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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97/2021_2022__E6_8A_80_

E5_B7_A7_E5_BF_83_E5_c28_597443.htm 前些日子参加了北京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举办的关于原产地证手签员的培训。培训

当中，觉得这些知识都是外贸人员所必须具备的，特撰此文

，以作抛砖引玉之用。 谈到原产地证，不得不提到普惠制。

普惠制全称普遍优惠制（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 

简称GSP。它是世界上32个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产

品给予的普遍的、非歧视的、非互惠的优惠关税，是在最惠

国关税的基础上进一步减税以至免税的一种特惠关税。读懂

这个定义，我们就可以掌握以下两点： 1、 GSP是非互惠的，

它不象曼谷协定（我们待一会会谈到它）是互惠性质的。这

是欧盟等发达国家为我们发展中国家作的一件有利于我们的

产品出口的事。在同样的FOB价格(离岸价)的条件下，我国外

贸人员就可以利用优惠的税率扩大出口。比如我集团下的有

机硅系列产品，世界上只有美、德、法、日等少数的发达国

家掌握有机硅生产技术，中国是其中唯一的一家发展中国家

，那么当大家的FOB价格和品质都一样的时候，发达的进口

国当然会选我们的产品。其他产品也是，大家在分析产品优

势的同时一定要考虑GSP关税优惠的因素。 2、 GSP的税率比

最惠国税率更低。最惠国税率（The Most-favoured-nation Rate

of Duty）首先就给人听觉上的误导，但是，诸如曼谷协定以

及GSP的税率都是在最惠国的基础上进一步优惠的。在这值

得一提的是，美国虽然给予我国最惠国待遇，但是在GSP上

，它始终不肯对中国让步，它和保加利亚、匈牙利这3个国家



是32个给惠的发达国家中不对中国给惠的3个国家。 关于其

他29个给惠国，我在这不一一列举。仅就我们平时业务中经

常接触又比较特殊的日本作一下简单的举例介绍，这个国家

不同于其他给惠国的规矩很多，比如，它对许多给惠的产品

实行最高配额管理。也就是说它虽然给惠，也不会无限度的

，你要是对它出口的太多，它就要限制你。又比如它的财政

年度是始于每年的4月1日，所以说3月份的时候很多中国的出

口商会抢着申请对日本的GSP原产地证书，以便赶在日本下

一年的配额限制之前使出口产品获得关税的优惠。大家要记

住的是，如果出口日本的东西含有从日本进口的成分要作为

给惠国成分的话必须要有从日本进口原料证书，这是不同于

欧盟等其他给惠国的。 上文提到的给惠、给惠国以及给惠国

成分这几个词中给惠的意思大家可以望文生义的理解为给予

优惠，那么给惠国就是指那些给予发展中国家优惠的32个发

达国家。其中，给惠国成分是很值得一提的，因为现在国际

分工合作很多，我国出口的东西可能大部分都不是完全国产

的，但只要其中给惠国成份和原产成份占一定的比例，仍然

可以享受普惠制税率。所以可以作这样一个推论：如果是出

口日本的产品，那么原料如果国内没有的话，最好从日本进

，以便享受普惠制税率。对于给惠国成份在原产地标准中所

占的分量，各个给惠国的规定不尽相同，我在此就不赘述了

。 第三节我们提到了曼谷协定，这是我国于去年10月份加入

的一个协定。这个协定是东亚五国在1975年签订的。协定中

的五国--老挝、印度、孟加拉、韩国和斯里兰卡采取关税互

惠政策。所以我们加入此协定后，我们与韩国等国家也实行

了关税互惠政策，这就增加了我国产品在韩国等国家的竞争



能力。韩国已经在这4个多月中利用这一优惠政策加大了很多

产品对我国的出口，很遗憾的是我国做的还很不够，希望大

家要好好利用有利的大环境。 关于普惠制，我也是刚接触，

以上所写的一些，希望大家批评指正。让我们好好的利用普

惠制，共同为中国的产品打向国际市场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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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