台原产的货

物ꎬ分三批实行早期收获计划ꎮ 一是对于最惠国税率大于 ０％ 、小于等于 ５％的产品ꎬ

从早期收获计划实施第 １ 年起ꎬ立即实行零关税ꎬ共涉及 ７３ 个产品ꎻ二是对于最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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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率大于 ５％ 、小于等于 １５％的产品ꎬ从早期收获计划实施第 １ 年起ꎬ关税分两年线

性降零ꎬ共涉及 ４３７ 个产品ꎻ三是对于最惠国税率大于 １５％的产品ꎬ从早期收获计划

实施第 １ 年起ꎬ关税分三年线性降零ꎬ共涉及 ３０ 个产品ꎮ 台对大陆地区原产的货物ꎬ

分三批实行早期收获计划ꎮ 一是对于最惠国税率大于 ０％ 、小于等于 ２. ５％的产品ꎬ

从早期收获计划实施第 １ 年起ꎬ立即实行零关税ꎬ共涉及 ６８ 个产品ꎻ二是对于最惠国

税率大于 ２. ５％ 、小于等于 ７. ５％的产品ꎬ从早期收获计划实施第 １ 年起ꎬ关税分两年

线性降零ꎬ共涉及 １８６ 个产品ꎻ三是对于最惠国税率大于 ７. ５％的产品ꎬ从早期收获

计划实施第 １ 年起ꎬ关税分三年线性降零ꎬ共涉及 １４ 个产品ꎮ

２. ＥＣＦＡ 服务贸易协议等

服务贸易方面ꎬ大陆与台签署了«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ꎬ对跨境交付、境外消

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移动等多个部门做出高水平的开放承诺ꎮ

投资方面ꎬ大陆与台签订了«海峡两岸投资保护和促进协议»ꎬ以保护双方投资

者权益ꎬ推动双方逐步实现投资自由化、便利化ꎬ进一步提高双方经贸交流与合作的

水平ꎮ

三、中国－东盟自贸区(含升级)
(一)自贸区建设过程

中国—东盟自贸区是中国对外商谈的第一个自贸区ꎬ也是东盟作为整体对外商

谈的第一个自贸区ꎮ 其成员包括中国和东盟 １０ 国ꎬ涵盖 １８. ５ 亿人口和 １４００ 万平方

公里ꎮ 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ＡＳＥＡＮ)ꎬ有 １０ 个成员国: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

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ꎮ 其中ꎬ前 ６ 个国家加入东盟

的时间较早ꎬ是东盟的老成员ꎬ经济相对发达ꎻ后 ４ 个国家是东盟新成员国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中国与东盟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ꎬ双边贸易持续增长ꎮ 目前中国与东

盟已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ꎮ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ꎬ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设想ꎬ得到

了东盟各国领导人的积极响应ꎮ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４ 日ꎬ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东盟

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定»ꎬ宣布未来 １０ 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贸区ꎻ２００３ 年完成«中

国－东盟早期收获计划»谈判并于 ２００４－２００６ 年分 ３ 次对海关税则前 ８ 章的农产品

和东盟关注的其它部分产品实施零关税ꎻ２００４ 年完成«中国－东盟货物贸易协定»签

署并自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全面实施ꎬ包括早期收获产品在内的 ７０００ 多个税目纳入降税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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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ꎮ 按照降税模式ꎬ２００５ 年中国实际进行关税削减的税目共 ３４０８ 个ꎬ占全部税目的

５０％ ꎮ ２０１０ 年中国与东盟 ６ 个老成员取消各自绝大多数产品关税实现区域贸易自

由化ꎻ东盟 ４ 个新成员于 ２０１５ 年基本实现货物贸易自由化ꎮ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ꎬ双方签署了自贸区«服务贸易协定»ꎬ并于当年 ７ 月顺利实施ꎬ东盟

１０ 国 １２ 个服务部门的 ６７ 个分部门与中国 ５ 个服务部门的 ２６ 个分部门相互做出进

一步开放承诺ꎮ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ꎬ双方签署了«投资协定»ꎮ

中国－东盟自贸区在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全面建成ꎮ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双方启动升级谈

判ꎬ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完成中国－东盟自贸区 ２. ０ 版升级谈判ꎮ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商务部宣布将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 ３. ０ 版建设ꎮ

(二)东盟各国的农业生产和贸易概况

１. 农业生产及对外贸易

东盟 １０ 国总面积 ４４８ 万平方公里ꎬ农业用地 ６４. １ 万平方公里ꎬ仅为国土总面积

的 １４％ ꎬ总人口约 ５ 亿ꎮ

在东盟 １０ 国中ꎬ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是东盟主要农产品出口

国ꎬ４ 国农产品出口约占东盟 １０ 国总出口的 ９０％ ꎮ 老挝、缅甸、越南和柬埔寨是东盟

新成员国ꎬ均为传统农业国ꎬ耕地资源和林业资源丰富ꎬ具有广阔的山区、丘陵和草

场ꎬ农业潜力大ꎬ农业所占比重高ꎬ农产品生产基本以满足国内消费为主ꎬ贸易量少ꎮ

(１)泰国:东临老挝和柬埔寨ꎬ南面是泰国湾和马来西亚ꎬ西接缅甸和安达曼海ꎮ

国土面积 ５１. ３ 万平方公里ꎬ农业用地占土地面积的 ４５％ ꎮ ２０２１ 年总人口约 ６９９５

万ꎬ其中农村人口占 ４８％ ꎻＧＤＰ 达 ５０６０ 亿美元ꎬ人均 ＧＤＰ 为 ７２３３. ７ 美元ꎬ农业 ＧＤＰ

占总 ＧＤＰ 的 ８. ５％ ꎮ

农业是其优势产业ꎬ农产品贸易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ꎮ 种植作物主要包

括水稻、玉米等谷类作物和木薯、橡胶、甘蔗、烟叶等经济作物ꎮ ２０２１ 年ꎬ稻谷产量

３５５０ 万吨ꎻ天然橡胶产量 ４７０. ３ 万吨ꎻ木薯产量 ２９００ 万吨ꎮ 热带水果种类众多ꎬ主

要品种有榴莲、山竹、荔枝、龙眼、红毛丹等ꎬ产量最多的有芒果、香蕉、菠萝ꎬ产量合计

４５５ 万吨ꎮ

出口量居世界前列的农产品有大米、木薯、菠萝罐头、橡胶、冷冻虾、冷冻鱼、水产

品罐头、砂糖和水果等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至今ꎬ泰国一直是全球主要的大米、干橡胶、

木薯和食糖出口国ꎮ 主要进口大豆、小麦、玉米、棉花、苹果等产品ꎮ ２０２１ 年泰国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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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出口总额达 ３９１. ４ 亿美元ꎬ进口 １９４. ５ 亿美元ꎮ 近年来中泰贸易保持了较快的

发展速度ꎬ中国已成为泰国主要贸易伙伴ꎬ双边贸易日益紧密ꎮ

(２)马来西亚:由 １３ 个州组成ꎬ分为两大部分:一个是位于马来半岛的西马来西

亚ꎬ北接泰国ꎬ南部隔着柔佛海峡ꎬ以新柔长堤和第二通道连接新加坡ꎻ另一个是东马

来西亚ꎬ位于加里曼丹岛的北部ꎬ南部接印度尼西亚ꎮ 国土面积 ３３ 万平方公里ꎬ农业

用地占土地面积的 ２６. １％ ꎮ ２０２１ 年总人口约 ３２７８ 万ꎬ其中农村人口占 ２２％ ꎮ ＧＤＰ

达 ３７２７ 亿美元ꎬ人均 ＧＤＰ 为 １. １ 万美元ꎬ农业 ＧＤＰ 占总 ＧＤＰ 的 ９. ６％ ꎮ

种植业以经济作物为主ꎬ主要品种有棕榈、橡胶、椰子、可可、胡椒等ꎮ 油棕产量

在农产品中增长最快ꎬ２０１９ 年棕榈油产量达 １９８６ 万吨ꎬ２０２０ 年天然橡胶产量 ５１. ５

万吨ꎮ 粮食生产能力薄弱ꎬ绝大多数粮食和饲料需进口ꎮ 主要进口来源国及产品如:

自印度尼西亚进口棕榈油ꎬ自中国进口大蒜、菜花、柑橘和苹果ꎬ自泰国进口棕榈油、

鸡肉、大米等ꎮ

２０２１ 年马来西亚出口最多的农产品是棕榈油ꎬ占农产品出口额 ３１. ５％左右ꎬ其

次是可可脂和麦精ꎮ 受气候和自然条件制约ꎬ每年需进口大量粮食以满足居民生活

需要ꎬ主要包括玉米、稻米、小麦、大豆等ꎬ蔬菜水果也需大量进口ꎮ ２０２１ 年马来西亚

农产品出口总额达 ２９３. ３ 亿美元ꎬ进口 ２１０. ８ 亿美元ꎮ

(３)印度尼西亚:由上万个岛屿组成ꎬ是全世界最大的群岛国家ꎬ疆域横跨亚洲

及大洋洲ꎬ别称“千岛之国”ꎮ 国土面积 １９１ 万平方公里ꎬ农业用地占土地面积的 ３３.

２％ ꎮ ２０２１ 年总人口约 ２. ８ 亿ꎬ其中农村人口占 ４３％ ꎻＧＤＰ 达 １１９００ 亿美元ꎬ人均

ＧＤＰ 为 ４２９２ 美元ꎬ农业 ＧＤＰ 占总 ＧＤＰ 的 １３. ３％ ꎮ

农业以种植业为主ꎬ主要种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ꎮ 粮食作物基本实现自给ꎬ部

分年份需进口ꎮ ２０２０ 年ꎬ谷物产量 ７７１５ 万吨ꎮ 种植业中的特色品种为天然橡胶、椰

子、棕榈仁与棕榈油、咖啡和可可等热带经济作物ꎮ ２０１９ 年ꎬ棕榈油产量 ４２８７ 万吨ꎬ

２０２０ 年椰子 １６８２ 万吨ꎬ天然橡胶 ３３７ 万吨ꎬ可可产量 ７４ 万吨ꎬ咖啡产量 ７７ 万吨ꎮ 此

外还盛产烟叶、茶叶和丁香、豆荔、胡椒等香料ꎮ

印度尼西亚是农产品净出口国ꎬ出口产品主要是棕榈油、对虾、棕榈仁、咖啡、卷

烟、可可脂、椰子油等ꎮ 进口农产品主要有小麦、食糖、大豆、棉花、大蒜、牛肉等ꎮ

２０２１ 年农产品出口总额达 ５０９. ７ 亿美元ꎬ进口 ２４７. ９ 亿美元ꎮ

(４)菲律宾:位于亚洲东南部ꎬ西濒南中国海ꎬ东临太平洋ꎬ是一个群岛国家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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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小岛屿 ７１０７ 个ꎮ 国土面积 ３０ 万平方公里ꎬ农业用地占土地面积的 ４２. ５％ ꎮ

２０２１ 年总人口 １. １ 亿ꎬ其中农村人口占 ５２％ ꎻＧＤＰ 达 ３９４１ 亿美元ꎬ人均 ＧＤＰ 为 ３５４９

美元ꎬ农业 ＧＤＰ 占总 ＧＤＰ 的 １０. １％ ꎮ

２０２０ 年ꎬ菠萝产量近 ２７０ 万吨ꎬ椰子 １４４９ 万吨ꎬ香蕉 ５９５. ５ 万吨ꎮ 菲律宾水资源

丰富ꎬ四面环海ꎬ有漫长的海岸线和广阔的海域ꎬ鱼类品种达 ２４００ 多种ꎬ金枪鱼产量

居世界前列ꎮ

主要的出口农产品有香蕉、椰子油、干椰子、金枪鱼、菠萝及其制品等ꎻ主要进口

小麦、大米、棕榈油、牛肉、稀奶油、咖啡、鸡肉等ꎮ ２０２１ 年农产品出口 ６７. ９ 亿美元ꎬ

进口达 １７１. １ 亿美元ꎮ

(５)老挝:位于中南半岛北部ꎬ北邻中国ꎬ南接柬埔寨ꎬ东接越南ꎬ西北达缅甸ꎬ西

南毗连泰国ꎮ 国土面积 ２３. ７ 万平方公里ꎬ农业用地占土地面积的 ８. ８％ ꎮ ２０２１ 年总

人口约 ７３８ 万ꎬ其中农村人口占 ６３％ ꎻＧＤＰ 达 １８８ 亿美元ꎬ人均 ＧＤＰ 为 ２５５１ 美元ꎬ农

业 ＧＤＰ 占总 ＧＤＰ 的 １６％左右ꎮ

农产品进出口均较少ꎬ出口产品主要是木薯、无酒精饮料、芭蕉、活牛、咖啡等ꎻ进

口产品主要有无酒精饮料、活牛、食糖、活猪等ꎮ ２０２１ 年农产品出口 １５. ２ 亿美元ꎬ进

口 ９. ７ 亿美元ꎮ

(６)缅甸:西南临安达曼海ꎬ西北与印度和孟加拉国为邻ꎬ东北靠中国ꎬ东南接泰

国与老挝ꎮ 国土面积 ６７. ７ 万平方公里ꎬ农业用地 １０７９ 万公顷ꎬ占土地面积的 １９.

９％ ꎮ ２０２１ 年总人口约 ５４８１ 万ꎬ其中农村人口占 ６９％ ꎻＧＤＰ 达 ６５１ 亿美元ꎬ人均 ＧＤＰ

为 １１８７ 美元ꎬ农业 ＧＤＰ 占总 ＧＤＰ 的 ２３％左右ꎮ

缅甸主要的出口农产品有绿豆、玉米、芝麻、稻米、冻鱼等ꎻ主要进口棕榈油、小

麦、麦精、动物饲料、食糖和玉米等ꎮ ２０２１ 年农产品出口 ４９. ２ 亿美元ꎬ进口 ２５. ９ 亿

美元ꎮ

(７)柬埔寨:位于中南半岛南部ꎮ 东部和东南部同越南接壤ꎬ北部与老挝交界ꎬ

西部和西北部与泰国毗邻ꎬ西南濒临暹罗湾ꎮ 国土面积 １８ 万平方公里ꎬ农业用地占

土地面积的 ３２. ８％ ꎮ ２０２１ 年总人口约 １６９５ 万ꎬ其中农村人口占 ７５％ ꎻＧＤＰ 达 ２７０

亿美元ꎬ人均 ＧＤＰ 为 １５９１ 美元ꎬ农业 ＧＤＰ 占总 ＧＤＰ 的 ２３％左右ꎮ

农业生产相对落后ꎮ 粮食作物主要有稻米、木薯、玉米等ꎬ２０２０ 年稻谷产量 １１９１

万吨ꎬ木薯 ７６６ 万吨ꎬ玉米 ９５ 万吨ꎮ 经济作物有甘蔗、大豆、椰子、橡胶、麻类以及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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蕉、橙等ꎮ 其中ꎬ甘蔗产量 ２１２ 万吨ꎬ大豆 １８ 万吨ꎮ 水资源和热量充足ꎬ农、牧、渔业

发展潜力较大ꎮ

主要的出口农产品有稻米、香蕉、糖渍果蔬、棕榈油、食糖等ꎻ主要进口水貂皮、烟

草、动物饲料、玉米等ꎮ ２０２１ 年农产品出口 ９. ２ 亿美元ꎬ进口 ２１. ４ 亿美元ꎮ

(８)越南:位于中南半岛东部ꎬ北与中国接壤ꎬ西与老挝、柬埔寨交界ꎬ东面和南

面临南海ꎬ海岸线长 ３２６０ 多公里ꎮ 国土面积 ３３ 万平方公里ꎬ农业用地占土地面积的

３９. ４％ ꎮ ２０２１ 年总人口 ９８１７ 万ꎬ其中农村人口占 ６２％ ꎻＧＤＰ 达 ３６２６ 亿美元ꎬ人均

ＧＤＰ 为 ３６９４ 美元ꎮ

稻谷是其主要粮食作物ꎬ２０２０ 年产量达 ４７３２ 万吨ꎮ 经济作物主要有甘蔗、橡

胶、咖啡、茶叶、椰子等ꎮ 其中ꎬ咖啡产量 １７６ 万吨ꎬ居世界第二ꎮ 蔬菜和水果也稳步

发展ꎬ水果主要生产香蕉、橙、西瓜等ꎮ 另外ꎬ２０２０ 年腰果产量 ３５ 万吨ꎬ居世界第三ꎮ

畜牧业及渔业发展也较快ꎬ除满足国内消费外还有部分出口ꎮ

农产品生产基本能满足国内需求ꎬ主要的出口农产品有腰果、稻米、对虾、咖啡

等ꎻ主要进口腰果、棉花、玉米、小麦、大豆、棕榈油等ꎮ ２０２１ 年农产品出口 ２８９. ４ 亿

美元ꎬ进口 ３１５. ７ 亿美元ꎮ

新加坡和文莱国内农业资源匮乏ꎬ依赖进口满足农产品消费需求ꎬ对农产品进口

实施较低关税ꎬ非关税壁垒相对较少ꎬ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程度较高ꎮ

(９)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南端ꎬ毗邻马六甲海峡南口ꎬ其南面有新加坡海峡与

印度尼西亚相隔ꎬ北面有柔佛海峡与马来西亚相隔ꎬ并以长堤相连于新马两岸之间ꎮ

国土面积 ７１９ 平方公里ꎬ农业用地占土地面积的 ０. ９％ ꎮ ２０２１ 年总人口 ５４５ 万ꎬ几乎

没有农村人口ꎻＧＤＰ 达 ３９７０ 亿美元ꎬ人均 ＧＤＰ 为 ７２７９４ 美元ꎬ农业 ＧＤＰ 占总 ＧＤＰ

的比例极低ꎮ

新加坡农业自然资源匮乏ꎬ农作物栽培主要是花卉等园艺产品ꎮ 农产品不能自

给ꎬ主要依靠进口ꎮ 水产品主要有海洋鱼类与水产贝壳类产品、淡水鱼及观赏鱼类

等ꎬ其中观赏鱼类在全球出口市场中占有重要地位ꎮ

主要的出口农产品有酒类、卷烟、麦精、动物饲料等ꎻ主要进口酒类、牛羊脂肪、卷

烟、可可豆、冻猪肉、稻米等ꎮ ２０２１ 年农产品出口 １４５. ９ 亿美元ꎬ进口 １６１. ４ 亿美元ꎮ

(１０)文莱:位于婆罗洲北岸ꎬ南中国海南岸ꎬ亚洲东南部ꎮ 整个国土被马来西亚

所分割、环绕ꎮ 国土面积 ５７７０ 平方公里ꎬ农业用地占土地面积的 ２. ５％ ꎮ ２０２１ 年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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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 ４４ 万ꎬ其中农村人口约占 ２１％ ꎻＧＤＰ 达 １４０ 亿美元ꎬ人均 ＧＤＰ 为 ３１７２２ 美元ꎬ农

业 ＧＤＰ 占总 ＧＤＰ 的 １. ３％ ꎮ

农业生产力水平低ꎬ以家庭经营为主ꎬ食品主要依赖进口ꎮ 主要的出口农产品有

对虾、动物饲料、冻鲣鱼、甜瓜、乳酪等ꎻ主要进口动物饲料、无酒精饮料、稻米、活牛、

小麦粉等ꎮ ２０２１ 年农产品出口 ０. ４ 亿美元ꎬ进口 ６. ３ 亿美元ꎮ

２. 双边农产品贸易

中国与东盟双边农产品贸易发展迅速ꎬ目前东盟已成为中国最大农产品贸易伙

伴ꎮ ２０１１－２０２１ 年ꎬ中国从东盟进口农产品由 １４６. ９ 亿美元增至 ３１４. ８ 亿美元ꎮ 进

口产品比较集中ꎬ主要为棕榈油、榴莲和木薯及木薯淀粉等ꎮ ２０２１ 年ꎬ进口棕榈油近

５９. ４ 亿美元ꎬ占中国从东盟进口农产品总额的 １８. ９％ ꎻ榴莲占 １３. ４％ ꎻ木薯占 ５％ ꎮ

中国对东盟出口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９８. ６ 亿美元增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２１５. ５ 亿美元ꎬ出口产

品相对分散ꎬ主要有蔬菜、水果和水产品等ꎮ 出口的蔬菜主要为鲜或冷藏的蒜头和蘑

菇ꎬ水果主要为苹果、柑橘、葡萄和梨ꎬ２０１６ 年蔬菜、水果和水产品分别占中国对东盟

农产品出口总额的 ２１. ６％ 、１９％和 ２２. ２％ ꎮ

(三)农产品降税模式

具体产品降税安排ꎬ见商务部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协定专题已签订协议的自

贸区“中国－东盟”ꎮ

１. 早期收获计划

根据早期收获计划的降税安排ꎬ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１ 日起中国与东盟 ６ 个老成员国的

早期收获产品开始降税ꎬ至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全部降为零(其中中国与泰国于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提前对 ＨＳ０７－０８ 章的蔬菜水果降税)ꎮ ４ 个新成员国中ꎬ越南从 ２００４ 年

开始降税ꎬ２００８ 年全部降为零ꎻ其他三国从 ２００６ 年开始降税ꎬ缅甸和老挝 ２００９ 年全

部降为零ꎬ柬埔寨 ２０１０ 年全部降为零ꎮ 按 ２００４ 年«税则»ꎬ列入早期收获计划的产

品共涉及 ６５４ 个税目ꎬ具体如表 ２－１ꎮ
表 ２－１　 各国早期收获产品税目数

序　 号 国　 别 数　 目

１ 文莱 ５９７
２ 柬埔寨 ５３９
３ 印度尼西亚 ５９５
４ 老挝 ４０６
５ 马来西亚 ５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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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缅甸 ５７９
７ 菲律宾 ２１４
８ 新加坡 ６０２
９ 泰国 ５８１
１０ 越南 ５４７
１１ 中国 ５９３

　 　 (１)涵盖产品:早期收获计划涵盖的产品称为早期收获产品ꎬ主要包括第 １－８ 章

的农产品ꎬ如畜牧产品、水产品、乳品、蔬菜、水果等ꎮ
普通产品:属于 ＨＳ０１－０８ 章ꎬ且包含在早期收获计划中的产品ꎮ 中国与东盟老

成员 ５ 国间(菲律宾除外)ＨＳ０１－０８ 章的所有产品均包括在早期收获计划中ꎮ 菲律

宾对前 ８ 章 ２０９ 个八位税目的农产品实施零关税ꎬ主要包括种用动物、羊肉、杂碎、部
分水产品、乳品、少量蔬菜和水果ꎮ

特定产品:包含在早期收获计划中的非 ＨＳ０１－０８ 章产品ꎮ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

亚、泰国和菲律宾的早期收获产品还包括前 ８ 章以外的少量产品ꎬ如椰子油和可可粉

等ꎮ
例外产品:属于 ＨＳ０１－０８ 章ꎬ但排除在早期收获产品之外的产品ꎮ 老挝、越南、

柬埔寨和菲律宾有部分 ＨＳ０１－０８ 章的农产品排除在早期收获产品之外ꎬ如猪肉、家
禽、禽蛋、部分蔬菜和水果等ꎮ

(２)降税模式:早期收获产品最迟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前全部降为零ꎮ 按照最惠

国实施税率(ＭＦＮ 实施税率ꎬ以 Ｘ 表示ꎬ以下同)划分为三类(表 ２－２)ꎬ分阶段实施

降税(表 ２－３ 和表 ２－４)ꎮ 同时ꎬ允许 ４ 个东盟新成员国以较慢的速度降税ꎬ享受更

长的过渡期ꎮ
表 ２－２　 早期收获产品分类

产品类别 中国和东盟 ６ 国 中国与东盟新成员国

类别 １ Ｘ≥１５％ Ｘ≥３０％
类别 ２ ５％ <Ｘ<１５％ １５<Ｘ<３０％
类别 ３ Ｘ≤５％ Ｘ≤１５％

　 注:对于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１ 日之前为ＷＴＯ 成员的东盟成员国及中国ꎬ最惠国关税税率指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１ 日以后各自

实施的最惠国关税税率ꎻ对于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１ 日之前不是 ＷＴＯ 成员的东盟成员国ꎬ最惠国关税税率指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１ 日以后对中国实施的关税ꎮ

表 ２－３　 中国与东盟 ６ 国早期收获产品降税时间框架

产品类别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６１ 月 １ 日
类别 １ １０％ ５％ ０％
类别 ２ ５％ ０％ ０％
类别 ３ ０％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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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４　 东盟新成员国早期收获产品降税时间框架

国家 产品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越南

类别 １ ２０％ １５％ １０％ ５％ ０％ ０％ ０％
类别 ２ １０％ １０％ ５％ ５％ ０％ ０％ ０％
类别 ３ ５％ ５％ ０－５％ ０－５％ ０％ ０％ ０％

老挝和
缅甸

类别 １ － － １０％ １０％ ５％ ５％ ０％
类别 ２ － － １０％ １０％ ５％ ０％ ０％
类别 ３ － － ５％ ５％ ０－５％ ０％ ０％

柬埔寨

类别 １ － － ２０％ １５％ １０％ ５％ ０％
类别 ２ － － １０％ １０％ ５％ ５％ ０％
类别 ３ － － ５％ ５％ ０－５％ ０－５％ ０％

　 　 ２. «货物贸易协定»
«货物贸易协定»于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２０ 日实施ꎬ规定了早期收获计划中未包含产品

的类别和降税模式ꎮ
该“协定”将产品分为正常产品和敏感产品两大类ꎬ正常产品最终将实现零关

税ꎬ敏感产品最终不需要实现零关税ꎮ
正常产品:分为一轨产品和二轨产品ꎮ 两者的共同点是最终税率均要降为零ꎬ区

别是二轨产品在取消关税的时间上享有一定的灵活性ꎮ 没有列入敏感产品清单的产

品均视为正常产品ꎮ
敏感产品:分为一般敏感产品和高度敏感产品ꎮ 两者的共同点是最终税率可不

为零ꎬ区别是一般敏感产品要在一段时间后关税降到相对较低的水平(５％ 以下或

零)ꎬ而高度敏感产品最终可保留相对较高的关税(最高 ５０％ )ꎮ
«货物贸易协定»中产品分类及降税时间安排如下表 ２－５ꎮ

表 ２－５　 中国－东盟货物贸易协定农产品关税减让时间安排

产品 分类 中国－东盟 ６ 国 东盟新成员国

正常
产品

一 　 轨
正常产品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前取消关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前取消关税

二　 轨
正常产品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前取消关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前取消关税

敏感
产品

一 　 般
敏感产品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前降至 ２０％以下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前降至 ５％以下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前降至 ２０％以下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前降至 ５％以下

高　 度
敏感产品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前降至 ５０％以下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前降至 ５０％以下

　 注:中国与东盟 ６ 国的二轨正常产品不得超过 １５０ 个六位税目ꎬ高度敏感产品不得超过 １００ 个六位税目ꎻ东盟
新成员国的二轨正常产品不得超过 ２５０ 个六位税目ꎬ高度敏感产品不得超过 １５０ 个六位税目ꎮ

(１)正常产品及其降税模式:正常产品约 ７０００ 种ꎬ自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起全面启动降

税进程ꎮ 除菲律宾和越南缺少相关信息外ꎬ老挝正常降税产品中农产品比重较大ꎬ其
他国家 ６ 位税目农产品的数量所占比例均在 ３０％以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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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６　 中国—东盟正常产品数量(按六位税目统计)

中国 文莱 新加坡 泰国
马来
西亚

印度尼
西亚

菲律宾 老挝 柬埔寨 缅甸 越南

正　 常
产品数

１５０ ９４ ０ １５０ １２７ ３９７ － ８７ ２５０ １６８ －

其　 中
农产品

４５ ４ ０ １ ５ １１ － ７９ ３７ ８ －

　 注:１. 正常产品不包括列入早期收获计划的产品ꎻ２. 缺少菲律宾、越南相关信息ꎮ

一轨正常产品:中国与东盟六国的一轨正常产品自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开始降税ꎬ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全部取消关税(表 ２－７)ꎻ东盟新成员国的一轨正常产品的关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全部取消关税(表 ２－８ 和表 ２－９)ꎮ 每种产品的降税幅度和降税进程将取决

于该产品的 ＷＴＯ 最惠国实施税率ꎮ
表 ２－７　 中国与东盟六国一轨正常产品降税模式

ＭＦＮ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Ｘ≥２０％ ２０ １２ ５ ０
１５％ ≤Ｘ< ２０％ １５ ８ ５ ０
１０％ ≤Ｘ< １５％ １０ ８ ５ ０
５％ <Ｘ< １０％ ５ ５ ０ ０
Ｘ≤５％ 维持不变 ０ ０

　 注:２００５ 年为 ７ 月ꎬ其他都为 １ 月 １ 日ꎮ 下同ꎮ

表 ２－８　 越南一轨正常产品降税模式

ＭＦＮ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
Ｘ≥６０％ ６０ ５０ ４０ ３０ ２５ １５ １０ ０
４５％≤Ｘ< ６０％ ４０ ３５ ３５ ３０ ２５ １５ １０ ０
３５％≤Ｘ< ４５％ ３５ ３０ ３０ ２５ ２０ １５ ５ ０
３０％≤Ｘ< ３５％ ３０ ２５ ２５ ２０ １７ １０ ５ ０
２５％≤Ｘ< ３０％ ２５ ２０ ２０ １５ １５ １０ ５ ０
２０％≤Ｘ< ２５％ ２０ ２０ １５ １５ １５ １０ ０－５ ０
１５％≤Ｘ< ２０％ １５ １５ １０ １０ １０ ５ ０－５ ０
１０％≤Ｘ< １５％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８ ５ ０－５ ０
７％≤Ｘ< １０％ ７ ７ ７ ７ ５ ５ ０－５ ０
５％≤Ｘ< ７％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０－５ ０
Ｘ<５％ 维持不变 ０

表 ２－９　 柬埔寨、老挝、缅甸一轨正常产品降税模式

ＭＦＮ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
Ｘ≥６０％ ６０ ５０ ４０ ３０ ２５ １５ １０ ０
４５％≤Ｘ<６０％ ４０ ３５ ３５ ３０ ２５ １５ １０ ０
３５％≤Ｘ<４５％ ３５ ３５ ３０ ３０ ２０ １５ ５ ０
３０％≤Ｘ< ３５％ ３０ ２５ ２５ ２０ ２０ １０ ５ ０
２５％≤Ｘ<３０％ ２５ ２５ ２５ ２０ ２０ １０ ５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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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Ｘ<２５％ ２０ ２０ １５ １５ １５ １０ ０－５ ０
１５％≤Ｘ<２０％ １５ １５ １５ １５ １５ ５ ０－５ ０
１０％≤Ｘ<１５％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８ ５ ０－５ ０
７％≤Ｘ<１０％ ７ ７ ７ ７ ７ ５ ０－５ ０
５％≤Ｘ<７％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０－５ ０
Ｘ<５％ 维持不变 ０

　 注:缅甸 ２０１０ 年前可将税率保持在 ７. ５％以下ꎮ

二轨正常产品:降税模式与一轨正常产品完全相同ꎬ但降税时间比一轨正常产品

长ꎮ 中国和东盟 ６ 国在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取消二轨正常产品的关税ꎻ对东盟新成员

国ꎬ应在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取消二轨正常产品的关税ꎮ 但二轨产品的数目有一定限

制ꎬ中国和东盟 ６ 国的二轨产品不得超过 １５０ 个六位税目ꎬ东盟新成员国不得超过

２５０ 个 ６ 位税目ꎮ
总体而言ꎬ中国和东盟 ６ 国一轨正常产品的关税在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取消ꎬ二轨

正常产品的关税在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前取消ꎻ东盟新成员国的一轨正常产品的关税在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取消ꎬ二轨正常产品的关税应在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前取消ꎮ
(２)敏感产品及其降税模式:敏感产品是各方出于国内产业发展考虑ꎬ需要进行

保护的产品ꎮ 它有一定的特殊性ꎬ需要较长的期限进行降税ꎬ且最终税率不为零ꎬ而
是要保留一定的关税水平ꎮ 按其敏感程度ꎬ可分为一般敏感产品和高度敏感产品ꎮ
中国对东盟 １０ 国提出一份敏感产品清单ꎬ同时适用于 １０ 国ꎻ东盟各国则分别针对中

国提出各自敏感产品清单ꎬ所列的敏感产品只适用于中国ꎮ
在各国敏感产品中ꎬ除文莱无农产品外ꎬ其他国家的农产品数量均占相当大的比

重ꎮ 其中新加坡 ２ 个敏感产品均为农产品ꎻ老挝和缅甸农产品所占比例分别达到

６１％和 ４９％ (表 ２－１０)ꎮ
表 ２－１０　 中国－东盟敏感和高度敏感产品数量(六位税目)

中国 文莱 新加坡 泰国 马来西亚
印度尼
西亚

菲律宾 老挝 柬埔寨 缅甸 越南

敏感产品
(含高敏感) ２６１ １００ ２ ３４２ ３６８ ３９９ ３４４ １４８ ５００ ２７１

∗其中:
农产品

５９ ０ ２ ６０ ２２ ２５ ６１ ９１ ２７ １３３ ３６

农产品
占比例(％ ) ２２ ０ １００ １８ ６ ６ １８ ６１ ５ ４９ ∗

　 注:∗缺少越南相关信息ꎮ

各国敏感产品数目及范围如下(表 ２－１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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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１１　 中国－东盟国家敏感产品数目及主要产品

国家 敏感产品 数　 目 主要产品

中　 国
一般敏感 ２３ 咖啡、胡椒、小麦、碎米、菠萝罐头、龙眼罐头、椰子汁、烤烟及烟草、未梳羊毛

高度敏感 ３６ 玉米、稻谷、鲜蘑及其细粉、小米粒及粉、豆油、棕榈油、糖、卷烟、已梳棉花

印度尼
西亚

一般敏感 １２ 丁香、豆油、制作或保藏的虾、酵母、发酵粉、动物饲料及残渣、烟草

高度敏感 １３ 玉米、稻米、大豆、糖和乙醇

马来西亚

一般敏感 ０

高度敏感 ２２ 活鸡、鲜、冷、冻鸡、鸡块及杂碎、种用及加工的鸡蛋和鸭蛋、未浓缩及未加糖
的乳及奶油、稻米和烟草制品

菲律宾

一般敏感 ２０ 冻火鸡块及杂碎、蔬菜(韭菜、葱、莴苣、菊苣、鲜或冷藏的黄瓜、豌豆、豇豆、
芹菜、辣椒、菠菜等)、干辣椒、姜、玉米淀粉和木薯淀粉

高度敏感 ４１ 活猪、活鸡、鲜、冷、冻肉、蔬菜(马铃薯、蒜、葱、菜花、芥菜、胡萝卜和萝卜、甘
薯、木薯等)、非种用玉米、稻米、糖

泰国

一般敏感 ８
果菜加工品ꎬ包括小麦粉、其它猪肉、用醋或醋酸以外的其它方法制作或保
藏的水果罐头(番茄酱罐头、荔枝罐头和龙眼罐头等)、其他未混合的水果汁
或蔬菜汁、混合汁、动物饲料

高度敏感 ５２ 未浓缩乳及奶油、乳粉等乳制品、马铃薯、葱、蒜、椰子、咖啡、茶、胡椒ꎬ玉米
和稻米ꎬ大豆、豆油、棕榈油、糖、烟草、生丝

老挝
一般敏感 ７５

活猪、活家禽、爬行动物、鹦鹉、冻牛肉、鲜、冷、冻猪肉、鲜、冷、冻禽肉及杂
碎、加工的猪肉和牛肉、种用鸡蛋和鸭蛋ꎬ蔬菜(木薯ꎬ甘薯ꎬ番茄、豇豆、茄
子、蘑菇、辣椒等鲜或冷藏的蔬菜ꎬ豇豆、甜玉米等冷冻蔬菜ꎬ黄瓜、辣椒、洋
葱等暂时保藏或二氧化硫保藏的蔬菜ꎬ洋葱、蘑菇、辣椒等干蔬菜等)、干果
(巴旦杏、榛子、核桃、板栗、开心果等)、水果(菠萝、橙、芒果、西瓜等)、稻米

高度敏感 １６ 酒类产品

柬埔寨
一般敏感 ９ 竹笋、莼菜等其他蔬菜ꎬ海草和其他藻类ꎬ粉丝、方便面等其他面食ꎬ马铃薯ꎬ

活性酵母ꎬ蛋白产品ꎬ菌块ꎬ朗姆酒和未梳理的棉花

高度敏感 １８ 糖、蔬菜制品(蘑菇罐头、均化蔬菜等)、调味品、啤酒、烟草

缅甸
一般敏感 １３３

咖啡、绿茶、玉米和稻米、植物油(豆油、橄榄油、葵花油、椰子油、蓖麻油、芝
麻油等)、人造黄油、鱼或肉的加工品、糖、面食制品、蔬菜和水果制品(用醋
或其他方法制作或保藏的黄瓜、番茄、蘑菇、马铃薯、豇豆ꎬ用醋或其他方法
制作或保藏的菠萝、柑橘、梨、杏、桃、樱桃ꎬ橙汁、柚汁、菠萝汁、葡萄汁、苹果
汁等)、酒、烟、蚕丝和废丝、废棉线

高度敏感 ０

新加坡
一般敏感 １ 浓度在 ８０％以下的乙醇

高度敏感 １ 麦芽酿造的啤酒

越南
一般敏感 ２０ 绿茶、糙米、肉和食用杂碎等制成的香肠及类似产品、甜菜糖、口香糖、未改

性乙醇

高度敏感 １６ 咸蛋、皮蛋、甘蔗糖、烟草及烟草代用品的制品

　 注:文莱的茶为一般敏感产品ꎮ

(四)中方主要农产品降税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ꎬ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基期税率均以 ２００３ 年的 ＭＦＮ 实施税率为

准ꎮ 但早期收获计划于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１ 日起实施ꎬ«货物贸易协定»于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２０
日起实施ꎮ 对于早期收获产品来说ꎬ第 １ 年为 ２００４ 年ꎻ对于“货物贸易协定产品”
(第九章以后的产品)ꎬ第 １ 年为 ２００５ 年ꎮ 早期收获产品主要包括肉产品(动物制品

除外)、禽蛋、乳品、水产品(水产品制品及饲用鱼粉除外)、蔬菜(蔬菜制品除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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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水果制品和果汁除外)、坚果和花卉ꎮ 根据«货物贸易协定»ꎬ中方敏感度高的关

税配额管理产品关税基本保持不变ꎻ虽然«货物贸易协定»涉及个别关税配额管理产

品的关税削减问题ꎬ但如何执行还需考虑中国—东盟经济一体化进程ꎬ继续与东盟保

持沟通ꎮ
(１)谷物及其制品:小麦、稻谷和大米的部分产品 ２０１８ 年关税降至 ５％ 以下ꎬ部

分产品 ２０１５ 年降至 ５０％以下ꎻ玉米产品 ２０１５ 年内降至 ５０％ 以下ꎻ黑麦、大麦、燕麦

等谷物 ２００９ 年降为零ꎻ麦芽、玉米淀粉、面筋等谷物制品 ２０１０ 年降为零ꎮ
(２)棉花:未梳棉花 ２０１８ 年降至 ５％ ꎻ已梳棉花关税保持 ４０％不变ꎮ
(３)食用油籽及植物油:大豆、油菜籽 ２００９ 年降为零ꎻ花生、葵花籽、芝麻、棉籽、

芥子、红花籽等其他含油子仁 ２０１０ 年降为零ꎻ豆油、棕榈油、菜子油、芥子油等关税

２０１５ 年降至 ５０％以下(维持 ９％ 关税水平不变)ꎻ初榨的菜子油 ２０１８ 年降至 ５％ 以

下ꎻ葵花油 ２００９ 年降为零ꎻ花生油、橄榄油、椰子油、芝麻油、玉米油等其他食用 ２０１０
年降为零ꎮ

(４)食糖:属于高度敏感产品ꎬ关税保持在 ５０％ ꎮ
(５)肉产品:活动物(税则第一章)全部在 ２００５ 年降为零ꎻ各种肉类及其杂碎(税

则第二章)基本都在 ２００６ 年降为零ꎮ 即 ２００６ 年起ꎬ海关税则第一、三章的动物及肉

产品全部取消关税ꎮ 动物制品 ２０１０ 年降为零ꎮ
(６)禽蛋:２００６ 年降为零ꎮ
(７)乳品:２００６ 年降为零ꎮ
(８)水产品:２００５ 年降为零ꎮ
(９)蔬菜和水果:２００５ 年起ꎬ税则第七章的蔬菜产品取消关税ꎮ 水果中ꎬ香蕉、菠

萝、鲜苹果、鲜樱桃、鲜桃和其他鲜梨关税 ２００５ 年降为零ꎻ其他水果关税全部在 ２００６
年降为零ꎻ蔬菜制品 ２０１０ 或 ２０１２ 年降为零ꎻ水果制品分别于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或 ２０１２ 年

降为零ꎬ但菠萝罐头和龙眼罐头为一般敏感产品ꎬ２０１８ 年关税降至 ５％ ꎮ
果汁中ꎬ橙汁分别于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或 ２０１２ 年降为零ꎻ菠萝汁和椰子汁为一般敏感

产品ꎬ２０１８ 年降至 ５％ ꎻ其他果汁都在 ２０１０ 或 ２０１２ 年降为零ꎮ
(１０)羊毛:一般敏感产品ꎬ２０１８ 年降至 ５％ ꎮ
(１１)咖啡和茶:未浸除咖啡碱的咖啡 ２０１８ 年降至 ５％ ꎻ已浸除咖啡碱的咖啡

２０１２ 年降为零或 ２０１８ 年降至 ５％ ꎻ咖啡豆 ２０１０ 年降为零ꎻ咖啡代用品、茶和马黛茶

２０１２ 年降为零ꎮ
(１２)烟草和酒类:葡萄酒和乙醇 ２０１２ 年降为零ꎻ其他酒类 ２０１０ 年降为零ꎻ烟草

２０１８ 年降至 ５％ ꎻ烟草制品 ２０１５ 年降至 ５０％ ꎮ
(１３)生皮:牛皮、马皮、猪皮及其他生皮 ２００９ 年降为零ꎻ羊皮 ２００９ 或 ２０１０ 年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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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零ꎮ
(１４)坚果及花卉:２００６ 年起ꎬ坚果取消关税ꎻ２００５ 年起ꎬ大部分花卉产品取消关

税ꎮ

(五)东盟主要农产品降税方式
１. 泰国

(１)谷物及其制品:小麦(１００１)、黑麦(１００２)、大麦(１００３)、种用玉米(１００５１０)
和制粉工业品 ２０１０ 年降为零ꎻ稻谷和大米(１００６)为高度敏感产品ꎬ２０１５ 年降至 ５０％
以下ꎮ

(２)棉花:２０１０ 年降为零ꎮ
(３)食用油籽及植物油:大豆(１２０１)和干椰子肉(１２０３)为高度敏感产品ꎬ２０１５

年降至 ５０％ 以下ꎻ 花生 ( １２０２ )、 葵花籽 ( １２０６ )、 芝麻和棉籽 ( １２０７２０ )、 芥子

(１２０７５０)、红花籽(１２０７９９)等其他含油籽仁 ２０１０ 年降为零ꎻ豆油(１５０７)、棕榈油

(１５１１)、椰子油(１５１３１０) 等关税 ２０１５ 年降至 ５０％ 以下ꎻ花生油(１５０８)、橄榄油

(１５０９)、芝麻油(１５１５５０)、玉米油(１５１５２０)等其他食用油 ２０１０ 年降为零ꎮ
(４)食糖:２０１０ 年降为零ꎮ
(５)肉产品:活动物(税则第一章)全部在 ２００６ 年降为零ꎻ各种肉类及其杂碎(税

则第二章)基本都在 ２００６ 年降为零ꎮ 即 ２００６ 年起ꎬ海关税则第一、二章的动物及肉

产品全部取消关税ꎮ 动物制品 ２０１０ 年降为零ꎮ
(６)禽蛋:２００６ 年降为零ꎮ
(７)乳品:２００６ 年降为零ꎮ
(８)水产品:２００６ 年降为零ꎮ
(９)蔬菜和水果:２００６ 年起ꎬ税则第七章和第八章的蔬菜和水果取消关税ꎮ 番茄

酱罐头(２００２９０)、荔枝罐头(２００８９９)、水果汁和蔬菜汁(２００９)为一般敏感产品ꎬ２０１８
年关税降至 ５％ ꎬ其他蔬菜制品和水果制品 ２０１０ 年降为零ꎮ

(１０)羊毛:２０１０ 年降为零ꎮ
(１１)咖啡和茶:咖啡、茶、咖啡浓缩精汁和以浓缩精汁或咖啡为基本成分的制品

为高度敏感产品ꎬ２０１５ 年降至 ５０％以下ꎮ
(１２)烟草和酒类:酒类基本在 ２０１０ 年降为零ꎻ烟草和烟草废料(２４０１)为高度敏

感产品ꎬ２０１５ 年降至 ５０％以下ꎻ烟草制品 ２０１０ 年降为零ꎮ
(１３)生皮:２０１０ 年降为零ꎮ
(１４)坚果及花卉:２００６ 年降为零ꎮ
２. 马来西亚

(１)谷物及其制品:稻谷和大米(１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降至 ５０％以下ꎻ小麦(１００１)、黑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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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２)、大麦(１００３)、玉米(１００５)和制粉工业品 ２０１０ 年降为零ꎮ
(２)棉花:２０１０ 年降为零ꎮ
(３)食用油籽及植物油:２０１０ 年降为零ꎮ
(４)食糖:２０１０ 年降为零ꎮ
(５)肉产品:改良种用鸡(０１０５１１)、鲜冷冻鸡肉及杂碎(０２０７１０)２０１５ 年降至

５０％以下ꎻ其他活动物(税则第一章)和各种肉类及其杂碎(税则第二章)２００６ 年降

为零ꎮ
(６)禽蛋:鲜、腌制或煮过的带壳禽蛋(０４０７)２０１５ 年降至 ５０％以下ꎻ去壳禽蛋及

蛋黄(０４０８)２００６ 年降为零ꎮ
(７)乳品:未浓缩及未加糖或其他甜物质的乳及奶油(０４０１)２０１５ 年降至 ５０％以

下ꎻ其他乳品 ２００６ 年降为零ꎮ
(８)水产品:２００６ 年降为零ꎮ
(９)蔬菜和水果:蔬菜中ꎬ除其他食用芥菜类蔬菜(０７０４９０)２０１５ 年降至 ５０％ 以

下外ꎬ第七章的其他蔬菜自 ２００６ 年起取消关税ꎮ 水果 ２００６ 年降为零ꎮ 蔬菜制品和

水果制品 ２０１０ 年降为零ꎮ
(１０)羊毛:２０１０ 年降为零ꎮ
(１１)咖啡和茶:２０１０ 年降为零ꎮ
(１２)烟草和酒类:烟草废料(２４０１３０)、烟草或烟草代用品制成的雪茄烟及卷烟

(２４０２)、其他烟草及烟草代用品的制品、“均化”或“再造”烟草、烟草精汁(２４０３)为
高度敏感产品ꎬ２０１５ 年降至 ５０％以下ꎻ未去梗的烟草(２４０１１０)和部分或全部去梗的

烟草(２４０１２０)２０１０ 年降为零ꎮ 酒类 ２０１０ 年全部降为零ꎮ
(１３)生皮:２０１０ 年降为零ꎮ
(１４)坚果及花卉:２００６ 年降为零ꎮ
３. 印度尼西亚

(１)谷物及其制品:除种用玉米外的其他玉米(１００５９０)、稻谷和大米(１００６)、大
米细粉(１１０２３０)为高度敏感产品ꎬ２０１５ 年降至 ５０％以下ꎻ其他谷物及其制品 ２０１０ 年

降为零ꎮ
(２)棉花:２０１０ 年降为零ꎮ
(３)食用油籽及植物油:油籽中ꎬ大豆(１２０１)为高度敏感产品ꎬ２０１５ 年降至 ５０％

以下ꎻ其他食用油籽 ２０１０ 年降为零ꎮ 植物油中ꎬ蓖麻油及其分离品(１５１５３０)２０１２ 年

取消关税ꎬ其他植物油 ２０１０ 年降为零ꎮ
(４)食糖:固体甘蔗糖、甜菜糖及化学纯蔗糖(１７０１)为高度敏感产品ꎬ２０１５ 年降

至 ５０％以下ꎻ税则第十七章的其他糖及糖食 ２０１０ 年降为零ꎮ
１３



(５)肉产品:税则第一章的活动物和第二章的各种肉类及其杂碎 ２００６ 年降为

零ꎮ
(６)禽蛋:２００６ 年降为零ꎮ
(７)乳品:２００６ 年降为零ꎮ
(８)水产品:２００６ 年降为零ꎮ
(９)蔬菜和水果:２００６ 年降为零ꎮ
(１０)羊毛:２０１０ 年降为零ꎮ
(１１)咖啡和茶:２０１０ 年降为零ꎮ
(１２)烟草和酒类:烟草为一般敏感产品ꎬ２０１８ 年降至 ５％ 以下ꎻ酒类中ꎬ未改性

乙醇(２２０７)为高度敏感产品ꎬ２０１５ 年降至 ５０％以下ꎻ其他酒类 ２０１０ 年降为零ꎮ
(１３)生皮:２０１０ 年降为零ꎮ
(１４)坚果及花卉:２００６ 年降为零ꎮ
４. 菲律宾

(１)谷物及其制品:玉米(１００５)、稻谷和大米(１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降至 ５０％以下ꎻ小麦

或混合麦的细粉(１１０１)２０１８ 年降至 ５％ ꎻ小麦(１００１)、黑麦(１００２)、大麦(１００３)和
其他制粉工业品 ２０１０ 年降为零ꎮ

(２)棉花:２０１０ 年降为零ꎮ
(３)食用油籽及植物油:２０１０ 年降为零ꎮ
(４)食糖:高度敏感产品ꎬ２０１５ 年降至 ５０％以下ꎮ
(５)肉产品:活动物(税则第一章)和各种肉类及其杂碎(税则第二章)全部在

２００６ 年降为零ꎮ
(６)禽蛋:２００６ 年降为零ꎮ
(７)乳品:２００６ 年降为零ꎮ
(８)水产品:２００６ 年降为零ꎮ
(９) 蔬菜和水果:蔬菜中ꎬ其他鲜或冷藏的马铃薯 (０７０１９０)、洋葱及青葱

(０７０３１０)、大蒜(０７０３２０)、菜花及硬花甘蓝(０７０４１０)、卷心菜和西兰花(０７０４９０)、胡
萝卜及萝卜 (０７０６１０)、其他蔬菜和什锦蔬菜 (０７１１９０)、木薯 (０７１４１０) 和甘薯

(０７１４２０)２０１５ 年降至 ５０％以下ꎻ韭葱及其他葱属蔬菜(０７０３９０)、莴苣(０７０５１１)、菊
苣(０７０５２１ 和 ０７０５２９ )、除胡萝卜及萝卜外的其他鲜或冷藏的类似食用根茎

(０７０６９０)、鲜或冷藏的黄瓜及小黄瓜(０７０７)、豌豆(０７０８１０)、豇豆及菜豆(０７０８２０)、
芹菜(０７０９４０)、辣椒(０７０９６０)、菠菜(０７０９７０)和暂时冷藏的黄瓜及小黄瓜(０７１１４０)
２０１８ 年关税降至 ５％ ꎻ第七章的其他蔬菜自 ２００６ 年起取消关税ꎮ 水果中ꎬ柑橘属水

果或甜瓜的果皮(０８１４)２０１８ 年关税降至 ５％ ꎻ其他水果全部在 ２００６ 年降为零ꎮ 番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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酱罐头(２００２９０)２０１８ 年关税降至 ５％ ꎬ其他蔬菜制品和水果制品 ２０１０ 年降为零ꎮ
(１０)羊毛:２０１０ 年降为零ꎮ
(１１)咖啡和茶:２０１０ 年降为零ꎮ
(１２)烟草和酒类:２０１０ 年降为零ꎮ
(１３)生皮:２０１０ 年降为零ꎮ
(１４)坚果及花卉:２００６ 年降为零ꎮ
５. 文莱

除茶(０９０２)２０１２ 年降为零外ꎬ其他农产品已全部降为零ꎮ
６. 新加坡

除麦芽酿造的啤酒(２２０３)为高度敏感产品ꎬ２０１５ 年降至 ５０％以下外ꎬ其它农产

品关税均已为零ꎮ
７. 越南

(１)谷物及其制品:糙米(１００６２０)是一般敏感产品ꎬ２０２０ 年降至 ５％以下ꎻ除硬

粒小麦外的其他小麦(１００１９０)、除种用玉米外的其他玉米(１００５９０)、种用稻谷

(１００６１０)２０１８ 年降为零ꎬ黑麦(１００２)、大麦(１００３)、种用玉米(１００５１０)２０１５ 年降为

零ꎮ 玉米粗粒和粗粉(１１０３１３)２０１８ 年降为零ꎬ其他制粉工业品 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ꎮ
(２)棉花: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ꎮ
(３)食用油籽及植物油:大豆(１２０２)２０１８ 年降为零ꎻ其他油籽和植物油 ２０１５ 年

降为零ꎮ
(４)食糖:甘蔗糖(１７０１１１)、加有香料或着色剂的其他原糖(１７０１９０)２０１８ 年降

至 ５０％以下ꎻ甜菜糖(１７０１１２)、口香糖(１７０４１０)为一般敏感产品ꎬ２０２０ 年降至 ５％以

下ꎻ除口香糖外其它不含可可的糖食(１７０４９０)２０１８ 年降为零ꎻ其他糖及糖食 ２０１５ 年

降为零ꎮ
(５)肉产品:除改良种用外的其他活鸡(税号 ０１０５１１９０、０１０５９２９０、０１０５９３９０)

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ꎬ税则第一章的其他活动物 ２００８ 年降为零ꎻ鲜冷冻鸡肉及杂碎

(０２０７１０)、鲜冷冻火鸡块及杂碎(０２０７２０)２０１８ 年降为零ꎬ税则第二章的其他各种肉

类及其杂碎 ２００８ 年降为零ꎮ
(６)禽蛋:咸蛋和皮蛋(０４０７９０)２０１５ 年降至 ５０％ 以下ꎻ其他禽蛋 ２００８ 年降为

零ꎮ
(７)乳品:２００８ 年降为零ꎮ
(８)水产品:２００８ 年降为零ꎮ
(９)蔬菜和水果:２００８ 年起ꎬ税则第七章的蔬菜产品取消关税ꎮ 水果中ꎬ鲜或干

的葡萄柚以及其他柑橘属水果(税号 ０８０５９０)２０１８ 年降为零ꎬ其他水果关税全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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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 年降为零ꎮ 番茄酱罐头(２００２９０)和用醋或醋酸以外其他方法制作或保藏的马

铃薯(２００４１０)２０１８ 年降为零ꎬ其他蔬菜制品和水果制品 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ꎮ
(１０)羊毛: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ꎮ
(１１)咖啡和茶:２０１８ 年降为零ꎮ
(１２)烟草和酒类:味美思酒及其他加植物或香料的用鲜葡萄酿造的酒(２２０５)、

黄酒、苹果酒、梨酒、蜂蜜酒(２２０６)２０１８ 年降为零ꎻ未改性乙醇(２２０７１０)２０２０ 年降至

５％以下ꎻ其他酒类 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ꎻ烟草和烟草制品 ２０１８ 年降至 ５０％以下ꎮ
(１３)生皮: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ꎮ
(１４)坚果及花卉:２００８ 年降为零ꎮ
８. 老挝

(１)谷物及其制品:稻谷和大米(１００６)２０２０ 年降至 ５％以下ꎻ其他谷物及其制粉

工业品 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ꎮ
(２)棉花: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ꎮ
(３)食用油籽及植物油: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ꎮ
(４)食糖: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ꎮ
(５)肉产品:重量在 ５０ 公斤及以上的活猪(０１０３９２)、其他活鸭、鹅、珍珠鸡和火

鸡(０１０５９９)、爬行动物(０１０６２０)、鹦形目(０１０６３２)、冻牛肉(０２０２)、鲜冷冻猪肉

(０２０３)、税号 ０１０５ 所列家禽的鲜冷冻肉及食用杂碎(０２０７)、干、熏、盐腌或盐渍的肉

及食用杂碎(０２１０)２０２０ 年降至 ５％以下ꎻ税则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其他肉类及其杂碎

２００９ 年降为零ꎮ
(６)禽蛋:鲜、腌制或煮过的带壳禽蛋(０４０７)２０２０ 年降至 ５％以下ꎻ鲜、干、冻、蒸

过或水煮去壳禽蛋及蛋黄(０４０８)２００９ 年降为零ꎮ
(７)乳品:２００９ 年降为零ꎮ
(８)水产品:２００９ 年降为零ꎮ
(９)蔬菜和水果:蔬菜中ꎬ鲜或冷藏的番茄(０７０２)、豇豆及菜豆(０７０８２０)、茄子

(０７０９３０)、伞菌属蘑菇(０７０９５１)、辣椒(０７０９６０)２０２０ 年降至 ５％以下ꎻ税则第七章的

其他蔬菜产品 ２００９ 年降为零ꎮ 税则第八章的水果关税 ２００９ 年降为零ꎮ 桃罐头

(２００８７０)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ꎬ税则第二十章的其他蔬菜和水果制品 ２０１８ 年降为零ꎮ
(１０)羊毛: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ꎮ
(１１)咖啡和茶: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ꎮ
(１２)烟草和酒类:酒类 ２０１８ 年降至 ５０％ 以下ꎮ 烟草和烟草制品 ２０１８ 年降为

零ꎮ
(１３)生皮: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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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坚果及花卉:２００９ 年降为零ꎮ
９. 柬埔寨

(１)谷物及其制品:荞麦(１００８１０)２０１８ 年降为零ꎻ其他谷物 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ꎮ 玉

米细粉(１１０２２０)、大米细粉(１１０２９０)、其他淀粉(１１０８１９)２０１８ 年降为零ꎬ其他谷物

制粉工业品 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ꎮ
(２)棉花:未梳的棉花(５２０１)２０２０ 年降至 ５％以下ꎻ其他棉花 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ꎮ
(３)食用油籽及植物油:油棕果及油棕仁(１２０７９９)２０１８ 年降至 ５０％以下ꎻ其他

豆油及其分离品(１５０７９０)、其他棕榈油及其分离品(１５１１９０)、芝麻油及其分离品

(１５１５５０)２０１８ 年降为零ꎻ其他食用油籽和植物油 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ꎮ
(４)食糖:砂糖和绵白糖(１７０１９９)、葡萄糖及葡萄糖浆(１７０２３０)２０１８ 年降至

５０％以下ꎻ加有香料或着色剂的原糖(１７０１９１)、除口香糖外其它不含可可的糖食

(１７０４９０)２０１８ 年降为零ꎻ其他糖及糖食 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ꎮ
(５)肉产品:税则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各种肉类及其杂碎 ２０１０ 年降为零ꎮ
(６)禽蛋:２０１０ 年降为零ꎮ
(７)乳品:按重量计脂肪含量不超过 ６％的未浓缩及未加糖或其他甜物质的乳及

奶油(０４０１１０ 和 ０４０１２０)２０１８ 年降为零ꎻ其他乳品 ２０１０ 年降为零ꎮ
(８)水产品:２０１０ 年降为零ꎮ
(９)蔬菜和水果:蔬菜中ꎬ伞菌属蘑菇(０７０９５１)、暂时保藏但不适于直接食用的

其他蔬菜和什锦蔬菜(０７１１９０)、其他干蔬菜和干什锦蔬菜(０７１２９０)２０１８ 年降为零ꎻ
税则第七章的其他蔬菜产品 ２０１０ 年降为零ꎮ 水果中ꎬ鲜的苹果(０８０８１０)、梨和榅桲

(０８０８２０)２０１８ 年降为零ꎬ税则第八章的其他水果关税 ２０１０ 年降为零ꎮ
用醋或醋酸制作或保藏的大蒜(２００１９０)、用醋或醋酸以外其他方法制作或冷藏

的伞菌属蘑菇(２００３１０)和均化蔬菜(２００５１０)为高度敏感产品ꎬ２０１８ 年降至 ５０％ 以

下ꎻ用醋或醋酸以外的其他方法制作或保藏的块菌(２００３２０)和马铃薯(２００５２０)２０２０
年降至 ５％以下ꎻ用醋或醋酸以外的其他方法制作或保藏的芦笋(２００５６０)、其他烹煮

的果酱、果冻和果泥(２００７９９)２０１８ 年降为零ꎻ税则第二十章的其他蔬菜和水果制品

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ꎮ
(１０)羊毛: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ꎮ
(１１)咖啡和茶: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ꎮ
(１２)烟草和酒类:麦芽酿造的啤酒(２２０３)２０１８ 年降至 ５０％ 以下ꎻ未改性乙醇

(２２０８４０)２０２０ 年降至 ５％以下ꎻ其他酒类 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ꎻ烟草和烟草制品是高度敏

感产品ꎬ２０１８ 年降至 ５０％以下ꎮ
(１３)生皮: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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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坚果及花卉:２０１０ 年降为零ꎮ
１０. 缅甸

(１)谷物及其制品:种用玉米(１００５１０)、稻谷和大米(１００６)２０２０ 年降至 ５％ 以

下ꎻ其他谷物及其制品 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ꎮ
(２)棉花: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ꎮ
(３)食用油籽及植物油:食用油籽 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ꎮ 植物油中ꎬ初榨的豆油及其

分离品(１５０７１０)、初榨的花生油及其分离品(１５０８１０)、初榨的油橄榄油及其分离品

(１５０９１０)、初榨的棕榈油及其分离品(１５１１１０)、初榨的葵花油或红花油油及其分离

品(１５１２１１)、初榨的椰子油及其分离品(１５１３１１)、蓖麻油及其分离品(１５１５３０)、芝麻

油及其分离品(１５１５５０)、其他固定植物油及其分离品(１５１５９０)是一般敏感产品ꎬ
２０２０ 年降至 ５％以下ꎻ其他植物油 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ꎮ

(４)食糖:甘蔗糖(１７０１１１)、甜菜糖(１７０１１２)、不含可可的糖食(１７０４)为一般敏

感产品ꎬ２０２０ 年降至 ５％以下ꎻ税则第十七章的其他糖及糖食 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ꎮ
(５)肉产品:税则第一章和第二章的肉类及其杂碎 ２００９ 年降为零ꎮ
(６)禽蛋:２００９ 年降为零ꎮ
(７)乳品: ２００９ 年降为零ꎮ
(８)水产品:２００９ 年降为零ꎮ
(９)蔬菜和水果:税则第八章的蔬菜和水果 ２００９ 年均降为零ꎮ 蔬菜和水果制品

中ꎬ除烹煮的果酱、果冻、柑橘酱、果泥及果膏(２００７)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ꎬ其他制品 ２０２０
年降至 ５％以下ꎮ

(１０)羊毛:其他脱脂羊毛(５１０１２９)２０１８ 年降为零ꎬ税则第五十一章的其他羊毛

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ꎮ
(１１)咖啡和茶:未焙炒的咖啡(０９０１１１ 和 ０９０１１２)、已焙炒的咖啡(０９０１２１)、已

浸除咖啡碱(０９０１２２)和茶(０９０２)２０２０ 年降至 ５％以下ꎻ咖啡豆荚及咖啡豆皮和咖啡

的咖啡代用品(０９０１９０)２０１８ 年降为零ꎻ马黛茶(０９０３)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ꎮ
(１２)烟草和酒类:烟草制的卷烟(２４０２２０)和其他烟草或烟草代用品制成的雪茄

烟及卷烟(２４０２９０)２０２０ 年降至 ５％以下ꎻ其他烟草 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ꎻ税则第二十二章

的酒类 ２０２０ 年降至 ５％以下ꎮ
(１３)生皮: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ꎮ
(１４)坚果及花卉:２００９ 年降为零ꎮ

(六)原产地规则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１ 日ꎬ«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正式实施ꎮ 根据原产地

规则ꎬ享受原产地优惠待遇的主要条件是:必须是在目的国可享受关税减让的货物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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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符合货物由任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员国直接运至一进口成员国的运输条

件ꎬ经第三方转运必须有第三方海关的证明材料ꎻ必须满足原产地规则ꎮ

(七)升级谈判 ２. ０
为进一步提高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ꎬ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ꎬ时任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在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倡议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谈判ꎬ获得了东盟

各国领导人的积极回应ꎮ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ꎬ中国—东盟经贸部长会议正式宣布启动升级

谈判ꎮ 经过近一年半四轮谈判ꎬ双方就升级谈判成果文件«议定书»内容完全达成一

致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ꎬ中国与东盟在吉隆坡正式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谈判

成果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关于修订‹中国—东盟全面经济

合作框架协议›及项下部分协议的议定书» (以下简称«议定书»)ꎮ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
日ꎬ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议定书正式生效ꎮ

«议定书»是中国在现有自贸区基础上完成的第一个升级协议ꎬ涵盖货物贸易、
服务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等领域ꎬ是对原有协定的丰富、完善、补充和提升ꎬ体现

了双方深化和拓展经贸合作关系的共同愿望和现实需求ꎮ «议定书»内涵丰富ꎬ包括

序言及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未来工作计划和最后条款等章节ꎬ
还包括原产地规则、原产地规则操作程序、第三批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等附件ꎮ

１. 货物贸易

现有的中国—东盟自贸区零关税已经覆盖了双方 ９０％ －９５％ 税目的产品ꎬ货物

贸易自由化水平很高ꎮ 双方在此次升级谈判中ꎬ主要通过升级原产地规则和贸易便

利化措施ꎬ进一步促进双边货物贸易发展ꎮ
双方对原产地规则进行了优化并完善了相关实施程序ꎮ 中国—东盟自贸区现有

货物贸易原产地规则以“区域价值百分比 ４０％ ”为主ꎬ标准比较单一ꎬ原产地的认定

也比较复杂ꎮ 这次升级谈判中ꎬ双方同意对 ４６ 个章节的绝大部分工业品同时适用

“４ 位税目改变”和“区域价值百分比 ４０％ ”标准ꎬ涉及到 ３０００ 多种产品ꎬ包括矿物、
化工、木材纸制品、贱金属制品、纺织品和杂项制品等ꎮ 这两种原产地标准ꎬ企业可自

行选择适用ꎬ这将大大便利有关企业利用自贸区的优惠政策ꎮ
升级谈判也纳入了海关程序与贸易便利化领域的相关内容ꎮ 双方同意进一步简

化海关通关手续ꎬ确保双方相关法律法规公开透明ꎬ运用自动化系统、风险管理等手

段ꎬ为企业提供高效快捷的通关服务ꎬ并就预裁定、复议与诉讼制度以及对海关程序

定期审议等达成共识ꎬ保障货物流动畅通ꎬ共同提高便利化水平ꎮ
２. 服务贸易

根据 ２００７ 年签署的中国—东盟自贸区«服务贸易协议»渐进自由化条款ꎬ中国

和东盟成员在自贸区升级谈判中启动并完成了第三批服务贸易具体减让承诺谈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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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两批具体承诺相比ꎬ各国均作出了更高水平的承诺ꎬ进一步提升了服务贸易自由

化水平ꎮ 双方的具体改进措施包括扩大服务开放领域ꎬ允许对方设立独资或合资企

业ꎬ放宽设立公司的股比限制ꎬ扩大经营范围ꎬ减少地域限制等ꎮ
３. 投资

在投资促进领域ꎬ双方同意通过包括组织投资促进活动、增强行业互补性和促进

生产网络化、举办投资相关的研讨会和信息交流等方式促进相互投资ꎮ 在投资便利

化领域ꎬ双方同意简化投资批准手续ꎬ促进投资相关规则、法规、政策的信息发布ꎬ并
在必要时建立一站式投资中心或相关机制ꎬ为商界提供包括便利营业执照和许可发

放的支持与咨询服务ꎮ
４. 经济技术合作

双方同意在农业、渔业、林业、信息技术产业、旅游、交通、知识产权、人力资源开

发、中小企业和环境等 １０ 多个领域开展合作ꎮ 双方还同意为有关经济技术合作项目

提供资金等支持ꎬ推动更好地实施中国—东盟自贸协定ꎮ
此外ꎬ考虑到电子商务对双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ꎬ双方还同意将跨境电子商务

合作这一新议题纳入«议定书»ꎬ通过加强信息交流以促进双方的贸易和投资ꎮ

四、中国—巴基斯坦自贸区(含中巴自贸区第二阶段)
(一)自贸区谈判概况
巴基斯坦是中国“全天候、全方位”友好邻邦和重要的贸易伙伴ꎮ 建立中国—巴

基斯坦自由贸易区ꎬ是中国自贸区建设的重要一环ꎮ 自 ２００３ 年两国签署«中巴优惠

贸易安排»以来ꎬ中巴自贸区建设由浅入深ꎬ涉及领域从单纯的货物贸易逐步拓展到

服务贸易、双向投资以及经济技术合作等领域ꎮ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３ 日ꎬ中巴两国在北京签署«中巴优惠贸易安排»ꎬ并于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１ 日起实施ꎮ 根据«中巴优惠贸易安排»ꎬ中国对巴基斯坦 ９０２ 个 ８ 位税目(相当

于 ６００ 多个 ６ 位税目)的产品实行优惠税率ꎬ巴基斯坦对中国 １８８ 个 ６ 位税目的产品

提供优惠关税ꎮ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ꎬ两国启动自贸区联合可行性研究ꎮ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ꎬ双方宣布结束自贸区联合可行性研究ꎬ正式启动谈判ꎬ并签署«中

巴自贸协定早期收获协定»ꎮ 根据«中巴自贸协定早期收获协定»ꎬ两国从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起ꎬ分阶段对涉及 ３０００ 多个 ８ 位税目的两类产品在两年内实行零关税:第一

类为共同降税产品ꎬ包括部分蔬菜和水果等ꎻ第二类为单方降税产品ꎬ中方以纺织品

为主ꎬ巴方以机电产品和有机化工品为主ꎮ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ꎬ两国签署了«中国—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协定»ꎬ并宣布启动服务贸

易谈判ꎬ具体包括货物贸易和投资等内容ꎬ并于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 日起实施ꎮ 根据«中
国—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协定»ꎬ双方将分两个阶段对全部货物产品实施关税减让ꎮ

８３



第一阶段在«中国—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协定»实施 ５ 年内ꎬ双方对占各自税目总数

８５％的产品按照不同幅度实施降税ꎬ其中ꎬ３６％的产品关税在 ３ 年内降至零ꎮ 第二阶

段从«中国—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协定»实施第 ６ 年开始ꎬ目标是使零关税产品占双方

税目数和贸易量的比例均达到 ９０％ ꎮ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中巴签署«服务贸易协定»ꎬ于当年 １０ 月开始生效ꎮ 根据«服务贸易

协定»ꎬ巴方在 ＷＴＯ 承诺基础上ꎬ在 １１ 个主要服务部门的 １０２ 个分部门对中方服务

提供者进一步开放ꎬ包括建筑、电信、金融、分销等ꎮ 中方在 ６ 个主要服务部门的 ２８
个分部门对巴方服务提供者进一步开放ꎬ包括采矿、研发、环保、医院等ꎮ «服务贸易

协定»是双方对外签署的开放程度较高、内容较为全面的服务贸易协定ꎮ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ꎬ中巴签署«中国—巴基斯坦关于修订<自由贸易协定>的议定书»ꎮ

«议定书»对原自贸协定中的货物贸易市场准入及关税减让表、原产地规则、贸易救

济、投资等内容进行了升级和修订ꎬ并新增了海关合作章节ꎮ 其中ꎬ核心内容是在原

自贸协定基础上ꎬ进一步大幅提高两国间货物贸易自由化水平ꎮ «协定书»生效后ꎬ
中巴两国间相互实施零关税产品的税目数比例将从此前的 ３５％ 逐步增加至 ７５％ ꎮ
此外ꎬ双方还将对占各自税目数比例 ５％的其他产品实施 ２０％的部分降税ꎮ

(二)巴基斯坦农业生产和贸易概况
１. 农业生产及对外贸易

巴基斯坦位于南亚ꎬ东与印度比邻ꎬ南面是印度洋ꎬ西与伊朗接壤ꎬ西北和阿富汗

相连ꎬ东北面可通往新疆ꎮ 国土面积 ７９. ６ 万平方公里ꎬ耕地面积 ３０４４ 万公顷ꎬ占土

地面积的 ３９. ５％ ꎮ ２０２１ 年总人口约 ２. ３ 亿ꎬ其中农村人口占 ６１％ ꎻＧＤＰ 达 ３４６３ 亿

美元ꎬ人均 ＧＤＰ 为 １５３８ 美元ꎬ农业 ＧＤＰ 为 ７９５. ４ 亿美元ꎬ占总 ＧＤＰ 的 ２３％ ꎮ 巴基

斯坦主要农作物有小麦、大米、玉米、棉花、甘蔗等ꎬ主要农作物产值占 ＧＤＰ 的 ４.
２％ ꎬ其他农作物产值占 ＧＤＰ 的 ２. ７２％ ꎮ 巴基斯坦牲畜业、林业和渔业产值占 ＧＤＰ
的比重分别为 １１. ６９％ 、０. ４１％和 ０. ４０％ ꎮ 由于地处亚热带ꎬ巴基斯坦水果资源非常

丰富ꎬ素有东方“水果篮”之称ꎬ在平原洼地盛产香蕉、桔子、芒果、番石榴和各种瓜

类ꎬ在山地高原则盛产桃、葡萄、柿子等ꎮ
巴基斯坦主要进口植物油、皮棉、大豆、茶叶、小麦等产品ꎬ出口大米、牛肉、芝麻、

玉米等产品ꎮ ２０２１ 年农产品进口 １１３. ３ 亿美元ꎬ出口 ５５. ２ 亿美元ꎮ
２. 双边农产品贸易

中国与巴基斯坦双边农产品贸易增长迅速ꎮ 中国自巴基斯坦进口农产品从

２００６ 年的 ０. ４６ 亿美元增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９. ８ 亿美元ꎬ进口产品比较集中ꎬ主要为谷物、
水产品和饮品等ꎮ ２０２１ 年ꎬ进口谷物占自巴进口农产品总额的 ４０. ８％ ꎬ水产品占

２０. ４％ ꎬ饮品占 １３. ３％ ꎻꎮ
９３



中国对巴基斯坦出口农产品从 ２００６ 年的 １. ３ 亿美元增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３. ３ 亿美

元ꎬ出口产品也比较集中ꎬ主要包括蔬菜、谷物、调味香料等等ꎮ 蔬菜占中国对巴基斯

坦农产品出口总额的 ３９. ４％ ꎬ谷物占 １１. ５％ ꎬ调味香料占 ６. １％ ꎮ
(三)中国—巴基斯坦自贸区农产品降税模式
具体产品降税安排ꎬ见商务部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协定专题已签订的自贸区

“中国—巴基斯坦”中方关税减让表和巴方关税减让表ꎮ
１. 早期收获计划

中巴早期收获计划于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起实施ꎬ涵盖双方零关税产品和优惠关税

产品ꎮ 如零关税产品和优惠关税产品重叠ꎬ则按低税率执行ꎮ
(１)零关税产品:包括双方关税共同降至零和一方单独降至零的产品ꎮ
共同降至零关税产品:涉及 ５３ 个 ８ 位税目的水果和蔬菜产品ꎬ即 ＨＳ 第 ７ 章的部

分蔬菜ꎬ包括鲜或冷藏的大蒜、莴苣、豆类、蘑菇等ꎻＨＳ 第 ８ 章的部分水果ꎬ包括鲜或

干的芒果、柑橘、菠萝、无花果、鳄梨、番石榴等ꎮ
中方单方面降至零关税产品:包括虫胶、松脂、乙醇等 １０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ꎮ
巴方单方面降至零关税产品:由 ＨＳ 第 ２９ 章的有机化学品和第 ８４ 章的机械机

器产品组成ꎬ不包括农产品ꎮ
早期收获计划规定ꎬ双方将于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起ꎬ３ 年内对«早期收获协定»规

定的零关税产品实施零关税ꎮ 将上述所有零关税产品分为三类ꎬ根据表 ２－１２ 的时

间框架实行降税ꎮ
表 ２－１２　 早期收获计划零关税产品关税减让时间框架

产品类别 不迟于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 不迟于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 不迟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
类别 １ １０％ ５％ ０％
类别 ２ ５％ ０％ ０％
类别 ３ ０％ ０％ ０％

　 　 类别 １:２００５ 年实施的最惠国关税税率高于 １５％的产品ꎬ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前降

至 １０％ ꎬ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前降到 ５％ ꎬ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前降到零ꎮ 中国从巴基斯坦

进口的农产品中属于该类降税模式的有无花果、鳄梨、其他柑橘属水果ꎬ浓度≥８０％
的未改性乙醇、任何浓度的改性乙醇及其他酒精等ꎮ 中国对巴基斯坦出口的 １４ 个 ８
位税号水果属于该类产品ꎮ

类别 ２:对 ２００５ 年实施的最惠国关税税率在 ５％ (含) ~ １５％ (含)的产品ꎬ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前降至 ５％ ꎬ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前降到零ꎮ 中国从巴基斯坦进口的农产品

中属于该类降税模式的有 ３９ 个 ８ 位税号蔬菜ꎬ椰枣、菠萝、番石榴、芒果、柑橘等 １１
个 ８ 位税号水果产品ꎬ虫胶、树脂等 ５ 个 ８ 位税号天然胶脂产品ꎮ 中国对巴基斯坦出

口的 ２４ 个 ８ 位税号蔬菜属于该类产品ꎮ
０４



类别 ３:对 ２００５ 年实施的最惠国关税税率低于 ５％的产品ꎬ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前降

到零ꎮ 中国从巴基斯坦进口的阿魏、乳香、没药和血竭等产品属于该类产品ꎮ
(２)优惠关税产品:对优惠关税产品ꎬ双方以 ２００５ 年最惠国(ＭＦＮ)关税税率为

基础ꎬ从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起ꎬ分别对部分进口产品实施一定比例的关税优惠ꎮ 在优

惠产品与零关税产品出现重叠时ꎬ以税率低者为准ꎬ实施降税ꎮ 例如ꎬ到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ꎬ中国从巴基斯坦进口芒果的优惠关税应为 １０. ６％ ꎬ但由于该产品已经纳入零关

税产品清单ꎬ且属于关税税率为 ５％ (含)—１５％ (含)的产品ꎬ因此应以 ５％的税率征

收关税ꎬ最迟于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征收零关税ꎮ
中方优惠关税产品:中国对巴基斯坦优惠的农产品共涉及 ＨＳ０１－２４、ＨＳ４１ 的

２５６ 个 ８ 位目农产品ꎬ优惠幅度为 ６. ２５％—１００％ ꎬ包括部分鱼、奶粉、部分蔬菜和水

果、茶、大麦、动物肠衣、啤酒、饲用鱼粉、生羊皮、生牛皮等ꎮ 其中对水产品、水果、蔬
菜、茶叶、动物生皮、特殊用途植物和海藻类产品等的优惠幅度大多在 ３０％—５０％之

间ꎮ
巴方优惠关税产品:巴基斯坦对中国优惠的农产品共 ９２ 个 ６ 位目农产品ꎮ 其中

７５ 种为水产品ꎬ优惠减让幅度为 １００％ ꎻ其他为干椰子、椰子油、甘蔗糖蜜、可可豆、丁
香等ꎬ优惠幅度为 ０. ９２％—５０％ ꎮ

２. 自由贸易协定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ꎬ两国政府签署«中国—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协定»ꎮ 根据该

“协定”ꎬ两国将分两个阶段实施降税ꎮ 第一阶段从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开始实施ꎬ在“协定”
生效后 ５ 年内ꎬ双方将占各自税目总数 ８５％的产品分 ６ 类ꎬ以不同的降税幅度降税

(本国别后续部分所指降税方式及类别都为第一阶段)ꎮ 第二阶段ꎬ双方将从“协定”
生效第 ６ 年开始ꎬ在对第一阶段实施情况进行审评的基础上ꎬ通过协商对各自产品实

施第 ２ 阶段降税ꎬ目标是在短时间内ꎬ在照顾双方各自关注的基础上ꎬ使各自零关税

产品占税号和贸易量的比例均达到 ９０％ ꎮ
第一阶段中ꎬ双方降税产品有如下 ６ 类降税方式ꎮ
类别 １:自“协定”生效之日起分 ４ 次削减关税ꎬ并且产品关税应在“协定”生效

后第三年的 １ 月 １ 日降至零ꎮ 每年优惠幅度如下:
类别 生效之日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１ ２５％ ５０％ ７５％ １００％

　 　 类别 ２:自“协定”生效之日起分 ６ 次削减关税ꎬ最终降至 ５％或以下ꎮ 每年优惠

幅度如下:

１４



类别 生效之日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 Ｘ－５
６Ｘ

２(Ｘ－５)
６Ｘ

３(Ｘ－５)
６Ｘ

４(Ｘ－５)
６Ｘ

５(Ｘ－５)
６Ｘ

６(Ｘ－５)
６Ｘ

　 注:Ｘ 指当年最惠国实施税率ꎮ

类别 ３:自“协定”生效之日分 ６ 次削减一半(５０％ )关税ꎮ 每年优惠幅度如下:

类别 生效之日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３ ８％ １６％ ２５％ ３３％ ４１％ ５０％

　 　 类别 ４:自“协定”生效之日起分 ６ 次削减 ２０％关税ꎮ 每年优惠幅度如下:

类别 生效之日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４ ３％ ６％ １０％ １３％ １６％ ２０％

　 　 类别 ５:例外ꎮ
类别 ６:禁止进口ꎮ
其中ꎬ２００６ 年 ＭＦＮ 实施税率为基期税率ꎮ 另外ꎬ早期收获计划中的零关税产品

应继续按规定的降税模式削减关税ꎮ
(１)中方降税模式:第一阶段ꎬ中国将其 １２６２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分为 ５ 类ꎬ采用

５ 种降税方式ꎮ 其中ꎬ列入早期收获计划的产品按照原有规定继续降税ꎮ
类别 １:４ 年内降至零关税ꎮ 共 ２８０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ꎬ包括部分蔬菜和水果、大

麦、大豆、油菜籽、药材、食品工业残渣、饲用鱼粉等ꎬ以及种植用种子、种用活畜禽、鱼
苗、啤酒等已经为零的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２２. ２％ ꎮ

类别 ２:６ 年内关税降至 ０—５％ ꎮ 包括活动物、部分鱼虾蟹、奶粉、黄油、乳酱、干
豆、薯类、香蕉、苹果、梨、咖啡豆及可可、麦芽、冻橙汁、酒精饮料、生猪皮、蚕丝、亚麻

等税率在 ６—１３％的 ２８６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２２. ６％ ꎮ
类别 ３:６ 年内关税削减 ５０％ ꎮ 包括带骨及去骨的鲜冷冻牛肉、冻猪肉、部分鱼、

乳酪及凝乳、部分蔬菜、鲜葡萄、龙眼、茶、海草及藻类等税率在 １２—２０％的 １４１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１１. ２％ ꎮ

类别 ４:６ 年内关税削减 ２０％ ꎮ 包括鲜冷冻羊肉、部分鱼制品、液态奶、猕猴桃、
马铃薯粉、面筋、亚麻籽、葵花籽、肉制品、部分果汁等税率在 １４—２０％的 １３９ 个 ８ 位

税目农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１１％ ꎮ
类别 ５:例外处理ꎮ 包括大米、小麦、玉米、棉花、食糖等关税配额产品ꎬ以及整头

及半头的鲜冷冻牛肉、整头及半头的鲜冷羊肉及猪肉、鲜冷冻家禽杂碎、部分鱼及其

制品、蛋产品、西瓜等部分水果、咖啡、坚果、谷物制品、芝麻、食用植物油、蔬菜及水果

制品、烟草、精油等 ４１６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３３％ ꎮ
(２)巴方降税模式:第一阶段ꎬ巴基斯坦对其 ９２０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采用以下 ６

２４



种降税方式ꎮ
类别 １:４ 年内降至零关税ꎮ 包括活动物、鲜冷冻牛肉和羊肉、鱼、部分蔬菜和水

果、未焙炒咖啡、大麦、花生等部分含油子仁、鱼肝油、可可、生皮、生毛皮等 ２５２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２７. ４％ ꎮ

类别 ２:６ 年内关税降至 ０—５％ ꎮ 包括部分活家禽、牛杂碎、蛋产品、花卉、干豆、
胡萝卜、黄瓜、坚果、部分水果、茶、调味香料、大豆、亚麻籽、油菜籽、食品工业残渣、精
油、蚕丝、羊毛、棉花、亚麻等 ２３３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２５. ３％ ꎮ

类别 ３:６ 年内关税削减 ５０％ ꎮ 包括部分鱼、植物液汁、香肠、蘑菇罐头、菠萝罐

头等 ５１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５. ５％ ꎮ
类别 ４:６ 年内关税削减 ２０％ ꎮ 包括装饰用花、番茄、苹果等部分蔬菜和水果、豆

油、花生油、肉制品、鱼制品、糖及糖食、巧克力等可可制品、面包点心、蔬菜及水果制

品等 ２２１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２４％ ꎮ
类别 ５:例外处理ꎮ 包括禽肉及其杂碎、乳制品、小麦、玉米、稻谷和大米、谷物细

粉、淀粉、棕榈油、玉米油、烟草制品等 １１０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１２％ ꎮ
类别 ６:禁止进口ꎮ 包括生毛皮、活猪和猪肉、兔肉、生猪皮、酒等 ５３ 个 ８ 位税目

农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５. ８％ ꎮ
表 ２－１３　 中国－巴基斯坦自贸区货物贸易降税模式

中方降税模式

类别 降税模式

所有产品 农产品

税目
比例
(％ ) 税目

比例
(％ )

主要农产品

１ 降至零关税
(４ 年内) ２６８１ ３５. ５ ２８０ ２２. ２ 种植用种子、种用活畜禽、鱼苗、啤酒、部分蔬菜和水果、大

麦、大豆、油菜籽、药材、食品工业残渣、饲用鱼粉等

２ 降至 ０－５％
(６ 年内) ２６０４ ３４. ５ ２８６ ２２. ７

活动物、部分鱼虾蟹、奶粉、黄油、乳酱、干豆、薯类、香蕉、苹
果、梨、咖啡豆及可可、麦芽、冻橙汁、酒精饮料、生猪皮、蚕
丝、亚麻等

３
按 ５０％的优
惠幅度削减
(６ 年内)

６０４ ８. ０ １４１ １１. ２ 带骨及去骨的鲜冷冻牛肉、冻猪肉、部分鱼、乳酪及凝乳、部
分蔬菜、鲜葡萄、龙眼、茶、海草及藻类等

４
按 ２０％的优
惠幅度削减
(６ 年内)

５２９ ７. ０ １３９ １１. ０ 鲜冷冻羊肉、部分鱼制品、液态奶、猕猴桃、马铃薯粉、面筋、
亚麻籽、葵花籽、肉制品、部分果汁等

５ 例外 １１３２ １５. ０ ４１６ ３３. ０

大米、小麦、玉米、棉花、食糖等关税配额产品ꎬ以及整头及
半头的鲜冷冻牛肉、整头及半头的鲜冷羊肉及猪肉、鲜冷冻
家禽杂碎、部分鱼及其制品、蛋产品、西瓜等部分水果、咖
啡、坚果、谷物制品、芝麻、食用植物油、蔬菜及水果制品、烟
草、精油等

产品税目合计 ７５５０ １００ １２６２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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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降税模式

类别 降税模式

所有产品 农产品

税目
比例
(％ ) 税目

比例
(％ )

主要农产品

１ 降至零关税
(４ 年内) ２４２３ ３５. ３ ２５２ ２７. ４

活动物、鲜冷冻牛肉和羊肉、鱼、部分蔬菜和水果、未焙炒咖
啡、大麦、花生等部分含油子仁、鱼肝油、可可、生皮、生毛皮
等

２ 降至 ０－５％
(６ 年内) １３３８ １９. ５ ２３３ ２５. ３

部分活家禽、牛杂碎、蛋产品、花卉、干豆、胡萝卜、黄瓜、坚果、
部分水果、茶、调味香料、大豆、亚麻籽、油菜籽、食品工业残
渣、精油、蚕丝、羊毛、棉花、亚麻等

３
按 ５０％的优
惠幅度削减
(６ 年内)

１５７ ２. ３ ５１ ５. ５ 部分鱼、植物液汁、香肠、蘑菇罐头、菠萝罐头等

４
按 ２０％的优
惠幅度削减
(６ 年内)

１７６８ ２５. ８ ２２１ ２４. ０
装饰用花、番茄、苹果等部分蔬菜和水果、豆油、花生油、肉
制品、鱼制品、糖及糖食、巧克力等可可制品、面包点心、蔬
菜及水果制品等

５ 例外 １０２５ １４. ９ １１０ １２. ０ 禽肉及其杂碎、乳制品、小麦、玉米、稻谷和大米、谷物细粉、
淀粉、棕榈油、玉米油、烟草制品等

６ 禁止进口 １４７ ２. １ ５３ ５. ８ 生毛皮、活猪和猪肉、兔肉、生猪皮、酒等

产品税目合计 ６８５８ １００ ９２０ １００
　 注:１. 中国－巴基斯坦自贸协定于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开始实施ꎮ

２. 中国的基期税率为 ２００６ 年的 ＭＦＮ 实施税率ꎬ巴基斯坦为 ２００６ / ０７ 财年 ＭＦＮ 实施税率ꎮ
３. 中巴早期收获计划中的产品继续按早期收获计划规定的降税模式削减关税ꎮ

(四)中国—巴基斯坦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议定书农产品降税模式
１. 中方降税模式

第二阶段ꎬ中国将其 １４６７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分为 ５ 类ꎬ采用 ５ 种降税方式ꎮ
类别 １:继续保持零关税或立即取消关税ꎮ 共 ４０１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ꎮ 包括部

分鲜或冷带鱼、其他冻比目鱼、混合调味香料、其他冻牛杂碎、其他鲜樱桃等等ꎬ占全

部农产品的 ２７. ５％ ꎮ
类别 ２:５ 年内等比例削减至零关税ꎮ 共 ５０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ꎮ 包括部分蔬菜

和水果等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３. ４％ ꎮ
类别 ３:１０ 年内等比例削减至零关税ꎮ 共 ３８２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ꎮ 包括活动物、

部分鱼虾蟹等共 ３８２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２６. ０％ ꎮ
类别 ４:削减基准税率的 ２０％ ꎮ 包括鲜或冷鲳鱼、鲜或冷的海蜇、鲜榅桲等共 ３３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２. ２％ ꎮ
类别 ５:例外处理ꎮ 包括大米、小麦、玉米、棉花、食糖等关税配额产品等 ６０１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４０. ９％ ꎮ
２. 巴方降税模式

第二阶段ꎬ巴基斯坦将其 １１０７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分为 ５ 类ꎬ采用 ５ 种降税方式ꎮ
类别 １:继续保持零关税或立即取消关税ꎮ 共 ６２６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ꎬ包括鲜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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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大眼金枪鱼、马黛茶等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３５. １％ ꎮ 类别 ２:７ 年内降至零关税ꎮ 共

２６０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ꎮ 包括部分肉类产品、鲜的菊花等等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２３.
４％ ꎮ

类别 ３:１５ 年内降至零关税ꎮ 包括各种磨碎或粉化的乳酪、荔枝干等 １２８ 个 ８ 位

税目农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１１. ５％ ꎮ
类别 ４:部分产品降税 ２０％ ꎮ 包括鲜或冷藏的整只鸡、天然蜂蜜、其他低芥子酸

菜子油等税率在 ２０％以上的 １４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１. ２％ ꎮ
类别 ５:例外处理ꎮ 包括冷冻马铃薯、干制洋葱、鲜葡萄等 ７９ 个 ８ 位税目农产

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７％ ꎮ
(五)原产地规则
根据«中国—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协定»原产地规则ꎬ农产品适用完全获得标准和

４０％增值百分比标准ꎮ 总体看ꎬ中国—巴基斯坦自贸区农产品适用的原产地标准与

中国－东盟自贸区基本相同ꎮ

五、中国—新西兰自贸区

(一)自贸区谈判概况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７ 日ꎬ中国与新西兰完成谈判并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新西

兰政府自由贸易协定»ꎬ“协定”于当年 １０ 月生效ꎮ 该“协定”是中国与发达成员签署

的第一个自贸协定ꎬ也是第一个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多个领域的自贸协

定ꎮ 根据“协定”ꎬ新西兰将在 ２０１６ 年前取消全部自中国进口产品关税ꎬ其中ꎬ６３.
６％的产品从“协定”生效时立即实现零关税ꎻ中方将在 ２０１９ 年前取消 ９７. ２％的自新

西兰进口的产品关税ꎬ其中 ２４. ３％ 的产品从“协定”生效时起实现零关税ꎮ 至 ２０１９
年ꎬ协定降税安排均已完成过渡期并全面实施ꎮ 服务贸易方面ꎬ新方在商务、建筑、教
育、环境等 ４ 大部门的 １６ 个分部门做出了高于 ＷＴＯ 的承诺ꎻ中方在商务、环境、体育

娱乐、运输等 ４ 大部门的 １５ 个分部门做出了高于 ＷＴＯ 的承诺ꎮ 此外ꎬ双方还在自然

人移动方面做出了进一步承诺ꎮ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ꎬ中国与新西兰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新西兰政府

关于升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新西兰政府自由贸易协定>的议定书»ꎮ «升级议

定书»进一步扩大货物、服务、投资等领域市场开放ꎬ进一步提升贸易便利化等规则

水平ꎬ还新增电子商务、竞争政策、政府采购、环境与贸易等 ４ 个章节ꎬ更加符合现代

经济与贸易发展的需要ꎮ «升级议定书»使中新两国自贸关系在«中国—新西兰自由

贸易协定»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ＲＣＥＰ)基础上实现了进一步提质增效ꎬ
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ꎬ释放高水平开放政策红利ꎬ促进双边贸易投

资自由化便利化ꎬ不断丰富和充实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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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西兰农业生产和贸易概况
１. 农业生产及对外贸易

新西兰位于太平洋西南部ꎬ是个岛屿国家ꎬ两大岛屿以库克海峡分隔ꎬ南岛邻近

南极洲ꎬ北岛与斐济及汤加相望ꎮ 国土面积 ２６. ３ 万平方公里ꎬ耕地面积 １０ 万平方公

里ꎬ占土地面积的 ３８％ ꎮ ２０２１ 年总人口 ５１２ 万ꎬ其中农村人口占 １３％ ꎻＧＤＰ 达 ２５００
亿美元ꎬ人均 ＧＤＰ 为 ４８８００ 美元ꎬ经济比较发达ꎮ

新西兰是传统农业强国ꎬ农林牧渔等初级产业对 ＧＤＰ 贡献率约为 １１％ ꎬ初级产

业产品出口额约占新西兰货物总出口额的 ８２％ ꎬ是其经济发展支柱产业ꎮ 其中ꎬ畜
牧业是新西兰最大的初级产业门类ꎮ ２０２１ 年ꎬ新西兰牛奶产量 ２２２４ 万吨ꎬ占全球总

产量 ３. ４％ ꎻ全脂奶粉产量 １６１. ５ 万吨ꎬ占全球总产量 ３５. ５％ ꎻ脱脂奶粉产量 ３３ 万

吨ꎬ占全球总产量 ６. ９％ ꎻ黄油产量 ４７ 万吨ꎬ占全球总产量 ４. ２％ ꎻ乳酪产量 ３９ 万吨ꎬ
占全球总产量 １. ８％ ꎮ

在农产品贸易方面ꎬ２０２１ 年ꎬ新西兰全脂奶粉出口量 １６２ 万吨ꎬ居全球首位ꎻ脱
脂奶粉出口量 ３５ 万吨ꎬ占全球出口量比重 １４. ２％ ꎻ黄油出口量 ４３. ５ 万吨ꎬ占全球出

口量比重 ４４. ７％ ꎻ乳酪出口量 ３７. ２ 万吨ꎬ占全球出口量比重 １２. ６％ ꎻ鲜奶出口量 ２７
万吨ꎬ占全球出口量比重 ７. ９％ ꎻ牛肉出口量 ６７. ５ 万吨ꎬ占全球出口量比重 ５. ８％

新西兰农产品出口能力较强ꎬ２０２１ 年出口额达 ３０６. ７ 亿美元ꎬ进口额为 ５９. ３ 亿

美元ꎮ 其中ꎬ畜产品出口占 ６０％左右ꎮ 乳品出口最多ꎬ其他产品主要包括猕猴桃、牛
肉、羊肉、葡萄酒、苹果等ꎮ 进口产品主要有冻猪肉、动物饲料、酒类等产品ꎮ

２. 双边农产品贸易

农产品贸易在中新两国贸易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ꎬ新西兰对中国农产品出口

具有明显优势ꎮ ２００６—２０２１ 年ꎬ中国从新西兰进口农产品自 ７. ３ 亿美元增至 １１３. １
亿美元ꎮ 进口产品比较集中ꎬ主要包括畜产品、水果和水产品ꎮ 畜产品进口占 ２０２１
年中国从新西兰农产品进口总额的 ８３％ ꎻ水果进口占比 ６％ ꎬ水产品进口占比 ４％ ꎮ

中国对新西兰出口农产品较少ꎬ但也呈增长态势ꎬ从 ２００６ 年的 ０. ６ 亿美元增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２. ４ 亿美元ꎮ 出口产品比较分散ꎬ主要包括水产品、蔬菜、粮食制品等ꎬ
２０２１ 年分别占中国对新西兰农产品出口总额的 ２５％ 、１１％ 、８％ ꎬ但缺乏拳头产品ꎮ
中国对新西兰农产品贸易为逆差ꎬ２０２１ 年逆差额约为 １１１ 亿美元ꎮ

(三)中国—新西兰自贸区农产品降税模式
中国—新西兰自贸区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起实施ꎬ２００８ 年为降税第 １ 年ꎮ 新西兰农

产品降税安排在 ２０１２ 年执行完毕ꎬ取消了全部农产品自华进口关税ꎬ具体产品降税

安排ꎬ见商务部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协定专题已签订的自贸区“中国—新西兰”中
方关税减让表和新方关税减让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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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中方降税模式

中国对其 １２７２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采用以下 ９ 种降税方式ꎮ
(１)继续零关税:对种植用种子、种用活畜禽、鱼苗、啤酒等 ９３ 个 ８ 位税目农产

品继续维持零关税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７. ３％ ꎮ
(２)立即零关税:大豆、大麦、食品工业残渣、饲用鱼粉等税率不高于 ５％的 ９１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立即降为零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７. ２％ ꎮ
(３)５ 年内降为零:活动物、禽肉、禽蛋、水产品、花卉、水果、蔬菜、茶、咖啡、药材、

调味香料等税率在 ５％—２０％间的 ８５８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 ５ 年内降为零ꎬ占全部农产

品的 ６７. ５％ ꎮ
(４)６ 年内降为零:燕窝、干果、烟草制品、荔枝、西瓜、蔬菜制品、酱油、味精等税

率在 ２０％以上的 １３３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 ６ 年内降为零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１０. ５％ ꎮ
(５)９ 年内降为零:牛羊肉、橙、柑橘、猕猴桃、橙汁等 ２８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 ９ 年

内降为零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２. ２％ ꎮ
(６)１０ 年内降为零:黄油、鲜乳酪等 ７ 个 ８ 位税目乳品 １０ 年内降为零ꎬ占全部农

产品的 ０. ６％ ꎮ
(７)１２ 年内降税为零:包括奶粉 ４ 个 ８ 位税目乳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０. ３％ ꎮ
(８)例外处理:包括大米、小麦、玉米、棉花、食糖等关税配额产品ꎬ豆油、花生油、

棕榈油等部分食用植物油等 ５２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不进行关税削减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４. １％ ꎮ
(９)增设国别配额:对羊毛等 ６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增设国别配额ꎮ
２. 新方降税模式

新西兰对其 １１６４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采用以下 ３ 种降税方式ꎮ
(１)继续零关税:７７８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继续维持零关税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６６.

８％ ꎮ
(２)立即零关税:鲜冷冻猪肉、奶粉、乳清、调味香料、其他谷物细粉、部分果蔬制

品、烟草等税率不高于 ５％ 的 １４５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立即降为零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１２. ５％ ꎮ
(３)５ 年内降为零:税率在 ６％—７％的产品ꎬ包括家禽、部分虾蟹、酸乳、蜂蜜、谷

物淀粉、部分果蔬制品、杂项食品、葡萄酒、酒精等 ２４１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ꎬ占全部农

产品的 ２０. ７％ ꎮ

７４



表 ２－１４　 中国－新西兰自贸区货物贸易降税模式

中方降税模式

降税方式

所有产品 农产品

税目
比例
(％ ) 税目

比例
(％ )

主要农产品

维持零关税 ６４０ ８. ４ ９３ ７. ３ 种用活畜禽、种植用种子、鱼苗、啤酒等

立即零关税 １２０８ １５. ８ ９１ ７. ２ 税率不高于 ５％的产品ꎬ大豆、大麦、食品工业残渣、饲用鱼
粉等

５ 年内降税为零 ５１０４ ６６. ８ ８５８ ６７. ５ 活动物、禽肉、禽蛋、水产品、花卉、水果、蔬菜、茶、咖啡、药
材、调味香料等

６ 年内降税为零 ４３７ ５. ７ １３３ １０. ５ 燕窝、干果、烟草制品、荔枝、西瓜、蔬菜制品、酱油、味精等

９ 年内降税为零 ３２ ０. ４ ２８ ２. ２ 牛羊肉、橙、柑橘、狝猴桃、橙汁等

１０ 年内降税为零 ７ ０. １ ７ ０. ６ 鲜乳、黄油、乳酪

１２ 年内降税为零 ４ ０. １ ４ ０. ３ 奶粉

例外处理 ２０５ ２. ７ ５２ ４. １ 大米、小麦、玉米、棉花、食糖等关税配额产品、部分植物油

增设国别配额 ９ ０. １ ６ ０. ５ 羊毛(关税配额产品)
产品税目合计 ７６４６ １００ １２７２ １００

新方降税模式

降税方式

所有产品 农产品

税目
比例
(％ ) 税目

比例
(％ )

主要农产品

维持零关税 ４２２３ ５８. １ ７７８ ６６. ８ 大部分农产品

立即零关税 ４１６ ５. ７ １４５ １２. ５ 税率 ５％的产品ꎬ鲜冷冻猪肉、奶粉、乳清、调味香料、其他谷
物细粉、部分果蔬制品、烟草等

５ 年内降税为零 １９６８ ２７. １ ２４１ ２０. ７ 税率 ６－７％的产品ꎬ家禽、部分虾蟹、酸乳、蜂蜜、谷物淀粉、
部分果蔬制品、杂项食品、葡萄酒、酒精等

６ 年内降税为零 ８６ １. ２ － －
７ 年内降税为零 ４６６ ６. ４ － －
９ 年内降税为零 １１４ １. ６ － －
产品税目合计 ７２７３ １００ １１６４ １００

　 注:中国－新西兰自贸区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实施ꎻ降税期以 ２００８ 年为第 １ 年ꎮ

(四)中方主要农产品降税方式
１. 谷物及其制品

小麦、玉米、稻谷和大米 ３ 种关税配额产品实行例外处理ꎬ不进行关税削减ꎻ黑
麦、大麦、燕麦等其他税率在 ２％—３％的谷物立即降税为零ꎮ 谷物制品中ꎬ黑麦细粉

(５％ )等其他谷物细粉立即降税为零ꎻ麦芽(１０％ )、玉米淀粉(２０％ )、面筋(１８％ )等
其他谷物制品基本在 ２０１２ 年降税为零ꎮ

２. 棉花

实行例外处理ꎬ不进行关税削减ꎮ
３. 食用油籽及植物油

食用油籽中ꎬ大豆关税由 ３％立即降税为零ꎻ税率在 ９％—１５％的花生、油菜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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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麻籽、葵花籽、芝麻等产品 ２０１２ 年降税为零ꎮ 植物油(９％—２０％ )中ꎬ豆油、花生

油、棕榈油、菜子油等实行例外处理ꎬ不进行关税削减ꎻ其他食用油如油橄榄油、椰子

油、芝麻油等产品 ２０１２ 年降税为零ꎮ
４. 食糖

实行例外处理ꎬ不进行关税削减ꎮ
５. 肉产品

活动物(１０％ )全部在 ２０１２ 年降为零ꎻ牛羊肉及其杂碎在 ２０１６ 年降为零ꎻ猪肉和

禽肉及其杂碎 ２０１２ 年降为零ꎻ其他灵长目、鲸类哺乳动物等的肉及杂碎 ２０１２ 年降为

零ꎻ动物制品 ２０１１ 年降为零ꎮ
６. 禽蛋

２０１２ 年降为零ꎮ
７. 乳品

乳清、酸乳、乳酱等 ２０１２ 年降为零ꎻ黄油、鲜乳酪、液态奶等 ２０１７ 年降为零ꎻ奶粉

２０１９ 年降为零ꎮ 此外ꎬ中国还对从新西兰进口的乳品实行特殊保障措施(“协定”附
件二)和中期审议机制(“协定”附件三)ꎮ 其中ꎬ可以实行特殊保障措施的产品为

２０１７ 年、２０１９ 年降税为零的乳品ꎻ实行中期审议机制的产品为奶粉ꎮ
８. 水产品

２０１２ 年降为零ꎻ其中税率不超过 ５％的部分冻虾蟹及其制品、饲料用鱼粉(２％ )
等立即降为零ꎮ

９. 蔬菜和水果

蔬菜(１０％—１３％ )在 ２０１２ 年降为零ꎻ蔬菜制品及水果制品(５％—３０％ )基本在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降为零ꎻ鲜苹果(１０％ )、香蕉(１０％ )、梨(１０—１２％ )、葡萄(１３％ )、菠
萝(１２％ )在 ２０１２ 年降为零ꎻ其他大部分水果(１０％—３０％ )在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降为零ꎻ
柑橘(１２％ )、橙(１１％ )、柠檬(１１％ )、猕猴桃(２０％ )在 ２０１６ 年降为零ꎮ 大部分果汁

(１５％—２０％ )２０１２ 年降为零ꎻ番茄汁(３０％ )２０１３ 年降为零ꎻ橙汁(７. ５％—３０％ )
２０１６ 年降为零ꎮ

１０. 羊毛

对从新西兰进口的羊毛(６ 个税目)实行例外处理ꎬ但增设国别配额(“协定”附
件四)ꎮ

１１. 咖啡和茶

咖啡(８％—１５％ )基本在 ２０１２ 年降为零ꎻ茶(１５％ )和马黛茶(１０％ )都在 ２０１２
年降为零ꎮ

１２. 烟草和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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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美思酒(６５％ )和酒精(３０％—４０％ )２０１３ 年降为零ꎻ葡萄酒(１４％—２０％ )及

其他酒类(１０％ )２０１２ 年降为零ꎮ 烟草(１０％ )关税 ２０１２ 年降为零ꎻ烟草制品(２５％ ꎬ
５７％ )２０１３ 年降为零ꎮ

１３. 生皮

牛皮(５％—８. ４％ ) 立即或于 ２０１２ 年降为零ꎻ马皮 (５％ ) 立即降为零ꎻ羊皮

(７％—１４％ )２０１２ 年或 ２０１６ 年降为零ꎻ猪皮(９％ )及其他生皮(９％ ꎬ１４％ )２０１２ 年降

为零ꎮ
１４. 坚果及花卉

坚果基本在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降为零ꎮ 花卉(５％—２３％ )中ꎬ税率低于 ５％的产品立

即降为零ꎻ其他都在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降为零ꎮ
(五)新方主要农产品降税方式
新方大部分农产品已于 ２００８ 年取消关税ꎬ家禽、部分虾蟹、酸乳、蜂蜜、谷物淀

粉、部分果蔬制品、杂项食品、葡萄酒、酒精等 ２０１２ 年取消关税ꎮ
(六)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议定书农产品降税方式
在中新自贸协定中ꎬ双方在货物贸易市场准入领域已经实现高水平自由化ꎬ新方

对自中方进口的 １００％的产品实施零关税ꎬ中方对自新方进口的 ９７％的产品实施零

关税ꎮ 在«升级议定书»中ꎬ中国对自新进口部分木材纸制品实施零关税ꎬ主要包括

木纤维板、餐巾纸、书写纸、牛皮纸、胶粘纸、纸板及纸制标签等ꎬ不涉及农产品ꎮ
(七)原产地规则
根据«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原产地规则ꎬ农产品适用完全获得标准、税目

改变标准、区域价值成分标准等ꎮ
１. 完全获得标准

适用完全获得标准的产品包括第一章活动物、第十章谷物产品、税目 ２２０１ 的水

和汽水、税目 ５００１ 的桑蚕、税目 ５００２ 的生丝、税目 ５００３ 的废丝、税目 ５１０３ 的废羊毛

等ꎮ
２. 税目改变标准

适用税目改变标准的农产品种类较多ꎬ范围广泛ꎬ具体涉及以下产品:第二章肉

及食用杂碎、第三章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第四章乳品、蛋
品、天然蜂蜜及其他食用动物产品、第五章其他动物产品、第六章活树及其他活植物、
第七章食用蔬菜、根及块茎、第八章食用水果及坚果、柑橘属水果或甜瓜的果皮、第九

章茶、马黛茶及调味香料、第十一章制粉工业产品、第十二章含油子仁及果实、杂项子

仁及果实、工业用或药用植物、稻草、秸秆及饲料、第十三章虫胶、树胶、树脂及其他植

物液汁、第十四章编结用植物材料、第十五章动植物油脂及分解产品、第十六章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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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的制品、第十七章糖及糖食、第十八章

可可及可可制品、第十九章谷物、粮食粉、淀粉或乳的制品、第二十章蔬菜、水果、坚果

或植物其他部分的制品、第二十一章杂项食品、第二十二章饮料、酒及醋、第二十三章

食品工业的残渣及废料和配制的动物饲料、第二十四章烟草及烟草代用品的制品、第
四十一章生皮及皮革、第四十三章毛皮、人造毛皮及制品、第五十一章羊毛、动物细毛

或粗毛、马毛纱线及其机织物等ꎮ
３. 区域价值成分标准

橙油(３３０１１２)适用不低于 ５０％区域价值成分标准ꎬ其他薄荷油(３３０１２５)适用不

低于 ３０％区域价值成分标准ꎮ
４. 税目改变标准及区域价值成分标准的混合标准

未浸除咖啡碱咖啡(０９０１２１)、已浸除咖啡碱咖啡(０９０１２２) 和其他咖啡产品

(０９０１９０)适用税目改变标准ꎬ且区域价值成分不低于 ４０％ ꎻ未梳的棉花(５２０１)、已梳

的棉花(５２０３)适用税目改变标准ꎬ且区域价值成分不低于 ５０％ ꎮ
六、中国—智利自贸区

(一)自贸区谈判概况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中智两国启动自贸区谈判ꎬ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正式签署«中国—智

利自由贸易协定»ꎬ并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１ 日开始生效ꎮ “协定”涵盖货物贸易及经济、
中小企业、文化、教育、科技、环境保护、劳动和社会保障、知识产权、投资促进、矿产和

工业等领域相关合作内容ꎮ 根据“协定”ꎬ占中方税目 ９７. ２％ 的 ７３３６ 个产品和占智

利税目 ９８. １％的 ７７５０ 个产品将于 １０ 年内分阶段取消关税ꎬ其中中国 ４７５３ 种产品的

关税将在协定生效后 ２ 年内降为零ꎻ智利 ５８９１ 种产品将在 ２００７ 年降为零关税ꎮ 为

促进两国在服务、投资领域的合作ꎬ双方分别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签署了关

于服务贸易和关于投资的补充协定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ꎬ中智双方签署中国―智利自贸区升级谈判成果文件———

«关于修订<自由贸易协定>及<自由贸易协定关于服务贸易的补充协定>的议定

书»ꎮ «议定书»于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 日正式生效实施ꎮ 这是中国继中国－东盟自贸区升

级后实施的第二个自贸区升级协定ꎬ也是中国与拉美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区升级

协定ꎮ «议定书»将进一步发掘双边经贸合作潜力ꎬ提升两国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

平ꎬ充实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ꎬ对进一步深化中国与拉美国家经贸合作具有重要意

义ꎮ
«议定书»生效后ꎬ中方将在 ３ 年内对智方逐步取消部分木制品关税ꎬ智方将对

中方立即取消纺织服装、家电、蔗糖等产品关税ꎬ双方相互实施零关税的产品将达到

约 ９８％ ꎬ中智自贸区将成为迄今中国货物贸易开放水平最高的自贸区ꎮ 服务贸易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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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ꎬ双方在原有服务贸易补充协定的基础上ꎬ进一步扩大和提升服务贸易承诺部门的

数量和水平ꎮ 中方在商业法律服务、娱乐服务、分销等 ２０ 多个部门进一步开放ꎬ智方

在快递、运输、建筑等 ４０ 多个部门做出更高水平的开放承诺ꎮ 此外ꎬ«议定书»还对

原产地规则、经济技术合作章节进行修订和补充ꎬ并新增电子商务、竞争、环境与贸易

等规则议题ꎮ

(二)智利农业生产和贸易概况
１. 农业生产及对外贸易

智利位于南美洲西南部ꎬ安第斯山脉西麓ꎮ 东同阿根廷为邻ꎬ北与秘鲁、玻利维

亚接壤ꎬ西临太平洋ꎬ南与南极洲隔海相望ꎮ 海岸线总长约 １ 万公里ꎮ 国土面积 ７４.
４ 万平方公里ꎬ耕地面积 １５. ７ 万平方公里ꎬ占土地面积的 ２１. １％ ꎮ ２０２１ 年总人口

１９２１ 万ꎬ其中农村人口占 １２％ ꎻＧＤＰ 达 ３１７０ 亿美元ꎬ人均 ＧＤＰ 为 １６５００ 美元ꎬ农业

ＧＤＰ 占总 ＧＤＰ 的 ３. ３％ ꎮ
水产品、水果和葡萄酒是智利三大优势特色农产品ꎮ 智利拥有广阔的海洋专属

经济区和丰富的渔业资源ꎬ是全球鲑鱼和鱼粉等水产品主产国ꎮ ２０１９ 年智利水产品

产量 ３７８. ４ 万吨ꎬ占全球总产量的 １. ８％ ꎻ智利也是全球葡萄酒主产地ꎬ产量位居南

美第二、全球第八ꎮ ２０１９ 年产量 １１９. ４ 万吨ꎬ占全球总产量的 ４. ４％ ꎮ 此外ꎬ智利还

是重要的水果生产国ꎬ主要生产苹果、葡萄和樱桃等ꎮ ２０２１ 年智利苹果产量 １０９ 万

吨ꎬ占全球总产量的 １. ３％ ꎻ鲜食葡萄产量 ８１ 万吨ꎬ占全球总产量的 ３. ２％ ꎻ樱桃产量

３９. ７ 万吨ꎬ占全球产量的 ９. ９％ ꎮ
智利农产品贸易长期顺差ꎬ２０２１ 年出口额 １８８. ５ 亿美元ꎬ进口额 ７７. ７ 亿美元ꎬ

顺差 １１０. ８ 亿美元ꎮ 主要出口水产品、水果和葡萄酒ꎬ进口肉类、谷物、饼粕、乳制品

和食用植物油等ꎮ 主要贸易伙伴为美国、中国、阿根廷、巴西和日本ꎮ
２. 双边农产品贸易

智利农业资源丰富ꎬ部分农产品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ꎮ 中国自智利进口农产品

从 ２００６ 年的 ３. ５ 亿美元增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３９. ４ 亿美元ꎮ 进口产品比较集中ꎬ主要是水

果、畜产品、水产品和饮品ꎬ２０２１ 年的进口额分别为 ２４ 亿美元、７. ３ 亿美元、３. ９ 亿美

元和 ３. ３ 亿美元ꎬ分别占从智利进口农产品总额的 ６１％ 、１９％ 、１０％和 ８％ ꎮ 其中ꎬ进
口的水果主要有樱桃和葡萄等ꎻ畜产品主要有猪肉、鸡产品和牛肉等ꎻ水产品主要有

饲用鱼粉和鲑鱼等ꎻ饮品主要有葡萄酒ꎮ
中国对智利出口农产品从 ２００６ 年的 ０. ２ 亿美元增长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５ 亿美元ꎮ 出

口农产品比较分散ꎬ主要是水产品和蔬菜ꎬ２０２１ 年分别占对智利出口农产品总额的

５８％和 ９％ ꎮ 其中ꎬ水产品主要是小虾及对虾、鲭鱼等ꎬ蔬菜主要为大蒜和番茄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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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协定农产品降税模式
中国—智利自贸区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起实施ꎬ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第 ２ 次降税ꎬ２０１５

年双方货物降水安排执行结束ꎬ智利 ９８％的农产品对中国取消关税ꎮ 具体产品降税

安排ꎬ见商务部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协定专题已签订的自贸区“中国—智利”ꎮ
１. 中方降税模式

中国对其 １２４４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采用以下 ５ 种降税方式ꎮ
(１)继续零关税:种植用种子、种用活畜禽、鱼苗、啤酒等 ９８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

继续维持零关税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７. ９％ ꎮ
(２)立即零关税:包括大麦、干豆、药材、黑大豆等其他大豆、食品工业残渣、亚

麻、大麻等 １４１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１１. ３％ ꎮ
(３)２ 年内降税为零:包括活猪、活家禽、部分冻虾蟹、红茶、蔬菜、生丝、废棉等

２８６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２３％ ꎮ
(４)５ 年内降税为零:包括大部分猪牛羊肉、禽肉及其杂碎、大部分鱼、部分坚果、

花茶、调味香料等 ２９７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２３. ９％ ꎮ
(５)１０ 年内降税为零:包括部分鱼肉制品、液态奶、奶粉、鲜苹果、梨、葡萄等部分

水果、黄大豆、烟草、葡萄酒、饲用鱼粉等 ３６４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２９. ３％ ꎮ
(６)例外处理:大米、小麦、玉米、棉花、食糖等关税配额产品ꎬ以及豆油、花生油、

棕榈油等部分食用植物油等 ５８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不进行关税削减ꎬ占全部农产品税

目总数的 ４. ７％ ꎮ
２. 智方降税模式

智利对其 １５０９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采用以下 ４ 种降税方式ꎮ
(１)立即零关税:大部分农产品在协定生效日立即降税为零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９４. ５％ ꎮ
(２)５ 年内降税为零:包括硬粒小麦、淀粉、生皮、食用植物油等 ５３ 个 ８ 位税目产

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３. ５％ ꎮ
(３)１０ 年内降税为零:包括大米细粉、裙带菜、琼脂、糊精及胶等 ５ 个 ８ 位税目产

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０. ３％ ꎮ
(４)例外处理:稻谷及大米、小麦粉、糖及糖食 ２５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不进行关税

削减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１. ７％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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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１５　 中国－智利自贸区货物贸易降税模式

中方降税模式

降税
年份

降税方式

所有产品 农产品

税目
比例
(％ ) 税目

比例
(％ )

主要农产品

第 １ 年 维持零关税 ６３８ ８. ５ ９８ ７. ９ 种用活畜禽、种植用的种子、鱼苗、啤酒等

第 １ 年 立即零关税 ２１６８ ２８. ７ １４１ １１. ３ 大麦、干豆、药材、黑大豆等其他大豆、食品工业残渣、亚
麻、大麻等

第 ２ 年
２ 年内

降税为零
１９４７ ２５. ８ ２８６ ２３. ０ 活猪、活家禽、部分冻虾蟹、红茶、蔬菜、生丝、废棉等

第 ５ 年
５ 年内

降税为零
９７３ １２. ９ ２９７ ２３. ９ 大部分猪牛羊肉、禽肉及其杂碎、大部分鱼、部分坚果、花

茶、调味香料等

第 １０ 年
１０ 年内
降税为零

１６１０ ２１. ３ ３６４ ２９. ３ 部分鱼肉制品、液态奶、奶粉、鲜苹果、梨、葡萄等部分水
果、黄大豆、烟草、葡萄酒、饲用鱼粉等

关税不削减 ２１４ ２. ８ ５８ ４. ７ 大米、小麦、玉米、棉花、食糖等关税配额管理产品及部分
植物油等

产品税目合计 ７５５０ １００ １２４４ １００

智方降税模式

降税
年份

降税方式

所有产品 农产品

税目
比例
(％ ) 税目

比例
(％ )

主要农产品

第 １ 年 维持零关税 ３５ ０. ４ ０ ０. ０ 无

第 １ 年 立即零关税 ５８５６ ７４. １ １４２６ ９４. ５ 大部分农产品

第 ５ 年
５ 年内

降税为零
１０４８ １３. ３ ５３ ３. ５ 硬粒小麦、淀粉、生皮、食用植物油等

第 １０ 年
１０ 年内
降税为零

８１１ １０. ３ ５ ０. ３ 大米细粉、裙带菜、琼脂、糊精及胶等

关税不削减 １５２ １. ９ ２５ １. ７ 稻谷及大米、小麦粉、糖及食糖

产品税目合计 ７９０２ １００ １５０９ １００

(四)中方主要农产品降税方式
１. 谷物及其制品:小麦、玉米、稻谷和大米实行例外处理ꎬ不进行关税削减ꎻ黑麦、

大麦、燕麦等其他税率在 ２％—３％ 的谷物立即降税为零ꎮ 谷物制品中ꎬ加工燕麦

(２０％ ꎬ为基础税率ꎬ以下同)、麦芽(１０％ )、马铃薯粉片(１５％ )等 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ꎬ其
他谷物制品基本在 ２０１０ 年降为零ꎮ

２. 棉花:实行例外处理ꎬ不进行关税削减ꎮ
３. 食用油籽及植物油:黄大豆(３％ )、油菜籽(９％ )、葵花籽(９％ )等 １０ 年降税为

零ꎬ花生(１５％ )等其他油籽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 年降为零ꎮ
豆油、花生油、棕榈油、菜子油、玉米油等产品实行例外处理ꎬ不进行关税削减ꎻ油

橄榄油等在 ２０１０ 年降为零ꎬ其他植物油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 年降为零ꎮ
４. 食糖:实行例外处理ꎬ不进行关税削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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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肉产品:活动物全部在 ２００７ 或 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ꎻ猪牛羊肉、禽肉及其杂碎、动物

制品等全部在 ２０１０ 或 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ꎮ
６. 禽蛋:禽蛋类产品(２０％ )基本在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 年降为零ꎻ其中干的其他去壳禽

蛋在 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ꎮ
７. 乳品:乳清(６％ )立即降税为零ꎻ乳酱(１０％ )和粉化乳酪(１２％ )２００７ 年降为

零ꎻ蓝纹乳酪(１５％ )等其他乳酪 ２０１０ 年降为零ꎻ黄油、鲜乳酪、液态奶、奶粉等产品

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ꎮ
８. 水产品:活鱼、鱼产品等大部分水产品 ２０１０ 或 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ꎻ部分冻虾蟹

２００７ 年降为零ꎻ饲用鱼粉 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ꎮ
９. 蔬菜和水果:蔬菜 ２００７ 年降为零ꎻ蔬菜制品 ２０１０ 或 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ꎮ 水果中ꎬ

菠萝 (１２％ ) ２０１０ 年降为零ꎻ鲜苹果 (１０％ )、香蕉 (１０％ )、梨 (１０—１２％ )、葡萄

(１３％ )、柑橘(１２％ )、猕猴桃(２０％ )等 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ꎮ 其他大部分水果、水果制品

和果汁在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 或 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ꎮ 冷冻橙汁(７. ５％ )立即降税为零ꎮ
１０. 羊毛:实行例外处理ꎬ不进行关税削减ꎮ
１１. 咖啡和茶:未焙炒咖啡(８％ )立即取消关税ꎻ咖啡豆(２％ )２００７ 年降为零ꎻ已

焙炒咖啡(１５％ )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ꎮ 绿茶(１５％ )２０１０ 年降税为零ꎻ红茶(１５％ )和马黛

茶(１０％ )２００７ 年降税为零ꎮ
１２. 烟草和酒类:酒精(３０％—４０％ ) ２００７ 或 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ꎻ葡萄酒(１４％—

２０％ )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ꎻ其他酒类 (１０％ ) ２００７ 或 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ꎮ 全部烟草产品

(１０％—５７％ )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ꎮ
１３. 生皮:牛皮(５％—８. ４％ )立即或 ２００７ 年降为零ꎻ马皮(５％ )立即降税为零ꎻ

羊皮(７％—１４％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２０１０ 年或 ２０１５ 年内降为零ꎻ猪皮(９％ )２００７ 年降为

零ꎻ其他生皮(９％—１４％ )２００７ 或 ２０１０ 年降为零ꎮ
１４. 坚果及花卉:坚果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 或 ２０１５ 年取消关税ꎮ 花卉大部分 ２０１０ 或 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ꎮ
(五)智方主要农产品降税方式
稻谷及大米、小麦粉、糖及糖食为例外产品ꎬ大米细粉、裙带菜、琼脂、糊精及植物

胶液等 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ꎬ其他农产品 ２０１０ 年都已降为零ꎮ

(六)中智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农产品降税方式
«议定书»生效后ꎬ中方将在 ３ 年内对智方逐步取消部分木制品关税ꎬ不涉及农

产品ꎻ智方将对中方立即取消纺织服装、家电、蔗糖等产品关税ꎬ其中涉及的农产品包

括蔗糖等ꎬ涉及产品的 ８ 位数海关编码分别为:１７０２１９００、１７０２４０００、１７０２５０００、
１７０２９０１０ꎮ 相关产品将在议定书生效后关税立即降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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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原产地规则
根据«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协定»原产地规则ꎬ农产品适用完全获得标准、税目

改变标准、区域价值成分标准和产品特定原产地标准ꎮ
产品特定原产地标准大多为税目改变标准ꎬ其中第一至十六章相关产品适用章

改变标准ꎻ第十七至十九章加工农产品适用四位税目改变标准ꎻ其余适用“章改变标

准＋４０％ (或 ５０％ )区域价值成分标准”ꎬ其中第二十章蔬菜、水果、坚果或植物其他

部分的制品、第二十一章杂项食品、第二十二章饮料、酒及醋、第二十三章食品工业的

残渣及废料和配制的动物饲料、第二十四章烟草及烟草代用品的制品、第三十五章蛋

白类物质、改性淀粉、胶和酶、第五十一章羊毛、动物细毛或粗毛、第五十二章棉花

(未梳的棉花、废棉和已梳的棉花)适用“章改变标准＋５０％区域价值成分标准”ꎮ
七、中国—秘鲁自贸区

(一)自贸区谈判概况
中国—秘鲁自贸区谈判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７ 日启动ꎮ 经过 ８ 轮谈判和一次工作组

会议ꎬ双方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８ 日签署«中国—秘鲁自由贸易协定»ꎬ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
日实施ꎮ “协定”是中国与拉美国家达成的第一个一揽子的全面自贸协定ꎬ是两国关

系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ꎮ
中秘两国经济互补性强ꎬ近年来经贸关系发展迅速ꎮ “协定”覆盖领域广、开放

水平高ꎬ双方将对各自 ９０％ 以上的产品分阶段实施零关税ꎬ携手迈入了“零关税时

代”ꎮ 中方轻工、电子、家电、机械、汽车、化工、蔬菜、水果等众多产品和秘方的鱼粉、
矿产品、水果、鱼类等产品都将从降税安排中获益ꎮ

服务贸易方面ꎬ双方将在各自对 ＷＴＯ 承诺的基础上ꎬ相互进一步开放服务部

门ꎮ 秘鲁将在包括研发、租赁、技术测试和分析、农业、采矿、快递、导游等 ９０ 个部门

进一步对中国开放ꎻ中方将在采矿、管理咨询、研发、翻译和口译、体育、旅游等 １６ 个

部门进一步对秘鲁开放ꎮ
(二)秘鲁农业生产和贸易概况
１. 农业生产及对外贸易

秘鲁位于南美洲西部ꎬ北邻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ꎬ东与巴西和玻利维亚接壤ꎬ南
接智利ꎬ西濒太平洋ꎮ 国土面积约 １２８ 万平方公里ꎬ耕地面积 ２４. ５ 万平方公里ꎬ占土

地面积的 １９％ ꎮ ２０２１ 年总人口 ３３３６ 万ꎬ其中农村人口约占 ２２％ ꎻＧＤＰ 达 ２２３３ 亿美

元ꎬ人均 ＧＤＰ 为 ６７００ 美元ꎬ农业 ＧＤＰ 占总 ＧＤＰ 的 ７. ７％ ꎮ
与大多数拉美国家一样ꎬ秘鲁还保持着传统农业和现代出口农业并存的二元农

业格局ꎮ 粮食以生产传统农作物水稻、马铃薯、玉米、木薯、藜麦等为主ꎬ供国内消费ꎮ
总体来说ꎬ粮食不能自给ꎬ需要进口ꎮ 经济作物以生产甘蔗、咖啡为主ꎬ其中甘蔗是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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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农业产量最大的品种ꎮ 蔬菜以生产洋葱、芦笋等为主ꎬ其中芦笋产量位居世界前

列ꎮ 拥有长达 ２２５４ 公里的海岸线ꎬ渔业资源十分丰富ꎮ 渔业生产和出口位居世界前

列ꎬ有 ８００ 余种鱼类ꎬ主要是鳀鱼ꎬ其次为鳕鱼、沙丁鱼、鲭鱼等ꎮ 秘鲁是世界主要的

鱼粉、鱼油生产国和出口国ꎮ 另外ꎬ秘鲁的林业资源十分丰富ꎮ 森林主要分布在东部

地区ꎬ面积达 ８０００ 万公顷ꎬ在南美洲仅次于巴西ꎮ
２０２１ 年ꎬ秘鲁农产品出口额达 １２６ 亿美元ꎬ进口 ６９ 亿美元ꎮ 主要出口产品包括

水产品、鲜葡萄、咖啡、芦笋等ꎻ主要进口玉米、豆油、小麦、豆粕等农产品ꎮ
２. 双边农产品贸易

中秘双边农产品贸易发展迅速ꎮ 中国从秘鲁进口农产品自 ２００６ 年的 ６. ３ 亿美

元增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２４. ８ 亿美元ꎻ出口从 ０. １ 亿美元增至 １. ３ 亿美元ꎮ 中国从秘鲁进

口农产品高度集中ꎬ主要为水产品和水果ꎬ２０２１ 年上述产品分别占中国从秘鲁进口

农产品总额的 ８１％和 １６％ ꎮ
中国对秘鲁出口农产品比较分散ꎬ主要包括水产品、糖料及糖、蔬菜等ꎬ分别占中

国对秘鲁农产品出口总额的 ２８％ 、１２％ 、６％ ꎮ

(三)中国－秘鲁自贸区农产品降税模式
中国—秘鲁自贸区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起实施ꎬ２０１０ 年为降税第 １ 年ꎮ 具体产品降税

安排ꎬ见商务部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协定专题—已签订的自贸区—“中国—秘

鲁”的中方关税减让表和秘方关税减让表ꎮ
１. 中方降税模式

中国对其 １２８４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采用以下 １１ 种降税方式ꎮ
(１)Ａ１ 类:继续维持零关税ꎮ 农产品有种植用种子、种用活畜禽、鱼苗、啤酒等

９４ 个 ８ 位税目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７. ３％ ꎮ
(２)Ａ２ 类:立即实施零关税ꎮ 包括活猪、活家禽、干豆、药材、大麦、食品工业残

渣、生牛皮、蚕丝、亚麻、大麻等 ２８７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２２. ４％ ꎮ
(３)Ｂ 类:５ 年内降为零ꎮ 包括鸡肉及其杂碎、部分鱼、蔬菜、菠萝、玉米淀粉等

２２３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１７. ４％ ꎮ
(４)Ｃ 类:１０ 年内降为零ꎮ 包括其他家禽及动物的肉和杂碎、部分鱼及其制品、

液态奶、酸乳、禽蛋、苹果、梨等大部分水果、茶、谷物制品、动物制品、蔬菜制品、杂项

食品、精油等 ５０８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３９. ６％ ꎮ
(５)Ｄ 类:例外处理ꎮ 包括大米、小麦、玉米、食糖、棉花、羊毛等关税配额产品ꎬ

豆油、花生油、棕榈油等部分食用植物油ꎬ以及咖啡、花生酱、烟草、部分生羊皮等 １０１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７. ９％ ꎮ

(６)Ｆ 类:８ 年内降为零ꎮ 包括橙、柠檬等 １３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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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１％ ꎮ
(７)Ｇ 类:１２ 年内降为零ꎮ 包括裙带菜、紫菜、麒麟菜、葡萄汁、味美思酒等 ２４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１. ９％ ꎮ
(８)Ｈ 类:１５ 年内降为零ꎮ 包括整头及半头的牛肉和绵羊肉、磨碎和加工乳酪、

葡萄酒等 １２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０. ９％ ꎮ
(９)Ｉ 类:１７ 年内降为零ꎮ 包括带骨及去骨的牛肉和绵羊肉、奶粉、橄榄等 ２０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１. ６％ ꎮ
(１０)Ｋ 类:７ 年降为零(第一年关税降为 ７. ８％ ꎬ此后每年削减 １. ３％ )ꎮ 包括 １

个 ８ 位税目的鲜葡萄产品ꎮ
(１１)Ｌ 类:７ 年降为零(第一年关税降为 １. ２％ ꎬ此后每年削减 ０. ２％ )ꎮ 包括 １

个 ８ 位税目的饲用鱼粉ꎮ
２. 秘方降税模式

秘鲁农产品有 ０、９％ 、１７％ 、２０％四种税率ꎬ对其 １１３５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采用以

下 ９ 种降税方式ꎮ
(１)Ａ１ 类:继续维持零关税ꎮ 包括种用活畜禽、种植用种子、初榨的豆油、花生

油等部分植物油、食品工业残渣、蚕丝、亚麻、大麻等 ２１２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ꎬ占全部

农产品的 １８. ７％ ꎮ
(２)Ａ２ 类:立即实施零关税ꎮ 包括水产品、花卉、蔬菜、水果、坚果、咖啡、部分植

物油、糖、杂项食品、生皮及生毛皮、废棉等 ６１３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５４％ ꎮ
(３)Ｂ 类:５ 年内降为零ꎮ 包括羊肉、猪杂碎、其他禽肉及其杂碎、苹果、梨、花茶、

玉米、香肠、果酱、水果罐头、果汁、饮料、葡萄酒、烟草、羊毛、棉花等 １６９ 个 ８ 位税目

农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１４. ９％ ꎮ
(４)Ｃ 类:１０ 年内降为零ꎮ 包括猪肉、冻牛杂碎、鸡肉及其杂碎、乳清、红茶、玉米

粉、苹果汁、糖食等 ８５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７. ５％ ꎮ
(５)Ｇ 类:１２ 年内降为零ꎮ 包括带骨及去骨的牛肉、鲜冷牛杂碎、其他动物制品

等 ５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０. ４％ ꎮ
(６)Ｈ 类:１５ 年内降为零ꎮ 包括整头及半头的牛肉、液态奶、酸乳、黄油、冰淇淋

等 ２２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１. ９％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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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Ｊ１ 类①:１７ 年内降为零ꎮ 包括 ４ 个 ８ 位税目的稻谷及大米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０. ４％ ꎮ
(８)Ｊ２ 类②:１７ 年内降为零ꎮ 包括 ３ 个 ８ 位税目的鲜冷冻鸡块及其杂碎、鸡肉罐

头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０. ３％ ꎮ
(９)Ｊ３ 类③:１７ 年内降为零ꎮ 包括 ２２ 个 ８ 位税目的奶粉、乳酪及凝乳ꎬ占全部农

产品的 １. ９％ ꎮ
表 ２－１６　 中国－秘鲁自贸区货物贸易降税模式

中方降税模式

产品
类别

降税方式

所有产品 农产品

税目
比例
(％ ) 税目

比例
(％ )

主要农产品

Ａ１ 维持零关税 ６４７ ８. ３ ９４ ７. ３ 种用活畜禽、种植用的种子、鱼苗、啤酒等

Ａ２ 立即零关税 ４１００ ５２. ８ ２８７ ２２. ４ 活猪、活家禽、干豆、药材、大麦、食品残渣、生牛皮、蚕
丝、亚麻、大麻等

Ｂ ５ 年内降为零 ９０８ １１. ７ ２２３ １７. ４ 鸡肉及其杂碎、部分鱼、蔬菜、菠萝、玉米淀粉等

Ｃ １０ 年内降为零 １６０４ ２０. ７ ５０８ ３９. ６
其他家禽及动物的肉和杂碎、部分鱼及其制品、液态
奶、酸乳、禽蛋、苹果、梨等大部分水果、茶、谷物制品、
动物制品、蔬菜制品、杂项食品、精油等

Ｄ 例外 ４２２ ５. ４ １０１ ７. ９ 大米、小麦、玉米、棉花、羊毛、糖等关税配额管理产品、
部分植物油、烟草、咖啡、花生酱、部分生羊皮等

Ｅ １６ 年内降为零 ５ ０. １ 无

Ｆ ８ 年内降为零 １４ ０. ２ １３ １. ０ 橙、柠檬等

Ｇ １２ 年内降为零 ２４ ０. ３ ２４ １. ９ 裙带菜、紫菜、麒麟菜、葡萄汁、味美思酒

Ｈ １５ 年内降为零 １２ ０. ２ １２ ０. ９ 整头或半头的鲜冷冻牛肉和绵羊肉、磨碎粉化及经加
工乳酪、葡萄酒

Ｉ １７ 年内降为零 ２０ ０. ３ ２０ １. ６ 带骨及去骨的鲜冷冻牛肉和绵羊肉、奶粉、橄榄等

Ｋ ７ 年内降为零 １ ０. ０ １ ０. １ 鲜葡萄

Ｌ ７ 年内降为零 １ ０. ０ １ ０. １ 饲料用鱼粉

产品税目合计 ７７５８ １００ １２８４ １００

９５

①

②

③

Ｊ１ 类产品降税模式:关税在本协定生效之日起第 １ 到 ４ 年内保持基准税率不变ꎮ 从第 ５
年 １ 月 １ 日起ꎬ关税在 １３ 年内按等比例减让ꎮ 该类产品应在协定生效第 １７ 年的 １ 月 １ 日实现零

关税ꎮ
Ｊ２ 类产品降税模式:关税在本协定生效之日起第 １ 到 ８ 年内保持基准税率不变ꎮ 从第 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ꎬ关税在 ９ 年内按等比例减让ꎮ 该类产品应在协定生效第 １７ 年的 １ 月 １ 日实现零

关税ꎮ
Ｊ３ 类产品降税模式:关税在本协定生效之日起第 １ 到 １０ 年内保持基准税率不变ꎮ 从第

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ꎬ关税在 ７ 年内按等比例减让ꎮ 该类产品应在协定生效第 １７ 年的 １ 月 １ 日实现

零关税ꎮ



秘方降税模式

产品
类别

降税方式

所有产品 农产品

税目
比例
(％ ) 税目

比例
(％ )

主要农产品

Ａ１ 维持零关税 ３６５８ ４９. ８ ２１２ １８. ７ 种用活畜禽、种植用种子、初榨的豆油、花生油、食品工
业残渣、蚕丝、亚麻、大麻等

Ａ２ 立即零关税 ９５２ １３. ０ ６１３ ５４. ０ 水产品、花卉、蔬菜、水果、坚果、咖啡、部分植物油、糖、
杂项食品、生皮及生毛皮、废棉等

Ｂ ５ 年内降为零 ９４８ １２. ９ １６９ １４. ９
羊肉、猪杂碎、其他禽肉及其杂碎、苹果、梨、花茶、玉
米、香肠、果酱、水果罐头、果汁、饮料、葡萄酒、烟草、羊
毛、棉花等

Ｃ １０ 年内降为零 １０５２ １４. ３ ８５ ７. ５ 猪肉、冻牛杂碎、鸡肉及其杂碎、乳清、红茶、玉米粉、苹
果汁、糖食等

Ｄ 例外 ５９２ ８. １ 无

Ｅ １６ 年内降为零 ８７ １. ２ 无

Ｇ １２ 年内降为零 ５ ０. １ ５ ０. ４ 带骨及去骨的牛肉、鲜冷牛杂碎、其他动物制品等

Ｈ １５ 年内降为零 ２２ ０. ３ ２２ １. ９ 整头及半头的牛肉、液态奶、酸乳、黄油、冰淇淋等

Ｊ１ １７ 年内降为零 ４ ０. １ ４ ０. ４ 稻谷和大米

Ｊ２ １７ 年内降为零 ３ ０. ０ ３ ０. ３ 鲜冷冻的鸡块及其杂碎、鸡肉罐头

Ｊ３ １７ 年内降为零 ２２ ０. ３ ２２ １. ９ 奶粉、乳酪及凝乳

产品税目合计 ７３４５ １００ １１３５ １００
　 注:中国－秘鲁自贸区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实施ꎻ降税期从 ２０１０ 年起为第 １ 年ꎮ

(四)中方主要农产品降税方式
１. 谷物及其制品

小麦、玉米、大米及其制品实行例外处理ꎬ不进行关税削减ꎻ黑麦、大麦、燕麦等其

他税率在 ２％—３％的谷物立即降税为零ꎮ 谷物制品中ꎬ税率不超过 ５％的黑麦细粉

(５％ )等其他谷物细粉立即降税为零ꎻ其他谷物制品基本在 ２０１４ 年或 ２０１９ 年降为

零ꎮ
２. 棉花

实行例外处理ꎬ不进行关税削减ꎮ
３. 食用油籽及植物油

食用油籽中ꎬ大豆、油菜籽、芝麻(１０％ )等立即降为零ꎻ花生、葵花籽、亚麻籽

(１５％ )等 ２０１９ 年降为零ꎮ 食用油中ꎬ豆油、花生油、棕榈油、菜子油、葵花油(９％ )、
棉籽油(９％ )、玉米油(１０％ )等实行例外处理ꎬ不削减关税ꎻ椰子油(９％ )、棕榈仁油

(９％ )、蓖麻油(１２％ )等立即降为零ꎻ油橄榄油(１０％ )、亚麻籽油(１５％ )等 ２０１９ 年

降为零ꎻ芝麻油(１２％ )２０１４ 年降为零ꎻ
４. 食糖

实行例外处理ꎬ不削减关税ꎮ
５. 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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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物(１０％ )中ꎬ除活牛、活马 ２０１９ 年降为零ꎬ其他全部立即零关税ꎮ 牛肉

２０２４ 或 ２０２６ 年降为零ꎻ牛杂 ２０１４、２０１９ 或 ２０２１ 年降为零ꎮ 羊肉 ２０２１、２０２４ 或 ２０２６
年ꎻ猪肉基本在 ２０１４ 或 ２０１９ 年降为零ꎻ禽肉 ２０１４ 或 ２０１９ 年降为零ꎮ 肉制品全部在

２０１９ 年前降为零ꎮ
６. 禽蛋

２０１４ 或 ２０１９ 年降为零ꎮ
７. 乳品

乳清(６％ )和乳酱(１０％ )立即零关税ꎻ粉碎及加工乳酪(１２％ )２０２４ 年降为零ꎻ
奶粉(１０％ )２０２６ 年降为零ꎻ液态奶(１５％ )、酸乳(１０％ )、黄油、鲜乳酪(１２％ ) 等

２０１９ 年降为零ꎮ
８. 水产品

税率不超过 １０％的水产品及其制品立即零关税ꎻ鱼干及鱼卵、海蜇制品、鲟鱼子

酱代用品等例外处理ꎻ其他大部分水产品及制品都在 ２０１４ 或 ２０１９ 年降为零ꎮ 饲用

鱼粉 ２０１６ 年降为零ꎮ
９. 蔬菜和水果

全部蔬菜(１０％—１３％ )立即或 ２０１４ 年降为零ꎮ 蔬菜制品中ꎬ除番茄酱(１８％ ꎬ
２０％ )２０１４ 年降为零ꎬ其他 ２０１９ 年降为零ꎮ 花生酱和花生米罐头例外处理ꎮ 水果

中ꎬ菠萝、芒果(１５％ )、草莓(１４％ )、龙眼(１２％ )等 ２０１４ 年降为零ꎻ橙(１１％ )和柠檬

(１１％ )２０１７ 年降为零ꎻ葡萄 ２０１６ 年降为零ꎻ苹果、香蕉、梨、猕猴桃等大部分水果及

水果制品 ２０１９ 年降为零ꎮ 果汁中ꎬ菠萝汁(１０％ )立即零关税ꎻ葡萄柚汁(１５％ )、柠
檬汁(１８％ )２０１４ 年降为零ꎻ葡萄汁(２０％ )２０２１ 年ꎻ橙汁等其他果汁 ２０１９ 年降为零ꎮ

１０. 羊毛

实行例外处理ꎬ不削减关税ꎮ
１１. 咖啡和茶

咖啡实行例外处理ꎬ不削减关税(咖啡豆立即零关税)ꎮ
茶(１５％ )２０１９ 年降为零ꎻ马黛茶(１０％ )立即零关税ꎮ
１２. 烟草和酒类

葡萄酒 ２０１９ 年、２０２１ 年或 ２０２４ 年降为零ꎻ味美思酒(６５％ )２０２１ 年降为零ꎻ酒精

及其他酒类(１０％ )立即或 ２０１９ 年降为零ꎮ 烟草实行例外处理ꎬ不削减关税ꎮ
１３. 生皮

羊皮中ꎬ带毛羊皮例外处理ꎬ其他羊皮 ２０１４ 年降为零ꎮ 牛皮、马皮、猪皮及其他

生皮全部立即降为零ꎮ
１４. 坚果及花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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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或 ２０１９ 年降为零ꎮ

(五)秘方主要农产品降税方式
１. 谷物及其制品

黄玉米 １２ 年内降为零ꎻ大米 １７ 年内降为零ꎻ白玉米等 １０ 年内降为零ꎻ谷物膨

化、烘炒食品 ５ 年内降为零ꎻ其他立即降为零ꎮ
２. 棉花

实行例外处理ꎬ不进行关税削减ꎮ
３. 食用油籽及植物油

食用油籽全部立即降为零ꎮ 食用油中ꎬ除榨玉米油 ５ 年内降为零ꎬ其他已基本零

关税ꎮ
４. 食糖

未加有香精或着色剂的原糖已经零关税ꎻ加有香精或着色剂的原糖及化学纯乳

糖 ５ 年内降为零ꎮ
５. 肉产品

活动物全部立即零关税ꎮ 鸡翅腿及杂碎 １７ 年内降为零ꎻ鲜冷冻整头及半头牛

肉、冻带骨牛肉等 １５ 年内降为零ꎻ鲜冷带骨牛肉、牛杂碎 １２ 年内降为零ꎻ鲜冷冻猪

肉、冻牛杂碎、鲜冷冻整鸡等 １０ 年内降为零ꎻ羊肉、鲜冷猪杂碎等 ５ 年内降为零ꎮ
６. 禽蛋

１０ 年内降为零ꎮ
７. 乳品

原乳、酪乳、黄油 １５ 年内降为零ꎻ奶粉、乳酪 １７ 年内降为零ꎻ乳清 １０ 年内降为

零ꎮ
８. 水产品

活鱼 ５ 年内降为零ꎬ其他立即为零ꎮ
９. 蔬菜和水果

什锦蔬菜、干大蒜等 ５ 年内降为零ꎻ其他立即降为零ꎮ 水果中ꎬ鲜的苹果、梨 ５ 年

内降为零ꎻ其他立即降为零ꎮ 果汁中ꎬ菠萝汁、苹果汁 １０ 年内降为零ꎻ橙汁、葡萄柚

汁、番茄汁、混合汁 ５ 年内降为零ꎻ其他立即降为零ꎮ
１０. 羊毛

实行例外处理ꎬ不削减关税ꎮ
１１. 咖啡和茶

咖啡立即降为零ꎮ 红茶 １０ 年内降为零ꎬ绿茶 ５ 年内降为零ꎮ
１２. 烟草和酒类

２６



酒类分为 ５ 年内降为零和立即零关税两种ꎻ烟草分为 ５ 年内降为零和立即零关

税两种ꎮ
１３. 生皮

羊皮中ꎬ带毛羊皮例外处理ꎬ其他羊皮 ２０１４ 年降为零ꎮ 牛皮、马皮、猪皮及其他

生皮全部立即降为零ꎮ
１４. 坚果及花卉

大多立即降为零ꎮ

(六)原产地规则
根据«中国—秘鲁自由贸易协定»原产地规则ꎬ农产品适用完全获得标准、税目

改变标准、区域价值成分标准及混合标准等ꎮ
１. 完全获得标准

适用完全获得标准的产品主要包括第一章活动物、第二章肉产品、第三章水产

品、第七章和第八章的蔬菜和水果、第十章谷物、第十一章制粉工业产品ꎬ以及其他章

的水和汽水、桑蚕、生丝、废丝、废羊毛等ꎮ
２. 税目改变标准

适用税目改变标准的产品主要包括以下产品:第四章乳品、蛋品、天然蜂蜜及其

他食用动物产品、第五章其他动物产品、第九章咖啡、茶、马黛茶及调味香料、第十五

章动植物油脂及分解产品、第十六章肉、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

物的制品、第十七章糖及糖食、第十八章可可及可可制品、第十九章谷物、粮食粉、淀
粉或乳的制品、第二十章蔬菜、水果、坚果或植物其他部分的制品、第二十二章饮料、
酒及醋、第四十一章生皮、第四十三章生毛皮ꎬ以及未梳的羊毛、未梳的动物细毛或粗

毛、生亚麻和生大麻等ꎮ
３. 区域价值成分标准

第二十章的蔬菜和水果加工品中适用 ５０％区域价值成分标准的产品较多ꎬ具体

包括:用醋或醋酸制作或保藏的黄瓜及小黄瓜(２００１１０)、用醋或醋酸制作或保藏的

其他蔬菜及什锦蔬菜(２００４９０)、糖渍蔬菜、水果、坚果、果皮及植物的其他部分

(２００６)、均化食品(２００７１０)、什锦坚果及其他子仁(２００８１９)、用其他方法制作或保藏

的草莓(２００８８０)、菠萝汁(２００９４１)、其他果汁(２００９４９)、白利糖度不超过 ３０ 的葡萄

汁(２００９６１)、其他葡萄汁(２００９６９)等ꎮ
４. 税目改变标准和区域价值成分标准的混合标准

植物油脂及分离品(１５１６２０)适用 ４ 位税目改变标准ꎬ且其区域价值成分不少于

４５％ ꎻ第五十一章羊毛和动物毛和第五十二章棉花适用 ４ 位税目改变标准ꎬ且其区域

价值成分不少于 ５０％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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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税目改变标准或区域价值成分标准的选择性标准

适用章改变标准ꎬ或 ５０％区域价值成分标准的农产品有:其他虫胶(１３０１９０)、其
他植物液汁及浸膏(１３０２１９)、果胶、果胶盐酸及果胶酸脂(１３０２２０)、琼脂(１３０２３１)、
从刺槐豆、刺槐豆子或瓜尔豆制得的胶液及增稠剂(１３０２３２)、海草及其他藻类制品

(１３０２３９)、 口香糖 (１７０４１０ )、 其他不含可可的糖食 ( １７０４９０ )、 黑麦脆面包片

(１９０５１０)、姜饼及类似品(１９０５２０)、甜饼干(１９０５３１)、华夫饼干及圣餐饼(１９０５３２)、
面包干、吐司及类似的烤面包(１９０５４０)、其他(１９０５９０)、第二十一章杂项食品、第二

十三章食品工业的残渣及废料、配制的动物饲料、第二十四章烟草及烟草代用品的制

品等ꎮ

八、中国—哥斯达黎加自贸区

(一)自贸区谈判概况
中国—哥斯达黎加自由贸易协定(以下简称“中哥自贸协定”)谈判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正式启动ꎮ 经过一年多密集磋商ꎬ双方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正式签署协定ꎬ该协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起正式生效ꎬ成为中国签署并实施的第 １０ 个自由贸易协定ꎮ 中哥

自贸协定是中国与中美洲国家签署的第一个一揽子自由贸易协定ꎬ是两国关系发展

史上新的里程碑ꎮ
中哥自贸协定覆盖领域全面、开放水平较高ꎮ 在货物贸易领域ꎬ中哥双方对各自

９０％以上的产品分阶段实施零关税ꎬ其中占中方、哥方税目总数 ６５. ３％ 、６２. ９％的产

品在“协定”生效时立即降税为零ꎮ 中方对哥斯达黎加出口的纺织原料及制品、轻
工、机械、电器设备、蔬菜、水果、汽车、化工、生毛皮及皮革等产品以及哥方对中方出

口的咖啡、牛肉、猪肉、菠萝汁、冷冻橙汁、果酱、鱼粉、矿产品、生皮等产品将从降税安

排中获益ꎮ
服务贸易领域ꎬ在加入世贸组织承诺的基础上ꎬ哥方在电信服务、商业服务、建

筑、房地产、分销、教育、环境、计算机和旅游服务等 ４５ 个部门或分部门进一步对中方

开放ꎬ中方则在计算机服务、房地产、市场调研、翻译和口译、体育等 ７ 个部门或分部

门对哥方进一步开放ꎮ 双方还在知识产权、贸易救济、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技术性

贸易壁垒、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经济合作等众多领域达成广泛共识ꎮ
哥斯达黎加是中国在中美洲地区的重要贸易伙伴ꎮ ２０２１ 年中哥双边贸易额达

３０. ７ 亿美元ꎬ同比增长 ３９. ３％ ꎬ其中中国出口 ２２. ６ 亿美元ꎬ进口 ８. １ 亿美元ꎮ 哥斯

达黎加已成为中国在中美洲地区主要投资和贸易国之一ꎮ
(二)哥斯达黎加农业生产和贸易概况
１. 农业生产及对外贸易

哥斯达黎加地处中美洲南部ꎬ北邻尼加拉瓜ꎬ南与巴拿马接壤ꎮ 哥斯达黎加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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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何塞ꎮ ２０２１ 年国土面积 ５. １ 万平方千米ꎬ农业用地占国土面积的 ３４. ５％ ①ꎮ 总

人口 ５１３. ９ 万ꎬ其中农村人口约占 １９％ ꎻＧＤＰ 达 ６４２. ８ 亿美元ꎬ人均 ＧＤＰ 为 １２５０８ 美

元ꎬ农业 ＧＤＰ 占总 ＧＤＰ 约 ４. ５％ ꎬ经济发展水平在中美洲名列前茅ꎮ
哥斯达黎加农业以生产甘蔗、香蕉、菠萝、橙、咖啡、木薯、姜等传统果蔬产品为

主ꎮ ２０２０ 年ꎬ菠萝产量 ２６２ 万吨ꎻ香蕉产量 ２５３ 万吨ꎻ甘蔗产量 ４１９ 万吨ꎻ咖啡 ７. ６ 万

吨ꎮ 畜牧业以奶牛饲养为主ꎬ水产养殖主要种类为罗非鱼、南美白对虾和虹鳟ꎮ
哥斯达黎加农产品出口相对集中ꎬ包括香蕉、菠萝、咖啡、棕榈油等ꎻ进口较为分

散ꎬ主要包括玉米、小麦、大豆等产品ꎮ
２. 双边农产品贸易

中国从哥斯达黎加进口农产品自 ２０１１ 年的 １３００ 万美元增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１. １ 亿

美元ꎻ出口从 ０. ５ 亿美元增至 ０. ６ 亿美元ꎮ 中国从哥斯达黎加进口农产品非常集中ꎮ
２０２１ 年中国主要从哥斯达黎加进口畜产品占从哥斯达黎加进口农产品总额的 ８１％ ꎮ
中国对哥斯达黎加出口农产品相对分散ꎬ主要是水产品、蔬菜和干豆等ꎮ

(三)中国—哥斯达黎加自贸区农产品降税模式
中国—哥斯达黎加自贸区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起实施ꎬ２０１１ 年为降税第一年ꎮ 具体

产品降税安排ꎬ见商务部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协定专题—已签订的自贸区—
“中国—哥斯达黎加”的中方关税减让表和哥方关税减让表ꎮ

１. 中方降税模式

中国对其 １２８９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采用以下 ６ 种降方式ꎮ
(１)Ａ 类:继续维持零关税ꎮ 包括种植用种子、种用活畜禽、鱼苗、啤酒等 ９４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７. ３％ ꎮ
(２)Ｂ 类:立即实施零关税ꎮ 包括活动物、干豆、花卉、苹果、大麦、大豆、药材、冻

橙汁、白酒、食品残渣、生牛皮等 ３３３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２５. ８％ ꎮ
(３)Ｃ 类:５ 年内降为零ꎮ 包括冻牛肉、猪肉、禽肉、鱼产品、蛋、蔬菜、大部分水

果、茶、香料、果汁、葡萄酒、精油等 ６１７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４７. ９％ ꎮ
(４)Ｄ 类:１０ 年内降为零ꎮ 包括鱼、饲用鱼粉、甜瓜、未浸除咖啡碱的咖啡、生皮

(除牛皮)等 １００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７. ８％ ꎮ
(５)Ｅ 类:１５ 年内降为零ꎮ 包括鲜冷牛肉、羊肉、乳品、坚果、香蕉、菠萝、柑橘等

７１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５. ５％ ꎮ
(６)Ｆ 类:例外处理ꎮ 对大米、小麦、玉米、食糖、棉花、羊毛等关税配额产品ꎬ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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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油、花生油、棕榈油等部分食用植物油ꎬ以及已浸除咖啡碱的咖啡、烟草、鲜橙汁等

７４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不进行关税削减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５. ７％ ꎮ
２. 哥方降税模式

哥斯达黎加对其 １０９６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采用以下 ７ 种降税方式ꎮ
(１)Ａ 类:继续维持零关税ꎮ 包括 １ 个 ８ 位税目的甜玉米种子ꎮ
(２)Ｂ 类:立即实施零关税ꎮ 包括活动物、肉杂碎、禽肉、部分鱼、蛋产品、花卉、

坚果、苹果、梨、小麦、黄玉米、可可制品、烟草、精油、羊毛、棉花等 ５３１ 个 ８ 位税目农

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４８. ４％ ꎮ
(３)Ｃ 类:５ 年内降为零ꎮ 包括冻牛肉、鲜冷羊肉、薯类、酒类、生牛皮和马皮、水

貂皮等 ５９ 个 ８ 位目农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５. ４％ ꎮ
(４)Ｄ 类:１０ 年内降为零ꎮ 包括鲜冷牛肉、带骨及去骨的冻羊肉、鸡肉、部分鱼、

蔬菜、菠萝、柑橘、西瓜、绿茶、蔬菜水果制品等 ２２１ 个 ８ 位目农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２０. ２％ ꎮ
(５)Ｅ 类:１５ 年内降为零ꎮ 包括去骨鲜冷牛肉、整或半头冻羊肉、鲜香蕉等 ３２ 个

８ 位目农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２. ９％ ꎮ
(６)Ｆ 类:例外处理ꎮ 对冻鸡杂、部分鱼、乳品、西红柿、干香蕉、咖啡、红茶、稻谷

和大米、食用油、大豆、食糖、烟草制品等 ２４８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不进行关税削减ꎬ占
全部农产品的 ２２. ６％ ꎮ

(７)Ｇ 类:配额管理产品ꎬ配额内零关税ꎬ配额外继续实施最惠国税率ꎮ 仅包括 ４
个 ８ 位税目的冻猪肉和黑芸豆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０. ４％ ꎮ

表 ２－１７　 中国一哥斯达黎加自贸区货物贸易降税模式

中方降税模式

产品
类别

降税方式

所有产品 农产品

税目
比例
(％ ) 税目

比例
(％ )

主要农产品

Ａ 维持零关税 ６５６ ８. ３ ９４ ７. ３ 种用活畜禽、种植用的种子、鱼苗、啤酒等

Ｂ 立即零关税 ４４８１ ５７. ０ ３３３ ２５. ８ 活动物、干豆、花卉、苹果、大麦、大豆、药材、冻橙汁、白
酒、食品残渣、生牛皮等

Ｃ ５ 年内降为零 ２２６２ ２８. ７ ６１７ ４７. ９ 冻牛肉、猪肉、禽肉、鱼产品、蛋、蔬菜、大部分水果、茶、
香料、果汁、葡萄酒、精油等

Ｄ １０ 年内降为零 １３９ １. ８ １００ ７. ８ 鱼、饲用鱼粉、甜瓜、未浸除咖啡碱的咖啡、生皮(除牛
皮)等

Ｅ １５ 年内降为零 ７１ ０. ９ ７１ ５. ５ 鲜冷牛肉、羊肉、乳品、坚果、香蕉、菠萝、柑橘等

Ｆ 例外 ２５９ ３. ３ ７４ ５. ７ 大米、小麦、玉米、食糖、棉花、羊毛、豆油、烟草、鲜橙汁
等

产品税目合计 ７８６８ １００ １２８９ １０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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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方降税模式

产品
类别

降税方式

所有产品 农产品

税目
比例
(％ ) 税目

比例
(％ )

主要农产品

Ａ 维持零关税 １８３ ２. ８ １ ０. １

Ｂ 立即零关税 ３９４８ ６０. １ ５３１ ４８. ４ 活动物、肉杂碎、禽肉、部分鱼、蛋产品、花卉、坚果、苹果、
梨、小麦、黄玉米、可可制品、烟草、精油、羊毛、棉花等

Ｃ ５ 年内降为零 ２６４ ４. ０ ５９ ５. ４ 冻牛肉、鲜冷羊肉、薯类、酒类、生牛皮和马皮、水貂皮
等

Ｄ １０ 年内降为零 １４１１ ２１. ５ ２２１ ２０. ２ 鲜冷牛肉、带骨及去骨的冻羊肉、鸡肉、部分鱼、蔬菜、
菠萝、柑橘、西瓜、绿茶、蔬菜水果制品等

Ｅ １５ 年内降为零 １６７ ２. ５ ３２ ２. ９ 去骨鲜冷牛肉、整或半头冻羊肉、鲜香蕉等

Ｆ 例外 ５８６ ８. ９ ２４８ ２２. ６ 冻鸡杂、部分鱼、乳品、西红柿、干香蕉、咖啡、红茶、稻
谷和大米、食用油、大豆、食糖、烟草制品等

Ｇ 配额产品 ４ ０. １ ４ ０. ４ 冻猪肉、黑芸豆

产品税目合计 ６５６４ １００ １０９６ １００
　 注:中国－哥斯达黎加自贸区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实施ꎻ降税期从 ２０１１ 年起为第 １ 年ꎮ

(四)中方主要农产品降税方式
１. 谷物及其制品

小麦、玉米、大米等关税配额产品实行例外处理ꎬ不进行关税削减ꎻ黑麦、大麦、燕
麦等其他税率在 ２％—３％的谷物立即降税为零ꎮ 谷物制品中ꎬ除麦芽、木薯淀粉立

即零关税ꎬ其他基本在 ２０１５ 年内降税为零ꎮ
２. 棉花

实行例外处理ꎬ不削减关税ꎮ
３. 食用油籽及植物油

食用油籽中ꎬ大豆、油菜籽、芝麻(１０％ )等立即零关税ꎻ花生、葵花籽、亚麻籽

(１５％ )等 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ꎮ 食用油中ꎬ豆油、花生油、棕榈油、菜子油、葵花油(９％ )、
棉籽油(９％ )、玉米油(１０％ )等实行例外处理ꎬ不削减关税ꎻ油橄榄油(１０％ )、椰子

油(９％ )、蓖麻油(１０％ )立即零关税ꎻ亚麻籽油(１５％ )、芝麻油(１２％ )、桐油(２０％ )
等 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ꎮ

４. 食糖

实行例外处理ꎬ不削减关税ꎮ
５. 肉产品

活动物(１０％ )、冻鸡块等立即零关税ꎮ 鲜或冷的牛肉、羊肉 ２０２５ 年降为零ꎻ冻
牛肉、猪肉、禽肉、肉制品等全部在 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ꎮ

６. 禽蛋

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ꎮ
７. 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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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５ 年降为零ꎮ
８. 水产品

冻虾蟹、冻鱼片等立即零关税ꎻ鱼产品、未冻虾蟹等 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ꎻ鱼、饲用鱼粉

２０２０ 年降为零ꎮ
９. 蔬菜和水果

蔬菜(１０％—１３％ )和蔬菜制品基本 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ꎮ 水果中ꎬ葡萄干、苹果、樱
桃(１０％ )等立即零关税ꎻ香蕉、菠萝、芒果(１５％ )、柑橘等 ２０２５ 年降为零ꎻ葡萄、梨等

其他大部分水果 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ꎮ 果汁中ꎬ冻橙汁和椰子汁立即零关税ꎻ鲜橙汁例外

处理ꎬ不削减关税ꎻ其他果汁全部 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ꎮ
１０. 羊毛

实行例外处理ꎬ不削减关税ꎮ
１１. 咖啡和茶

咖啡中ꎬ咖啡豆立即零关税ꎻ未浸除咖啡碱的咖啡 ２０２０ 年降为零ꎻ已浸除咖啡碱

的咖啡、咖啡代用品实行例外处理ꎬ不削减关税ꎮ 茶(１５％ )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ꎻ马黛茶

(１０％ )立即零关税ꎮ
１２. 烟草和酒类

白酒(１０％ )等税率为 １０％ 的酒精饮料立即零关税ꎻ葡萄酒、味美思酒(６５％ )、
黄酒(４２. ３％ )、乙醇等 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ꎮ 烟草实行例外处理ꎬ不削减关税ꎮ

１３. 生皮

生牛皮立即零关税ꎻ马皮、羊皮、猪皮及其他生皮 ２０２０ 年降为零ꎮ
１４. 坚果及花卉

坚果 ２０２５ 年降为零ꎻ花卉立即零关税ꎮ

(五)哥方主要农产品降税方式
１. 谷物及其制品

糙米、碎米、白玉米等在 ２０２５ 年内降税为零ꎻ荞麦在 ２０２０ 年内降税为零ꎻ燕麦、
黑麦、大麦、硬粒小麦等其他税率在 １％的谷物立即降税为零ꎮ 谷物制品中ꎬ大米细

粉、小麦细粉和玉米细粉在 ２０２５ 年内降税为零ꎻ燕麦细粉、黑麦细粉、大麦细粉在

２０２０ 年内降税为零ꎻ小麦粗粒及粗粉、小麦团粒、玉米团粒在 ２０１５ 年内降税为零ꎻ其
他立即零关税ꎮ

２. 棉花

维持零关税ꎮ
３. 食用油籽及植物油

食用油籽中ꎬ大豆粉实行例外处理ꎬ不进行关税削减ꎻ油菜籽、花生、葵花籽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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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降为零ꎮ 食用油中ꎬ亚麻籽油、蓖麻油、芝麻油等 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ꎻ油橄榄油、桐油等

２０２０ 年降为零ꎻ豆油、花生油、棕榈油、菜子油、葵花油、玉米油等 ２０２５ 年降为零ꎻ没
有例外处理产品ꎮ

４. 食糖

原糖 ２０２５ 年降为零ꎮ
５. 肉产品

冻的带骨的前腿、后腿及其肉块、冻的整头及半头猪肉实行例外处理产品ꎻ冻牛

肉、鲜冷冻羊肉等立即零关税ꎻ鲜或冷的牛肉(不包括去骨肉)、鲜冷整只鸡、部分鸡

杂碎等在 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ꎻ去骨鲜冷牛肉、冻的整头及半头羊肉在 ２０２０ 年降为零ꎻ冻
的整只鸡、部分鸡杂碎等在 ２０２５ 年降为零ꎮ

６. 禽蛋

目前已降为零ꎮ
７. 乳品

２０２５ 年降为零ꎮ
８. 水产品

鲜冷剑鱼、黄鱼、冻的鳟鱼、冻的剑鱼、鲜冷剑鱼片、冻剑鱼片、冻罗非鱼片、冻的

龙虾、虾仁、蟹等在 ２０２５ 年降为零ꎻ鲜冷鳟鱼、鲱鱼、鳕鱼、鳗鱼、罗非鱼、冻的红大马

哈鱼、鲱鱼、鳕鱼、鳗鱼、腌制鲱鱼、鳕鱼、冻的龙虾头尾、大鳌虾、淡水小龙虾、活、鲜或

冷的章鱼等在 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ꎻ其他已经降为零ꎮ
９. 蔬菜和水果

黑芸豆实行配额管理ꎻ鲜或冷藏的番茄、洋葱、冷冻马铃薯、红芸豆等 ２０２５ 年降

为零ꎻ鲜或冷藏的青葱、菜花、甘蓝、胡萝卜、萝卜、黄瓜、豆类蔬菜、辣椒、菠菜、甜玉

米、干银耳、鹰嘴豆、绿豆、赤豆、扁豆等 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ꎻ木薯、甘薯等立即降为零ꎻ其
他已经为零ꎮ 水果中ꎬ干香蕉 ２０２５ 年降为零ꎻ鲜香蕉 ２０２０ 年降为零ꎻ菠萝、芒果、橙、
柠檬、西瓜、木瓜等 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ꎻ其他已经为零ꎮ 果汁中ꎬ非冷冻橙汁、葡萄柚汁、
柠檬汁、番茄汁、葡萄汁等 ２０２５ 年降为零ꎻ菠萝汁 ２０２０ 年降为零ꎻ其他已经为零ꎮ

１０. 羊毛

已经零关税ꎮ
１１. 咖啡和茶

咖啡 ２０２５ 年降为零ꎻ茶中ꎬ绿茶 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ꎬ红茶 ２０２５ 年降为零ꎻ马黛茶

(１０％ )已经零关税ꎮ
１２. 烟草和酒类

麦芽酿造的啤酒、乙醇 ２０２５ 年降为零ꎻ任何浓度的改性乙醇 ２０１５ 年降为零ꎻ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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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立即降为零或已经为零ꎮ
烟草中ꎬ雪茄烟及卷烟 ２０２５ 年降为零ꎬ其他已经为零ꎮ
１３. 生皮

已经或立即零关税ꎮ
１４. 坚果及花卉

坚果、花卉已经零关税ꎮ

(六)原产地规则
根据«中国—哥斯达黎加自由贸易协定»原产地规则ꎬ农产品适用完全获得标

准、税目改变标准、区域价值成分标准等ꎮ
１. 完全获得标准

适用完全获得标准的产品主要包括活动物、水产品、水果、谷物、蔗糖等ꎮ
２. 税目改变标准

适用税目改变标准的产品较多ꎬ主要包括:第二章肉产品、第四章乳品、蛋品、天
然蜂蜜及其他食用动物产品、第五章其他动物产品、第六章活树及其他活植物、第七

章食用蔬菜、根及块茎、第九章咖啡、茶、马黛茶及调味香料、第十二章含油子仁及果

实、杂项子仁及果实、工业用或药用植物、稻草、秸秆及饲料、第十三章虫胶、树胶、树
脂及其他植物液汁、第十四章编结用植物材料、第十五章动植物油脂及分解产品、第
十六章肉、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的制品、第十七章糖食、第
十八章可可及可可制品、第十九章谷物、粮食粉、淀粉或乳的制品、第二十章蔬菜、水
果、坚果或植物其他部分的制品、第二十一章杂项食品、第二十二章饮料、酒及醋、第
二十三章食品工业的残渣及废料和配制的动物饲料、第二十四章烟草及烟草代用品

的制品、第四十一章生皮及皮革、第四十三章毛皮、人造毛皮及制品、第五十章蚕丝、
第五十一章羊毛、动物细毛或粗毛、马毛纱线及其机织物、五十二章棉花、五十三章生

亚麻和生大麻等ꎮ
３. 区域价值成分标准

按容量计酒精浓度 ８０％及以上的未改性乙醇(２２０７１０)的区域价值成分不少于

４０％ ꎬ威士忌酒(２２０８３０)的区域价值成分不少于 ５０％ ꎬ牛皮 (４１０１５０)的区域价值成

分不少于 ３５％ ꎮ
４. 税目改变标准或区域价值成分标准的选择性标准

未发酵及未加酒精的水果汁(２００９００)适用章改变标准ꎬ或 ４０％区域价值成分标

准ꎮ 活性酵母(２１０２１０)、芥子粉及其调制品(２１０３３０)适用章改变标准或 ５０％区域价

值成分标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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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中国—冰岛自贸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冰岛政府自由贸易协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签署ꎬ是中国

与欧洲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ꎮ 该协定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诸

多领域ꎬ覆盖领域广、开放水平高ꎮ 其中ꎬ货物贸易方面ꎬ双方最终实现零关税的产品

占税目数近 ９６％ ꎬ几乎覆盖 １００％的双边贸易额ꎮ
(一)自贸区谈判概况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ꎬ中国与冰岛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与冰岛共和国外交部关

于加强经济与贸易合作的谅解备忘录»ꎬ冰方在西欧国家中首个承认中国市场经济

地位ꎬ双方决定启动自贸区可行性研究ꎮ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ꎬ中冰自贸区可行性研究完成ꎮ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ꎬ中冰双方在北京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和冰岛共和国外

交部关于启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冰岛共和国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议定书»ꎬ根据该

«议定书»ꎬ两国将本着平等互利、合作务实的原则正式启动中冰自由贸易协定的谈

判ꎮ 经过六轮谈判ꎬ双方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冰岛政府

自由贸易协定»ꎬ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实施ꎮ
(二)冰岛农业生产和贸易概况
１. 农业生产及对外贸易

冰岛位于靠近北极圈的北大西洋中部ꎬ为欧洲第二大岛ꎮ ２０２１ 年国土面积 １０. ３
万平方千米ꎬ农业用地占国土面积的 １８. ６％ ꎮ 人口 ３７. ２ 万ꎬ其中农村人口占 ６％ ꎻ
ＧＤＰ 达 ２５４. ６ 亿美元ꎬ人均 ＧＤＰ６. ８ 万美元ꎬ农业 ＧＤＰ 占总 ＧＤＰ 约 ４. ３％ ꎮ 冰岛国

内产业结构单一ꎬ主要产业包括渔业、能源工业、冶金工业、建筑材料工业、银行业、医
药业和软件业等ꎮ 冰岛经济对外依赖程度很高ꎬ主要贸易伙伴为欧美国家ꎬ如荷兰、
挪威、英国、美国、德国、丹麦、西班牙等ꎮ

受地理气候条件限制ꎬ冰岛大宗作物较少ꎬ仅可种植马铃薯ꎬ谷物、水果和蔬菜主

要依靠进口ꎮ 畜牧业主要是养殖羊、牛、马和家禽等ꎬ肉、奶、蛋基本自给ꎮ 渔业是冰

岛农业中最重要的经济产业ꎮ 冰岛附近水域生长着品种繁多的鱼虾贝类ꎬ由于周边

水域清撤、无污染、温度适中及水中自然生物营养丰富ꎬ鱼、虾、及贝类不仅资源丰富ꎬ
且质量上乘ꎮ 主要的鱼类包括鳕鱼、鲱鱼、红鱼、黑线鳕、青鳕、格陵兰鳙鲽鱼和毛鳞

鱼等ꎬ虾、贝类有北极甜虾、龙虾、贻贝、冰岛贝等ꎮ 主要出口品种是鳕鱼、红鱼、毛鳞

鱼、鲱鱼等ꎬ产品类型包括腌制及冷冻与保鲜的整鱼、鱼片、鱼油等ꎮ
冰岛农产品主要出口水产品、畜产品和饮品类ꎬ进口以水产品、水果和饮品类为

主ꎮ
２. 双边农产品贸易

近年来ꎬ中冰双边农产品贸易波动性增长ꎬ中国一直处于逆差地位ꎮ 中国自冰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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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进口额由 ２０１１ 年的 ６８００ 万美元增加到 ２０２１ 年的 １. ２ 亿美元ꎻ出口额从 ９７. ５
万美元增长到 ２０１９ 年 ７４７ 万美元ꎬ后受疫情影响下降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４５. ２ 万美元ꎮ 中

国自冰岛进口的农产品十分集中ꎬ大部分为水产品ꎮ ２０２１ 年水产品进口占农产品进

口总额超过 ９８％ ꎬ其中鲜冷冻鱼类尤其是鲜冷冻鳙鲽鱼所占比重最高ꎮ 自 ２０１１ 年

起ꎬ由于冰岛加大鲭鱼捕捞量ꎬ鲭鱼也开始成为中国主要进口产品ꎮ
(三)中国一冰岛自贸区农产品降税模式
具体产品降税安排见商务部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协定专题已签订的自贸区

“中国—冰岛”中方关税减让表和冰方关税减让表ꎮ
１. 中方降税模式

中方对其 １４６５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采用以下 ５ 种降税方式ꎮ
(１)维持零关税:种用活畜禽、种植用的种子、鱼苗、啤酒等 １１８ 个 ８ 位税目农产

品继续维持零关税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８. １％ ꎮ
(２)立即零关税:包括活动物、猪牛羊肉及禽肉、大部分鱼类、乳品、活植物、蔬菜

及制品、水果、咖啡及茶、部分谷物及制粉、部分植物油、可可制品、饮品等 １２３３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８４. ２％ ꎮ

(３)５ 年内降税为零:冻鳕鱼、冻鱼肝及鱼卵、冻虾、冻鲽鱼、冻比目鱼、海参等 ９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０. ６％ ꎮ

(４)１０ 年内降税为零:冻带鱼和其他鱼卵 ２ 个 ８ 位税目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０.
１％ ꎮ

(５)例外处理:包括大米、小麦、玉米、棉花、食糖等关税配额产品ꎬ豆油、花生油、
棕榈油等部分食用植物油ꎬ以及烟草等ꎬ共涉及 １０３ 个 ８ 位税目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７％ ꎮ
表 ２－１８　 中国一冰岛自贸区货物贸易降税模式

中方降税模式

产品
类别

降税方式

所有产品 农产品

税目
比例
(％ ) 税目

比例
(％ )

主要农产品

Ａ１ 维持零关税 ６９１ ８. ４ １１８ ８. １ 种用活畜禽、种植用的种子、鱼苗、啤酒等

Ａ２ 立即零关税 ７１３９ ８７. １ １２３３ ８４. ２
活动物、猪牛羊肉及禽肉、大部分鱼类、乳品、活植物、
蔬菜及制品、水果、咖啡及茶、部分谷物及制粉、部分植
物油、可可制品、饮品等

Ｂ ５ 年内降为零 ２５ ０. ３ ９ ０. ６ 冻鳕鱼、冻鱼肝及鱼卵、冻虾、冻鲽鱼、冻比目鱼、海参

Ｃ １０ 年内降为零 ２ ０. ０ ２ ０. １ 冻带鱼、其他鱼卵

Ｄ 例外 ３３７ ４. １ １０３ ７. ０ 粮棉油糖、烟草

产品税目合计 ８１９４ １００ １４６５ １００

冰方降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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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类别

降税方式

所有产品 农产品

税目
比例
(％ ) 税目

比例
(％ )

主要农产品

Ａ１ 维持零关税 ６０６３ ７１. １ １７３９ ６６. ４
活动物、鱼类、动物毛骨、部分活植物、部分蔬菜及制品、
水果、咖啡和茶、调料、部分谷物及制粉、油籽及动植物油
脂、制作或保藏的鱼、蔗糖、部分酒类、烟草及卷烟

Ａ２ 立即零关税 ２０８６ ２４. ５ ５０７ １９. ４
虾蟹贝等水产品及制品、部分活植物、部分蔬菜、部分谷
物及制粉、糖浆及焦糖、部分面食、果汁、天然水及矿泉
水、部分酒类、饼粕及残渣

部分削减 ３０ ０. ４ ３０ １. １ 白菜、花椰菜、胡萝卜、甜菜、蘑菇、含馅面食、薯条、部分
酱料、含乳蛋肉的食品配料

关税封顶
(不超过 ６５％ ) １０ ０. １ １０ ０. ４ 蛇及乌龟等爬行动物肉、鹿及驯鹿肉、骆驼肉、鸽子、野鸡

及松鸡、青蛙腿

Ｄ 例外 ３３３ ３. ９ ３３３ １２. ７
冻牛羊肉及禽肉、乳制品及含乳饮料、部分鲜切花及其他
植物、人造黄油、肉制品、可可制品、部分饼干及其他面
食、马铃薯及制品、汤料

产品税目合计 ８５２６∗ １００. ０ ２６２０ １００. ０
　 注:中国－冰岛自贸区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实施ꎻ降税期从 ２０１４ 年起为第 １ 年ꎮ ∗有 １ 个农产品税号及 ３ 个工业品
税号减让情况不详ꎮ

２. 冰方降税模式

冰方对其 ２６２０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采用以下 ５ 种降税方式ꎮ
(１)维持零关税:包括活动物、鱼类、动物毛骨、部分活植物、部分蔬菜及制品、水

果、咖啡和茶、调料、部分谷物及制粉、油籽及动植物油脂、制作或保藏的鱼、蔗糖、部
分酒类、烟草及卷烟等 １７３９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６６. ４％ ꎮ

(２)立即零关税:包括虾蟹贝等水产品及制品、部分活植物、部分蔬菜、部分谷物

及制粉、糖浆及焦糖、部分面食、果汁、天然水及矿泉水、部分酒类、饼粕及残渣等 ５０７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１９. ４％ ꎮ

(３)部分削减:包括白菜、花椰菜、胡萝卜、甜菜、蘑菇、含馅面食、薯条、部分酱

料、含乳蛋肉的食品配料等 ３０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１. １％ ꎮ
(４)关税封顶(不超过 ６５％ ):包括蛇及乌龟等爬行动物肉、鹿及驯鹿肉、骆驼

肉、鸽子、野鸡及松鸡、青蛙腿等 １０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０. ４％ ꎮ
(５)例外处理:包括冻牛羊肉及禽肉、乳制品及含乳饮料、部分鲜切花及其他植

物、人造黄油、肉制品、可可制品、部分饼干及其他面食、马铃薯及制品、汤料等 ３３３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１２. ７％ ꎮ

(四)原产地规则
原产地规则方面ꎬ中冰自由贸易协定设定了“累积规则”ꎬ规定一方的原产货物

或材料在另一方境内构成另一货物的组成部分时ꎬ该货物或材料应当视为原产于后

一方境内ꎮ 此外ꎬ协定对享受优惠关税产品有“直接运输”要求ꎮ 除从一方直接运至

３７



另一方外ꎬ也允许货物运输途中经过一个或者多个中国和冰岛之外的其他国家或者

地区ꎬ但要求是出于地理原因或者运输需要ꎬ并且货物未在这些国家或者地区进入贸

易或者消费领域ꎬ也未经除装卸、物流分拆或者其他为使货物保持良好状态的处理外

的任何其他加工ꎮ
根据中冰自由贸易协定的原产地规则ꎬ农产品适用完全获得标准、税目改变标

准、区域价值成分标准以及税目改变与区域价值成分混合标准ꎮ
１. 完全获得标准

适用完全获得标准的产品包括第一章活动物ꎬ第三章中的活鱼及鲜冷冻鱼ꎬ第四

章中的乳品ꎬ第十章谷物ꎬ第十一章制粉工业品及麦芽、淀粉、菊粉、面筋ꎬ第十二章含

油子仁及果实、工业用或药用植物、稻草、秸秆及饲料等ꎬ第十五章中去除鱼或海生哺

乳动物的油脂及其分离品之外的产品ꎬ第十七章糖及糖食ꎬ第五十一章中的羊毛、其
他动物毛及其废料ꎬ第五十二章中的棉花及废棉ꎮ

２. 税目改变标准

农产品适用的税目改变标准主要包括章改变、章改变排除特定章以及品目改变ꎮ
其中ꎬ采用章改变排除特定章的主要是第二章肉及食用杂碎(章改变排除第一章)ꎻ
采用章改变的主要包括第三章中的鱼片、干腌熏鱼、鱼粉、甲壳动物、软体动物ꎬ第四

章中的禽蛋、天然蜂蜜及税号未列名的食用动物产品ꎬ第五章其他动物产品ꎬ第六章

活树及其他活植物、鳞茎、插花ꎬ第七章食用蔬菜、根及块茎ꎬ第八章食用水果及坚果、
果皮ꎬ第九章咖啡、茶、马黛茶及调味香料ꎬ第十三章虫胶、树胶、树脂及其他植物液

汁ꎬ第十四章编结用植物材料、其他植物产品ꎬ第十五章动植物油脂中的鱼或海生哺

乳动物的油脂及其分离品ꎬ第十六章肉、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

物的制品ꎬ第十八章可可及可可制品ꎬ第十九章谷物、粮食粉、淀粉或乳的制品及糕饼

点心ꎬ第二十章蔬菜、水果、坚果或植物其他部分的制品ꎬ第二十一章杂项食品ꎬ第二

十二章饮料、酒及醋ꎬ第二十三章食品工业的残渣及废料、配制的动物饲料ꎬ第二十四

章烟草及烟草代用品的制品ꎬ第四十一章中的生皮及皮革ꎬ第五十章中的蚕茧、生丝

及废丝ꎬ第五十三章中的亚麻及大麻ꎻ采用品目改变的主要是第三十八章中的脂肪

酸、酸性油及脂肪醇ꎮ
３. 区域价值成分标准

采用该标准的产品主要包括第四十三章中的毛皮ꎮ
４. 税目改变与区域价值成分混合标准

采用该标准的农产品主要包括第三十三章中的精油及香膏ꎮ

(五)服务与投资
中冰自由贸易协定对服务贸易单独设章ꎬ纳入了«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诸多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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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ꎬ并在具体部门开放方面做出了高于 ＷＴＯ 的承诺ꎮ 中方在软件实施服务、房地产

服务、市场调研服务、分销服务等领域的开放程度均高于其入世承诺ꎮ 冰方同意与中

方相关机构探讨进一步简化从事中国特色职业工种的中国自然人赴冰岛工作相关程

序的可行性ꎮ
投资方面ꎬ双方承诺促进投资信息交流渠道的建立并为全方位的沟通和交流提

供便利ꎮ 例如ꎬ建立投资政策法律以及经济贸易和商业信息交流渠道ꎬ探讨建立投资

促进机制的可能性ꎬ为潜在投资者和投资合作方提供国家信息ꎮ

十、中国—瑞士自贸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瑞士联邦自由贸易协定»(以下简称“协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正式生效ꎮ 该协定是近年来中国对外达成的水平最高、涵盖内容最为全面的自

由贸易协定之一ꎮ

(一)自贸区谈判概况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ꎬ温家宝总理访问瑞士期间与瑞士联邦主席默茨共同宣布ꎬ中瑞两

国于当年下半年开始双边自贸区联合可行性研究ꎮ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ꎬ中国—瑞士自贸区

产业交流研讨会在北京举行ꎬ为双方启动自贸区联合可行性研究奠定基础ꎮ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ꎬ中国—瑞士自贸区联合可行性研究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ꎮ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ꎬ时任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会见瑞士联邦主席洛伊特哈德ꎬ双方宣布中国一瑞士自贸区联

合研究圆满结束ꎬ同意尽快启动谈判进程ꎮ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ꎬ中国—瑞士自贸区谈判在

瑞士达沃斯正式启动ꎬ并于同年 ４ 月举行了第 １ 轮谈判ꎮ 经 ８ 轮谈判ꎬ双方就中国—
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内容达成一致ꎬ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签署了«关于结束中国—瑞士自由

贸易协定谈判的谅解备忘录»ꎬ并于 ７ 月正式签署«协定»ꎬ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ꎬ«协定»
正式生效ꎮ

(二)瑞士农业生产和贸易概况
１. 农业生产及对外贸易

瑞士是一个位于欧洲中部的联邦制国家ꎬ与德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及列支敦

士登接壤ꎮ ２０２１ 年ꎬ瑞士国土面积 ３. ９ 万平方千米ꎬ农业用地占国土面积的 ３８.
１％ ①ꎮ 总人口达到 ８７０ 万人ꎬ其中农村人口占 ２６％ ꎻＧＤＰ 总额 ８１２８. ７ 亿美元ꎬ人均

ＧＤＰ ９. ３ 万美元ꎬ农业 ＧＤＰ 占 ＧＤＰ 总额的 ０. ６％ ꎮ
瑞士主要粮食作物有小麦、大麦、黑麦、燕麦、玉米和马铃薯ꎬ经济作物有甜菜、油

菜、烟叶和核桃等ꎬ此外还生产一些水果ꎬ如葡萄、苹果和樱桃等ꎮ 瑞士的畜牧业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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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ꎬ占农业比重高达 ７５％ ꎬ在农业中的地位极为重要ꎬ农业用地中四分之三用于种

植牧草与饲料ꎮ 目前ꎬ瑞士牛、羊和猪肉可基本自给ꎬ但禽蛋类产品基本依靠进口ꎻ牛
奶及其制品除了自给外还供应出口ꎬ占农产品出口比重较大ꎬ２０２０ 年牛奶产量达到

３７９. ５ 万吨ꎮ
瑞士与欧盟诸多农业强国相邻ꎬ具有良好的农产品贸易便利条件ꎮ １９９２ 年ꎬ瑞

士公民表决否决政府关于加入欧洲经济区的提案ꎮ 为了避免被完全孤立于欧洲一体

化进程之外ꎬ瑞士政府从 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起开始与欧盟就开放农产品市场等一些问题

进行双边谈判ꎬ于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达成了协议ꎬ大大促进了农产品的自由贸易ꎮ 目前ꎬ
瑞士的农产品主要贸易伙伴为法国、德国、英国、荷兰、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丹麦

和奥地利等欧盟成员ꎬ以及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ꎮ
瑞士工业制成品具有国际竞争力ꎬ农产品为净进口ꎬ但在某些农加工产品上具有

较强优势ꎬ包括饮品类、乳品和烟草及烟草制品等ꎻ进口的主要农产品包括畜产品、蔬
菜、水果、饮料及酒等ꎮ 谷物等大部分原料型农产品均处于净进口状态ꎬ但规模不大ꎮ

２. 双边农产品贸易

２０１１—２０２１ 年ꎬ中瑞农产品贸易发展迅速ꎬ尤其是中方从瑞进口持续增长ꎬ但出

口增长缓慢ꎬ始终未突破 ５ 千万美元ꎬ中方长期处于逆差地位且逆差逐年扩大ꎮ 中自

瑞进口农产品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９１９０ 万美元增长到 ２０２１ 年的 ２. ６ 亿美元ꎻ对瑞农产品出

口额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３８６８ 万美元增长到 ２０２１ 年的 ４９６４ 万美元ꎬ增幅缓慢ꎮ 中瑞贸易

逆差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５３２２ 万美元扩大到 ２０２１ 年的 ２. １ 亿美元ꎮ
中国从瑞士进口农产品比较集中ꎬ主要是畜产品和饮品类ꎬ其中ꎬ畜产品主要是

奶粉ꎬ饮品则主要为可可及其制品ꎮ
中国对瑞士出口农产品相对分散ꎬ主要是蔬菜、饮品类和水产品ꎬ其中ꎬ蔬菜主要

为加工保藏蔬菜和干蔬菜ꎬ水产品主要是鲜冷冻鱼类ꎮ

(三)中国一瑞士自贸区农产品降税模式
具体产品降税安排ꎬ见商务部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协定专题—已签订的自

贸区—“中国—瑞士”的中方关税减让表和瑞方关税减让表ꎮ
１. 中方降税模式

中方对其 １２９４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采用以下 ８ 种降税方式ꎮ
(１)维持零关税:包括种用活畜禽、种植用的种子、鱼苗、啤酒等 ９４ 个 ８ 位税目ꎬ

占全部农产品的 ７. ３％ ꎮ
(２)立即零关税:包括虾类、调料、大麦、饼粕、生皮等 ９８ 个 ８ 位税目ꎬ占全部农

产品的 ７. ６％ ꎮ
(３)５ 年降零:包括部分冻鱼、花卉及装饰用植物、部分水果坚果、中药材、动物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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肪、可可制品、白酒、蚕丝、麻类等 ３０３ 个 ８ 位税目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２３. ４％ ꎮ
(４)１０ 年降零:包括猪牛羊肉及杂碎、禽肉及制品、水产品及制品、禽蛋及蜂产

品、蔬菜、核桃等坚果、热带水果、茶、果汁等 ６５０ 个 ８ 位税目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５０.
２％ ꎮ

(５)１０ 年削减 ６０％ (线性降税):未浸除咖啡碱的已焙炒咖啡 １ 个 ８ 位税目ꎬ占
全部农产品的 ０. １％ ꎮ

(６)１０ 年削减 ６０％ (非线性降税):包括乳酪、无花果、鲜蔓越桔、鲜荔枝、鱼油、
混合植物油脂、焦糖、栗仁等 １３ 个 ８ 位税目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１％ ꎮ

(７)１２ 年降零:酸奶、谷物膨化或烘炒食品、甜饼干、调味品、无酒精饮料、橙油等

７ 个 ８ 位税目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０. ５％ ꎮ
(８)例外处理:包括部分肉制品、熏鱼及鱼片、奶粉等乳品、部分冷冻水果及坚

果、咖啡浓缩精汁及制品、粮棉油糖、烟草、羊毛等 １２８ 个 ８ 位税目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９. ９％ ꎮ
表 ２－１９　 中国一瑞士自贸区货物贸易降税模式

中方降税模式

产品
类别

降税方式

所有产品 农产品

税目
比例
(％ ) 税目

比例
(％ )

主要农产品

Ａ１ 维持零关税 ６５７ ８. ３ ９４ ７. ３ 种用活畜禽、种植用的种子、鱼苗、啤酒等

Ａ２ 立即零关税 １１４６ １４. ５ ９８ ７. ６ 虾类、调料、大麦、饼粕、生皮等

Ｂ ５ 年降零 ３０６４ ３８. ７ ３０３ ２３. ４ 部分冻鱼、花卉及装饰用植物、部分水果坚果、中药材、
动物脂肪、可可制品、白酒、蚕丝、麻类等

Ｃ１ １０ 年降零 ２４０１ ３０. ３ ６５０ ５０. ２ 猪牛羊肉及杂碎、禽肉及制品、水产品及制品、禽蛋及
蜂产品、蔬菜、核桃等坚果、热带水果、茶、果汁等

Ｃ２ １０ 年削减 ６０％
(线性降税) ３ ０. ０ １ ０. １ 未浸除咖啡碱的已焙炒咖啡

Ｃ２
(非线性)

１０ 年削减 ６０％
(非线性降税) １６５ ２. １ １３ １. ０ 乳酪、无花果、鲜蔓越桔、鲜荔枝、鱼油、混合植物油脂、

焦糖、栗仁等

１２ 年降零 １９ ０. ２ ７ ０. ５ 酸奶、谷物膨化或烘炒食品、甜饼干、调味品、无酒精饮
料、橙油等

１５ 年降零 １１ ０. １ ０. ０

Ｄ 例 外 ４５７ ５. ８ １２８ ９. ９ 部分肉制品、熏鱼及鱼片、奶粉等乳品、部分冷冻水果
及坚果、咖啡浓缩精汁及制品、粮棉油糖、烟草、羊毛

产品税目合计 ７９２３ １００. ０ １２９４ １００. ０

瑞方降税模式

产品
类别

降税方式

所有产品 农产品

税目
比例
(％ ) 税目

比例
(％ )

主要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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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１ 维持零关税 １３４４ １７. ２ ３７９ １９. ９ 活禽、大部分水产品、圣诞树等装饰用植物、大蒜、柠
檬、腰果、茶、作物种子、饼粕及残渣

Ａ２ 立即零关税 ５６１４ ７１. ７ ６４８ ３４. １
野猪肉、动物杂碎、鳗鱼、鲜切花、大部分蔬菜及制品、
柑橘等水果、咖啡、部分谷物、酱油等调料、矿泉水、啤
酒、白酒

Ｂ１ 减让
３０％ －５０％ １８７ ２. ４ １８７ ９. ８

羊肉、加工猪肉、乳清粉及部分乳酪、种用球茎及苗木、
番茄、冻豌豆、葡萄、部分油籽、果糖、洋葱等蔬菜制品、
草莓等水果制品、苹果汁等果蔬汁

Ｂ３ 减让
１０％ －２０％ ２１６ ２. ８ ２１６ １１. ４

活牛、活猪、猪肉、禽肉、低脂牛奶、奶粉、酸乳及酪乳、
乳酱、禽蛋、冻胡萝卜等蔬菜、苹果干、高粱、荞麦、大米
细粉及团粒、淀粉、食用油籽、橄榄油等小品种食用植
物油、香肠等肉制品、糖果、非用醋制作的蔬菜、混合蔬
菜汁、葡萄汽酒、烟草和卷烟

Ｃ

加工农产品取
消其工业成分
关税ꎬ其中
２３ 个产品

进一步将农业
成分关税削减

４０％

２１６ ２. ８ ２１６ １１. ４

含可可或水果坚果的酸奶及奶油酪乳、人造黄油、混合
油脂、口香糖等糖食、可可制品、麦精等婴幼儿食品、供
烘焙用面团、通心粉、面包饼干、冻马铃薯或马铃薯均
化食品、水果均化食品及果酱、花生酱、咖啡或茶浓缩
精汁、汤料、冰淇淋

Ｄ 例 外 ２５４ ３. ２ ２５４ １３. ４
牛肉、鸡肝、高脂牛奶、黄油及奶酪、小麦、燕麦、玉米、
滚压制片或其他加工的谷物、麦芽、主要食用植物油、
糖浆及焦糖、什锦或均化蔬菜、葡萄酒

产品税目合计 ７８３１ １００. ０ １９００ １００. ０

　 　 ２. 瑞方降税模式

瑞方对其 １９００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采用以下 ６ 种降税方式ꎮ
(１)维持零关税:包括活禽、大部分水产品、圣诞树等装饰用植物、大蒜、柠檬、腰

果、茶、作物种子、饼粕及残渣等 ３７９ 个 ８ 位税目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１９. ９％ ꎮ
(２)立即零关税:包括野猪肉、动物杂碎、鳗鱼、鲜切花、大部分蔬菜及制品、柑橘

等水果、咖啡、部分谷物、酱油等调料、矿泉水、啤酒、白酒等 ６４８ 个 ８ 位税目ꎬ占全部

农产品的 ３４. １％ ꎮ
(３)减让 ３０％—５０％ :包括羊肉、加工猪肉、乳清粉及部分乳酪、种用球茎及苗

木、番茄、冻豌豆、葡萄、部分油籽、果糖、洋葱等蔬菜制品、草莓等水果制品、苹果汁等

１８７ 个 ８ 位税目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９. ８％ ꎮ
(４)减让 １０％—２０％ :包括活牛、活猪、猪肉、禽肉、低脂牛奶、奶粉、酸乳及酪乳、

乳酱、禽蛋、冻胡萝卜等蔬菜、苹果干、高粱、荞麦、大米细粉及团粒、淀粉、食用油籽、
橄榄油等小品种食用植物油、香肠等肉制品、糖果、非用醋制作的蔬菜、混合蔬菜汁、
葡萄汽酒、烟草和卷烟等 ２１６ 个 ８ 位税目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１１. ４％ ꎮ

(５)加工农产品取消其工业成分关税ꎬ其中 ２３ 个产品进一步将农业成分关税削

减 ４０％ :包括含可可或水果坚果的酸奶及奶油酪乳、人造黄油、混合油脂等 ２１６ 个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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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税目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１１. ４％ ꎻ２３ 项进一步削减农业成分关税的产品包括口香糖、
甜食、糕点、意粉等ꎮ

(６)例外处理:包括牛肉、鸡肝、高脂牛奶、黄油及奶酪、小麦、燕麦、玉米、滚压制

片或其他加工的谷物、麦芽、主要食用植物油、糖浆及焦糖、什锦或均化蔬菜、葡萄酒

等 ２５４ 个 ８ 位税目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１３. ４％ ꎮ

(四)原产地规则
世界各国的优惠原产地规则通常都要求受惠货物由受惠国“直接运输”到给惠

国境内ꎬ中瑞自由贸易协定下也有相关规定ꎮ 根据中瑞自由贸易协定原产地规则ꎬ本
协定项下的优惠关税待遇只能给予在缔约双方之间直接运输的原产产品ꎮ 货物运输

途中经过一个或者多个中国和瑞士之外的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时ꎬ若未经过除装卸或

者任何保持产品良好状态的处理以外的操作并且在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处于海关的监

管之下ꎬ也可视为“直接运输”ꎮ 在前述条件下ꎬ原产产品可在第三方转运期间进行

物流分拆ꎮ 在原产地实施程序方面ꎬ除传统的原产地证书模式外ꎬ双方同意采用企业

自主声明模式ꎬ即经核准出口商可自行出具原产地声明ꎬ不需申领原产地证书ꎮ 这将

大幅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ꎬ降低企业成本ꎮ 同时ꎬ双方同意建立原产地声明电子信息

交换系统ꎬ相互提供声明序列号ꎬ以加强风险管理ꎮ
在中瑞自由贸易协定下ꎬ农产品主要适用完全获得标准、税目改变标准、区域价

值成分标准、税目改变与区域价值成分混合标准、加工工序与区域价值成分混合标

准ꎮ
１. 完全获得标准

适用完全获得标准的产品包括第一章活动物ꎬ第二章肉及食用杂碎中除干熏盐

制牛肉之外的产品ꎬ第三章中的活鱼及鲜冷冻鱼ꎬ第九章中的咖啡豆以及大部分调味

香料ꎬ第十章谷物ꎬ第十二章含油子仁及果实、工业用或药用植物、稻草、秸秆及饲料

等ꎬ第十四章编结用植物材料及其他植物产品ꎬ第十五章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产品、
精制的食用油脂以及动植物蜡ꎬ第十七章中的食糖ꎬ第十八章中的可可豆ꎬ第二十二

章未加糖或其他甜物质及未加味的水、冰及雪ꎬ第二十四章烟草、烟草及烟草代用品

的制品ꎮ
２. 税目改变标准

章改变:第三章中活鱼及鲜冷冻鱼之外的产品ꎬ第四章乳品、蛋品、天然蜂蜜及其

他食用动物产品ꎬ第五章其他动物产品ꎬ第七章食用蔬菜、根及块茎ꎬ第八章食用水果

及坚果、柑桔属水果或甜瓜的果皮ꎬ第九章中的姜、番红花、姜黄、麝香草、月桂叶、咖
喱及其他调味香料ꎬ第十三章虫胶、树胶、树脂及其他植物液、汁ꎬ第十六章除制作或

保藏的鱼及鲟鱼子酱(税号 １６０４)之外的产品ꎬ第十七章除食糖及不含可可的糖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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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产品ꎬ第十九章除麦精及麦精制品等(税号 １９０１)之外的产品ꎬ第二十章蔬菜、水
果、坚果或植物其他部分的制品ꎬ第二十一章杂项食品ꎮ

章改变排除特定章:第十一章制粉工业产品、麦芽、淀粉、菊粉、面筋ꎬ第十九章中

的麦精及麦精制品等ꎬ第二十二章中的葡萄酒(税号 ２２０４)及其他发酵饮料(税号

２２０６)ꎮ
品目改变:第六章活树及其他活植物、鳞茎、根及类似品、插花及装饰用簇叶ꎬ第

二十二章除水、葡萄酒、其他发酵饮料之外的产品ꎬ第二十三章食品工业的残渣及废

料、配制的动物饲料ꎮ
３. 区域价值成分标准

采用该标准的主要包括第九章的茶ꎮ
４. 税目改变与区域价值成分混合标准

采用该标准的主要包括第二章中的干、熏、盐制的牛肉ꎬ第十六章中的制作或保

藏的鱼、鲟鱼子酱及代用品(税号 １６０４)ꎬ第十七章中不含可可的糖食ꎬ第十八章中可

可豆之外的其他产品ꎮ
５. 加工工序与区域价值成分混合标准

采用该标准的主要包括咖啡ꎮ
(五)服务与投资
双方在世贸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承诺的基础上ꎬ进一步开放了相关服务部

门ꎮ 瑞方首次在签证、工作许可和居留许可的受理发放方面同意规定办理时限ꎻ同意

与中方开展中医药合作对话ꎬ并承诺将就中方中医服务出口主要障碍等问题提高透

明度和与中方加强信息交流ꎻ并在旅游、翻译等领域做出了进一步开放承诺ꎮ 中方也

根据现行法律法规在证券等一些服务部门做出了进一步开放承诺ꎮ
投资方面ꎬ双方承诺加强投资促进方面的合作ꎬ并制定了审议条款ꎮ 双方表示将

开展投资机会、促进境外投资措施、投资法规等方面的信息交流ꎬ并协助投资者了解

缔约双方的投资法规和投资环境ꎮ 根据审议条款ꎬ应一方请求ꎬ另一方应当就影响投

资的措施提供信息ꎻ协定生效后的 ２ 年内ꎬ双方将本着投资条件逐步便利化的目标ꎬ
审查投资法律框架、投资环境和双方之间的投资流动ꎻ协定生效后ꎬ如果一方给予任

一第三方更加优惠的投资待遇ꎬ应根据另一方的要求开展谈判ꎬ以期在相互的基础上

给予同等待遇ꎮ

十一、中国—澳大利亚自贸区

(一)自贸区谈判概况
中国—澳大利亚自贸协定(以下简称“协定”)谈判于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正式启动ꎬ历

经 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７ 日签署ꎬ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生效ꎮ
０８



该协定包括正文部分和 ４ 个附件ꎮ 其中正文含序言和 １７ 章(即初始条款与定

义、货物贸易、原产地规则和实施程序、海关程序与贸易便利化、卫生与植物卫生措

施、技术性贸易壁垒、贸易救济、服务贸易、投资、自然人移动、知识产权、电子商务、透
明度、机制条款、争端解决、一般条款与例外、最终条款ꎬ含各章附件共 １１ 个)ꎻ４ 个附

件分别是货物贸易减让表、特定产品原产地规则、服务贸易减让表以及关于技能评

估、金融服务、教育服务、法律服务、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透明度规则的 ５ 份换文ꎮ
除协定正文和附件外ꎬ中澳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一揽子成果还包括两国政府关于

“投资便利化安排”和“假日工作签证安排”２ 个谅解备忘录及关于中医药服务的合

作换文ꎬ三个文件与协定同时签署ꎮ 中澳自由贸易协定双方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
投资与规则等各领域相互做出了高水平承诺ꎮ

(二)澳大利亚农业生产和贸易情况
１. 农业生产及对外贸易

２０２０ 年澳大利亚国土面积 ７６８ 万平方千米ꎬ农业用地占国土面积 ４６. ３％ ꎮ ２０２１
年总人口 ２７７４ 万ꎬ农村人口占 １４％ ꎻＧＤＰ 总额 １. ５ 万亿美元ꎬ人均 ＧＤＰ 为 ６ 万美元ꎬ
农业 ＧＤＰ 占 ＧＤＰ 总额的 ２. ３％ ꎮ

澳大利亚主要种植作物有小麦、大麦和甘蔗等ꎮ 小麦主产区在西澳大利亚州、新
南威尔士州、南澳大利亚州、维多利亚州和昆士兰州ꎮ ２０１４ 年小麦产量 ２５３０ 万吨ꎬ
居世界第九位ꎮ 大麦是澳大利亚第二大谷物ꎬ２０１４ 年产量为 ９１７ 万吨ꎬ居世界第四ꎮ
甘蔗也是澳大利亚重要农作物ꎬ２０１４ 年食糖总产量 ４３６ 万吨ꎬ主产区在昆士兰州东

南部ꎬ种植面积占全国的 ９０％ ꎮ 澳大利亚是南半球主要的产棉国和皮棉出口大国ꎬ
主要产区是新南威尔士州ꎬ产量约占全国的 ７０％ ꎬ２０１４ 年棉花产量 ８８ 万吨ꎮ

澳大利亚是世界畜牧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ꎬ主要是养羊业和养牛业ꎬ羊毛、牛羊

肉和乳制品等畜产品产量居世界前列ꎮ
澳大利亚是世界主要农产品出口国之一ꎬ主要出口产品包括小麦、大麦、大米、牛

肉、乳制品、棉花和羊毛等ꎻ主要进口农产品包括饮品类、食物制品和果蔬等ꎮ
２. 双边农产品贸易

近年来ꎬ中澳农产品贸易快速增长ꎬ中方始终处于逆差地位ꎮ 中方从澳进口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６４. ５ 亿美元增长到 ２０２１ 年的 ９３. ８ 亿美元ꎮ 主要进口产品为畜产品、谷
物、饮品类、棉麻丝和水果ꎮ

中国对澳大利亚农产品出口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９ 亿美元增长到 ２０２１ 年的 １１ 亿美元ꎬ
出口的主要是水产品、蔬菜和粮食制品ꎮ

(三)中国—澳大利亚自贸区农产品降税模式
澳方 ２０１３ 年农产品海关税目 １０６１ 个ꎬ最终对中方实现全部税目和贸易额零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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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ꎻ中方 ２０１３ 年农产品海关税目 １４６７ 个ꎬ最终对澳方农产品税目中的 ９３. ７％ 和

７０％进口额农产品实现零关税ꎮ 具体产品降税安排ꎬ见商务部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

网—协定专题—已签订的自贸区—“中国一澳大利亚”的中方关税减让表和澳方关

税减让表ꎮ
１. 中方农产品关税处理方式

根据“协定”ꎬ中国对其 １４６７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关税采用以下 １３ 种处理方式方

式ꎮ
(１)继续零关税:含 １１８ 个 ＷＴＯ 关税已为 ０ 的 ８ 位税目农产品(种用活畜禽、种

植用种子、鱼虾蟹苗、啤酒等)ꎬ占农产品总税目 ８％ ꎻ
(２)立即零关税:含 ９３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冻虾、牡蛎、干豆、大麦、燕麦、香料、

水产制品、饲料等)ꎬ占农产品总税目 ６. ３％ ꎻ
(３)三年内降为零:含 １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生马皮)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０. １％ ꎻ
(４)五年内降为零:含 １１０１ 个 ８ 位目农产品(活动物、猪肉、鲜冷冻鱼、乳清、乳

酱、婴幼儿奶粉、蔬果及制品、果糖、巧克力、葡萄酒、亚麻等)ꎬ占农产品总税目 ７５.
１％ ꎻ

(５)六年内降为零:含 ２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山羊皮)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０. １％ ꎻ
(６)八年内降为零:含 １８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牛杂碎、橙汁、生羊皮、生牛皮等)ꎬ

占农产品总税目 １. ２％ ꎻ
(７)九年内降为零:含 １６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羊肉和柑橘属水果等)ꎬ占农产品

总税目 １. １％ ꎻ
(８)十年内降为零:含 １５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熏牛肉、鲜奶、酸奶、黄油、奶酪

等)ꎬ占农产品总税目 １％ ꎻ
(９)十二年降为零:含 ３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奶粉)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０. ２％ ꎻ
(１０)十年内降为零并实施年数量触发的特殊保障措施:含 ６ 个 ８ 位税目牛肉产

品ꎬ占农产品总税目 ０. ４％ ꎻ
(１１)十二年内降为零并实施数量触发的特殊保障措施:含 ２ 个 ８ 位税目全脂奶

粉产品ꎬ占农产品总税目 ０. １％ ꎻ
(１２)增设国别配额:含 ６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羊毛)ꎬ占农产品总税目 ０. ４％ ꎻ
(１３)例外处理不参与降税:含 ８６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小麦、水稻、玉米、棉花、食

用植物油、油菜籽、烟草、鲨鱼翅等)ꎬ占农产品总税目 ５. ９％ ꎮ
具体看ꎬ中方将大米、小麦和玉米三大主粮、棉花、油菜籽、食用植物油(豆油、菜

籽油、花生油、棕榈油、葵花油和棉籽油)、食糖和毛条采取例外不降税处理ꎻ羊毛对

澳设国别配额ꎬ基期配额量 ３ 万吨ꎬ年增 ５％ ꎬ８ 年后最终配额量 ４. ４ 万吨ꎬ配额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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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ꎬ配额外不降税ꎻ牛肉 １０ 年降税至零ꎬ实施为期 １７ 年的数量触发的特殊保障机

制ꎬ触发量内进口适用当年«中澳自由贸易协定»进口税率ꎬ超触发量进口适用 ＷＴＯ
进口税率ꎬ协定生效后首年即基期的触发量为 １７ 万吨ꎬ年增约 ３％ ꎬ最终触发量 ２４. ８
万吨ꎻ全脂奶粉 １２ 年降税至零ꎬ实施为期 １５ 年的数量触发的特殊保障机制ꎬ触发量

内进口适用当年«中澳自由贸易协定»进口税率ꎬ超触发量进口适用 ＷＴＯ 进口税率ꎬ
协定生效后基期触发量为 １. ７５ 万吨ꎬ年增 ５％ ꎬ最终触发量 ３. ４ 万吨ꎻ上述相关税目

牛肉和全脂奶粉特殊保障措施实施结束前ꎬ双方货物贸易委员会将进行审议ꎬ如审议

结论是相关产品自澳进口对中国相关国内产业没有造成严重损害ꎬ则农产品特殊保

障措施不再实施ꎻ如确定产生了严重损害ꎬ则 ６ 年后再次进行上述审议ꎬ此后如需要ꎬ
每 ６ 年再次进行审议ꎮ 其他农产品最终对澳降税至零ꎮ

表 ２－２０　 中国一澳大利亚自贸区货物贸易降税模式

中方降税模式

关税处理方式 税目数
占农产品
比例(％ ) 主要产品

继续零关税 １１８ ８. ０ 种用活畜禽、种植用种子、鱼虾蟹苗、啤酒等

立即零关税 ９３ ６. ３ 冻虾、牡蛎、干豆、大麦、燕麦、香料、水产制品、饲料

３ 年内降税为零
(自生效时起分 ３ 次

每年等比例削减至零)
１ ０. １ 生马皮

５ 年内降税为零 １１０１ ７５. １ 活动物、猪肉、鲜冷冻鱼、乳清、乳酱、婴幼儿奶粉、蔬果及制
品、果糖、巧克力、葡萄酒、亚麻

６ 年内降税为零 ２ ０. １ 山羊皮

８ 年内降税为零 １８ １. ２ 牛杂碎、橙汁、生羊皮、生牛皮

９ 年内降税为零 １６ １. １ 羊肉、柑橘属水果

１０ 年内降税为零 １５ １. ０ 熏牛肉、鲜奶、酸奶、黄油、奶酪

１２ 年内降税为零 ３ ０. ２ 奶粉

１０ 年内降税为零
实施特保措施

６ ０. ４ 牛肉

１２ 年内降税为零
实施特保措施

２ ０. １ 全脂奶粉

增设国别配额 ６ ０. ４ 羊毛

例外处理ꎬ不参与降税 ８６ ５. ９ 粮棉油糖、油菜籽、烟草、鲨鱼翅

合计 １４６７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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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方降税模式

类　 别 税目数
占农产品
比例(％ ) 主要产品

维持零关税 ８３４ ７８. ６ 活动物、鲜冷冻肉、水产品、蔬果及蔬果制品、粮食及粮食制
品、肉制品、酒、棉花

立即零关税 ２２１ ２０. ８ 黄油、奶酪、鲜冷蘑菇、干蘑菇、木薯、葡萄、草莓、马铃薯粉、熏
牛肉、面食

３ 年内降税为零
(自生效时起分 ３ 次
每年等比减至零)

６ ０. ６ 花生、菠萝罐头、梨罐头、杏罐头、桃罐头

合计 １０６１ １００

表 ２－２１　 «中澳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对自澳进口羊毛适用国别关税配额的

产品细目及各年配额量

一、适用产品细目及名称

海关编码 货品名称

５１０１１１００ 未梳的含脂剪羊毛

５１０１１９００ 未梳的其他含脂羊毛

５１０１２１００ 未梳的脱脂剪羊毛(未碳化)
５１０１２９００ 未梳的其他脱脂羊毛(未碳化)
５１０１３０００ 未梳碳化羊毛

５１０３１０１０ 羊毛落毛ꎬ不包括回收纤维

二、各阶段国别关税配额数量

年度 国别关税配额数量(吨)
１ ３００００
２ ３１５００
３ ３３０７５
４ ３４７２９
５ ３６４６５
６ ３８２８８
７ ４０２０３
８ ４２２１３
９ ４４３２４

　 注:所有数量为净毛重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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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２２ ＼«中澳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对自澳进口牛肉

实行特殊保障措施的产品细目及各年数量触发水平

一、适用产品细目及名称

海关编码 货品名称

０２０１１０００ 整头及半头鲜、冷牛肉

０２０１２０００ 鲜、冷的带骨牛肉

０２０１３０００ 鲜、冷的去骨牛肉

０２０２１０００ 冻的整头及半头牛肉

０２０２２０００ 冻的带骨牛肉

０２０２３０００ 冻的去骨牛肉

二、各阶段触发水平

年度 触发水平(吨)
第 １ 年 １７００００
第 ２ 年 １７００００
第 ３ 年 １７００００
第 ４ 年 １７００００
第 ５ 年 １７４４５４
第 ６ 年 １７９６８７
第 ７ 年 １８５０７８
第 ８ 年 １９０６３０
第 ９ 年 １９６３４９
第 １０ 年 ２０２２４０
第 １１ 年 ２０８３０７
第 １２ 年 ２１４５５６
第 １３ 年 ２２０９９３
第 １４ 年 ２２７６２３
第 １５ 年 ２３４４５１
第 １６ 年 ２４１４８５
第 １７ 年 ２４８７２９

表 ２－２３　 «中澳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对自澳进口奶粉

实行特殊保障措施的产品细目及各年数量触发水平

一、适用产品细目及名称

海关编码 货品名称

４０２２１００ 脂肪量>１. ５％的未加糖固状乳及奶油

４０２２９００ 脂肪量>１. ５％的加糖固状乳及奶油

二、各阶段触发水平

年度 触发水平(吨)
１ １７５００
２ １８３７５
３ １９２９４
４ ２０２５８
５ ２１２７１
６ ２２３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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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２３４５２
８ ２４６２４
９ ２５８５５
１０ ２７１４８
１１ ２８５０６
１２ ２９９３１
１３ ３１４２７
１４ ３２９９９
１５ ３４６４９

　 　 ２. 澳方农产品关税处理方式

根据“协定”ꎬ澳大利亚对其 １０６１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采用以下 ３ 种降税方式ꎮ
(１)维持零关税:含 ８３４ 个 ８ 位目农产品(活动物、鲜冷冻肉、水产品、蔬果及蔬

果制品、粮食及粮食制品、肉制品、酒、棉花等)ꎬ占农产品总税目 ７８. ６％ ꎻ
(２)立即零关税:含 ２２１ 个 ８ 位目农产品(黄油、奶酪、鲜冷蘑菇、干蘑菇、木薯、

葡萄、草莓、马铃薯粉、熏牛肉、面食等)ꎬ占农产品总税目 ２０. ８％ ꎻ
(３)三年内降为零:含 ６ 个 ８ 位目农产品(花生、菠萝罐头、梨罐头、杏罐头、桃罐

头等)ꎬ占农产品总税目 ０. ６％ ꎮ

(四)原产地规则
根据“协定”ꎬ双方采用一致的原产地规则标准ꎮ 农产品原产地标准主要适用

“完全获得标准”、“税目改变标准”(包括章改变、品目改变和子目改变)和“区域价

值成分标准”ꎮ 其中ꎬ粮食、棉花、油籽、食糖、烟草、乳制品、鲜冷冻肉食及活动物实

行最为严格的“完全获得标准”ꎻ水产品、蔬菜、水果和茶叶实行“章改变标准”ꎻ农产

品加工品要求须经实质性加工后方可获得原产地资格ꎬ并根据产品类别采取分类处

理ꎬ其中大部分肉制品、面条和糕点、园艺制品、葡萄酒及婴幼儿食品采用“章改变标

准”ꎬ可可制品和咖啡采用“区域价值成分标准”ꎬ分别增值 ５０％ 和 ６０％ 方可认定原

产ꎮ

十二、中国—韩国自贸区

(一)中韩自贸区谈判概况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ꎬ中韩两国领导人在 ＡＰＥＣ 峰会上共同宣布启动中国—韩国自由

贸易协定(以下简称“协定”)民间可行性研究ꎮ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ꎬ双方又宣布启动政府

主导的官产学联合研究ꎮ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ꎬ中韩自贸协定谈判正式启动ꎮ 经过 １４ 轮谈

判ꎬ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ꎬ两国宣布实质性结束谈判ꎮ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ꎬ中韩两国政府正式签署

协定ꎬ同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生效ꎮ
该协定总体实现了“利益大体平衡、全面、高水平”的目标ꎮ 根据协定ꎬ在开放水

平方面ꎬ双方货物贸易自由化比例超过税目 ９０％ 、贸易额 ８５％ ꎮ 协定范围涵盖货物

６８



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和规则共 １７ 个领域ꎬ包含了电子商务、竞争政策、政府采购、环
境等“２１ 世纪经贸议题”ꎮ 同时ꎬ双方承诺在协定签署生效后将以负面清单模式继续

开展服务贸易谈判ꎬ并基于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模式开展投资谈判ꎮ

(二)韩国农业生产与贸易情况
１. 农业生产及对外贸易

２０２１ 年韩国国土面积 １０ 万平方千米ꎬ农业资源禀赋非常稀缺ꎬ农业用地主要分

布在西部和南部平原、丘陵地区ꎬ约为韩国国土面积的 １６. ６％ ꎬ是世界上人均耕地面

积最少的国家之一ꎮ ２０２１ 年总人口 ５１７４ 万ꎬ农村人口 １９％ ꎻＧＤＰ 总额 １. ８ 万亿美

元ꎬ人均 ＧＤＰ 为 ３. ５ 万美元ꎬ农业 ＧＤＰ 占 ＧＤＰ 总额的 １. ８％ ꎮ
韩国土地资源有限ꎬ主要粮食作物是大米、大麦、小麦、薯类、玉米ꎮ 朝鲜战争后

其粮食的自给率还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ꎬ但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以及韩国国内市场

的开放ꎬ谷物自给率水平逐渐下降ꎬ从 １９６０ / １９６１ 年的 ８７％下降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２４％ ꎮ
变化较小的是大米和薯类ꎬ目前保持基本自给状态ꎬ而小麦、玉米、豆类的变化很大ꎬ
现在基本以进口为主ꎮ

在韩国ꎬ家畜饲养业是仅次于水稻生产的第二大农业生产领域ꎬ主要有猪、牛、羊
和鸡等ꎮ 受国土狭小等因素限制ꎬ除了鸡肉和鸡蛋基本上可以保证自给外ꎬ牛肉、猪
肉和牛奶每年都需要大量进口来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ꎮ 特别是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

来ꎬ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推进ꎬ国际市场竞争加剧了肉类进口的增加ꎬ自给率也在逐渐

下降ꎬ国内畜产品消费对进口的依靠程度较高ꎮ
韩国主要进口农产品包括玉米、小麦、牛肉、猪肉、大豆和棉花等ꎻ主要出口农产

品包括食品制品、烟草和饮品等ꎮ
２. 双边农产品贸易

韩国大部分农产品依赖进口ꎬ是世界主要农产品进口国ꎬ进口产品主要包括畜产

品、谷物和水产品ꎬ３ 类农产品进口额合计约占农产品进口总额的一半ꎮ
中国仅次于美国是韩国第二大农产品贸易伙伴和农产品进口来源地ꎬ韩国是中

国第五大农产品出口市场ꎮ 中国从韩国农产品进口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６. ４ 亿美元增长到

２０２１ 年的 １４. ３ 亿美元ꎻ对韩出口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４１. ７ 亿美元增长到 ２０２１ 年的 ５３ 亿美

元ꎮ 进口产品相对分散ꎬ主要是水产品、饮品类和畜产品ꎮ
中国对韩国农产品出口相对集中ꎬ以水产品和蔬菜为主ꎬ２０２１ 年对韩出口水产

品 １７. ５ 亿美元ꎬ占农产品出口总额的 ３３％ ꎻ出口蔬菜 １１. ３ 亿美元ꎬ占农产品出口总

额的 ２１. ３％ ꎮ

(三)中韩自贸区农产品关税处理方式
中方在 ２０１２ 年 ８１９４ 个海关税目中ꎬ农产品为 １４６６ 个ꎬ最终对韩方农产品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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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关税的税目和贸易额分别为 ９３％和 ５６％ ꎮ 韩方同年 １２２３２ 个海关税目中ꎬ农产品

为 ２２５６ 个ꎬ最终对中方农产品实现零关税的税目和贸易额分别为 ７０％和 ４０％ ꎬ同时

给予中方部分农产品国别配额、对部分农产品进行部分降税ꎮ 具体看ꎬ韩方承诺对

１５８８ 项中国对韩出口产品在最长 ２０ 年内关税降零(含水产品、部分果蔬、调料、干
果、罐头制品及饲料等)ꎻ另对占 １６％ 进口额的 ２１ 项敏感产品给中方一定量的国别

配额ꎻ对占 １４％进口额的 ２０ 项农产品实施部分降税ꎬ关税税率平均降幅 ３５％ ꎻ对 １５
项高关税产品进行关税封顶ꎬ最高关税水平为 １３０％ ꎮ 具体产品降税安排ꎬ见商务部

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协定专题—已签订的自贸区—“中国—韩国”的中方关税

减让表和韩方关税减让表ꎮ
１. 中方农产品处理方式

中国 １４６６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采用以下 ８ 种处理方式ꎮ
(１)继续零关税:含 １１８ 个在 ＷＴＯ 下已为 ０ 的 ８ 位税目农产品(种用活畜禽、种

植用种子、鱼虾蟹苗、啤酒等)ꎬ占农产品总税目 ８. ０％ ꎻ
(２)立即零关税:含 １６１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活动物、水产品、活植物、干豆、坚

果、肉桂、肉制品、动物饲料等)ꎬ占农产品总税目 １１. ０％ ꎻ
(３)五年内降为零:含 ７９ 个 ８ 位目农产品(鲶鱼、鲤鱼、军曹鱼、蓝鳕鱼、木薯、干

椰子、油菜籽、牛羊脂肪、可可豆等)ꎬ占农产品总税目 ５. ４％ ꎻ
(４)十年内降为零:含 ６６１ 个 ８ 位目农产品(活动物、猪肉、羊肉、食用杂碎、水产

品、动物毛发、果蔬及其制品、茶叶、咖啡、中药、鱼肝油、亚麻籽油、肉制品、酒类、动物

生皮等)ꎬ占农产品总税目 ４５. １％ ꎻ
(５)十五年内降为零:含 ２３７ 个 ８ 位目农产品(牛肉、活鱼、虾、黄油、乳清、乳酪、

禽蛋、奇异果、什锦水果、燕麦片、树胶、动物脂肪、甜饼干、荔枝罐头、果汁等)ꎬ占农

产品总税目 １６. ２％ ꎻ
(６)二十年内降为零:含 １０５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牛肉、鲣鱼、榛子、板栗、西瓜、

熏鱼、膨化食品、大蒜罐头、酵母、酒和饮料等)ꎬ占农产品总税目 ７. ２％ ꎻ
(７)五年内降税 ８％ :含 １ 个产品(未列名食品)ꎬ占农产品总税目 ０. １％ ꎻ
(８)例外处理:含 １０４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粮棉油糖、奶粉、鲜奶、酸奶、婴幼儿食

品、罐头、鱼翅罐头、鲨鱼翅、咖啡浓缩精汁等)ꎬ占农产品总税目 ７. １％ ꎮ
２. 韩方农产品处理方式

韩国对其 ２２５６ 个 １０ 位税目农产品采用以下 １４ 种处理方式:
(１)继续零关税:含 ＷＴＯ 已为 ０ 的 １０２ 个 １０ 位税目农产品(种用畜禽、鱼苗、牛

及猪精液、饲用干豆、蔬菜花卉及饲草种子、种用菜籽、甜菜种子、生产淀粉的残渣、低
芥子酸油菜籽榨油残渣、动物皮、棉花、羊毛等)ꎬ占农产品总税目 ４. ５％ 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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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立即零关税:含 １４１ 个 １０ 位税目农产品(活动物、肥猪肉、牡蛎、骨胶原、咖
啡、大豆粉、动物脂肪、食糖、动物饲料等)ꎬ占农产品总税目 ６. ３％ ꎻ

(３)五年内降为零:含 ３０３ 个 １０ 位税目农产品(冻鱼、鳕鱼片、香子兰豆、小麦、
谷子、干椰子肉、甜瓜子、棉短绒、鱼肝油、豆油、葵花油、口香糖、巧克力、饼干、面包、
咖啡和茶浓缩精汁、蜂王浆、汽水、动物饲料等)ꎬ占农产品总税目 １３. ４％ ꎻ

(４)十年内降为零:含 １７８ 个 １０ 位税目农产品(牛杂碎、沙丁鱼、鳐鱼、鳕鱼、杜
鹃、干果、糖浆、面食、酒和饮料等)ꎬ占农产品总税目 ７. ９％ ꎻ

(５)十五年内降为零:含 ４２６ 个 １０ 位税目农产品(活鸟、冻杂碎、灵长目细粉、金
枪鱼、鲣鱼、罗非鱼、尼罗河鲶鱼、熏鱼、干豆、巴西果、芭蕉、椰枣、胡椒、啤酒花、中药、
水产制品、果蔬制品、烟草等)ꎬ占农产品总税目 １８. ９％ ꎻ

(６)二十年内降为零:含 ４３５ 个 １０ 位税目农产品(活马、鲜冷冻马肉、鳎鱼、长鳍

金枪鱼、鲨鱼、乳清、菊苣、芹菜、甜玉米、鳄梨、鱼制品、杏罐头、咖啡和茶浓缩精汁、烟
草等)ꎬ占农产品总税目 １９. ３％ ꎻ

(７)自第 １１ 年开始降税ꎬ二十年内降为零:含 ２ 个 １０ 位税目农产品(藻类和水

果罐头)ꎬ占农产品总税目 ０. １％ ꎻ
(８)自第 １３ 年开始降税ꎬ二十年内降为零:含 １ 个农产品(中药)ꎻ
(９)立即降税 １％ :含 ５ 个 １０ 位税目农产品(冻鱼、蟹、蔬菜罐头、调味汁)ꎬ占农

产品总税目 ０. ２％ ꎻ
(１０)五年内降税 １０％ :含 １５ 个 １０ 位税目农产品(鳕鱼、牡蛎、冷冻蔬菜、海草、

糖浆、花生制品、椰子汁等)ꎬ占农产品总税目 ０. ７％ ꎻ
(１１)十年内降税至 １３０％ :含 １５ 个 １０ 位税目农产品(木薯、山药、玉米、大米粗

粒、燕麦片等)ꎬ占农产品总税目 ０. ７％ ꎻ
(１２)增设国别配额:含 ２１ 个 １０ 位税目农产品(其他鱼苗、章鱼、蛤、赤豆、麦芽、

淀粉、大豆、墨鱼及鱿鱼、动物饲料用原料等)ꎬ占农产品总税目 ０. ９％ ꎻ
(１３)例外处理不做减让:含 ６１２ 个 １０ 位税目农产品(大米、活牛、鲜冷冻牛肉、

猪肉、羊肉、乳制品、部分果蔬及制品、茶叶、大麦、荞麦、小麦粉、小麦团粒、中药、肉制

品、食糖、面食等)ꎬ占农产品总税目 ２７. １％ ꎮ
表 ２－２４　 中国一韩国自贸区货物贸易降税模式

中方降税模式

序号 处理方式 税目数
占农产品
比例(％ ) 主要产品

１ 维持零关税 １１８ ８. ０ 种用活畜禽、种植用种子、鱼虾蟹苗、啤酒等

２ 立即零关税 １６１ １１. ０ 活动物、水产品、活植物、干豆、坚果、肉桂、肉制品、动物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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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５ 年零关税 ７９ ５. ４ 鲶鱼、鲤鱼、军曹鱼、蓝鳕鱼、木薯、干椰子、油菜籽、牛羊脂肪、
可可豆

４ １０ 年零关税 ６６１ ４５. １ 活动物、猪肉、羊肉、食用杂碎、水产品、动物毛发及生皮、果蔬
及其制品、茶叶、咖啡、中药、鱼肝油、亚麻籽油、肉制品、酒类

５ １５ 年零关税 ２３７ １６. ２ 牛肉、活鱼、虾、黄油、乳清、乳酪、禽蛋、奇异果、什锦水果、燕
麦片、树胶、动物脂肪、甜饼干、荔枝罐头、果汁

６ ２０ 年零关税 １０５ ７. ２ 牛肉、鲣鱼、榛子、板栗、西瓜、熏鱼、膨化食品、大蒜罐头、酵
母、酒和饮料

７ ５ 年内等
比降税 ８％ １ ０. １ 未列名食品

８ 例外处理 １０４ ７. １ 粮棉油糖、鲜奶、奶粉、鲨鱼翅、酸奶、鱼翅罐头、婴幼儿食品、
罐头、咖啡浓缩精汁

合计 １４６６ １００

韩方降税模式

序号 处理方式 税目数
占农产品
比例(％ ) 主要产品

１ 维持零关税 １０２ ４. ５ 种用畜禽、鱼苗、精液、饲用干豆、油菜和甜菜种子、蔬菜及饲
料作物种子、生产淀粉的残渣、榨油残渣、动物皮毛、棉花

２ 立即零关税 １４１ ６. ３ 活动物、肥猪肉、牡蛎、骨胶原、咖啡、大豆粉、动物脂肪、食糖、
动物饲料

３ ５ 年零关税 ３０３ １３. ４
冻鱼、鳕鱼片、香子兰豆、小麦、谷子、干椰子肉、甜瓜子、棉短
绒、鱼肝油、豆油、葵花油、口香糖、巧克力、饼干、面包、咖啡和
茶浓缩精汁、蜂王浆、汽水、动物饲料

４ １０ 年零关税 １７８ ７. ９ 牛杂碎、沙丁鱼、鳐鱼、鳕鱼、杜鹃、干果、糖浆、面食、酒和饮料

５ １５ 年零关税 ４２６ １８. ９
活鸟、冻杂碎、灵长目细粉、金枪鱼、鲣鱼、罗非鱼、尼罗河鲶
鱼、熏鱼、干豆、巴西果、芭蕉、椰枣、胡椒、啤酒花、中药、水产
制品、果蔬制品、烟草

６ ２０ 年零关税 ４３５ １９. ３ 活马、鲜冷冻马肉、鳎鱼、长鳍金枪鱼、鲨鱼、乳清、菊苣、芹菜、
甜玉米、鳄梨、鱼制品、杏罐头、咖啡和茶浓缩精汁、烟草

７
第 １１ 年起 １０ 年
内等比削减ꎬ
第 ２０ 年降零

２ ０. １ 藻类、水果罐头

８
第 １３ 年起 ８ 年
内等比削减ꎬ
第 ２０ 年降零

１ ０. ０ 中药

９ 立即降税 １％ ５ ０. ２ 冻鱼、蟹、蔬菜罐头、调味汁

１０ ５ 年内
降税 １０％ １５ ０. ７ 鳕鱼、牡蛎、冷冻蔬菜、海草、糖浆、花生制品、椰子汁

１１ １０ 年内
降至 １３０％ １５ ０. ７ 木薯、山药、玉米、大米粗粒、燕麦片

１２ 增设国别配额 ２１ ０. ９ 其他鱼苗、章鱼、蛤、赤豆、麦芽、淀粉、大豆、墨鱼及鱿鱼、动物
饲料用原料

１３ 例外不减让 ６１２ ２７. １
大米、活牛、鲜冷冻牛肉、猪肉、羊肉、乳制品、部分果蔬及制
品、茶叶、大麦、荞麦、小麦粉、小麦团粒、中药、肉制品、食糖、
面食

合计 ２２５６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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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２５　 «中韩自由贸易协定»韩国对自中国进口农产品的

新增国别关税配额产品细目及配额量

２０１２ 年韩国海关编码 产品描述 数量(吨) 配额分配方式

０３０１９９９０２０ 活河豚 １４０ 进口审批(按先到先得原则分配)
０３０１９９９０７０ 活泥鳅 ３２００ 公开拍卖

０３０２８９９０４０ 鲜或冷琵琶鱼 １７ 进口审批(按先到先得原则分配)
０３０３４４００００ 冻大眼金枪鱼 ２７０ 先到先得(入关时自动适用)
０３０３８９９０６０ 冻琵琶鱼 １９００ 公开拍卖

０３０７５１１０００ 活ꎬ鲜或冷章鱼和鱿鱼 ６１００ 公开拍卖

０３０７５９１０２０ 其他章鱼和鱿鱼 １９４００ 公开拍卖

０３０７７１４０００ 活ꎬ鲜或冷赤贝 １５８００ 公开拍卖

０３０７７９１０３０ 冻赤贝 ３３０ 进口审批(按先到先得原则分配)
０３０７７９３０２０ 盐腌或盐渍赤贝 ２９０ 进口审批(先到先得原则分配)
０７１３３２９０００ 其他赤豆 ３０００ 公开拍卖

１１０７１０００００ 麦未焙制芽 ５０００ 进口审批(按先到先得原则分配)
１１０８１９１０００ 红薯淀粉 ５０００ 进口审批(按先到先得原则分配)
１２０１９０３０００ 豆芽用大豆 ３０００ 公开拍卖

１２０１９０９０００ 其他大豆 ７０００ 公开拍卖

１２０７４０００００ 种用芝麻 ２４０００ 公开拍卖

１６０５５４２０９１ 调味鱿鱼 ９８０ 公开拍卖

１６０５５４２０９９ 其他加工或腌制鱿鱼 １３００ 进口审批(按先到先得原则分配)
１６０５５９２０９０ 其他加工或腌制马蹄螺 ７ 先到先得(入关时自动适用)
１６０５６３９０００ 其他加工或腌制海蜇 ４ 先到先得(入关时自动适用)
２３０８００９０００ 其他植物原料、废料、残渣和副产品 ３８０００ 进口审批(按先到先得原则分配)

　 注:韩方同意对实行进口审批和公开拍卖分配方式的产品建立“未完成配额调整机制”ꎬ如连续三年中累计两

年未完成配额量的 ９５％ ꎬ韩方需应中方要求调整配额管理方式ꎬ确保中方企业充分享受优惠配额待遇ꎮ

(四)农产品原产地规则
根据“协定”ꎬ双方采用一致的原产地规则标准ꎮ 农产品原产地标准主要适用

“完全获得标准”、“税目改变标准”(包括章改变、品目改变和子目改变)和“区域价

值成分标准”ꎮ 其中ꎬ粮食、棉花、油籽、植物油、食糖、水产品、咖啡、蔬果及鲜冷冻肉

食实行最为严格的“完全获得标准”ꎻ农产品加工品要求须经实质性加工后方可获得

原产地资格ꎬ并根据产品类别采取分类处理ꎬ其中大部分肉制品、面条和糕点采用

“章改变标准”、可可及制品采用“章改变”或“区域价值成分标准(增值 ５０％ )”ꎬ园艺

制品及婴幼儿食品采用“排除特定章后的章改变标准”ꎮ
十三、中国—格鲁吉亚自贸区

(一)自贸区谈判概况
中国—格鲁吉亚自贸区谈判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启动ꎬ双方于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签署«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格鲁吉亚政府自由贸易协定»(以下简称«协定»)ꎬ并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生效并实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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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格自贸协定是中国与欧亚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ꎬ也是“一带一路”倡议

提出后中国启动并达成的第一个自贸协定ꎮ 协定将进一步提升双边贸易自由化、便
利化水平ꎬ为企业营造更加开放、透明和稳定的贸易环境ꎬ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质优

价廉的产品和服务ꎮ
«协定»包括序言、１７ 个章节和 ２ 个附件ꎬ其中章节包括初始条款与定义、货物贸

易、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和贸易便利化、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贸
易救济、服务贸易、环境与贸易、竞争、知识产权、合作领域、透明度、机制条款、争端解

决、一般条款与例外、最终条款ꎮ 协定的两个附件分别为货物贸易减让表、产品特定

原产地规则和原产地证书ꎮ
在货物贸易领域ꎬ中国和格鲁吉亚最终实现零关税的产品税目比例分别达到

９３. ９％和 ９６. ５％ ꎬ占自对方进口总额的比例均为 ９２. ８％ ꎮ 毛里求斯剩余税目的关税

也将进行大幅削减ꎬ绝大多数产品的关税最高将不再超过 １５％ ꎬ甚至更低ꎮ
在货物贸易方面ꎬ格方对中国 ９６. ５％的产品立即实施零关税ꎬ覆盖格自中国进

口总额的 ９９. ６％ ꎻ中国对格 ９３. ９％ 的产品实施零关税ꎬ覆盖中国自格进口总额的

９３. ８％ ꎬ其中 ９０. ９％ 的产品(４２. ７％ 的进口额)立即实施零关税ꎬ其余 ３％ 的产品

(５１. １％进口额)５ 年内逐步降为零关税ꎮ
在服务贸易方面ꎬ中格双方参照世贸组织服务贸易规则和自贸协定通行规则ꎬ就

市场准入、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等主要义务作出规定ꎬ并设有金融服务、自然人移

动、运输及相关服务、中医药合作和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等附件ꎬ达成了高水平

谈判成果ꎮ 双方均以正面清单方式开放各自服务部门ꎬ格方在市场准入方面做出高

水平承诺ꎬ给予中方的优惠待遇与格方在«格鲁吉亚－欧盟联系国协定»中给予欧盟

的待遇相当ꎬ中方也满足了格方在海运、旅游等服务部门的重点要价ꎮ
在服务贸易章节ꎬ格方对中国海运、水运、铁路、公路运输等领域的市场准入和国

民待遇方面几乎取消了所有限制ꎻ同时ꎬ协定设有运输及相关服务的附件ꎬ双方将致

力于提升在交通运输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互联互通水平ꎬ从而推动实现国际

运输便利化ꎮ

(二)格鲁吉亚农业生产和贸易概况
１. 农业生产及对外贸易

格鲁吉亚位于南高加索中西部ꎮ 北接俄罗斯ꎬ东南和南部分别与阿塞拜疆和亚

美尼亚相邻ꎬ西南与土耳其接壤ꎬ西邻黑海ꎮ ２０１９ 年国土面积 ６. ９７ 万平方公里ꎬ耕
地面积约 ２. ３７ 万公顷ꎬ占国土面积的 ３４. ２％ ꎮ 总人口约 ３７１ 万ꎬ其中农村人口约占

４０％ ꎬＧＤＰ 达 １８７ 亿美元ꎬ人均 ＧＤＰ 为 ５０４２ 美元ꎬ农业 ＧＤＰ 占总 ＧＤＰ 的 ６. １％ ꎮ
格鲁吉亚适合种植谷物、蔬菜、水果ꎬ生产肉、奶制品ꎮ 格目前农业生产水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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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ꎬ肉、奶制品、蔬菜、水果都要大量进口ꎮ ２０２０ 年ꎬ牛奶产量 ５５. ９ 万吨ꎻ鸡蛋产量

６６. ７ 万吨ꎻ葡萄产量 ３１. ７ 万吨ꎻ玉米产量 ２５. ５ 万吨ꎻ土豆产量 ２０. ９ 万吨ꎻ小麦产量

１０. ２ 万吨ꎮ
酒类及饮料和坚果是格鲁吉亚主要出口农产品ꎬ前者占其农产品出口总额的

５３％以上ꎮ 主要出口的品类有葡萄酒等ꎮ 格鲁吉亚主要进口粮食、烟草、食物有、乳
品、饮品和食糖等ꎮ 粮食约占其农产品进口总额的 １１％ ꎬ烟草占其农产品进口总额

的 ９％以上ꎮ ２０２１ 年ꎬ格鲁吉亚农产品进口额 １３. ５ 亿美元ꎬ出口额 １１. ４ 亿美元ꎮ
２. 双边农产品贸易

２０２１ 年ꎬ中格农产品贸易总额 ４７６０. １ 万美元ꎬ其中格鲁吉亚自中国农产品进口

额 １９１０. ２ 万美元ꎬ前五大进口农产品包括畜产品、饮品、蔬菜、油籽、水果ꎬ进口集中

度 ７６. ３％ ꎮ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的十年间ꎬ中格农产品贸易额从 ３２１３. ８ 万美元增长到 ４７６０. １ 万

美元ꎬ年均增长 ４. ５％ ꎮ 其中ꎬ对格出口从 ２８７２ 万美元降至 １９１０. ２ 万美元ꎻ自格进口

从 ３４１. ９ 万美元增至 ２９４９. ８ 万美元ꎮ 中国从格进口的农产品主要是葡萄酒、调味香

料等ꎬ对毛出口的农产品种类则较为分散ꎬ以鸡块及杂碎、白酒、油籽、蔬菜、油籽、水
果为主ꎮ

(三)中国—格鲁吉亚自贸区农产品降税模式
中国—格鲁吉亚自贸区具体产品降税安排ꎬ见商务部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协

定专题已签订的自贸区“中国—格鲁吉亚”ꎮ
１. 中方降税模式

中国对其 １４５７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采用以下 ３ 种降税方式ꎮ
(１)立即零关税:包括活动物(０％ ꎬ１０％ )、鲜、冷、冻猪、马、驴、骡肉、鸡、鸡块、火

鸡、鸭、鹅、兔(１０％ －２３％ )ꎬ未炼制猪、家禽脂肪(２０％ )ꎬ干、熏、盐制的猪肉、牛肉、爬
行动物肉 (２５％ )ꎬ水产品 (０％ － １８％ )ꎬ种用禽蛋 (０％ )、鲜禽蛋 (２０％ )、咸蛋

(２０％ )、皮蛋(２０％ )、天然蜂蜜(１５％ )、燕窝(２５％ )、蜂王浆(１５％ )、人发(１５％ )、
猪毛(２０％ )、羽毛(１０％ )ꎬ花卉(０％ －２３％ )ꎬ蔬菜(０％ －１３％ )ꎬ水果(０％ －３０％ )ꎬ茶
(１５％ )ꎬ调味香料(２％ －２０％ )ꎬ种用黑麦(０％ )、种用燕麦(０％ )ꎬ种用高粱(０％ )ꎬ
制粉工业产品(５％ －６５％ )ꎬ虫胶、树胶、树脂及其他植物液、汁(０－２０％ )ꎬ编结用植

物材料(４％ －１５％ )ꎬ猪油、牛、羊油脂、鱼肝油等动物油脂(８％ －２０％ )ꎬ可可及可可

制品(８％ －２２％ )等 １２２４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８４％ ꎮ
(２)５ 年内降税为零(Ｂ):鲜、冷牛肉、牛杂碎、羊肉、猪、马、驴、骡杂碎、鸡翼、鸡

杂ꎬ冻猪肉、羊肉、牛舌、牛肝、牛杂、猪肝、猪、羊、马、驴、骡杂碎ꎬ鸡翼、鸡杂(１２％ ꎬ
１５％ ꎬ２０％ ꎬ２３％ )ꎬ乳及奶油(６％ ꎬ１０％ ꎬ１２％ ꎬ１５％ ꎬ２０％ )ꎬ黑麦(３％ )、大麦、燕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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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高粱(２％ )、荞麦(２％ )、供焙烘面包糕点用的调制品及面团、面食、碾碎的干

小麦、咖啡、茶浓缩汁ꎬ酵母、调味汁、朗姆酒、杜松子酒、龙舌兰酒、白酒、玉米糠等食

品工业的残渣及废料(５％ )ꎬ橙油(２０％ )等 ９６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６. ６％ ꎮ
(３)维持基准税率(Ｃ):冻牛肉(１２％ ꎬ２５％ )ꎬ咖啡(８％ －３０％ )ꎬ硬粒小麦、其他

小麦及混合麦 (６５％ )、玉米 (２０％ － ６５％ )、籼米稻谷 (６５％ ) 等谷物ꎬ小麦细粉

(６５％ )、玉米细粉(４０％ )、小麦淀粉(２０％ )、玉米淀粉(２０％ )等制粉工业产品ꎬ大豆

(３％ )ꎬ花生(１５％ )ꎬ亚麻子(１５％ )ꎬ油菜子(９％ )ꎬ葵花子(１５％ )等油籽ꎬ初榨豆油、
花生油、油橄榄油等植物油(９％ －２０％ )ꎬ罐头ꎬ甘蔗糖、甜菜糖、砂糖、绵白糖、配方奶

粉(１５％ )ꎬ烤烟等烟草制品(１０％ －５７％ )ꎬ羊毛(３８％ )等 １３７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ꎬ占
全部农产品的 ９. ４％ ꎮ

２. 格方降税模式

格鲁吉亚对其 ２３９４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采用以下 ２ 种降税方式ꎮ
(１)立即零关税:包含活动物(０％ －１２％ )ꎬ除去部分鲜或冷藏的鸡块及杂碎

(１２％ )和鲜或冷藏的整只以外的火鸡块及杂碎(１２％ )以外的肉及食用杂碎(０％ ꎬ
１２％ )ꎬ全部的水产品(０％ )ꎬ除去内包装的净含量不超过 ２. ５ 千克未加糖或其他甜

物质的乳及奶油以外的乳品和蛋品(０％ ꎬ５％ ꎬ１２％ )ꎬ猪毛、羽毛、珊瑚等其他动物产

品(０％ )ꎬ花卉(０％ )ꎬ马铃薯、番茄、莴苣、卷心菜、菜花等大部分蔬菜(０％ ꎬ１２％ )ꎬ
椰子、巴西果、腰果、开心果、夏威夷果等坚果(０％ ꎬ１２％ )ꎬ除去甜橙、葡萄、西瓜、苹
果、杏、李、草莓、猕猴桃、柿子、樱桃外的大部分水果(０％ ꎬ１２％ )ꎬ除去小麦细粉以外

的绝大部分制粉工业产品(０％ ꎬ１２％ )ꎬ油籽(０％ )ꎬ虫胶、树胶、树脂(０％ )ꎬ竹、藤
(１２％ )ꎬ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产品(０％ )、香肠(１２％ )、其他方法制作或保藏的

肉、食用杂碎或动物血(１２％ )、糖及糖食(０％ ꎬ１２％ )ꎬ可可及可可制品(０％ ꎬ５％ )ꎬ谷
物、粮食粉、淀粉或乳的制品、糕饼点心、咖啡、茶、马黛茶的浓缩精汁及以其为基本成

分或以咖啡、茶、马黛茶为基本成分的制品(１２％ )ꎬ酵母、发酵粉(０％ )ꎬ调味汁及其

制品(１２％ )ꎬ汤料及其制品(０％ )ꎬ冰淇淋(０％ )ꎬ食品工业的残渣及废料(０％ ꎬ
１２％ )ꎬ亮晒型马里兰烟、雪茄烟、小雪茄香烟、过滤嘴卷烟等小部分烟草制品

(１２％ )ꎬ甘露糖醇(０％ )ꎬ精油及香膏(０％ )、酪蛋白、酪蛋白胶等蛋白类物质(０％ )ꎬ
生皮(０％ )ꎬ毛皮(０％ )ꎬ蚕丝(０％ )ꎬ羊毛(０％ )ꎬ棉花(０％ )ꎬ废棉(０％ )ꎬ亚麻(０％ )
等 ２０３３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总数的 ９４. ２％ ꎮ

(２)维持基准税率:包含冷冻绵羊肉(１２％ )、鲜或冷藏的鸡块及杂碎(１２％ )、鲜
或冷藏的整只以外的火鸡块及杂碎(１２％ )、内包装的净含量不超过 ２. ５ 千克未加糖

或其他甜物质的乳及奶油(１２％ )、天然蜂蜜(１２％ )、芹菜、山葵、小黄瓜、洋蓟、茴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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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玉米、油橄榄、伞菌属蘑菇、银耳、豇豆、蚕豆、木薯、甘薯、山药、马铃薯细粉、粗粉或

薄片等蔬菜(１２％ )、甜橙、葡萄、西瓜、苹果、杏、李、草莓、猕猴桃、柿子、樱桃、柑橘类

等水果(１２％ )、板栗酱和蓉(１２％ )、樱桃酱(１２％ )、木莓酱(１２％ )、苹果酱(１２％ )ꎬ
巴旦杏、榛子、栗子等坚果(１２％ )ꎬ小麦细粉(１２％ )ꎬ添加酒精、糖保藏的柑橘类、梨、
杏、樱桃、桃子、草莓、姜、葡萄、李子ꎬ番茄汁、葡萄汁、苹果汁等(１２％ )ꎬ麦芽酿造的

啤酒、鲜葡萄酿造的酒(１. ５ ｅｕｒｏ / ｌｉｔꎬ０. ５ ｅｕｒｏ / ｌｉｔ)、白葡萄酒(０. ２ｅｕｒｏ / ｌｉｔ)、波尔图

(０. ２ｅｕｒｏ / ｌｉｔ)、小酸酒(０. ５ｅｕｒｏ / ｌｉｔ)、味美思酒及其他加植物或香料的用鲜葡萄酿造

的酒(０. ５ｅｕｒｏ / ｌｉｔꎬ０. ２ｅｕｒｏ / ｌｉｔ)ꎬ苹果酒(０. ５ｅｕｒｏ / ｌｉｔ)、梨酒(０. ５ｅｕｒｏ / ｌｉｔ)、科尼亚克

(１. ５ ｅｕｒｏ / ％ ｖｏｌ / ＨＬ)、阿马尼亚克(１. ５ ｅｕｒｏ / ％ ｖｏｌ / ＨＬ)、阿马尼亚克(１. ５ ｅｕｒｏ / ％
ｖｏｌ / ＨＬ)、兰帕果渣酒(１. ５ ｅｕｒｏ / ％ ｖｏｌ / ＨＬ)、" Ｅｎｉｓｅｌｉ" 白兰地、" Ｇｒｅｍｉ" 白兰地(１. ５
ｅｕｒｏ / ｌｉｔ)、朗姆和劣质甜酒(１. ５ ｅｕｒｏ / ％ ｖｏｌ / ＨＬ)ꎬ日内瓦酒(１. ５ ｅｕｒｏ / ％ ｖｏｌ / ＨＬ)ꎬ超
过 ２ 升的伏特加酒(１. ５ ｅｕｒｏ / ％ ｖｏｌ / ＨＬ)ꎬ利口酒及科尔迪酒(１. ５ ｅｕｒｏ / ％ ｖｏｌ / ＨＬ)ꎬ
亚力酒(１. ５ ｅｕｒｏ / ％ ｖｏｌ / ＨＬ)、梅(１. ５ ｅｕｒｏ / ％ ｖｏｌ / ＨＬ)、梨、樱桃酒精饮料(不包括烈

性酒)(１. ５ ｅｕｒｏ / ％ ｖｏｌ / ＨＬ)ꎬ茴香酒(１. ５ ｅｕｒｏ / ％ ｖｏｌ / ＨＬ)ꎬ苹果白兰地(１. ５ ｅｕｒｏ / ％
ｖｏｌ / ＨＬ)ꎬ科恩(１. ５ ｅｕｒｏ / ％ ｖｏｌ / ＨＬ)ꎬ龙舌兰(１. ５ ｅｕｒｏ / ％ ｖｏｌ / ＨＬ)ꎬ酒精饮料(１. ５ ｅｕ￣
ｒｏ / ％ ｖｏｌ / ＨＬ)ꎬ酒醋(０. ４ ｅｕｒｏ / ｌｉｔ)等酒及饮料ꎬꎬ肯塔基烟草、亮晒烟、无滤嘴香烟、嚼
烟和鼻烟等大部分烟草及烟草制品(１２％ )等 １２５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

的 ５. ８％ ꎮ

(四)中方主要农产品降税方式
(１)谷物及其制品:种用黑麦(０％ )、种用大麦(０％ )、种用燕麦(０％ )、种用高粱

(０％ )、种用谷子(２％ ) 加那利草子(２％ )、种用直长马唐(０％ )、其他直长马唐

(３％ )、种用昆诺阿藜(０％ )、其他昆诺阿藜(３％ )、种用黑小麦(０％ )、其他黑小麦

(３％ )在 ２０１８ 年立即降为零ꎮ 其他的黑麦(３％ )、大麦、燕麦(２％ )、高粱(２％ )、荞
麦(２％ )将在 ２０２３ 年降为零ꎮ 硬粒小麦、其他小麦及混合麦(６５％ )、玉米(２０％ －
６５％ )、籼米稻谷(６５％ )等谷物将维持基准税率ꎮ

(２)棉花:未梳的棉花和已梳的棉花(４０％ )、废棉纱线、回收纤维、其他废棉

(１０％ )、已梳的棉花(４０％ )将维持基准税率ꎮ
(３) 食用油籽及植物油:食用油籽中ꎬ黄大豆 (３％ )、黑大豆 (３％ )、青大豆

(３％ )、去壳花生(１５％ )、未去壳花生(１５％ )、亚麻子(１５％ )等维持基准税率ꎮ 其余

食用油籽在 ２０１８ 年降为零ꎮ 植物油(８％ －２０％ )维持基准税率ꎮ
(４)食糖:除去无水乳糖(１０％ )、其他乳糖及乳糖浆(１０％ )、甘蔗蜜糖(８％ )、其

他蜜糖(８％ )、口香糖(１２％ )、其他不含可可的糖食(１０％ )将立即降零外ꎬ甘蔗糖

(５０％ )、砂糖(５０％ )、绵白糖(５０％ )等食糖产品将维持基准税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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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肉产品:活动物ꎬ鲜、冷、冻猪、马、驴、骡、禽肉ꎬ干、熏、盐制的肉产品立即降

为零ꎻ鲜、冷牛肉及其杂碎ꎬ羊肉ꎬ猪、马、驴、骡、鸡杂碎ꎬ冻的猪肉及其杂碎、猪肝、牛
舌、牛肝、牛杂、羊、马、驴、骡、鸡杂碎等将在 ２０２３ 年降为零ꎻ冻牛肉(１２％ ꎬ２５％ )维
持基准税率ꎮ

(６)禽蛋:全部禽蛋在 ２０１８ 年降为零ꎮ
(７)乳品:全部乳品(６％ －２０％ )将在 ２０２３ 年降为零ꎮ
(８)水产品:全部水产品(０％ －１８％ )在 ２０１８ 年降为零ꎮ
(９)蔬菜和水果:全部的蔬菜(０％ －１３％ )和全部的水果(０％ －３０％ )在 ２０１８ 年

降为零ꎮ
(１０)羊毛:除去未梳喀什米尔山羊毛(９％ )在 ２０１８ 年立即降为零外ꎬ其他的未

梳羊毛(３８％ )将维持基准税率ꎮ
(１１)咖啡和茶:咖啡(８％ －３０％ )将维持基准税率ꎮ 茶(１０％ －１５％ )在 ２０１８ 年

立即降为零ꎮ
(１２)烟草:烟草(１０－５７％ )全部维持基准税率ꎮ
(１３)酒类:除去朗姆酒(１０％ )、杜松子酒(１０％ )、龙舌兰酒(１０％ )、白酒(１０％ )

将在 ２０２３ 年降为零外ꎬ其他酒类(０％ －６５％ )在 ２０１８ 年立即降为零ꎮ
(１４)生皮:全部生皮产品(５％ －１４％ )在 ２０１８ 年立即降为零ꎮ
(１５)坚果:全部坚果(０％ －２５％ )在 ２０１８ 年立即降为零ꎮ
(１６)花卉:全部花卉(０％ －２３％ )在 ２０１８ 年立即降为零ꎮ

(五)格方主要农产品降税方式
(１)谷物及其制品:除去小麦细粉(１２％ )维持基准税率外ꎬ其余谷物及其制品

(０％ －１２％ )均在 ２０１８ 年立即降为零ꎮ
(２)棉花:全部棉花产品(０％ )均在 ２０１８ 年立即降为零ꎮ
(３)食用油籽及植物油:全部食用油籽(０％ )在 ２０１８ 年立即降为零ꎮ
(４)食糖:全部食糖在 ２０１８ 年立即降为零ꎮ
(５)肉产品:全部活动物在 ２０１８ 年立即降为零ꎮ 肉及食用杂碎中ꎬ除去骨牛肉

(１２％ )、冷冻绵羊肉(１２％ )、部分鸡块和火鸡块及其杂碎(１２％ )、鸡肝(１２％ )维持

基准税率外ꎬ其他肉产品(０％ －１２％ )均在 ２０１８ 年立即降为零ꎮ
(６)禽蛋:全部禽蛋(１２％ )在 ２０１８ 年立即降为零ꎮ
(７)乳品:除去内包装的净含量不超过 ２. ５ 千克未加糖或其他甜物质的乳及奶

油(１２％ )将维持基准税率外ꎬ其余乳品(０％ －１２％ )在 ２０１８ 年立即降为零ꎮ
(８)水产品:全部水产品(０％ )在 ２０１８ 年立即降为零ꎮ
(９)蔬菜和水果:除去芹菜、山葵、小黄瓜、洋蓟、茴香、甜玉米、油橄榄、伞菌属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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菇、银耳、豇豆、蚕豆、木薯、甘薯、山药等蔬菜(１２％ )ꎬ甜橙、葡萄、西瓜、苹果、杏、李、
草莓、猕猴桃、柿子、樱桃、柑橘类等水果(１２％ )将维持基准税率外ꎬ其他大部分蔬菜

(０％ －１２％ )和大部分水果(０％ －１２％ )在 ２０１８ 年立即降为零ꎮ
(１１)羊毛:全部羊毛产品(０％ )均为立即降税ꎬ在 ２０１８ 年立即降为零ꎮ
(１２)咖啡和茶:全部咖啡(０％ )和全部茶(０％ －１２％ )均为立即降税ꎬ在 ２０１８ 年

立即降为零ꎮ
(１３)烟草:肯塔基烟草、亮晒烟、无滤嘴香烟、嚼烟和鼻烟等大部分烟草及烟草

制品(１２％ )将维持基准税率ꎬ亮晒型马里兰烟、雪茄烟、小雪茄香烟、过滤嘴卷烟等

小部分烟草制品(１２％ )在 ２０１８ 年立即降为零ꎮ
(１４)酒类:除去麦芽酿造的啤酒、鲜葡萄酿造的酒(１. ５ ｅｕｒｏ / ｌｉｔꎬ０. ５ ｅｕｒｏ / ｌｉｔ)、白

葡萄酒(０. ２ｅｕｒｏ / ｌｉｔ)、波尔图(０. ２ｅｕｒｏ / ｌｉｔ)、小酸酒(０. ５ｅｕｒｏ / ｌｉｔ)、味美思酒及其他加

植物或香料的用鲜葡萄酿造的酒(０. ５ｅｕｒｏ / ｌｉｔꎬ０. ２ｅｕｒｏ / ｌｉｔ)ꎬ苹果酒(０. ５ｅｕｒｏ / ｌｉｔ)、梨
酒(０. ５ｅｕｒｏ / ｌｉｔ)、科尼亚克(１. ５ ｅｕｒｏ / ％ ｖｏｌ / ＨＬ)、阿马尼亚克(１. ５ ｅｕｒｏ / ％ ｖｏｌ / ＨＬ)、
阿马尼亚克(１. ５ ｅｕｒｏ / ％ ｖｏｌ / ＨＬ)、兰帕果渣酒(１. ５ ｅｕｒｏ / ％ ｖｏｌ / ＨＬ)、" Ｅｎｉｓｅｌｉ"白兰

地、"Ｇｒｅｍｉ"白兰地(１. ５ ｅｕｒｏ / ｌｉｔ)、朗姆和劣质甜酒(１. ５ ｅｕｒｏ / ％ ｖｏｌ / ＨＬ)ꎬ日内瓦酒

(１. ５ ｅｕｒｏ / ％ ｖｏｌ / ＨＬ)ꎬ超过 ２ 升的伏特加酒(１. ５ ｅｕｒｏ / ％ ｖｏｌ / ＨＬ)ꎬ利口酒及科尔迪

酒(１. ５ ｅｕｒｏ / ％ ｖｏｌ / ＨＬ)ꎬ亚力酒(１. ５ ｅｕｒｏ / ％ ｖｏｌ / ＨＬ)、梅(１. ５ ｅｕｒｏ / ％ ｖｏｌ / ＨＬ)ꎬ茴香

酒(１. ５ ｅｕｒｏ / ％ ｖｏｌ / ＨＬ)ꎬ苹果白兰地(１. ５ ｅｕｒｏ / ％ ｖｏｌ / ＨＬ)ꎬ科恩(１. ５ ｅｕｒｏ / ％ ｖｏｌ /
ＨＬ)ꎬ龙舌兰(１. ５ ｅｕｒｏ / ％ ｖｏｌ / ＨＬ)将维持基准税率外ꎬ其余酒类在 ２０１８ 年立即降为

零ꎮ
(１５)生皮:全部生皮(０％ )在 ２０１８ 年立即降为零ꎮ
(１６)坚果:除去巴旦杏、榛子、栗子等坚果(１２％ )将维持基准税率外ꎬ其余坚果

(０％ －１２％ )在 ２０１８ 年立即降为零ꎮ
(１７)花卉:全部花卉(０％ )在 ２０１８ 年立即降为零ꎮ

(六)原产地规则
根据«中国－格鲁吉亚政府自由贸易协定»原产地规则ꎬ农产品适用完全获得标

准、税目改变标准、区域价值成分与产品特定原产地规则相结合的标准ꎮ
１. 完全获得标准

适用完全获得标准的产品包括税则第 １ 章活动物ꎬ第 ２ 章肉及食用杂碎ꎬ第 ４ 章

乳品、蛋品、天然蜂蜜ꎬ第 １５ 章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产品ꎻ精制的食用油脂ꎻ动、植
物蜡ꎬ第 １７ 章中除去不含可可的糖食(包括白巧克力)以外的糖及糖食ꎬ第 １８ 章中

生的或焙炒的整颗或破碎的可可豆ꎬ第 ２２ 章中的未加糖或其他甜物质及未加味的

水ꎬ包括天然或人造矿泉水及汽水、冰及雪ꎬ鲜葡萄酿造的酒ꎬ味美思酒及其他加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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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香料的用鲜葡萄酿造的酒ꎬ其他发酵饮料ꎬ未改性乙醇ꎬ按容量计酒精浓度在 ８０％
及以上、任何浓度的改性乙醇及其他酒精ꎬ醋及用醋酸制得的醋代用品ꎬ第 ２３ 章中的

食品工业的残渣及废料、配制的动物饲料ꎬ
２. 税目改变

适用税目改变标准的产品主要包括以下产品:第 ３ 章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及

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ꎬ第 ５ 章其他动物产品ꎬ第 ７ 章蔬菜ꎬ第 ８ 章水果ꎬ第 ９ 章中的未

浸除咖啡碱咖啡(０９０１１１)、已浸除咖啡碱咖啡(０９０１１２)、茶、调味香料ꎬ第 １０ 章谷

物ꎬ第 １１ 章制粉工业产品、麦芽、淀粉、菊粉、面筋ꎬ第 １２ 章含油子仁及果实、杂项子

仁及果实、工业用或药用植物、稻草、秸秆及饲料ꎬ第 １３ 章虫胶、树胶、树脂及其他植

物液、汁ꎻ第 １４ 章编结用植物材料ꎻ其他植物产品ꎻ第 １６ 章肉、鱼、甲壳动物、软体动

物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的制品ꎬ第 １８ 章中的可可荚、壳、皮及废料ꎬ可可膏ꎬ可可

脂、可可油ꎬ未加糖或其他甜物质的可可粉ꎬ第 １９ 章谷物、粮食粉、淀粉或乳的制品ꎻ
糕饼点心ꎬ第 ２０ 章蔬菜、水果、坚果ꎬ第 ２１ 章中的杂项食品ꎬ第 ２２ 章中的加味、加糖

或其他甜物质的水ꎬ包括矿泉水及汽水ꎬ其他无酒精饮料ꎬ但不包括税号 ２０. ０９ 的水

果汁或蔬菜汁ꎬ麦芽酿造的啤酒ꎬ第 ２４ 章烟草、烟草及烟草代用品的制品

３. 税目改变标准及区域价值成分标准的混合标准

第 １７ 章中的不含可可的糖食(包括白巧克力)、第 １８ 章中的巧克力及其他含可

可的食品适用品目改变且区域价值成分 ６０％的混合标准ꎮ
４. 区域价值成分与产品特定原产地规则相结合

采用该标准的农产品主要包括第 ９ 章中的未浸除咖啡碱咖啡(０９０１２１)、已浸除

咖啡碱(０９０１２２)适用区域价值成分 ６０％且由未加工的咖啡豆(可焙炒)加工而成的

标准ꎮ 第 １８ 章中的巧克力及其他含可可的食品ꎬ第 ２２ 章中的未改性乙醇、按容量计

酒精浓度在 ８０％以下ꎬ蒸馏酒、利口酒及其他酒精饮料ꎬ适用于区域价值成分 ６０％ ꎬ
同时要求在一缔约方内进行混合、过滤及其他后续操作等加工工序ꎮ

十四、中国—毛里求斯自贸区

(一)自贸区谈判概况
中国—毛里求斯自贸区谈判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启动ꎮ 经过四轮谈判ꎬ双方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毛里求斯共和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以
下简称«协定»)ꎬ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 日生效实施ꎮ «协定»是中国与非洲国家签署的

第一个自贸协定ꎬ是毛里求斯迄今在其服务领域开放水平最高的自贸协定ꎬ将中非经

贸合作水平提升到了新的高度ꎮ
«协定»包括序言、１７ 个章节和 ３ 个附件ꎬ其中章节包括初始条款与定义、货物贸

易、原产地规则和实施程序、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贸易救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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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投资、竞争、知识产权、电子商务、经济合作、透明度、行政与机制条款、争端解

决、例外、最终条款ꎬ附件包括货物贸易关税减让表、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产品

特定原产地规则ꎮ
在货物贸易领域ꎬ中国和毛里求斯最终实现零关税的产品税目比例分别达到

９６. ３％和 ９４. ２％ ꎬ占自对方进口总额的比例均为 ９２. ８％ ꎮ 毛里求斯剩余税目的关税

也将进行大幅削减ꎬ绝大多数产品的关税最高将不再超过 １５％ ꎬ甚至更低ꎮ
在服务贸易领域ꎬ双方承诺开放的分部门均超过 １００ 个ꎮ 其中ꎬ毛里求斯将对中

国开放通讯、教育、金融、旅游、文化、交通、中医等 １１ 个服务领域的 １３０ 多个分部门ꎮ
这是毛里求斯迄今为止在服务领域开放水平最高的自贸协定ꎮ 中国在商业服务、金
融、交通等领域大幅放宽对毛市场准入限制ꎬ总体开放水平远高于中国加入 ＷＴＯ 的

承诺ꎮ

(二)毛里求斯农业生产和贸易概况
１. 农业生产及对外贸易

毛里求斯位于非洲大陆以东、印度洋西南部ꎮ 总人口约 １２６ 万ꎮ 全国可耕地面

积为 １１. ０８ 万公顷ꎬ占全国总面积的 ４６％ ꎬ其中蔗田 ７６１８６ 公顷ꎬ粮田 ５２６２ 公顷ꎬ
２０２０ 年甘蔗产量 ２６２. １ 万吨ꎮ 毛里求斯每年需进口粮食 ２０ 万吨左右ꎮ 其他农作物

有茶叶、烟草、洋葱、水果等ꎮ 畜牧业以饲养牛、羊、猪、鹿、鸡等为主ꎮ ８０％的奶制品

和 ９０％的牛肉依靠进口ꎬ猪肉、鸡和蔬菜基本自给ꎮ
外贸是毛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主要出口蔗糖和出口加工区产品ꎬ进口粮

食及其他食品、棉毛原料、机器设备、石油产品等ꎮ
毛海岸线长约 ２５０ 公里ꎬ有 ２３０ 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ꎬ经济价值较高的渔业

资源主要为金枪鱼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毛捕鱼业发展较快ꎮ 从 １９９２ 年起ꎬ为保护渔业

资源ꎬ避免过量捕捞ꎬ政府开始采取限制措施ꎮ 海产品不能自给ꎬ每年还需大量进口ꎮ
近年来ꎬ毛为加速经济转型ꎬ鼓励发展渔产品加工业ꎬ将其列为吸引外资的重点产业

之一ꎮ ２０２０ 年上半年ꎬ毛鱼类产量从 ２０１９ 年上半年的 １５８００ 吨下降至 １２２７８ 吨ꎬ降
幅为 ２２. ３％ ꎮ 其中ꎬ深海鱼(金枪鱼等)的捕捞量下降 ２１. ４％ ꎬ沿海鱼类捕捞量下降

３７. ６％ ꎮ
水产品和食糖是毛里求斯主要出口农产品ꎬ前者占其农产品出口总额的 ４７％以

上ꎮ 主要出口的品种有制作或保藏的金枪鱼、鲣及狐鲣等ꎮ 毛里求斯主要进口水产

品、粮食、乳品和食用油等ꎮ 水产品占其农产品进口总额的 １９％以上ꎮ ２０２１ 年ꎬ毛里

求斯农产品进口额 １１. ８ 亿美元ꎬ出口额 ６. ２ 亿美元ꎮ
２. 双边农产品贸易

２０２１ 年ꎬ中毛农产品贸易总额 ５２０２. １ 万美元ꎬ其中毛里求斯自中国农产品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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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４４７９. ４ 万美元ꎬ前五大进口农产品包括水产品、蔬菜、饮品、畜产品和粮食制品ꎬ进
口集中度 ８５. ６％ ꎮ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的十年间ꎬ中毛农产品贸易额从 ３４１１. ７ 万美元增长到 ５２０２. １ 万

美元ꎬ年均增长 ４. ８％ ꎮ 其中ꎬ对毛出口从 ３０７８. ５ 万美元增至 ４４７９. ４ 万美元ꎻ自毛进

口从 ３３３. ２ 万美元增至 ７２２. ７ 万美元ꎮ 中国从毛进口的农产品主要是砂糖、其他甘

蔗糖、除鱼肝油以外的鱼油、脂及其分离品ꎬ饲料用鱼粉等ꎬ对毛出口的农产品种类则

较为分散ꎬ以鱼、白酒、大蒜、羊毛、甜玉米、调味品等为主ꎮ

(三)中国—毛里求斯自贸区农产品降税模式
中国—毛里求斯自贸区具体产品降税安排ꎬ见商务部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协

定专题已签订的自贸区“中国—毛里求斯”ꎮ
１. 中方降税模式

中国对其 １５１２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采用以下 ５ 种降税方式ꎮ
(１)立即零关税:包括活畜禽、鲜、冷、冻肉、水产品、乳制品、蜂蜜及蜂产品、兽

毛、蔬菜、菌菇、坚果、水果、咖啡、茶、香料、谷物、淀粉、油子仁、种子、中药、动物油、面
食、罐头、饮品、精油及香膏、可可及其制品、蛋白类产品、生皮、蚕茧、桑蚕丝、羊毛、棉
花等 １２４８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８２. ５％ ꎮ

(２)５ 年内降税为零:包括牛肉、羊肉、鲜、冷、冻肉及食用杂碎、金枪鱼、燕窝、苔
藓及地衣、扁桃仁、榛子、核桃、栗子等坚果ꎬ无花果、鳄梨、杏、西瓜、荔枝、草莓、樱桃、
苹果等水果和胡椒、植物油、人造黄油、可可油、糖浆、黄瓜、大蒜等蔬菜、黄酒等 １４８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９. ８％ ꎮ

(３)７ 年内降税为零:包括普洱茶等 ５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０.
３％ ꎮ

(４)国别关税配额产品:包括甜菜糖、甘蔗糖、砂糖、绵白糖等 ７ 个 ８ 位税目农产

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０. ５％ ꎮ
(５)维持基准税率:鲨鱼翅、花茶、乌龙茶、硬粒小麦、玉米、稻谷、玉米细粉、大米

细粉、大豆、油菜子、豆油、花生油、橄榄油、棕榈油等植物油ꎬ橙汁、番茄汁、烟草、雪
茄、卷烟、羊毛、棉花、废棉纱线回收纤维等 １０４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６. ９％ ꎮ
２. 毛方降税模式

毛里求斯对其 １１５７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采用以下 ５ 种降税方式ꎮ
(１)立即零关税:包含活禽畜ꎬ肉产品ꎬ水产品ꎬ乳品ꎬ猪毛、羽毛、珊瑚、鲜花、洋

葱、番茄等蔬菜ꎬ蘑菇、木耳、银耳等菌菇ꎬ豆类、木薯、山药等植物块茎ꎬ椰子等水果ꎬ
腰果、扁桃仁等坚果ꎬ无花果、菠萝、鳄梨、番石榴等水果ꎬ茶ꎬ胡椒ꎬ肉桂、丁香等香料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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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黑麦、燕麦、玉米、大米等谷物ꎬ淀粉ꎬ油子仁及果实ꎬ工业用或药用植物ꎬ竹、藤
等编结用植物材料ꎬ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产品ꎬ肉、食用杂碎、动物血ꎬ制作或保藏

的鱼ꎻ鲟鱼子酱及鱼卵制的鲟鱼子酱代用品ꎬ制作或保藏的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及其

他水生无脊椎动物ꎬ糖浆ꎬ可可及可可制品ꎬ谷物、粮食粉、淀粉或乳的制品ꎻ糕饼点

心ꎬ咖啡、茶、马黛茶的浓缩精汁ꎬ 酵母ꎬ调味汁ꎬ汤料ꎬ饮料ꎬ酒ꎬ食品工业的残渣及废

料ꎻ配制的动物饲料ꎬ烟草ꎬ糖醇ꎬ精油及香膏、蛋白产品、生皮、羊毛等 ９３２ 个 ８ 位税

目农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总数的 ８０. ６％ ꎮ
(２)部分降税:包含红茶、朗姆酒、松子酒、伏特加、白兰地、龙舌兰等 １３ 个 ８ 位

税目农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１. １％ ꎮ
(３)五年降零:鲜葡萄酿的酒、味美思酒及其他加植物或香料的用鲜葡萄酿造的

酒、香蒂酒、啤酒、苹果酒等其他发酵饮料ꎬ乙醇及其他酒精ꎬ未去梗的烟草等 ４８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４. １％ ꎮ

(４)敏感:鸡、火鸡、鲜冷冻猪肉、乳及奶油、酸乳、黄油、牛油酥油、鸡蛋、天然蜂

蜜、玫瑰、兰花等花ꎬ小麦粗粒、动、植物油脂及其分离品、肉、食用杂碎或动物血制成

的香肠及类似产品、动物肝、罐头肉及杂碎、精炼用甘蔗糖、甘蔗糖蜜、戒烟口香糖、即
食或快食面条、甜饼干、华夫饼和薄脆饼、黄瓜及小黄瓜、番茄、马铃薯、豌豆、芦笋、花
生酱、柑橘属水果、菠萝、樱桃、梨、杏、樱桃、草莓、棕榈芯、橙汁、葡萄柚汁、菠萝汁、番
茄汁等未发酵或未加酒精的水果汁、蔬菜汁ꎬ酱油、番茄沙司、辣椒酱、冰淇淋、面包添

加剂、糖浆等 １２５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１０. ８％ ꎮ
(５)例外:小麦或混合麦的细粉、涂抹的人造黄油、甜菜糖、白砂糖等固体甘蔗

糖、天然矿泉水、汽水、非酒精啤酒、麦芽酿造的啤酒、果酒、酒精醋、零售包装的狗食

或者猫食、家禽饲料等 ３９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３. ４％ ꎮ
３. 中方主要农产品降税方式

(１)谷物及其制品:硬粒小麦、稻谷、小麦团粒(６５％ )、玉米(２０％—６５％ )、经其

他加工的玉米(例如ꎬ去壳、制成粒状、切片或粗磨) (６５％ )维持基准税率ꎬ黑麦、大
麦、直长马唐(０—３％ )ꎬ燕麦、食用高粱、荞麦、谷子、加那利草子(０—２％ )、滚压或制

片的大麦(１１０４. １９１０)、燕麦(２０％ )、马铃薯的细粉、粗粉、粉末、粉片、颗粒及团粒

(１５％ )、麦芽(１０％ )、淀粉(１０％—２０％ )、面筋(１８％ )在 ２０２１ 年降为零ꎬ经其他加

工的大麦(例如ꎬ去壳、制成粒状、切片或粗磨)(６５％ )在 ２０２５ 年降为零ꎮ
(２)棉花:未梳的棉花和已梳的棉花(４０％ )、废棉纱线、回收纤维(１０％ )、棉制

缝纫线(５％ )、棉纱线(缝纫线除外)非供零售用(５％ )维持基准税率ꎮ
(３)食用油籽及植物油:种用大豆、花生(０％ )、其他花生、干椰子肉、亚麻子

(１５％ )、其他油菜子(０—９％ )、葵花子(０—１５％ )、棕榈果及棕榈仁(０—１０％ )ꎬ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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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蓖麻子、芥子(０—１５％ )、红花子(０－２０％ )、罂粟籽、牛油果树(２０％ )在 ２０２１ 年

降为零ꎬ黄大豆、黑大豆、青大豆(３％ )、低芥子酸油菜籽(０—９％ )、全部植物油

(８％—２０％ )维持基准税率ꎬ其他甜瓜子(２５％ )在 ２０２５ 年降为零ꎮ
(４)食糖:固体甘蔗糖、甜菜糖及化学纯蔗糖(５０％ )为国别关税配额产品ꎬ乳糖

及乳糖浆(１０％ )、制糖后所剩的糖蜜(８％ )、不含可可的糖食(包括白巧克力)(１０％
－１２％ )在 ２０２１ 年降为零ꎬ槭糖及槭糖浆、葡萄糖及葡萄糖浆、化学纯果糖(３０％ )在
２０２５ 年降为零ꎮ

(５)肉产品:活动物(１０％ )全部在 ２０２１ 年降为零ꎬ鲜冷牛肉(１２％ －２０％ )ꎬ整头

及半头的冻牛肉(２５％ )、其他鲜或冷的绵羊肉(２３％ )、其他冻的绵羊肉(２３％ )、鲜、
冷、冻肉及食用杂碎(２３％ )在 ２０２５ 年降为零

(６)禽蛋:全部禽蛋(０－２０％ )在 ２０２１ 年降为零ꎮ
(７)乳品:大部分乳品(６％ －２０％ )在 ２０２１ 年降为零ꎮ
(８)水产品:黄鳍金枪鱼、大眼金枪鱼(１２％ )金枪鱼(金枪鱼属)、鲣鱼或狐鲣

(鲣)(１０％ )在 ２０２５ 年降为零ꎬ其他大部分水产品(０－１７. ５％ )在 ２０２１ 年降为零ꎮ
(９)蔬菜和水果:全部蔬菜(０－１３％ )和大部分水果(１０％ －１５％ )在 ２０２１ 年降为

零ꎬ水果中无花果(３０％ )、鳄梨、西瓜、木瓜、杏、木莓、黑莓、桑椹及罗甘莓、黑、白或

红的穗醋栗(加仑子)及醋栗(２５％ )ꎬ蔓越桔及越桔、荔枝、草莓、木莓、黑莓、桑椹、罗
甘莓、黑、白或红的穗醋栗(加仑子)及醋栗(０８１１. ２０００)、栗子、樱桃(３０％ )ꎬ杏、梅及

李、苹果、柿饼、红枣、荔枝干(２５％ )、鲜、冻、干或用盐水、亚硫酸水或其他防腐液暂

时保藏的柑橘属水果或甜瓜(包括西瓜)的果皮(２５％ )在 ２０２５ 年降为零ꎮ
(１０)羊毛:未梳的羊毛和羊毛落毛(３８％ )维持基准税率ꎬ未梳的动物细毛或粗

毛(９％ )、其余羊毛或动物细毛或粗毛的废料ꎬ包括废纱线ꎬ但不包括回收纤维

(９％—１３. ５％ )在 ２０２１ 年降为零ꎮ
(１１)咖啡和茶:茶中花茶、乌龙茶(１５％ )维持基准税率ꎬ其他茶(０９０２. ３０９０)和

普洱茶(１５％ )在 ２０２７ 年降为零ꎬ马黛茶(１０％ )在 ２０２１ 年降为零ꎻ咖啡(８％—３０％ )
在 ２０２５ 年降为零ꎮ

(１２)烟草:烟草(１０—５７％ )全部维持基准税率ꎮ
(１３)酒类:麦芽酿造的啤酒(０％ )、汽酒(１４％ )在 ２０２１ 年降为零ꎬ其他酿酒葡萄

汁(３０％ )、味美思酒及其他加植物或香料的用鲜葡萄酿造的酒 (６５％ )、黄酒

(４０％ )、按容量计酒精浓度在 ８０％及以上的未改性乙醇、任何浓度的改性乙醇及其

他酒精(３０％—４０％ )在 ２０２５ 年降为零ꎬ未改性乙醇(按容量计酒精浓度在 ８０％ 以

下)、蒸馏酒、利口酒及其他酒精饮料(１０％ )、醋及用醋酸制得的醋代用品(２０％ )在
２０２１ 年降为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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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生皮:除牛皮(８％ )在 ２０２５ 年降为零外ꎬ其余生皮产品(５％ －１４％ )在 ２０２１
年降为零ꎮ

(１５)坚果:坚果中巴西果、去壳腰果、去壳扁桃仁、去壳榛子、开心果、槟榔果

(１０％ )ꎬ未去壳腰果、去壳核桃(２０％ )、种用夏威夷果(０％ )在 ２０２１ 年降为零ꎬ未去

壳扁桃仁、去壳夏威夷果、可乐果(２４％ )、未去壳榛子、未去壳核桃、板栗、白果、松子

仁(２５％ )、在 ２０２５ 年降为零ꎮ
(１６)花卉:花卉中番红花球茎(４％ )、百合球茎(０—５％ )、生长或开花的鳞茎、

块茎、块根、球茎、根颈及根茎ꎬ菊苣植物及其根(１５％ )、食用水果或食用坚果的树、
灌木(０—１０％ )、杜鹃、玫瑰、蘑菇菌丝(０—１５％ )ꎬ兰花、菊花、百合、康乃馨(１０％ )在
２０２１ 年降为零ꎬ鲜、干、染色、漂白、浸渍或用其他方法处理的其他制花束或装饰用的

插花及花蕾(０６０３. ９０００ꎬ２３％ )ꎬ苔藓及地衣(２３％ )在 ２０２５ 年降为零ꎮ
４. 毛方主要农产品降税方式

(１)谷物及其制品:小麦或混合麦的细粉(１５％ )为例外产品ꎬ小麦粗粒及粗粉和

谷物颗粒(团粒)为敏感产品ꎬ其他谷物产品均在 ２０２１ 年降为零ꎮ
(２)棉花:全部棉花产品(０％ )均为立即降税ꎮ
(３)食用油籽及植物油:全部食用油籽及植物油(０—１０％ )在 ２０２１ 年降为零ꎮ
(４)食糖:甜菜糖(８０％ )、其他甘蔗糖(１７０１. １３. ９０、１７０１. １４. ９０、１７０１. ９９. ９０)

(８０％ )ꎬ加有香料或者着色剂的其他固体甘蔗糖、甜菜糖及化学纯蔗糖(８０％ )和白

砂糖(８０％ )为例外ꎬ精炼用甘蔗糖(０％ )、口香糖(不论是否裹糖)为敏感产品ꎮ
(５)肉产品:鲜、冷、冻猪肉ꎬ整只鲜、冷或冻的鸡和杂碎、整只鲜或冷的火鸡为敏

感产品ꎬ其他肉产品(０％ )在 ２０２１ 年降为零ꎮ
(６)禽蛋:带壳ꎬ鲜、腌制或煮过的鸡蛋为敏感产品ꎬ其他鲜、腌制或煮过的带壳

禽蛋(０％ )ꎬ鲜、干、冻、蒸过或水煮、制成型或用其他禽蛋及蛋黄(０％ )在 ２０２１ 年降

为零ꎮ
(７)乳品:未浓缩及未加糖或其他甜物质的乳及奶油(按重量计脂肪含量不超过

１０％ )ꎬ粉状、粒状或其他固体形状的未加糖或其他甜物质的浓缩、加糖或其他甜物

质的和其他(０４０２. ２９. ００)乳及奶油ꎬ酸乳、黄油、纯牛油酥油、无水乳脂ꎬ未加糖或其

他甜物质、液状ꎬ含糖和其他(０４０２. ９９. ９０)乳及奶油、其他黄油及其他从乳中提取的

脂和油和乳酱(０４０５. ９０. ９０)为敏感产品ꎬ其他乳品为立即降税ꎮ
(８)水产品:全部水产品(０％ )在 ２０２１ 年降为零ꎮ
(９)蔬菜和水果:全部蔬菜和水果(０％ )在 ２０２１ 年降为零ꎮ
(１０)羊毛:全部羊毛产品(０％ )均为立即降税ꎮ
(１１)咖啡和茶:红茶(已发酵)及半发酵茶(３０％ )ꎬ内包装每件净重不超过 ３ 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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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其他红茶(已发酵)及半发酵茶(３０％ )在 ２０２５ 年降为零ꎬ其他咖啡和茶产品

(０％ )为立即降税ꎮ
(１２)烟草:未去梗的烟草、部分或全部去梗的烟草、其他烟草(２４０１. ３０. ００)在

２０２５ 年降为零ꎬ其余烟草产品(０％ )均为立即降零ꎮ
(１３)酒类:加酒精抑制发酵的酿酒葡萄汁、其他酿酒葡萄汁、用于制造药酒及药

物、香水和化妆品、酒精醋、变性酒精(加热和照明)或动力酒精、酒精饮料及烈酒的

酒精、航空酒精为立即降税ꎮ 其他鲜葡萄酿造的酒ꎬ品目 ２０. ０９ 以外的酿酒葡萄汁

(２２０４. １０. ９０)(１５％ )ꎬ麦芽酿造的啤酒(１５％ )ꎬ果酒、加度果酒(１５％ )ꎬ灌装及其他

混合葡萄酒及加度混合葡萄酒(１５％ )、酒精醋(１５％ )为例外产品ꎮ 通过蒸馏发酵的

甘蔗产品获得的朗姆酒和其他烈酒ꎬ蒸馏杜松子酒ꎬ伏特加酒ꎬ水果白兰地、通过重新

蒸馏从糖蜜、甘蔗或其衍生物中获得的酒精并通过调味、加糖或进一步处理重蒸酒精

获得的烈酒ꎬ通过混合或调味从糖蜜、甘蔗或其衍生物获得的酒精获得的烈酒

(３０％ )为部分降税ꎮ 其余酒精产品均在 ２０２５ 年降为零ꎮ
(１４)生皮:全部生皮产品(０％ )均为立即降税ꎮ
(１５)坚果:全部坚果在 ２０２１ 年降为零ꎮ
(１６)花卉:玫瑰、兰花、其他鲜、干、染色、漂白、浸渍或用其他方法处理的制花束

或装饰用的插花及花蕾(０６０３. １９. ００ 和 ０６０３. ９０. ００)为敏感产品ꎬ其他花卉在 ２０２１
年降为零ꎮ

(四)原产地规则
在原产地规则方面ꎬ中毛自贸协定对原产货物的判定标准主要包括三类ꎬ一是完

全获得货物ꎻ二是全部使用原产材料生产的货物ꎻ三是使用非原材料生产的货物ꎬ采
用区域价值成分 ４０％标准与产品特定原产地规则相结合的方式ꎬ对糖果、食品、饮料

等毛里求斯出口产品制定了相对灵活的原产地标准ꎮ 此外ꎬ引入基于经核准出口商

的自主声明制度ꎬ同意建立原产地电子信息交换系统ꎬ便利企业享惠ꎮ
１. 税目改变

适用税目改变标准的产品主要包括以下产品:第一章活动物ꎬ第二章肉及食用杂

碎ꎬ第三章中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ꎬ第四章乳品ꎬ第九章中

的咖啡与茶ꎬ第十章谷物ꎬ第十一章制粉工业产品、麦芽、淀粉、菊粉和面筋ꎬ第十二章

含油子仁及果实、杂项子仁及果实、工业用或药用植物、稻草、秸秆及饲料ꎬ第十五章

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产品、精制的食用油脂、动、植物蜡ꎻ第十六章肉、鱼、甲壳动

物、软体动物及其他水生无脊柱动物的制品ꎬ第十七章中的固体甘蔗糖、甜菜糖及化

学纯蔗糖、其他固体糖、包括化学纯乳糖、麦芽糖、葡萄糖及果糖、未加香料或着色剂

的糖浆、人造蜜、焦糖ꎬ不含可可的糖食(包括白巧克力)ꎻ第十九章中的供婴幼儿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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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零售包装食品ꎬ第二十章中的蔬菜、水果、坚果或植物其他部分的制品ꎬ第二十二

章中除去未改性乙醇(按容量计酒精浓度在 ８０％以下)、蒸馏酒、利口酒及其他酒精

饮料以外的饮料、酒和醋ꎬ第三十三章中的精油及香膏ꎬ第五十章中的蚕茧、生丝及废

丝ꎬ第五十一章中的羊毛、动物毛等ꎬ第五十二章中的棉花、废棉等ꎬ第五十三章中的

亚麻ꎮ
２. 税目改变与区域价值成分混合标准

采用该标准的农产品主要包括第十九章中的面食、包馅ꎬ珍粉及淀粉制成的珍粉

代用品ꎬ谷物或谷物产品经膨化或烘炒制成的食品(例如玉米片)ꎬ谷物片或经其他

加工的谷粒(细粉、粗粒及粗粉除外)ꎬ面包、糕点、饼干及其他烘焙糕饼ꎬ圣餐饼、装
药空囊、封碱、糯米纸及类似制品等ꎻ第二十一章中的茶、马黛茶浓缩精汁及以其为基

本成分或以茶、马黛茶为基本成分的制品ꎬ烘焙菊苣和其他烘焙咖啡代用品及其浓缩

精汁ꎬ酵母、发酵粉ꎬ调味汁及其制品、混合调味品、芥子粉及其调制品ꎬ汤料及其制

品ꎬ冰淇淋及其他冰制食品ꎻ第二十二章中的未改性乙醇ꎬ按容量计酒精浓度在 ８０％
以下、蒸馏酒、利口酒及其他酒精饮料等ꎮ

十五、«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ＲＣＥＰ)
(一)自贸区谈判概况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下简称 ＲＣＥＰ)ꎬ签署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ꎬ涉

及东盟十国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共 １５ 个亚太国家ꎮ 协定文本共 ２０
章ꎬ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电子商务等领域及原地产规则、海关程序、卫生与

植物卫生措施、贸易救济、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等规则ꎬ是亚太地区达成的超大型自由

贸易协定之一ꎮ
２０１１ 年东盟峰会上ꎬ东盟十国领导人正式批准了启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ＲＣＥＰ)谈判的提议ꎮ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ꎬ在柬埔寨金边举行的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期

间ꎬ东盟十国与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的领导人共同发布联合声

明ꎬ正式启动了这一计划覆盖 １６ 国的自贸区建设进程ꎮ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ꎬ第三次 ＲＣＥＰ
协定领导人会议在泰国曼谷举行ꎬ会议发表联合声明ꎬ正式宣布除印度外的 １５ 个成

员国已结束全部文本谈判及实质上所有市场准入谈判ꎬ下一步将启动法律文本审核

工作ꎬ以便在 ２０２０ 年签署协定ꎮ 尽管其他 １５ 国一再作出积极努力ꎬ但出于贸易自由

化水平、对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和非关税壁垒等方面的顾虑ꎬ印度最终决定退出该协

定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ꎬ１５ 个成员国克服疫情影响完成了 １. ４ 万多页的法律文本审核ꎬ并
在 ＲＣＥＰ 领导人视频会议上正式签署了协定ꎬ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 日正式生效实施ꎮ

ＲＣＥＰ 是迄今达成的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ꎬ覆盖全球近 １ / ３ 的人口ꎬ区域内

ＧＤＰ、各成员出口额和吸引外商投资额合计均接近全球总量的 ３０％ ꎮ 单从农业来

５０１



看ꎬＲＣＥＰ 覆盖了全球近一半的农业增加值和两成的农产品贸易ꎬ是稻谷、棕榈油、牛
肉、奶类等农产品重要产地ꎬ产量分别接近全球 ６０％ 、９０％ 、２０％ 和 １０％ ꎮ ＲＣＥＰ 成

员国中既有日本、韩国等农产品进口大国ꎬ也有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农产品出口大国ꎬ
还有中国、印尼、越南、马来西亚等农产品“大进大出”的国家ꎮ

对中国而言ꎬ在货物贸易方面ꎬ通过 ＲＣＥＰ 中日之间首次达成双边关税减让安

排ꎬ实现了历史性突破ꎻ中国与韩国、东盟之间在若干农产品上也作出超出现有双边

自贸协定的开放承诺ꎬ贸易自由化程度进一步提升ꎮ 在原产地规则方面ꎬＲＣＥＰ 整合

了中国与东盟、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韩国等之间双边自贸协定的原产地规则ꎬ更加便

于企业掌握和利用ꎮ 在服务贸易方面ꎬ１５ 个成员方都作出高出原有双边自贸协定的

开放承诺ꎬ大大提高了政策透明度ꎮ 在投资方面ꎬ成员方普遍大幅缩减投资限制ꎬ使
各方企业在区域内开展对外投资的门槛明显降低ꎮ

(二)ＲＣＥＰ 国家自贸区农产品降税模式
ＲＣＥＰ 于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实施ꎬ２０２２ 年为降税第 １ 年ꎮ 具体降税安排ꎬ见商

务部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协定专题已签订自贸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ＲＣＥＰ)”关税减让表ꎮ

１. 中方主要农产品降税方式

在 ＲＣＥＰ 成员中ꎬ中国与东盟、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韩国均签署了双边自贸协定ꎬ
且农产品已经作出了较高水平的开放承诺ꎬ因此在 ＲＣＥＰ 中对东盟、澳大利亚和新西

兰仍然保持了较高的农产品市场开放度ꎬ农产品自由化水平分别为 ９２. ８％ 、９１. ５％
和 ９２％ ꎬ特别是对东盟还新开放了未磨胡椒、椰子汁等个别没有在中国—东盟自贸

协定中保留关税的产品ꎮ 由于中国、日本、韩国同时还在商谈中日韩自贸区ꎬ日本与

韩国也暂未签署双边自贸协定ꎬ因此三方在 ＲＣＥＰ 中承诺了的农产品自由化水平较

低ꎬ中国对日本和韩国的农产品自由化水平分别是 ８６. ６％和 ８８. ２％ ꎮ
中国对其 １４７０ 个农产品中的约 １６％—６５％ (对日本为 ２４０ 个ꎬ对韩国为 ３３９

个ꎬ对东盟、澳、新为 ９３０—９６０ 个)维持零关税或在协定生效时立即取消关税ꎬ对其余

农产品采取 １０ 年降零(对日本为 １１ 年)、１５ 年降零(对日本为 １６ 年)、２０ 年降零(对
日本为 ２１ 年)、部分降税、例外处理等方式ꎮ

(１)１０ 年降零(对日本为 １１ 年):含 ２０７—８２１ 个农产品ꎬ其中对东盟为 ２０８ 个ꎬ
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１４. ２％ ꎻ对新西兰为 ２０７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１４. １％ ꎻ对澳

大利亚为 ２３０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１５. ７％ ꎻ对日本为 ７４９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

的 ５１％ ꎻ对韩国为 ８２１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５５. ９％ ꎮ 主要包括鲜冷牛肉(对澳大

利亚和日本排除降税)、其他冻鱼肉、动物毛、甘蔗、可可豆、菠萝、椰子等ꎮ
(２)１５ 年降零(对日本为 １６ 年):含 ４７—２１２ 个农产品ꎬ其中对东盟为 ５２ 个ꎬ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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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３. ５％ ꎻ对韩国为 ４７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３. ２％ ꎻ对日本为 ２１２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１４. ４％ ꎻ对澳大利亚、新西兰没有这一类别ꎮ 仅对日本采取

这一降税方式的产品主要是鲜冷猪肉、鲜冷冻鸡肉及其他禽肉、盐渍鲱鱼、乳清粉、鸡
蛋、其他谷物团粒、甜菜、梨罐头、樱桃罐头、葡萄汁、苹果汁等ꎬ这些产品对其他成员

均采取 １０ 年降零的方式ꎮ
(３)２０ 年降零(对日本为 ２１ 年):包括 １０—１９０ 个农产品ꎬ其中对东盟为 １４４ 个ꎬ

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９. ８％ ꎻ对澳大利亚为 １８３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１２. ５％ ꎻ对
新西兰为 １９０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１２. ９％ ꎻ对韩国为 ８９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

的 ６. １％ ꎻ对日本为 ７２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４. ９％ ꎮ 主要包括冻鸭杂碎、盐腌猪

肉、盐腌或熏制的牛肉、柑橘类水果、牛油果、莓类水果、果酱、未磨胡椒、椰子汁等ꎮ
(４)部分降税:含 １３—２８ 个农产品ꎬ其中对东盟为 １７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１. ２％ ꎻ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 ２８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１. ９％ ꎻ对韩国为 １３ 个ꎬ
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０. ９％ ꎻ对日本没有这一降税类别ꎮ 主要包括干红枣(仅对韩国

部分降税ꎬ对其他成员经 ２０—２１ 年过渡期取消关税)、植物油脂及其分离品(对东

盟、澳、新部分降税ꎬ对韩国和日本排除降税)、大麦加工品(对澳大利亚、新西兰、韩
国部分降税ꎬ对东盟和日本经 ２０—２１ 年过渡期取消关税)ꎮ

(５)例外处理:含 ８９—１９７ 个农产品ꎬ其中对东盟和新西兰为 ８９ 个ꎬ占全部农产

品税目的 ６. １％ ꎻ对澳大利亚为 ９７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６. ６％ ꎻ对韩国 １６１ 个ꎬ占
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１１％ ꎻ对日本为 １９７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１３. ４％ ꎮ 对所有成

员均排除降税的农产品主要是已焙炒未浸除咖啡碱的咖啡、已磨胡椒ꎬ小麦、玉米、大
米等粮食及其制粉ꎬ大豆、食用植物油、食糖、烟草等ꎮ 仅对韩国和日本排除降税的产

品主要是鲜奶、奶粉等乳制品、糖浆、咖啡代用品ꎮ 仅对日本排除降税的产品主要是

章鱼、干杏、谷物加工食品等ꎮ
２. 澳大利亚主要农产品降税方式

澳大利亚农产品市场开放程度历来较高ꎬ在 ＲＣＥＰ 协定中ꎬ澳对其 １０６２ 个农产

品税目中的 ７８. ６％ (８３５ 个税目)维持零关税ꎬ１３. ７％ (１４５ 个税目)立即降零ꎻ其余采

取 ３ 年降零、７ 年降零、１５ 年降零、２０ 年降零或例外处理等方式ꎮ
(１)３ 年降零:含 １０ 个农产品ꎬ主要包括乳酱、黄瓜、大蒜、蔓越莓、伏特加酒等ꎬ

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１％ ꎮ
(２)７ 年降零:含 ４７ 个农产品ꎬ主要包括动物精液、竹笋罐头、梨罐头、杏罐头、桃

罐头、番茄汁、未改性乙醇、铸模及铸芯用粘合剂、动物生皮等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４. ４％ ꎮ
(３)１５ 年降零:含 ９ 个农产品ꎬ主要包括菜籽油、蔬菜罐头、葡萄汁等ꎬ占全部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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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税目的 ０. ７％ ꎮ
(４)２０ 年降零:含 １２ 个农产品ꎬ主要包括花生、发酵饮料、乙二醇等ꎬ占全部农产

品税目的 １. １％ ꎮ
例外处理:含 ４ 个农产品ꎬ主要包括葡萄、未冷冻均化蔬菜和柠檬汁等ꎬ占全部农

产品税目的 ０. ４％ ꎮ
３. 菲律宾主要农产品降税方式

菲律宾对东盟成员国以及中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等 ５ 个非东盟成员

采用不同的降税方式ꎬ但总的来看ꎬ差别降税主要体现在工业品上和少部分农产品

上ꎮ 在农产品自由化水平上ꎬ菲律宾对其他东盟成员承诺 ８８. ９％的开放水平ꎬ对中

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均承诺 ８８. ８％的开放水平ꎬ对韩国则为 ８１. ６％ ꎮ
菲律宾对其 １６７５ 个农产品中的约 ８０. ４％ (１３４４—１３４８ 个)维持 ＭＦＮ 零关税或

在协定生效时立即取消关税ꎬ其余农产品采取经 １５ 年过渡期降税到零、部分降税

(ＳＬ)和例外处理等方式ꎮ
(１)１５ 年降零:含 ９３—１４１ 个农产品ꎬ其中对韩国为 ９３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５. ６％ ꎬ对其余成员为 １４１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８. ４％ ꎮ 主要包括鲜冷罗非鱼、熏
罗非鱼、冷冻马铃薯、冷冻甜玉米、芭蕉、葡萄柚、西瓜、黑胡椒、大米粉、椰子油、棕榈

仁油等ꎬ其中椰子油、棕榈仁油对韩国为排除降税ꎮ 此外ꎬ３ 个鱼鳔及其他鱼杂碎税

目根据不同种类的鱼做了进一步拆分ꎬ对韩国的降税方式包括立即降零(如大西洋

鲑的杂碎)和排除降税(如其他鱼杂碎)ꎬ对其余成员的降税方式则是立即降零(如大

西洋鲑的杂碎)或 １５ 年降零(如其他鱼杂碎)ꎮ
(２)部分降税:含 ８５—９８ 个农产品ꎬ其中对中国为 ８５ 个税目ꎬ占全部农产品税

目的 ５. １％ ꎬ对其余成员为 ９８ 个税目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５. ９％ ꎮ 主要包括干、熏、
盐制的带骨的猪腿肉、鲜冷冻鹅、冻鲭鱼、盐腌及盐渍的罗非鱼、黄瓜、豌豆、芹菜、暂
时保藏的甜玉米及洋葱、干辣椒、玉米淀粉、面条、糖渍蔬菜水果等ꎬ其中鲜冷冻鹅、暂
时保藏的甜玉米、暂时保藏的洋葱等对中国为排除降税ꎮ

(３)例外处理:含 ８９—１４０ 个农产品ꎬ其中对韩国为 １４０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

的 ８. ４％ ꎬ对中国为 １０２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６. １％ ꎬ对其余成员为 ８９ 个ꎬ占全部

农产品税目的 ５. ３％ ꎮ 对所有成员均排除降税的农产品主要包括鲜冷冻猪肉、鲜冷

冻鸡肉、生菜、胡萝卜、菜糖、蔗糖等ꎮ
４. 韩国主要农产品降税方式

韩国对东盟、澳大利亚、新西兰、中国、日本等采取不同的降税方式ꎬ农产品自由

化水平分别是 ６９. ５％ 、６８. ６％ 、６８. ９％ 、６２. ６％ 、４６. ９％ ꎮ 韩国对其 ２２６６ 个农产品中

的 １７％—２０％ (对日本 ３７７ 个ꎬ对中国 ３９９ 个ꎬ对东盟、澳大利亚、新西兰为 ４５７ 个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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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维持零关税或立即降税到零ꎬ对其余农产品采取 １０ 年降零、１５ 年降零、２０ 年降

零、部分降税、维持基准税率(ＨＳＬ)、例外处理等方式ꎮ
(１)１０ 年降零:含 ５３１—５７６ 个农产品ꎬ其中对东盟和新西兰为 ５７６ 个ꎬ占全部农

产品税目的 ２５. ４％ ꎻ对澳大利亚为 ５７５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２５. ４％ ꎻ对中国为

５３１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２３. ４％ ꎻ对日本为 ５５０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２４. ３％ ꎮ
主要包括活鹅、其他鲜冷冻杂碎(羊、马、驴、骡)、鲜冷蓝旗金枪鱼、冻鳗鱼、剑鱼鱼片

等多数鱼片、蛤等贝类、苹果树等苗木、橄榄、柑橘类水果、咖啡、胡椒、部分药材、葵花

籽油等植物油、鱼肉肠、枫糖、谷物制食品、柠檬汁、红酒等ꎮ
(２)１５ 年降零:含 １３３—５０３ 个农产品ꎬ其中对东盟、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为 ５０３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２２. ２％ ꎻ对中国为 ４７２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２０. ８％ ꎻ对
日本为 １３３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５. ９％ ꎮ 主要包括冻的禽杂碎、冻鳕鱼鱼片、墨
鱼、玉米粉、鱼罐头、番茄罐头、人参茶等ꎮ

(３)２０ 年降零:含 ２—３９ 个农产品ꎬ其中对东盟为 ３９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１.
７％ ꎻ对澳大利亚为 ２２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１％ ꎻ对新西兰为 ２７ 个ꎬ占全部农产

品税目的 １. ２％ ꎻ对中国为 １６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０. ７％ ꎻ对日本为 ２ 个ꎬ占全部

农产品税目的 ０. １％ ꎮ 主要有雪蟹、鱿鱼、肠衣、可乐果、果酱等ꎮ 此外ꎬ对 １ 个鹿茸

税号按产品状态进一步拆分成干 /加工的、其他的ꎬ针对东盟、新西兰和中国ꎬ韩国承

诺对干 /加工的鹿茸采取 ２０ 年降零ꎬ对其他的鹿茸则排除降税ꎮ
(４)部分降税:含 ４—１７３ 个农产品ꎬ其中对东盟为 １７３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７. ６％ ꎻ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 １６５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７. ３％ ꎻ对中国为 ４ 个ꎬ
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０. ２％ ꎻ对日本没有这一降税类别ꎮ 主要包括鲜冷冻羊肉、动物

杂碎、鲍鱼、鲜冷狭鳕鱼、郁金香、芹菜、圆白菜、部分蘑菇、竹笋、葡萄柚、莓类、红茶、
菜籽油、糖浆、制作或保藏的蔬菜、人参精油等ꎮ

(５)维持基准税率:含 １１３ 个农产品ꎬ仅对东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采用这一类

别ꎬ主要包括多数冻鱼、蓝纹奶酪、孢子甘蓝、南瓜、鱼罐头、葡萄糖浆、制作或保藏的

人参等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４. ９％ ꎮ
(６)例外处理:含 ４０４—１２０４ 个农产品ꎬ其中对东盟为 ４０４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

的 １７. ８％ ꎻ对澳大利亚为 ４３４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１９. ２％ ꎻ对新西兰为 ４２６ 个ꎬ
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１８. ９％ ꎻ对中国为 ８４４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３７. ３％ ꎻ对日本

为 １２０４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５３. １％ ꎮ 主要包括牛肉、鸡肉、鲜奶、奶油、奶粉、多
数奶酪、天然蜂蜜、大蒜、甜玉米、胡萝卜、坚果、西瓜、苹果、大麦、大米、谷物粉、中药

材、红参提取物、精制糖、蔬菜罐头、水果汁等ꎮ
５. 柬埔寨主要农产品降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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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柬埔寨也是东盟国家中的最不发达成员ꎬ但其在 ＲＣＥＰ 中的农产品自由化

水平较高达到了 ９１％ ꎮ 柬埔寨对其他成员采用统一降税方式ꎬ对其 １６７５ 个农产品

中的 ４７. ８％ (８００ 个税目)维持零关税或在协定生效时立即取消关税ꎬ对其余农产品

采取 １３ 年、１５ 年、２０ 年过渡期降税到零或采取维持基准税率、例外处理等方式ꎮ
(１)１３ 年降零:含 ３０８ 个农产品ꎬ主要包括鲜冷冻肉及食用杂碎、大西洋鲑鱼、墨

鱼、禽蛋、燕窝、马铃薯、孢子甘蓝、榴莲、乌龙茶、含油子仁及果实等ꎬ占全部农产品税

目的 １８. ４％ ꎮ
(２)１５ 年降零:含 ２２０ 个农产品ꎬ主要包括鲜冷冻牛羊肉、罗非鱼、天然蜂蜜、苹

果、调味香料、淀粉、植物油脂、肉罐头、油橄榄、甜玉米等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１３.
１％ ꎮ

(３)２０ 年降零:含 １９６ 个农产品ꎬ主要包括鲈鱼、玫瑰等花卉、卷心菜、竹笋、南
瓜、西瓜、花生油及其分离品、蔬菜罐头、制造饮料用的复合酒精制品、烟草等ꎬ占全部

农产品税目的 １１. ７％ ꎮ
(４)ＥＬ、ＨＳＬ(实际是维持基准税率):含 １１０ 个农产品ꎬ主要包括去骨牛肉、鲜

奶、枣、葡萄、梨、面条、巧克力、蛋糕、蘑菇罐头、花生酱、酱油、醋等ꎬ占全部农产品税

目的 ６. ６％ ꎮ
(５)例外处理:含 ４１ 个农产品ꎬ主要包括脂肪含量低于 １％的液态奶、黄油、乳酪

及凝乳、橙、小麦粉、口香糖、麦精、速溶咖啡、豆奶饮品、辣椒酱、威士忌酒、烟草、明胶

等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２. ４％ ꎮ
６. 老挝主要农产品降税方式

老挝是东盟成员中的最不发达国家之一ꎬ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开放能力方面与其

他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ꎮ 其他成员方给予老挝一定照顾ꎬ允许其货物市场准入采取

相对低水平的开放和多数产品采用 １３ 年以上的较长过渡期ꎬ以便其国内逐步适应贸

易自由化ꎮ 在 ＲＣＥＰ 中ꎬ老挝对其余成员采用统一的降税方式ꎬ其农产品自由化水平

为 ６１. ３％ ꎮ 具体来看ꎬ对其 １６７５ 个农产品税目中的 ９. ８％ (１６４ 个税目)在协定生效

时立即降税到零ꎬ其余农产品采用经 １３ 年、１５ 年、２０ 年(前 １５ 年不降税)过渡期降

税到零或例外处理等处理方式ꎮ
(１)１３ 年降零:含 ２０４ 个农产品ꎬ主要包括乳酱、蘑菇菌丝、淀粉、琼脂、人造黄

油、蜂蜡、葡萄糖、巧克力、麦精、天然水、动物饲料等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１２. ２％ ꎮ
(２)１５ 年降零:含 ３９６ 个农产品ꎬ主要包括绵羊、鳟鱼、大麻哈鱼、大西洋鲑鱼、墨

鱼、乳酪及凝乳、去壳禽蛋、天然蜂蜜、燕窝、糖蜜、麦精、调味汁、制造饮料用的复合酒

精制品等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２３. ６％ ꎮ
(３)２０ 年降零(前 １５ 年不降税):含 ２６３ 个农产品ꎬ主要包括马、驴、骡、牛、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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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玫瑰、孢子甘蓝、卷心菜、胡椒、花生、干椰子肉、竹、藤、烘焙糕饼等ꎬ占全部农产品

税目的 １５. ７％ ꎮ
(４)例外处理:含 ６４８ 个农产品ꎬ主要包括家禽、鲜冷牛肉、鲜冷冻肉及杂碎、鲈

鱼、鲶鱼、蟹、小虾虾仁、酸乳、带壳禽蛋、木耳、洋葱、竹笋、绿豆、坚果、苹果、梨、柿子、
银耳、草莓、猕猴桃、水果罐头、水果汁、葡萄酒、啤酒、口香糖、面食等ꎬ占全部农产品

税目的 ３８. ７％ ꎮ
７. 缅甸主要农产品降税方式

与老挝类似ꎬ缅甸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开放能力方面与其他国家差距较大ꎬ其他

成员方允许缅甸采取相对低水平的货物市场开放ꎮ 在 ＲＣＥＰ 中ꎬ缅甸对其余成员采

用统一的降税方式ꎬ农产品自由化水平为 ６５％ ꎮ 具体来看ꎬ缅甸对其 １８１８ 个农产品

中的 ３５. ７％ (６４９ 个税目)维持零关税或在协定生效时立即降税到零ꎬ对其余农产品

采用经 １３ 年、１５ 年、２０ 年过渡期降税到零ꎬ或采取维持基准税率、例外处理等处理方

式ꎮ
(１)１３ 年降零:含 ２８１ 个农产品ꎬ主要包括谷物粉、油籽、药料植物、植物油脂、砂

糖、汤料、油渣饼、精油、白蛋白、亚麻等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１５. ５％ ꎮ
(２)１５ 年降零:含 ５８ 个农产品ꎬ主要包括大麻哈鱼、大西洋鲑鱼、大菱鲆、鲭鱼、

鳕鱼、鲶鱼、糖浆、酵母、酪蛋白等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３. ２％ ꎮ
(３)２０ 年降零:含 １９４ 个农产品ꎬ主要包括燕窝、百合花、番茄、松茸、南瓜、油橄

榄、竹笋、坚果、椰枣、无花果、番石榴、芒果、山竹、橙、葡萄柚、西瓜、碎米、麦芽、动物

饲料、明胶、棉花等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１０. ７％ ꎮ
(４)维持基准税率(ＳＬ、ＨＳＬ):含 ６２４ 个农产品ꎬ主要包括罗非鱼、墨鱼、乳清、胡

萝卜、豇豆、菜豆、咖啡、绿茶、乌龙茶、肉罐头、口香糖、巧克力、烘焙糕饼、番茄酱罐

头、蘑菇罐头、花生、水果罐头、水果汁、面食、葡萄酒、黄酒等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３４. ３％ ꎮ
(５)例外处理:含 １２ 个农产品ꎬ主要包括鲈鱼、小虾虾仁、鲟鱼子酱、罂粟子等ꎬ

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０. ６％ ꎮ
８. 马来西亚主要农产品降税方式

马来西亚对其余 ＲＣＥＰ 成员采用统一的降税方式ꎮ 由于其已在东盟与其他

ＲＣＥＰ 成员达成的双边自贸协定中对绝大多数农产品作出了减让承诺ꎬ且其约 ７５％
的农产品 ＭＦＮ 关税已为零ꎬ因此其在 ＲＣＥＰ 中实现了较高水平开放ꎬ农产品自由化

程度为 ９２％ ꎬ多数有税农产品在协定生效时立即降税到零ꎮ 具体来看ꎬ马来西亚对

其 １６０４ 个农产品中的 ８７. ９％ (１４１０ 个税目)维持零关税或立即取消关税ꎬ对其余农

产品采用 １０ 年降零、１５ 年降零、部分降税、维持基准税率、配额管理、例外处理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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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ꎮ
(１)１０ 年降零:含 ５６ 个农产品ꎬ主要包括熏制罗非鱼、葡萄柚、苹果、起酥油、矿

泉水、肉及水产品精汁等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３. ５％ ꎮ
(２)１５ 年降零:含 １０ 个农产品ꎬ主要包括动物血制品、酱油、汤料、其他酪蛋白

等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０. ６％ ꎮ
(３)部分降税:含 ９ 个农产品ꎬ主要包括其他猪脂肪、其他禽油脂、其他谷物制食

品、其他水果汁等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０. ６％ ꎮ
(４)维持基准税率:含 １３ 个农产品ꎬ主要包括鲜芭蕉、鲜柿子、鲜杨桃、鲜红毛

丹、鲜榴莲、鲜菠萝蜜等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０. ８％ ꎮ
(５)配额管理:含 １９ 个农产品ꎬ主要包括非种用的火鸡、猪肉、鸡肉、脂肪含量低

于 １％的液态奶、脂肪含量在 １％—６％ 的液态奶、禽蛋等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１.
２％ ꎮ

(６)例外处理:含 ８７ 个农产品ꎬ主要包括鲜奶、香蕉、菠萝、芒果、红茶、糯米、其
他禽油脂、气泡酒、葡萄酒、烈性酒、烟草等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５. ４％ ꎮ

９. 日本主要农产品降税方式

日本一贯对农产品实行高关税、高保护ꎬ其在与东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双边

自贸协定中农产品开放水平普遍都很低ꎮ 日本与中国、韩国均没有双边自贸协定ꎬ
ＲＣＥＰ 实质上是中日、日韩间首次达成双边关税减让安排ꎬ因此日本在农产品市场开

放上十分慎重ꎬ总体农产品自由化水平不高ꎮ
在 ＲＣＥＰ 中ꎬ日本对东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采取统一的降税模式ꎬ农产品自由

化水平为 ６０％ ꎮ 对中国农产品自由化水平为 ５７. ８％ ꎬ对韩国最低ꎬ为 ４７. ９％ ꎮ
具体来看ꎬ日本对其 ２４４５ 个农产品中的 ２９. ３％ (７１７ 个税目)维持零关税或在协

定生效时立即取消关税ꎬ对其余农产品采取 １１ 年降零、１６ 年降零、２１ 年降零、部分降

税、维持基准税率、例外处理等方式ꎮ
(１)１１ 年降零:含 ３１８ 个农产品ꎬ主要包括鲜冷鳗鱼、冻罗非鱼及鱼片、冻鲇鱼及

鱼片、冻鳕鱼及鱼片、海参、冷冻绿豆、冷冻甜玉米、干伞菌属蘑菇、梨、桃、谷物粗粉团

粒、鱼子酱、伞菌属蘑菇罐头、豌豆罐头等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１３％ ꎮ
(２)１６ 年降零:含 １３３—４３１ 个农产品ꎬ其中对东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 ４３１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１７. ６％ ꎻ对中国为 ３７３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１５. ３％ ꎻ对
韩国为 １３３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５. ４％ ꎮ 主要包括鲜冷罗非鱼、鲇鱼及其鱼片ꎬ
盐腌罗非鱼、熏制的虾蟹、西红柿、花椰菜、牛蒡、橘子、樱桃、咖啡、人参、鲍鱼罐头、海
参罐头、饼干ꎬ大蒜粉等加工蔬菜制品ꎬ清酒等ꎮ

(３)２１ 年降零:含 ２—５ 个农产品ꎬ其中对东盟、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韩国为 ２ 个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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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０. １％ ꎻ对中国为 ５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０. ２％ ꎮ 主要是其

他发酵饮料、其他酒精饮料、其他动物生皮ꎮ
(４)部分降税:含其他糖蜜、其他非用醋制作的蔬菜等 ２ 个农产品ꎬ仅对东盟、澳

大利亚和新西兰采用这一类别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０. １％ ꎮ
(５)维持基准税率:含 ２９２ 个农产品ꎬ仅对东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采用这一类

别ꎬ主要是鸡肉、三文鱼及鱼片、金枪鱼及鱼片、部分鲜奶、奶油、奶酪、天然蜂蜜、玉米

粉、精炼糖、口香糖、甜饼干、栗子罐头等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１２％ ꎮ
(６)例外处理:含 ６８３—１２７５ 个农产品ꎬ其中对东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 ６８３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２７. ９％ ꎻ对中国为 １０３２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４２. ２％ ꎻ对
韩国为 １２７５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５２. ２％ ꎮ 主要包括牛肉、猪肉、鲱鱼、竹荚鱼、
鰤鱼、干或盐腌的墨鱼鱿鱼ꎬ大多数鲜奶、奶粉、酪乳、乳清粉等乳制品ꎬ干豆、香菇ꎬ粮
食(小麦、大麦、玉米、大米)及其制粉ꎬ植物油、食糖、巧克力及含可可的食品、大多数

谷物制食品、烟草等ꎮ
１０. 泰国主要农产品降税方式

相较其他多数东盟成员泰国农产品在 ＲＣＥＰ 中的开放水平较低ꎬ其农产品自由

化水平对东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 ８２. ７％ ꎬ对中国为 ８１％ 、对日本为 ７３％ ꎬ对韩国

为 ８２％ ꎮ 泰国对其 １６７５ 个农产品中的 ５３. ４％ (８９５ 个税目)维持零关税或在协定生

效时立即取消关税ꎬ其余产品采取 １０ 年降零、１５ 年降零、２０ 年降零、部分降税、维持

基准税率、例外处理等方式ꎮ
(１)１０ 年降零:含 １７７—２４２ 个农产品ꎬ其中对东盟、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为

２４２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１４. ４％ ꎻ对中国为 ２４０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１４. ３％ ꎻ
对日本为 １７７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１０. ６％ ꎮ 主要包括蘑菇菌丝、鲜或干的坚果、
亚麻子、鲜或干的啤酒花、动植物油脂及其分离品、巧克力及其他含可可的食品、烹煮

的果酱等ꎮ
(２)１５ 年降零:含 １６５—１７４ 个农产品ꎬ其中对其他东盟成员、澳大利亚、新西兰、

韩国为 １７４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１０. ４％ ꎻ对中国为 １６７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１０％ ꎻ对日本为 １６５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９. ９％ ꎮ 主要包括金鱼等活淡水鱼、活
蓝旗金枪鱼、鳟鱼鱼片(日本除外)、软壳蟹、虎虾、冷冻甜玉米、豌豆、夏威夷果、胡
椒、玉米粉、大米粉、葵花子、其他植物油、制作或保藏的金枪鱼、黑加仑果汁(中国除

外)、油籽粕等ꎮ
(３)２０ 年降零:含 ５４—７５ 个农产品ꎬ其中对东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 ７５ 个ꎬ占

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４. ５％ ꎻ对中国为 ５４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３. ２％ ꎻ对日本为 ７４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４. ４％ ꎻ对韩国为 ６２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３. ７％ ꎮ 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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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天然蜂蜜、肠衣(韩国除外)、小麦粉(中国和韩国除外)、番茄酱(中国除外)、鲜
葡萄酿的酒、清酒、白兰地酒、饲料用鱼粉(韩国和日本除外)等ꎮ

(４)部分降税:含 １７ 个农产品ꎬ主要是其他鲜冷冻杂碎(羊、马、驴、骡的)、鲜冷

冻火鸡、鲜冷冻鸭、鲜冷冻鹅、其他浓缩加糖的乳及奶油、蓝纹奶酪、其他制作或保藏

的肉、其他制作或保藏的虾等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１％ ꎮ
(５)维持基准税率:含 ７０ 个农产品ꎬ主要是鲜冷冻山羊肉、鲜冷冻猪杂、鲜冷冻

鸡肉、火腿、浓缩未加糖或其他甜物质的乳及奶油、乳清粉、黄油、奶酪、禽蛋、棕榈油

制的起酥油等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４. ２％ ꎮ
(６)例外处理:含 ２０２—２７７ 个农产品ꎬ其中对东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 ２０２ 个ꎬ

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１２. １％ ꎻ对中国为 ２３２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１３. ９％ ꎻ对日本

为 ２７７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１６. ５％ ꎻ对韩国为 ２１５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１２.
９％ ꎮ 主要包括鲜冷冻牛肉、鲜冷罗非鱼、冻罗非鱼、罗非鱼片、鲜奶、大包奶粉、玫瑰

花、洋葱及青葱、咖啡、其他红茶、胡椒、稻谷、精米、大豆、干椰子肉、棕榈油、棕榈仁

油、食糖、速溶咖啡、烟草等ꎮ
１１. 文莱主要农产品降税方式

由于文莱农产品 ＭＦＮ 零关税水平本就很高ꎬ因此在 ＲＣＥＰ 中承诺了相对较高的

农产品自由化水平ꎬ达到 ９６. ３％ ꎮ 文莱对其余成员采用统一的降税方式ꎬ对其 １６７５
个农产品中的 ９５. ６％ (１６０２ 个税目)维持零关税ꎬ其余产品采取 １５ 年降零、部分降

税或例外处理等方式ꎮ
(１)１５ 年降零:含 １１ 个农产品ꎬ主要是茶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０. ７％ ꎮ
(２)部分降税:含 １１ 个农产品ꎬ主要是咖啡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０. ７％ ꎮ
(３)例外处理:含 ５１ 个农产品ꎬ主要是制造饮料用的复合酒精制品、啤酒、葡萄

酒、未改性乙醇等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３％ ꎮ
１２. 新加坡主要农产品降税方式

新加坡是自由港ꎬ所有货物进口均实行零关税ꎬ因此在 ＲＣＥＰ 中实现 １００％自由

化ꎮ
１３. 新西兰主要农产品降税方式

新西兰农产品进口关税水平本就很低ꎬ在 ＲＣＥＰ 中对其 １３７６ 个农产品中的 ７９.
１％ (１０８９ 个)维持零关税或在协定生效时立即取消关税ꎬ对其余农产品采取 １０ 年降

零、１５ 年降零、部分降税、维持基准税率等方式ꎮ
(１)１０ 年降零:含 １４８ 个农产品ꎬ主要包括鲜冷冻肉、姜黄、淀粉、动物油脂、口香

糖、麦精、烘焙糕饼、蘑菇罐头、芦笋罐头、水果罐头、番茄汁、葡萄汁、汤料、冰淇淋等ꎬ
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１０. ８％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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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５ 年降零:含 ８５ 个农产品ꎬ主要包括肉及食用杂碎、天然蜂蜜、龙虾、扇贝、
贻贝、章鱼、鲍鱼、巧克力、面食、柠檬汁、苹果汁、未改性乙醇等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６. ２％ ꎮ
(３)部分降税:含 ２１ 个农产品ꎬ主要包括胡椒、辣椒、大蒜、酱油、工业用单羧脂

肪酸、精炼所得的酸性油等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１. ５％ ꎮ
(４)维持基准税率:含 ３３ 个农产品ꎬ主要包括马铃薯、黄瓜、橙汁、动物饲料等ꎬ

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２. ４％ ꎮ
１４. 印度尼西亚主要农产品降税方式

印尼作为东盟成员ꎬ与其他 ５ 个非东盟成员均已有双边自贸协定ꎬ绝大部分农产

品在双边协定项下已取消关税或部分降税ꎬ故在 ＲＣＥＰ 项下开放程度相对较高ꎮ 印

尼对东盟成员国以及中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等 ５ 个非东盟成员采用不同

的降税方式ꎮ 总体看ꎬ对东盟国家的农产品开放程度最高ꎬ自由化水平为 ９３. ４％ ꎬ对
其他 ５ 个非东盟国家的自由化水平总体在 ９２. ３％—９３. ３％ ꎮ

印尼对其 １７５１ 个农产品中的约 ７１％ (１２４５ 个税目ꎬ对韩国为 １２３６ 个)维持零关

税或立即零关税ꎬ对其余农产品主要采用经 １０ 年、１５ 年、２０ 年过渡期降税到零、部分

降税(ＳＬ)、维持基准税率(ＨＳＬ)、维持指定税率、例外处理等处理方式ꎮ
(１)１０ 年降零:含 ２１２—２２２ 个农产品ꎬ其中对东盟和新西兰为 ２１４ 个ꎬ占全部农

产品税目的 １２. ２％ ꎻ对澳大利亚和日本为 ２１３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１２. ２％ ꎻ对中

国为 ２１２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１２. １％ ꎻ对韩国为 ２２２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１２. ７％ ꎮ 主要包括冻鸡、鸭ꎬ大西洋及太平洋蓝鳍金枪鱼鱼苗ꎬ部分腌制鱼、熏鱼ꎬ甲
壳动物ꎬ软体动物ꎬ乳及奶油ꎬ天然蜂蜜ꎬ受精鱼卵ꎬ少量蔬菜ꎬ种用豌豆、赤豆、芸豆ꎬ
木薯、山药等ꎮ

(２)１５ 年降零:含 １４２—１７１ 个农产品ꎬ其中对东盟和中国为 １７１ 个ꎬ占全部农产

品税目的 ９. ８％ ꎻ对澳大利亚为 １４３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８. ２％ ꎻ对新西兰为 １４６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８. ３％ ꎻ对日本为 １７０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９. ７％ ꎻ对韩国为

１４２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８. １％ ꎮ 主要包括水牛ꎬ种用绵羊、山羊ꎬ冻牛肉ꎬ绵羊

肉ꎬ山羊肉ꎬ冻牛杂碎ꎬ部分鲜、冷、冻鱼ꎬ部分腌制鱼、熏鱼ꎬ种用玫瑰ꎬ少量蔬菜ꎬ种用

绿豆ꎬ柠檬及酸橙等ꎮ
(３)２０ 年降零:含 ５—２９ 个农产品ꎬ其中对东盟、中国和日本为 ５ 个ꎬ占全部农产

品税目的 ０. ３％ ꎻ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 ２９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１. ７％ ꎻ对韩国

为 １６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０. ９％ ꎮ 主要包括部分冻带骨的家禽块及杂碎和少量

鲜、冷、冻鱼ꎮ
(４)部分降税(ＳＬꎬ前 １０ 年不降ꎬ第 １１ 年至第 ２３ 年降至基准税率的 ５０％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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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 ):含 ７ 个农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０. ４％ ꎮ 主要是冻鸡翅和玫瑰等个别鲜

切花ꎮ
(５)维持基准税率:含 ３５—４１ 个农产品ꎬ其中对东盟和中国为 ３７ 个ꎬ占全部农

产品税目的 ２. １％ ꎻ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 ３５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２％ ꎻ对日本

为 ３９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２. ２％ ꎻ对韩国为 ４１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２. ３％ ꎮ
主要是冻鸡腿、胡萝卜、辣椒、橘子、玉米淀粉、烟草等ꎮ

(６)维持指定税率:含 １８ 个农产品ꎬ主要是长粒米、甜菜糖、甘蔗糖、砂糖、绵白

糖等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１％ ꎮ
(７)例外处理:含 ５４—６９ 个农产品ꎬ其中对东盟和日本为 ５４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

税目的 ３. １％ ꎻ对中国为 ５６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３. ２％ ꎻ对新西兰为 ５７ 个ꎬ占全

部农产品税目的 ３. ３％ ꎻ对澳大利亚为 ６１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３. ５％ ꎻ对韩国为

６９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３. ９％ ꎮ 主要包括其他浓缩、加糖或其他甜物质的乳及奶

油、玉米、制作或保藏的小虾及对虾、麦芽酿造的啤酒、鲜葡萄酿造的酒、味美思酒、未
改性乙醇、冻罗非鱼等(仅对韩国排除降税)ꎮ

１５. 越南主要农产品降税方式

越南与其余 ＲＣＥＰ 成员均已签署双边自贸协定ꎬ绝大多数农产品已对相关成员

降低了关税ꎬ因此在 ＲＣＥＰ 中也保持了相对较高的农产品开放程度ꎮ 在农产品自由

化水平上ꎬ越南对其他东盟成员国为 ９２. ９％ ꎬ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 ９２. ５％ (降税安

排相同)ꎬ对中国为 ９１. ５％ ꎬ对日本和韩国为 ８５％ (降税安排相同)ꎮ 总的来看ꎬ越南

对其 １６７５ 个农产品中的 ５９％ (８４０ 个税目)维持零关税或在协定生效时立即降税到

零ꎬ对其余农产品采用 １０ 年降零、１５ 年降零、２０ 年降零、部分降税、维持基准税率、配
额管理、例外处理等方式ꎮ

(１)１０ 年降零:含 ５６５ 个农产品ꎬ主要包括鲜冷冻牛肉、猪肉等肉类及杂碎、罗非

鱼等鲜冷冻鱼及鱼片、章鱼、奶油、马铃薯、番茄、坚果、菠萝、调味香料、淀粉、葵花油、
起酥油、可可粉、配方奶粉、生面食、饼干、汤料、矿泉水等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３３.
７％ ꎮ

(２)１５ 年降零:含 １８—１４４ 个农产品ꎮ 其中对韩国和日本为 １８ 个ꎬ主要包括冻

岩礁虾、未焙炒未浸除咖啡碱的咖啡、其他小麦、小麦粉、玉米粉、大米粉等ꎬ占全部农

产品税目的 １. １％ ꎻ对其他东盟成员、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 １４４ 个ꎬ除前述产品外ꎬ还
包括鸡肉及其他禽肉、鸡肉罐头、鱼罐头、鱼子酱、鲜葡萄酿的酒等ꎬ占全部农产品税

目的 ８. ６％ ꎻ对中国没有这一降税类别ꎮ
(３)２０ 年降零:含 ７—１２７ 个农产品ꎮ 其中对东盟为 ７ 个ꎬ主要是未焙炒已浸除

咖啡碱的咖啡、爆米花等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０. ４％ ꎻ对中国为 １２７ 个ꎬ主要包括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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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除咖啡碱未焙炒的咖啡、种用玉米、菠萝汁等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７. ６％ ꎻ对澳、
新、日、韩没有这一降税类别ꎮ

(４)部分降税:含 ２０—１１９ 个农产品ꎮ 其中对东盟为 ５６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

的 ３. ３％ ꎻ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 ６３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３. ８％ ꎻ对中国为 ２０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０. １％ ꎻ对日本和韩国为 １５９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９.
５％ ꎮ 部分降税的产品主要是泰国茉莉香米糙米、泰国茉莉香米精米(中国除外)、未
焙炒已浸除咖啡碱的咖啡(中国除外)、绿茶、胡椒(中国除外)、猪肉罐头等ꎮ

(５)维持基准税率:含 １６—４６ 个农产品ꎮ 其中对东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 １６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０. ９％ ꎻ对中国为 ２２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１. ３％ ꎻ对日本

和韩国为 ４６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２. ７％ ꎮ 对其余 ＲＣＥＰ 成员均维持基准税率的

产品主要是白兰地酒、威士忌酒、伏特加酒等烈性酒ꎮ 配额管理:含 ２６ 个农产品税

目ꎬ主要是禽蛋、烟草、食糖等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１. ６％ ꎮ
(６)例外处理:含 ２１—７５ 个农产品ꎮ 其中对东盟、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

均为 ２１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１. ３％ ꎻ对中国为 ７５ 个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 ４.
５％ ꎮ 对其余 ＲＣＥＰ 成员均排除降税的产品主要是罂粟子、鸦片和烟草ꎮ 仅对中国排

除降税的产品主要是咖啡、胡椒、爆米花、泰国茉莉香米精米、菠萝罐头等ꎮ

(三)原产地规则
ＲＣＥＰ 达成前ꎬ各成员间双边自贸协定的规则标准均不相同ꎬ各项标准相互交

织、纷繁复杂ꎬ使企业在实际经贸活动中利用规则的难度较大ꎮ 而 ＲＣＥＰ 将多个自贸

协定的原产地规则标准进行了整合ꎬ并借鉴其他自贸协定的先进经验ꎬ规则设置整体

上呈现更丰富、更细致、更灵活的特点ꎮ
１. 设置了选择性标准

在中国以往达成的自贸协定中ꎬ协定项下对某个产品往往仅设置一个原产地标

准ꎬ在计算区域价值成分时仅采用扣减法ꎬ但 ＲＣＥＰ 协定为大多数商品设置了区域价

值成分或税则归类改变两个标准ꎬ且在区域价值成分的计算方面允许采用累加法或

扣减法两种方法ꎬ规则灵活性有所提高ꎬ企业可结合自身情况选择更易满足的标准ꎮ
２. 实行区域累积规则

协定允许商品原产地价值成分在 １５ 个成员构成的区域内进行累积ꎬ来自 ＲＣＥＰ
任何一方的价值成分都会被考虑在内ꎮ 这意味着在区域价值成分标准与双边协定大

体相同的情况下ꎬ适用 ＲＣＥＰ 原产地规则更易达标ꎬ企业享惠门槛进一步降低ꎬ有利

于各方在区域内灵活配置资源、开展产业链上的分工和合作ꎮ
３. 增加了原产地证明文件类型

ＲＣＥＰ 在传统原产地证书之外ꎬ还允许经核准的出口商自主出具原产地声明ꎬ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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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各成员在 １０ 年或 ２０ 年期限内接受出口商自主出具的原产地声明ꎬ特殊情况下

该实施期限可延长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 １０ 年ꎮ 在中国—瑞士自贸区协定中曾采用

过经核准的出口商自主声明制度ꎬ但允许所有出口商或生产商自主出具原产地声明

于中国而言尚为首次ꎮ
４. 纳入了背对背原产地证明相关内容

该证明是作为中间方成员的签证机构或出口商针对已由原出口商出具原产地证

明的货物再次分批分期灵活出具的原产地证明ꎮ 据此ꎬ中间出口商在将货物转售给

其他成员时ꎬ仍然可以凭此享受协定税率ꎮ 这使得各成员出口产品在中间方成员享

受优惠关税进行销售后ꎬ同份原产地证书中拆分出的货物ꎬ可在不超过初始原产地证

明所规定数量和有效期内使用背对背原产地证明再次出口并在进口国享受协定税

率ꎮ 这将提高企业在销售策略以及物流安排方面的灵活性ꎮ
十六、 中国—柬埔寨自贸区

(一) 自贸区谈判概况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中柬两国启动自贸区谈判ꎬ７ 月 ２０ 日宣告完成ꎬ同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正

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柬埔寨王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简称“中柬自贸协

定”)ꎬ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 日开始生效ꎮ “中柬自贸协定”是柬埔寨对外签署的首份

双边自贸协定ꎬ也是中国继新加坡以后与东盟成员单独签署的第二份双边自贸协定ꎮ
“中柬自贸协定”包含货物贸易、原产地规则、服务贸易、投资合作、“一带一路”

倡议合作、电子商务、经济技术合作等章节ꎬ涵盖了双边经贸、旅游、交通、农业等广泛

合作领域ꎮ
根据“协定”ꎬ在货物贸易方面ꎬ中柬自贸协定实现了双方所有自贸协定谈判中

的最高水平关税减让ꎬ为两国产品提供了更好的市场准入条件ꎮ 中方最终实现零关

税的产品达到全部税目数的 ９７. ５３％ ꎬ其中 ９７. ４％的产品将在协定生效后立即实现

零关税ꎮ 加上部分降税产品ꎬ中方参与降税产品比例达到 ９７. ８％ ꎮ 在具体产品上ꎬ
中方将服装、鞋类、皮革橡胶制品、机电零部件、农产品等柬方重点关注产品纳入关税

减让ꎮ 柬方最终实现零关税的产品达到全部税目数的 ９０％ ꎬ其中 ８７. ５％的产品将在

协定生效后立即实现零关税ꎮ 加上部分降税产品ꎬ柬方参与降税产品比例达到 ９０.
３％ ꎮ 在具体产品上ꎬ柬方将纺织材料及制品、机电产品、杂项制品、金属制品、交通工

具等中方重点关注产品纳入关税减让ꎮ 服务方面ꎬ双方在各自已参加的自贸协定基

础上进一步提升市场开放水平ꎬ在中柬自贸协定中的市场开放承诺均体现了各自给

予自贸伙伴的最高水平ꎮ
(二) 柬埔寨农业生产和贸易概况
１. 农业生产及对外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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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位于东南亚中南半岛南部ꎮ 东北部与老挝交界ꎬ东部及东南部与越南毗

邻ꎬ西部及西北部与泰国接壤ꎬ南部则面向泰国湾ꎮ 总人口约 １６００ 万ꎮ 农业是柬埔

寨经济第一大支柱产业ꎬ全国约 ６０％人口生活在农村ꎬ农业劳动力较为丰富ꎮ
主要农产品出口包括大米、稻谷、非大米农产品等ꎮ
２０２１ 年ꎬ柬埔寨农产品进口额 ２１. ４ 亿美元ꎬ出口额 ９. ２ 亿美元ꎬ连续十年贸易

逆差ꎮ 精米、香蕉、糖渍果蔬、棕榈油和蔗糖是柬埔寨主要出口农产品ꎬ五类农产品占

其农产品出口总额的 ７９. １％ ꎬ出口较为集中ꎮ 主要出口市场包括中国、法国、越南、
印度等ꎮ 柬埔寨主要进口水貂皮、卷烟、甜水、动物饲料和玉米等ꎮ 五类农产品占其

农产品出口总额的 ４９. ９％ ꎮ 主要进口来源国包括泰国、越南、丹麦、印尼和芬兰等ꎮ
２. 双边农产品贸易

２０２１ 年ꎬ中柬农产品贸易总额 ６. ７ 亿美元ꎬ其中柬埔寨自中国农产品进口额 １. ９
亿美元ꎬ前五大进口农产品包括畜产品、水产品、饮品、粮食制品和水果ꎬ进口集中度

７０％ ꎮ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的十年间ꎬ中柬农产品贸易额从 ５３８９ 万美元增长到 ６. ７ 亿美元ꎬ

年均增长 ３２. ５％ ꎮ 其中ꎬ对柬出口从 ３４５９ 万美元增至 １. ８ 亿美元ꎻ自柬进口从 １９２９
万美元增至 ４. ８ 亿美元ꎮ 中国从柬进口的农产品主要是香蕉、大米、木薯淀粉等ꎬ对
柬出口的农产品种类则较为分散ꎬ以制粉工业产品、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烟草制

品等为主ꎮ

(三) 中国—柬埔寨自贸区农产品降税模式
中国—柬埔寨自贸区于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起实施ꎬ具体产品降税安排ꎬ见商务部中国

自由贸易区服务网协定专题已签订的自贸区“中国一柬埔寨”
ｈｔｔｐ: / / ｆｔａ.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ｃａｍｂｏｄｉａ / ｃａｍｂｏｄｉａ＿ｓｐｅｃｉａｌ. ｓｈｔｍｌ

(四) 中方主要农产品降税方式
１. 中方降税模式

中国对其 １５１９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采用以下 ４ 种降税方式ꎮ
(１)立即零关税:包括活畜禽、鲜、冷、冻肉、水产品、乳品、蔬菜、水果、坚果、谷

物、饮料、酒、可可及可可制品、制粉工艺产品、食品工业的残渣及废料、蛋白类产品、
生皮、精油及香膏、棉的回收纤维、其他植物纺织纤维等等 １４４８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ꎬ
占全部农产品的 ９５. ３％ ꎮ

(２)１０ 年内降税为零:包括未磨胡椒、菠萝罐头ꎬ非用醋制作的其他菠萝、菠萝

汁、椰子汁 ６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０. ３％ ꎮ
(３)维持基准税率:大米、小麦、玉米、棉花、羊毛、食糖等关税配额产品ꎬ以及豆

油、菜籽油、棕榈油等部分食用植物油、烟草等 ６４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不进行关税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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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总数的 ４. ２％ ꎮ
(４)自本协定生效之日起削减至 ５％ :已磨胡椒 １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ꎬ占全部农

产品的 ０. １％ ꎮ

(五)柬方主要农产品降税方式
１. 柬方降税模式

(１)立即零关税农产品:种用禽畜ꎬ肉产品ꎬ水产品ꎬ乳品ꎬ蜂蜜ꎬ毛皮ꎬ花卉ꎬ豌
豆、芦笋、茄子、芹菜、辣椒、土豆、大蒜等大部分蔬菜ꎬ香蕉、无花果、牛油果、苹果、梨、
柑橘、草莓、榴莲等大部分水果ꎬ咖啡ꎬ茶ꎬ谷物ꎬ动、植物油、脂ꎬ可可及其制品ꎬ棉花等

１６６７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税目总数的 ９２. ３％ ꎮ
(２)５ 年内降税为零农产品:酵母等 ２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０.

１％ ꎮ
(３)１０ 年内降税为零农产品:浓缩蛋白质及人造蛋白物质、精油及香膏、以淀粉

为基料的纺织等工业用制剂等 ７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０. ３％ ꎮ
(４)２０ 年内降税为零农产品:含香料或着色剂的甘蔗糖或甜菜糖水溶液、蔗糖含

量超过 ５０％的甘蔗糖、甜菜糖与其他食品原料的简单固体混合物、用于制作酒精饮

料的成分等 ６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０. ３％ ꎮ
(５) 保持基准税率农产品:重量在 ５０ 千克及以上的其他野猪ꎬ鲜、冷藏、冻的整

只鸡ꎬ西红柿、菜花、西兰花、卷心菜、莴苣、胡萝卜、萝卜、豆角、洋蓟、南瓜等蔬菜ꎬ椰
子、菠萝、番石榴、芒果、西瓜等水果ꎬ砂糖、调味汁及其制品、调味品、面条、烟草等

１２４ 个 ８ 位税目农产品ꎬ占全部农产品的 ６. ８％ ꎮ
(六)原产地规则
在原产地规则方面ꎬ中柬以 ２０１９ 年实施的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

原产地规则为基础ꎬ结合签署的自贸协定原产地规则加以完善ꎬ重点突出通关便利ꎬ
完善了微小加工条款强调双方实质性加工ꎬ同意接受电子签名和印章的原产地证书ꎬ
同时双方将建设原产地电子联网系统实时传输原产地电子数据ꎬ便利企业享受协定

优惠ꎮ
根据«中国—柬埔寨自由贸易协定»原产地规则ꎬ农产品适用完全获得标准、税

目改变标准、区域价值成分标准和产品特定原产地标准等ꎮ
１. 完全获得标准

适用完全获得标准的产品包括第一章活动物ꎬ第二章肉及食用杂碎ꎬ第三章中的

活鱼ꎬ第五章中的未经加工的人发ꎬ第七章中的鲜或冷藏的马铃薯、洋葱、青葱、大蒜、
韭葱及其他葱属蔬菜、卷心菜、菜花、球茎甘蓝、羽衣甘蓝及类似的食用芥菜类蔬菜、
莴苣及菊苣、胡萝卜、萝卜、色拉甜菜根、婆罗门参、块根芹、小萝卜及类似的食用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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茎、豆类蔬菜、冷冻蔬菜ꎬ第十章谷物ꎬ第十二章中的含油子仁及果实、杂项子仁及果

实、工业用或药用植物、稻草、秸秆及饲料ꎬ第十五章棕榈油及其分离品ꎬ第十七章中

的固体甘蔗糖、甜菜糖及化学纯蔗糖、未加香料或着色剂的原糖ꎬ第十八章中的整颗

或破碎的可可豆ꎬ可可荚、壳、皮及废料ꎬ第四十章中的天然橡胶、巴拉塔胶、古塔波

胶、银胶菊胶、糖胶树胶及类似的天然树胶ꎬ初级形状或板、片、带ꎻ第五十二章的废棉

等ꎮ
２. 税目改变

适用税目改变标准的产品主要包括以下产品:第三章中去除活鱼之外的产品ꎬ第
四章中的未浓缩及未加糖或其他甜物质的乳及奶油、带壳禽蛋ꎬ第五章中去除未经加

工的人发外的产品ꎬ第七章中的暂时保藏(例如ꎬ使用二氧化硫气体、盐水、亚硫酸水

或其他防腐液)的蔬菜、干蔬菜、鲜、冷、冻或干的木薯、竹芋、兰科植物块茎、菊芋、甘
薯及含有高淀粉或菊粉的类似根茎ꎬ不论是否切片或制成团粒ꎻ西谷茎髓ꎬ第八章中

去除什锦坚果或干果外的产品ꎬ第九章咖啡、茶、马黛茶及调味香料ꎬ第十一章制粉工

业产品ꎻ麦芽ꎻ淀粉ꎻ菊粉ꎻ面筋ꎬ第十五章中去除棕榈油及其分离品外的产品ꎬ第十六

章肉、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的制品ꎬ第十七章中的制糖后所

剩的糖蜜ꎬ第二十二章中的未加糖或其他甜物质及未加味的水ꎬ包括天然或人造矿泉

水及汽水ꎻ冰及雪ꎮ 第五十二章中的未梳的棉花ꎻ第五十章蚕丝等ꎮ
３. 区域价值成分标准

第二十九章有机化学品适用不低于 ５０％区域价值成分标准ꎬ第三十一章肥料、
第三十九章塑料及其制品、第五十二章的棉制缝纫线、棉纱线、棉机织物适用不低于

４０％区域价值成分标准ꎮ
４. 税目改变与区域价值成分混合标准

采用该标准的农产品主要包括黄油及其他从乳中提取的脂和油ꎻ乳酱、乳酪及凝

乳、第八章中的什锦坚果或干果ꎬ第十一章中的干豆制品ꎻ西谷茎髓及植物根茎、块茎

制成的细粉、粗粉及粉末ꎻ用第八章的产品制成的细粉、粗粉及粉末ꎻ木薯淀粉ꎻ菊粉ꎻ
面筋ꎬ第十五章的椰子油及其分离品ꎬ亚麻子油及其分离品ꎬ玉米油及其分离品ꎬ植物

油、脂及其分离品ꎬ人造黄油ꎬ但不包括液态的ꎬ肉、食用杂碎或动物血制成的香肠及

类似产品ꎻ用香肠制成的食品ꎬ制作或保藏的鱼ꎻ鲟鱼子酱及鱼卵制的鲟鱼子酱代用

品ꎬ制作或保藏的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ꎬ第十七章中不含可可

的糖食(包括白巧克力)ꎬ第十八章中的未加糖或其他甜物质的可可粉及巧克力及其

他含可可的食品ꎬ第十九章中的面食ꎬ珍粉及淀粉制成的珍粉代用品ꎬ谷物或谷物产

品经膨化或烘炒制成的食品(例如ꎬ玉米片)ꎻ其他税目未列名的预煮或经其他方法

制作的谷粒(玉米除外)、谷物片或经其他加工的谷粒(细粉、粗粒及粗粉除外)ꎬ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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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糕点、饼干及其他烘焙糕饼ꎬ不论是否含可可ꎻ圣餐饼、装药空囊、封缄、糯米纸及

类似制品ꎻ第二十章中的蔬菜、水果、坚果或植物其他部分的制品ꎻ第二十一章杂项食

品ꎻ第二十二章中的加味、加糖或其他甜物质的水ꎬ包括矿泉水及汽水ꎬ其他无酒精饮

料ꎬ但不包括税目 ２０. ０９ 的水果汁或蔬菜汁ꎻ第二十三章食品工业的残渣及废料ꎻ配
制的动物饲料ꎻ第二十四章烟草、烟草及烟草代用品的制品ꎻ第四十章中除去天然橡

胶、巴拉塔胶、古塔波胶、银胶菊胶、糖胶树胶及类似的天然树胶ꎬ初级形状或板、片、
带ꎻ第四十一章的生皮(毛皮除外)及皮革ꎻ第五十三章其他植物纺织纤维ꎻ纸纱线及

其机织物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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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指南仅作为农业贸易投资相关信息参考ꎬ企业做出具体决策前应仔细斟酌并

自行承担贸易投资风险ꎬ本研究团队不为任何企业行为后果承担法律责任ꎮ

－ 如有发现信息错误之处ꎬ请与我们联系: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农业行业分会 电话:０１０－５９１９４６３２ / ５９１９４６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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