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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于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如期建成，成为一个由１１
个发展中国家组成，涵盖６万亿美元贸易总额和９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

多达２０亿人口的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目前，中国已成为东盟第一大贸
易伙伴、第二大外国游客来源地和第四大外资来源地。东盟也为我国第三
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外资来源地和主要的游客来源地。２０１２年，中国与东
盟双边贸易额达４　００１亿美元，占中国对世界贸易总额的１０．４％。中国与东
盟双方经贸联系日益紧密，实现了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

中国—东盟出入境检验检疫合作在逐步深入。２００７年以来，我国与东
盟共同举办了四届 “中国—东盟质检部长会议”，质检部长磋商机制已构建
并在运行。知己知彼，察今知来，只有了解和分析东盟国家的出入境检验
检疫及其差异，才能实现与东盟国家检验检疫的有效对接，这是推进中国
—东盟出入境检验检疫实质性合作必须要做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值得欣慰
的是，广西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在认真服务中国—东
盟博览会、主动参与对接东盟检验检疫活动实践的同时，从宏观的视角较
早地开展了中国—东盟出入境检验检疫合作等相关研究，并在理论和实践
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中国与东盟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比较研
究”是该局２００８年完成了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科研项目 “适应
‘１０＋１’我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对策研究”后又一重要研究课题。该课题研
究对象复杂、领域广泛。在广西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的领导下，经克研究员
率领的研究团队，团结协作，历经４年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该课题
首次系统地研究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的现状，比较分析
了中国与东盟１０国的出入境检验检疫法律法规、管理机构、检验检疫工作
程序，探讨并提出与东盟国家开展检验检疫合作的有效方式和策略，对提
高质检工作服务国家大局、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有效性具有战略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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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对我国如何开展与诸多自由贸易区出入境检验检疫的合作，具有重要
的启迪和参考价值。

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我国在推进区域
经济发展进程中，自由贸易区作为一个经济学的概念和领域，有许多与检
验检疫工作相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迫切需要探索和解决，如研究检验检疫
服务自由贸易区问题，探索自由贸易区出入境检验检疫国际合作途径等，
既是我们质检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也为质检人贡献理论智慧提供了广阔的
舞台。我们必须坚持走 “科技质检”之路，勇敢地站在时代的前沿，自觉
地将科学探索的目光投向质检前沿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推动我国经
济和社会发展进步，为实现中国梦做出应有的贡献。

希望有更多像 《中国与东盟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比较研究》的科
研成果问世。

是为序。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副局长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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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以下简称自贸区）启动建设和中国—东盟
博览会永久落户南宁以来，广西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历
史性发展机遇，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广西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按照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以下简称国家质检总局）和自治区党委、人
民政府的要求，一是认真服务好中国—东盟博览会。从２００４年首届中国—

东盟博览会开始，举全局之力做好服务工作，取得了连续１０届博览会客户
“零投诉”的佳绩。二是积极参与推进中国—东盟检验检疫合作。从２００６
年开始，积极建议成功和承办了 “中国—东盟出入境检验检疫合作论坛”

之后，又连续成功承办了３届 “中国—东盟质检部长会议”。

这些成绩的取得，主要源于广西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全体干部职工的努
力，也得益于课题组在国家质检总局领导下超前开展对接东盟自贸区的一
些相关研究。课题组主要成员先后完成了 “检验检疫服务中国—东盟博览
会总体方案研究”、“东盟各国动植物检疫法规研究”、“应对中国—东盟自
由贸易区重要入侵害虫预警技术研究”以及国家质检总局课题 “中国—东
盟检验检疫信息平台建设研究”。由广西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牵头，国家质检
总局通关业务司、国际合作司和国家认监委等部门联合完成的 “适应 ‘１０
＋１’我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对策研究”，其科研成果已分别在国家、政府和
企业等不同层面得到了较好的应用，取得了明显成效，荣获国家质检总局
“科技兴检”二等奖、商务部全国商务发展研究优秀奖，出版的著作获得了
广西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中国—东盟自贸区如期建成，中国—东盟质检部长
磋商机制已构建并持续运行，但是东盟国家由于经济多极化、政治多元化
等因素，各国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及ＳＰＳ和ＴＢＴ工作方面都存在较大差
异，要实现中国与东盟之间、自由贸易区内各成员之间的贸易自由化和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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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便利化，中国与东盟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必须进行各层面实质性的对接。
了解和研究中国与东盟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对推进中国—东盟出入
境检验检疫合作、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健康发展，具有基础性的技术支
撑作用和实践指导意义。基于上述认识，我们成功申报和承担了 “中国与
东盟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比较研究”课题，我们坚持利用业余时间潜
心研究，坚持把本职工作与课题调研结合起来，历经三年多的努力，顺利
完成研究且通过了国家质检总局组织的专家鉴定，专家一致认为该研究成
果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并建议将本研究报告的主要部分编辑成专著出版。

我们期待这项研究成果能给质检工作及其国际交流与合作带来一些有益的
启示。

本书共分为１６章近４０万字。第一章，主要阐述出入境检验检疫与国
际贸易、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和自贸区的关系；第二章，主要介
绍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发展与贸易特点以及出入境检验检疫的作用、东盟
秘书处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的基本职能；第三章，主要介绍中国出入境检
验检疫发展历程、法律法规、职能部门和工作程序；第四章至第十三章，

分别介绍东盟１０国 （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
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的出入境检验检疫法律法规、职能部
门和工作程序以及与中国的贸易和检验检疫双边合作情况；第十四章，对
中国与东盟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及管理差异进行分析比较，得出１２点基本
结论并进行了３方面的深入思考；第十五章，通过总结分析中国—东盟出
入境检验检疫合作，对其未来的检验检疫深度合作及一体化发展趋势进行
构想，提出了诸如 “发挥大国优势在出入境检验检疫深化合作及一体化发
展建设中的主导作用”等８项建议；第十六章，收录了与课题研究有关的
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４届中国—东盟质检部长会议和１０届中国—东盟
博览会等重要信息。

本书的撰写分工情况大致为：经克、王荣生负责框架设计、内容策划、

编写组织和全部书稿的审核与总纂，同时负责第一章、第二章、第十四章
和第十五章；吕良勇负责第二章 “东盟秘书处”部分、第四章至第十三章
各章第三节和第四节的 “国境卫生检疫”部分；黄肖林负责第四章至第十
三章各章第二节和第四节的 “进出口食品安全检验”部分；谢清达负责第
三章、第四章至第十三章各章第一节；李伟丰负责第三章、第四章至第十
三章各章第四节的 “动植物检疫”部分；周菁负责第四章至第十三章各章
第四节的 “进出口商品检验”部分；郭蔚负责第四章至第十三章各章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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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何晓明负责检验检疫国际合作部分的组稿和审核；孔祥军、江舒文负
责第十六章、参考文献的收集整理并参与部分章节的审核。

在本研究和专著编辑出版过程中，参考了众多专家、学者的优秀成果，
并一直得到国家质检总局国际合作司、科技司和检验监管司有关领导，广
西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领导及各部门同事们的关心和支持，国家质检总局副
局长孙大伟在百忙中为本书作序，在此，我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与东盟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比较研究》编写委员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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