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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开发银行

姓名 ：Ayumi Konishi
职位 ：行长高级顾问

地址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6 ADB Avenue, Mandaluyong City, Metro Manila, 
   1550, Philippines
电子邮件 ：akonishi@adb.org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姓名 ：郑权

职位 ：战略政策预算局局长

地址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B-9 Financial Street, Xicheng District, Beijing, China, 
   100033

电子邮件 ：qzheng@aiib.org

拉美开发银行

姓名 ：Gloria Gamero
职位 ：机构融资部局长

地址 ：The Corporación Andina de Fomento
   Avenida Luis Roche, Torre CAF, Piso 9 Altamira Caracas, 
   República Bolivariana de Venezuela
电子邮件 ：ggamero@caf.com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姓名 ：Alexia Latortue 
职位 ：公司战略部管理局长

地址：The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ne Exchange Square, London EC2A 2JN, United Kingdom
电子邮件 ：Latortua@ebrd.com

欧洲投资银行

姓名 ：Alain Nadeau 
职位 ：驻华代表

地址 ：The EIB Representation to China
   Qiankun Mansion, 6 Sanlitun Xiliujie,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 China, 100027
电子邮件 ：beijing@eib.org

泛美开发银行

姓名 ：处长

职位 ：外联和伙伴办公室

地址 ：The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1300 New York Avenue, NW, Washington DC 20577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电子邮件 ：partnerships@iadb.org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姓名 ：Matteo Marchisio 
职位 ：驻华代表

地址 ：IFAD Country Office in China 
   Room 6-1-102, Tayuan DRC Compound 
   No.1 Xindong Rd.,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China 100600
电子邮件 ：m.marchisio@ifad.org

世界银行集团

姓名 ：Martin Raiser
职位 ：中国局局长

地址 ：The World Bank Office, Beijing
   16th Floor, China World Office 2, 
   No. 1 Jianguomenwai Ave., Beijing, China 100004 
电子邮件 ：mraiser@worldbank.org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
关于修订《自由贸易协定》的议定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国”）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

政府（“巴基斯坦”），以下简称“缔约双方”： 
 忆及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伊斯兰堡签署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自由贸易协

定》（以下简称《自由贸易协定》）；  
致力于在《自由贸易协定》第一阶段谈判承诺和成果的基

础上，提高自由化水平，以进一步降低和消除贸易中的关税壁

垒，鼓励双边贸易进一步扩大和多元化 ;  决心进一步加强两

国间的特殊友谊和合作 ；  
相信《自由贸易协定》的升级将有助于深化和拓展双方合

作，促进双方之间的贸易和投资 ；以及根据《自由贸易协定》

第七十九条 ；  协议如下 ： 

第一章  货物的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
①

第一条  消除关税
一、《自由贸易协定》第三章（货物的国民待遇和市场准

入）第八条第一款（消除关税）应予以删除并由以下新的第八

条第一款替代 ： 
“除非本议定书另有规定，各缔约方应根据附件 1–A 中的关

税减让表（减让表），对另一缔约方原产货物逐步取消海关关税”。

二、《自由贸易协定》第三章（货物的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

第八条第二款应予以删除并由以下新的第八条第二款替代 ： 
“若一缔约方在本议定书生效后的任何时点降低其实施的

最惠国关税税率，如果且只要该税率低于根据其在附件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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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减让表所计算的关税税率，该税率应适用于本议定书所涉

及的相关贸易。” 
第二条  审评和修改

《自由贸易协定》（英文本）第三章（货物的国民待遇和市

场准入）第八条第一款（审评和修改）应予以删除并由以下重

新编号为第八条第四款的新条款替代，内容如下 ： 
“关税减让模式和清单的审评和修改应按如下方式进行 ： 
（一）货物贸易委员会应每五年审评和修改关税减让模式

和清单。 
（二）缔约双方应在友好协商和照顾双方关注的基础上进

行审评。 
（三）第一次审评和修改应在本议定书自生效后的第四年

年底或第五年年初进行。 
（四）任一缔约方可在本议定书生效后的任何时间提出另

外的审评要求。另一缔约方应积极考虑该要求。” 
第三条  保障国际收支平衡的措施

 本条应纳入《自由贸易协定》第三章（货物的国民待遇和

市场准入），内容如下 ： 
“如一缔约方发生严重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和对外财政困

难或威胁，其可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并在符合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协定条款的情况下，采取必要措施。” 

第二章  原产地规则
②

第四条  原产地证书
一、《自由贸易协定》第四章（原产地规则）第二十三条中

的“政府机构”应替换为“授权机构”，且《自由贸易协定》附

件的规则一、二（一）、三、六、九、十、十一、十三（一）、十九

（二）以及二十（二）中的“政府机构” 应替换为“授权机构”。 
二、《自由贸易协定》附件 2的规则十六（四）中的“政府

签证机构”应替换为“政府机构”。 

第三章  海关合作
③

第五条  电子数据交换
双方将确保 2018 年 11 月 3 日海关主管部门签署的电子

数据交换谅解备忘录的实施，并努力采取包括适当机制在内

的进一步措施，以解决关于出口价格信息的关注。 

第四章  贸易救济
④

第六条  双边保障措施
 《自由贸易协定》第五章（贸易救济）第二十七条应予以

删除并由以下新的第二十七条替代，内容如下 ： 
 一、定义 
就本章而言 ： 

（一）主管机关是指 ： 
1.就中国而言，商务部，或其继任者 ；以及 
2.就巴基斯坦而言，商务部，或其继任者 ； 

（二）国内产业是指生产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生产

者全体，或指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总产量占该产品全

部国内产量主要部分的生产者 ； 
（三）保障措施是指第二款第（二）项中表述的措施 ； 

（四）直接竞争产品是指具有与进口产品不同的物理特性

和组成的产品，该产品具有与后者相同的功能，满足相同的需

求，并且是商业上可替代的 ； 
（五）同类产品是指相同的产品，即在所有方面与进口产

品相同，或如无此种产品，则为尽管并非在各方面都相同，但

具有与进口产品极为相似特点的另一种产品 ； 
（六）严重损害是指对一国内产业状况的重大全面减损 ； 
（七）严重损害威胁是指根据事实，而非仅凭指控、推测

或极小的可能性确定的，且明显迫近的严重损害 ；以及 
（八）过渡期是指，对附件 1–A 中 A–0 以及 MOP1 类别项

下的产品为十年期间 ；对附件 1–A 中 A–5, A–7, A–10, A–15 
以及 MOP2 类别项下的产品，过渡期为自该产品消除或降低

关税开始之日起至消除或降低关税完成之日后的八年期间。 
二、双边保障措施的实施 

（一）仅在过渡期期间，如因依照本议定书消除或降低关税，

或在本议定书下存在的优惠关税的情况下出现了未能预见的事

态发展，导致原产于一缔约方的产品进口至另一缔约方领土内

的数量与国内生产相比绝对或相对增加，且构成了对生产同类

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

的实质原因，一缔约方可采取第二款第（二）项中表述的措施； 
（二）如满足第二款第（一）项中的条件，一缔约方可在防止

或救济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并便利调整的必要限度内实施： 
1.中止本议定书规定下进一步降低该产品税率 ； 
2. 将产品的税率提高至不超过以下两者中较低者的水平： 

（1）采取此措施时，正在实施的最惠国税率 ；以及 ； 
（2）本议定书正式生效之日正在实施的最惠国税率 ；

⑤ 
3. 在终止保障措施时，关税税率应按本议定书附件 1–A 

确定，如同该措施从未适用。 
三、最终双边保障措施的标准 

（一）任一缔约方不得实施一项保障措施 ： 
1.除非在为防止或救济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以及

便利调整所必要的限度和时间内 ； 
2.超过三年的期限，除非主管机关确定仍然需要采取保障措

施以防止或救济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并便利调整，且有证据

表明该产业正在调整中，则该期限可延长不超过两年的期限； 
3.在过渡期届满之后，除非经被采取措施产品的原产国

缔约方同意 ； 
(二 ) 对于曾受到保障措施限制的产品的进口，在与先前

实施措施的期限相等的期限内，不得再采取保障措施，并且该

不适用期至少为两年。 
四、通知、调查和磋商 

（一）一缔约方应立即通知另一缔约方，当 ： 
1.发起本条规定下的调查 ； 
2.实施一项临时措施 ； 
3.对进口增加造成的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做出裁定 ； 
4.决定实施或延长一项最终保障措施 ； 

（二）在做出第 (一 )项 (2)和第 (一 )项 (3)所指的通知时，

提议实施或延长保障措施的一缔约方应向另一缔约方提供所

有相关信息，其中应包括进口增加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

威胁的证据，对所涉及的产品和拟议措施的准确描述，拟议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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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措施的日期和预计的期限 ；拟采取措施的一缔约方还应向

另一缔约方提供其认为相关的任何补充信息 ； 
（三）拟采取措施的一缔约方应在采取措施之前，在尽可

能早的时间，为另一缔约方提供充分的机会进行事先磋商，以

便审查调查的信息，交换关于保障措施的意见，并就第五款规

定的补偿达成协议 ； 
（四）一缔约方应仅在其主管机关依照世界贸易组织《保

障措施协定》第 3 条和第 4.2（c）条进行调查后实施该措施 ；

为此，世界贸易组织《保障措施协定》第 3 条和第 4.2（c）条经

必要修改后纳入本议定书并成为本议定书的一部分 ； 
（五）在进行本款第（四）项所述的调查时，一缔约方应遵守世

界贸易组织《保障措施协定》第 4.2（a）和（b）条的规定；为此，第 4.2
（a）和（b）条经必要修改后纳入本议定书并成为本议定书的一部分； 

（六）在任何情况下，调查应在启动之日后一年内完成。

五、对贸易损失和中止减让的补偿 
（一）实施保障措施超过三年的一缔约方，应与另一缔约方磋

商，以减让的形式提供双方同意的贸易自由化补偿，该补偿应与超

过上述三年期限的保障措施产生的额外关税的价值相等或有与其

实质相同的贸易效果。实施保障措施的一缔约方应在决定延长措

施后45天内提供磋商机会。此类磋商应在延长生效之日前进行； 
（二）如果双方未能在磋商开始后 45天内就补偿达成协

议，则出口缔约方对实施保障措施的缔约方的贸易，可中止实

施实质相等的减让 ； 
（三）出口缔约方应在根据本款第（二）项中止减让之前

至少 30天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缔约方 ； 
（四）根据本款第（一）项提供补偿的义务和根据本款第

（二）项中止减让的权利应在保障措施终止之日终止。 
六、临时双边保障措施 
在迟延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的紧急情况下，一缔约方

可以根据存在明确证据表明进口增加已经造成严重损害或严

重损害威胁的初步裁定采取临时保障措施。临时保障措施的

期限不得超过 180天，在此期间应满足本条第二、三和四款的

有关要求。此类临时保障措施应采取提高关税的形式，但不应

超过本条第二款第（二）项中的较低税率。如随后进行的调查

未能确定进口增加对国内产业已经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

威胁，则应立即退还加征的关税。任何此类临时保障措施的期

限应计入保障措施的初始期以及延长期。 

第五章  投  资

第七条  未来工作计划
⑥

缔约双方将致力于鼓励来自另一方的投资，并同意加强

在投资领域的合作，以便为缔约双方投资者提供稳定、透明

和具有可预见性的投资环境。缔约双方同意将适时开展谈判，

对《自由贸易协定》第九章（投资）进行升级。 

第六章  最终条款

第八条  附件和脚注
本议定书的附件和脚注构成本议定书的组成部分。 

第九条  修  订
一、经缔约双方同意，可对本议定书进行修订。 
二、经缔约双方同意并按照第十条（“生效和终止”）生效

的修订构成本议定书组成部分。 
第十条  生效和终止

一、本议定书的生效取决于缔约双方完成各自国内必需

的法律程序。 
二、缔约双方应通过外交渠道相互书面通知已完成上述

程序。除非缔约双方另有约定，本议定书应在后一份书面通知

收到第 30天起或经缔约双方同意的其他期限生效。

三、本议定书在《自由贸易协定》有效期内有效。 
四、任一缔约方均可以书面通知另一缔约方终止本议定

书。本议定书应在收到上述通知 180天后终止。 
第十一条  作准文本

本议定书以中文和英文写成，两种文本同等作准。 
下列代表经各自政府授权签署本议定书，以昭信守。 
本议定书于二○一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

             政府代表

俞建华          马苏德 •哈立德 
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  巴基斯坦驻中华人民共和国

谈判副代表        大使 

注 ：①为进一步明确，本章将构成《自由贸易协定》第三章（货物的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的组部分，第三章中未被本议定书替代的条款仍然有效。

    ②为进一步明确，本章将构成《自由贸易协定》第四章（原产地规则）的组成部分，第四章中未被本议定书替代的条款仍然有效。 

    ③为进一步明确，本章应构成《自由贸易协定》的组成部分。

    ④为进一步明确，本章将构成《自由贸易协定》第五章（贸易救济）的组成部分，第五章（贸易救济）中未被本议定书替代的条款仍然有效。 

    ⑤缔约双方理解关税配额和数量限制均不属于保障措施所允许的形式。

    ⑥为进一步明确，本章将构成《自由贸易协定》第九章（投资）的组成部分，第九章（投资）中未被本议定书替代的条款仍然有效。

附件1-A  

进口海关关税消除

第一节  中国关税减让表一般说明
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的关系。本减让表中

的规定一般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表示。对本减让表

中有关规定的解释，包括本减让表中所列税目的描述和产品

范围应受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约束。

二、海关关税的基准税率 ：本减让表中所列海关关税的

基准税率为 2013年 1月 1日执行的《自由贸易协定》项下的实

施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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