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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1月，中国和东盟10国共

同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

架协议》，正式启动了在未来10年内建

成一个拥有18亿消费者、超过2万亿美

元国内生产总值、1.2万亿美元贸易总

量的自由贸易区。随着中国－东盟自由

贸易区建设的推进，中国与东盟之间贸

易快速发展，双向投资不断扩大，区域

合作日趋紧密，人员往来日益频繁。贸

易自由化、通关便利化在促进自由贸易

区实现规模经济效应的同时，也加大了

人类传染病、动植物疫病及有害生物跨

境传入传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潜在的

风险，以及产品质量不一致而导致的贸

易摩擦，因而也对自由贸易区各国的出

入境检验检疫把关与服务水平、合作领

域与深度，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制

定并完善适应自由贸易区经济一体化发

展的出入境检验检疫措施，提高出入境

检验检疫的能力和工作质量，全面深化

合作，增强中国与东盟各国出入境检验

检疫工作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有效

性，是自由贸易区各国关注和亟待解决

的重要问题。

一、建立中国－东盟出入境检验检

疫合作机制的必要性

（一）加强中国一东盟出入境检验

检疫合作符合各成员国的根本利益

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出入境检验检疫
合作机制的基本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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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与发展，在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其物流、客流的快速流动也加大了人类传染病、动

物疫病、植物有害生物跨境传入传出的风险，并产生了贸易摩擦的隐患。必须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出入境检验检疫合作

的战略性机制，并有序推进合作，以保证自由贸易区人民生命健康、动植物安全、贸易公平公正以及通关便利化，维护自由贸

易区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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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in 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

Wang Rongsheng 1 , Kong Yinghong 2, Su Yuejuan 3

(1.Guangxi Entry Exit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Bureau, Nanning, Guangxi 530028; 2.Business School of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Guangxi 530004；3.Guangxi Radio ＆ TV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530022)

Abstract: In the course of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 the rapid growth in the flow of

personnel and goods would likely be accompanied by more risks of the introduction of human contagious diseases, animal diseases and

harmful organism in plants, and might lead to more hidden frictions in trade. Thus, it is essential to build the cooperation mechanism for

entry-exit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in 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 in order to assure people's life and health, to protect animals and

plants, as well as to promote trade facilitation and maintain a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F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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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1年建立对话关系至今，中

国与东盟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双边领

导人共举行了10次会晤，共同签署了

旨在建立自由贸易区的《中国与东盟全

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成功举办了4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相关合作领域

还建立了9个部长会议机制，在政治互

信、经贸繁荣和一体化建设等方面的合

作取得了巨大成效，中国与东盟的关系

进入了历史最好时期。2007年，双方贸

易额达到了2025亿美元。经贸往来的

深化，也使双方越来越感到加强出入境

检验检疫合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温家

宝总理在2007年初出席中国与东盟领

导人第 10 次会晤发表讲话时指出：

“发展中国与东盟的友好合作关系，有

利于双方的根本利益，有利于地区的和

平、稳定与繁荣”。并建议“加强双方

检验检疫部门的合作，今年举办首次中

国－东盟部长级质检磋商”，得到了东

盟国家的积极响应。中国与东盟出入境

检验检疫合作已成为我国政治、经济和

外交大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加强中国一东盟出入境检验

检疫合作是保障自由贸易区人民生命健

康与经济安全的客观要求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继欧洲经

济共同体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后，拥有

18亿消费者的又一个大的自由贸易区。

作为自由贸易区核心内容之一的货物贸

易协定，在取消商品贸易关税障碍的同

时，仍然保留有对涉及国家安全、人

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和健康等WTO

允许例外的产品的进出口限制措施。东

盟一些国家近年来频发某些动植物疫病

疫情，直接影响自由贸易区人民生命健

康和经济发展安全。因此，加强出入境

检验检疫合作，防止疫病疫情传入传

出，有助于保护各成员国的利益要求和

促进自由贸易区的健康发展。

（三） 加强中国一东盟出入境检验

检疫合作有利于各成员国之间贸易健康

的快速发展

根据《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

架协议》规定，中国与东盟老成员(文

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

和泰国)在2010年以前，与东盟新成员

(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在2015年

以前，双边贸易的绝大多数商品关税将

降至零。非关税壁垒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TBT)和卫生与动植物卫生措施(SPS)，

以及各国出入境检验检疫法规、口岸通

关管理、产品合格评定制度的差异，将

不同程度地影响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往

来。加强出入境检验检疫合作，有利于

统一出入境检验检疫监管模式、产品质

量标准，以及推行相互认证认可计划，

提高贸易通关便利化程度，促进贸易公

平公正，最大限度地减少贸易摩擦和降

低贸易成本，改善和优化贸易和投资环

境，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

二、建立中国－东盟出入境检验检

疫合作机制的基础条件和基本构想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方向

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而作为国际经贸不

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的出入境检验检疫，

也必然向一体化发展。因此，国家相关

主管部门应根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建立和发展进程，及时制定出我国与东

盟出入境检验检疫方面的合作发展战略

规划，积极、有序、有效地推进中国－

东盟出入境检验检疫合作，以促进中

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健康和快速

发展。

(一) 建立中国－东盟出入境检验检

疫合作机制的基础和条件

《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

议》要求各成员国加强合作，包括加强

标准及一致化评定、技术性贸易壁垒等

领域的合作，奠定了开展中国－东盟出

入境检验检疫合作的法律基础。双方由

此持续开展了相关合作。2003年至今，

我国质检部门已为东盟国家的出入境检

验检疫官员举办了植物检疫风险分析、

TBT和SPS等4个培训班，成功举办了

“中国-东盟非典型肺炎出入境检疫管理

会议”和“中国－东盟标准化合作研讨

会”，以及各种出入境检验检疫交流活

动。截至2007年底，中国与东盟8 国出

入境检验检疫主管部门共签署了涉及

TBT、SPS、认证认可等方面的合作协

议43项，尤其是2006年“首届中国-东

盟出入境检验检疫合作论坛”达成的

《南宁共识》，以及2007年第一届“中

国－东盟质检部长会议”发表的《南宁

联合声明》表明，中国－东盟出入境检

验检疫具备了较好的多边和全面合作

条件。

（二)中国－东盟出入境检验检疫合

作机制的主要范畴

根据中国－东盟出入境检验检疫一

体化的客观要求，以及中国与东盟国家

亟待解决的出入境检验检疫问题，中

国－东盟出入境检验检疫合作范畴主要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针对现有中国

与东盟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与运作

难以适应自由贸易区一体化发展要求的

状况，必须建立和完善国家决策层面的

中国－东盟出入境检验检疫交流与合作

机制；二是根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大多是经济不发达国家，存在环境污

染、生产和管理缺陷造成食品农药和兽

药残留及微生物、化学污染等隐患的现

状，必须建立中国与东盟进出口食品安

全监控体系；三是针对东盟国家是人类

传染病多发地区，为有效防止疫病疫情

传入传出，必须建立中国与东盟国家口

岸传染病防控体系；四是根据中国与东

盟国家动植物及其产品贸易量大，动植

物疫病传入传出隐患严重的实际，必须

建立中国与东盟国家口岸动植物传染病

防控体系；五是针对中国与东盟国家经

济发展水平、产品和服务的合格评定不

一致，法规和技术标准存在差异，存在

贸易摩擦隐患，必须建立中国－东盟认

证认可合作机制；六是根据中国与东盟

国家法规、疫情、标准、管理等方面信

息沟通不畅的现状，必须建立中国与东

盟出入境检验检疫信息交流合作机制；

七是根据中国与东盟国家出入境检验检

疫管理和口岸通关模式存在差异，不利

于贸易自由化和通关便利化的实况，必

须建立调整和完善中国与东盟国家出入

境检验检疫通关模式机制。八是针对中

国与东盟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技术能

力水平不平衡，必须建立中国与东盟

出入境检验检疫技术交流、技术援助

合作机制。

（三）中国－东盟出入境检验检疫

合作的宗旨和主要目标

从《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

协议》及其之下的《货物贸易协议》、

《争端解决机制协议》和《服务贸易协

议》等一系列多边协议，以及中国与东

盟领导人多次会晤形成的共识来看，出

入境检验检疫合作涉及经贸、非传统安

全领域和共同体建设等多项议题。中

国－东盟出入境检验检疫合作应本着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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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共赢的宗旨，积极向以下目标迈进：

2005—2009年，中国－东盟检验检疫就

合作达成共识，合作基础初步建立；

2010年，检验检疫实现全面合作，包括

建立相应合作机制，实现通关便利化，

共同建立疫病疫情跨境传播防控体系，

确保自由贸易区的顺利建成；2020年，

中国－东盟检验检疫合作进一步完善，

并转化成行动一致的一体化机制。

三、中国－东盟出入境检验检疫合

作机制的推进原则和推进方式

(一) 推进原则

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

立，是中国国家发展战略和国际战略的

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发挥出入境检验检

疫对国家政治、经济、外交的有效性，

是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义不容辞的

责任。在中国－东盟出入境检验检疫合

作中，谁将是主导者？毫无疑问，会有

多个答案。但是就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

力、综合实力、市场规模，以及从中

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的推动过程来

看，在中国－东盟出入境检验检疫合作

已有实践基础上，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

应该而且必须积极、主动地发挥主导

作用。

在推动中国－东盟出入境检验检疫

合作方式上，应实行“突出重点，区别

对待，先易后难，先近后远，先急后

缓”的原则。（1）突出重点。就是中

国－东盟出入境检验检疫合作，在总体

上要突出人类、动植物疫病疫情防控、

食品安全保障和实现公平贸易、便利贸

易为重点；在阶段目标上，要根据各时

期的综合评估与分析，突出阶段的重

点，兼顾一般，避免胡子眉毛一把抓。

（2）区别对待。就是与中国－东盟自由

贸易区内成员国的出入境检验检疫合

作，应根据其发展水平区别对待。与经

济发展水平好、市场规则完备、出入境

检验检疫基础相对健全的“老东盟”国

家，以技术协作、技术完善、推动制度

性建设与国际接轨、探索开创自由贸易

区出入境检验检疫一体化新局面为主；

与经济发展水平滞后、市场规则不完

备、出入境检验检疫基础差的“新东

盟”国家，以技术援助、人才培训和协

助建立健全出入境检验检疫基础为主。

（3）先易后难。就是在合作之初，先从

易于沟通合作的方面着手，积累经验，

巩固互信，再逐步向较为复杂和难度大

的合作推进。（4）先近后远。优先开

展与中国接壤的东盟国家和经贸关系密

切的东盟国家的出入境检验检疫合

作，再逐步拓展与其他东盟国家的出

入境检验检疫合作领域。（5）先急后

缓。对在自由贸易区运行中，迫切要求

出入境检验检疫合作解决的问题，要优

先协商、优先合作安排。根据出入境检

验检疫合作领域的各个方面，按照轻

重缓急，列出项目和安排时间表，逐项

推进。

(二) 推进方式

中国－东盟出入境检验检疫合作的

推进方式，根据国际性机制建立的规

律，可分为以下五个层次。（1）一般

业务合作会晤。中国与东盟接壤国家边

境口岸的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就一般

业务合作进行定期或不定期会晤，互相

通报出入境检验检疫情况，磋商业务合

作的开展，协调解决遇到的问题等。

（2）双边或多边专题论坛、会议。中国

与东盟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在双边

达成合作的总体框架下，为了加快推进

合作步伐，举行国家间双边或多边论

坛、会议。这一机制具有以下几个方面

的作用：一是就政府间确定的出入境检

验检疫合作在执行中遇到的一个或多个

专题进行交流和研讨；二是“一般业务

合作会晤”层面难以解决的或需加以引

导的问题，在上级授权下，通过这一层

面的双边或多边会议解决；三是就共同

关注的出入境检验检疫合作问题开展研

讨，形成统一意见，向高一级层面论坛

或政府部门提出意见或建议，推动合作

向纵深发展。这一层面机制，可以一年

举办一次或多次。（3）中国－东盟出

入境检验检疫论坛。双方就共同关心的

以及要研讨解决的重大问题，通过高层

论坛形式各抒己见，消除分歧，达成共

识，为相关合作项目的确立和顺利开展

扫清障碍。（4）中国－东盟质检部长

会议。各成员国的检验检疫部门部长级

代表，就已达成共识的问题形成文件，

或合作实践中要达成的规则、协议等，

通过代表成员国政府承担义务的部长会

议确定。（5）中国与东盟国家首脑会

晤或会议。各成员国为实现中国－东盟

出入境检验检疫合作战略目标，通过国

家首脑会晤或会议，建立并逐步完善全

面合作的制度性机制，包括各个出入境

检验检疫相关领域的合作方式、合作规

则、运行体制、运行管理与协调等。这

是出入境检验检疫合作带有推动全局意

义的实质性层次。

在制度性机制建立与实施的过程

中，由于东盟是一个非“主权让渡”的

区域性国际组织，长期以来，东盟形成

了一套具有东南亚特色的决策方式，即

“东盟所有成员国，不论大小和国力强

弱，在东盟事务的决策过程中绝对平

等，使东盟成为一个以相互平等协商为

基础的共同利益集团。”这就决定了东

盟在成立之初就没有像其他区域性组织

一样，建立起强制性的组织机制，而只

是建立一个松散灵活的决策机构，在决

策过程中，实行全体一致的决策原则和

不干涉内政的组织原则，而不是少数服

从多数的原则。东盟秘书处作为东盟的

行政机构，主要负责东盟首脑、部长会

议授权职责的执行，以及东盟区域合作

的协调与沟通。因而，区域合作制度和

机制的建立，必须在东盟10国达成共

识并共同授权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没有

强制性机制，降低了东盟协调一致的能

力。同时，由于各国社会制度不同、意

识形态差异、经济发展悬殊，以及历

史、文化等因素复杂，中国－东盟出入

境检验检疫合作机制的建立与履行，必

然会涉及成员国相关法规、政策、出入

境检验检疫模式、工作方式的调整，

涉及出入境检验检疫设施、资金、人

才的投入。因此，既要看到乐观的发展

前景，又要充分认识到其复杂性与艰

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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