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萨克斯坦 

一、 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2006 年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双边贸易总额为 83.6 亿美元，

同比增长 22.8％。其中，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出口 47.5 亿美元，同比增长 21.9％；

从哈萨克斯坦进口 36.1 亿美元，同比增长 24.0％。中方顺差 11.4 亿美元。中国

对哈萨克斯坦出口的主要产品为纺织服装、家具、皮革及制品、塑料制品、机电

产品等，自哈萨克斯坦进口的主要产品为铜及制品、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蒸馏

产品、沥青物质、贱金属及其制品、贵金属、稀土金属等。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 2006 年底，中国公司在哈萨克斯坦累计完成承包

工程营业额 17.3 亿美元；完成劳务合作合同金额 6920 万美元。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06 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哈萨克斯

坦的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额为 517 万美元。 

2006 年，哈萨克斯坦对中国投资项目 28 个，合同金额 649 万美元，实际使

用金额 333 万美元。 

二、 贸易投资管理体制概述 

哈萨克斯坦管理贸易投资的相关法律主要包括《海关事务法》、《外汇调节

法》、《投资法》、《税收法》等法律法规。 

（一） 贸易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1． 进出口税收管理 

哈萨克斯坦目前正在进行加入 WTO 的双边谈判， 新的工作组报告已于

2006 年 9 月发布。为实现关税税率系统化，保障其与 WTO 规则的一致性，哈萨

克斯坦政府批准了新的“哈萨克斯坦关税税则”，规定所有进口商品都统一按照该

规则确定的进口关税税率明细表缴纳进口关税。 

哈萨克斯坦对进口商品主要征收从价税。2006 年，哈萨克斯坦对部分商品

的进口关税税率作了调整，所有进口商品的加权平均税率下降到 7.9％。 



作为欧亚经济共同体成员，哈萨克斯坦对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吉尔吉斯

斯坦及塔吉克斯坦的大部分进口产品免征关税。 

哈萨克斯坦与中国相互给予了 惠国待遇，并按普惠制原则对部分中国商品

给予优惠关税待遇。 

根据哈萨克斯坦临时进口制度的规定，除食品、工业废弃物及消费品外，仅

供短期使用的其他进口产品可全部或部分免除进口关税。 

根据国内税收法规定，哈萨克斯坦以清关价值和海关关税之和为税基对进口

产品征收增值税。2006 年的增值税税率为 15％。 

此外，哈萨克斯坦还对每笔进口产品征收 50 欧元到 70 欧元的清关手续费。 

2． 进口管理制度 

哈萨克斯坦已经放开了对进出口贸易的限制，任何自然人和法人只需向主管

部门登记注册即可从事对外贸易活动。除限制麻醉品和精神药物、武器、弹药、

炸药及爆炸器械、具有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艺术和考古价值的物品以及会给环

境和人类健康造成危害的货物或物质进口外，哈萨克斯坦允许其他商品自由进

口。 

3． 出口管理制度 

哈萨克斯坦对大多数产品出口实施鼓励措施，包括免征出口关税和实施增值

税出口退税。限制出口的产品主要包括国家列明的武器、弹药、精神药物及历史

文物等 9 类产品。 

根据哈萨克斯坦海关法规定，动物皮毛和废旧金属出口需按规定缴纳出口关

税。 

为加强对石油出口的管理，哈萨克斯坦政府对出口原油征收 1％到 33％的出

口税。国际油价越高，出口石油适用的税率越高。当国际油价为每桶 19 美元以

下时，适用 1％的 低税率；当国际油价为每桶 40 美元以上时，适用 高税率

33％。为了保证国内产品供应和价格稳定，哈萨克斯坦于 2006 年上半年对汽油、

柴油和航空油等产品颁布了出口禁令。 

4． 贸易救济制度 



2001 年哈萨克斯坦颁布了《反倾销法》、《补贴与反补贴法》、《保障措施法》，

将贸易救济制度纳入其国内法律体系。为尽快加入 WTO 以及保护国内市场，哈

萨克斯坦在 2005 年 6 月根据 WTO《保障措施协议》重新制定了《国内市场保护

措施》，明确了海关在采取临时保障措施时，进口商缴纳临时保护关税的程序。

同时，如果调查结果证明进口量的增长未对国内生产者造成严重损害或损害威

胁，海关将返还进口商所缴纳的临时保护关税。 

5． 其他相关制度 

为了 大程度地简化和加快海关通关程序、增强关税核算数据和报关的准确

性，哈萨克斯坦自 2004 年起开始建立哈萨克斯坦电子海关系统，在该系统中采

用了与 WTO 相适应的海关估价方法。2005 年，哈萨克斯坦海关重新对电子海关

系统进行了评估，并对海关估价方法、海关罚金的计算以及外贸经营者的检查程

序等电子海关系统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积极改进。 

在现行的电子海关系统下，外贸经营者可将电子报关单发送到哈萨克斯坦海

关的服务器上，随时监督报关进程、查询海关法细节、准确了解应支付的关税金

额，从而实现无纸报关。 

（二） 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哈萨克斯坦 2003 年 1 月颁布了新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投资法》（以下简称

“投资法”），同时废止了 1994 年 12 月颁布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外国投资法》、

1994 年 12 月颁布的哈萨克斯坦 高苏维埃《关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外资法〉

执行程序的决议》、1997 年 2 月颁布的《国家鼓励直接投资法》。 

新投资法取消了原《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外国投资法》和《国家鼓励直接投资

法》对外资规定的特殊优惠待遇，对内外资提供统一的法律框架和优惠措施。新

投资法授权哈萨克斯坦工贸部投资委员会制定特殊优惠政策，引导内外资投向优

先投资领域。2004 年哈政府聘请国际著名研究机构与本国相关部门一同对国内

150 个经济领域进行了研究分析，选定了首批七个优先发展领域：建材生产、纺

织业、冶金业、食品加工、油气机械制造、旅游业和运输服务业。根据 2005 年

6 月哈政府颁布的第 633 号政府决议，目前的优先投资领域主要包括机械制造、



食品加工、建材、旅游、纺织和冶金等行业。投资优先投资领域可以享受的优惠

政策主要包括免除财产税和土地税、提供企业所得税优惠、减免税、免除设备和

零部件进口关税以及国家实物赠与等。其中税收减免优惠期（含延长期）为 5

年，进口关税免征期（含延长期）为 5 年，国家实物赠与的内容包括房屋、建筑、

机械设备、计算机、测量和调试仪器和装置、交通工具（轿车除外）、生产和管

理用具等财产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但价值不得超过投资总规模的 30％。投资

者享受优惠政策的条件包括：符合优先投资领域清单，以固定资产进行投资新建、

扩大和采用新技术更新现有生产并提交投资法第十九条所列的确认投资商执行

投资项目的金融、技术和组织能力的相关文件。此外，新投资法还规定了优先投

资领域享受投资优惠政策的投资上限。 

根据 1995 年 3 月 1 日生效的《民法典》，外资可以在哈萨克斯坦设立合伙企

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制企业或者代表处和分支机构。2004 年 9 月，哈萨克

斯坦通过了《法人注册法》，该法为企业法人、分支机构和代表处的注册设立了“一

站式”服务，使投资者在 10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通过司法、统计和税务机关的注册

工作。为了提高“一站式”服务的利用率，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哈萨克斯坦将

设立企业法人、分支机构和代表处的注册费用由 150 美元降为 57 美元，中小企

业及其分支机构和代表处的注册费用由 40 美元降为 17 美元。 

（三） 与贸易投资相关的贸易制度及其发展 

2006 年，哈萨克斯坦生效的与投资相关的法律主要包括《环境保护法》、《外

汇调节和管理法（修正案）》和《关于垄断活动的组织和竞争法案》。此外，哈萨

克斯坦还对 2002 年《税收法》进行了修订。 

1． 税收 

根据 2002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税收法》，在哈萨克斯坦投资从事经营的企业

主要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财产税、增值税、社会税、职工保险税以及红利税。

根据哈萨克斯坦现行税制的规定，企业所得税按照企业净利润的 30％征收，财

产税税率为 1％，社会税为 7％～20％，职工保险税为工资额的 5％～20％，增

值税税率为 15％。此外，企业还必须分别按照员工工资总额的 1.5％和 10％缴纳



社会保障费和养老费。 

根据 2006 年 1 月的《税收法》修订案，哈萨克斯坦完善了对小型企业的征

税体系，将小企业的认定标准由员工不得多于 15 人改为员工不得多于 25 人，从

而使更多企业可以作为小规模纳税人。此外，2006 年 4 月 12 日，哈萨克斯坦政

府还制定了税法、预算法等法律的修订草案。根据草案，增值税税率从 2007 年

开始由 15％降到 14％， 2008 年降到 13％， 2009 年将降到 12％，农产品加

工企业的增值税在上述降税的基础上按照特别程序再降低 50％，教育、科学、

医疗和文化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在完成国家订单任务的框架内免缴企业所得税和

增值税；从 2007 年开始执行企业所得税固定税率，所有法人的所得税税率统一

为 10％；从 2008 年开始把社会税指标平均降低 30％；从 2007 年开始降低特别

税税率。按照纳税人计算，其税率由 3％降至 2％；如果以简单税制替代累进税

制，原采用 3％～5％税率的个体户和采用 3％～7％税率的法人统一采用 3％的

税率。 

2． 劳务许可证 

根据外籍员工劳动许可申请管理规定，哈萨克斯坦政府决定把 2006 年哈外

国人劳务配额从 2004 年占全国劳动人口的 0.45％增加到 0.7％。其中，一类、二

类外国劳务人员（企业和单位领导人员、高中级技术人员）从 0.21％增加到 0.25

％，三类外国劳务人员（熟练技术工人）从 0.11％增加到 0.32％，四类外国劳务

人员（季节性农业工人）的配额依然是 0.13％。 

3． 外汇管制 

2005 年 12 月 17 日生效的《外汇调节和管理法（修正案）》为哈萨克斯坦货

币实现可自由兑换奠定了基础。根据该法规定，从 2007 年 1 月 1 日起，除涉及

使用外汇的经营活动保留许可证制度外，哈国家银行将完全取消外汇兑换的行政

许可。如需要将外汇收入汇回本国，只需在外贸合同规定的期限内执行即可，从

而简化了外汇业务操作程序，减少了从事外贸经营的单位履行外汇管理法律程序

的费用。 

4． 反垄断 



2006 年 6 月 21 日，哈萨克斯坦议会通过了《关于垄断活动的组织和竞争法

案》，以及关于对有关自然垄断组织主体和商品市场监督活动若干法令进行修改

和补充的法案。该法对垄断活动中的商品市场界限确定制度、优势份额的计算方

法以及价格制定制度作了明确规定。法案首次明确界定了垄断机构的权利与义

务，将“寡头集团”定义为调节主体，并改变了集团优势的数量标准。 

5． 环境保护法 

2005 年 12 月 31 日，哈萨克斯坦实施了新的《环境保护法》。该法要求在哈

萨克斯坦投资经营的企业必须缴纳环保税，如果对环境造成污染或对居民健康造

成危害，企业必须给予赔偿。 

三、 贸易壁垒 

（一） 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2006 年，哈萨克斯坦的平均关税 7.9％，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关税水平，

但哈萨克斯坦的关税结构较为复杂，并且缺乏必要的稳定性。2006 年 8 月 14 日，

哈萨克斯坦通过了“关于哈萨克斯坦关税税率问题”第 765 号政府决议，提高了啤

酒曲、育种雏鸡、干蛋黄、履带式拖拉机等产品的进口关税。目前，哈仍对部分

进口产品保留了较高关税，包括：肉类熟食（30％）、鱼虾罐头（30％）、糖类（30

％）等。此外，由于哈本国已有彩电组装厂（韩国 LG），因此哈萨克斯坦还对进

口彩电等产品规定了 低关税税额，其中显示屏超过 52cm 的彩电进口关税不得

低于 40 欧元，其他彩电进口关税不得低于 20 欧元。哈萨克斯坦的这种关税结构

对彩电、录音机等中国优势出口产品产生了不利影响，中方对此表示关注。 

2004 年底，哈萨克斯坦政府调整了进口货物的车辆限载标准，导致中国新

疆地区对哈出口货物的关税增加，大批货物滞留在口岸。哈萨克斯坦对中国的部

分进口货物无论汽车载重量的大小，一律按“车”征收统一关税。新规定对中国进

口货物实行严格限载后，单位商品的关税至少增加了 30％以上。中方认为，这

种关税征收标准不符合国际惯例，并且缺乏必要的稳定性，给中方的出口货物带

来了不必要的风险和损失。为了保持双边贸易的正常发展，中方希望哈萨克斯坦

尽快取消这一不合理的做法。 



（二） 通关环节壁垒 

2003 年生效的哈萨克斯坦《关税法》明确规定，海关估价应该以进口产品

实际交易价格为基础。但是，哈萨克斯坦海关在实践中仍然存在许多与 WTO《海

关估价协议》不一致的地方。哈财政部第 402 号命令对部分进口产品规定报关条

件价格，如果报关单上列出的价格水平低于条件价格，一律采用条件价格作为海

关征税基础。中方认为，这种估价方法完全违反了哈萨克斯坦《关税法》关于海

关估价的规定，也与 WTO 规定的海关估价原则不符，并对进口产品造成了不合

理负担。 

根据哈萨克斯坦《关税法》规定，哈萨克斯坦海关对进口产品的价格实施“海

关审计”，如果审计结果高于申报价格，哈海关将对进口商处以罚款。但是，自

2002 年 10 月起，这一工作完全由哈萨克斯坦授权的私人机构承担，这些私人机

构在审计过程中通常以国际价格为基础确定进口产品的海关价值，导致大约 20

％通关货物的价值被高估。根据哈萨克斯坦法院对进口商申诉的裁定，哈海关根

据审计结果所做的处罚中，85％都是错误的。但是，目前哈海关仍然没有就上述

措施做出任何改变。中方认为，哈萨克斯坦的“海关审计”与 WTO《海关估价协

定》第 7 条不符，而且对正常贸易造成了严重影响。 

哈萨克斯坦海关要求，进口商采用单据复印件或传真件报关时，必须经过公

证并向哈海关致函确认其内容的真实性；通关时，企业必须向哈海关提供中央银

行用以监督贸易过程中资金使用情况而出具的“交易护照”，否则不予放行。哈海

关繁琐、不合理的单证要求增加了通关成本和风险，对进口货物通关造成了实质

性障碍，对此中方表示关注。 

另外，哈萨克斯坦《海关事务法》明确规定，只有三种情况下进口货物才需

提供进口货物的原产地证明。但哈海关在通关过程中经常要求不属于这三种情况

的进口货物提供原产地证明，否则按照哈萨克斯坦法定税率的两倍征收进口关

税。中方对哈海关执法过程中的随意性表示关注。 

中方希望哈萨克斯坦采取有效措施，减少通关环节对进口产品的不利影响。 

（三） 对进口产品征收歧视性的国内税 



根据哈萨克斯坦 2003 年《税法》规定，国内生产的消费税应税商品以本币

缴纳消费税，但是却要求进口的部分消费税应税商品必须以欧元缴纳，比如国产

烈性酒的消费税税率为 300 坚戈/升（约合 1.78 欧元／升），但进口烈性酒的消费

税税率为 3 欧元/升。受哈萨克斯坦汇率变动的影响，进口产品可能承担更高的

国内税收负担，中方希望哈萨克斯坦能够统一国内产品和进口产品的国内税费。 

（四） 技术性贸易壁垒 

从 2005 开始，哈萨克斯坦开始建立新的标准化和认证体系，制定颁布了《关

于技术法规的法律》、《关于确保计量一致性的法律》、《哈萨克斯坦强制性产品合

格确认的法律》以及其他相关的支持性法规。这些新法律法规旨在区分国家和私

人部门之间的职责，规定由政府负责产品安全，私人部门负责质量管理。根据这

些新规定，哈萨克斯坦对部分产品及服务实行强制认证制度，包括机械、汽车、

农业设备、服装、玩具、食品和药品。但是，哈萨克斯坦对进口产品的检验和认

证仍然主要由哈标准、计量和认证委员会及下属的认证机构进行，其检验和认证

标准并不公开，程序也非常复杂。中方认为，哈萨克斯坦目前的检验和认证制度

不利于双边贸易的正常发展。 

（五） 贸易救济措施 

2004 年 10 月 15 日，哈萨克斯坦工贸部贸易委员会对中国出口的活性干酵

母进行反倾销调查。 

哈萨克斯坦工业贸易部还在 2005 年 1 月对三类进口糖果实施为期 6 个月的

临时保障措施，对不含可可粉、夹心或不夹心的糖果征收 21％并且每公斤不低

于 0.15 欧元的保护性关税，对不含可可粉的太妃糖、硬糖及同类糖果征收 42％

并且每公斤不低于 0.28 欧元的保护性关税。 

（六） 政府采购 

根据哈萨克斯坦 2002 年《政府采购法》规定，所有医疗设备包括牙科设备

和用具、消毒设备、外科仪器用具、实验室设备用具、确诊监测设备和药品生产

线、药品等采购都必须通过公开招标形式进行。但是，哈萨克斯坦在实践中却对

国内供应商给予优惠政策，招标和评标过程缺乏必要的透明度。中方希望哈萨克



斯坦在政府采购过程中给予国外企业国民待遇。 

此外，哈萨克斯坦《石油天然气法》还要求国内矿产企业和石油企业在采购

商品或服务时，优先考虑国内的产品或服务提供者，除非哈萨克斯坦国内不能提

供类似商品或服务，不允许国内矿产企业和石油企业进口国外商品或服务。该规

定对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外国商品和服务提供者构成了歧视。 

（七） 服务贸易壁垒 

1． 通讯 

哈萨克斯坦 2004 年《通讯法》规定，2008 年前，外国投资者持有经营城际

和国际电讯干网的合资企业的股份不得超过 49％。此外，经营电视和无线广播、

规划设计、国家及国际通讯干线的建设，通讯网和通讯线路的技术维护等项目以

及通讯领域其他项目的生产和服务时，还必须获得哈萨克斯坦政府的许可。哈萨

克斯坦政府在处理外国投资者的许可申请时，可以“国家安全”为由予以拒绝。这

一做法随意性较大，增加了外资进入哈萨克斯坦通讯领域的难度。 

2． 银行业 

哈萨克斯坦限制外资银行进入本国银行业，要求外资参股银行的资本份额不

得超过国内所有银行总资本的 25％。此外，哈萨克斯坦还规定外国合资银行的

监事会中必须有 1 名具有 3 年以上银行工作经验的本国公民，并且 70％以上的

员工必须为本国公民。哈萨克斯坦对外资参股银行的持股比例和员工结构的限制

极大地阻碍了国外银行资本的进入。 

3． 保险业 

哈萨克斯坦规定，所有合资非人寿保险公司的总资本份额不得超过哈萨克斯

坦国内非人寿保险市场总资本的 25％；合资人寿保险公司的总资本份额不得超

过人寿保险市场总资本的 50％。这一规定实质上禁止了后期进入哈国内保险市

场的其他外国保险公司的投资。 

4． 大众传媒 

哈萨克斯坦规定，大众传媒企业的外资持股比例不能高于 20％。 

四、 投资壁垒 



（一） 矿产 

根据哈萨克斯坦规定，在哈萨克斯坦开采石油、天然气及其他地下矿产资源

的外资企业必须与哈政府签订地下资源使用合同。哈政府向企业提供的合同有两

种，一种是海上石油项目产品分成协议，一种是超额利润税协议。海上石油项目

产品分成协议主要适用于海上石油开采项目，规定外国投资者在哈境内开发海上

石油时，在项目投资回收期前哈国家所占的利润份额 低比例为 10％；投资回

收期后，哈国家所占的利润份额 低比例为 40％。其中投资回收期为 25 年或 30

年。在超额利润税协议下，外国投资者必须缴纳 15％～60％不等的超额利润税。

中方认为，哈方上述做法增加了投资者的税费负担，降低了投资者的收益，对此

中方表示关注。 

哈萨克斯坦 2005 年修改的《矿产法》规定，企业在准备转让矿产开发权、

直接收购或出卖哈萨克斯坦石油公司股份时，需要到哈能源和矿产资源部审批，

而哈能源和矿产资源部在发放许可证时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2005 年，哈萨

克斯坦国会在中石油收购在加拿大注册的哈PK石油公司前夕通过了一项新的法

案，规定注册地不在哈萨克斯坦但资产在哈国境内的石油天然气公司在转让股份

时，也必须获得哈政府的批准。同时规定，国家不仅可以优先购买矿产开发企业

所转让的开发权或股份，还可以优先购买能对该企业直接或间接做出决策影响的

企业所转让的开发权或股份。该规定迫使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将已经收购的

股权转让给哈萨克斯坦国有石油公司，并同意与其在对等条件下联合管理 PK 公

司奇姆肯特炼厂和成品油业务。2006 年 11 月，中国中信集团在收购加拿大内森

斯能源在哈萨克斯坦的石油资产时，哈方以同样的理由要求中信集团暂停收购。

中方认为，哈萨克斯坦的上述做法损害了中国企业的投资利益，也对外国投资者

进入和退出哈萨克斯坦矿业，尤其是收购哈萨克斯坦国内矿产企业构成了实质性

障碍。 

（二） 土地 

哈萨克斯坦 2003 年《土地法》规定，哈萨克斯坦本国公民可以私人拥有和

租借农业用地、工业用地、商业用地和住宅用地，但是外国个人和企业只能租用



农业用地，并且期限不得超过 10 年。 

（三） 劳工签证 

哈萨克斯坦对外籍员工申请劳动许可的规定仍然是阻碍外国投资的主要困

难之一。自 2001 年起，哈萨克斯坦建立了外籍员工申请劳动许可的数量限制系

统，该系统每年根据全国总劳动力数量限定发放许可的配额。尽管哈萨克斯坦提

高了 2006 年外籍员工劳动许可的配额，但仍然不能满足企业的实际需要。据许

多在哈投资经营的企业反映，哈政府经常毫无理由地拒绝给公司经理人员和技术

人员发放签证，或者只提供短暂的居留期限。这一规定给外国投资企业的生产经

营带来了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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