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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內瓦官員本週表示正籌備 5 月 19 日該週的貿易部長會議，以期在農業與

工業產品方面有突破性的進展。其部分原因乃主要貿易伙伴針對得完全免除降稅

公式之敏感性農產品的待遇問題已達成共識。為了在部長會議中迅速達成協議，

美國、歐盟、巴西間也開始新的合作關係。WTO 秘書長 Lamy 也支持這種快速

的作法。但 USTR 代表 Susan Schwab 則提出了部長會議將晚於五月舉行的可能。

一位日內瓦資深官員表示，若 WTO 部長會議無法在五月中舉行，則到七月前都

將不會召開，而這將嚴重危及談判於今年完成的機會。 
除了農業談判的進展外，談判者在 4 月 10 日也針對未來規則談判之途徑做

出決定。貿易伙伴同意規則談判主席於水平談判開始前，發佈一份比談判現況更

為具體的規則，但確切定義與該文件之地位仍尚未達成共識。 
在敏感性商品方面，美國、歐盟、巴西、日本、加拿大、澳大利亞在月 4

月 4 日向 ROOM E 此一小型談判小組提出一份敏感性商品待遇的妥協協議。由

於該協議較為複雜，協議的倡議國正試圖向其他會員解釋，並持續研討技術面之

細微差別，端視是否有進口國或出口國在協議中明顯受惠。惟該協議目前仍無法

說服農業談判的「主席之友」部分成員，如阿根廷、烏拉圭、挪威、紐西蘭等國。 
在該妥協協議下，歐盟的水果、蔬菜及「其他乳製品」，將不受敏感性商品

一般原則之限制，且協議意圖在國內消費量之評估上取得平衡，以成為貿易國透

過關稅配額決定敏感性商品市場開放的基礎1。凱因斯集團中的出口國，提議將

整個商品集團指定為敏感性商品，但進口國則希望採行部分指定的方式，允許其

在稅則項目中保有 4％-6％的分配額，針對敏感性產品作個別定義。此外，協議

的六國同意調和關稅稅號第十八章中所定義的高度加工產品，不得從國內原料消

費量中排除。至少國內原料消費量的 90％，包括加工產品，必須計入原料產品

關稅配額的擴張計算中。同時協議亦提供進口國有限的機會，利用子分類細分產

品類目。此種技術性改變，將允許會員針對出口國關稅配額底線所生之影響作限

制。該效果將使被指定為敏感性商品的稅項，有較低的市場開放要求。協議規定，

貿易伙伴至多可選擇兩種產品種類，將其細分至不超過兩種以上的子分類中，但

該子分類須受產品明確定義及具體特徵之限制。同時，協議亦解決了每種產品分

類中得指定多少關稅配額之技術性爭議。由於出口國擔心，若有一類以上之的關

稅配額而其出口僅落入其中一類，此將危及其出口機會，因此協議的六個國同

意，會員至多可於其產品分類中選擇三種產品分類，而每種至多僅能設有兩種關

稅配額。 
（資料來源：Inside US Trade, April 11, 2008） 

                                                 
1  請參見本中心第 68 期電子報：「白宮與美國貿易代表署對杜哈談判妥協方案之歧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