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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便利化协定》对中国意味着什么① 

9月 4日，中国向世界贸易组织递交了关于《贸易便利化协定》议定书的接受书，这标

志着中国已经完成了接受该协定议定书的国内核准程序，成为世贸组织中第 16个接受议定书

的成员，为协定的尽早实施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作为 WTO成立近 20年来达成的首个多边贸

易协定，《贸易便利化协定》是多哈回合启动以来取得的最重要突破。 

贸易便利化谈判可谓命途多舛，几经挫折。作为唯一被纳入多哈发展议程的内容，2004

年 10月谈判正式启动。直至 2009年底，谈判才形成《贸易便利化协定》第一稿综合性文本

草案；2013年 12月 WTO部长级会议达成了“巴厘一揽子协定”，内容包括贸易便利化，农业

以及发展相关议题，标志着近十年的贸易便利化谈判的结束。2014年 7月，协定的实施和落

实却因印度强硬立场宣布不会按期履行承诺，而陷入僵局。2014年年底，WTO总理事会批准

将《贸易便利化协议》正式纳入世贸规则体系；对印度这一关键性大国的妥协和实施时间的

推后，使得《贸易便利化协定》再一次“起死回生”，这挽救了 WTO的困境，恢复了 WTO的信

誉，避免了 WTO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危险。 

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为多哈回合进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积极促成了《贸易便利化协

定》的达成，维护了以多边贸易体系为主推进贸易自由化的格局和基本框架。2014年 6月 30

日我国就已经按照巴厘一揽子协定的承诺，通报了《协定》实施计划，提交中国 A类措施，

具体包括：确定和公布平均放行时间；实现通过单一窗口；加强海关合作；货物暂进口与入

境及出口加工。根据承诺和实施计划，一旦协定生效以上措施均将立即执行，为协定的尽早

实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加入《贸易便利化协定》，是我国国内深化口岸改革，降低贸易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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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跨境电子商务新型贸易业态的重要契机和举措。中国自 2001年加入 WTO 后，对外总体关

税水平从 15.3%降至 9.8%；推进贸易便利化措施和削减非关税贸易壁垒成为我国促进货物贸

易领域自由化的主要措施。加入《贸易便利化协定》有助于我国以开放促改革，加速我国口

岸现代化进程，提高多部门管理监管的水平，建立高效率的货物贸易体系。我国的贸易便利

化改革是指通过简化程序、增强透明、统一标准、完善规范、减少限制等一系列措施，降低

国际贸易活动中的交易成本，从而促进货物、服务的自由流动，实现对国际贸易制度和手续

的简化与协调，这与 WTO贸易便利化“简化贸易手续”的目标高度吻合一致。 

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贸易便利化已得到大力推进和改革，实现了“高层次、宽领域、

全方位”的现状格局。2012 年 9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关于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意

见》，加速推进分类通关、通关无纸化、“属地申报、口岸验放”、企业分类管理等改革；2013

年 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促进贸易便利化措施，尽快实施“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

放行”改革方案，并分步在全国口岸实行；2015年 4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确定全面推

进贸易便利化的改革，由“推进试点”向“全面推进”开展，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改善融

资服务，加快出口退税进度，适时扩大融资租赁货物和出口退税试点范围。一系列的改革措

施和政策调整，既对稳定我国外贸发展，稳增长、保就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又为我国加

入并顺利实施 WTO《贸易便利化协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国内改革的角度看，自由贸易区成为贸易便利化措施“先行先试”的重要试验田。上

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率先实行了简化“一线”进出口通关手续，允许企业“先进区，再申报”，

大大减少了企业的通关时间。此外，自贸区内还实行了简化通关作业随附单证、统一备案清

单、内销选择性征税、集中汇总纳税、保税物流联网监管、智能化卡口验放管理等创新便利

化举措，为全国范围内“可复制、可推广”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对外经济合作角度看，双边、区域的自贸区框架也成为我国贸易便利化推进合作的重要

途径。早在 2009年，中国-东盟海关通过了《贸易便利化南宁倡议》，确定建立中国-东盟各

国海关及相关机构之间的合作，推进监管互认、执法互助、信息互换等举措，提高合作水平。

最新的中韩 FTA、中澳 FTA 协定都包含了独立的“贸易便利化”章节，承诺在货物实际到达

前可预先以电子形式提交信息并进行处理；对快件采用单独和快速的海关程序；大力支持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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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化贸易环境；加强海关合作和监管透明性等。 

总之，加入《贸易便利化协定》是我国积极推动贸易自由化进程，维护 WTO多边贸易体

制核心地位的重要举措，也是我国参与新一代全球贸易规则制定的重要阶段性成果，协定的

尽早有效落实有助于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的新一轮发展。贸易便利化协定的实施，贸易便利

化改革的推进，符合我国促外贸、稳增长、保就业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以开放促改革，通

过制度红利的释放，加速培育我国外贸竞争新优势。 

 

 

 

 

 

    IGI 简介：国际问题研究系列（Inside Global Issues）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

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组织和发布的。该系列涉及的研究领域主要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主要成

员包括余永定研究员、宋泓研究员、姚枝仲研究员、倪月菊研究员、田丰研究员、东艳研究员、

李春顶副研究员、高凌云副研究员、马涛副研究员、张琳博士和苏庆义副研究员。 

    声明：本报告为非成熟稿件，仅供内部讨论。报告版权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

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所有，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本报告仅代表

作者的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所在单位的观点。 

 

    欢迎通过扫描下面的二维码订阅和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号：iwep_ite，名称：IWEP

国际经济贸易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