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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在巴西的壓力下，於 2 月 20-22 日在倫敦與巴西、歐盟與印度所舉行的

雙邊會談中表示同意考慮，於適用在一特定商品上，結合藍匣措施（Blue Box）
和琥珀措施（Amber Box）1補貼，代表巴、美之間對特定商品的補貼限制達成妥

協。 
特定商品補貼的目的，是用於防止補貼過於集中在特定農產品中。過去，巴

西一直要求特定商品的補貼項目需受限制，而美國則拒絕接受藍匣特定商品的補

貼限制。美國認為，如果接受藍匣特定限制，目前實施的反週期性給付

（Counter-cyclical payment）2將會窒礙難行。對美方而言，結合兩類措施之彈性

在於：其可將於琥珀措施中所進行的削減增加到藍匣措施之下。 
反週期性給付將於杜哈回合談判中被列入列入藍匣措施中，並且被視為比琥

珀措施的貸款價差給付相比3，對貿易造成的扭曲程度較小。 
同時，巴西也向美國警告不應僅針對美方出口有利進行特定市場開放的談

判，任何於雙邊談判所達成之關稅配額，都需以最惠國待遇的原則，適用於所有

WTO 會員國。目前，美國和歐盟對美國商品進入歐盟方面正試圖達成協議，此

協議如果成功，整體的杜哈回合談判結果，將可較容易獲得美國國會通過。 
美國貿易代表舒瓦茲（Susan Schwab）表示，和巴西及歐盟在倫敦舉行的非

正式協商，取得緩慢但持續性的進展，但印度方面仍是各問題。 
農業談判團體於 2 月 23 日在日內瓦所舉行的非正式會議中，印度堅持特殊

產品（為開發中國家保護其農民與確保農村發展所設計）應受到相對於敏感產品

（已開發國家用來保護避免受到貿易競爭之產品）要來的更小幅的自由化義務。 
於 2 月 23 日的非正式會議中，許多國家亦表達其對於主要國家透過個別的

雙邊會議進行談判、並拒絕提供其談判結果的不滿。 
（Inside U.S. Trade, March 2, 2007） 
 

                                                 
1藍色措施（blue box）：此措施為限制生產條件下給予農民之直接補貼。 

琥珀色措施（Amber Box），又稱國內生產補貼（ＡＭＳ）：針對與生產及價格有關之農業補貼， 

因具有扭曲貿易效果，農業協定規定應逐年進行削減。 
2 反週期性給付（Countercyclical Payment）：是美國在 2002 年通過，主要是防止農民因市場價格

波動過於劇烈，而必須承受大量所得損失。 
3市場救濟貸款和貸款差價給付（Marketing assistance loan and loan deficiency payment）：美國 2002

年農業法案中對農民補貼的方式之一。實施方式如下：由政府借貸給農民，當市場價格低於貸款

償還價格時，農民不用償還貸款，且仍可將產品銷售至市場；當市場價格高於貸款償還價格時，

農民再把原來所獲貸款收入加上適當的利息還給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