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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 月 1 日，RCEP（《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正式

生效。该协定由中国、日本、韩国、

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盟十国共

15方成员共同制定，设立了投资

专章（第十章），涵盖了投资保护、

自由化、促进和便利化四个方面。

其中，市场准入是东道国管理外

资参与本国投资经营活动的首要

环节，因而有必要深入研究 RCEP

的外资准入规则。从实践层面来

看，RCEP 涵盖了全球经贸规模最

大的自由贸易区，参与主体经济

发展水平多元，区域内国际投资

实践的推动和发展需要正确解释

和适用相关规则。从理论层面来

看，分析 RCEP外资准入规则在国

际法层面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提

前做好应对准备，将有力促进规

则的有效实施，并推动条约机制的

可持续发展。

一、RCEP 外资准入条款

的规范设定及其特点

RCEP投资章节采用了“准入

前国民待遇 +负面清单”模式作为

各缔约国管理外商投资进入本国

市场的基本规则。传统国际投资

规则中，国民待遇承诺通常仅涵

盖外商进入东道国市场后的经营

阶段。而 RCEP国民待遇条款（第

10.3 条）通过增加覆盖“设立、取

得、扩大”三个投资活动节点，将

该待遇延伸至准入阶段。在 RCEP

区域内，东道国给予其它缔约国

投资者或投资的待遇应当不低于

在类似情形下其给予本国对象的

待遇。RCEP第 10.8条为“保留和

不符措施”，缔约国通常会以清单

方式列明针对外资的特别管理措

施，这些措施或与国民待遇、最惠

国待遇不符，或与业绩要求、高管

要求等条款不符。其具体内容取

决于各缔约国国内法的相关规定

以及条约的谈判结果，是该机制

的核心所在。RCEP附件三即为各

国的服务和投资保留及不符措施

承诺表，15 方成员均采用负面清

单方式对特定非服务业领域投资

作出了较高水平的开放承诺。

在具体规范设定上，RCEP 准

入规则的一些细节值得关注。第

一是国民待遇条款中的“类似情

形”的判断方法。条约规定，该条

款语境下的“类似情形”取决于整

体的情况，并明确把合法公共福

利目标作为考量因素纳入了非歧

视待遇的认定之中。这与 CETA

（《加拿大 -欧盟综合经济贸易协

定》）和 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

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处理方法

并不全然相同。第二是 RCEP区分

了投资与服务贸易两种负面清

单，这与美式双边投资条约通常

将两者混同的做法不同。通过

RCEP的投资负面清单，缔约国共

同对 5个非服务业领域投资承诺

了较高水平的开放，但将“商业存

在”模式的服务业投资承诺剥离

出去，使其归于服务贸易负面清

单。这与当前我国国内法层面的

负面清单机制设定相近，两者可

以有序衔接。第三是 RCEP对外商

投资自由化与东道国规制权的平

衡化追求，后者的保障主要通过

例外条款来实现。RCEP 第 17 章

（一般条款和例外）的规定建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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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TT 第 20 条和 GATS 第 14 条的

基础之上，并进行了调整。其中，

一般安全例外条款（第 17.13 条）

与投资的安全例外条款（第 10.15

条）本质相同，交由缔约国自行判

断本国根本安全利益所在，并允

许缔约国适用其认为必要的措

施；但由于所针对的语境不同，条

文表述侧重于不同情形。第四是

RCEP对不同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

差异进行了考量，并设置了有差

异的条约义务。例如不符措施的

修订条件上，第 10.8条第 1 款第

3 项规定，柬埔寨、印度尼西亚、

老挝、缅甸和菲律宾对国民待遇

的修订不得降低其与“本协定生

效之日已经存在的措施”的一致

性，而其余 10 国的比照对象则被

限定为“修订即刻前已经存在的

措施”。

从整体上来看，RCEP 的规范

设定既具备现代性、全面性特征，

亦反映出务实性、审慎性特质。首

先，RCEP 准入规则将投资准入自

由化承诺锁定到国际条约层面，

为各缔约国设定了国际法义务，

但同时也为东道国保留了充分的

国内规制空间。其次，RCEP准入模

式的采纳符合国际投资法的整体

发展趋势，但亦具备显著的亚洲

特色。以美国、欧盟为代表制定的

西方国际投资协定具有更为严格

和硬性的高水平要求，而 RCEP更

强调包容与灵活，在现实基础上

循序渐进。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虽

然“准入前国民待遇 +负面清单”

的准入模式虽然愈加广泛地被采

纳，但当前仍不足以构成国际投

资习惯法，例如退出 RCEP缔结的

印度以及诸多新兴国家对此仍持

保守态度。

二、RCEP 外资准入规则

带来的机遇及其把握

（一）RCEP为我国广泛参与国

际协定提供经验储备

从过往的经验来看，投资自由

化是中国和发达经济体（如美国）

的主要不同之处，但是这种分歧

现在正在不断缩小。这一改变的

重点在于准入前国民待遇基础之

上的负面清单机制的构建。从我

国的视角来看，这一制度变化最

初是由中美投资协定谈判推动

的，并且首先在国内法层面有所突

破。较近的《中国 -东盟全面经济

合作框架协议（升级版）》、《中国 -

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中国 -

韩国自由贸易协定》等都相对侧

重于投资保护，即使存在市场准

入规定，也没有达到 RCEP的市场

开放程度。因而 RCEP投资准入条

款所体现的趋势，从侧重投资保

护到当前逐渐走向投资自由化，

将为我国参与自由度要求更高的

投资国际协定提供经验与基础。

此外，作为大型区域贸易协定

（Mega-Regional Trade Agree-

ment），RCEP 缔约国结构多元，经

济发展程度多样。我国在谈判及

磋商过程中积累的条约缔结经验

亦是重要的储备，将有助于提升

我国国际投资规则的灵活性、可

塑性与适应性，从而降低条约缔

结的分歧。从 RCEP缔约国视角来

看，条约将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大

经济体首次纳入同一自贸框架，

在大平台中弥补了中日韩之间的

规则空缺。基于其提供的基础，自

2002 年提出构想并已进行 16 轮

谈判的中日韩 FTA未来可期。转至

更广的视阈，RCEP 缔约国包括东

盟在内的许多发展水平较低的国

家，因而在市场开放维度给中国

带来的收益事实上相对有限。中

国当前积极考虑加入的 CPTPP 是

目前全球最高开放水平与最高规

则标准的贸易与投资协定，代表了

未来多边贸易体制发展的方向与

趋势。通过与 CPTPP规则的对接，

我国可以获得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的制度收益。于 RCEP中积累的

大型区域贸易协定参与经验显然

将发挥重要作用。

（二）统一、透明的规则体系为

区域深度一体化提供战略支撑

从整体上看，对于 RCEP涵盖

的地区而言，各缔约国在外资准

入管理上呈现出一个集体的规范

升级，这形成了区域内相对统一

的规则体系。这一变化最为直观

且关键的影响是各缔约国投资政

策透明度的显著提升。各国外商

投资国内管理措施的出台、修订

以及实施等，都将受到该国在国

际法层面所作出的相关承诺的约

束，因而前者的稳定性将明显加

强。这会给外国投资带来较大便

利，也会减少投资准入环节的不

确定性风险，有助于降低经营成

本。在此基础之上，区域内制度环

境将得到良好的构建及运营，而这

又将进一步吸引 RCEP区域之外的

投资。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现实

背景下，该协定为成员国在区域

内乃至区域外的经贸往来提供制

度支撑，从而为区域经济提供稳

定发展的动力。更深入地看，自贸

协定会天然地促进协定缔约方之

间的政治联系，在这个意义上，

RCEP会是成员国实现合作共赢的

重要战略政策工具。对此，需要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