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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哈回合谈判的最新进展》

内容概要

《多哈回合谈判的最新进展(2010年度报告)》从多哈回合谈判的最新进展人手，包括农业议题、非农
产品市场准人议题、规则议题、新加坡议题和服务贸易议题五部分内容。其中每项议题基本按照如下
框架展开：首先对各项议题的谈判背景进行梳理，然后对目前最新的谈判情况和各成员方的立场进行
回顾、总结，并分析谈判搁置的原因，最后对未来的谈判前景进行展望。作为一份非官方的研究报告
，《多哈回合谈判的最新进展(2010年度报告)》主要是对各领域中的谈判情况进行分析和总结，并对
未来的谈判前景进行展望，以期使读者能够对谈判的动态进程有一个详细的了解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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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世界贸易组织教席计划背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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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二）关税配额及配额管理 作为乌拉圭回合非关税措施关税化的产物，关税配额为的是非
关税化后不会引起农产品市场准入条件的下降，但关税配额规定的数量并不是实际进口量或义务，只
是一种市场准人机会的承诺。在新一轮农业谈判中，关税配额成为市场准人问题中备受关注的争论话
题。各方谈判的内容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如何加强配额管理，即配额管理的方法问题；二是是否
扩大关税配额量，即配额的数量增加问题；三是配额内的关税削减问题。 1.配额的管理方法 关于配额
的管理方法，所有成员都认为没有一种单一的管理方法是最好的。一些成员希望规定哪些方法是允许
的，哪些方法是不允许的；另一些成员则认为应当设定更为广泛的规则，使管理办法符合实用、可预
期和高透明度原则；非洲联盟、ACP以及最不发达成员则呼吁简化配额管理办法，增加透明度，从而
使发展中成员受益。 对于未使用的配额，一些国家认为应该将未使用的配额转入下一期继续使用，或
者提高配额外关税以及阻止配额外进口，直到配额用完为止；而另一些国家则认为，配额没有履行是
受到市场供需情况的影响，而不应看做是一个问题。 在具体管理方法中，成员们对配额拍卖这种方式
争议很大，部分成员方认为，拍卖配额相当于政府征收了附加税，违反了关税承诺规则；但另一些成
员认为，拍卖方式具有简单易行、便于操作、透明度高的特点，对于任何参与主体都很公平。 2.配额
数量的增加 关于扩大配额数量，G20认为发达成员应该按国内消费量的一定比例继续扩大配额，发展
中成员则不作任何承诺；日本、挪威以及东欧一些成员明确反对继续扩大关税配额；有些成员认为关
税配额的最终目标是采取单一关税，主张减少配额；有的成员提出应该以当前最新的国内消费水平为
基准来重新计算配额数量，其他成员则反对以任何形式减少关税配额量。为弥合各方分歧，“哈宾森
案文”对关税配额数量作了规定：对于成员减让表中确定的关税配额量，发达成员的关税配额量应扩
大到国内消费量的10％，实施期为5年；发展中成员的关税配额量应扩大到国内消费总量的6.6％，实
施期为10年；如果发达成员有1／4产品的配额量已扩大到国内消费总量的12％（发展中成员为8％），
则允许其可以有其他1／4产品的配额量为国内消费总量的8％（发展中成员为5％）。 3.配额内关税水
平 关于配额内关税水平，有些成员（如G20）希望配额内关税削减为零，而一些成员则反对配额内关
税为零，认为保留配额内关税有利于缩小配额内和配额外关税水平的差距，有利于最终实现单一的关
税化。 在各成员的努力下，WTO总理事会终于在2004年7月31日就农产品贸易达成了一个框架协议，
同其他很多领域一样，框架协议并没有对关税配额问题给予具体的表述，只是给出了一种原则性的基
本表达，即规定：通过对每一产品的关税配额承诺和关税削减相结合的方法来实现“实质性改善市场
准人”，而关税配额的扩大方法则有待于进一步谈判，通过削减或取消配额内税率和对现有关税配额
管理体制的改善，使发展中成员充分得益于关税配额下的市场准入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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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多哈回合谈判的最新进展(2010年度报告)》是世界贸易组织教席项目（WTOChairsPmgramme）的阶
段性成果，该项目旨在支持和促进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大学和研究机构与贸易相关的学术活动，
通过课程设计、教学、培训、科研和相关信息的普及、公开的学术讨论等方式，促进学生、研究人员
、政策制定者和民众对多边贸易体制的理解和认识。经过与全球70多个国家的大学的激烈竞争，2009
年11月，上海对外贸易学院顺利入选全球12所“世贸组织教席”院校，也是中国唯一一所人选的院校
，张磊教授同时被任命为世界贸易组织教席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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