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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部長會議是否能推進杜哈議程和亞洲貿易發展？ 

 

日前在巴里島舉辦的 WTO 部長會議，密集的協商過程使人們對於杜哈回合議程

內容以及亞洲貿易的發展恢復了信心。若本次在巴里島能達成關稅配額、貿易便

捷化及糧食安全等重大議題的協議，便可增加 WTO 自身的可見度和杜哈議程的

發展；若失敗了，則將會加速東協等大型區域性貿易協定的快速發展，並嚴重打

擊不在協約內的國家。 

 

來自世界各地的貿易談判代表聚集在巴里島 WTO 部長會議來討論杜哈回合中的

協議內容，WTO 部長會議在本月三日到六日間舉行。在這場會議中除了討論協

商內容外，也將選出新任的 WTO 秘書長，隨著大型區域性貿易協議的快速發展，

WTO 的重要性將被削弱，而這場部長會議將會決定 WTO 未來在國際貿易市場的

角色和能見度。 

本文將探討巴里島部長會議所可能帶來的影響以及杜哈議程和亞洲貿易未來的

進展。 

 

巴里部長會議的目標 

WTO 杜哈回合在 2001 年底展開，目的為以重新審視現有的貿易規則來減少貿易

障礙並改善國際貿易體系。當時以數學模型推估杜哈議程能夠帶給這個世界超過

2800 億美元的額外收入，且亞洲將獲得其中大部分。 

 

這個野心蓬勃的大計劃涵蓋了近 20 個貿易區，但在 2008 年冬季的對談中，印度

與美國在農業協議上產生了歧異，自此之後，WTO 會員國們對於多邊貿易自由

化的方案漸漸失去了興趣，在此之中，包含亞洲許多國家，選擇簽署如東協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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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性貿易協定來解決貿易障礙和改善貿易規定。 

在 2009 年和 2011 年成功重啟談判後，期望藉著這次的 WTO 巴里島部長會議

將會員國們重新請回談判桌上。WTO 秘書長 Roberto Azevedo 將盡其所能讓會

員國們相信多邊貿易自由化不僅是最好也是最可行的方案。在最樂觀的情形下，

這次的部長會議可以做為杜哈回合破局以來重啟多邊貿易自由化談判的起點。  

 

巴里部長會議能達成什麼成果? 

日前在日內瓦舉辦的巴里部長會議行前談判狀況相當熱烈，會員國們主要圍繞著

三個主要議題展開討論。 

首先是關稅配額管理的問題，這是 G-20 開發中國家所拋出的議題，這個提案的

發想主要是為了修改目前的配額分配原則來避免有特定國家利用來建立貿易障

礙。新的協議能夠增加限制配額商品交易市場透明度和貿易的便捷度。目前會員

國間主要的共識正是增加資訊的流通性和透明度，但預估各會員國間將會針對如

何訂定規則以及此項協議對於開發中國家的特惠待遇情形展開一場激烈的辯論。 

第二個交付審議的提案則是交易便捷化，此議題是由美國及歐盟已開發國家所發

起，此項議題訴求以增加市場透明度、共同協調海關程序以及加強貿易基礎架構

的形式來加速現有的跨國貿易項目。目前最主要的爭議點是如何平衡這項議案對

於開發中國家應盡義務和享受的好處上。在這樣的背景下，於今年十月中旬在華

盛頓所舉辦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暨世界銀行年會中，該組織及其下屬團體宣布將

與 WTO 合作來協助解決開發中國家的難處以達成此項共識。 

第三個核心議題是 G-33開發中國家團體提出解決糧食安全議題的國家公共儲糧

計畫。 



此項提案認為開發中國家的政府應該能夠被賦予以低於市場價的收購價格購買

無上限量的糧食以維護國家糧食安全的權利，並且不會被國際間認為是扭曲國際

糧食貿易價格的舉動。此項提議是由中國、印度、菲律賓等開發中國家提出，這

些政府都有為該國貧民而設立的糧食安全計畫方案。但此議題很難在 12 月的巴

里島會議達成共識並修訂目前的農業協定，會員國們傾向以給予暫時豁免權的方

式來避免挑戰 WTO 大架構下的章程。 

對亞洲地區可能的影響 

簡單來說，上述三個議題的套案通過後將會減少亞洲國家的貿易障礙，貿易前景

也被看好。但這些協議所能改善的程度以及全面性的影響都是難以預料的。 

配額管理以及交易便捷化能夠順暢亞洲地區的貿易情形，但我們必須注意到以下

幾點，第一，在亞洲地區只有少部分貿易是透過配額管制，而且這個套案並不是

廢止配額制度，而是使配額制度更容易被管理而不致成為負擔。 

而在便捷化的議題上，許多亞洲的開發中國家都擁有相當有效率的海關，在 2012

年世界銀行發布的貿易物流績效指數當中，前三十名有六名是來自這些國家，其

中包括了中國、南韓、馬來西亞、新加坡、香港以及我國。 

貿易便捷化可能會對低收入國家很有幫助，此次套案能夠強化現有的海關制度並

減少繁文縟節。這些正面效益可能不會馬上生效，但中長期看來，低收入國家群

將會是這項改變的大贏家。 

 

而第三個議案，即解決糧食安全議題的國家公共儲糧計畫，所實行後所將造成的

貿易效果將是難以估算的。由政府人為制定的收購價格以及長期儲糧都很可能使

得市場機制過度扭曲。 



就亞洲而言，主要儲備的糧食必然是稻米，而稻米在亞洲市場又具有舉足輕重的

地位，在新協定的影響下，勢必會使得稻米市場受到嚴重干擾。如此一來，便與

當時杜哈發展議程，追求一個更開放、穩定且更可預測的交易環境的核心精神背

道而馳。 

未來展望 

即使這三項提案在中長期下才會開始顯現效果，但隨著它們的通過，更可以對各

界傳遞一個重要的訊息，那就是多邊貿易協定仍然是相當可行的。也能夠使杜哈

發展議程的許多議題重啟談判，並將多邊貿易的議題們帶回談判桌上。 

 

但我們必須了解到，由於許多前例無功而返，這次的第九屆 WTO 部長會議也難

免因這些質疑的聲浪而蒙上陰影。許多會員國也因為這個原因，多數傾向先簽署

巨型區域貿易協定來避免這種情形發生，但目前未簽署的區域貿易協定的國家必

定不願意看到這種狀況發生，因為一但這次的套案破局，那麼這些被排除在區域

貿易協定之外的國家將會首當其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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