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amy認為杜哈回合的結果會更實質化                 

編譯：梁雅娟                                     

2006.2.24                                       
   WTO秘書長Lamy上禮拜重申，雖然准許開發中國家能以特殊產品（special 
product）保護某些特定的項目不受降稅公式之拘束，但是杜哈回合的結果應該會

比烏拉圭回合的談判更實質化。香港部長會議允許開發中國家指定特殊產品，以

換取開發中國家同意將使得高關稅削減幅度大於低關稅產品之降稅模式。 
 
美國農業團體批評允許開發中國家指定特殊產品會嚴重威脅到其進入開發

中國家市場之機會，布希政府則向其農產品生產者表示，只有當美國取得新的出

口市場機會時，美國才願意削減對國內之補貼。在 2 月 17 日華盛頓的會談中，

Lamy 強調特殊產品的使用將來會被限制和縮小，香港部長會議預見將來對於有

多少特殊項目要納入，會有更進一步的協商，例如僅有在基於食品安全、生活安

定或鄉村建設等理由方允許之。 
 
香港部長會議宣言亦提供開發中國家使用「特別防衛機制」之權利，但這也

需要進一步的磋商。Lamy 表示，杜哈回合之大規模降稅公式，加上已開發國家

降低出口補貼以及減少扭曲貿易的國內農產品補貼，以及貿易便捷化之談判成

果，其結果會比烏拉圭回合更顯著。 
 
Lamy 比較了「特殊產品」和「敏感性商品」，後者係開發中或已開發國家均

得指定並豁免於農產品談判之降稅公式，但 Lamy 也表示，此一敏感性商品之指

定並不代表歐盟與其他已開發國家之市場將沒有大幅度的開放，部分原因係因為

巴西及美國領導的 G20 並不會讓這種情況發生。Lamy 也表示，談判模式之進展

最大的障礙在於針對特殊商品、敏感性商品以及特別防衛機制規劃出相關的細

節。敏感性商品同樣必須進行關稅之削減以及關稅配額的增加。 
 
世界銀行估計，如果已開發國家排除了 2%的關稅項目，開發中國家排除了

4%的關稅項目於貿易自由化之外，全球農業貿易所帶來之利益將損失 3/4。 
 

依據會晤美國國會議員之心得，Lamy認為快速審閱授權（fast-track authority）
不可能在 2007 年 7 月繼續得到延長，因此杜哈部長會議一定要在年底做出結論。

Lamy 認為美國開始受到很多國家濫用反傾銷協定之苦，因此終會改變其不願討

論反傾銷規則的態度；其也表示美國最終將改變其有關國內農產品補貼的態度，

並也應減低國內棉花的補貼。 
（資料來源：Inside U.S. Trade, Feb.24, 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