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在中国
持续释放制度性红利

2023 年 11 月 7 日，《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

（以下简称《公约》）在中国生效实施。截至 2024 年 6 月

底，全国共签发附加证明书 82 万份，约占同期需认证涉外

文书总量的 82%，《公约》带来的文书跨国流转新模式已成

为我国文件认证主体。我国同《公约》其他 120 多个缔约国

之间公文书跨境流转采用互发“附加证明书”的一步式新模

式，无需再经过“主管部门认证+外国使领馆认证”的传统

“双认证”程序，极大节省了我国和缔约国公民及企业办证

的时间和经济成本。随着《公约》创设的国际通行制度在我

国落地生根，入约带来的制度性红利持续释放。

一、加入《公约》红利尽显

由于办理流程的简化，附加证明书的签发平均为每份文

书缩短约 10 个工作日的办证时间、减少约 400 元人民币的

费用，入约以来总计直接约为我国企业和个人节省 820 万天

时间、3.3 亿元人民币费用。中外文书流转便利性的提高拉

紧了中外交流的纽带。加入《公约》是深化“放管服”改革

部署的重要“催化剂”，是我国扩大制度性开放的具体实践。

助力中国企业更顺畅“走出去”。加入《公约》打破了

我国企业走向海外市场的文书壁垒。一方面，原产地证、商

业发票、箱单、价格单、检测报告、营业执照、授权书、合



同、公司章程、自由销售证书等涉及出口的商业类文件，只

要一纸附加证明书，就能在 120 多个缔约国间通行使用，无

需额外办理认证，大幅节约时间。另一方面，办证环节简化

后，收费项目相应减少，取消使领馆领事认证还避免个别国

家对部分商业文书收取高额的领事认证费，大幅降低企业对

外贸易成本。据统计，入约后企业“走出去”办证时间和费

用成本平均减少约 90%，超过 70%出口贸易涉及的商事文书

因此受益。

方便对华投资加速度“引进来”。入约后，《公约》缔

约国对华投资所涉的商事文书同样不再需要在中国驻外使

馆办理领事认证，文书来华流转效率大大提高。商务部最新

数据显示，2024 年一季度中国新设外资企业数量达到 1.2 万

家，同比增长 20.7%。认证流程的简化是我优化营商环境的

重要一环，有利于增强我国市场对外资吸引力，助推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格局构建。

促进中外民众“常往来”。近年，海外留学、工作、旅

游的中国公民数量持续增长。入约为我国公民在涉外婚姻、

民商事法律纠纷、出国留学等方面提供了高质高效的文书流

转保障。《公约》生效当日，成都国际商事法庭裁定承认外

国法院作出的离婚判决，成功审结《公约》在我国生效后的

首例承认外国离婚判决案。当事人此前在国外为判决书办理

附加证明书后第一时间送至我国使用，大幅减少了诉讼时

间。《公约》在我国生效后，外国友人来华定居、工作、学

习、旅游需提供的无犯罪记录证明、亲属关系证明、学历证



书、驾照等各类民事文书送往我国使用，手续亦更加便捷高

效，有效提升外国友人来华体验。

二、履约后续展望

《公约》的顺利实施是外交部积极贯彻党的二十大提出

的“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

标准等制度型开放”部署要求的重要举措。我国在签发附加

证明书时同步推出电子核验平台，通过扫描附加证明书上的

二维码或者查询编号便可实现在线核验，成为少数实现全量

文书在线核验的缔约国，得到了其他缔约国及国际组织的高

度评价。附加证明书还可通过网上小程序实现“指尖办理”，

足不出户便可邮寄到手，为我国文书证明方式电子化发展迈

出了重要一步。

下阶段，外交部将继续对标高标准国际实践，深入推进

涉外文书流转领域制度型开放和体制机制变革，实现文书领

域更高水平开放，服务国内高质量发展。一方面，加紧推进

涉《公约》法律法规修订，加强宣传培训，保障国内机构和

个人用文安全，更好维护我国公民、企业的合法权益；另一

方面，积极探索涉外文书流转新模式，推动达成更便利化的

文书互惠安排，进一步丰富数字化应用场景，赋予附加证明

书更高防伪、更有效率的认证能力。

三、《公约》与涉外公证

《公约》缔约国签发附加证明书涉及最多的公文书是各



类公证文书。随着《公约》的落地实施，我国涉外公证业务

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公证机构出具的公证书在办理附加证

明书后可直接在缔约国使用，因此公证机构一方面需进一步

提升对被证明文件真实性的审核能力，另一方面需继续深入

掌握《公约》要求，对照更高标准，规范公证业务办理流程，

优化公证书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