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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第六屆香港部長會議宣言

對我國農業之影響與因應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2006年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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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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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國集團結盟參與香港部長會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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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與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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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WTO農業議題談判進展

1. WTO於2000年3月起展開農業議題談判，
歷經2001年杜哈部長會議及2003年坎昆部
長會議，均無具體結果。

2. 2004年7月底通過「七月套案」，就農業談
判架構達成共識。

3. 2005年12月13至18日召開第6屆香港部長會
議並通過宣言，各國同意於2006年4月底前
完成減讓模式談判，7月底前提送減讓表，
並自2007年起執行談判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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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國集團結盟參與香港部長會議情形

1.我國在2003年WTO坎昆部長會議期間，與瑞
士、日本、韓國、挪威、冰島、以色列、保

加利亞、模里西斯、列支敦斯登等糧食淨進

口國家結盟組成十國集團（G10，其中保加
利亞於2005年4月簽約加入歐盟而退出集團運
作），在過去多次談判場合G10均展現結盟
力量，要求會員重視農業具有糧食安全、環

境保育、農村發展及社會安定等多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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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國集團結盟參與香港部長會議情形

2.本次香港部長會議開始前，G10也先行召開部

長級會議，凝聚集團共識，並研商香港部長

會議期間的談判策略。我國在出席G10部長
國際記者會時，李主委聲明特別強調台灣為

糧食淨進口國，支持WTO以漸進方式進行農

業改革，但也主張應針對會員特殊的農業環

境與不同的關稅結構，給予充分且公平的考

量；此外，李主委並主張新會員應享有必要

的彈性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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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國集團結盟參與香港部長會議情形

3.在香港部長會議期間，G10每天召開資深官員
會議，除檢討談判進展與因應對策外，並交

換相關資訊；特別是香港部長會議期間僅有

26國受邀出席具有決策性質的密室會議，
G10就有瑞士、日本及模里西斯等3個國家參

加，對於我國進一步掌握各項議題之談判情

形，甚有幫助。同時也促使香港部長宣言，

納入G10關切的重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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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香港部長宣言農業內容及對我國之影響
　　與因應

農產品市場開放

－部長宣言重要內容：

1.農產品關稅應分4個級距削減，關稅越高，降
稅幅度越大。

2.會員可指定適當項數之敏感產品，至於敏感
產品之處理，應考量所有相關要素。

3.開發中國家並可指定特殊產品及實施特別防
衛機制，以保護重要農產品。

－對我國之影響與因應：

　香港部長宣言並未涉及實際承諾內容，未來
我國將爭取敏感產品與特殊產品之優惠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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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香港部長宣言農業內容及對我國之影響
　　與因應

國內農業補貼

－部長宣言重要內容：

將各國對農民的補貼金額分為3級削減，補
貼金額越高，削減幅度越大。其中歐盟列於
最高級距，日本及美國列為第2級距，其他國
家（包括我國）屬於第3級距，削減幅度最小。

－對我國之影響與因應：

　農委會已積極實施各項產業結構調整措施，
包括稻米、雜糧、甘蔗、菸草等作物之保價
收購補貼金額均已調降，應可符合談判削減
補貼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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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香港部長宣言農業內容及對我國之影響
　　與因應

農產品出口競爭

－部長宣言重要內容：

1.各種形式之出口補貼應於2013年完全取消。

2.出口貸款及糧食援助之規範，應於2006年4月
底前完成。

－對我國之影響與因應：

　我國已於加入WTO時承諾不採取出口補貼，
目前政府亦無出口補貼情形，其他國家取消
出口補貼，應有助提昇我國產農產品競爭力，
並可拓展我外銷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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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香港部長宣言農業內容及對我國之影響
　　與因應

漁產品（屬於非農產品市場開放）

－部長宣言重要內容：

1.以瑞士公式削減關稅，惟開發中會員應有較
小降稅幅度。

2.自願性參與部門別零關稅自由化。

－對我國之影響與因應：

1.我國同意工業產品（含漁產品）可採雙係數
之瑞士公式進行降稅，惟已開發及開發中會
員之係數差距應儘量縮小。

2.部門別自由化之參與以自願性為基礎，對我
漁產品影響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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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香港部長宣言農業內容及對我國之影響
　　與因應

新入會國彈性待遇

－部長宣言重要內容：

　新入會國在入會時對市場進入已做出大幅減
讓承諾，在本次談判中應給予彈性考量。

－對我國之影響與因應：

　我國已與其他新入會國合作，爭取應有彈性
待遇，包括延緩執行談判結果、較小削減幅
度、較長執行期程及實施國內農業政策之必
要彈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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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1.香港部長宣言並未涉及實際削減數字，因此，
對我農業部門的實際影響，必須待未來談判確
定，始能進一步評估分析。

2.為及早因應農業談判結果，農委會已積極推動
各項產業因應對策，以降低對我農業部門可能
造成之衝擊。

3.農委會除透過G10繼續積極參與談判工作，以
爭取共同關切之重要利益外，並將以開發中國
家及新入會國之身份，爭取享有必要的彈性優
惠待遇，以確保我農業永續發展及農民權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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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報告，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