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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A4_96_c28_645874.htm (一)农业协议 《农业协议》的

主要内容是对农业政策三个领域的规定：市场准入、国内支

持和出口补贴。 1.市场准入 《农业协议》规定通过将非关税

措施关税化并禁止使用新的非关税壁垒，关税减让承诺，最

低市场准入，以及建立特殊保障机制等措施促进农产品贸易

自由化的实现。协议规定，从1995年开始分年度实施，发达

成员实施期6年，发展中成员为10年。具体规定主要是：非关

税措施的关税化、约束关税并进行减让、以关税配额的方式

承诺现行准入和最低准入量、建立特殊保障机制。 2.国内支

持减让承诺 国内支持是指有利于农产品生产者的国内支持措

施。为消除许多成员的国内农产品支持政策对农产品市场产

生不利影响，协议对不同的国内支持措施进行分类处理，区

别对待。 (1)需要减让承诺的国内支持政策。那些对生产和贸

易产生扭曲作用的国内支持政策，称为“黄箱政策”。 (2)需

要约束的国内支持政策。在“黄箱政策”中，如果某些条件

得到满足，不需要削减，但要约束，如：“蓝箱政策”、微

量支持政策、发展中成员的“特殊和差别待遇”。 (3)不需要

减让承诺的国内支持政策。对贸易影响最小的措施，被称为

“绿箱政策”。 3.出口补贴来 在出口记者承诺方面，协议规

定，在数量上和金额上对出口补贴进行了削减。农产品的出

口补贴属于被禁止使用的，已实施的要进行削减.出口补贴减

让以具体产品为基础的数量及价值削减为减让承诺方式。 (

二)纺织品和服装协议 1.纺织品和服装贸易的逐步并轨 协议要



求成员不得设立新的纺织品与服装贸易限制，并逐步取消已

有的限制。具体做法如下：逐步取消产品的配额限制、逐步

增加尚未取消限制的产品的配额数量。 2.过渡性保障机制 过

渡性保障机制是指，某项纺织品和服装的配额限制取消之前

，若进口成员证明该产品进口数量剧增，对国内有关产业造

成严重损害或有严重损害的实际威胁，并且自单个成员的进

口出现急剧和实质性增加，则可对该出口成员采取暂时的保

障措施。 3.反舞弊条款 4.纪律条款 (三)信息技术产品协议 《

信息技术产品协议》是世贸组织成立后新达成的协议。该协

议由世贸组织成员和申请加入国或单独关税区自愿参加。该

协议只是一个关税削减机制，虽然协议也规定要审议非关税

壁垒，但不需要做出约束承诺。一些发展中国家可以将其减

税实施期延至2005年1月1日。成为协议参加方，必须遵守四

条原则：承诺必须涵盖协议所列全部产品.所有产品必须削减

至零关税.其他税费必须约束在零.参加方削减关税及其他税费

的措施并入《1994年关贸总协定》所附各自减让表中。 (四)

海关估价协议 海关估价是海关为征收关税等目的，确定进口

货物完税价格的程序。《关于履行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7条的

协议》又称为海关估价协议，规定了一个中性、公平、准确

的海关估价制度，以消除在海关估价方面的随意性、不可预

见性，便利海关结关工作，减少进口商与海关当局之间的争

议。主要内容有： 1.完税价格 进口货物的完税价格应为成交

价格，即进口商在该货物销售出口至进口国时实付或应付的

价格。 2.海关估价方法 协议确立了海关估价的6种方法，按先

后次序实施：货物本身的成交价格、相同货物的成交价格、

类似货物的成交价格、扣除法价格、计算法价格、以“回顾



”方法确定完税价格。 3.对海关估价决定的司法复议 进口商

对海关估价决定有申诉的权力。 (五)装运前检验协议 装船前

检验是指进口商或进口方政府通过专业检验机构对出口产品

在装运前进行检验，以确信产品符合合同中规定的条件，或

符合进口方对产品的安全要求。 《装运前检验协议》根据非

歧视原则和透明度原则，确立了出口成员和进口成员在装运

前检验活动中权利和义务的国际框架，协议的宗旨是确保装

运前检验不会造成不必要的困难，划定厂一个政府授权的装

运前检验机构可以在其他成员领土内开展活动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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