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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西兰自贸协定升级生效 两国经贸合作再上新台阶

2008 年 4 月 7 日，《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签署并于同年 10 月 1 日实

施，这是我国签署的第一个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诸多领域的双边全面自

贸协定，也是我国与发达国家第一个启动谈判、第一个生效、第一个实施的高标准自

贸协定。2016 年 11 月，双方启动自贸协定升级谈判，经过六轮密集谈判，2019 年 11

月完成升级谈判并于 2021 年 1 月正式签署《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议定书》

（以下简称《升级议定书》）。近日，双方宣布《升级议定书》将于 2022 年 4 月 7 日

正式生效实施。主要关注点如下：

一、《升级议定书》拓宽了双方经贸合作领域。《升级议定书》对原自贸协定进

行了修订，由序言、9个章节、4项换文组成，不仅对原协定的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

与贸易便利化、技术性贸易壁垒、服务贸易、合作等 5 个领域进行升级，而且还新增

了电子商务、政府采购、竞争政策、环境与贸易等 4 个领域。此外，双方对服务贸易

具体承诺表等附件进行了升级，还通过 4 项换文使中方在对新投资、特色工种赴新就

业安排、化妆品贸易、木材纸制品关税减让等领域达成共识。中新双方相互开放领域

更大，有利于巩固并促进双方经贸合作向更高水平发展。

二、《升级议定书》是一份对接国际标准的高水平自贸协定。中新自贸协定升级

是我国成功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后，双方在 RCEP 基础上的进

一步扩大相互开放。例如在服务贸易领域：中方在 RCEP 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航空、教

育、金融、养老、客运等领域对新方开放，具体表现为在金融服务领域，在满足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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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情况下，中方允许新方金融机构在中国设立独资银行、合资银行或银行分行；在

航空服务领域，新增对机场运营服务、地面服务和专业航空服务的承诺。此外，双方

约定将在《升级议定书》生效 2 年内以负面清单方式开展服务贸易的后续谈判，进一

步提高开放水平。

三、《升级议定书》将助推两国经贸发展再上新台阶。在货物贸易方面，两国货

物贸易规模快速增长。据中方统计，中国同新西兰双边贸易额从 2008 年的 44 亿美元

增长至 2021 年的 247 亿美元，年均增幅 14%以上，自 2013 年起中国连续多年成为新西

兰第一大贸易伙伴；据新方统计，新西兰同中国双边贸易额从 2008 年的 64 亿美元增

长至 2021 年的 260 亿美元，年均增幅 11%以上，新中贸易总额占新西兰贸易的比重从

2008 年的 9.8%逐年提升至 2021 年的 27.6%。根据升级后的自贸协定，中方对新方木材

纸制品加大市场开放，有 99%的木材和纸制品将可以免税进入中国；新方向中方出口的

大部分奶制品的保护性关税将在一年内取消，奶粉在三年内取消，更加开放的市场将

促进两国货物贸易的进一步高速增长。在服务贸易方面，中新服务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据新西兰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 年，中国是新西兰第五大服务贸易进口来源地和第四

大出口目的地。新中服务贸易额由 2013 年的 19.6 亿新西兰元增长至 2019 年的 41.8

亿新西兰元，占新西兰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也由 6.2%提升至 8.7%。而双方在升级后的

自贸协定中均承诺加大服务贸易市场准入开放力度，大幅扩大最惠国待遇承诺的涵盖

范围，必为两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发展提供重要契机。



图 1 中新双方货物贸易进出口额

四、《升级议定书》为双方投资提供新的增长空间。一是中国对新西兰投资流量

波动较大。自中新自贸协定签署后，中国对新西兰投资稳步增长，尤其 2011 年之后增

速加快，2016 年达到历史峰值 9亿美元；自 2017 年起，中国对新投资开始大幅回落，

由 2017 年的 6亿美元降至 2019 年的 1140 万美元。二是新西兰对中国投资较为平稳但

总体呈下降趋势。中新自贸协定签署后新西兰对中国投资出现短暂的稳步增长，2010

年达到历史峰值 1.4 亿美元，之后呈下降态势，2020 年仅为 2727 万美元。升级后的中

新自贸协定放宽了投资门槛：新方放宽中资审查门槛，确认给予中资与《全面与进步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成员同等的审查门槛待遇，不再审查来自中国政府

投资者不超过 1 亿新西兰元的投资或者来自中国非政府投资者不超过 2 亿新西兰元的

投资。直接投资准入的放宽将为投资提供新的增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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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新双向直接投资额

五、《升级议定书》进一步推进中国建立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截止 2022

年 3 月，据 WTO 统计，新西兰共有生效的区域贸易协定（RTA）13 个，是 CPTPP、RCEP

等高标准自贸协定的成员国，也是 CPTPP 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的保

存方，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方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中国—新西兰自贸协定成功升级，

为今后我国与其他国家签订、升级自贸协定积累更多的经验，同时也将为我国进行加

入 CPTPP、DEPA 谈判及开展 RCEP 负面清单方案制定提供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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