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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18年来最大规模减税协议达成：

201项信息技术产品将零关税
本报记者 罗 兰

世贸组织（WTO）近日达成重磅协议。据多家媒体报道，WTO框架下《信息技术协定》（ITA）扩围谈判

成功，包括中国在内的谈判各方同意在3年内对201项信息技术产品实施零关税。这是世贸组织18年来达

成的最大规模关税减让协议，也是全球IT产品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协议。业内人士指出，扩围后将极大地

促进全球贸易和信息产业的发展，中国的手机行业、计算机行业、通信设备行业、软件行业也将受益。

涉及贸易额万亿美元

自 由 贸 易 需 要 参 与 国 减 免 关 税 。
WTO 框架下的信息技术产品关税消减协
议是 《信息技术协定》，该协议是世贸组
织项下的多边贸易协定，于1997年4月生
效，其成员国代表了全球97%的IT产品出
口额，旨在分阶段将信息技术产品的关税
削减至零。目前，已涉及全球 IT 产品贸
易额高达4万亿美元。

近日 WTO 签订的协议是对以往 《信
息技术协定》（ITA） 的更新和扩围。此次
谈判于本月 14 日在位于瑞士日内瓦的欧
盟使馆启动，期间来自 54 个国家的谈判
代表就不同 IT 产品的关税问题进行了探
讨并达成共识，同意扩大全球 IT 产品的
免关税清单。

据悉，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谈判各
方将确定免除关税的相关技术细节和时间
表，并有望在今年12月WTO第十次部长
级会议上签署ITA扩围协议。

新协议达成后，包括半导体、磁共振
成像设备、全球定位系统设备、打印机墨
盒、核磁共振成像仪和超声扫描设备等医
疗装置、视频游戏机在内的201种IT产品

的关税将取消。据外媒报道，协议达成
前，上述高科技产品在相关国家的进口关
税高达8%。

世贸组织表示，今后，每年被免除关税
的全球IT产品贸易额将增加1万亿美元。

激活世贸相关谈判

这份 IT 产品免税扩围协议将产生一
系列辐射效应。世贸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
在当天发表的声明中说，扩围协议具有里
程碑意义，协议所涉 201项信息技术产品
的年贸易额占全球贸易量的7%。

据美国商会数据显示，《信息技术协
定》 扩围，将每年为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贡献1900亿美元。
业内人士指出，协定里面主要的成员

国代表了全球将近 99%的 IT 产品出口额，
扩围后将极大地促进全球贸易和信息产业
的发展。

日本共同社报道说，在新协议下，日
本每年将有价值超过 645亿美元的出口产
品享受免关税待遇。美国彭博新闻社报
道，新协议有望为美国提供6万个工作岗

位。另外，英特尔、三星电子、闪迪和德
州仪器等全球IT公司有望从近250种产品
的免税中获利。

扩围协议还有助于增强和恢复各方对
于世贸组织多边谈判功能的信心。“该协
议激活了 WTO框架下的多边谈判，下一
步可能对服务贸易协定谈判 （TISA） 有所
促动，对于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
化，形成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良性互动新
格局将产生积极作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
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表示。

利好中国IT产品出口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信息科技产品出口
国之一，美国智库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预
测，扩围协议达成后，中国将在更大范围的
IT产品关税减免中减免约80亿美元的关税，
并且每年可以增加120亿美元的出口额。

专家分析，协议达成后，一方面可以
让国内消费者有望以更低价格购买到国外
的电子产品。另一方面，也利于中国 IT

产品的生产和出口。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合作

室主任张建平认为，我国的手机行业、计
算机行业、通信设备行业、软件行业等逐
渐开始拥有全球竞争优势，在协议当中可
能会受益。

新协议同时也给中国企业带来挑战。
日内瓦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执行董
事成帅华说，目前中国的信息技术产品主
要集中在信息技术产业供应链的中低端，
与发达国家仍然存在较大差距，ITA扩围
对中国部分信息技术企业将构成挑战。

“中国液晶显示屏、半导体类、医疗
设备，视频游戏机、打印机墨盒，GPS全
球定位系统等技术密集型行业，跟国际先
进水平有一定差距，如果自由贸易实行零
关税，这些相关企业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压
力和挑战。我们要把它当成一件好事来看
待，就是它会给中国企业带来创新压力，
带来转型升级压力。”张建平认为。

●“智能＋X”将成创新时尚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将对传统行业产生重
大颠覆性影响，“智能＋X”将成为创新时尚。人工
智能将在国防、医疗、工业、农业、金融、商业、教
育、公共安全等领域取得广泛应用，催生新的业
态和商业模式，引发产业结构的深刻变革。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副理事长谭铁牛院
士说。

●阶段性贬值属正常现象

在中国经济企稳有向好发展的态势的情况
下，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有
所减轻，但同时反过来看国际社会，美国要加
息，资本有流出的可能，从这方面看又会给人
民币带来新的贬值压力，这两者在下半年可能
产生的影响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是趋势很明显
的、时间比较长的贬值过程，应该不会出现。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分析。

●房地产业依然十分重要

中国的房地产行业进入了新的长周期。其
作用依然重要。世界各国都和中国一样，往往
把房地产作为刺激经济、拉动经济增长一个强
大的动力。美国次贷危机之所以产生，是因为
美国在本世纪初缺少经济增长的动力。通过动
员中低收入家庭，供应了大量的货币让他们买
房，使得他们的房地产泡沫过高，房地产正是
引发那次金融危机的原因。

——住建部住房政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顾
云昌表示。 （胡永建 王俊岭辑）

京城论坛研讨“互联网+农业”

本报北京7月25日电（记者孙懿） 以“互联
网+农业，产业融合新时代”为主题的 2015 农产
品与农业产业发展论坛 25日在北京举行。论坛共
吸引了200多位中外嘉宾参与，包括农业部、北京
市农委等相关政府部门的代表，云农场等企业的
负责人，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 80多位农业合作社
理事长。论坛围绕“趋势、跨界、品牌、渠道”
四大议题，从政策、市场、金融等多个角度，共
同研讨“互联网+”助力农业发展的“大融合”。

云农场集团执行总裁、首席传播官田丰表
示，互联网+农业，已成为时代强音，成为中国农
业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最前沿。

能源互联金融平台运营开放

据新华社上海7月26日电（记者吴宇） 国内
首个能源互联金融平台近日在上海运营开放，长期
以来金融与光伏行业间存在的对接僵局有望打破。

据介绍，能源互联金融平台可为大型光伏电
站、分布式电站乃至家庭屋顶电站提供远程数据监
控、电站预警、运维指导和管理，为银行、信托、基
金、保险、租赁等金融机构提供与光伏发电有关的
资产管理、资产评级、风险评估和风险管控等技术
服务。通过独立、客观的第三方数据服务，增强金融
机构的风险防控能力，进而为光伏发电产业搭建投
融资、交易流转的金融对接之桥。

7 月 25 日，首届“中国凹土产业博览会”在
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举行。博览会围绕“万众创
新 点土成金”主题，设立了传统、升级、创新、
延伸等4大产品展区，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
家企业参展。图为观众在凹土产业博览会上参观
凹土吸附剂产品。 周海军摄 （新华社发）

盱眙举行凹土产业博览会盱眙举行凹土产业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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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4 日，浙江省舟山市干览舟山国
家远洋渔业基地一派繁忙，“新航 6”“茉
莉”等3艘远洋冷藏运输船同时在3个专用
码头卸货。到目前，今年已有 30余艘各类
远洋运输船靠泊卸货。

今年4月份农业部下发意见支持舟山市
建设国家远洋渔业基地。舟山市紧紧抓住
这一机遇，加快干览西码头区域国家远洋
渔业基地建设。目前，已建成投运的有2个
万吨级远洋渔业专用卸货码头，1个5000吨
级远洋渔业专用卸货码头，1 个 2.7 万吨冷
库。远洋水产品交易市场、远洋水产品加
工产业集聚区建设均已拉开序幕。

李世浩摄 （人民图片）

舟山舟山：：
远洋渔业基地卸货忙远洋渔业基地卸货忙

中国原油期货推出的准备工作又完成
一大步。日前，央行发布公告，规定从8
月1日起，境内原油期货交易以人民币计
价、结算；境外交易者、境外经纪机构可
直接使用外汇作为保证金，外汇保证金结
汇后可用于境内原油期货资金结算。专家
分析，当前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已经到了重
构规则的关键期，原油期货以人民币计算
价格，有利于提升中国能源市场的话语权。

【国际油市即将迎来“中国价格”】

长期以来因为在原油市场上无法定价，中国不得不参
照美国原油期货市场的定价并以美元用作石油贸易的结
算。从去年12月，证监会批准上海期货交易所在其国际能
源交易中心开展原油期货交易起，市场对于原油期货能够
在今年内上市表示了普遍的期待。此次央行发布的公告，
在业内人士看来，一方面说明中国原油期货已经不远，配
套措施在逐步完善；另一方面，更深层推动中国原油期货
的原因，则是将目光“锁定”在争夺定价权，在国际价格
体系中加入“中国价格”上。

目前在国际原油市场上，主要有两个标杆，纽约期货
交易所油价和英国伦敦布伦特油价，两个油价均以“美
元/桶”计价；这与中国内地市场中惯用的“元/升”、

“元/吨”的计价方式相差很大。北京工商大学证券期货研
究所所长胡俞越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次央行推
出这个政策，从更加宏观和战略的角度来看，意义非同寻
常。他表示：“现在恰好是一个全球大宗商品需要重新定
价的时候，黄金、原油、铁矿石等这些大宗商品都面临着
重新定价的重要机遇。”

【同一桶油中国进口价格高】

数据显示，当前的中国已成为全球石油市场
最重要的买家。2014年，我国原油进口 3.1亿吨，
同比增长9.5%。仅今年上半年4月和6月，我国月
度原油进口量两次超过美国，成为当月最大原油
进口国。然而，我们在原油价格上却是跟随者。
同样一桶油，中国进口的成本要比国外高。这种
议价能力的缺失，使得中国石油企业即使在国内
供需形势与国际形势背离时，也只能被动接受国
际石油价格，以致遭受较大损失。

在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副会长李润生
看来，这主要是由于亚洲地区缺乏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石油期货市场和价格基准，导致在石油定价
方面的话语权缺失。

“此前，在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的‘黄
金十年’里，我们无力改变规则，承受了很大
压力。但从金融危机之后，包括原油在内的几
乎 所 有 的 大 宗 商 品 全 部 遭 到 ‘ 腰 斩 ’。 可 以
说，目前国际大宗商品已经进入了买方市场，
这从近期的金价跳水、油价探底也能得以印
证。因此，这正是一个重构国际贸易规则、重
构定价体系，甚至是重构全球金融体系的重要
机遇期。”胡俞越表示。

中国石油大学中国油气产业发展研究中心
主 任 董 秀 成 在 接 受 本 报 记 者 采 访 时 则 分 析
称，作为全球重要的石油消费国，我们当前
推出“中国油”，就是想要通过这种期货市场
来形成我们在大宗商品市场中的影响力。“这
种 目 标 和 希 望 当 然 是 好 的 ， 但 是 能 不 能 实
现，还得从下一步国际市场的反馈来继续判
断。”董秀成说。

【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此外，“中国油”的推出也与人民币国际化的战
略相辅相成。胡俞越分析，今天的中国和过去不可
同日而语。人民币已经是世界第五大结算货币，被
纳入特别提款权 （SDR） 货币篮子也是可以预期的
未来。那么用人民币作为计价和结算货币，树立我
们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上的影响力，有着重要意义。

“国际货币体系也应该多极化。中国现在有能
力，也有实力，在多极化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
一席。当然这不能靠期货市场孤军奋战，需要多
层次的商品市场体系、衍生品市场体系，包括金
融市场体系等，来协同发展，共促我们话语权的
提升。”胡俞越认为，当然也不能忽视这里面存在
的风险，比如以人民币计价的原油期货刚开始或
许会存在“叫好不叫座”的情况，交易可能不太
活跃。

“不够活跃的原因，第一是国内原油市场还不是
完全市场化的；第二是人民币计价和结算刚开始在
国际上肯定有很多国家不认。但是我们这次迈出这
一步，对于我们形成中国主导的贸易规则、开放市
场引入资金，都是非常必要的。”胡俞越说。

董秀成则认为，由于我们的石油市场本身在市
场化方面不够发达，因此这一次推动“中国油”的
目的也是在于吸引外部的
各种投资力量进来参与。

“一步到位是很难的，但是
市场主体越来越多，我们
的影响力也就越大，此外
能够吸引资金进入也证明
我 们 的 经 济 形 势 值 得 投
资。”董秀成称。

人民币结算交易 有助提升话语权

“中国油”布局国际定价权
本报记者 宦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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