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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工作组正式成立。

据商务部网站19日消息，2022年8月18日，根据DEPA联合委员会的决定，中国加
入DEPA工作组正式成立，全面推进中国加入DEPA的谈判。

商务部网站消息显示，下一步，中国将与成员国在中国加入DEPA工作组框架下深
入开展加入谈判，努力推进中国加入进程，力争尽早正式加入DEPA，为与各成员
加强数字经济领域合作、促进创新和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中国为何要加入DEPA?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中国WT
O研究会研究部主任崔凡对第一财经
记者称：“数字经济国际规则的不完善对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一定的制约，
目前数字经济相关的国际规则的构建还处于初试阶段。”

崔凡对记者解释道：“在这个阶段，中国应该积极参与相关规则的构建。一方面推
动中国数字经济的有序开放和走出去，另一方面也提高在数字经济规则领域的国际
话语权。”

DEPA由新西兰、新加坡、智利
于2019年5月发起、2020年6月签署，是全球首份数字经济区域协定。

商务部网站信息显示，2021年10月3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二十国集团
领导人第十六次峰会时宣布，中国已经决定申请加入DEPA，随后两天，中国正式
提出加入申请。

在推进加入进程中，中国与DEPA成员国新西兰、新加坡、智利在各层级开展对话
，举行了十余次部级层面的专门会谈、两次首席谈判代表会议、四次技术层非正式
磋商，深入阐释中国数字领域法律法规和监管实践，全面展现中国在DEPA框架下
与各方开展数字经济领域合作的前景。

DEPA成员国欢迎中国提出加入申请，赞赏中国为加入DEPA所做努力，作出了成立
中国加入DEPA工作组的决定。

据外媒报道，18日，新加坡贸易和工业部部长颜金勇表示：“新加坡欢迎中国申请
加入DEPA，并很高兴与（工作组）一起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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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优势，中国的数字经济已经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
某些方面甚至实现了弯道超车，具有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崔凡对第一财经记者
表示，“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打造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数字经济应该成为重要的发力
点。”

详解DEPA

2020年1月，新加坡、新西兰和智利发表三方联合声明表示，数字化已经改变了贸
易的性质，作为对外开放和依赖贸易的国家，缔约方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在数字
时代推进贸易。缔约方认为当前的贸易规则和政策不能完全解决数字化和数字贸易
带来的新问题，DEPA协定是一项全面且具有前瞻性的协定，可以解决数字经济中
的关键问题，主要内容涵盖跨境贸易和商业中使用电子文档、个人信息保护、网络
安全、在线消费者保护、数字身份、人工智能等。

2020年6月12日，DEPA协定的虚拟签署仪式由新加坡、新西兰和智利通过数字签
名手段在线上进行。

DEPA是一个开放性协议，这意味着该协议的成员可能会继续增加。DEPA对能够达
到其标准的世贸组织（WTO
）成员开放。譬如，2021年10月，DEPA各方就同意开始与韩国就正式加入DEPA
展开谈判。

同时，DEPA协定也将促进国家间加强数字连接，并作为在WTO框架内制定数字贸
易多边规则的基础。

在设定DE
PA时，其目的为该
协议将补充WTO关于电子商务的谈判
，并以亚太经合组织（APEC）、经合组织（OECD
）和其他国际论坛正在进行的数字经济工作为基础。

具体而言，DEPA协定的主要模块包括商业和贸易便利化、数字产品及相关问题的
处理、数据问题、更广泛的信任环境、商业和消费者信任、数字身份、新兴趋势和
技术、创新与数字经济、中小企业合作、数字包容、例外（问题）、透明度和争端
解决机制等。

以贸易便
利化为例，其中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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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了数字身份认证、无纸化贸易、电
子发票和金融科技与电子支付等当下亟需在数字经济中建立规则的领域。

同时DEPA也在数据跨境流动与创新、在线消费者保护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做出不
少规则探索。

DE
PA也
属于目前贸
易谈判中的最新形式，
即数字经济协定（DEA），与传统的自贸协定（FTA
）所不同的是，DEA多属于诸边协定，旨在制定国际框架以及标准化数字贸易规则
，在国际标准的基础上加强贸易合作和便利化，并创建可互操作的系统以减少数字
贸易的壁垒，在未来可能改变贸易关系的游戏规则，特别是对于从事数字贸易和电
子商务的中小企业而言。

譬如，DEA大部分支持支付系统的互操作性，并促进接受非银行参与者提供的电子
支付解决方案，使企业能够从采购、发票、支付电子签名和数字支付的易用性和接
受度提高中受益，从而加快支付速度并
降低交易成本
。还有利于各方更直接地参与条款的端到端起草和谈判，从而促进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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