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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秘書長拉米（Pascal Lamy）本週呼籲會員加強雙邊談判，針對「削減

農業與工業產品關稅提案1，如何影響其貿易談判上的攻防利益」進行討論。 
 

在 2 月 7 日貿易談判委員會議(TNC)上，Lamy 表示：各會員應盡速開啟杜

哈回合議題的談判，並就未來貿易規則的擬訂（例如：農產品及工業產品基本的

降稅公式）做延伸性的討論，以期能在雙邊談判的基礎下達成具體的貿易談判結

果。 
 

於此同時，包括台灣在內的十國集團（G10）檢視了：各項農產品及非農產

品關稅減讓提議，如何影響各特定產品（specific tariff lines）。這些國家的高層

官員於上週進行的會議中，協議採用 G20 的公式來模擬運算不同的削減公式，

以了解未來市場開放公式的可能結果。 
 

G20 與歐盟提議：原則上對於開發中國家的農業關稅採取同等待遇；例外對

於達到「法定平均削減額」（mandated average cut）的開發中國家，歐盟允其在

每個關稅削減架構級別中，擁有「略為超出或略低於關稅削減額度」的彈性。 
有觀察者認為：G20 與歐盟此一針對開發中國家設置相同門檻，以及彈性的關稅

削減提議，暗示著未來最終的關稅削減公式架構可能依循此兩方向發展。 
 
然而，G20 及歐盟的提議將是美方的隱憂：美國因為已承諾消減對農產品的

補貼，因此對開發中國家要求更大幅度的市場開放，以資衡平。 
 

在農業方面，則尚未將敏感性產品列入削減之模擬中，僅模擬不同的關稅減

讓提案，測試對敏感性產品的關稅配額（TRQ）所產生的不同結果。 
 

在工業產品關稅削減方面：G10 同意使用瑞士公式－針對已開發及開發中國

家，使用不同的係數作為評估基礎。在瑞士公式中，係數等於被允許的最高關稅

額，對高關稅進行較大幅度的削減，而對低關稅的削減幅度相對較小，從而可以

有效削減關稅高峰。 
 

G10 要求美國以瑞士公式為基礎對工業產品進行模擬計算；要求加拿大依此

                                                 
1 關於香港部長會議中，農業與工業產品降稅談判之進展，請參照第三十三期電子報：「香港部

長會議之最終宣言顯示最低程度之農業談判進展」及「美歐認為WTO工業降稅公式結果未如預

期」。 



對農產品進行模擬計算。日內瓦消息來源指出：兩國皆將於今年 2 月底完成模擬

計算工作，而 G10 高層官員會議可望於 3 月初舉行。 
 

一月底，由二十個國家的貿易部長於瑞典所召開的世界經濟論壇（WEF）中，

提出一份關於談判進程期限的文件。大部分的會員代表認為，這份期限報告是一

份有用的談判輔助工具。 
 
秘書長拉米認為：在各會員國的努力下，可望超越現有立場，加強談判，如

期在今年完成杜哈回合談判。  
（資料來源：Inside U.S. Trade, Feb. 10, 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