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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将带动相应的
服 务 贸 易 和 投 资 开
放，促进贸易便利化
和营商环境的提升。
持续推动高质量实施
RCEP，将有利于深
入推进区域产业链供
应链融合发展，有利
于地方、产业和企业
拓展国际经贸合作新
空间，有利于在更高
起点上推动实现更高
水平制度型开放。

区域内贸易成为
各国对外贸易增长关
键力量

商务部国际司负
责人指出，在各方共
同努力下，RCEP实
施以来，成效初步显
现 。 各 成 员 间 货 物
贸易往来更加密切，
区域内贸易成为稳定
和拉动各成员对外贸
易增长的关键力量。
同时，受益于RCEP
生效实施释放的积极
信号，本地区持续成
为全球投资的热点区
域，大多数成员利用
外资呈现积极上升态
势，区域整体吸引绿
地投资增势强劲。

R C E P 实 施 为 我
国稳外贸稳外资发挥
了重要作用。从贸易
看，2022年，我国与
RCEP其他成员进出
口总额12.95万亿元人
民币，同比增长7.5%
，占我国外贸进出口
总额的30.8%。2023
年 1 — 4 月 ， 我 国 与
RCEP其他成员进出
口 总 额 为 4 . 1 2 万 亿

元，同比增长7.3%，
占我国外贸进出口总
额30.9%。从吸引外
资看，2022年，我国
实际利用RCEP其他
成员投资额235.3亿美
元，同比增长23.1%
。2023年1—4月，我
国实际利用RCEP其
他成员投资额近89亿
美元，同比增长超过
13.7%。

商务部国际司负
责人表示，RCEP为
我国广大企业带来实
实 在 在 的 红 利 和 实
惠。RCEP叠加我国
和RCEP其他成员已
生 效 的 双 边 自 贸 协
定，为企业更好享惠
创造了良好条件，帮
助企业降低了贸易成
本。2022年，我国企
业在RCEP项下享惠
出口货值2353亿元人
民币，可享受进口国
关税减让15.8亿元；
享惠进口货值653亿
元，减让税款15.5亿
元。2023年一季度，
我国企业在RCEP项
下享惠出口货值622.9
亿元，可享受进口国
关 税 减 让 9 . 3 亿 元 ；
享惠进口货值182.5亿
元 ， 减 让 税 款 4 . 8 亿
元。

提高支持和服务
水平，助力企业把握
协定机遇

R C E P 生 效 实 施
以 来 ， 各 地 方 积 极
加 强 政 策 对 接 ， 优
化 营 商 环 境 ， 强 化
与RCEP成员经贸合

作，切实提高对企业
的支持和服务水平，
助力企业把握协定机
遇，形成了很多富有
成效的务实举措和创
新实践成果。

一是积极对接协
定机遇，因地制宜出
台务实举措。各地积
极贯彻落实《关于高
质量实施RCEP的指
导 意 见 》 ， 不 少 地
方 结 合 本 地 发 展 实
际，出台实施RCEP
工 作 方 案 或 行 动 计
划，有些地方还将把
握RCEP机遇纳入本
地 “ 十 四 五 ” 规 划
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
要，推出务实举措，
系统推进高质量实施
工作，推动更深融入
区域大市场。

二是着力提升贸
易便利化，畅通区域
经 贸 往 来 通 道 。 不
少 地 方 高 标 准 落 实
RCEP贸易便利化措
施 ， 推 进 实 施 快 运
和易腐货物6小时通
关 ； 积 极 打 造 线 上
RCEP智能应用公共
服务平台，大力推广
原产地证书全流程数
字 化 服 务 ， 助 力 企
业 高 效 享 惠 。 相 关
地 方 开 拓 和 增 加 面
向RCEP成员方向的
外 贸 班 轮 、 空 运 航
线、铁路货运班列和
站点，不断提升物流
和供应链综合服务水
平，增强口岸通关效
率和通行能力。

三是把握利用协

定开放政策，促进贸
易投资成果落地。各
地和广大企业努力利
用RCEP原产地累积
规则、服务贸易和投
资 市 场 开 放 优 惠 政
策，积极优化区域贸
易投资布局，促进产
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
发展。有的地方结合
本地资源禀赋和产业
特点，大力发展面向
RCEP成员的中间品
生产和贸易，取得积
极成效。有的地方将
自 贸 试 验 区 等 开 放
平台与RCEP政策叠
加，加大重点产业靶
向招商力度，推动一
批重大项目落地。

四 是 以 实 施 好
RCEP为契机，打造
一流营商环境。各地
严格实施与RCEP强
制性义务对应的国内
法律法规规章，相关
地 方 还 着 力 落 实 好
RCEP鼓励性义务，
不断提高地方治理能
力 ， 吸 引 产 业 、 资
金、人才等集聚，带

动本地贸易投资环境
显著优化。有的地方
积 极 利 用 地 方 特 色
展 洽 会 、 经 贸 论 坛
等 平 台 ， 注 重 加 强
与RCEP成员产业合
作，推介特色优势产
品，开展贸易投资项
目对接。

五是加强宣介培
训，提升企业利用协
定的意识能力。各地
通 过 多 种 方 式 加 强
RCEP专题培训和政
策宣讲，针对不同行
业开展精准培训，将
优惠政策解读贯穿各
类企业。有的地方还
梳理公布了本地区在
RCEP项下优势进出
口 产 品 清 单 ， 开 展
RCEP成员关税减让
对比和贸易大数据分
析，向企业宣讲分析
本地优势产品重点出
口目的地，助力企业
更好开拓RCEP区域
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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