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5 

第十六章  

环境与贸易 

第 16.1 条 背景与目标 

一、缔约双方回顾了《1972 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

言》、《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1992年 21世纪议程》、

《2002 年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实施计划》和《2012 年“里

约+20”峰会成果文件“我们希望的未来”》，认识到经济发

展、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相互依存、相互支持

的组成部分。缔约双方强调在环境议题的合作获益是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全球努力的组成部分。  

二、缔约双方重申其承诺，以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并确保将该目标纳入和反映在双边贸易关系中的方式促

进经济发展。 

三、缔约双方同意环境标准不得用于贸易保护主义之目

的。 

 

第 16.2 条 范围 

除非本章另有规定，本章适用于缔约双方为解决环境问

题而采取或维持的包括法律和法规在内的各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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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3 条 保护水平 

一、缔约双方重申各自拥有确定各自环保水平及其环境

发展优先领域，以及制定或修订其环境法律和政策的主权权

利。 

二、各缔约方应努力确保这些法律和政策有助于并鼓励

高水平的环境保护，并应努力继续提高各自的环境保护水

平。 

 

第 16.4 条 多边环境协定 

一、缔约双方认识到多边环境协定在全球和国内层面对

保护环境均发挥着重要作用。双方进一步认识到本章将有助

于实现多边环境协定的目标。 

二、缔约双方承诺，在双方均为缔约方的多边环境协定

的谈判中，可在适当时就共同感兴趣的与贸易相关的环境问

题进行磋商与合作。 

三、缔约双方重申其承诺，在各自的法律和相关实践中

有效实施双方均为缔约方的多边环境协定。 

 

第 16.5 条 包括法律和法规在内的环境措施的执行 

一、一缔约方不得通过持续或不间断的作为或有意的不

作为，未能有效执行其包括法律法规在内的环境措施，以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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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到缔约双方之间的贸易或投资的方式。 

二、缔约双方认识到，通过削弱或减少其各自环境法律、

法规、政策和实践所赋予的保护来鼓励贸易或投资是不恰当

的。因此，任何一方不应以削弱或减少这些环境法律、法规、

政策和实践所赋予的保护的方式而放弃或贬损这些环境法

律、法规、政策和实践。 

三、本章的任何内容都不应被理解为授权一缔约方有关

当局在另一缔约方领土内开展环境执法活动。 

 

第 16.6 条 环境影响 

一、缔约双方承诺在本协定正式生效后的适当时间，通

过各自的参与性程序和机构，评估该协定的实施对环境的影

响。 

二、一缔约方在适当时与另一缔约方分享关于本协定环

境影响评估的技术和方法的信息。 

 

第 16.7 条 双边合作 

一、缔约双方认识到环境领域合作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重要性，承诺以现有双边协定或安排为基础，在有共

同利益的领域深化合作。 

二、为推动实现本章目标，并有助于履行本章之下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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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义务，缔约双方确定在以下领域合作的指示性清单： 

（一）推广包括环境友好产品在内的环境产品和环境服

务； 

（二）环境技术开发与环境产业促进的合作； 

（三）交流关于环境保护政策、活动和措施的信息； 

（四）建立包括环境专家交流的环境智库合作机制； 

（五）能力建设，包括环境领域的专题会、研讨会、博

览会和展览会； 

（六）在两国各自建立环境产业示范区基地；及 

（七）双方认为适当的其他形式的环境合作。 

三、缔约双方重申，将依据诸如 2014 年 7 月 3 日签署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与韩国环境部之间的谅解备

忘录》等现有双边协定，加强在包括空气污染物防治在内的

环境领域的合作。 

四、缔约双方应尽最大努力确保双方合作活动的应用和

成效尽可能广泛。 

 

第 16.8 条 机构和资金安排 

一、为实施本章之目的，一缔约方应在其行政部门内指

定一个办公室作为与另一缔约方的联络点。 

二、一缔约方可通过联络点要求另一缔约方就本章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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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事项进行磋商。 

三、缔约双方特此成立环境与贸易委员会（以下简称为

“委员会”）。委员会应由缔约双方行政部门的若干高级官员

组成。 

四、委员会应在认为必要时开会，以监督本章的执行。 

五、缔约双方认识到充足和可持续的财政资源对本章的

实施是必要的，且这些资源应是可获得的。 

 

第 16.9 条 争端解决不适用 

对于本章下产生的任何事项，任何一缔约方不得诉诸本

协定第二十章（争端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