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越南 

一、  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2006 年中国与越南双边贸易总额为 99.5 亿美元，同比增

长 21.4％；其中，中国对越南出口 74.6 亿美元，同比增长 32.3％；自越南进口

24.9 亿美元，同比下降 2.6％；中方顺差 49.7 亿美元。中国对越南出口的主要产

品为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产品，各类机械设备，钢铁及其制品，化肥，棉花，

纺织品、服装及辅料，各类车辆等；自越南进口的主要产品为矿物、矿物油及其

产品，橡胶及其制品，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木及木制品，水果，

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等。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 2006 年底，中国公司在越南累计完成承包工程营

业额 19．2 亿美元；完成劳务合作合同金额 2．6 亿美元。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06 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越南的非

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额为 4879 万美元。 

2006 年，越南对华投资项目 13 个，合同金额 2288 万美元，实际利用外资

1366 万美元。 

二、  贸易投资管理体制概述 

2007 年 1 月 11 日，越南正式成为 WTO 成员。目前，越南管理进出口贸易

和投资的相关法律主要包括《海关法》、《贸易法》、《进出口税法》、《投资法》、

《企业法》、《竞争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 

（一）  贸易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1．  关税制度 

越南政府在 2004～2006 年海关现代化、发展和改革计划的基础上，制定了

2006～2010 年的海关改革目标、任务和措施。根据该规划，越南政府努力建立

稳定、透明的海关法律体系，将在五年中投资 7706 万美元建立起国际标准的现

代海关管理制度，全面推广电子海关系统，提高通关效率和海关风险控制水平。 



为符合 WTO 的相关规定，从 2002 年开始，越南采用进口产品的实际交易

价格作为海关估价的基础，并于 2004 年废除了所有产品的最低进口价格规定。

越南现行关税制度适用三种关税税率：普通税率、最惠国税率和特惠税率。其中

特惠税率包括东盟共同有效优惠关税、美—越贸易协定优惠关税及中国—东盟自

由贸易区优惠关税等，主要适用于与越南签署双边或区域性贸易协定的国家和地

区的进口商品。普通税率适用于未与越南建立正常贸易关系的国家，税率比最惠

国税率高约 50％。最惠国税率主要适用于进口自与越南建立正常贸易关系的国

家的商品。 

目前越南的最惠国关税简单平均税率约为 18.2％，其中农产品的简单平均税

率为 24.5％，非农产品的简单平均税率约为 15.7％。根据《越南加入世界贸易组

织议定书》，越南还将在加入 WTO 后的五年内下调 10600 种商品的最惠国税率，

整体税率水平将较现行税率相比平均下调 22％。其中税率降幅较大的产品有：

纺织品、鱼及鱼类制品、木制品、纸张、电力机械设备等。此外，越南还对少部

分产品征收一定数额的从量税。 

2006 年 2 月 8 日，越财政部进一步下调部分电器产品零件的最惠国关税。

其中，电视机平面屏幕的最惠国税率由 15％下调为 5％，电视机用变压器由 5％

下调为 3％，喇叭由 20％下调为 10％，电容器的税率降为零。 

根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定的“早期收获”计划，越南已经于 2004 年开

始对原产于中国的部分产品实施特惠税率。2006 年 6 月 12 日，越南财政部公布

了 2006 年原产于中国的进口产品适用的特惠税率，税率范围为 0—90％，其中

大多数进口产品的关税有所降低。 

根据 2006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增值税法和特别消费税法》，越南对进口产品

征收增值税，烟草、酒精及汽车等部分进口产品还将征收特别消费税。其中，越

南增值税税率一般为 10％，农产品的增值税税率为 5％，税基为进口货物海关价

值加上所征关税。此外，越南海关还将根据进口货物性质，对每笔进口货物征收

一定数额的清关手续费。 

2．  进口管理制度 



越南政府对进口产品实施分类管理，包括禁止进口产品、实施配额管理的进

口产品、许可证管理产品及自由进口产品。 

2006 年 1 月，越南公布贸易法实施细则（NO:12/2006/ND—CP），同时废除

2001 年公布的“关于 2001—2005 年进出口产品管理决定”，将原管理决定中列入

禁止进口产品清单的 175ｃｃ以上的两轮或三轮机动车辆转入许可证管理，并取

消了棉花、烟草、牛奶等产品的关税配额。 

根据 2006 年贸易法实施细则，2006 年越南禁止进口的产品主要包括：武器、

军火及炸药、各种爆竹、二手消费品、右舵驾驶的机动车、二手汽车、禁止传播

的文化用品、垃圾、废料、有毒化学物质以及使用氯氟烃的制冷设备。受越南加

入的国际公约控制的部分产品、排量 175ｃｃ以上的两轮或三轮机动车辆、运动

枪支等产品必须取得越南贸易部的许可证方可进口。兽药、部分动植物种子、昆

虫、动植物基因等产品的进口还必须获得越南农业部的检验证明。食盐、禽蛋、

精糖及原糖等产品的进口还必须接受关税配额管理等。 

根据越南政府总理第 69/2006/QD 　 TTG 号决定，自 2006 年 5 月 1 日起，

越南对原来禁止进口的二手汽车实施新规定，只要使用期限为 6 个月—5 年(2006

年只能进口 2001 年以后出厂的旧车)且使用里程不少于 1 万公里，都可以进口，

但需要交纳 3000—25000 美元不等的从量税。2007 年 1 月 15 日，越南财政部发

布 05/2007/QD 　 BTC 号决议，将税额提高到 6300—26250 美元不等。 

3．  出口管理制度 

越南对大多数产品的出口实施鼓励政策，采取的鼓励措施包括对农产品出口

提供补贴、对出口效益好的企业提供业绩奖励、提供出口信贷以及简化出口手续

等。根据 2006 年贸易法实施细则，越南禁止出口军火、武器及炸药、历史文物、

禁止流通和传播的文化用品、伐自国内原始森林的原木、野生和珍稀动植物、珍

稀水产品、用于保护国家机密的特殊密码机及密码软件和有毒化学物质等产品。

此外，出口受越南签署或加入的国际公约控制的产品、矿产品、纺织品及服装、

珍稀动植物种子等产品，需要获得贸易部、工业部或其他相关部门的出口许可证。 

2006 年 9 月，越南水产部颁布了关于水产品进出口的管理规定。根据该规



定，越南政府将鲥鱼、海龙鱼、黑鳗鱼和鲸鱼等，珊瑚类有硬珊瑚、青珊瑚和黑

珊瑚等 23 类水产品纳入禁止出口的产品名单。 

2006 年 9 月，越南工业部还将煤炭的出口资源税提高到 5％～10％。 

4．  贸易救济制度 

为符合 WTO 的相关规定，越南正逐步建立其国内的贸易救济制度。2004

年 4 月和 8 月，越南分别公布了《反倾销法》和《反补贴法》，对反倾销和反补

贴调查的申请、调查程序和实施措施作出了规定，并指定越南贸易部为反倾销和

反补贴调查的主管机关。目前，越南尚未对进口产品采取反倾销或反补贴措施。 

（二）  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2006 年 7 月 1 日生效的《投资法》为国内外投资商提供统一的投资管理法

律框架。根据投资法的相关规定，外国投资商可以在法律不禁止的行业和领域进

行投资，并自主决定投资活动；外国投资者与国内投资者享有相同的投资优惠条

件和投资保障；不强迫外国投资商优先购买、使用国内商品和服务，以及商品生

产的国产化比例。 

越南《投资法》还对禁止投资领域、限制投资领域和鼓励投资领域做了特别

规定。根据《投资法》规定，国家禁止投资的领域保持不变，但缩小了限制投资

的领域，空运、铁路、海运、港口、机场以及造林等行业不再属于限制投资领域。

对《投资法》明确规定的优惠投资领域，如新材料、新能源、高科技产品、生物

技术、信息技术、机械制造、种植、养殖、农林水产品加工、制盐、培育新的职

务和畜禽种子、应用高科技、现代技术、保护生态环境、研究、发展、创造高技

术、劳动密集型、基础设施、重大项目的建设和发展、发展教育、培训、医疗、

体育和民族文化事业、发展传统手工艺术行业等，以及投资优惠地区，如社会经

济条件困难的地区、工业区、出口加工区、高科技区和经济特区，越南政府将在

税收、亏损转移、固定资产折旧、土地使用、投资扶持等方面给与优惠。 

此外，越南《投资法》将投资审批制改为投资登记制，并规定对于投资金额

在 3000 亿越盾（约合 1800 万美元）以下，且不属于限制投资领域的外国投资项

目，投资商可以在省级国家投资管理机构办理投资登记手续和获得投资证书。 



根据越南 2006 年 8 月颁布的与外商投资手续有关的第 78 号决定，投资于银

行、保险、金融、信用、报刊、电台、电视、通信领域且投资金额在 1500 亿越

盾（约合 900 万美元）以上的外商投资项目，投资于其他领域但投资金额在 6000

亿越盾（约合 3800 万美元）以上的外商投资项目必须经由越南政府总理批准。

在越南投资经营的外资企业对外投资时，规模在 150 亿越盾（约合 90 万美元）

以下的项目需在越计划投资部登记并提出申请后才能获得对外投资许可证；投资

规模在 150 亿越盾以上的项目，则须经审核后方可获得计划投资部颁发的对外投

资许可证。 

（三）  与贸易投资相关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作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成员和《保护工业产权的巴黎公约》、《保护文学艺

术作品的伯尔尼公约》、《日内瓦公约》、《布鲁塞尔公约》以及《马德里协议》的

缔约国，越南正逐步完善其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内法体系。目前，越南已经公布了

《知识产权法》、《版权法》、《关于进出口产品知识产权保护的边境控制的文件》、

《关于建立反假冒和外资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协会的决定》。 

此外，越南还在 2006 年公布了《特许经营法》、《不动产商业法》和《证券

法》，上述三部法律都将于 2007 年 1 月正式生效。 

2006 年 1 月，越南《增值税和特别消费税法》生效。该法规定，购买白酒、

啤酒、香烟、汽车、汽油以及扑克牌等产品必须缴纳特别消费税，税率从 10％～

75％不等；投资者因自然灾害、战争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遭到损失时，可以申请

免交或减免特别消费税。此外，该法扩大了免交增值税的产品范围，并将经过初

级加工的棉花的增值税税率降为 5％，并规定 40 度以上的酒类和香烟的特别消

费税税率为 65％，瓶装或罐装啤酒的特别消费税税率为 75％。 

三、  贸易壁垒 

（一）  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1．  关税高峰 

尽管根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定，越南对原产于中国的部分产品降低了

关税，但目前越南对进口产品的关税税率仍然整体偏高，部分敏感产品的关税税



率远远高于其平均税率，如汽车的进口关税税率为 50％～90％、摩托车为 90％、

自行车为 70％、禽肉为 50％、牛肉为 50％、动物内脏为 50％、精制白糖为 40

％、香料为 40％、蔬菜为 35％、谷物及制品为 35％、啤酒为 50％、葡萄酒为

50％、酒精饮料为 50％、耐火砖为 55％、袜子为 45％、部分家用电器为 45％等。

越南的高关税政策对中国部分优势产品造成了进口障碍，中方对此表示关注。 

2．  关税升级 

越南在食品、烟草、纺织品、皮革、家用电器、摩托车等领域的关税升级现

象比较突出。例如：洗碗机零部件关税仅为 5％，整机进口关税为 45％；缝纫机

零部件关税为 0，整机进口关税为 45％；初榨菜籽油进口关税为 5％，精制菜籽

油进口关税为 35％；未加工烟草进口关税为 30％，雪茄香烟进口关税为 100％；

毛皮原料进口关税为 0，毛皮制品进口关税为 35％；棉花、棉纱进口关税为 0～

20％，棉织物进口关税为 40％；亚麻原料、人造丝进口关税为 0，亚麻织物、人

造丝织物进口关税为 40％。 

3．  关税配额 

2006 年，越南对禽蛋、烟草、糖和食盐等产品仍维持关税配额管理。根据

越南贸易部第 02/2006/QD 　 BTM 号决定，2006 年烟草原料的配额为 38204 吨，

食盐配额为 200000 吨，糖的配额为 40000 吨。禽蛋数量不限，根据需求决定配

额数量。 

（二）  进口限制 

尽管越南对进口产品不再实施数量限制，但 2006 年越南仍对部分产品保留

了许可证管理，这些产品包括：排量 175ｃｃ以上的两轮或三轮机动车辆、二手

汽车、麻醉药、玩具、汽油、玻璃、铁制品、植物油、糖、摩托车和 9 座机动车

等。 

越南不仅要求二手汽车进口必须领取许可证，而且对二手汽车进口口岸做了

明确限制，所有的进口二手汽车只能在广宁省、海防市、岘港市和胡志明市四个

口岸报关。 

2006 年，越南邮电通讯部发布命令，禁止进口 7 种二手通讯电子产品，包



括电脑、刻录机、数据处理器、计算器、售票机，自动处理数据设备和各种智能

设备；用于无线电话、电报、音像的各种传输设备；照相机、摄像机、录音机等

设备。同时，该命令还禁止进口上述商品的二手零部件。 

尽管自 2006 年起，越南已经允许进口 175ｃｃ以上的两轮和三轮机动车辆，

但是要求进口商必须到越南公安部注册，并且规定进口的 175ｃｃ以上的两轮和

三轮机动车辆只能用于军队系统、公共安全和赛车比赛。越南政府的上述限制，

限制了中国相关产品的出口，对此中方表示关注。 

（三）  通关环节壁垒 

为符合 WTO《海关估价协定》的相关规定，从 2002 年开始，越南逐步采用

进口货物实际交易价格作为海关估价基础。但是，越南海关目前的通关效率较低，

每单货物从递交报关申请到获准放行的平均时间超过 8 个小时。根据新的通关程

序，越南海关将根据货物风险的程度设置不同的通关程序，其中绿色通道主要适

用于免检商品，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黄色通道主要适用于中风险商品，需要

海关进行单据核实后才能获准放行；而红色通道主要针对高风险产品，这些产品

必须在单据核实和实物检验完成之后才能获准放行。 

（四）  技术性贸易壁垒 

越南正在建立国内技术标准体系。目前越南国内存在国家标准、部门标准和

公司标准三种标准。越南科技部定期公布需进行强制质量检验的进出口产品目

录，列入目录的产品在通关时必须经过检验，并且必须在清关前获得多个部门的

许可或出具正在接受检验的证据。越南的国内标准体系比较复杂，并且缺乏透明

度，导致出口商不易了解相关信息，给产品对越南出口造成了障碍。 

越南卫生部规定，进口药品必须进行注册之后才能在其国内销售，并且每次

注册的有效期为 5 年，注册期满必须再次注册才能延长期限，外国疫苗的制造商

必须完成临床试验才能批准注册。此外，越南政府还规定，有效期为 3 年以下的

药物原料，只能在制造日起六个月内进口，超过六个月禁止进口。中方对此表示

关注。 

（五）  政府采购 



越南没有加入 WTO《政府采购协议》。2006 年，根据越南政府发布新规定，

国家机关和使用国家财政采购信息设备的单位，只有在国内不能供应或国内采购

成本高于招标要求的，才能组织国际招标。参加国际招标的国外供应商，必须与

越南投标者组成联合体，签订给予越方不低于项目总价值 30％的工程合同，对

给予越方高比例价值的投资项目实行优惠政策。此外，越南还规定，中标的国外

供应商必须优先选用当地技术人员和工人，只能选派少量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进

行项目管理和指导，承诺培训当地人员，施工中使用的建材物资和机械须优先在

当地购买等。越南对政府采购的相关规定具有明显的歧视性。 

（六）  出口补贴 

为符合 WTO 相关规定，越南政府正逐步采取措施减少并限制财政资助与出

口奖励等财政补贴，代之以向原材料生产商提供长期贷款，以及向出口越南产品

的企业提供出口信贷等措施。但是，2006 年，越南仍然通过财政部管理的出口

促进基金对水产品、大米、茶、咖啡、胡椒、猪肉和各种加工果蔬、加工腰果、

各种木材（不包括木材加工成品）、各种手工艺品等产品提供财政补贴和出口奖

励。此外，越南还为国内企业提供短期信贷担保、中长期投资贷款等资金支持。

中方对越南出口补贴政策与 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的一致性表示关注。 

（七）  服务贸易壁垒 

1．  专业服务 

越南要求从事审计服务的企业只能以私人企业、合伙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三

种企业组织形式存在，外国审计企业可以在越南设立分支机构。从事会计服务的

企业只能以有限责任公司、合伙企业和私人企业存在，禁止外资企业设立分支机

构。此外，要在越南设立会计或审计服务企业，必须有 5 人以上获得越南的注册

会计师资格，并在越南从业一年以上。 

越南允许设立外资律师事务所、分支机构和合伙企业，提供法律咨询以及其

他法律服务，但不能在越南当地参加法院诉讼程序。此外，外国律师事务所在提

供有关越南法律的咨询业务时，必须雇有越南律师，或者获得越南颁发的法律执

业证书、越南大学的法学学位以及从事越南法律咨询的合格证书的外国律师。 



2．  广告业 

越南允许外资设立合资广告企业，或者通过与国内广告企业签订合作合同从

事广告服务。但是，外资在合资广告企业中的股份比例不得超过 51％。 

3．  建筑业 

越南不允许外商跨境提供建筑服务，也禁止外国建筑公司在越南设立分支机

构。外商独资的建筑企业只能向外资企业提供服务，或承建外国投资的建筑项目。 

在工程承包招标中，越南政府规定：外国公司必须同当地企业联合投标，或

承诺分包给当地公司，才允许参加投标；中标的外国公司必须优先选用越南技术

人员和工人，外方只能选派少数技术和管理人员参与项目管理；施工中使用的原

材料和机械必须优先在当地市场购买等。这些规定对外资建筑企业的经营活动构

成了极大障碍，限制了外资进入越南国内的建筑业。 

4．  通讯业 

外国通讯公司不能在越南提供网络基础建设服务。基础电信服务中的跨境交

付和外资商业存在只限于与越南门户运营商签订商业合作协议这一种形式。外资

提供的增值电信服务同样只限于与越南合作伙伴签订商业合作协议。越南入世承

诺书允许设立通讯合资企业，但外资所占比例不得超过 51％。 

5．  分销业 

越南允许成立合资企业在其境内从事分销服务，但是外资所占比例不得超过

49％。此外，越南还规定外资分销企业不得从事水泥、轮胎、摩托车、汽车、酒

类及化肥等产品的买卖。 

6．  银行业 

越南允许外国银行在越南境内成立代表处、分支机构和合资商业银行，但是

外资在合资商业银行中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 50％，并且禁止外资银行从事越南

盾的信贷业务。 

7．  证券业 

越南禁止外资成立独资的证券公司，只能通过代表处或设立合资证券公司进

行证券买卖，并且外资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 49％。 



8．  海洋运输业 

越南取消了外国海运公司所属船舶的出入境许可证要求，但仍然规定外籍船

舶入境时需通过越南的船务代理商，且外国船舶与国内船舶在靠泊、仓储、引水

以及货物装卸等方面的收费仍然存在差别待遇，间接导致运费成本和进口成本提

高。 

四、  投资壁垒 

目前，越南的投资注册程序仍然严格、费时。比如，越南各级政府对各类投

资项目的受理审批时限虽明文规定为 5—30 个工作日不等，但外商抱怨，办理投

资项目申请手续繁琐，审批周期长，有的项目申请领照时间耗时数月，甚至半年

或更长。 

在矿产资源开采加工领域，越南《外资法实施细则》规定，政府鼓励外商投

资矿产勘探、开发和深加工项目，但对石油、稀有矿产开采、加工项目实行限制

投资政策。中方在与越南进行多农铝矿和贵沙铁矿项目谈判时，越南只允许以合

资方式进行合作，且必须由越方控股。越南政府还规定，对于年产 100 万吨以上

氧化铝项目及 2010 年后设立的铝冶炼项目，将允许与外商合资建设，但须由越

方控股。此外，越南只允许外商以合资或合作经营方式投资钢铁、水泥、煤炭工

业领域。 

越南对越南企业雇用外籍员工做出限制性规定，即规定外籍员工比例不得超

过企业现有总人数的 3％，最多不能超过 50 人。对外国代表处和分支机构则无

此类人数限制，但是雇佣外籍劳务须获得人民委员会主席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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