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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根据粮农组织，“粮

食安全的存在是当所有的人民在任何

时候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足够、安

全和富有营养的食物以满足其健康而

积极生活的膳食需要”（粮农组织，

2004a）。

生活保障：能够持续地获得足

够的收入和其它资源，以使家庭满足

基本需求。生活保障包括能获得足够

的食物、饮用水、健康设施、教育机

会、住房和参与社区活动的时间及融

入社会。

乡村发展：这一进程影响乡村人

口的小康生活，包括提供基本需求和

服务 — 获得粮食、健康服务、水和诸

如道路等基础设施 — 通过教育开发人

类资本。乡村发展还涉及那些减少对

农业部门不利的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

的易受害性以及其他风险，并加强自

力更生。 

资料来源：Calpe和Prakash，2005年。

特殊产品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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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认识到更加自由的

农产品贸易所带来的潜在利

益，并在目前的多边贸易谈判中为

此目标做出承诺。但是，许多发展

中国家在应用商定的关税削减上寻

求灵活性，以便不对它们长期的经

济和社会发展产生偏见。它们的关

注是，如果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薄

弱，关税削减带来的危机将使它们

在竞争面前暴露无疑，但它们没有

能力应对这种危机，而且该危机还

可能损害农业增长、收入、甚至粮

食安全。的确，许多发展中国家从

乌拉圭回合中没有看到任何利益。

进 一 步 自 由 化 的 模 式 表 明 ， 将 来

所获得的利益不会是为最不发达国

家的，却是针对发达国家和富有的

发展中国家。世贸组织成员已经接

受，贸易自由化包括发展中国家面

临的风险；它们同意特殊和差别待

遇方面的需求，而这些需求将会限

制这些国家对关税削减的承诺，以

便保障它们发展的需求和重点。取

得这项目标的措施是谈判中的主要

内容。特殊产品是这些措施的最重

要内容。

特殊产品是由一个发展中国家

确定的产品 —“自行设定的”— 对

整个的发展特别重要，因为其在提

高粮食安全水平、生活保障和乡村

发展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些

产品将免于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中达

成的任何关税削减。2005年，世贸

组织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举行的

第六次部长级会议宣布：

发展中国家将具有自行设定

作为特殊产品的适宜税目数量的灵

活性，并将得到粮食安全、生活保

障和乡村发展标准指标的指导。

（世贸组织，2005年）

用于发展目的的特殊产品



个例研究分析中若干特殊产品

国家类型 产 品 占卡路里 
总消费量 
的份额

（百分比）

进口量/ 
消费量

（百分比）

占总收 
获面积 
的份额

（百分比）

占总生产 
量的份额

（百分比）

生产量 
增长率

（百分比）

粮
食

净
出

口
发

展
中

国
家

39.68 0.00 56.54 19.63 –0.70

12.45 0.00 5.12 1.54 –1.99

2.68 0.09 1.87 0.69 0.43

2.14 3.39 7.01 2.18 –1.91

1.69 0.01 0.00 0.58 6.56

1.45 0.00 0.77 0.87 0.94

1.45 0.00 6.03 8.56 –4.00

0.03 99.00 0.01 0.00 0.00

粮
食

净
进

口
发

展
中

国
家

33.12 44.00 17.80 4.10 –1.34

4.83 41.45 14.91 4.17 1.41

4.00 35.40 0.00 0.40 –2.20

1.70 0.03 0.55 0.64 5.10

1.30 0.01 2.78 0.57 –6.35

1.23 0.10 3.24 4.08 –0.89

1.03 79.71 0.00 0.03 19.81

0.25 0.78 10.70 3.55 –2.30

小
经

济
发

展
中

国
家

18.00 0.00 8.52 48.30 –1.50

9.84 10.89 2.98 0.26 5.96

5.96 2.46 7.88 1.54 2.70

4.05 1.94 n.a. 0.41 23.12

3.64 5.56 4.07 0.20 –15.42

1.82 0.00 0.56 0.86 –13.69

1.15 0.00 7.20 8.30 –14.00

1.09 0.91 n.a. 0.06 27.60

0.93 73.09 0.05 0.04 –28.55

资料来源：Ford等人，2005年。注：n.a. = 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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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回合的谈判期间，最不

发达国家所持的立场一直是特殊产

品条款讨论中有争议的议题。争论

的观点是，不会要求最不发达国家

在执行任何商定的协议中削减其约

束性关税水平，因此也不会要求特

殊产品关税的免除；鉴于其他发展

中国家使用特殊产品的条款会限制

最不发达国家的出口机会，因此，

它们是否支持这一条款的延伸，目

前尚不明确。

特 殊 产 品 的 贡 献 可 以 从 两 个

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从严格的发展

角 度 来 看 ， 特 殊 产 品 意 味 着 向 发

展 中 国 家 提 供 灵 活 性 （ “ 政 策 空

间”），促进它们的发展目标和减

轻全部关税削减带来的负面影响。

从实现多边谈判取得成功结果的角

度看，特殊产品的贡献为一些产品

提供灵活度（降低关税的削减），

以便为所有产品取得更加全面的自

由化并使多哈回合产生结果。

如何确定特殊产品？

很明显，发展中国家不可能自

行设定无限制数量的特殊产品，所

以，需要制定特别的标准。如果简

单地设定这些产品，而不将做出的

选择与粮食安全、生活保障和乡村

发展明确地联系起来，可能会有助

于在世贸组织内达成一致，但却不

能实现发展目标。对选择需要一个

全面的和系统的措施，从明确的国

家发展目标开始，并为每一个三项

标准使用实际的和操作性指标。 

粮农组织制定了一套指标，能

最大限度地满足每一项标准 — 尽管

粮食安全、生活保障和乡村发展的

问题是重复的，但这些指标还会对

一个以上标准有借鉴作用（Ford等

人，2005年）。

本 页 的 表 格 列 举 了 三 种 不 同

类型发展中国家的具有代表价值的 

指标。

粮食安全指标

n 农产品对营养的贡献（农产品

占卡路里摄入量的比例）

n 进口依赖性（进口产品与消费

产品之间的比率）

n 自给自足率（消费产品与产品

生产量之间的比率）

n 获得产品的稳定性（国内生产

的变化）

生活保障指标

n 进口置换的发生率（进口增长

率 ； 生 产 与 进 口 产 品 之 间 的 

关系）

n 农业土地/产品份额（农产品占

收获面积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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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发展指标

n 农产品在国家和乡村经济中的

重要性（农产品占整个农业产

量 的 份 额 ； 农 产 品 生 产 的 增 

长率）

这份指标清单不是绝对的，各

国在选择最适应它们自己的指标菜

单时可以给予灵活性。相关的分析

表明，被减少的指标可以代表很多

的指标，因而，可以根据少数的标

准做出分类。

实 际 上 ， 每 一 种 标 准 的 各 种

指标的计算都将能提供一份可以被

指定为“特殊”产品的初始清单。

需要分析这份清单上每一种产品的

目前和将来的贸易政策，并决定是

否需要不同的贸易政策进行处理。

例如，如果关税水平已经很低，因

此，可以很强烈地提出指定产品为

特 殊 产 品 以 限 制 进 一 步 削 减 的 要

求。如果特殊处理是理想的，那那

么差别待遇的特殊形式可以作为与

贸易合作伙伴谈判的题目。 

事实上，这些步骤措施并不是

直接的，至少是由于计算不同指标

的现有数据上的限制。而且，由于

粮食体系、生活体系和乡村发展是

动态的，因而，可能成为特殊产品

的清单也随时间而变化。 

如何对待特殊产品？

一旦特殊产品被确定，产品在

执行世贸组织商定的贸易规则时，将

给予更加温和的待遇。特殊产品概念

最重要的部分是，特殊产品不应有任

何关税削减，不应做出任何新关税配

额的承诺或设置关税上限（即对产品

设置最高的关税），并且，所有特殊

产品应由特殊保障机制进行管理（将

在本报告的后部分讨论），以便遏止

进口的激增，临时提高关税。还进一

步建议，高质量产品应在世贸组织

谈判涉及的所有支柱中给予灵活性 

（既不仅仅针对市场准入支柱下的关

税），并允许发展中国家在使用国内

支持政策时具有灵活性，诸如补贴和

旨在增加出口的支持。 

利用特殊产品条款 — 大米的案例

一些发展中国家有可能将大米

指定为特殊产品。一些发达国家也

可能将其指定为敏感产品。大米为

指定特殊产品提供了一个感兴趣的

案例。鉴于大米在国际贸易中重要

地位，指定为特殊或敏感产品 — 至

少从改革进程中部分地排除 — 都

将 对 国 际 大 米 市 场 产 生 影 响 并 对

多边贸易自由化的整体效果产生影

响。尽管对指定特殊产品达成协议

可以确保发展中国家的乡村发展和

粮食安全的关注均将受到保障（从

而克服潜在的障碍，以便使贸易谈

判取得成功），但是对其他更加广

泛自由化的出口国而言，可能存在

失去利益的潜在成本。这些成本已

在粮农组织基于模式的分析中得到

探讨，其分析了对世界市场价格、

生产和贸易的潜在影响，其中大米

被指定为特殊或敏感产品（Calpe和

P r a k a s h ， 2 0 0 5 年 ； 粮 农 组 织 ，

2005d）。

与描述目前现状的基线比较，

上页的图显示了三种关税削减的不

同比率。三种不同的情况是：完全

的自由贸易，所有产品都有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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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将大米的关税降至零；自由贸

易，包括大米在内的所有产品的关

税为零，不包括将大米指定为特殊

产品的发展中国家（将大米关税仅

降低33%）以及将大米指定为敏感

产品的发达国家（将大米关税降低

50%）和完全不削减关税的最不发

达国家；自由贸易，将大米指定为

特殊或敏感产品，不削减关税。

可以预期，对大米价格、生产

和贸易的影响将根据市场开放程度

变化。在自由贸易中，最不发达国

家、特殊或敏感产品都没有例外，

贸易可以得到极大的促进，导致进

口价格明显下降。但是，指定大米

为特殊或敏感产品削弱了其效果。

当不要求这类产品有市场开放时，

这些影响实际上就消失了。 

大米是先前乌拉圭回合多边贸

易谈判的主要内容。由于几个国家

反对开放它们的大米市场，理由是

对它们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生

活和环境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现在

已找出了一条消除僵局的出路，并

纳入了最终《农业协定》有关“特

殊待遇条款”之中；该协议根据一

定条件，允许各国对产品保持非关

税壁垒的水平。该条款将大米免除

由日本、韩国、菲律宾和中国台湾

省设置的一般性放宽市场准入的条

件 。 该 条 款 经 常 被 称 之 为 “ 大 米 

条款”。

虽然很多国家自那以后对其大

米政策制度进行了改革，但大米仍

然被当作是战略性产品，不能与其

他农产品同等对待 — 其重新唤起这

样的认知，即如果要实现农业市场

开放的宏伟目标的话，需要在目前

回合的多边贸易谈判中对大米有某

种形式的“特殊待遇”。

实际上，在多哈回合结束时，

仅 有 少 数 几 个 国 家 可 能 会 积 极 地

使 用 大 米 作 为 例 外 的 特 殊 或 敏 感

产品条款，因为很多最重要的大米

生产国都是最不发达国家，因而免

除关税削减的义务。此外，几个生

产大米的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已经使

用低于通知世贸组织的最高“约束

性”水平，一个信号是，它们不会

激 烈 地 反 对 削 减 它 们 的 约 束 关 税

率 。 所 以 ， 即 使 关 税 全 面 进 行 削

减，这是在约束价值上，也不会对

实际实施的关税产生任何影响。的

确，在主要的进口国中，约束和适

用性关税（即所谓的关税过剩额）

差别很大，在目前回合的贸易政策

改革中不会产生太大的效果，除非

对约束率的削减力度足以能消除约

束和适用性关税率之间的差距。

另一方面，大米生产小国也希

望指定大米为特殊或敏感产品，与

小麦、玉米和其它粮食一样，限制

对整个谷物部门市场准入的优惠。

这是《乌拉圭回合农业协定》的案

例，即使是那些大米不是其战略性

作物的国家，也将大米作为受到特

殊保障机制的保护。就特殊和敏感

产品而言，滥用这些例外的现象也

有望减少。可以通过对它们的数量

进行限制或通过产品要满足严格的

标准来实现。 

特殊与敏感产品影响 

之比较 — 奶制品的案例

与大米一样，奶制品贸易依然

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市场准入障碍的

制约。事实也已证明，在该部门实

现贸易改革非常困难。乌拉圭回合

在关税化方面所做的工作导致奶制

品在整个农业部门中享有最高的关

税。其结果是，以全面、大幅度削

减贸易壁垒为目标的贸易谈判将对

国内制酪业和贸易政策产生重大影

响。在此情况下，近来达成的关于

如何确定享受一般纪律豁免的特殊

与敏感产品的规定，可能对制酪业

改革潜力产生影响。关键的问题是

将产生多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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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大米确定为特殊或敏感产品的影响

资料来源：Calpe和Prakash，2005年。注：价格为平均加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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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油的关税模式：若干国家和区域超过配额的平均关税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

议农业贸易政策分析模式数据库，2006年。

注：关税数据指配额外平均关税，或平均单一最惠国关

税；最惠国关税是没有配额的，但要根据国家情况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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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 奶 制 品 被 宣 布 为 特 殊 产

品 ， 发 展 中 国 家 可 能 将 奶 制 品 自

关 税 减 让 中 免 除 ， 理 由 是 制 酪 业

对“粮食安全、生计安全和农村发

展 ” 有 根 本 性 的 意 义 。 如 被 宣 布

为 敏 感 产 品 ， 有 关 国 家 则 可 能 偏

离一般关税公式减让，并提出通过

关税配额扩大解决偏离关税公式问

题，实现对市场准入的“实质性改

善”。有资格享受如此安排的具体

奶制品种类的数量是至关重要的。

在某些发达国家，奶制品在农产品

税 目 中 占 据 相 当 大 的 成 份 ， 欧 盟 

（EU）为8%，美国为14%。

粮 农 组 织 分 析 （ 粮 农 组 织 ，

2005e）认为，除去奶制品约束关税

的绝对规模外，对特殊与敏感产品

确定带来影响的关键因素包括：

n 关税“过剩额”程度 — 是指

世贸组织“约束”税率和实际

实行税率之间的差额。如图所

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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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国家和区域黄油关税的“水份”

2000 2004 2008 2012 2000 2004 2008 2012

资料来源：计算来自经合发组织-粮农组织，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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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油批发价

世界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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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价格及超过配额的关税

奶制品关税统计：2002年超过配额的平均关税或单式税则

注：关税数据指配额外的平均关税或最

惠国单式税则，对所有国家没有配额。

产 品 约束性关税
(百分比)

适用关税
(百分比)

级 差 
(百分比)

平 均 最 高 平 均 最 高 平 均

黄 油 57 573 28 447 29

奶 酪 50 494 23 265 26

浓缩产品 54 496 24 303 29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联合国

   贸易与发展会议，2006年。

黄油批发价

世界价格

关税估算

世界价格及超过配额的关税

黄油批发价

世界价格

关税估算

世界价格及超过配额的关税

2006年农产品市场状况 1�

15

12

9

6

3

0

 5

4

3

2

1

问题是意义重大的。在此类情

况下，即使对约束关税进行相

当的削减，也不足以实现实际

实行关税的削减，对市场准入

没有作用。

n 关税“水份”的程度 — 是指关

税在满足防止进口削弱现行国

内价格支持政策所必须的水平

之上超出的部分（在发达国家

普遍存在这种现象，是一个关

注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

关税削减可能并不足以引起价

格或政策变化，所能实现的市

场 准 入 方 面 的 改 观 也 将 十 分 

微小。

n 如 果 将 奶 制 品 确 定 为 敏 感 产

品，通过谈判能达成什么样的

交易，或确定什么规则，以决

定 在 多 大 程 度 上 扩 大 进 口 配

额 ， 以 补 偿 并 非 完 全 的 关 税 

削减。 

如 果 没 有 特 殊 或 敏 感 产 品 豁

免，大幅度的关税削减将导致世界

奶制品价格上升高达8%至12%。

如 果 给 予 奶 制 品 特 殊 或 敏 感 产 品

待 遇 ， 价 格 变 化 幅 度 将 减 少 一 半

以 上 。 粮 农 组 织 研 究 （ C l u f f 和

Vanzetti，2005年）表明，即使所有

发展中国家宣布制酪业享受特殊产

品豁免，但与不宣布豁免相比，世

界市场也不会受到多大的影响，其

主要原因在于关税过剩额，以及这

类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有限作用。

但是，如果发达国家将其确定为敏

感商品，雄心勃勃的关税公式削减

的 作 用 就 会 在 相 当 大 的 程 度 上 降

低，市场准入的扩大程度也将受到

严重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