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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投资协定引领新一代国际投资规则 
  

2020 年 12 月 30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同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

马克龙、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视频会晤。中欧

领导人共同宣布如期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历经七年、35 轮谈判，中欧投资协

定终于完成谈判。在此之前，中国已与除爱尔兰外的所有欧盟成员国缔结了双边

投资协定，而中欧投资协定则是中国与作为单一经济主体的欧盟达成的一份全面、

平衡、高水平协定。这份协定展现了中欧双方对标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推动制度

型开放的信心和决心，开创了多个国际先河。 

在中欧投资协定中，中国首次在包括服务业在内的所有行业以负面清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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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开放承诺，首次明确国有企业行为义务和补贴透明规则，首次纳入可持续发

展章节。协定将为中欧双方在经贸投资领域提供一套统一的法律文本与框架，为

双方投资者营造更为有利、更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一、谈判如期完成符合欧方利益  

2009 年《里斯本条约》生效后，欧盟取得了对外缔结投资协定的专属性权

力，中欧投资协定则是欧盟与其他方完成谈判的第一份投资协定。长期以来，中

欧双方贸易往来密切，但投资合作仍有很大发展潜力。进入 2020 年，新冠疫情

对欧洲国家造成严重冲击，欧英关系与欧美关系也面临波折，稳定中欧经贸关系

对欧洲的重要性凸显。7 月 1 日，德国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推动中欧投资协定

谈判被德国确定为优先事项。 

强化中欧经贸合作有助于欧洲渡过疫情难关。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背景下，

中国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突出成效，展现出了强大的发展韧

性。中国欧盟商会发布的《商业信心调查 2020》显示，89%的受访企业表示仍将

致力于扎根中国市场，65%的受访企业将中国视为未来前三大投资目的地之一，

为近六年来的最高值。中国完整的工业体系和高效的制造业对欧洲颇具吸引力。

截至 2020 年 11 月，欧盟对华实际投资存量已达 1179.8 亿美元。中国企业增加

在欧投资亦将为欧盟疫后经济恢复提供有力支撑。 

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完成有助于凸显欧洲“战略自主”。当下，欧盟与英国、美

国关系处在变动期。欧盟和英国在脱欧过渡期结束的最后关头宣布完成关于双方

未来关系的谈判。欧英关系翻开新的一页，但仍需解决金融服务业和过渡性安排

等遗留问题。美国处在新旧政权交接期，欧美贸易谈判变数增加。过去四年，欧

盟与美国在数字税等领域分歧扩大，当下，如何处理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政策

“遗产”也成为欧美之间的棘手问题。在全球竞争格局加速演变情景下，欧洲加大

自主性的动机增强，力图采取更加主动务实策略。在这一关头完成中欧投资协定

谈判有助于欧洲彰显“战略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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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因素外，欧盟主要国家与中国密切的经贸投资关系，以及来自中国的

诚意和空前开放力度也是促成欧盟下定决心如期完成谈判的重要因素。 

二、对标高水平规则  

本次中欧完成谈判的投资协定是传统双边投资协定的升级版，覆盖的议题领

域大，制定规则的水平高，对投资的促进效应增强，代表了新一代国际投资规则

的发展趋势，其引领和示范效应对完善全球投资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较高的市场准入承诺。中欧投资协定致力于推动制度型开放，采取了高

透明度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模式，其市场准入承诺代表了中国当下参与

国际经贸投资协定的最高水平。在制造业领域，中国开放力度空前，仅有非常有

限的例外条款。而制造业是欧盟企业对华投资最重要的领域。中欧投资协定生效

后，双方有望在新能源汽车、电信设备、化工和医疗设备等方面加强合作。中国

还将在金融服务、私人医疗、云计算、市场研究等服务业领域对欧盟企业进一步

开放，并承诺在相关行业解除或放松企业数量、当地研发、股权比例等方面限制。

欧方也作出了更高水平市场准入承诺，在制造业、批发零售、可再生能源和能源

产业等领域，中国企业对欧盟国家的投资有望实现增长。 

二是更具确定性的公平竞争规则。中欧投资协定中的公平竞争规则集中在国

有企业、补贴透明度、技术转让、标准制定、行政执法和金融监管等方面。对中

国而言，其中一些问题已在 2020 年开始施行的《外商投资法》中得到申明，另

一些亦符合中国自身改革方向。投资协定也有助于改善欧洲营商环境。中国贸促

会在 2020 年发布的《欧盟营商环境报告》中指出，过度规制导致欧盟国家营商

环境持续退步，企业对欧投资信心下滑。如欧委会于 2020 年 6 月发布了外国补

贴白皮书，旨在引入新的监管工具来处理“外国补贴”对欧盟内部市场公平竞争环

境的影响。针对这方面的问题，中欧投资协定将有助于中资企业享有欧盟范围内

统一的保护和法律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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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可持续发展导向。纳入与经贸投资相关的环保、劳工议题已成为高水平

国际经贸投资协定的显著趋势。中国正大力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新发展理念，欧盟则在寻求经济绿色和数字化双重转型，双方均将可持续发展

理念放在突出位置。中欧投资协定将有助于中欧双方处理好吸引投资与保护环境

和劳动者权益之间的关系，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对环境和气候等可持

续发展议题作出承诺并列入专门章节是中欧投资协定一大亮点。此外，许多新经

济行业与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中欧投资协定尤其有利于促进新兴产业领域的双

向投资。 

四是执行与争端解决机制建设。为保障协定执行效果，中欧投资协定设立了

专门工作组，协定中各项承诺的执行情况将由欧委会执行副主席和中方副总理进

行监督。协定还包括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符合欧盟现有贸易协议的最高标准。

在此机制中，社会团体将被允许参与到可持续发展条款的执行和争端解决进程中。

中欧投资协定的争端解决机制设计或可促进国际投资仲裁的协商化转型，有利于

平衡国家与投资者间的利益，在解决争端的同时促进共识，增强协定生命力。 

接下来，中欧双方将开展文本的法律审核、翻译等技术工作，推动中欧投资

协定早日签署、批准和生效。双方还承诺在协定签署后两年内启动关于投资保护

和投资争端解决的谈判。值得注意的是，中欧投资协定中的许多新规则与各国制

度环境联动互嵌，中国也将以此为契机推动新一轮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加快培

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世界正处在应对疫情和推动经济复苏的关键节点。中国和欧盟完成投资协定

谈判向国际社会和全球市场发出积极信号，有助于带动疫后产业链、供应链合作

早日重回正轨。同时，中欧投资协定中涵盖的可持续发展原则、知识产权保护机

制及不同所有制企业行为规范等内容代表了新一代国际投资协定的发展方向，为

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商签类似投资协议开创了合作范例，可为全球投资治理体

系改革和升级发挥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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