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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 Trade Daily國際農情－2017年 6月 

國際處編譯 

1. ‘Science-Based’ Rules (2017.06.02) 

巴西及阿根廷呼籲，今(2017)年 12月的WTO部長級會議應明確

重申WTO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檢疫(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SPS)協定所規定之「科學根據」重要性。 

巴西與阿根廷皆農產品出口大國，兩國欲確保並強化落實 SPS協

定，以打擊各國擅自訂定不合理的 SPS措施。兩國表示，WTO成員

亟需一套平衡的規則，在保護人類及動植物健康的同時，應確保 SPS

措施對貿易傷害的最小化。 

 

2. Around the Globe (2017.06.02) 

加拿大政府將斥資 8.67億美元推行針葉木材產業救助方案，以減

緩美國懲罰性關稅的衝擊。美國於今(2017)年 4 月 28 日起初步對加

拿大進口針葉木材課徵平衡性關稅，且預計數月內將施行更高的懲罰

措施，加拿大諮商會警告，此次貿易爭端恐導致加拿大 2,200名林木

業勞工失業。 

美國木材產業遊說團體則指稱，加拿大政府藉由補貼措施，讓該

國林農以較低的成本進行收穫，美國商務部因此對加國針葉木材課徵

關稅。 

加拿大此次救助方案包含逾 6億美元的聯邦貸款及信貸保證，貸

款及保證由加拿大商業發展銀行 (Business Development Bank of 

Canada)及加拿大出口發展公司(Export Development Canada, EDC)兩

家國營企業辦理，其中 EDC將推出高達 5億美元的貸款及信貸保證

等金融商品，以協助加拿大林木企業。 

 

3. Public Stockholding Programs (2017.06.05) 

印尼領導的 G-33集團提議於WTO農業協定中增訂附錄，免除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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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安全為目的之公共儲糧的減讓承諾，目前印尼正努力遊說其他

WTO成員支持此項長期解決方案。 

然而美國憂心，公共儲糧恐對其他國家的糧食安全造成反效果。

印尼則表示，反對的國家應提出具體的相應提案(counter proposal)，

而非僅以反駁方式牽制 G-33集團的提案。 

許多國家強烈希望於今(2017)年底的 WTO 部長級會議完成公共

儲糧的長期解決方案，支持的國家包括南非、非洲集團、非洲/加勒

比/太平洋集團、中國、南韓、肯亞、奈及利亞、多明尼加、土耳其、

烏拉圭及新巴威等。 

部分南美洲國家則發表共同聲明，呼籲各國在杜哈農業談判中採

取認真且有彈性的態度，以確保年底部長級會議有實質的成果。 

澳洲則表示，不應以糧食安全為由，允許不受管制且無限制的境

內支持，並強調公共儲糧計畫所收購的小麥正湧入國際市場。泰國也

憂心，各國的公共儲糧若流入國際市場，糧食市場將受傷害。 

杜哈農業談判主席 Stephen Karau則表示，要完成長期解決方案並

不容易，G-33 集團對自己的提案相當堅持，但反方則強調應以 2013

年峇里協議的暫時解決方案為談判基礎。 

 

4. Fisheries Subsidies (2017.06.05) 

歐盟於 WTO 杜哈規則談判委員會提出，漁業補貼規範的談判應

優先處理透明化義務及凍結承諾(standstill commitment)等議題，此舉

將使WTO漁業補貼談判更加複雜。 

歐盟提出的具體問題包括：1.透明化義務中，各國應申報的資料

範圍為何？2.是否應設置特殊及差別待遇？若是，理由是甚麼？3.補

貼規範實施後，是否需要凍結承諾？開發中國家是否會履行凍結承

諾？ 

低度開發國家希望免除他們在漁業補貼規範中的透明化及申報

義務，以及凍結承諾，而開發中國家則希望瞭解凍結條款如何兼顧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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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漁業發展的需求。 

低度開發國家也表示，他們漁業獲得的補貼有限，希望漁業補貼

的爭端解決機制中，針對低度開發國家設置適當約束(due restraint)條

款，免除相關訴訟及單方面的報復措施。 

 

5. One More Day for Mexican Sugar (2017.06.06) 

美國商務部於 6月 5日宣布，美國與墨西哥已就進口糖暫停課徵

協議(suspension agreement)達成共識，但仍有部分技術性問題需要解

決，因此將新協議的完成期限由原訂的 6月 5日延後至 6月 6日。 

美國製糖產業於去(2016)年底要求，商務部應終止 2014年的墨西

哥進口糖暫停課徵協議，除非雙方能達成美國蔗農及加工業者能接受

的新協議。 

 

6. Around the Globe (2017.06.06) 

美國農業部長 Sonny Perdue表示，加拿大新的乳製品定價措施，

導致加拿大乳品加工業者對美國進口乳的購買量大幅下降，Perdue

呼籲加拿大立即終止這項「不當的」措施。 

加拿大酪農及 Sputo Inc、Parmalat Canada等加工業者於去(2016)

年達成一項名為「Class 7」的新定價協議，國際乳品產業組織表示，

該協議使加拿大乳原料以低於成本的價格，投入乳酪和優格等產品的

製造。 

Perdue認為今年 2月生效的 Class 7 使得加國酪農過度生產，導

致國際乳價下跌，此舉不公平且有害美國乳製品產業，並表示最快速

且有效的解決方法，就是取消這項定價措施。加拿大保護乳製品產業

免於國際競爭的措施包括對配額以上的進口乳課徵高額關稅、管制國

內生產及價格支持等。 

Perdue也針對加拿大對美國小麥的訂價措施，以及美國酒品在加

國部分省分的展示規範表達不滿。依據加拿大現行法規，美國小麥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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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加國後，便自動標示為品質及價格最低的等級。 

 

7. Around the Globe (2017.06.06) 

中國即將於今(2017)年 7月 16日重新開放美國牛肉進口，雙方農

業機關將於本周會面，商討開放前的準備工作。 

美中於今年 5月達成新協議，中國同意開放美國部分牛肉、金融

服務及能源等產業輸入。美國奧克拉荷馬州立大學教授 Derrell Peel

表示，希望此次討論聚焦於開放的最終細節，Peel認為，中國勢必會

對美國牛肉提出進口條件，如產地證明及生產科技的排除或限制等，

特別是瘦肉精(beta agonists)及其他可能的合成生長激素。 

美國農業部表示，中國很可能要求美國生產者標註牛隻的出生及

屠宰地點。肯薩斯州立大學農經教授 Ted Schroeder表示，中國目前

進口牛肉多為草飼牛，只有加拿大牛肉為穀飼牛，相比之下，美國的

穀飼牛品質更高、脂肪分布更好，中國市場開放後將為美國牛肉產業

注入強大的動能。 

Schroeder表示，如果開放後美國牛肉對中國的出口快速攀升，短

期內可能導致美國牛肉價格上升，待生產規模擴大、產量增加後，牛

肉價格便能回復開放前的水平。Schroeder 也認為，中國不會對美國

進口牛肉設置特定的配額或總量限制，但中國訂定的進口條件勢必會

限制美國牛肉輸往中國的數量。 

 

8. A New US-Mexico Sugar Agreement (2017.06.07) 

美國與墨西哥於 6月 6日達成新的進口糖暫停課徵協議，墨西哥

同意控制對美國的糖出口量，避免受到美國課徵高達 40%的懲罰性關

稅。美國商務部長Wilbur Ross表示，墨西哥同意美國近全數的要求，

修正先前協定許多缺失，以確保美國糖料生產者及煉糖業者受到公平

的待遇，正式的協定條文將於近日完成。Ross 坦言美國糖產業目前

仍不支持暫停課徵協議，希望新協議能有效改善現況，獲取美國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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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 

新協議的主要內容如下: 

• 墨西哥粗糖(raw sugar)販售至國內製糖廠的價格，由原先每磅

22.25 分美元提高至每磅 23 分美元，精糖(refined sugar)則由每磅 26

分美元提高至 28 分美元，上述價格皆含包裝及運輸成本。美國據此

暫停對墨西哥課徵反傾銷稅。 

• 墨西哥輸入美國的精糖上限，由墨西哥總產量的 53%降低至

30%。 

• 粗糖及精糖的區分標準，由 2014 年協議的 99.5 純度降低為

99.2純度。此標準變更後，墨西哥常見一種名為 estandar的糖，將由

粗糖改歸類為精糖，須受到上述 30%的進口比例限制。墨西哥藉由此

保護受補貼的精糖免於美國課徵懲罰性關稅。 

• 墨西哥同意美國對於違規情形加重懲罰，以增強貿易執法。

例如若美國發現有違反新協議的糖輸入，美國可降低墨西哥糖的輸入

上限，調降幅度可達該違規輸入量的 2倍，美國商務部亦可再將此調

降幅度增加至 3倍。 

• 依據原協議，美國農業部每年 4月 1日宣布糖的分類標準時，

墨西哥於特定條件下可享有 100%的優先取捨權(right of first refusal)，

新協議也針對該項權利行使條件進行修改。 

墨西哥經濟部長 Ildefonso Guajardo Villarreal表示，新的協議下，

墨西哥仍將是美國最大糖料供給者，並將墨西哥糖價維持在合理的水

平，更完整反映墨西哥的勞動價值。 

Ross及 Guajardo也表示，此次談判相當成功，顯示美墨於後續的

NAFTA 重新談判中將能順利合作，兩國經貿首長的交流也顯示了更

高度的相互信賴。 

 

9. Fisheries Subsidies (2017.06.07) 

印尼 6月 6日於 WTO提出一份草案，強調 WTO漁業補貼相關



6 
 

規範應針對傳統漁業及「貧窮線以下藉由小規模漁業維持生計的漁

民」，提供特殊及差別彈性。並呼籲以具嚇阻力的措施，根除非法、

未報告及未受規範(IUU)的漁業活動。 

秘魯、阿根廷、哥倫比亞、哥斯大黎加、巴拿馬及烏拉圭等 6國

也於WTO全體非正式會議中，針對漁業補貼規範提案。秘魯等 6國

強調，應禁止 3類漁業補貼包括：1.有助於從事 IUU捕撈活動的漁船

或企業之補貼；2.造成過度捕撈使魚群資源受損的補貼；3.提高或維

持海洋漁業產能的補貼。秘魯等國也堅持，應針對開發中國家維持基

本生計的小規模傳統漁業提供彈性。 

非洲/加勒比/太平洋集團等其他國家則支持南美洲國家的提案。 

 

10. Around the Globe (2017.06.07) 

加拿大諮商會指出，美國目前對加國針葉木材課徵 3%-24%的平

衡性關稅，將導致加拿大 2年內出口值下降 7億美元，損失 2,200個

工作機會。出口縮減將導致明(2018)年加拿大林木業的稅前利潤降至

11億美元，較 2016年的 18億美元及今(2017)年的 14億美元下降許

多。 

美國將於 7月宣布對加國針葉木材課徵反傾銷稅，預計稅率將高

達 30%，其中一半的成本將由加拿大生產者吸收。加拿大諮商會產業

趨勢理事Michael Burt表示，若沒有關稅的阻礙，加拿大木材產業明

年可增加 1,000個工作機會，雇用量可達 93,300人，然而關稅提高後，

明年林木產業雇用量預計將跌至 91,100 人。諮商會報告指出，依據

目前出口量，加拿大針葉木材生產者每年須繳納 17億美元的關稅。 

 

11. How to Ship Beef to China (2017.06.14) 

美國政府於 6 月 12 日公布美國牛肉重新輸入中國的最終細節，

然而尚未宣布明確的開放日期。中國於 2003 年美國狂牛症(bovin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疫情爆發後，開始禁止美國牛肉進口，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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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雙方於今(2017)年 5 月 11 日達成協議，中國同意重新開放部分美

國牛肉進口。 

輸往中國的美國牛肉須經美國農業部出口認證計畫 (Export 

Verification Program)證明符合下列規定: 

• 牛肉及其產品的牛隻來源須為下列 3者之一: 

1. 於美國境內出生、飼養及屠宰； 

2. 自加拿大或墨西哥進口牛隻，後於美國飼養及屠宰； 

3. 自加拿大或墨西哥進口牛隻，並直接於美國屠宰。 

• 牛隻須有識別標籤，追蹤其出生之美國農場；若為進口牛隻，

則須紀錄進入美國後的第一個飼養地或輸入之港口。 

• 牛肉或其產品之來源牛隻年齡須低於 30個月。 

• 冷藏或冷凍之帶骨及去骨牛肉產品可輸入中國 

• 牛畜體、牛肉及牛肉產品直到輸入中國前，皆須明確標示並

控管。 

美國農業部長 Sonny Perdue向參議院表示，美國牛肉輸入中國的

條件非常明確，尤其是產地追蹤，Perdue表示，中國欲確保自美國進

口的牛肉並非來自加拿大或墨西哥。 

中國曾是美國最大的牛肉出口市場，且中國牛肉進口值由 2012

年的 2.75 億美元快速上升至 2016 年的 25 億美元，牛肉進口不斷擴

張。然而美國牛肉自 2003 年起便無法輸入中國。美國是世界最大的

牛肉生產者，且曾是世界第 4 大牛肉出口國，2016 年美國牛肉全球

銷售量超過 54億美元。 

 

12. Agriculture Talks This Week (2017.06.15) 

牙買加自 2015 年起因美國爆發高病原性禽流感，禁止自美國受

感染的 15 州進口禽肉，該國已於今(2017)年初解除美國禽肉的進口

禁令，惟其中阿拉巴馬州及田納西州於今年3月仍有疫情傳出，因此，

牙買加政府目前仍在評估是否開放該 2州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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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項進口禁令導致 2015 年美國對牙買加禽肉出口減少 500 萬美

元，2016年則減少 2,500萬美元。另牙買加種蛋(fertile eggs)多自美國

進口，牙買加家禽產業也因此受到影響。 

 

13. A Start to the Rural Economy Plan (2017.06.16) 

美國農業部、貿易代表署及商務部等行政機構於 6 月 15 日啟動

「農業及農村經濟繁榮總統特別工作小組 (Presidential Task Force on 

Agriculture and Rural Prosperity)」，將透過法規修訂，提升美國農村

生活品質。 

美國貿易代表 Robert Lighthizer指出，美國近 20%的農業收入來

自出口，貿易是美國農業經濟的不可或缺的一環。Lighthizer也強調，

美國農業生產者正面臨大量貿易障礙，各國缺乏科學根據的進口檢驗

標準，導致美國農民不敢使用最新的農業技術，美國將透過貿易協定，

致力推動並執行具備科學根據的檢驗標準，並呼籲WTO只能允許具

有科學根據的進口障礙。 

美國管理及預算辦公室(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主任

Mick Mulvaney表示，美國 85%的貧窮郡縣位於農村，而農民及農村

居民是美國最難以由經濟成長中獲利的人。Mulvaney 指出，過去 4

年美國農業收入已下降 50%。 

 

14. Around the Globe (2017.06.16) 

美國與中國於 6 月 16 日簽署瞭解備忘錄，預計短期內可增加逾

200家乳品出口商進入中國市場，並為將來更多的進口者鋪路。此份

備忘錄將為美國酪農、乳品加工業者，以及牛乳、乳酪、嬰兒奶粉等

產品帶來大量的新商機。 

根據此備忘錄，美國輸入中國的乳製品，須經代表食品藥物管理

署(FDA)的第三方機構審核，以確保符合中國食品安全規範。 

2016 年美國銷往中國的乳製品達 3.84 億美元，為美國第三大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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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品出口市場，僅次於墨西哥及加拿大。隨著中國乳品需求不斷增加，

乳品產業創造美國就業機會的潛力亦相當可觀。 

此項備忘錄是根據中國 2014 年實施的食品安全規範簽訂，該規

範要求，出口國須證明其乳品製造過程符合中國食品安全規範，方可

輸入中國。 

 

15. A Debate on Fisheries Subsidies (2017.06.19) 

中國於 WTO 杜哈規則談判的全體非正式會議上表示，不應將漁

業補貼規範、漁業管理及領海主權等議題納入WTO爭端解決瞭解書

(Dispute Settlement Understanding, DSU)的管轄範圍。中國認為，將漁

業議題納入 DSU，會違反現行WTO爭端解決機制的立法概念。 

南韓同意中國的立場，並表示打擊漁業補貼的相關談判，還未到

討論爭端解決條款的階段。 

美國不反對討論嚴格的漁業補貼規範，並表示各國可研擬如何減

輕透明化義務的負擔。歐盟則表示，有能力提供漁業補貼的國家，必

然有能力蒐集到個體層級的支付資料，透明化義務應當可行。各國對

漁業補貼協議是否納入凍結(stand-still)承諾意見分歧。各國也要求秘

魯、阿根廷、哥倫比亞、哥斯大黎加、巴拿馬及烏拉圭等倡導漁業補

貼規範的國家，應就提案內容提出更深入的說明。 

澳洲、加拿大、日本、俄羅斯、紐西蘭、美國及南韓等國認為，

目前WTO漁業補貼規範的提案，並不足以有效約束從事非法、未報

告、未受規範(IUU)捕撈活動的國家。然而，許多開發中及低度開發

國家憂心，繁重的透明化承諾等規定會削弱特殊及差別待遇的彈性。 

許多工業化國家及部分開發中國家不同意為小規模傳統漁業提

供額外的彈性，但許多以傳統漁業為主的開發中及低度開發國家要求，

應針對此類漁業補貼設置簡單且有效的特殊及差別待遇，減少傷害性

的削減義務。 

WTO 成員上週也就印尼的提案進行討論，印尼認為，應禁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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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於過度捕撈及漁業產能過剩的補貼，但又要求為開發中及低度開發

國家數千萬的傳統漁戶提供足夠的減免待遇。美國、摩洛哥及日本對

印尼的提案表示擔憂，而巴西、中國、印度、非洲/加勒比海/太平洋

集團則認為，印尼的提案中，獲得彈性待遇所需符合的魚群資源評估

及漁業管理條件太高，部分國家幾乎不可能取得資格。 

 

16. A/C/P Fisheries Proposal (2017.06.21) 

非洲/加勒比海/太平洋(ACP)集團於 6 月 21 日提案，要求 WTO

各國應於今(2017)年 12月的第 11屆部長會議前，就漁業補貼規範達

成有意義的多邊談判成果。該集團也強調，漁業補貼規範應獨立談判，

不應連結規則談判的其他議題。 

ACP 集團強調，WTO 漁業補貼規範應禁止導致過度捕撈及產能

過剩的補貼，以及針對非法、未報告且未受規範(IUU)漁業的補貼。

各國應於今年 12月前完成有效禁止上述 2類補貼的協議，並針對「多

魚種捕撈(multi-species catch)」管轄權的明確定義加強討論。 

另外，ACP集團也希望針對涉及過度捕撈及產能過剩的大型商業

化漁業，以及WTO成員之海事管轄範圍(maritime jurisdiction)外的漁

業活動，設置額外的禁止規範。 

根據 ACP 集團的提案，開發中及低度開發國家之內陸水域或經

濟海域內的沿岸小規模傳統漁業，僅供漁民及漁戶維持基本生計者，

仍可持續獲得補貼。ACP 集團也明確表示，漁業補貼規範不應適用

於有主權爭議的海域。 

關於透明化要求，ACP集團認為，應提供開發中國家適當的過渡

期程、技術協助及能力建構，以利達成魚群資源評估、監督等其他要

求。 

 

17. A Call for Resuming EGA Negotiation (2017.06.22) 

日本、南韓及紐西蘭等國呼籲其他 WTO 成員重新啟動停滯的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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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商品協定(Environment Goods Agreement, EGA)談判，以利儘早完成

這項複邊協定。瑞士表示已準備好重啟談判，歐盟也表示將全力支持，

而加拿大、新加坡及土耳其等國也已釋出再度談判的意願。 

然而中國卻潑了盆冷水，表示 EGA 必須奠基於「共同但有差別

的責任(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 

 

18. Around the Globe (2017.06.22) 

美國農業部長 Sonny Perdue日前就美國乳製品、小麥及酒品在加

拿大的市場進入提出擔憂，對此加拿大農業部長 Lawrence MacAulay

表示，加拿大會靜觀其變，等待美國於談判桌上提出正式的議題。美

國、加拿大與墨西哥即將重新談判 NAFTA。 

 

19. Fresh Olives From Spain (2017.06.23) 

美國橄欖公平貿易協會（The Coalition for Fair Trade in Ripe Olives）

向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及商務部提起反傾銷及平衡性關稅的請求，指

控西班牙銷往美國的加工橄欖(processed ripe olives)受到不公平的補

貼，價格遠低於市價。 

該協會指稱，西班牙橄欖傾銷幅度達 84% 至 232%，並宣稱西班

牙橄欖出口商受西班牙政府及歐盟補貼金額高達 1.449億美元。 

 

20. Around the Globe (2017.06.23) 

美國農業部長 Sonny Perdue於 6月 22日宣布，因巴西牛肉再度

發生安全疑慮，美國將暫停進口巴西所有生鮮牛肉，直到巴西農業部

採取矯正措施。 

自今(2017)年 3 月起，美國食品安全檢驗局（Food Safety and 

Inspection Service）對巴西進口牛肉產品的檢驗率高達 100%，其中因

公共健康、衛生條件及動物健康等因素，不合格退運率達 11%，共計

106貨櫃，約 190萬美元。美國對其他地區進口牛肉的平均退運率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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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巴西政府已承諾主動處理劣質肉醜聞導致的安全疑慮，包括暫停

國內 5家廠商出口肉品至美國，但美國仍決定暫停進口巴西所有生鮮

牛肉。 

 

21. Around the Globe (2017.06.23) 

根據加拿大一份研究，美國退出 TPP將導致出口成本提高 30 億

美元。而 TPP 若維持 11國的規模，美國以外的成員間出口額將提升

2.4%，僅為原 12國版本下可增加金額的 40%。惟加拿大牛肉進入日

本市場時，可望因免於與美國牛肉競爭而獲利，其他蔬果、加工食品、

豬肉及家禽產品亦同。 

 

22. Food Security and Export Restrictions (2017.06.26) 

WTO杜哈農業談判主席Stephen Ndungu Karau於 6月召集各國討

論公共儲糧的長期解決方案、開發中國家的特別防衛機制、境內支持、

市場進入及出口限制等議題。Karau 也將於 6 月 30 日討論削減棉花

境內支持等議題。 

公共儲糧議題為印尼代表 G33開發中國家集團所提出，美國等工

業國家、凱因斯集團及許多開發中國家表示，只要確保公共儲糧不流

入國際市場，他們樂意完成解決方案。歐盟則堅持，公共儲糧的解決

方案必須連結境內支持的削減，特別是新增的公共儲糧，部分 G33

國家反對歐盟的立場。 

對公共儲糧抱持懷疑的國家則表示，長期解決方案不可將公共儲

糧納入綠色措施，或針對市場價格支持新增特別附錄，否則絕不支持

此提案。 

出口限制則得到普遍的支持，可望於今(2017)年底的部長會議達

成具體成果。阿根廷原先因實施出口稅而反對出口限制，如今也轉變

立場。新加坡則提出，應透過嚴格的透明化條款建構更完善的通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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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以提升出口限制的可預期性。然而南非、中國、印度等國家，對

出口限制的透明化及申報要求提出質疑，認為這類要求將增加開發中

國家的負擔。 

在境內支持方面，美國仍堅持所有 WTO 成員都必須承諾削減境

內支持。 

 

23. Around the Globe (2017.06.26) 

美國近日將再對加拿大針葉木材加徵約 10%的反傾銷稅。加拿大

市場分析人員表示，美國欲透過強硬的懲罰性關稅，逼迫加拿大於

NAFTA重新談判前，與美國達成新的針葉木材協定。 

今(2017)年 4 月美國初步對加拿大針葉木材課徵 19.88%平衡稅，

加拿大針葉木材今年 5月份在美國的市占率跌至 27%，較去年同期的

31%為低，這代表加拿大今年 5月份出口損失 1.65億美元，其中英屬

哥倫比亞省損失 1.05億美元，魁北克省損失 1,800萬美元。加拿大數

十億的產出及數以千計的工作機會岌岌可危。 

過去的貿易爭端中，最終關稅率多較初步課徵時低，但此次美國

可能採取更強硬的手段，因為加拿大政府已推出 8.67 億美元的信貸

及保證信貸等財務支持方案，以因應美國的關稅措施。 

 

24. Preliminary AD Duties on Lumber (2017.06.24) 

美國商務部於 6 月 26 日宣布對加拿大針葉木材課徵反傾銷稅，

但來自紐芬蘭與拉布拉多、新斯科細亞、新布藍茲維、愛德華王子島

等 4個大西洋省份的針葉木材除外。美國商務部表示，此項決定是因

應美國產業及加拿大相關省份的要求，來自大西洋 4省份的產品並未

傷害美國產業。 

美國商務部認定，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等其他省份的針葉木材，

以低於公平價格 7.72% 至 4.59%的價格銷入美國市場。此次反傾銷

稅加上 4月 24日初步課徵的平衡稅後，美國對加國針葉木材關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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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達 17.41%至 30.88%。 

美國商務部長 Wilbur Ross 發表聲明表示，美國仍希望透過談判

解決針葉木材爭端。2016 年美國自加拿大共進口 56.6 億美元的針葉

木材。 

商務部將於 9月 7日決定最終的反傾銷稅率。 

 

25. Around the Globe (2017.06.27) 

美國農業部長 Sonny Perdue將於 7月 1日訪問中國，慶祝中國再

次開放美國牛肉進口。中國自 2003年起禁止美國牛肉輸入，今(2017)

年終於部分開放美國牛肉，第一批美國牛肉已於 6月 19日抵達中國。 

 

26. Around the Globe (2017.06.27) 

巴西農業部長 Blairo Maggi將親自訪問美國，試圖遊說美國取消

日前對巴西牛肉的進口禁令。美國農業部長 Sonny Perdue於 6月 22

日宣布，美國因安全疑慮，全面暫停進口巴西生鮮牛肉，直到巴西採

取改正措施為止。 

Maggi 表示，巴西會盡全力爭取牛肉回歸美國市場，並指出，美

國的疑慮起因於巴西食用牛身上出現的腫塊，但這些腫塊僅是牛隻施

打口蹄疫疫苗後的過敏反應，並不代表公共衛生出現危機。 

巴西牛肉出口協會對美國的禁令表示痛心，並表示已調整巴西牛

肉的生產流程，Maggi此行也會向美國說明實際調整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