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 周年之际

关于进一步提升经贸合作水平的联合声明

（2021年 9月 13日，第 20次中国—东盟经贸部长会议通过）

自 1991 年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以来，双方经贸关

系实现跨越式发展。据东盟方初步统计，2020年双方贸易额

达 5169 亿美元，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仍逆势增长 1.8%。

同期，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额达 76 亿美元，占东盟吸收外

国直接投资总额的 5.5%，是东盟第四大外资来源国。据中方

统计，30年来，双边货物贸易额从 79.6亿美元增长到 6846

亿美元，累计双向投资额超过 3100亿美元。中国已连续 12

年保持东盟最大贸易伙伴，东盟 2020 年跃升为中国最大贸

易伙伴，东盟已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重点地区。双方经

贸关系的一大基石——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已完成升级并

不断完善。此外，双方还共同努力，促成了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RCEP）的成功签署。

当前，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

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东盟持续深化经济共同体建

设。双方承诺将积极落实已达成的共识，加强经贸合作，加

速疫后经济复苏，为更紧密的中国—东盟关系作出贡献。双



方赞赏中国—东盟经贸合作 30 年来取得的成就，愿通过以

下措施进一步提升经贸合作水平：

一、进一步扩大双方贸易投资合作规模

双方认为，区域供应链的互补性在促进贸易和投资增长

中发挥重要作用。双方将推动食品、农产品、医药、汽车、

电子商务等行业领域建立定期对话交流机制和平台，帮助企

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有效利用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双方同

意进一步提高政策透明度，避免非关税壁垒阻碍贸易投资发

展；推动中国—东盟“单一窗口”互联互通，促进无纸化贸

易文件传输，提升通关效率，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双方同意

探讨电子商务等新领域合作，推动双方服务贸易增长，在循

环经济领域加强优势互补，有效应对非关税措施，培育新的

贸易投资增长点。

双方欢迎积极举办和参与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

东盟博览会等重要贸易投资促进活动，鼓励双方政府部门和

行业组织在消费促进、新业态新模式的培育和监管以及双方

共同关心的其他领域积极分享经验、互相支持。

二、进一步深化双方经贸领域抗疫合作

双方重申要落实好 2020 年 5 月发表的《中国—东盟经

贸部长关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加强自贸合作的联合声明》，

共同抗击疫情，助力地区经济安全可持续增长。

双方重申将保持市场开放，保障关键产品和服务持续、

顺畅流动。双方愿深化疫情防控合作，及时有效共享抗疫信



息和经验，促进抗疫药品、疫苗的生产和公平获取，为区域

和全球卫生安全作出贡献。双方认为，为应对疫情而有必要

采取的任何紧急贸易措施，都应是有针对性、适度、透明和

临时性的，不应形成不必要的贸易壁垒，并应考虑世界海关

组织（WCO）的相关标准和建议，与各方在世界贸易组织

（WTO）有关协议项下的权利和义务保持一致。

三、进一步提升中国—东盟经济一体化水平

双方愿共同努力，建设更加包容、现代、全面和互利的

中国—东盟自贸区，向东盟各成员国、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

提供力所能及的技术支持和能力建设，为地区经济发展带来

更多实际益处和发展机遇。双方决心全力落实好升级《议定

书》“未来工作计划”，探讨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其他领域

进一步扩大双向开放。

双方愿发挥好中国—东盟经贸部长会议、中国—东盟东

部增长区合作部长级会议、中国—东盟互联互通合作委员会

会议、澜湄跨境经济合作等区域、次区域经贸合作机制作用，

坚持东盟中心地位，助力东盟区域一体化和东盟经济共同体

建设。双方重申支持东盟为缩小成员国间发展差距做出的努

力，包括实施《东盟一体化倡议第四期工作计划》，加强中

国与东盟国家在双边、次区域和区域层面的合作。双方在有

关合作中，要充分考虑“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互联互通

规划 2025》的协同对接。



双方支持增强区域供应链韧性和可持续性，鼓励发展包

容性合作平台。应充分用好各项现有倡议，为诸多利益相关

方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在供应链创新和应用方面开展交流合

作，包括通过技术交流推动区域价值链互补，应对疫情对区

域和全球供应链造成的负面影响。双方重申维护以世贸组织

（WTO）为核心的开放、自由、包容、非歧视、基于规则的

多边贸易体制，强调支持维护和遵守WTO规则和义务，支

持WTO进行必要改革，并承诺保持贸易和投资市场开放。

双方高兴地看到，在《落实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

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行动计划（2021-2025）》框架下，

双方有关合作取得了积极进展。双方重申将继续实施好各领

域倡议，支持相关合作领域工作组进一步探讨并向部长级会

议报告。东盟方建议，双方相关部门可进一步探讨扩大金融

合作，提高金融服务和产品对个人和中小微企业的可及性，

加强区域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研究金融科技、绿色金融和区

域支付互联互通等合作。

四、进一步加强 RCEP框架下合作

双方敦促 RCEP所有签署方尽快批准协定，确保协定按

计划于 2022 年 1 月 1 日生效，并鼓励各方加快完成协定实

施的各项技术准备。如有需要，中方愿为东盟各国在协定实

施过程中提供各类支持和协助。双方欢迎积极探讨中国香港

申请加入协定有关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