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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 “扬帆起航”

• 2020年11月15日RCEP

第四次领导人会议期间，

在李克强总理等15个成

员国领导人见证下，东

盟十国、中国、日本、

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

兰签署RCEP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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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RCEP实施工作



RCEP是各项指标领先全球的超大自贸区

（一）RCEP具有重要意义

人口：

22.7亿

GDP：

26万亿美元

出口总额：

5.2万亿美元

占全球

30%
出口净增加
5190亿美元

国民收入净增
加1860亿美元

2030
年



自贸伙伴新增日本；

与自贸伙伴的贸易

额占比由27%增加

到35%左右

超过三分之一

的对外贸易实

现零关税

促进高水平制度型

开放；

产业链供应链融合

发展

RCEP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里程碑



中国对RCEP成员国出口规模达6984亿

美元，约占我出口总额27%

中国自RCEP成员国进口额达7754亿美

元，约占我进口总额38%

来自RCEP成员国的投资额占我实际使

用外资超过10%

2020年:

RCEP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力支撑

• RCEP联通国内国外两个市
场、两种资源，可以在内
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
对外投资和吸引外资方面
都发挥重要的接口作用。

• RCEP推动高水平的开放，
并在此基础上，促进国内
国际双循环走向良性循环。



（二）国务院常务会对RCEP
生效实施做出重要部署



各部门各地方要做好准备工作，推动RCEP优惠政策早日落地

产业部门和企业要适应新形势，不断提升行业竞争力

加大协定实施相关的培训力度，提升利用协定的意识和主动性

抓
住
机
遇
，
应
对
挑
战



二、RCEP协定
主要内容

RCEP协定由序言、20个章节、
4个部分的承诺表共56个附件组
成，共计超过1.4万页。已在中
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全文公布。

网址：
http://fta.mofcom.gov.cn/

http://fta.mofcom.gov.cn/


（一）货物贸易

• 协定生效后，区域内90%以上的货物贸易将最终实现零关税。

中国承诺的最终零关税税目比例

东盟 90.50%

澳大利亚 90%

新西兰 90%

日本 86%

韩国 86%



具体享惠产品

• 加工水产品、

化妆品、塑料、

橡胶、箱包服

装鞋靴、大理

石、玻璃、钢

铁制品、摩托

车等

印尼

• 加工水产品、

可可、棉纱及

织物、化纤、

不锈钢、部分

工业机械设备

及零部件、汽

车、摩托车等

马来西亚

• 医药产品、塑

料及其制品、

化纤及织物、

服装、鞋、发

动机零件、汽

车及零部件

菲律宾

• 菠萝罐头、菠

萝汁、椰子汁、

胡椒、柴油、

部分化工品、

纸制品、部分

汽车部件

中国



原产地累积规则

• RCEP原产地累积规则对企业层面如
何享惠制定了新指南。

• 在确定产品原产资格时，可将各
RCEP其他成员国的原产材料累积计
算，以满足最终出口产品增值40%
的原产地标准。



货物贸易便利化

海关程序

检验检疫

技术标准



（二）服务贸易

• 新增承诺：管理咨询、制造业研发等相关服务、

空运等22个部门。

• 改进承诺：提高了金融、法律、建筑、海运等

37个部门。

中方开放承诺达到

已有自贸协定的最

高水平

• 各方在建筑、工程、旅游、金融、房地产、运

输等部门均承诺较大程度的开放。

其他成员也承诺提

供更大市场准入



投资

• 亚洲地区规模最大的投资协定。

• 采用负面清单模式。

• 我国首次在国际协定中对制造业、农业、林业、渔业、
采矿业5个领域作出高水平自由化承诺。

• 制造业方面，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除少数敏感领
域外，基本全面开放。农、林、渔和采矿业方面，各
方总体开放。

• 只能越来越更开放、不能再回撤。

开放

倒退



自然人临时移动

对于各国的投资者、公司内部流动人员、合

同服务提供者、随行配偶及家属等各类商业

人员，可获得一定居留期限，享受签证便利

承诺适用范围扩展，总体水超过各成员国现

有自贸协定水平



(三)规则

知识产权

•-涵盖著作权、

商标、地理标志、

专利、外观设计、

遗传资源、传统

知识和民间文艺

等广泛内容。

•-兼顾各国不同

发展水平。

电子商务

-规定电子认证

和签名、在线消

费者保护、在线

个人信息保护、

跨境电子方式信

息传输等条款。

-我国首次纳入

数据流动、信息

存储等规定。

贸易救济

-对反倾销、反

补贴、保障措施

作出详细规定; 

纳入“禁止归零”

条款。

-以“最佳实践”

清单方式提高技

术水平和透明度。

竞争

RCEP在促进反

垄断、消费者保

护等领域达到较

高水平。

政府采购

各方就积极开展

政府采购信息交

流和合作、提供

技术援助、加强

能力建设达成共

识。



三、对企业抓住机遇
应对挑战的建议

• 企业是新时代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生力军，广大企业要积极
研究协定、用好协定，要全面掌握协定内规则内容，收获
实实在在的利益。



（一）吃透货物贸易对产业发展的影响，
采取有效的应对策略

• 农业：积极拓展我优势农产品出口，扩大进口选择，优化我境外农
业产业布局。

扩大出口规模
扩大部分农产

品进口

扩大农业海外

投资



• 制造业：充分发挥我产业链完整、配套设施完善的综合优势，不断
提升自身国际竞争力。

（一）吃透货物贸易对产业发展的影响，
采取有效的应对策略

石化：积极开展与国际先进产业水平的对标；

加大研发投入，推动开拓东南亚市场

电子：提升产业基础能力，稳定电子信息制造产业链；

调整重构电子新兴产业分工

纺织：我对日出口将有效增加；引进先进设备，

加强产能合作，提升纺织服装产业升级



• 制造业：充分发挥我产业链完整、配套设施完善的综合优势，不断
提升自身国际竞争力。

（一）吃透货物贸易对产业发展的影响，
采取有效的应对策略

机械：推动机电全产业链“走出去”；

新加快装备质量和安全标准与国际接轨

汽车：我国对约65%的汽车零部件作出了零关税承诺；

有利于汽车整车生产企业降低生产成本

轻工：推动区域内产业布局，提升中国产品的品牌；

增强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加强科技创新



（二）用好原产地区域累积规则，
深度参与产业链供应链动态调整

• 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上
强调：要充分认识实施区域原
产地累积规则有利于降低享受
关税优惠门槛、促进区域内贸
易合作、稳定和强化区域产业
链供应链。



（二）用好原产地区域累积规则，
深度参与产业链供应链动态调整

• 在经营策略上，建议企业：

一是抓住贸易扩大机遇，加

大政策使用力度

二是利用好规则，扩产业大链中

的中间品生产规模

三 是 调 整 投 资 策 略 ， 加 大

RCEP区域内投资和生产布局

四是中小企业要利用更容易达到

原产地门槛的优惠政策



• 在具体操作上，建议企业：

熟练掌握原产地证书申领程
序、证明材料等要求，完善
业务流程，有针对性地做好
技术准备。

（二）用好原产地区域累积规则，
深度参与产业链供应链动态调整



（三）要抓住RCEP服务业和投资开放带来的
新机遇，结合产业特点实现更大发展

制造业相关服务 物流产业 跨境电商 供应链金融



（四）要积极对标国际先进产业水平，
增强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本领

国务院常务会议要

求：要对标国际先

进产业水平，提高

产品质量，推动产

品向中高端迈进。

企业要增强专业精神

和精益求精意识，提

高管理水平和市场竞

争力，提升参与国际

合作与竞争的本领。



（五）要提高竞争意识，妥善应对挑战

• 更大范围、更高标准开放与竞争将同时带来机遇和挑战，企业应增强
转型升级紧迫感，充分认识到机遇和挑战并存，提前做好应对挑战的
准备。

充分利用好我
国大市场的优
势，用足我产
业部门齐全和
综合配套能力
强的有利条件。

必要时，善于运
用贸易救济等措
施，维护合法利
益。



四、各部门各地方服务好企业，做好RCEP实施工作

（一）帮助和指导企业更好搭乘RCEP快车

（二）指导和帮助企业提升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本领



四、各部门各地方服务好企业，做好RCEP实施工作

（三）综合施策吸引内外资企业落地生根

（四）持续做好协定宣传解读和企业服务工作



（一）研判、找准市场机遇，帮助和指导
企业更好搭乘RCEP快车

• 借助“走出去”项目，促进通

信电力、工程设备、机械装备

等产品开拓市场

• 培育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扩大

海外仓规模，抓住消费市场的

发展机遇

出口

• 扩大先进技术、重要装备和关

键零部件进口

• 支持能源资源产品进口

• 增加国内紧缺和满足消费升级

需求的农产品进口。

进口



（二）指导和帮助企业提升参与
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本领

对标国际先进产业水平，提升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本领

谋划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战略和企业的经营策略

投资并购RCEP成员国的优质资源和先进企业



（三）综合施策吸引内外资企业落地生根

发挥我大市场

优势，牢牢把

住外资工作基

本盘。

培育一批东西

部合作互济的

加工贸易产业

园区。

提升治理能力，

优化营商环境。



（四）结合各地方和企业实际需要，
持续做好协定宣传解读和企业服务工作

吃透、用好协定
中的优惠政策和
便利化规则。

搭建贸易投资信
息沟通和资源共
享平台。

完善风险防控管理
体系，更好地维护
我国相关产业和企
业重大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