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落实 WTO 框架下扩大信息

技术协议产品范围谈判成果，国务

院近日发布通知，称自 2016 年 9 月

15 日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

界贸易组织关税减让表修正案》附

表所列 201 项信息技术产品（对应

中国税则中 480 多个税号）的最惠

国税率实施首次降税，除现行税率

为零的产品外，3 年后对 27%的产

品、5 年后对 24%的产品、7 年后对

12%的产品，取消关税。此次降税

对我国 IT 产业有何影响？企业应

如何应对？值得探讨。

关税减让将有力地促进全球
贸易和信息产业的发展。WTO 框

架下的《信息技术协定》旨在分阶

段将 IT 产品的关税削减至零，其成

员国代表了全球 99%的 IT 产品出

口额。2015 年 12 月 16 日，包括我

国在内的 24 个参加方发表宣言，明

确表示要约束并逐步取消新一代

多元件集成电路、半导体及其生产

设备、视听产品、医疗器械及仪器

仪表、IT 产品所需的专用零附件及

原材料等 201 项产品的关税，预计

所涉产品的年贸易额占全球贸易

总额的 7%，每年被免除关税的产品

贸易额将增加 1 万亿美元。

这是自 WTO 成立以来、也是

全球 IT 产品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

减让协定，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激

活了 WTO 框架下的多边谈判，有

助于恢复和增强谈判各方的信心，

对于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将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并将极大

地促进信息产业的发展，为世界经

济增长作出重要贡献。据美国商

会计算，协定实施后每年将为全球

GDP 增长贡献 1900 亿美元。

对于减税后的机遇与挑战，我
们应理性看待。减税，有助于促进

IT 产品进口贸易发展，消费者有望

以更低价格购买到国外电子产品，

丰富国内市场，刺激消费需求，扩

大市场规模，推动消费结构转型升

级。我国是全球最大的信息科技

产品出口国之一，减税也有利于 IT

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据美国智库

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预测，协定

扩围后，中国出口产品将获得约 80

亿美元的关税减免，每年可以增加

120 亿美元的出口额。经过 30 多年

改革开放，我国 IT 产业已经高度市

场化、国际化，手机、计算机、通信

设备制造以及软件行业等已经开

始拥有全球竞争优势，协定扩围后

出口数量将进一步增加，成为最大

受益者。

同时，减税也给部分企业带来

挑战。目前，我国 IT 产品多处于全

球产业供应链的中低端，尤其是液

晶显示屏、医疗设备等技术密集型

产品，与国际先进水平仍有一定差

距，减税后将受到国外同类进口产

品的冲击。另外，随着国内劳动力

成本和物流费用的快速提高，一些

中低端产品制造企业在失去关税

保护之后，会出现经营困难；而在

一些中高端领域，国外具有先进技

术和价格优势的产品也会对国内

产业构成挑战。

但 总 体 而 言 ，减 税 的 冲 击 并

不 大 。 一 是 减 税 给 予 了 我 国 3-7

年 的 过 渡 和 缓 冲 期 ，这 既 符 合

WTO 给 予 发 展 中 国 家 优 惠 安 排

的 基 本 原 则 ，反 映 了 发 展 中 成 员

的 合 理 诉 求 ，体 现 了 发 达 成 员 与

发展中成员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大

体平衡；同时，也是我国在关税减

让谈判中积极争取的结果。我国

始终强调市场开放必须考虑各参

加方的关税税率水平和相关产业

的 承 受 能 力 ，降 税 过 程 应 循 序 渐

进。二是我国信息技术产品的进

口关税税率较低，摄影摄像设备、

计算机及外围设备等部分产品税

率已降至 10%，国内市场的开放程

度已经较高。

加强科技创新，实施国际化战
略，变压力为动力是关键。众所周

知，关税保护是一柄双刃剑，既能

对国内幼稚产业起到培育扶植作

用 ，但 如 果 保 护 过 度 或 保 护 期 过

长，又会使其丧失市场竞争能力。

适度保护和适时开放才能有益于

产业发展。此次减税虽对部分企

业形成压力，但如果应对得当，压

力可以变动力。

一是以降税为契机，完善国外

销 售 网 络 ，加 快 跨 境 电 子 商 务 发

展，扩大我国具有竞争优势的 IT 产

品出口；二是充分利用过渡期，培

育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产品结

构升级，提升国际竞争力；三是加

强中外科技合作，与国外一流 IT 企

业共同研发新技术、新产品，补足

短板，挺进高附加值环节，培育新

的竞争优势；四是在全球范围内投

资布局，加强国际产能合作，建立

海外生产基地，打造跨国公司，攀

升全球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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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贸动态

◆贸促要闻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中

国在世界贸易格局中也正经历着从

“中国制造”向“中国标准”的角色转

变。近日，在北京举行的第 39 届国

际标准化组织（ISO）大会（以下简

称“ISO 大会”）再次将世界目光聚

焦于中国标准化工作。

大会开幕之际，国家主席习近

平发来贺信指出，国际标准是全球

治理体系和经贸合作发展的重要技

术基础。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

展，标准化在便利经贸往来、支撑产

业发展、促进科技进步、规范社会治

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中国将积极

实施标准化战略，以标准助力创新

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

展、共享发展。

开辟标准化工作新境界

“标准化水平的高低，反映了一

个国家产业核心竞争力乃至综合实

力的强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出

席第 39 届国际标准化组织大会并

发表致辞时表示，当前，世界经济复

苏艰难，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型升级

的关键期。这就需要把标准化放在

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标准全面提升、

推动产业升级，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促进经济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

水平。

作为 ISO 常任理事国，中国在

国际标准制定和促进世界经济合

作、互联互通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

角色，这更需要我们开辟标准化工

作的新境界。“中国希望承办 ISO 大

会，与世界各国和地区分享国际标

准化实践经验和成果。”中国国家标

准化管理委员会主任田世宏表示，

中国正在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鼓

励各利益相关方积极参与国际标准

化活动，通过实现标准化合作助推

世界各国间经济贸易合作，充分发

挥标准化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

的基础和支撑作用。

推动国际贸易健康发展

“三流企业做产品，二流企业做

品牌，一流企业做标准。”确立标准

是企业做大做强的不二法则。事实

上，正是由于英特尔确立了中央处

理器（CPU）标准、微软把持了操作

系统的标准、苹果主导了手机应用

标准，这些巨头才能牢牢掌握国际

市场竞争和价值分配的话语权。而

作为国际贸易的“通行证”，标准认

证是消除贸易壁垒的主要途径。据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美国商务部

的研究表明，标准和合格评定影响

了 80%的世界贸易。

有学者表示，国际标准认证规

则的实施将对国际贸易产生深刻的

影响。不遵循通行标准的国家或企

业将由于失去“平等竞争”的机会而

受到损害，逐渐被排斥在国际市场

之外。从全球体系认证、产品认证

的发展趋势看，标准认证将成为一

种非关税贸易壁垒。尽早建立相关

体系并通过认证，可帮助企业抢占

国际贸易先机。

“得标准者得天下。”这句话揭

示了标准不容忽视的影响力。而

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输

出“ 中国标准”一直都被视为最高

追求。

引领中国制造“走出去”

加强标准化工作，实施标准化

战略，是一项重要和紧迫的任务，对

中国制造“走出去”意义深远。在国

际市场竞争中，标准决定质量，有什

么样的标准就有什么样的质量，只

有高标准才有高质量。谁制定标准

谁就拥有话语权，就占据制高点。

中国高铁标准为世界认可堪称

典范。从 2012 年开始，中国铁路总

公司在中国开展了“中国标准”动车

组研制工作。中国幅员辽阔，地形

复杂，气候多变，被极寒、雾霾、柳

絮、风沙“淬炼”出的“中国标准”正

逐渐超越过去的“欧标”与“日标”，

被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同样，在

数字电视领域，中国数字电视标准

成为国际电信联盟国际标准后，已

被全球 14 个国家采用，覆盖全球近

20 亿人口，带动了中国多个数字电

视品牌走出国门。

如今，中国在国际标准制定方

面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日益增强，由

中国提出和主导制定的国际标准数

量逐年增加。截至今年 5 月，中国

已有 189 项标准提案成为 ISO 的国

际标准，特别是在高铁、核电、通信、

汽车等领域，中国在国际标准方面

实现了从跟随到引领的跨越。不断

提升的影响力也意味着更大的全球

责任。作为 ISO 常任理事国，中国

在国际标准制定和促进世界经济合

作、互联互通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

角色。

根据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的《标准联通

“ 一 带 一 路 ”行 动 计 划（2015—

2017）》，中国将加快制定和实施中

国标准“走出去”工作专项规划，助

推国际装备和产能制造合作。在电

力、铁路等基础设施领域，高端装备

制造、生物、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领域

以及中医药、烟花爆竹、茶叶等传统

产业领域，推动共同制定国际标准；

同时，在设施联通、能源资源合作等

方面，组织编译 500 项急需的中国

国家、行业标准外文版，促进“中国

标准”的对外传播。

（宗 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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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发布

应对零关税 IT企业须补足短板
■ 本报特约评论员 刘英奎

创立中国标准 助推全球贸易

本报讯 9 月 13 日，由中国贸

促会和锡兰商会、斯里兰卡—中

国商务理事会共同主办的中国—

斯里兰卡企业投资论坛在斯里兰

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中国贸促会

会长姜增伟、斯里兰卡国际贸易部

国务部长苏吉瓦·塞纳辛格、中国

驻斯里兰卡大使易先良、锡兰商会

会长萨曼萨·拉玛通贾、斯中商务

理事会主席那文达·阿贝叶塞卡

拉、斯里兰卡投资委员会主席乌普

尔·加亚苏瑞亚等出席论坛。

姜增伟在致辞中指出，中国

和 斯 里 兰 卡 是 久 经 考 验 的 好 朋

友、好伙伴。近年来，两国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政治互信

持续增强，双边贸易、投资、金融、

旅游等方面的合作取得了巨大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中斯两国资

源禀赋不同，经济互补性强，经贸

合作前景广阔。

对于进一步扩大中斯经贸合

作，姜增伟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深

入挖掘贸易潜力，扩大斯里兰卡

茶叶、珠宝、农产品、纺织品等特

色产品对华出口，促进双边贸易

平衡增长，同时通过投资，促进斯

里兰卡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对华

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二是不断扩

大投资合作，中资企业将更多资

金投入船舶服务、水产和农产品

加工、汽车装配、机电设备制造、

纺织服装等行业，积极促进斯里

兰卡工业化进程。三是继续推进

大项目建设，着力提升互联互通

水平，加快打造区域经济走廊，为

中斯两国经贸合作提供更加便利

的环境。四是积极开展服务业合

作，在金融、地产、商贸物流等领

域取得更多务实合作成果。

苏吉瓦·塞纳辛格表示，斯新

政府成立以来，致力于推动民主

法制建设，提高投资审批效率，加

快科伦坡港和汉班托塔港等大型

项目建设，推进与中国等国家的

自由贸易谈判，为斯经济发展奠

定了坚实基础。斯国际贸易部愿

意提供一站式服务，吸引更多外

国企业赴斯投资，为斯创造更多

就业机会。

据了解，此次中国—斯里兰

卡企业投资论坛有中斯两国 120
多名企业代表参加。会后，代表

们围绕农业食品、金融投资保险、

信息通讯、基础设施等行业合作

进行了对口交流。 （徐曼曼）

9 月 14 日，世界首条石墨烯导静电轮胎生产线——“森麒麟—华高墨烯”导静电轮胎智能化生产线在山东青岛
正式投产运行，这标志着石墨烯材料在轮胎行业首次实现了产业化。该产品通过在轮胎制造环节应用石墨烯原料
和工艺，使轮胎胎面在接地过程中同步实现静电导出，车辆无需额外增加车载导静电设备，有效降低安全风险。同
时，轮胎散热、强度等物理性质也因石墨烯的特殊属性而得到较大提升，因此在民用汽车尤其是易燃易爆品运输车、
电子设备专用车、军（警）防暴车等特种车辆领域有着广泛应用前景。 中新社发 解豪 摄

本报讯 近日，商务部、国土

资 源 部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部 、交 通

运 输 部 、银 监 会 五 部 委 发 布《关

于 推 进 商 品 交 易 市 场 转 型 升 级

的 指 导 意 见 》（ 以 下 简 称“ 意

见”），指 出 到 2020 年，我 国 形 成

一 批 转 型 升 级 绩 效 较 好 的 百 亿

级专业市场和千亿级综合市场，

建设一批平台化示范市场。

意 见 提 出，商 品 交 易 市 场 转

型升级瞄准三个重点方向推进：

一是信息化应用，利用现代信息

技 术 ，全 面 提 升 改 造 商 品 市 场 ，

为转型升级提供技术保障；二是

定制化服务，根据消费需求和商

品 类 别 ，大 力 推 进 定 制 化 服 务 ，

促 进 商 品 市 场 由 商 品 集 散 向 服

务 集 聚 转 变 ；三 是 平 台 化 发 展 ，

加强供应链管理与服务，推动商

品市场平台化发展，促进资源集

聚和优化配置。

（尚 茂）

罗马尼亚国家铁路公司今年

计 划 投 资 400 多 个 铁 路 改 造 项

目，投资总额达 220 亿列伊（约合

47 亿欧元）。其中包括上半年已

竣工的 6 个大型项目（总额 13 亿

列伊），以及正在实施的 58 个项

目（总额 126 亿列伊）。投资资金

主要来自国外、国家预算和私人

渠道。

投资项目主要是对 825 公里

的铁路进行加固和现代化改造，

包括 234 个桥梁、涵洞、隧道的加

固，24 个车站的现代化改造，120
公里铁路区间桥梁、涵洞、隧道的

修复等。 （本报综合报道）

据巴基斯坦《论坛快报》9 月

16 日报道，巴基斯坦财长达尔近

日在巴黎签署“税收事务行政互

助多边公约”，巴基斯坦正式成

为 经 合 组 织（OECD）条 约 的 签

署国。

巴政府称此举表明该国决心

在税务领域吸收国际先进经验，

兑现竞选承诺。有独立税收专家

认为，加入该公约是巴基斯坦税

收改革的重要步骤，但各公约成

员国国内银行法将对公约实施效

果产生巨大影响，且该公约不会

立即生效，经合组织将在各成员

国逐步推进。目前，加入该公约

的国家已达 103 个，其中 54 个将

于 2017 年起开始税收情报交换，

剩余 47 国将于 2018 年之后实施。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9 月 13
日发布公报称，二十国集团今年

第二季度经济环比增长 0.7%，其

中，中国和南非经济增速提升最

为显著。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速环

比 从 上 一 季 度 的 1.2% 提 升 至

1.8% ，南 非 从 -0.3% 提 升 至

0.8%。同期，韩国也从 0.5%提高

至 0.8% ，英 国 从 0.4% 提 高 至

0.6%，美国从 0.2%提高至 0.3%。

罗今年投资400多个
铁路改造项目

巴基斯坦正式成为
经合组织条约签约国

二十国集团二季度
经济环比增长0.7％

姜增伟出席中国—斯里兰卡企业投资论坛

五部委出台推进商品交易市场
转型升级指导意见

本报讯 9 月 18 日，中国贸促

会会长姜增伟在京会见了来访的

马 来 西 亚 — 中 国 商 务 理 事 会 主

席、马来西亚总理对华特使黄家

定一行。

姜增伟表示，中马两国互为重

要的贸易伙伴，两国经济互补性

强，比较优势明显，经贸合作前景

广阔。两国应通过“两国双园”等

重点项目推进双方经贸合作，通过

对话、企业对接等形式不断拓展合

作的宽度和深度，进一步挖掘合作

潜能。贸促会愿在中马联合商务

理事会框架下通过举办经贸促进

活动、提供经贸信息、强化涉外法

律服务等方式，努力为两国企业提

供全方位服务。

黄家定表示，马来西亚已连续

8 年成为中国在东盟的第一大贸

易伙伴。马中商务理事会代表着

马来西亚工商界、尤其是马来西亚

华商的力量，一直致力于促进马来

西亚华人和国内企业的经贸往来

和投资。马中商务理事会将在“一

带一路”倡议下，加强与中国相关

机构的政策沟通协调，推动两国工

商界合作发展。

马来西亚前驻华大使马吉德、

马来西亚驻华大使馆施志光公参、

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会长戴良业、

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永久名誉会

长钟延森、中国贸促会联络部副巡

视员徐梁等参加会见。

（王俪霏）

姜增伟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对华特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