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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 月 1 日，《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生效实
施，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正式启
航。RCEP 以东盟为主体、以发展
为导向、以包容为特点。正式实施
两年多来，RCEP 初步显示出其在
促进区域经济合作进程、提升本地
区经济韧性和抗风险能力中的重要
作用。未来几年是 RCEP 全面实施
的关键时期，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着力提升 RCEP 原产地规则利
用率。总体来看，中国与东盟原产地
规 则 利 用 率 偏 低 ，成 为 充 分 释 放
RCEP 红利的突出矛盾。例如，2022
年越南 RCEP 出口规则利用率仅为
0.67%，这一水平低于当年越南对自
贸协定的平均出口利用率（33.6%）；
泰国 2022 年和 2023 年 RCEP 出口规
则利用率分别仅为1.9%和2.7%；马来
西亚自 2022年 4月至 2024年 2月，享
惠出口货值仅占其对 RCEP 市场总
出口的0.07%；初步测算，2023年中国
企业出口、进口规则利用率分别为
4.21%、1.46%。若 RCEP 原产地规则
利用率明显提升，东盟与中国将进一
步获益。为此，RCEP 智库要研究提
升规则利用率的相关问题。

推进 RCEP 框架下中国—东盟
自贸进程。未来几年，以 RCEP为基
础争取实现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进
程的重大突破，形成以“小多边”引领

“大多边”、“大多边”促进“小多边”的
RCEP 合作新格局。中国加快推进
向东盟的高水平开放，不仅将实现中
国—东盟自由贸易的重大突破，而且
将为 RCEP 的全面实施与不断升级
注入重要动力。

在 RCEP 框架下推进中日韩自
贸协定的谈判进程。中日韩GDP、制
造业增加值占 RCEP 区域 80%以上，
进出口额占 RCEP 区域 50%以上，是
推进 RCEP全面实施的重要动力，三
国 已 从 RCEP 全 面 实 施 中 获 得 红
利。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重
组的大趋势，努力实现中日韩自贸区
谈判的突破，加快形成更高水平、更
广范围的三边合作机制，不仅有利于
巩固 RCEP合作成果，也将推动形成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格局。

建立 RCEP 协调机制。争取尽
快完成 RCEP 秘书处设置安排并实
质性运行，以及时向媒体和公众发
布信息，监测和分析区域贸易发展
状况；协调推动原产地规则从“部分
累积”向“完全累积”的过渡、服务贸
易向全面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升级
等重点事项的后续谈判，并为实施
协定以及相关合作项目提供便利服
务；增进 RCEP 各经济体间合作关
系，推动 RCEP 规则在各国落地实
施等，协调推进各成员国强化在平
等准入、公平竞争、产权保护、监
管透明度等方面的立法与公平执
法；适时启动 RCEP 成员国在服务
业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互认
磋商等。同时，委托 RCEP 区域内
智库开展独立研究或联合研究，提
出RCEP未来10年的发展规划。

推动 RCEP 扩容。目前，中国
香港、斯里兰卡、智利已经提出加入 RCEP 的申请。在
RCEP原有成员架构的基础上，应适时推进RCEP扩容。

发挥 RCEP智库联盟的智力支持作用。2022年 9月，
中国 （海南） 改革发展研究院发起成立 RCEP 智库联
盟，截至目前有13个国家的18家智库参与。高水平实施
RCEP，需要区域内相关智库携手发挥智力支持作用，围
绕 RCEP 重大问题开展研究、研讨和国际学术交流，推
动RCEP能力建设等。

（作者为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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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品种日益丰富

最近，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凭祥市友
谊镇的中国—东盟（崇左）水果交易中心
内，果香四溢，一辆辆装满各类水果的货车
川流不息，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接驳卸
货。来自东盟国家的榴莲、火龙果、菠萝
蜜、山竹等热带水果从这里进入中国市场，
中国产的柑橘、橙子、苹果、葡萄等从这里
销往东盟国家。数据显示，作为中国和东
盟水果进出口贸易最大的口岸城市，凭祥
市今年上半年进出口水果达 164.87 万吨，
同比增长15.36%。

凭祥市的这派热闹景象，是中国和东
盟水果贸易持续火热的一个生动缩影。近
年来，在中国—东盟博览会连续举办、《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对 15
个成员国全面生效、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深入推进的背景下，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
易合作关系日益深化，水果贸易成为中国
与东盟国家农产品贸易的一大亮点。

目前，中国是越南农产品第一大出口
市场，越南的榴莲、火龙果等深受中国消
费者欢迎，中国自越南进口农产品约占自
东盟进口农产品总额的 1/5。中国同样是
泰国水果的主要出口目的地，中泰双方已
开设 16 处水果陆路进出口口岸。中国商
务部最新数据显示，生鲜电商平台在越
南、泰国等伙伴国建立蔬果直采基地，成
为当地农产品输华新渠道，今年 1—7 月
中国电商平台销售泰国榴莲增长48.6%。

8 月 9 日，中国海关总署官网更新了
获得中国检验检疫准入的新鲜水果种类及
输出国家/地区名录，新增包括越南椰
子、马来西亚榴莲在内的 7 国共 10 款水
果。随着东盟国家新获准入中国市场的水
果品种不断增加，越来越多东盟水果以更
加优惠的价格受到中国消费者青睐。

位于中越边境的中国最大陆路水果进
口口岸——友谊关口岸便见证了中国与东
盟水果的“甜蜜互动”：2023年，友谊关口岸
共进口水果 239.2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62.9%。榴莲、山竹、火龙果等优质东盟水
果通过友谊关口岸等渠道“飘香”全国。

贸易渠道高效便捷

“中国与东盟国家水果贸易火热得益
于多方面因素：一是RCEP全面生效，政策
红利不断释放，大大降低了贸易成本；二是
在 RCEP 框架下，快速检验检疫等政策助
推水果等农产品流通；三是中国与东盟国
家不断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完善跨境
物流体系；四是中国市场的消费需求日益
旺盛，东盟国家水果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
加多元的选择。”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
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在接受本报记者采
访时分析称。

自 2022 年 1 月 1 日 RCEP 生效实施以
来，成员国间农产品贸易合作更为密切，缅
甸香蕉、柬埔寨龙眼、越南榴莲等多种来自
东盟国家的水果获得中国检疫准入。以榴
莲为例，数据显示，得益于RCEP带来的通
关便利，2023年前11个月，中国自泰国、越
南等 RCEP 成员国进口鲜榴莲总额 466.1
亿元，是协定生效前2021年的1.7倍。

此外，近年来，西部陆海新通道、中老
铁路等重大项目加速推进，区域内冷链、冷
库等配套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为进口水果
进境中国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东盟国家
水果进入中国市场的渠道更加通畅便捷。

目前，中国钦州港已开通至泰国、越南
等国的水果快线。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
钦州港口岸进口水果 7959.7 吨，货值 1 亿
元，主要种类有榴莲、椰子、龙眼、山竹等。

作为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的物流“黄
金大通道”，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
作用也不断显现。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8月22日，中老铁路全线累计发送货物
超过 4300 万吨，冷链运输的泰国榴莲、
香蕉等水果达到1.3万吨。

泰国山竹协会会长帕塔玛表示，得益
于RCEP的生效实施和西部陆海新通道的
加速建设，跨境运输手续更加简便，通关
效率大幅提升，节省了大量时间和成本，
助力东盟和中国水果贸易蓬勃发展。

业内人士指出，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水
果生产上展现了显著的季节与品类互补
性。中国擅长生产如苹果、梨等温带水果，
东盟国家则在热带气候中种植如芒果、榴

莲等热带水果。双方的水果贸易往来有助
于优化区域内水果的供应和贸易流通。

双方民众共享“甜蜜”

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水果生意越做
越旺，双方民众共享“甜蜜”——消费者的

“果盘”日渐丰富，果农们则迎来更多商机。
越南《人民报》日前报道称，中国市

场带动越南果蔬强劲出口势头。目前，越
南是中国市场最大的榴莲供应国和鲜香蕉
供应国。在中国对越南开放冷冻榴莲和新
鲜椰子市场准入后，越南蔬果出口形势将
会更加乐观。

泰国尖竹汶府府尹莫斯特介绍，水果
产业的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目前泰
国东部地区水果产业从业者有数万人，农
民收入增加。“我们期待与中国市场有更
多、更紧密的合作！”

马来西亚劳勿榴莲有限公司总裁温豪
鸿表示，马来西亚鲜食榴莲进入中国市
场，进一步拓展了马来西亚果农的销路，
有助于他们创造更多营收。

“中国与东盟国家水果贸易是双方合作
共赢的一个典型例子。中国与东盟具有较
强的经济互补性，双方日益紧密的合作，有
助于带动东盟国家水果产业蓬勃发展，为当
地带来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高凌云说。

目前，中国不断放开准入条件，提升
通关便利化水平，搭建广交会、进博会、
消博会等交易平台，进一步推动与东盟的
水果贸易规模持续增长。

8月下旬，在上海举办的 2024中国国
际水果展上，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务厅与崇
左市联合搭建了 400平方米广西—东盟名
优水果主题馆，龙眼、芒果、火龙果、百
香果、柠檬、葡萄、青柚等 20 多种广西
水果以及榴莲、山竹等 10 多种东盟水果
在此集中亮相，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专业采
购商和广大消费者呈现了一场广西和东盟
水果盛宴，进一步推动广西和东盟国家的
优质水果走向全国和全球市场。

高凌云表示，未来，在RCEP等合作框
架下，中国和东盟国家进一步完善优化已
有合作机制和平台，深化合作，将使东盟国
家水果在中国市场迎来更好的发展前景。

中国与东盟水果贸易持续火热
本报记者 严 瑜

8月下旬，首批马来西亚鲜食榴莲
进入中国市场，马来西亚由此成为继
泰国、越南、菲律宾之后第4个获准向
中国出口鲜食榴莲的国家。

近年来，在中国与东盟贸易往来
日益紧密的大背景下，中国与东盟国
家之间的水果生意越做越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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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第20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泰国尖竹汶府“魅力之城”展示区，一名泰国姑娘向观众推
介泰国特色水果。 喻湘泉摄 （人民视觉）

图为在越南多乐省一家榴莲加工厂，一名工人给榴莲称重。范庭德摄（新华社发）

肯尼亚的农场里，花农们将一朵朵娇嫩的玫瑰
剪下。10 多个小时后，万里之外的湖南长沙，国内
消费者就能购买到这些品种丰富、芬芳馥郁的鲜花。

湖南玺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是这些鲜花的进口
商，公司旗下的“玺悦鲜花”品牌是中国 （湖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长沙片区雨花区块成功孵化的首家
非洲鲜花品牌。

“肯尼亚是世界著名的花卉产地，也是全球重要
鲜花出口国之一。肯尼亚玫瑰以其硕大的花头、繁
多的品种和持久的瓶插时间，深受消费者青睐。”湖
南玺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黄梓楠说，得益于
中非直航航班的增加和通关便利化，近年来肯尼亚
鲜花源源不断进入中国市场，为国内消费者的生活
增添了更多浪漫色彩。

近年来，依托中非经贸博览会和中非经贸深度
合作先行区两个国家级平台，湖南与非洲的双向往
来日益密切、合作规模持续扩大。

自 2019 年起，中非经贸博览会长期落户湖南。
为了打造“永不落幕的博览会”，湖南高桥大市场内
设有中非经贸博览会常设展馆。在这里，市民游客
可以了解非洲文化和购买非洲特色产品，感受非洲
的独特魅力。

在常设展馆内的肯尼亚馆，“玺悦鲜花”的工作
人员正忙着整理非洲玫瑰。“高桥大市场是肯尼亚鲜

花的重要集散地之一。我们的进口鲜花从这里出
发，发往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黄梓楠介绍，
公司已与肯尼亚多家农场展开深度合作，供货覆盖
国内10余座城市。

为进一步扩大非洲优质特色农食产品在国内的
影响力，湖南正探索多种贸易业态。今年7月，随着
中国首例非洲鲜花转口贸易在长沙完成，“玺悦鲜
花”从肯尼亚进口的400枝新鲜玫瑰经长沙转口至乌
兹别克斯坦销售。

这是湖南打造非洲商品“转口贸易港”的缩
影。长沙黄花机场海关副关长于青介绍，此次通过
长沙黄花机场海关提前介入，派业务专家多次同企
业召开业务研讨会，专门开启“绿色通道”，最终实
现申报、口岸查验、证书办理、物流信息流转等全
流程为企业提供便利，压缩了通关时间。

“过去，我们一直通过一般贸易的形式内销全
国。这次尝试转口贸易，是希望借助长沙对非贸易
的多重优势，将非洲鲜花销往更多国家和地区，加
速企业对非业务的拓展。”黄梓楠说。

“这是非洲鲜花转口贸易的第一次试水，也是探
索扩大出口的新尝试，为中非经贸发展提供了新路
径。”中国 （湖南） 自贸试验区长沙片区雨花党工委
书记、管委会主任刘亦彪说。

（据新华社电 记者张格、阮周围）

让肯尼亚玫瑰香飘世界
——湖南探索对非贸易新“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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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枣是西亚和北非地区常见绿色乔木椰枣树的果实，也是中东国家重要的出口农作物。椰枣营养
丰富，亦被称为沙漠面包。伊拉克是世界上重要的椰枣生产国。

图为近日，在伊拉克加西姆地区，农民爬上椰枣树采摘椰枣。 新华社/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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