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 第3期 海洋开发与管理 21    

图们江入海港口开发与建设的国际法依据及分析
———基于北极东北航道通航的视角

马丹彤,董跃

(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 青岛 266100)

收稿日期:2018-09-17;修订日期:2019-02-26

作者简介:马丹彤,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极地法律

摘要:北极东北航道作为“一带一路”重点建设海上合作的三条线路之一,通航的基本条件已经具

备。图们江入海口是我国距离东北航道最近的地点,建设图们江入海港口对于我国具有重要的经

济带动效应和战略意义。文章梳理了图们江入海港口开发的历史渊源与中国、俄罗斯、朝鲜3国先

期合作的共识及相关法规基础,从开发与建设的两环节提出了取得图们江入海权与进行入海港口

开发及投资建设的国际法依据。依据国际法提出:着眼于未来的发展,开发与建设图们江入海自

由港,进一步提出采取谈判或磋商方式加强合作,争取图们江入海口出海权;按照第四代自由港的

模式建设图们江自由港,加强与周边港口的互联互通;以图们江入海港口为枢纽,建立图们江港口

型自由贸易区等设想与建议。

关键词:北极东北航道;图们江入海港口;图们江港口型自贸区;开发;国际法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9857(2019)03-0021-07

TheInternationalLawBasisandAnalysisoftheDevelopmentand
ConstructionoftheTumenRiverPort:Basedon
theNavigationoftheArcticNortheastPassage

MADantong,DONGYue

(LawSchoolofOceanUniversityofChina,Qingdao266100,China)

Abstract:TheArcticNortheastPassageisoneofthethreeroutesfortheconstructionofmaritime

cooperationwiththe“BeltandRoad”.Thebasicconditionsfornavigationarealreadyinplace.The

TumenRiverestuaryistheclosestlocationtotheNortheastPassageinChina.Theconstructionof

theTumenRiverintotheseaporthasimportanteconomicdrivingeffectsandstrategicsignifi-

canceforChina.ThepapersortedoutthedevelopinghistoryoftheTumenRiverportandthecon-

sensusoftheearlycooperationbetweenChina,RussiaandNorthKorea,andtherelevantlegalba-

sis.Theinternationallawbaseswereproposed,forTumenRiverobtainingtherightstoenterthe

seaandtodevelopandinvestintheportconstruction,bytwolinksofdevelopmentandconstruc-

tion.Inaccordancewithinternationallaw,itwasproposedtodevelopandconstructtheTu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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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verintotheseafreeportinthefuture,andfurtherproposedtostrengthencooperationthrough

negotiationorconsultationtowintherighttoentertheseainthemouthoftheTumenRiver;to

buildtheTumenRiverFreeportinaccordancewiththefourth-generationfreeportmodel,

strengthenitsinterconnectionwithsurroundingports.Suggestionsontheestablishmentofthe

TumenRiverport-typefreetradezonewiththeTumenRiverportasthehubwerealsoproposed.

Keywords:ArcticNortheastPassage,TumenRiverPort,TumenRiverPortFreeTradeZone,De-

velopment,InternationalLaw

0 引言

北极航道的商业化利用对沿线区域能源运输

模式、全球贸易货物运输将会带来重要影响,更是

对中国沿海港口建设以及区域经贸格局带来一场

促进与革新。图们江入海口区域是中国距离北极

东北航道的最近点,比我国东部沿海港口到达北极

东北航道的航运距离要节省近1/3的航程,因此,在
北极东北航道通航条件下,开发图们江入海港口具

有重要的经济效益和战略价值。并且,图们江入海

区域河流水文等地理条件优良,适于国际航运中心

以及港口的建设,背靠东北腹地的图们江入海口的

开发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可使成本更低的水路运

输为主要的运输模式,将会带动这一地区交通运输

体系的立体多元化发展,进而有利于促进东北经贸

转型和振兴,探索建立我国内陆沿边境地区跨境合

作新途径,更好地深化东北亚地区国际经济贸易合

作与交流。

但是,图们江入海港口建设的前提是要加强与

朝鲜、俄罗斯两国在图们江入海口的港口开发合

作,取得图们江入海权。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下,

中国和俄罗斯、朝鲜两国有着巨大经济互补优势和

合作战略需求,图们江入海港口可以成为3国的经

济合作引擎,为进一步加快自由化进程,建设自由

港和自由贸易区打下坚实的合作基础。

1 图们江入海港口开发的历史渊源、现实需

求与既有法律依据

1.1 历史渊源与现实需求

图们江位于中国东北吉林省的东南边境,是中

国距离北极东北航道的最近点。上游是中国和朝

鲜的界河,最下游近入海口的15km 河道是俄罗

斯、朝鲜两国的界河。1860年,清朝政府与沙皇俄

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北京条约》,致使从图们江

入海口附近约40万km2的中国领土被沙俄侵占,从

那时起,中国失去了图们江入海口。1886年,清政

府与沙俄签订了《中俄珲春东界约》,其中第四款对

中国在这一水域出海权作了规定,此后确实有中国

一侧的渔船或商船出入这段河道从事渔业活动或

商贸往来,“中国船只自图们江自由进入日本海,除

开辟珲春至上海的内河近海航线外,更多是在西水

罗里(今朝鲜雄尚)进行倒装,往返于符拉迪沃斯托

克、元山、釜山和长崎之间”[1]。之后,因为河道建设

技术以及国际大背景的变化等原因,这段15km的

河道逐渐被荒废。

近年来,中国和地方政府正在积极促进和推动

图们江区域的开发和建设。《“一带一路”建设海上

合作设想》中提到,“推进海上互联互通,加强国际

海运合作,完善沿线国之间的航运服务网络,共建

国际和区域性航运中心。通过缔结友好港或姐妹

港协议、组建港口联盟等形式加强沿线港口合作,

支持中国企业以多种方式参与沿线港口的建设和

运营”[2]。经济体之间互联互通的前提是港口等基

础设施的配套完善,对此,中国在目前北极东北航

道通航的大背景下应该尽快启动图们江入海港口

的开发与建设。图们江入海港口不仅可以与北极

航道相连,而且与俄罗斯远东和朝鲜的重要港口相

邻,主要包括俄罗斯的海参崴港、纳霍德卡港、东方

港、波谢特港和扎鲁比诺港,以及朝鲜的罗津港、清

津港和先锋港,进而可以与相关国家港口发展成为

联通东北亚的港口群。在国内交通上,图们江入海

口背临腹地区域有较为发达的交通网线,铁路、公

路以及空运便利。所处的东北地区有优质的水文

条件,河流广布,水系发达,可以连通从东北腹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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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们江口与北冰洋的航线。从国际上看,尽管图们

江流域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但

是也有巨大的互补优势,相互经贸往来历史悠久。

朝鲜在矿业、木材以及加工制造业等产业上有着巨

大的吸引力,中俄“在油气能源、矿产资源、现代农

业、原木贸易以及日益增长的高科技产业上有着巨

大的贸易需求”[3] 。

1.2 中、俄、朝先期合作的共识与相关法规基础

中、俄、朝3国对“一带一路”倡议有着相近的战

略共识和先期合作的法规基础。2010年11月,中

国和朝鲜签署《中朝两国政府关于共同开发和共同

管理罗先经济贸易区和黄金坪、威化岛经济区的协

定》,这成为两国合作建设的特定经济区域的权威

法律文件。2015年5月,“中俄签署《关于丝绸之路

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

声明》,确定了共建‘欧亚共同经济空间’的长期目

标”[4],依托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共谋发展振兴。

2017年9月12日,“俄罗斯滨海边疆区企业与中国

黑龙江省签署有关经济贸易合作和港口产业集群

建设等13项协议,其中,符拉迪沃斯托克商贸港有

限公司与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的有关港口

产业集群建设的合作协议为主要协议”[5]。这表明

中俄两国对港口基础设施建设有一定的合作协议

基础。

中国在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上也有先期政策

与引导。2009年8月,国务院批复《中国图们江区

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以长吉图为开发开放先

导区》,2012年4月,国务院批准设立中国图们江区

域(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图们江区域的开发合作

以及东北的繁荣振兴成为国家重大战略选择。目

前,中国与沿线国家合作的条件与相关协议都已具

备,应尽快启动这一合作与开发。

1.3 图们江入海港口开发的国际法分析

1.3.1 达成通航协议,获得图们江入海港口的经

营权

图们江上游两岸流经中国和朝鲜,是两国的界

河;下游近入海口15km河道是朝鲜和俄罗斯的界

河。国际法上,国际界河是指作为两个相邻国家领

土分界线的河流。沿岸两国对界河享有主权,依据

主航道中心线原则,可通航的河流以其主要航行水

道中心线为边界线,沿岸两国对河流中心线向本国

一面的水域行使管辖权,界河无论是否通达公海,

一般不对第三国船舶开放。对于图们江上游区域,

中国作为沿岸国家,享有在边界水域自由航行的权

利。“海洋法上的港口是指在海岸线上具有天然条

件和人工设备而便于船舶停泊和上下客货的海域。

港口的范围通常从港口伸入大海最深处的永久性

建筑算起,包括陆域(如码头、仓库、船坞)和水域

(如航道)两部分”[6]。沿海国家可以自由规定港口

是否对第三国开放。因此,如果要实现图们江入海

港口建设,中国需要与朝鲜和俄罗斯两国就图们江

通航达成协议,使中国取得图们江口的出海权利,

并且建立港口开发与投资合作机制,获得图们江入

海港口的经营权,这是图们江入海港口建设的关键

因素。

1.3.2 争取图们江入海口出海权的国际法基本原

则分析

图们江入海港口的开发与建设的前提是中国

图们江入海口河段出海权的主张。根据《联合国国

际法院规约》第38条的规定,条约和一般法律原则

是国际法上的重要渊源。中国在图们江入海口享

有出海权益的国际法依据在于生效的双边协定,以

禁止反言原则为主的一般法律原则也适用于中国

图们江出海权问题。

1991年,中国与苏联签订《关于中苏国界东段

的协定》,其中第9条规定“苏方在与其有关方面同

意中国船只(悬挂中国国旗者)可沿本协定第二条

所述第三十三界点以下的图们江通海往返航行。

与此航行有关的具体问题将由有关各方协商解

决”。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俄罗斯继承了

苏联与中国签订的一切生效的协议。双边协定的

签署表明中国在图们江入海口的出海权具有法律

效力,是中国图们江入海口出海权主张的国际法

依据。

国际法上的禁止反言原则,主流观点认为是国

际法上的一般法律原则。当禁止反言原则发生效

力时,作出声明或陈述的一方当事人将被禁止作出

与其先前行为相抵触和矛盾的行为,包括否认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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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法律效力的行为。在中国与俄、朝两国关于

中国图们江入海权的协商中,俄罗斯和朝鲜均曾公

开作出明确的声明,同意中国一定的图们江出海权

的主张。1964年,中方向苏联和朝鲜提出关于图们

江中国出海权的主张,朝鲜表示同意,苏联表示理

解。1987年中国和苏联再次开启边界划界谈判工

作,苏联表示不反对中国船舶的图们江通航请求。

1988年,朝鲜表示同意中国船舶在其与苏联之间的

图们江水域航行,但具体实施需要中、苏、朝3国的

谈判。1989年,苏联表示同意中国提出的关于图们

江中国出海权进行3国谈判的建议。在1990年、

1991年和1993年,中国在苏联(俄罗斯)和朝鲜的

协助下先后3次在图们江入海口水域进行船舶试航

活动和出海科学考察活动。
随后,由于政治原因,朝鲜反对中国在图们江

口的出海活动。俄罗斯和朝鲜建立了高度仅7m
的铁路大桥并且河道淤塞,在技术层面限制了中国

在图们江口的规模化船舶通航。俄罗斯在制度上

提出仅允许季节性捕捞渔船出海以及禁止商用船

舶出海的规定,限制了中国在图们江口流域的商业

化使用。对此,中国在与俄罗斯、朝鲜认真协商的

基础上,向其提醒,1991年中苏《关于中苏国界东段

的协定》具有法律效力,俄罗斯和朝鲜对于中国在

图们江口出海活动的反对表示和干扰行为,有违国

际法上的禁止反言原则。因此,中国的图们江出海

权的主张是符合国际法要求的。
此外,公平互利、国际合作、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的国际法原则也适用于中国图们江出海权益问题

的解决。对此,如中苏《关于中苏国界东段的协定》
第1条中规定,“以有关中苏边界的条约为基础,根
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本着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

精神,并根据中苏边界谈判过程中达成的协议,公
正合理地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中苏边界问题并明

确和确定两国间的边界线走向”。据此,中国在未

来应加快与俄罗斯和朝鲜两国关于图们江入海口

出海权的协商,制订通航协议,规范具体的航行

规则。

2 图们江入海港口建设的投资模式选择与

国际法分析

完成图们江入海港口开发的协议,并取得图们

江入海权后就是建设与投资,目前,中国企业参与

海外港口开发的主要投资模式有新建、租用、合资

合作、兼收并购、建设-经营-转让(build-operate-

transfer,BOT)和特许经营权等几种形式。鉴于图

们江入海港口的背景条件,建议中国企业海外投资

港口采用合资、并购或BOT模式。

2.1 合资合作与兼收并购类模式的选择

对于港口产业吸引外资较为成熟开放的区域,

中国企业可以采取合资合作或兼收并购的投资模

式。例如2013年1月,“中国招商局国际有限公司

与吉布提港口和自由贸易区管理局签订协议,以

1.85亿美元收购吉布提港口23.5%的股份,获得吉

布提港的运营权”[7]。作为国际投资的传统形式之

一,合资合作是由一个或多个外国投资者同东道国

一方按法定或约定比例出资,或者按照彼此之间的

合同,共同经营特定事务,共担风险,共享利润的投

资模式。例如,2017年9月,在“一带一路”倡议框

架下,河北港口集团计划深化与俄罗斯北方海域的

贸易合作,与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商贸港有限公

司合作建设并运营集装箱集散地。合资合作可以

保证中国投资者与当地港口运营商资源与经验的

共享,更好地互利共赢。

跨国并购是指“一国企业为特定商业目的,通

过一定方式收购外国企业的部分或全部股份或资

产或者与之合并,以实现企业控制权转移的投资方

式和交易行为”[8]。一般有合并与收购两种形式。

在跨国并购的安全审查制度上,俄罗斯曾在1995年

颁布调整俄罗斯外国投资活动的基本法律,即《俄

罗斯联邦外国投资法》,通过该法,俄罗斯赋予外国

投资者国民待遇,俄罗斯政府对建筑、交通以及其

他传统投资领域加以鼓励,并且力图形成一个较为

开放自由的吸引外资市场。根据该法规定,2008年

俄罗斯签署并颁布《外国投资者对保障俄罗斯国防

和国家安全具有战略意义的商业公司投资程序

法》,规定42项不允许外国投资者通过并购来控制

的战略性项目类型,港口业不包含其中,因此,俄罗

斯对于外国企业投资港口业呈现较为开放的态度。

目前,俄罗斯对于外国投资实行审批制度,有较为

严备的审批程序和标准。需要注意的是,我国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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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法(草

案征求意见稿)》,对外国投资项目实行“轻批准,重

报告”的报告制度,在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上,中国比

俄罗斯开放的力度更大。朝鲜以《外国人投资法》

为基础,陆续颁布一系列指导外商投资、积极推动

对外开放的法律,但在具体实施上仍有阻碍与滞后

等不稳定因素。因此,在图们江入海港口的投资

上,中、俄、朝3国需要对相关法规进行协商合作,并

且努力排除当地不稳定的政治安全因素,共同建设

一个稳定良好的投资合作机制。

在图们江入海港口开发与投资的模式选择上,

采用合资合作和跨国并购模式能够获得东道国港

口的股权和经营权,对港口的控制能力较高。“有

利于规避东道国政府没收、征用等政策风险,便于

利用东道国仅针对本国企业的优惠政策,充分利用

其政府 资 源 优 势、配 套 服 务 优 势 和 客 户 资 源 优

势”[9]。但是,对于并购模式来说,中国投资者的投

资成本会更高,受到俄罗斯和朝鲜的内部制约因素

更多,对投资环境要求更高,这一点需要中方企业

考量。

2.2 BOT模式的选择

在当前中、俄、朝3国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情

况下,建设图们江入海港口采用中国出资主导的

BOT模式可能更易被3国接受。通常情况下,BOT
模式是指东道国国有公司在与政府的协议下,通过

BOT协议与外国投资者以合营方式建立项目公司,

该公司获得一定期限的特许经营权,“可以融资建

设和经营特定的公用基础设施,可以通过向用户收

取费用或出售产品以清偿贷款,收回投资并赚取利

润。当特许期限届满时,该基础设施无偿移交政

府”[8]。2011年8月,斯里兰卡与中国招商局有限

公司签署了科伦坡港南集装箱码头项目BOT协

议,中方投资金额超过5亿,解决了斯里兰卡港口建

设融资难、建设计划搁置的问题。2013年,俄罗斯

政府颁布了《公私合营法》,允许国家和地方政府与

外国投资者签订包括 BOT、建设-拥有-经营

(Building-Owning-Operation,BOO)在内的各种形

式的合作合同。对于BOT特许协议的法律性质来

说,有国际协议与国内法契约之争,通常认为是国

内法协议,在此理论下,政府违约行为需要承担违

约责任而非国家责任。在BOT模式中,东道国政

府的角色极为重要,既是BOT特许协议一方当事

人,又承担着管理者的责任,国家意志因素渗透较

深,“在履约阶段,政府有监督检查的权力,还可以

通过BOT法律法规来约束项目公司的行为”[10]。

港口产业与一国经济战略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因

此,如果东道国对港口经营权归属存在保守考量,

BOT模式可以满足相关国家政府对港口保留一定

控制权的要求。在图们江入海港口建设上,由于存

在外部国际环境变化,可能会给中、俄、朝3国带来

一定的政治风险。因此,在BOT模式下,中方在与

俄、朝两国协商合作的同时,也应顾及自己的国家

利益,可以与朝鲜和俄罗斯制订一系列政府保证项

目,也可以通过经济手段对东道国政府违约行为进

行制裁。

3 基于国际法的北极东北航道通航前提下

图们江入海港口建设的建议与设想

3.1 采取谈判或磋商方式加强合作

图们江入海港口建设的前提是开发权的获得。

国际法上的禁止反言原则与公平互利、国际合作、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国际法原则也适用于中国图

们江出海权益问题的解决。从1964—1993年,在中

国与俄、朝两国关于中国图们江入海权的协商中,

苏联(俄罗斯)和朝鲜均曾公开作出明确的声明,同

意中国一定的图们江出海权的主张。这些声明在

现今中国与俄、朝的谈判与协商中仍具有法律效

应,这一点我国应予以坚持并应明确提出。

就建设与投资而言,应尊重差异,采取谈判或

磋商方式加强合作。《联合国宪章》规定,“各国不

论在政治、经济及社会制度上有何差异,均有义务

在国际关系之各方面进行合作,以期维持国际和平

与安全,并增进国际经济安定与进步、保障各国之

一般福利,增加国家间的非歧视合作”。图们江口

港口建设,都离不开中国与相关利益国家的合作与

交流。尽管不同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存

在巨大差异,但应以平等互利为基础,立足国家间

的理解与合作,努力消除政治上的冲突争议,为区

域间的经贸合作创造稳定的发展环境,共同致力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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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东北亚政治与经济格局的稳定和发展。

加强合作的前提是要充分利用俄罗斯和朝鲜

的优惠法规,以取得更好的合作效果。例如,俄罗

斯远东是中俄经贸合作的主要区域,俄罗斯陆续颁

布了促进远东地区开发建设的政策和措施。根据

《俄罗斯联邦外国投资法》规定,外国投资者投资俄

罗斯联邦政府确定的优先投资项目,如生产领域、

交通设施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并且投资总额

不少于10亿卢布,将根据《俄罗斯联邦海关法典》和
《俄罗斯联邦税法典》的相关规定,对外国投资者给

予相应进口关税和税收的优惠。

3.2 按照第四代自由港的模式建设图们江自由

港,加强与周边港口的互联互通

自由港以港口为枢纽,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境

内、海关管辖区之外选址,在此区域内,对全部或大

部分商品免收关税,货物、资金以及人员可以自由

进出。北极东北航道沿线国家港口众多,其中不乏

大型综合港口和港口群,图们江入海港口的建设应

朝着有通过经营管理部门与其他港口密切联系的

第四代自由港的目标努力,重要条件是以图们江入

海港口为主导,积极推动与俄罗斯、朝鲜的自由港

和港口群的互联互通。

朝鲜在1991年12月建立罗津—先锋自由贸易

区作为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区域内包括罗津港和清

津港两大自由港,并于2010年最新修订《罗先经济

贸易地区法》。同年,中国和朝鲜签署《中朝两国政

府关于共同开发和共同管理罗先经济贸易区和黄

金坪、威化岛经济区的协定》,作为保障两国合作建

设经济特区的纲领性法律文件。俄罗斯在远东地

区把建立自由港作为国家重要战略政策。2015年,

俄罗斯颁布《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法》,降低行政

壁垒和其他障碍及,集中权力机关权力和责任,规

定一系列关于税收、保险、劳动政策等方面的优惠

措施。

尽管朝、俄在附近建设有一定规模的港口群,

但在图们江自由港的建设中,应努力把图们江自由

港打造为东北亚区域联通北极东北航道沿线的主

港口,并且积极与俄罗斯远东和朝鲜的重要港口协

调合作,尊重并研究俄、朝两国自由港相关法律制

度,积累3国港口产业协同发展的经验。

3.3 着眼于未来,以图们江入海港口为枢纽,建立

图们江港口型自由贸易区

依据现有的制度基础,建立图们江港口型自由

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区作为经济一体化的方式

之一,逐渐朝着跨区域、领域广的方向发展,在促进

各成员国的经济合作,优化各国贸易与投资环境等

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图们江流域中、俄、朝3国的经

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但是也有巨大的互补优

势。建立港口型自由贸易区也符合3国经济发展的

趋势。2005年,俄罗斯颁布《经济特区法》,建立3
个港口型经济特区,分别位于摩尔曼斯克州、乌里

扬诺夫斯克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朝鲜现有的

经济特区呈现“两线四点”的分布格局,各经济特区

注重特色发展,优势互补。“南线经济特区包括金

刚山观光特区与开城工业园区,北线的经济特区包

括罗先经济贸易区域与黄金坪、威化岛经济区”[13]。

从现有的朝、俄自贸区规则安排可以看出,建设图

们江港口型自由贸易区有良好的制度基础和实施

的可能性。

因地制宜,特色建设与发展图们江港口型自贸

区。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依据我国国情与政治经

济利益,综合与立体发展图们江港口型自贸区,即

应该打造中国特色自贸区网络,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自由贸易区建设有机结合。这些建设也应该

以创造更深化更完善的中国特色自贸区法律体制

为支撑和保障。建议中国与俄罗斯、朝鲜两国在图

们江港口型自贸区建设过程中签订3国自由贸易区

协定,将具体活动规制制度化、确定化。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周边国家建设自

由贸易区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经验。对于

中国与俄罗斯、朝鲜3国图们江港口型自贸区贸易

与投资协定的制定,建议我国应在 WTO的法律框

架指导下,吸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经验,尽

量采用以软法机制为主的法律模式,并且逐步向更

高贸易规则靠拢。中国订立自贸区经济协定时要

考虑沿线中、俄、朝3国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以及国家

间发展水平的差异,部分款项和步骤差别化对待。

在具体自贸区实践中,尽量采用软法机制,借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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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分阶段依次签约的方式,签订

法律条文。通过渐进改变相应贸易法规,来更好地

适应国际更高标准的贸易规则,更好地落实公平正

义、自由化和制度化原则。如具体的货物贸易法

制、服务贸易法制、投资法制的制定等都可以因地

制宜地借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法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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