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对其他 RCEP 缔约方关税减让安排 全球主要自由贸易区宏观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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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根据中国对东盟、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日本的关税承诺表整理。

其他 RCEP 缔约方对中国的关税减让安排

数据来源:根据其他RCEP缔约方对中国的关税承诺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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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了产品在对应年份的优惠税率后，
可使用公式“RCEP 优惠税额=货物价格 ×
RCEP 优惠税率”进行计算，其中货物价格
涉及两种，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使用的 FOB

价格，中国、东盟、日本和韩国使用的是CIF
价格。企业应根据规定的计税方式进行关
税计算。

（编辑整理：本报记者 张凡）

编者按
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已签署19个自贸协定及1项优惠贸易安排。自由贸易协定所包含的规则制度正逐渐成为我国

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必须掌握和遵循的营商准则。为了帮助我国企业更好了解、掌握、使用自贸协定优惠政策，中国贸促会编写了《自由贸易协定商务应用指南》系列丛
书。该系列丛书将为广大企业提供“看得懂”和“用得上”的明白纸和工具书，真正把自由贸易协定转化为企业开展进出口和双向投资的“通行证”和“优惠券”。今天，我们
选择该系列丛书RCEP货物贸易部分内容进行编发，以期为企业用好RCEP规则提供帮助。对该系列丛书感兴趣的读者可联系中国商务出版社购买。

RCEP货物贸易规则应用入门十大攻略

承诺根据《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三条给
予其他缔约方货物国民待遇；通过逐步实施关
税自由化给予优惠的市场准入；特定货物的临
时免税入境；取消农业出口补贴；全面取消数

量限制、进口许可程序管理，以及与进出口相
关的费用和手续等非关税措施方面的约束。

15方之间采用双边两两出价的方式对货
物贸易自由化作出安排，协定生效后区域内

90% 以上的货物贸易将最终实现零关税，且
主要是立刻降税到零和10年内降税到零，使
RCEP 自贸区有望在较短时间兑现所有货物
贸易自由化承诺。

RCEP 电子商务章节列出了鼓励缔
约方通过电子方式改善贸易管理与程序
的条款；要求缔约方为电子商务创造有
利环境，保护电子商务用户的个人信息，
为在线消费者提供保护，并针对非应邀
商业电子信息加强监管和合作；对计算

机设施位置、通过电子方式跨境传输信
息提出相关措施方向，并设立了监管政
策空间。缔约方还同意根据 WTO 部长
级会议的决定，维持当前不对电子商务
征收关税的做法。

RCEP制定了跨境传输数据的规则，并

限制缔约方政府对数字贸易施加各种限
制，包括数据本地化（存储）要求。RCEP
还对贸易相关文件材料数字化、使用电子
签名、电子认证、垃圾邮件等领域进行了规
范，旨在促进跨境贸易的同时，保护区域内
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

确定了 RCEP 项下有资格享受优惠
关税待遇的原产货物的认定规则。在确
保适用实质性改变原则的同时，突出了
技术可行性、贸易便利性和商业友好性，
以使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易于理解和
使用 RCEP。协定还允许在确定货物是
否 适 用 RCEP 关 税 优 惠 时 ，将 来 自
RCEP 任何缔约方的价值成分都考虑在
内，实行原产成分累积规则。RCEP 规定

了相关操作认证程序，包括申请 RCEP
原产地证明、申请优惠关税待遇以及核
实货物“原产地位”的详细程序。

RCEP 在本地区使用区域累积原则，
使得产品原产地价值成分可在 15 个缔
约 方 构 成 的 区 域 内 进 行 累 积 ，来 自
RCEP 任何一方的价值成分都会被考虑
在内，这将显著提高协定优惠税率的利
用率。同时，相较于以往的“10+1”协定，

RCEP 进 一 步 丰 富 了 原 产 地 证 书 的 类
型，在传统原产地证书之外，还将允许经
核准的出口商声明以及经一定过渡期后
的出口商或生产商的自主声明。标志着
原产地声明制度将由官方授权的签证机
构签发模式转变为企业信用担保的自主
声明模式，大大地节省政府的行政管理
成本和企业的经营成本，进一步提高货
物的通关时效。

最惠国关税和协定优惠关税的税率
差异决定了某一类产品的受惠程度。最
惠国关税税率是指世界贸易组织各成员
对原产自另一成员的进口产品征收关税
的税率水平。而协定优惠关税税率是指
自由贸易协定的某一缔约成员对原产自
另一缔约成员的进口产品征收的关税税
率水平。协定优惠关税税率通常低于最
惠国关税税率。对某类产品而言，上述两
种关税税率水平差异越大，则说明自由贸
易协定的关税减让幅度越大，从事此类产
品贸易的企业也就越有机会从中受益。

参与关税减让的产品范围决定了协
定的总体优惠水平。自由贸易协定的缔

约成员会列有明确的关税减让表，在减让
表中，参与关税减让的货物数量越多，则
该协定的优惠水平越高。自由贸易协定
关税优惠的覆盖率通常有两种衡量方式：
一种是以参与关税减让的税目数量占某
缔约成员全部税目数量的比重为标准；另
一种则以贸易金额为统计对象，测算在全
部双边贸易额中，根据协定实施零关税进
口的货物贸易金额所占比重。两种测算
的结果数值越高则代表所签署的自由贸
易协定的总体优惠水平越高。RCEP 生
效后，中国与其他 RCEP 缔约方区域贸易
中最终实现零关税的产品，按税目数量衡
量均接近或超过 90%。

关税减让表一般包括以下几项内容：
HS 编码、货品名称、基准税率、协定优惠税
率以及备注。

HS 编码（HS Code）是指《商品名称及编
码协调制度》中的商品编码，是在原海关合作
理事会商品分类目录和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目
录的基础上，协调国际多种商品分类目录而
制定的一部国际贸易商品分类目录，目前广
泛应用海关监管、海关征税及海关统计。

货品名称是各国针对 HS 编码做出的

货品特征的具体描述。
关税减让表中的基准税率是各缔约方

2014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最惠国实施关税税
率，之后不同生效年份对应的优惠税率计算
也是基于该税率进行的。

RCEP 关税承诺表已经标明每个减让
年份的优惠税率，通过产品的 HS 编码就可
以查到对应年份的优惠税率，最终各项产品
所实施的协定优惠税率以当年公布的归类
和税率为准。

不同进出口情形下选择关税减让
表。RCEP 缔约方之间的贸易，应当依据
不同的进出口情形，选择对应适用的关税
减让表。首先应明确中国与对应的进出
口市场是否同为 RCEP 缔约方，如果是，
判断该产品是否满足相应原产地规则要
求，是否符合享受对应优惠关税的资格，
进而查找对应的 RCEP 关税减让表。

不同优惠税率下选择关税减让表。

如果中国与对应的进出口市场签订了多
个自贸协定，就存在从多个自贸协定中
如何选择的问题。以中韩贸易为例，在
RCEP 签订前，中韩之间的自贸协定已
经有了《中国—韩国自由贸易协定》和

《亚太贸易协定》，在 RCEP 生效后，企业
在实际的进出口中面临着 3 种自贸协定
的选择，企业应该对比之后，选择对自己
有利的税率。

企业可以通过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
（http：//fta.mofcom.gov.cn/）获取所需的关
税减让表，步骤如下：（1）进入官网首页，找
到“协定专题”板块；（2）选择“《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货物贸易
附件中查找所需的关税减让表，根据具体
产品特征查询该产品所适用的 HS 编码、
每一年度的具体关税水平等信息。

企业还可以在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
根据 HS 编码或关键字直接查询进货物的
优惠率，步骤如下：（1）进入官网首页，找到

“协定税率”板块；（2）选择产品“原产地”及

“目的地”并输入“商品编码”（在不清楚
HS 编码时，可在右侧“编码查询”区域输入
中 / 英文商品关键字进行查询）；查询结果
涉及协定税率、降税安排等具体内容。

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将以 RCEP 生效
日当年的产品税率为基础，对协定关税减
让表进行查询。应注意，不同缔约方每年
降税时间存在差别，各 RCEP 缔约方对生
效年份的起始月份规定不同，会出现不同
缔约方在同一时期执行着不同生效年份

的 情 况 ，在 查 找 税 率 时 首 先 应 明 确
RCEP 在该缔约方的具体生效年份，对于
印度尼西亚、日本和菲律宾，RCEP 生效
第 1 年是指从生效之日起至次年 3 月 31
日，第 2 年是从次年 4 月 1 日至下一年的 3
月 31 日，以此类推；对于其他 RCEP 缔约

方（中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文莱、
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缅甸、新加坡、越
南和泰国），RCEP 生效第 1 年是从生效
之日起至次年的 12 月 31 日，第 2 年是从
次年 1 月 1 日至下一年的 12 月 31 日，以此
类推。

1.RCEP在货物贸易市场开放方面达成哪些重要共识？

2.RCEP涉及跨境电子商务中的哪些内容？

3.RCEP 在原产地规则方面达成了哪些重要共识？

4.如何理解RCEP货物贸易的优惠水平？

5.关税减让表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6.如何选择关税减让表？

7.如何查找关税承诺表？

8.如何查询进出口货物优惠税率？

9.如何确定不同年度的协定优惠税率？
10.如何计算协定优惠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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