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峽兩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序言 

財團法人海峽交流基金會與海峽兩岸關係協會遵循平等互

惠、循序漸進的原則，達成加強海峽兩岸經貿關係的意願； 

雙方同意，本著世界貿易組織（WTO）基本原則，考量雙

方的經濟條件，逐步減少或消除彼此間的貿易和投資障礙，創

造公平的貿易與投資環境；透過簽署「海峽兩岸經濟合作架構

協議」（以下簡稱本協議），進一步增進雙方的貿易與投資關係，

建立有利於兩岸經濟繁榮與發展的合作機制； 

經協商，達成協議如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目標 

本協議目標為： 

一、加強和增進雙方之間的經濟、貿易和投資合作。 

二、促進雙方貨品和服務貿易進一步自由化，逐步建立公平、

透明、便捷的投資及其保障機制。 

三、擴大經濟合作領域，建立合作機制。 

第二條    合作措施 

雙方同意，考量雙方的經濟條件，採取包括但不限於以下

措施，加強海峽兩岸的經濟交流與合作： 

一、逐步減少或消除雙方之間實質多數貨品貿易的關稅和非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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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障礙。 

二、逐步減少或消除雙方之間涵蓋眾多部門的服務貿易限制性

措施。 

三、提供投資保護，促進雙向投資。 

四、促進貿易投資便捷化和產業交流與合作。 

第二章  貿易與投資 

第三條    貨品貿易 

一、雙方同意，在本協議第七條規定的「貨品貿易早期收穫」

基礎上，不遲於本協議生效後六個月內就貨品貿易協議展

開磋商，並儘速完成。 

二、貨品貿易協議磋商內容包括但不限於： 

（一）關稅減讓或消除模式； 

（二）原產地規則； 

（三）海關程序； 

（四）非關稅措施，包括但不限於技術性貿易障礙（TBT）、
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SPS）； 

（五）貿易救濟措施，包括世界貿易組織「一九九四年關稅

暨貿易總協定第六條執行協定」、「補貼及平衡措施協

定」、「防衛協定」規定的措施及適用於雙方之間貨品

貿易的雙方防衛措施。 

三、依據本條納入貨品貿易協議的產品應分為立即實現零關稅

產品、分階段降稅產品、例外或其他產品三類。 

四、任何一方均可在貨品貿易協議規定的關稅減讓承諾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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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自主加速實施降稅。 

第四條    服務貿易 

一、雙方同意，在第八條規定的「服務貿易早期收穫」基礎上，

不遲於本協議生效後六個月內就服務貿易協議展開磋商，

並儘速完成。 

二、服務貿易協議的磋商應致力於： 

（一）逐步減少或消除雙方之間涵蓋眾多部門的服務貿易限

制性措施； 

（二）繼續擴展服務貿易的廣度與深度； 

（三）增進雙方在服務貿易領域的合作。 

三、任何一方均可在服務貿易協議規定的開放承諾的基礎上自

主加速開放或消除限制性措施。 

第五條    投資 

一、雙方同意，在本協議生效後六個月內，針對本條第二款所

述事項展開磋商，並儘速達成協議。 

二、該協議包括但不限於以下事項： 

（一）建立投資保障機制； 

（二）提高投資相關規定的透明度； 

（三）逐步減少雙方相互投資的限制； 

（四）促進投資便利化。 

第三章    經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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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條    經濟合作 

一、為強化並擴大本協議的效益，雙方同意，加強包括但不限

於以下合作：  

（一）智慧財產權保護與合作； 

（二）金融合作； 

（三）貿易促進及貿易便捷化； 

（四）海關合作； 

（五）電子商務合作； 

（六）研究雙方產業合作布局和重點領域，推動雙方重大項

目合作，協調解決雙方產業合作中出現的問題； 

（七）推動雙方中小企業合作，提升中小企業競爭力； 

（八）推動雙方經貿團體互設辦事機構。 

二、雙方應儘速針對本條合作事項的具體計畫與內容展開協商。 

第四章 早期收穫 

第七條   貨品貿易早期收穫 

一、為加速實現本協議目標，雙方同意對附件一所列產品實施

早期收穫計畫，早期收穫計畫將於本協議生效後六個月內

開始實施。 

二、貨品貿易早期收穫計畫的實施應遵循以下規定： 

（一）雙方應按照附件一列明的早期收穫產品及降稅安排實

施降稅；但雙方各自對其他所有世界貿易組織會員普

遍適用的非臨時性進口關稅稅率較低時，則適用該稅

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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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協議附件一所列產品適用附件二所列臨時原產地規

則。依據該規則被認定為原產於一方的上述產品，另

一方在進口時應給予優惠關稅待遇； 

（三）本協議附件一所列產品適用的臨時貿易救濟措施，是

指本協議第三條第二款第五目所規定的措施，其中雙

方防衛措施列入本協議附件三。 

三、自雙方根據本協議第三條達成的貨品貿易協議生效之日

起，本協議附件二中列明的臨時原產地規則和本條第二款

第三目規定的臨時貿易救濟措施規則應終止適用。 

第八條   服務貿易早期收穫 

一、為加速實現本協議目標，雙方同意對附件四所列服務貿易

部門實施早期收穫計畫，早期收穫計畫應於本協議生效後

儘速實施。 

二、服務貿易早期收穫計畫的實施應遵循下列規定： 

（一）一方應按照附件四列明的服務貿易早期收穫部門及開

放措施，對另一方的服務及服務提供者減少或消除實

行的限制性措施； 

（二）本協議附件四所列服務貿易部門及開放措施適用附件

五規定的服務提供者定義； 

（三）自雙方根據本協議第四條達成的服務貿易協議生效之

日起，本協議附件五規定的服務提供者定義應終止適

用； 

（四）若因實施服務貿易早期收穫計畫對一方的服務部門造

成實質性負面影響，受影響的一方可要求與另一方磋

商，尋求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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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其他 

第九條    例外 

本協議的任何規定不得解釋為妨礙一方採取或維持與世

界貿易組織規則相一致的例外措施。 

第十條    爭端解決 

一、雙方應不遲於本協議生效後六個月內就建立適當的爭端解

決程序展開磋商，並儘速達成協議，以解決任何關於本協

議解釋、實施和適用的爭端。 

二、在本條第一款所指的爭端解決協議生效前，任何關於本協

議解釋、實施和適用的爭端，應由雙方透過協商解決，或

由根據本協議第十一條設立的「兩岸經濟合作委員會」以

適當方式加以解決。 

第十一條    機構安排 

一、雙方成立「兩岸經濟合作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委

員會由雙方指定的代表組成，負責處理與本協議相關的事

宜，包括但不限於： 

（一）完成為落實本協議目標所必需的磋商； 

（二）監督並評估本協議的執行； 

（三）解釋本協議的規定； 

（四）通報重要經貿資訊； 

（五）根據本協議第十條規定，解決任何關於本協議解釋、

實施和適用的爭端。 

二、委員會可根據需要設立工作小組，處理特定領域中與本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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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相關的事宜，並接受委員會監督。 

三、委員會每半年召開一次例會，必要時經雙方同意可召開臨

時會議。 

四、與本協議相關的業務事宜由雙方業務主管部門指定的聯絡

人負責聯絡。 

第十二條    文書格式 

基於本協議所進行的業務聯繫，應使用雙方商定的文書格

式。 

第十三條    附件及後續協議 

本協議的附件及根據本協議簽署的後續協議，構成本協議

的一部分。 

第十四條    修正 

本協議修正，應經雙方協商同意，並以書面形式確認。 

第十五條    生效 

本協議簽署後，雙方應各自完成相關程序並以書面通知另

一方。本協議自雙方均收到對方通知後次日起生效。 

第十六條    終止 

一、一方終止本協議應以書面通知另一方。雙方應在終止通知

發出之日起三十日內開始協商。如協商未能達成一致，則

本協議自通知一方發出終止通知之日起第一百八十日終

止。 

二、本協議終止後三十日內，雙方應就因本協議終止而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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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展開協商。 

 

本協議於六月二十九日簽署，一式四份，雙方各執兩份。

四份文本中對應表述的不同用語所含意義相同，四份文本具有

同等效力。 

 

附件一  貨品貿易早期收穫產品清單及降稅安排 

附件二  適用於貨品貿易早期收穫產品的臨時原產地規則 

附件三  適用於貨品貿易早期收穫產品的雙方防衛措施 

附件四  服務貿易早期收穫部門及開放措施 

附件五  適用於服務貿易早期收穫部門及開放措施的服務提供

者定義 

 

 

 

財團法人海峽交流基金會          海峽兩岸關係協會                
董事長                          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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