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 11 月 17 日  
資料文件  
 

立法會  
工商事務委員會  

 
世界貿易組織談判及  

諸邊貿易協定談判的進展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匯報世界貿易組織（世貿組織）

《多哈發展議程》談判及中國香港有參與的諸邊貿易協定談判

的進展。  

 

《多哈發展議程》  

2.  《多哈發展議程》談判在二零零一年於卡塔爾多哈

舉行的世貿組織第四次部長級會議上展開。《多哈發展議程》

旨在促成農產品、工業產品及服務業的貿易自由化，以及改善

國際貿易規則。《多哈發展議程》談判其中一個主要目標，是

回應發展中經濟體，尤其是最不發達經濟體的發展需要。  

3.  在二零一三年十二月於印尼峇里舉行的世貿組織第

九次部長級會議上，世貿組織成員通過了「峇里成果」。成果

涵蓋全新訂立的《貿易便利化協定》（《協定》）和其他九項有

關農業和發展議題的決定。世貿組織成員亦同意就《多哈發展

議程》的餘下議題擬備清晰的後峇里工作計劃，以期清除完成

《多哈發展議程》談判的主要障礙。  

 

「峇里成果」的進展  

4.  世貿組織成員一直積極跟進第九次部長級會議的決

定，重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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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便利化協定》  

5.  《協定》載列了對所有世貿組織成員都具約束力的

義務，以改善及協調他們的進出口和海關手續和程序。《協定》

於去年十一月開放供世貿組織成員加入，並會在三分之二世貿

組織成員加入後正式生效。截至二零一五年十月底，已有 51
個世貿組織成員加入《協定》，預計將有更多成員跟隨。  

6.  中國香港在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加入《協定》，是 161
個世貿組織成員中首名加入的成員。這顯示香港對《協定》能

早日落實的承擔及強烈願望。  

 

農業和發展  

7.  第九次部長級會議原則上同意，世貿組織的發展中

國家成員應可享有更大彈性，為確保糧食安全而儲備作為主要

糧食的農作物，而世貿組織成員應避免在第十一次部長級會議

（即約二零一七年年底）通過永久解決辦法前挑戰該等公共儲

備計劃 1。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世貿組織成員同意致力在二零

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之前通過永久解決辦法，這較原先目

標日期提早兩年。世貿組織成員亦釐清他們應避免挑戰在第九

次部長級會議前已存在的計劃，直至找出永久解決辦法。  

8.  在第九次部長級會議上，世貿組織成員亦同意改善

關稅率配額 2 的管理，並採取措施矯正配額持續使用不足的情

況。自始，他們同意使用一個經修正的通報範本來匯報關稅率

配額使用率，以提高透明度。  

9.  第九次部長級會議的另一決定，是在服務貿易方面

提供更佳的海外市場准入予最不發達國家成員，讓他們融入多

邊貿易制度。基於此決定，約 25 個世貿組織成員（包括中國

                                                       
1  公共儲備計劃被視為會扭曲貿易，若有關作為主要糧食的農作物是按政府所定價格而非按市場

價格向農民收購。根據現行世貿組織協定，維持該等計劃的世貿組織成員若超出協定限量，或

會受到挑戰。 
 
2 關稅率配額是用以決定進口品關稅的配額制度，配額以內的進口關稅低於配額以外的關稅。一

些世貿組織成員憂慮關稅率配額使用不足可能代表農產品出口的市場准入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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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已表示願意向最不發達國家成員給予特別待遇。截至二

零一五年十月底，17 個世貿組織成員（包括中國香港）已向

世貿組織通報他們會給予最不發達國家成員的優惠待遇。  

 

後峇里工作計劃  

10.  在第九次部長級會議上，世貿組織成員同意在二零

一四年十二月或之前擬備後峇里工作計劃。成員間就應將哪些

《多哈發展議程》議題定為工作計劃的優先重點意見分歧，以

致未能在限期前訂定工作計劃。成員同意把限期延至二零一五

年七月，以嘗試解決分歧。二零一五年七月三十一日，世貿組

織總幹事宣布該組織未能就餘下的《多哈發展議程》議題訂定

清晰的工作計劃，並促請成員各自考慮有何可行的方案。  

 

籌劃內羅畢成果  

11.  暑期休會後，世貿組織成員開始探討在肯尼亞內羅

畢舉行的第十次部長級會議上達成一些工作成果的可能性。有

關成果的具體內容仍有待商討，當中可能包括發展議題，尤其

是改善最不發達國家成員的市場准入、撤銷農業方面的出口補

貼，及加强透明度以便利貿易。世貿組織成員現正進行密集討

論，務求為第十次部長級會議可能達至的工作成果取得共識。  

 

第十次部長級會議  

12.  世貿組織第十次部長級會議將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十五至十八日舉行。作為多邊貿易制度的堅定支持者，中國香

港將會出席會議，並積極參與談判。由於世貿組織成員的談判

立場各異，現時難以預測內羅畢成果將如何發展。儘管如此，

大部分世貿組織成員均同意有需要商討在第十次部長級會議

後如何跟進《多哈發展議程》下尚未解決的議題。部份世貿組

織成員又認為是次部長級會議應申明世貿組織的重要角色，並

為世貿組織未來的工作（不限於其談判職能）給予指引。中國

香港對此持開放態度，亦樂意參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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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邊協定  

 

擴大《資訊科技協定》  

13.  《資訊科技協定》於一九九六年十二月訂立。根據

該協定，各參與成員已消除對來自世貿組織所有成員（包括沒

有加入協定者）的特定資訊科技產品的進口關稅。《資訊科技

協定》現時有 53 個成員（包括中國香港）。  

14.  隨着科技發展，協定的部分成員（包括中國香港）

自二零一二年中起一直就擴大協定的產品範圍進行討論。此等

成員已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就消除額外 201 項資訊科技產品的

進口關稅達成共識。在完成檢討個別成員推行關稅減免的時間

表後，有關談判可望於二零一五年底完成。除非得到其他成員

同意，協定成員需要在二零一六年七月起的三年內，撤銷對來

自世貿組織所有成員的上述最新涵蓋的產品的關稅。  

15.  中國香港在資訊科技界別有重大貿易利益。二零一

四年，資訊科技相關產品在香港的本地出口和對全球的轉口分

別達 80 億元和 23,240 億元，約佔總本地出口的 14%和總轉口

的 64%。擴大的《資訊科技協定》落實後，協定成員將提供關

稅減讓。它們在相關產品的貿易額約佔全球份額的 90%，香港

的生產商和貿易商將可享有較佳市場准入。生產商亦可以較低

價格採購資訊科技部件和附屬組件，從而減低其生產成本。  

 

服務貿易協定談判  

16.  服務貿易協定的目標，是達成一份高度進取和全面、

能吸引廣泛參與，並可在日後轉為多邊化的服務協定。由於《多

哈發展議程》談判陷於僵局，部份世貿組織成員於二零一一年

十一月提倡以諸邊方式推進服務談判。  

17.  香港的服務業佔本地生產總值的 93%。作為一個以

服務為本的經濟體，中國香港的目標是在服務貿易協定的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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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為服務業界取得更有利的市場條件。目前共有 23 個世貿組

織成員參與談判，包括本港服務業十大貿易伙伴的其中八個，

並佔香港整體貿易服務約一半。  

18.  自二零一三年起，各成員已在日內瓦舉行十三輪談

判。大多數成員已就市場准入提交初步承諾，而主體文本及為

本地法規、金融服務、電訊服務及海運服務訂立新的或更趨完

善守則的附件，亦取得良好進展。  

19.  儘管各成員未就完成談判訂下時間表，他們都期望

早日達成協定。香港將繼續與服務貿易協定成員合作，以期訂

出一份既高質素又乎合香港利益的服務貿易協定。  

 

環保貨物協定談判  

20.  鑑於多哈回合談判缺乏進展，14 個世貿組織成員 3

（包括中國香港）在二零一四年七月展開了環保貨物協定諸邊

談判。談判的目標是削減多種環保貨物的關稅，以及嘗試處理

相關的非關稅事宜。  

21.  參與成員一直進行密集談判，以期制定削減關稅的

產品清單。談判中的最新綜合產品清單包含 10 大產品類別 4

共 650 多個項目。各成員的目標是在第十次部長級會議前完成

產品清單的談判。  

22.  香港對討論中的環保貨物有相當重大的貿易利益。

二零一四年，有關產品在香港的本地出口和對全球的轉口分別

達 60 億元和 8,640 億元，佔總本地出口的 11%和總轉口的 24%。

部分談判成員為香港的主要市場。  

                                                       
3  14 個世貿組織成員為澳洲、加拿大、中國、哥斯達黎加、歐盟、中國香港、日本、韓國、新西

蘭、挪威、新加坡、瑞士（代表瑞士和列支敦士登的海關聯盟）、中國台北和美國。其後，冰島、

以色列及土耳其亦已加入談判。 
 

4 這 10 大類別為(1)空氣污染管制、(2)潔淨及再生能源、(3)能源效益、(4)環境監測、分析及評估、

(5)環境有益產品、(6)噪音振動減量、(7)環境復育及清理、(8)資源效益、(9)固體及有害廢棄物

管理、以及(10)廢水管理及水處理。 



- 6 - 

23.  香港的製造商和貿易商會受惠於因環保貨物協定提

供關稅減讓而增加的市場准入機會。減低協定所涵蓋環保貨物

的關稅亦會降低有關產品的成本，促進那些產品的更廣泛使用，

從而對環境保護作出貢獻。  

24.  正如《資訊科技協定》的情況，當《環保貨物協定》

生效時，協定的優惠將按最惠國待遇的原則適用於所有世貿組

織成員。因此，這些諸邊協定將有助推進多邊貿易自由化。  

 

 

工業貿易署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