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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东盟区域贸易投资区的进程与前景

杨 玉 花

　　2003 年 10 月 , 在第二次印度 —东盟领导人会议上 , 印度和东盟领导人宣布决定在 10 年

内建成印度 —东盟区域贸易投资区 ( India - ASEAN Reg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Area , 简称

India - ASEAN RTIA) 。印度 —东盟区域贸易投资区的建设目标与框架属于自由贸易区。印度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 是印度与东盟经济关系发展的里程碑 , 它将对整个区域经济一体

化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一、印度—东盟自由贸易区产生的背景

2003 年 10 月 , 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第二次印度 —东盟领导人会议上 , 印度加入了《东

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双方正式签署了《印度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这标志着印度

—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正式启动。印度 —东盟区域贸易投资区的产生是以区域经济一体化进

程加快和印度“东进”战略与东盟区域合作的加速实施为背景的。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 , 区域经济一体化迅猛发展。在经

济全球化与区域化的过程中 , 以贸易自由化为先导 , 区域性的多边与双边贸易自由化迅速发

展 , 以自由贸易区为目标的区域性协定不断涌现。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 , 截至 2003 年 5

月 , 全球的区域贸易协定 (RTAs) 已达 265 个 , 其中有 240 个是以自由贸易区为目标。1992

年 10 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签订 , 1994 年由美、加、墨组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启动。

1994 年底 , 在由 34 个南北美洲国家参加的首脑会议上 , 同意在 2005 年建成泛美洲自由贸易

区。1995 年 , 南亚经合组织签订了以实现自由贸易区为目标的协定。2002 年 1 月 , 东盟自

由贸易区计划正式启动。2002 年 11 月 , 中国与东盟正式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

框架协议》, 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的正式启动 , 极大推进了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

程。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 ,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东盟的崛起 , 印度就已意识到东盟在经济、

战略和政治上对印度的重要性 , 开始提出“东进”政策 (Look East policy) , 着手恢复与东盟

国家的关系。印度与东盟从 1992 年的有限部分合作对话到 1995 年成为全面合作对话伙伴 ,

1996 年印度加入东盟地区论坛。①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 , 中日韩与东盟确立了“10 +

1”和“10 + 3”合作模式。印度领导人意识到 , 当其他亚洲国家都在与印度毗邻的东盟携手

合作时 , 印度成了地区大国中唯一被抛开的国家。在南亚区域合作进展缓慢的情况下 ,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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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东盟视为充满机会的地区 , 是新世纪印度经济腾飞不可或缺的外部环境。随着印度经济的

迅速发展 , 东盟与印度的联系逐渐增强 , 双方的贸易量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 30 多亿美元

增至 2002 年的 120 多亿美元。印度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平均增速达到 1615 % , 远高于东盟总

的贸易增速和印度经济的增长速度。2000 年 , 印度与东盟成立了“恒河 —湄公河合作组

织”, 并向东盟提出了公路和铁路建设计划。2001 年 , 印度耗资 10 亿卢比 , 为缅甸修建了一

条长 160 公里的边境公路 , 即达武 —加那瓦公路。2002 年 4 月 , 印度、缅甸和泰国 3 国拟议

修建一条从印度莫苗经缅甸中部城市蒲甘至泰国夜速的长达1 448公里的公路。同时 , 印度

提出在 10 年内修通从新德里到越南河内的铁路计划 , 并将其纳入亚洲大陆桥东南线方案。

这条拟议中的铁路计划重点是连接柬埔寨、老挝、越南和缅甸这四个东盟新成员 , 旨在为印

度与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的合作开辟一个新的贸易走廊。2002 年 11 月 , 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

行了首届印度 —东盟领导人会议 , 成为继中日韩之后单独与东盟举行领导人会议的国家 , 第

四个“10 + 1”机制正式形成。2003 年 10 月 , 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第二次印度 —东盟领导人

会议上 , 印度紧随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双方正式签署了《印度与东盟全面经

济合作框架协议》, 这标志着印度 —东盟区域贸易投资区进程正式启动。

近年来 , 东盟加快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步伐 , 并逐步形成其独特的区域化战略。东盟成

员国在积极推进东盟自由贸易区和东盟经济共同体的进程的同时 , 倡导中、日、美、印等大

国多边加入 , 坚持与中、日、韩、印分别建立自由贸易区 , 以促成区域内大国均衡的格局。

冷战结束后 , 美苏两极格局的解体 , 使该区域出现了中、日、美三国相互制衡局面 , 东盟在

其间处于主动的地位。亚洲金融危机之后 , 东盟的国际地位下降 , 区域经济合作近乎停滞。

直到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的启动 , 日、美、澳、新等大国才纷纷加入这一区域经济合

作的浪潮。日本提出与东盟的“全面经济合作构想”, 双方签署了《全面经济合作伙伴联合

宣言》。美国宣布实施“推动东盟贸易计划”, 发展与东盟更为紧密的经济关系 , 最终达成与

美国进行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的目标。澳大利亚、新西兰踊跃与东盟成员国的新加坡、泰国

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近年 , 印度经济迅速崛起 , 它所拥有的信息技术和广阔市场 , 形成

与东盟较强的经济互补性 , 使之成为东盟国家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新加坡、泰国率先与印

度展开双边自由贸易谈判 , 2003 年 10 月泰国已与印度正式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东盟

与印度经贸关系的日益密切 , 为建立印度 —东盟区域贸易投资区创造了前提条件。

二、印度—东盟区域贸易投资区的框架内容

2003 年 10 月印度与东盟正式签署了《印度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确定了印度

—东盟区域贸易投资区的目标、范围、措施、时间表、先期实现自由贸易的“早期收获”方

案、经济技术合作领域的具体安排、给予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以多边最惠国待遇的承

诺 , 以及在货物、服务和投资等领域的未来谈判安排。它为建立印度 —东盟区域贸易投资区

设计了基本架构 , 为构筑 21 世纪印度与东盟更紧密的经济联系勾画了发展蓝图。

(一) 印度 —东盟区域贸易投资区的目标和措施

根据印度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 印度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的目标是 , 加强和增

进各缔约方之间的经济、贸易和投资合作 ; 促进货物和服务贸易 , 逐步实现货物和服务贸易

自由化 , 并创造透明、自由和便利的投资机制 ; 为各缔约方之间更紧密的经济合作开辟新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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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 制定适当的措施 ; 为东盟新成员国更有效地参与经济一体化提供便利 , 缩小各缔约方发

展水平的差距。

实现印度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的目标 , 是要在 10 年内建立印度 —东盟区域贸易投资区。

其具体措施有 : 逐步取消所有货物贸易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 ; 逐步实现涵盖众多部门的服务

贸易自由化 ; 建立开放和竞争的投资机制 , 便利和促进印度 —东盟区域贸易投资区内的投

资 ; 对东盟新成员国提供特殊和差别待遇及灵活性 ; 在印度 —东盟区域贸易投资区谈判中 ,

给各缔约方提供灵活性 , 以解决它们各自在货物、服务和投资方面的敏感领域问题 ; 建立有

效的贸易与投资便利化措施 ; 在各缔约方相互同意的、对深化各缔约方贸易和投资联系有补

充作用的领域扩大经济合作等 ; 建立适当的机制以有效地执行该协议。

(二) 印度 —东盟区域贸易投资区涵盖的范围

从世界各主要自由贸易协定可以看出 , 自由贸易区协议条文所涵盖的主要内容与区域贸

易协议委员会所规定的标准格式大致相符。印度 —东盟区域贸易投资区的框架协议主要包括

了 3 大部分 16 项条款和 3 个附件 , 具体内容有 : 序言、目标、措施、货物与服务贸易、投

资、早期收获、其他经济合作领域、时间框架、最惠国待遇、争端解决机制、谈判的机构安

排等。3 个附件包括“早期收获”计划中进行关税减让的普通商品清单、印度单方面对新东

盟成员国关税减让的商品、以及可能进行经济合作的领域。②

1. 货物贸易

印度 —东盟自由贸易区采取封闭式的区域内优惠关税措施 , 同时不增加对区域外国家的

贸易壁垒。它实行类似东盟自由贸易区共同有效优惠关税 (CEPT) 的逐年降税模式 , 将产

品分为 3 类 , 即早期收获产品、敏感产品、正常产品 , 对配额外农产品的适用税率要进行单

独谈判。早期收获的减税速度原则上快于 WTO 承诺的降税速度 , 敏感产品在过渡期继续执

行最惠国的税率 , 正常产品的降税速度由目前适用税率水平而定。

印度 —东盟区域贸易区将降税产品分为 3 类 : (1) 早期收获 ( Early Harvest) 产品。早期

收获产品包括两类 , 即印度与东盟通过谈判决定进行关税减让的普通商品 , 涉及 105 项产

品 ; 印度单方面对新东盟成员国关税减让的商品 , 涉及 111 项产品 ; (2) 正常产品。除早期

收获产品和敏感产品外的产品为正常产品 , 此外 , 配额外的农产品单独进行谈判 ; (3) 敏感

产品。所有成员均有权提出本国敏感产品清单 , 敏感产品税率在建成自由贸易区以前适用最

惠国税率。

印度 —东盟区域贸易投资区实行的原产地规则是一项重要内容 , 当地成分标准的确定是

原产地标准的关键。一般来说 , 当地成分或附加价值要求越高 , 会越有效地防止区域外产品

享受自由贸易区的优惠 , 促进区内贸易增长 , 但也可能造成对区外产品的贸易壁垒 , 产生贸

易转移 ; 当地成分或附加价值要求越低 , 则越可能增加区外产品通过简单加工享受自由贸易

区优惠的机会。

印度 —东盟区域贸易投资区将制定削减非关税措施的原则 , 确保非关税措施不成为自由

贸易的障碍。协议涉及的非关税措施包括 : 进出口数量限制、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技术性

贸易壁垒、反倾销和反补贴关税等。

2. 服务贸易

印度 —东盟区域贸易投资区的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基本原则 , 是在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

易总协议》 ( GATS) 规范的基础上 , 进一步加强彼此间服务业合作 , 减少服务业贸易限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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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务业自由化的深度与广度方面有所拓展。同时 , 增进各成员在服务领域的合作以提高效

率和竞争力 , 实现各自服务供应商的服务供给与分配的多样性。

3. 投资

促进区域内资本流动和增强对区外直接投资的吸引力 , 建立自由、便利、透明和具有竞

争力的投资体系 , 是印度 —东盟区域贸易投资区投资框架协议的目标。印度和东盟将逐步实

现投资机制的自由化、加强投资领域的合作、便利双边投资、提高投资法规透明度 , 提供投

资保护。

印度 —东盟区域贸易投资区可能给外资带来的利益大致包括两方面 : 一方面 , 对于市场

型投资 , 建立自由贸易区无疑扩大了外资企业的市场 , 在任何成员国投资的企业都能以较低

的成本进入其他成员国的市场 ; 另一方面 , 建立自由贸易区提高了关联度高的产业资源整合

能力 , 外资企业可以在自由贸易区内配置企业资源 , 降低生产成本。

4. 其他经济合作

印度 —东盟区域贸易投资区确定了合作的领域 , 即贸易便利、部门合作和促进贸易与投

资。其中 , 贸易便利包括统一标准、非关税措施、简化海关程序、贸易融资、商业护照与旅

游便利等方面的协调与合作 ; 部门合作包括农业、渔业和林业 , 服务业 (大众传播与娱乐、

医疗、金融、旅游、建筑、国外采购、环境) , 矿业和能源 (石油与天然气、电力供应) , 科

学与技术 (信息及通讯技术、电子商务、生物技术) , 交通和基础建设 (交通和通信) , 制造

业 (汽车、制药、纺织、石化、服装、食品、皮革、照明设备、珠宝业) , 人力资源开发

(培训、教育、技术转让) , 其他方面 (手工艺、中小企业、竞争政策、湄公河盆地开发、知

识产权、政府采购) ; 促进贸易与投资 , 包括举办博览会、建设印度 —东盟网络、商业对话

等。

5. 最惠国待遇

印度承诺 , 给予所有非 WTO 成员的东盟成员国符合 WTO 规则和规定的最惠国待遇。

(三) 印度 —东盟区域贸易投资区的进程和机构

该协议确定了印度 —东盟区域贸易投资区发展进程的时间表 , 提出了货物贸易、服务贸

易、投资、其他经济合作等方面谈判和实施的时间框架。在货物贸易方面 , 取消或削减关税

和其他问题的谈判从 2004 年 1 月开始到 2005 年 6 月 30 日之前结束 , 关于货物贸易原产地规

则及第七条关税削减和取消的谈判应不迟于 2004 年 7 月 31 日结束。2011 年底印度与东盟 5

国 (文莱、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 , 2016 年底与菲律宾和东盟新成员国 (柬埔

寨、老挝、缅甸、越南) 将建成涵盖货物贸易的印度 —东盟区域贸易投资区。在服务贸易和

投资方面 , 各项协议的谈判将从 2005 年开始 , 并于 2007 年结束 , 以依照相互同意的时间框

架付诸实施 , 实施时还需要考虑各方的敏感领域 , 为东盟新成员国提供特殊和差别待遇及灵

活性。在其他经济合作方面 , 继续实施现有的或经同意的各项计划 , 制定新的经济合作计

划 , 并在经济合作的各个领域达成协议 , 以双方均能接受的方式和速度尽早实施。

为保证该协议的执行 , 印度 —东盟区域贸易投资区将建立相应的组织协调机构和争端解

决机制。双方已成立了印度 —东盟贸易谈判委员会 , 来负责执行协议中所列的谈判计划。双

方还认定 , 在必要时可建立其他机构来实施和协调开展各项经济合作活动。在 2005 年 7 月

前 , 印度与东盟还将为实施该协议建立适当的正式的争端解决程序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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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印度—东盟区域贸易投资区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比较

中国和东盟的总人口为 17 亿 , 经济总量为 117 万亿美元 , 而印度和东盟拥有 15 亿人

口 , 近 115 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和印度 —东盟区域贸易投资区

的建立 , 将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大自由贸易区 , 也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规模最大的两个自

由贸易区。

尽管印度与东盟和中国与东盟的经济一体化形式的名称有所不同 , 但印度 —东盟区域贸

易投资区的性质同属于自由贸易区 , 两个自由贸易区的建设目标与框架也基本相同。它们的

建设目标包括商品、服务贸易、投资的自由化 , 开辟经济合作新领域 , 建立制度化的经济一

体化形式 ; 涵盖的主要内容包括货物与服务贸易、投资、早期收获、其他经济合作领域、时

间框架、最惠国待遇、争端解决机制、谈判的机构安排等。

在商品贸易方面 , 印度 —东盟区域贸易投资区与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均将降税产品分

为 3 类 , 即早期收获产品、正常产品、敏感产品。不过 , 两个自由贸易区早期收获计划包括

的产品有所不同。印度 —东盟区域贸易投资区涉及 216 项产品 , 包括印度与东盟通过谈判决

定进行关税减让的 105 项普通商品 (涉及食品、矿产品、化工产品、塑料橡胶产品、木制

品、纸制品、矿物材料制品、金属及制品、机电设备等) 、印度单方面对新东盟成员国关税

减让的 111 项商品。而中国与东盟通过谈判决定的早期收获产品的范围 , 主要涉及 600 多项

农产品。

在经济合作领域 , 印度 —东盟区域贸易投资区确定了合作的领域 , 即贸易便利、部门合

作和促进贸易与投资 , 其中部门合作包括 8 大领域 , 并提出了在“早期收获”计划中要求加

快实施的 15 个经济合作项目。而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则确定了农业、信息及通讯技术、

人力资源开发、投资以及湄公河流域开发 5 大优先合作领域 , 也提出了在“早期收获”计划

中要求加快实施的 11 个经济合作项目。

在建设时间表上 , 印度 —东盟区域贸易投资区比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确定的货物贸

易、服务贸易、投资、其他经济合作等方面谈判和实施的时间框架大致晚一年时间。2010

年中国和东盟 6 国 (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 , 2015 年与东盟新成

员国 (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 将建成涵盖货物贸易的自由贸易区 ; 而 2011 年底印度

与东盟 5 国 (文莱、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 , 2016 年底与菲律宾和东盟新成员国

(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 将建成自由贸易区。

从发展现状与前景看 , 印度与东盟经贸合作的规模与领域要小于中国与东盟。2002 年

印度与东盟的双边贸易为 12111 亿美元 , 约占印度对外贸易总额的 9 %。尽管印度与东盟的

贸易和投资增长较快 , 但印度与东盟的贸易和投资量仍较小 , 双边贸易仅占东盟总贸易的

2 % , 印度在东盟的直接投资只占东盟吸引外资的 012 %。③与之比较 , 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

易和投资规模要大得多。2002 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达 547166 亿美元 , 2003 年达到 782152

亿美元 , 当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为 912 %。截止到 2002 年底 ,

东盟国家在华投资项目累计达19 731项 , 合同外资额为 580168 亿美元 , 实际投资额为 294131

亿美元 , 分别占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累计合同外资额的 7 % , 占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额的

714 %。不过 , 印度与东盟经济的互补性相对较强 , 而中国与东盟经济的竞争性较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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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预见 , 随着印度 —东盟区域贸易投资区与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的加快 , 发展中国

家中这两大自由贸易区将会充满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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