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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8/2021_2022_WTO_E4_B9

_8B_E6_9C_80_E6_c36_328875.htm 最惠国待遇，是国际经济

贸易关系中常用的一项制度，又称"无歧视 待遇"。它通常指

的是缔约国双方在通商、航海、关税、公民法律地位等方面

相互给予的不低于现时或将来给予任何第三国的优惠、特权

或豁免待 遇。条约中规定这种待遇的条文称"最惠国条款"。 

最惠国待遇可分为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和有条件最惠国待遇两

种。前者 指缔约国的一方现在或将来给予第三国的一切优惠

，应无条件地、无补偿地、自动地适用于缔约国的另一方。

后者指缔约国的一方现在或将来给予 第三国的优惠，缔约国

的另一方必须提供同样的补偿，才能享受。 最惠国待遇范围

广泛，其中主要的是进出口商品的关税待遇。在贸易 协定中

一般包括以下内容： 1、有关进口、出口或者过境商品的关

税和其 他捐税； 2、在商品进口、出口、过境、存仓和换船

方面的有关海关规定 、手续和费用； 3、进出口许可证的发

给。在通商航海条约中，最惠国待 遇条款适用的范围还要大

些，把缔约国一方的船舶和船上货物驶入、驶出和停泊时的

各种税收、费用和手续等也包括在内。 特殊条件下，最惠国 

待遇源于自由贸易原则，即各国在世界市场上享有平等的、

不受歧视的贸易机会。是用来作为对付重商主义保护关税政

策的一种手段。到自由资本 主义时期，为各资本主义国家普

遍采用。后来帝国主义国家往往利用他们签订的最惠国条款

，在殖民地、附属国中享受各种特殊优惠，而后者则由于所

处的从属地位，实际上难以享受到相应的优惠。二次大战后



，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改变这种不合理状况，要求发达国家

对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出 口商品实行单方面的、普遍的关税减

免，即实行关税普遍优惠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