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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的前言

世贸组织主任的前言-- 。
当世贸组织成员于2013年12月在巴厘岛结束关于《贸

易便利化协定》（TFA）的谈判时，他们创造了自世贸

组织成立近20年以来的第一个多边协定。它展示了全球

规则制定是如何有效运作以解决当今全球商业的障碍。

与进一步放宽贸易政策的努力一样，简化、加快和协调

贸易程序有助于扩大世界贸易，帮助发展中国家和最不

发达国家（LDCs）融入当今的全球经济。

虽然以前也有关于贸易便利化的研究，但本报告是《协

定》达成后的第一份重要研究，对实施《贸易协定》的

好处和挑战进行了全面分析。

虽然这里提供的总体贸易扩张的估计值与以前的结果一

致，但这些估计值也有力地表明，贸易协定的收益可以

大大增加，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这取

决于实施的范围和速度。贸易协定的实施范围越广，速

度越快，收益就越大。执行《贸易协定》对国际贸易的

影响可能比取消所有剩余关税更大。

除了增加全球出口之外，本报告还清楚地说明了从《贸

易协定》中获得的一系列广泛的好处。实施该协议将帮

助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实现出口多样化--使它们

能够销售更多种类的商品，并进入更多的外国市场。通

过简化贸易程序，它可以使中小型企业更多地参与国际

贸易。更短的交货时间和更大的可预测性将使穷国能够

更多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由于贸易便利化的状况和

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之间通常存在着积极的联系，这表

明贸易协定的实施将帮助发展中国家吸引更多的此类投资

。通过减少边境的延误，贸易协定的实施将增加通过海

关的货物数量，并减少腐败的发生，这两者都应有助于

发展中国家政府收取更多的收入。

获得所有这些好处的关键是全面和迅速地实施《贸易协

定》。我们需要看到该协议的批准速度远远超过我们迄

今所看到的速度，这样我们就可以迅速转向实施的任务

。

根据对世贸组织成员的调查结果，实施贸易便利化是发

展中经济体和最不发达国家的一个高度优先事项。这是

重要的一点，因为最高层的强烈政治意愿和对贸易便利

化进程的承诺是任何贸易便利化改革成功的最重要因素

。这并不是说缺乏能力和资源就不会成为穷国执行《协

定》的挑战。

然而，有一大圈捐助国和国际组织已经提供并愿意继续

提供贸易便利化的能力建设援助。为确保发展中国家和

最不发达国家获得执行《协定》所需的支持，2014年

成立了贸易便利化协定基金。贸易便利化协定机制作为

一个协调中心，为执行工作提供贸易便利化相关的技术

援助和能力建设支持，补充区域和多边机构、双边捐助

者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现有努力。

最后，协定的有效实施将要求我们认真监测贸易协定生

效后的进展。要有效地开展这项工作，需要良好的指标

、更多的数据和更好的分析工具。世贸组织、其他国际

组织和区域开发银行在这方面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罗伯托-阿泽维多

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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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摘要

A. 简介

贸易便利化是降低贸易成本的关键，尽管运输成本急剧

下降，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改善，以及许多国家贸易壁垒

的减少，贸易成本仍然很高。

在当今相互关联的全球经济中，简化、加快和协调贸易

程序的努力，以及进一步放宽贸易政策的努力，将推动世

界贸易的扩大，帮助各国融入日益全球化的生产体系，

而不是被抛在世界贸易的边缘。2015年世界贸易报告

》研究了为什么《贸易便利化协定》（TFA）很重要，

它的经济影响是什么，以及世贸组织如何采取一些重要

和新颖的步骤来帮助各国实现其利益最大化。

贸易协定有可能大大降低贸易成本，从而增加全球贸易

和产出。

全球金融危机发生近7年后，全球经济仍在努力获得牵

引力。国际贸易也陷入了这种停滞状态。这引发了更广

泛的讨论，即贸易放缓是否反映了一个结构性问题，而

不是纯粹的周期性原因，因此是否预示着未来的事情。

2013年世界贸易报告》研究了影响贸易未来演变的主

要因素，并将贸易成本确定为这些影响因素之一（其他

因素包括人口统计、资本积累、自然资源和技术）。它

们所发挥的根本作用意味着，任何有意义的贸易成本下

降不仅可以减少目前对全球经济的拖累，而且有能力提

高其未来的轨迹。

然而，重要的是要记住，正如《2013年报告》明确指

出的那样，许多因素推动了贸易流动的变化。有些因素

，如技术进步、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变化，对贸易流动的

影响可能比关税或贸易成本变化大得多。虽然本研究估

计了贸易协定导致的贸易成本变化的潜在、孤立的影响

，但我们应该记住，其他因素也会影响贸易流动，这里

估计的影响可能会被这些其他因素放大或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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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的前言

国际组织和学术文献中使用的贸易便利化的定义有很

大不同，但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区分。狭义的贸

易便利化定义只包括改善边境的行政程序，而广义的定

义则包括改变边境后的措施。一些贸易便利化的定义

没有超越软性基础设施的投资，而其他定义也包括硬

性基础设施的投资。

世贸组织成员一直回避对贸易便利化的正式定义，这

既是由于不可能就定义达成一致，也是出于不排除未

来工作的一个潜在方面的愿望。根据2004年8月通过

的谈判授权，该条约改进并澄清了《关税及贸易总协

定》（GATT）第V、VIII和X条，并引入了关于海关

合作的条款，旨在 "进一步加快货物，包括过境货物

的流动、放行和清关"。

见第32页

B. 贸易便利化的背景

世贸组织在贸易便利化方面的工作经历了不同的阶段

，从一个相当有限的任务到启动一个雄心勃勃的谈判

工作，最后到一个新的多边协议。

随着全球化生产网络在世界各地的蔓延，各国越来越

认识到需要制定贸易便利化的全球规则。贸易便利化

改革一直在其他国际论坛上进行，但贸易便利化的多

边逻辑最终导致世贸组织加紧谈判，最终形成《贸易

协定》。

TFA的一些条款试图通过具体说明现有的要求来改进

和澄清相关的GATT框架。其他条款与《关贸总协定

》有更广泛的专题联系，而其他一些条款则借鉴了世

贸组织其他协定的措施。

TFA中的具体纪律涉及到信息的公布和提供（第1条），

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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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修订的法律和法规生效前提出意见（第2条），预

先裁决（第3条），上诉程序（第4条），非歧视和透明

度（第5条），费用和收费（第6条），货物放行和清

关（第7条），边境机构合作（第8条），货物流动（

第9条），进口/出口/过境手续（第10条），过境自由

（第11条）和海关合作（第12条）。

为了使执行工作切实可行，《贸易协定》对发展中国家

和最不发达国家（LDCs）的特殊和差别待遇（S&D）

采取了新的创新方法。

TFA引入了一个类别系统，允许每个发展中国家和最不

发达国家成员自行决定何时执行各自的规定，以及在相

关的能力建设支持方面需要什么。

A类包含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成员指定在《贸易

协定》生效时（或最不发达国家在一年内）实施的条款

。B类包含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成员将在《协定

》生效后的过渡期后实施的条款。最后，C类包含发展

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成员将在过渡期后执行的条款，

"并要求通过提供能力建设方面的援助和支持获得执行

能力"。

加上额外的灵活性，包括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将

条款从B类转为C类的权利，《贸易协定》在执行理念

上有了新的突破，允许成员国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况来执

行。

随着《贸易协定》谈判的结束，成员们的重点现在已经

转移到批准和实施上。

成员们已经就《贸易协定》生效的路线图达成一致。当

各代表团完成了对巴厘岛文本的法律审查并通过了修正

议定书时，已经达到了第一个里程碑。这为国内批准程

序的启动扫清了道路。一些成员已经交存了他们的接受

文书，使《贸易协定》更接近于世贸组织成员三分之二

的批准门槛，以使其产生法律效力。

贸易便利化不仅是世贸组织的议程，也是许多区域贸易协定

（RTAs）的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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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较区域贸易协定和贸易协定中的贸易便利化

条款时，出现了一些重要的见解。它表明，区域

贸易协定通常只包括《贸易协定》所涵盖领域的

一部分。同时，区域贸易协定往往使用更广泛的

贸易便利化定义，因此可能包括贸易协定中没有

的领域。TFA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是S&D待遇

和技术援助，而区域贸易协定通常不包括这些领

域。区域贸易协定之间在条款的实质性覆盖面以

及承诺的力度和水平方面也存在巨大的差异。此

外，区域贸易协定的一些贸易便利化条款有可能

产生歧视性影响，尽管实际歧视的确凿证据不多

。

综上所述，这些事实表明，《贸易协定》一旦实

施，将把基本贸易便利化纪律的覆盖范围扩大到

许多国家，并在国家内部扩大到尚未纳入区域贸

易协定的许多领域。在已经被区域贸易协定覆盖

的国家和地区，《贸易协定》不会只是用它自己

的纪律来替代区域贸易协定中的纪律。

区域贸易协定中普遍缺乏S&D和技术援助条款，

再加上薄弱的执行系统，表明贸易协定将通过强

调执行而对贸易便利化产生重要影响。

TFA将通过为贸易便利化措施提供共同标准，以

及减少属于几个区域贸易协定的国家的监管重叠

来减少效率低下。它还将减少存在的歧视现象。

同时，区域和多边层面的互补性将保持强劲。区

域贸易协定中的贸易便利化纪律如果比《贸易协

定》的纪律更加雄心勃勃或更加具体，将继续补

充《贸易协定》。

一些国际组织活跃在贸易便利化领域，对世贸组

织的作用进行补充。

世界银行凭借其在能力建设方面的专长，通过向

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收集数据和制定指标以及

与贸易便利化有关的分析工具，支持实施进程。

世界海关组织（WCO）开发了多种贸易便利化工具和

程序建议，并一直在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进行能

力建设。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对贸易

便利化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开发和传播了广泛使用的自动

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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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数据和管理（ASYCUDA），旨在加快清关速度。

最后，许多其他组织，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通过制定贸易便利化指标和分享研究成果，为提高

海关措施的技术知识做出了贡献。

见第38页

C. 贸易便利化的理论和测量

现有的国际贸易模型可以用来更好地理解贸易协定的贸

易和经济影响。

贸易便利化的目的是降低贸易成本，其中包括将商品从

生产者送到最终消费者手中所产生的除生产成本以外的

所有成本。虽然贸易模式的假设可能不同，但它们关于

减少贸易成本如何创造经济效益的结论在许多方面是互

补的。

可用于理解贸易便利化效果的最简单框架是 "冰山 "模

型，它将贸易成本降低货物对出口商和进口商的价值的

方式与冰山在海洋中移动时融化的方式进行类比。低效

率的贸易程序导致进口商为贸易品支付更高的价格，而

出口商则得到更低的价格。与关税相比，低效的贸易程

序对经济的影响更大，因为在关税的情况下，进口商支

付的价格和出口商收到的价格之间的部分差额最终会成

为政府的关税收入。

如果一个国家改进其贸易程序，使贸易成本降低到零，

这种价格楔子就会消失。因此，进口商从较低的价格中

获益，同时，出口商也从贸易品中获得较高的价格。贸

易便利化通过改善贸易条件增加了出口国和进口国的福

利，产生了一个 "双赢 "的结果。

冰山 "模型中的分析可以扩展到允许产品、市场和经济

之间复杂互动的更一般的环境。

李嘉图和赫克歇尔-奥林的贸易理论认为，生产力和生

产要素禀赋的差异，分别为各国专门生产和出口它们具

有比较优势的商品创造了基础。在这两个模型中，贸易

便 利 化 增 加 了 国 家 间 专 业 化 和 贸 易 的 范 围 。 此 外 ，

Heckscher-Ohlin模型预测，贸易便利化可以提高劳动

力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工人的实际收入。

与克鲁格曼有关的 "新贸易理论 "意味着，高贸易成本

既导致贸易减少，又导致制造业生产集中在发达国家。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制造业的规模收益递增的运作所解

释的--随着生产量的增加，平均生产成本下降。这一经

济理论表明，不希望过度依赖农业或自然资源部门的发

展中小国应该对实施贸易便利化改革有强烈的兴趣，因

为较低的贸易成本会增加对发展中国家制成品的需求，

并减少制造业在大市场的集中。

贸易理论的最新研究将企业异质性和全球价值链带到了

前台。"新的新贸易理论 "是为了解释为什么只有少数大

型和生产性企业能够进入出口市场，而其他企业只能在

国内销售。在这一理论中，贸易便利化降低了可变贸易

成本（随贸易规模变化的贸易成本）和固定贸易成本（

进入出口市场前必须承担的贸易成本），例如学习一个

国家的贸易程序。这不仅使现有的出口商能够占据更大

的出口市场份额，而且也使生产力水平低于现有出口商

的公司首次进入出口市场。

供应链模式认识到，复杂的最终产品所体现的组件是在

许多不同的国家制造的。由于这种组织全球生产的方式

，贸易成本累积起来并沿着价值链被放大，因此，低效

的边境程序对贸易有很大的威慑作用。相反，贸易便利

化对价值链贸易的积极影响会被放大，并将提高各国具

有比较优势的生产阶段的专业化程度。

鉴于贸易便利化带来的广泛利益，每个国家都应该有动

力自行进行改革。然而，《贸易协定》的签署表明，将

贸易便利化纳入一个多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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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单方面实现的目标相比，协议创造了额外的利益。

它为贸易程序的变化提供了更大的法律确定性。它有助

于采用共同的方法来处理海关和相关事务，这应通过协

调全世界的海关程序来增加贸易便利化的收益。通过预

见较富裕的成员将向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成员提

供能力建设方面的援助和支持，以帮助它们实施贸易协

定，该协定有助于使能力建设的供应与需求相匹配。

TFA还可以帮助各国政府解决信誉问题，将其贸易便利

化承诺纳入一个具有有效执行机制的机构。

鉴于国际组织和学术文献对贸易便利化采用了不同的定

义，已经制定了一系列广泛的贸易便利化指标。

据最后统计，已经制定了十多个贸易便利化指标，证明

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其中包括世界银行的营

商成本和物流绩效指数（LPI）、世界经济论坛的有利

贸易指数（ETI）和经合组织的贸易便利化指标（TFI）

。

营商成本衡量商业监管和产权保护对企业的影响，特别

是对中小型国内企业的影响，包括与标准化进出口活动

有关的成本（通过 "跨境贸易 "这一指标）。LPI衡量各

国的物流友好度，根据海关、基础设施、安排货物的难

易程度、物流服务的质量、跟踪、追踪和及时性等方面

进行排名。ETI评估各经济体在多大程度上建立了机构

、政策、基础设施和服务，以促进货物跨越边界和目的

地的流动。

OECD的TFI是在WTO TFA的基础上构建的，使几乎每

一个TFI都能与TFA的条款相匹配。因此，它很适合分

析实施WTO TFA的贸易和经济影响，也是本报告为此目

的使用的主要指标。

见第56页

D. 估计《贸易便利化协定》的

好处

贸易成本很高，特别是在低收入经济体。

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成本相当于对国际贸易征收219%的从

价关税。即使在高收入国家，同样的产品将面临相当于

134%的贸易成本的从价税。

对贸易成本的总体估计掩盖了不同部门和地区之间的巨

大差异，这表明贸易协定的实施对某些产品部门和地区

的贸易影响将大于其他部门。

通过加快货物的跨境清关，贸易便利化可以大大促进易

腐烂农产品的贸易。同样的效果也可能适用于中间制成

品，这些产品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有突出地位，交货时间

和可预测性至关重要。

根据一些估计，全面实施贸易协定有能力将成员的贸易

成本平均降低14.3%。

贸易成本降低的范围将在9.6%和23.1%之间。非洲国

家和最不发达国家预计将从全面实施贸易协定中看到最

大的贸易成本平均减少（超过16%）。全面实施将使制

成品的贸易成本减少18%，农产品的贸易成本减少

10.4%。

全面实施贸易协定也有能力将进口时间减少一天半以上

（比目前平均水平减少47%），将出口时间减少近两天

（比目前平均水平减少91%）。

通过减少出口的可变成本和固定成本，贸易便利化增加

了那些已经参与国际贸易的公司的出口，同时使新公司

能够首次出口。此外，随着贸易协定的全面和加速实施

，贸易和产出的收益更大。

估计贸易便利化改革对贸易影响的两种最常用的经济方

法是引力模型和可计算的一般均衡（CGE）模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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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采用了这两种方法的估计，以确保结果的一

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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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就实施《贸易协定》的好处提供互补的观点。

从可计算的一般均衡（CGE）模型模拟得到的结果预

测，贸易协定的出口收益每年在7500亿美元到1万亿美

元以上。引力模型估计的结果表明，全面实施贸易协定

有可能使全球出口增加1.8万亿美元到3.6万亿美元。在

这两种情况下，全面和加速实施贸易协定所带来的收益

幅度更大。

由于贸易成本是影响全球贸易的因素之一，《贸易协定

》的实施不仅给目前的全球经济带来了急需的推动力，

而且有能力大大提升其发展轨迹，并在未来将其向前推

进。在2015-30年期间，贸易协定的实施可以使世界出

口增长每年增加2.7%，使世界GDP增长每年增加一半

以上。

发展中国家从迅速和全面实施贸易协定中获益最大。

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预计每年将增加1700亿至7300亿美

元。此外，专家咨询小组的模拟表明，在2015-30年期间，

全面和加速实施贸易协定可以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

每年增加0.9%，并使其出口每年增加3.5%。

引力模型的估计又表明，最不发达国家向现有市场出口

传统产品的数量可以增加13%至36%。除此之外，贸易

便利化改革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最不发达国家来说，

也有很大的出口多样化收益。出口多样化有助于使发展

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免受特定部门或目的地市场的不

利贸易冲击。最不发达国家全面实施贸易协定，有可能

使它们出口到特定目的地的产品数量增加36%。同样，

如果它们充分执行贸易协定，每种产品的出口目的地数

量可以增加近60%。

贸易便利化对时间敏感货物的贸易尤为重要。

交付时间的及时性和可预测性对于全球价值链的成功管

理以及易腐农产品和服装及纺织品的贸易至关重要，因

为它们的时尚周期很快。贸易便利化促进了以下方面的

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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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货物，因为它减少了出口所需的时间，增加了交

货时间的可预测性。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贸易便利化促进了中小型企业

对贸易的参与。

繁琐的贸易程序、海关和贸易监管经常被提到是中小

企业参与出口的主要障碍。这是因为大公司，特别是

跨国公司，更有能力驾驭复杂的监管环境。例如，有证

据表明，出口的时间越长，出口就越是由大公司主导

。

通过减少出口时间上的延误，《贸易协定》有能力促

进中小企业在出口中的作用。本报告利用世界银行企业

调查的数据，涵盖了近130个发展中国家，发现统计证

据表明，当出口清关时间减少时，微型、小型和中型

企业远比大型企业更有可能进行出口并增加其出口份

额。

穷人可以从贸易便利化中获益良多。

与高收入国家相比，低收入国家不仅有可能从改善贸

易便利化中获得更多好处，而且贸易便利化还可以在

一个国家内产生再分配效应，有利于该国的穷人。通

过减少交货的延误和不确定性，贸易便利化改革有利

于出口易腐烂产品的农村穷人。此外，贸易便利化导

致法规的简化，这为小型/非正规/妇女贸易商提供了

巨大的利益，因为他们往往没有必要的能力或资源来

处理复杂的文件要求。

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更好地征收政府收入和减

少腐败是贸易便利化的其他好处。

就小经济体而言，贸易便利化不仅能带来更多的贸易

，还能带来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实证

分析证实了这一点，显示贸易便利化和外国直接投资

流入之间存在着积极和统计上的重大联系，使用的数

据集涵盖了141个国家，为期10年（2004-13）。

贸易便利化改革有助于通过增加贸易流量来提高政府收

入，从而扩大税基，提高任何特定进口水平的税收效率

，并增加对海关欺诈和腐败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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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广泛地采用信息通信技术和海关管理自动化是促进贸易

和实现改善税收的一些最有效工具。

完成贸易程序所需的时间越长，在边境从事欺诈行为的

动机就越大。由于贸易便利化有望缩短这些程序的时间

，它为减少与贸易有关的腐败事件创造了一个重要途径

。

见第72页

E. 实施贸易便利化协定

根据对世贸组织成员的调查，贸易便利化是发展中经济

体和最不发达国家的一个高度优先事项。然而，他们也

报告说，对《贸易协定》的利益和成本有很大的不确定

性。捐助国和机构期望增加对贸易便利化的援助，但担

心伙伴国可能缺乏政治意愿。

在一份贸易援助调查问卷中，近65%的发展中经济体和

77%的内陆发展中国家将贸易便利化列为其12个可能选

择中的前三个援助优先事项。就具体措施而言，发展中

国家往往将单一窗口和边境机构合作等更为雄心勃勃的

改革列为最高优先事项。然而，当被问及贸易协定将如

何影响其贸易成本时，几乎一半的发展中国家回答 "不

确定 "或 "没有能力估计"。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55%）和最不发达国家（近60%）

认为 "边境机构合作 "是他们执行《贸易协定》中最困

难的条款。就整个协议而言，低收入国家和非洲国家预

计在执行方面的困难最大。另一方面，发达经济体认为

缺乏政治意愿是实施贸易协定的一个主要障碍。

关于实施贸易便利化改革的成本，现有的信息相当有限

。

实施贸易便利化的成本难以量化，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

贸易便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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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很少与其他更广泛的政策目标（如海关现代

化）分开进行。其次，成本可能因考虑的贸易便

利化措施的类型而有很大的不同。主要的成本类别

是：(1) 诊断性的、
(2）监管，（3）机构，（4）培训，（5）设备
和基础设施，（6）提高认识，（7）政治、

和(8)业务。

考虑到数据的缺陷，本报告收集了以往贸易便利

化改革实施情况的统计数据，有助于了解实施贸

易便利化的成本性质和规模。

关于贸易便利化成本的现有数据证实，启动成本

的大小因所研究的贸易便利化措施而异。某项贸

易便利化措施的启动成本在各国之间也有很大差

异，这取决于贸易便利化的初始状态、需求和优

先事项以及目标水平。

人力资源和培训成本通常被视为实施贸易便利化

措施的最重要因素，因为贸易便利化改革主要是

改变边境机构的做法和行为。

与透明度以及货物放行和清关有关的贸易便利化

措施的实施成本通常小于与边境机构合作和手续

有关的措施，后者的要求可能包括对信息技术、

基础设施和设备的投资。

虽然信息和通信技术（ICT）、设备和基础设施不

是实施大多数贸易便利化措施的先决条件，但它

们往往是贸易便利化改革中最昂贵的组成部分。然

而，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在许多情况下，信息通信技

术投资除了贸易便利化外，还有其他目的，如通

过防止腐败和走私来改善法规的执行，提高海关

业务的生产力，并改善税收。

平均而言，贸易便利化改革的成本低于更广泛的

举措，如海关现代化和运输基础设施的升级，如公

路、铁路和港口的现代化。

TFA的特殊和差别待遇条款允许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

国家根据其获得的能力来执行T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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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允许发展中国家根据其通常较小的规模、重要的资

源限制和许多市场失灵的存在来定制贸易承诺的经济思

维是一致的。

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有能力建设的需求，因为改

善贸易程序会带来经济利益。发达国家成员也有动力提

供这种能力建设，因为全球各地更快、更有效的贸易程

序对最大的贸易国有利。

贸易便利化协议基金（TFAF）在匹配发展中国家和最

不发达国家的能力建设需求与捐助者提供的能力建设和

援助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协调作用。它也是传播贸易程序

中国际最佳做法的机制。虽然各国可以单独制定贸易程

序，但采用共同的方法来减少不同国家熟悉程序所需的

时间和费用，会更有效率。

TFAF的具体职能将包括：

• 支持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评估其具体需求，

并确定可能的发展伙伴以帮助其满足这些需求；

• 通过建立贸易便利化相关技术援助供需信息共享平

台，确保为捐助方和受援方之间的信息流动创造尽

可能好的条件；

• 传播实施贸易便利化措施的最佳做法；

• 为寻找实施援助的来源提供支持，包括正式要求总

干事在为具体项目实施争取资金方面发挥促进作用

；

• 在以下情况下为项目的准备工作提供赠款：成员已

经确定了一个潜在的捐助者，但无法制定一个项目

供该捐助者考虑，也无法从其他来源找到资金来支

持项目提案的准备工作；以及

• 在试图吸引资金的情况下，提供与实施《贸易协定

》条款有关的项目实施赠款

其他来源的项目已经失败。这些赠款将限于 "软基

础设施 "项目，如通过咨询服务、国内讲习班或官

员培训实现海关法的现代化。

经验证据表明，虽然财政资源的可用性和可持续性至关

重要，但它们并不构成确保贸易便利化举措取得积极成

果的充分条件。其他相互关联的因素在成功实施贸易便

利化改革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最高层的强烈政治意愿和对贸易便利化进程的承诺往往被

认为是任何贸易便利化改革的最重要的成功因素。政治

意愿往往是最重要的因素，大多数其他成功因素都依赖

于此。

除了国家所有权，其他关键的成功因素包括各部委和边

境管理机构之间的合作与协调，私营部门利益相关者的

参与，以及充足的人力和物质资源，包括技术援助。

对贸易便利化倡议成功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正确安排改

革的顺序。往往需要足够的时间来做好准备，让所有利

益攸关方加入进来，并通过外联、培训活动和额外投资

建设内部能力。此外，某些贸易便利化措施的实施成本

的大小可能取决于其顺序、速度和步伐。在这种情况下

，对取得的进展和遇到的困难进行透明和监测，也有助

于贸易便利化改革取得成功。

监测贸易协定的执行情况应包括对成果的经济监测和评

估。

世贸组织的核心职能之一是监督世贸组织协议的实施。

根据《贸易协定》，将成立一个贸易便利化委员会，在

协定生效四年后审查其运作和执行情况，并在此后定期

审查。秘书处可以通过收集经济信息和评估经济成果来

补充世贸组织成员的监测工作。

即使贫穷国家的政府能够将多边承诺转化为国家法律



执行摘要

15

和实践，但有效执行的行政能力可能不足，从而在期望

和结果之间形成一个楔子。经济监测将使阻碍发展中国

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获得执行能力的问题能够被迅速发现

并找到解决方案。最终，经济评估应使成员更好地了解

贸易协定在降低贸易成本和增加贸易方面的作用。

需要更多的数据，特别是实施成本，更好的指标和分析

工具，以有效评估贸易协定的经济影响。国际组织和区

域开发银行需要汇集资源和专门知识，以便改进现有的

指标、数据和分析工具，并在必要时开发新的指标、数据

和分析工具，以便有效监测和评估贸易协定的实施。

见第106页



I. T 2014年和2015年

初的世界经济和贸易

在经历了三年的疲软扩张之后，世界贸易在2015年年初

的几个月里仍然保持着温和的增长。在此期间，商品贸

易在数量上的年度增长非常小，在2014年仅为2.5%、

2013年为2.5%，2012年为2.2%。2014年，发展中和新兴

经济体的出口增长快于发达国家，前者为3.1%，后者为

2.0%。同时，进口

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比发达经济体慢，为1.8%，而发

达国家为2.9%。2015年第一季度经季节性调整的季度贸

易量指数显示，发达经济体的进口需求在加速，而发展

中国家则在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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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贸易量（平均出口和进口） 按市场汇率计算的世界实际GDP

1. 简介

2014年世界商品贸易额小幅增长2.5%，再次大致等于

这一年，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2.5%（见图1）。这

也标志着世界贸易量连续第三年增长低于3%。在2012

年和2014年之间，贸易增长平均只有2.4%，是有记录

以来贸易扩张的三年中最慢的速度（不包括像1975年

和2009年这样世界贸易实际下降的年份）。

有几个因素导致了2014年和2015年上半年贸易和产出

的低迷，包括新兴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放缓，发达

国家经济复苏不平衡，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等

等。

强劲的汇率波动，包括自2014年初以来美元对广泛的

一篮子货币升值约15%，使贸易形势和前景进一步复杂

化。

2014年世界石油价格暴跌（7月15日至12月31日期间

下跌47%），其他商品类别的疲软打击了出口国的出口

收入并减少了进口需求，但也提高了进口国的实际收入

和进口。这种情况在2015年对世界贸易来说是积极的

还是消极的，在第二季度末仍不清楚。

季度。第一季度3.5%的同比增长表明，今年的贸易增

长将略微强于2014年（尽管仍低于平均水平），但下

半年的前景被几个风险因素所笼罩，包括希腊主权债务

危机、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放缓以及美国利率上升的可

能性。

2014年世界贸易2.5%的增长率是指以数量计算的商品出口

和进口的平均数，即考虑到各国通货膨胀和汇率的差异

而调整。去年的贸易扩张速度最终远远低于年初时分析

师的预测。一些因素导致了最初的高估，其中大部分是

无法预期的。

自2014年7月以来，商品价格的急剧下降是没有预见到

的，也没有出现在早期的经济预测中。油价下跌是由北

美产量激增推动的，尽管新兴市场的需求下降也起到了

一定作用。

在2014年年初，大多数经济预测者预测美国的GDP增

长高于趋势，欧元区的增长接近趋势。这两种预测都承

诺支持贸易增长，但都没有实现，因为美国强劲和疲软

的季度GDP结果混合在一起，只产生了全年的平均增

长，而欧元区的活动始终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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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007-14年世界商品贸易量和实际GDP的增长（年度百分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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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2014年和2015年初的世界经济和贸易情况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自然现象也对2014年的贸易增长

产生了影响。乌克兰的危机在这一年里持续存在，使俄

罗斯与美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关系变得紧张。中东地区的

冲突也加剧了地区的不稳定，西非爆发的埃博拉出血热

也是如此。最后，美国第一季度贸易和产出的下降是由

于异常恶劣的冬季天气和港口罢工造成的。

在2015年开始的几个月里，各种经济数据，包括季度

GDP统计数据和商业情绪调查，都表明欧盟的复苏趋

于稳固，美国的产出增长放缓，而新兴经济体的活动有

所缓和。欧元区的GDP增长为

2014年最后一个季度和2015年第一季度均为1.6%（年

化），此前三个季度平均录得0.7%的增长。同时，美

国在经历了三个季度的稳健增长后，第一季度的增长略

微转为负值。在新兴经济体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对比结果

。中国的GDP增长在2015年第一季度连续第三个季度

放缓，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仍然强劲，约为5.5%（年化

）。与此同时，印度的增长速度加快到

8.7%，而巴西的经济记录了0.8%的下降。同时，俄罗

斯的经济活动在整个2014年和2015年初都很薄弱。

从2015年第二季度的有利位置来看，美国和欧元区的

货币政策分歧被视为下半年全球贸易和产出的重大风险

，因为就在欧洲中央银行进入货币宽松阶段的时候，美

联储考虑提高利率。美国的利率上升可能在发展中经济

体产生不可预测的连锁反应，激起金融市场、汇率和投资

流动的波动。

多年来世界贸易量增长和世界GDP增长之间的粗略二

比一关系似乎已经打破，过去三年贸易和产出的增长速

度大致相同，就说明了这一点。根据2015年第一季度

的结果，2015年上半年世界贸易和产出似乎都在适度

恢复，这表明今年这一比例变化不大。

2. 2014年的贸易发展

以现值美元计算的商品和商业服务贸易年度数据见下表

I.2014年
和

2015年
初

的
世

界
经

济
和

贸
易

情
况



17

附录表1至表6。这些表格显示，世界商品贸易的

美元价值在2014年停滞不前，因为出口仅增长了

0.6%，达到18.93万亿美元。这一增长率低于上

述商品贸易量的增长率（出口和进口的平均增长

率为2.5%），反映出进出口价格逐年下降，特别

是初级商品的价格。

相比之下，世界商业服务出口的美元价值增长更

为强劲，在2014年增长了4%，达到4.85万亿美

元。应该指出的是，商业服务价值是使用国际收

支中新的服务分类编制的。因此，数字不能与前

几年的数字直接比较。

2014年商品贸易额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自然资源出

口地区的贸易流动疲软。南美、独立国家联合体

（独联体）、非洲和中东的出口美元价值分别下

降了5.8%、5.8%、7.6%和4.4%，因为商品价格

下跌削减了出口收入。南美的进口急剧下降（

4.6%）反映了主要区域经济体的衰退状况，而独

联体的进口下降幅度更大（11.4%），这是由于

一系列因素造成的，包括石油价格下跌和区域冲

突。

(a) 季度商品贸易发展

对于不以出口自然资源为主的广泛的国家总量和

地区来说，以数量为单位的贸易统计可以更清楚

地了解贸易发展情况。世贸组织和贸发会议联合

编制了各种短期贸易统计数据，包括经季节调整

的季度商品贸易量指数。这些数据按发展水平显

示在图2中。

与2013年同期相比，2014年上半年世界出口量

只 增 长 了 2.0% ， 但 下 半 年 的 同 比 增 长 上 升 到

3.4%。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在

上半年都很缓慢（分别为1.7%和2.6%），但发展

中/新兴国家的发货量在下半年增长较快（发达国

家为2.4%，发展中国家为4.8%）。

由于欧盟在世界进口中占有很大份额（2014年为32%

，包括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近年来欧盟进口需求

的疲软对世界贸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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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世贸组织和贸发会议秘书处：
世贸组织和贸发会议秘书处。

图2：2010Q1-2015Q1按发展水平划分的商品进出口量（经季节调整的数量指数，2010Q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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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世贸组织和贸发会议秘书处：
世贸组织和贸发会议秘书处。

图3：2010Q1-2015Q1欧盟商品出口和进口量（经季节性调整的数量指数，2010Q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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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世贸组织和贸发会议秘书处：
世贸组织和贸发会议秘书处。

图4：2010Q1-2015Q1各地区商品进出口量（经季节性调整的数量指数，2010Q1=100）

北美洲 南美洲 欧洲 亚洲 其他地区(非洲、独联体、中东)

I. 2014年和2015年初的世界经济和贸易情况

15%，不包括它）。图3显示了欧盟季度贸易量的发展

。

由于贸易伙伴的需求减弱，欧盟以外的出口量在2014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持平。同时，欧盟的进口出现了复苏

，总进口（即内部加外部）比上年增长3.2%。进口在

年底时停滞不前，在第四季度增长了0%，然后恢复了

上升的轨迹。在世界能够期待看到更高的全球贸易增长

率之前，欧洲的强劲经济复苏可能是必要的。

以数量计算的区域贸易发展情况见图4。亚洲和北美在

2014年有最快的出口增长。南美和其他地区（即非洲

、独联体和中东）的出货量基本持平，但这是可以预期

的，因为石油和其他自然资源的贸易量往往对价格变化

不敏感。欧洲的出口增长较慢，受到该地区进口需求疲

软的制约。

2014年，北美的进口量稳步增长，亚洲的进口量在经历了挫

折之后也稳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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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季度。尽管商品价格下跌，其他地区（即非

洲、中东和独联体）的进口在下半年也有所增长

，但南美的进口在2013年第二季度达到高峰后继

续呈下降趋势。南美进口在2015年第一季度大幅

反弹，但这种反弹是否持久还有待观察）。最后

，欧洲的进口仍然低迷，最近才超过了2011年第

三季度的水平。

图5显示了某些类别的制成品的世界贸易美元价

值的估计同比增长。到2014年第四季度，钢铁贸

易与2013年同季度相比增长了2.4%，而办公和电

信设备的出货量增长了3%。然而，第四季度其

他制成品贸易的美元价值同比增长转为负值，降

幅在1%至3%之间。自2008-09年金融危机以来

，汽车产品贸易往往是世界贸易的一个领先指标

，而钢铁贸易则是一个滞后指标。随着汽车需求

的下降，像中国这样的钢铁出口国可能会面临产

品的海外需求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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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世贸组织秘书处根据全球贸易图集数据库中现有报告人的镜像数据进行估计，全球贸易信息系统。

图5：2012年第1季度-2014年第4季度按产品分类的世界制成品出口情况（以美元价值计算的同比

变化百分比）

以美元计算的商品贸易数字应谨慎解释，因为这些数据

受到汇率的强烈影响，包括自去年年中以来美元的升值（

2014年7月至2015年6月期间平均上升约12%--见图6）

。

(b) 商业服务领域的贸易发展

图7提供了按世贸组织地理区域划分的商业服务出口情

况。2014年，所有地区的服务出口都有小幅增长，幅

度在1%至5%之间，但独联体除外，它出现了7%的大

幅下降，包括运输服务（-2.3%）、旅游（-12.1%）和

其他商业服务（-6.3）的下降。图6中没有显示进口，

但情况类似，所有地区都有小幅增长，只有独联体在最

近一年下降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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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圣路易
斯联邦储备银行。

图6：贸易加权美元指数：广义，2012年1月-2015年6月（指数，2012年1月=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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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范围内，2014年服务贸易中最弱的部分是关于

他人拥有的实物投入的制造服务，其下降了

按出口衡量，则为7.6%。同时，其他商业服务的出口

，包括金融服务，占世界商业服务贸易的一半以上（

52%），去年增长5.1%。

3. 2015年上半年的贸易情况

以当前美元计算的月度商品贸易统计数据比以数量计

算的季度统计数据更及时，而且有更多的国家可以提供

。附录图1显示了2010年1月至2015年4月期间的数据

。

2015年上半年，许多国家以美元计算的贸易流量急剧

下降。例如，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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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2012 2013 2014

4月份，欧盟以外的出口的美元价值同比下降了约12%，

而同期的进口则下降了19%。1月份，欧盟以外的出口以

美元计算达到了2010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而该月的

进口与4月份一样下降了19%。然而，这种下降在很大

程度上可以归因于美元升值，它低估了以其他货币计价的

贸易，以及油价下跌，它降低了任何特定数量的石油出

口或进口的美元价值。相比之下，如果贸易价值以欧元

表示，4月份欧盟以外的出口实际上比2014年同月增长

了12%，而欧盟以外的进口增长了4%。

汇率和油价并不能解释2015年第一季度所有的名义下

滑，一些国家在上半年确实进入了疲软期。然而，世界

贸易量的季度增长实际上是略微正的，在

第一季度为0.7%，相当于年率为2.9%。以价值和数量

计算的贸易统计数据之间的差异突出表明，鉴于自

2014年中期以来观察到的强烈价格波动，需要非常谨慎

地解释以美元计价的贸易数据。

回到图2，我们看到在2015年第一季度，发展中经济体

的进口需求在数量上有所放缓，而发达国家的进口增长

稳定。在出口方面，发达经济体的出货量转为下降，而发达国

家的出货量转为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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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收支手册》第六版（BPM6）汇编的，与前几年的数字没有可比性。

a 包括加勒比海。

资料来源：世贸组织和贸发会议秘书处：世贸组织和贸发会议秘书处。

图7：2011-14年各地区商业服务出口额增长情况（年度百分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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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回升。总体而言，世界贸易增长从

2014年第四季度的1.8%放缓到2015年第一季度

的0.7%，但仍然是积极的。部分放缓源于亚洲，

其 进 口 增 长 从2014 年 第 四 季 度 的 2.1%减 速 到

2015年第一季度的-0.3%，但北美和其他地区的

进口需求也在放缓（见图4）。

4. 关于贸易发展的其他观点

2015年第一季度，世界贸易继续以温和的速度增

长，但下半年的前景被众多风险因素所笼罩，其

中许多是下行的。自2014年初以来，美国的GDP

增长已经从强烈的负增长转为强烈的正增长，并

有所回升。美国经济的持续强劲可能会支撑全球

需求并加强贸易复苏。反之，美国经济表现的任

何不足都会使进口需求上升的替代来源很少。如

果紧缩的货币条件和较低的油价阻碍了投资，包

括能源部门的投资，美国的GDP增长可能会令人

失望。

欧盟的经济状况在2015年初不断改善，但欧盟范

围内的失业率仍然很高（4月份为9.7%），而希

腊债务危机的余波有可能重新引发金融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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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IMF初级商品价格。

图8：2012年1月至2015年5月初级商品的价格（指数，2012年1月=100）

中国的前景看起来也不像以前那么确定，因为这个世界

上最大的经济体的活动（按购买力平价计算）随着时间

的推移已经放缓。2014年中国GDP增长7.4%，是24年

来的最小增幅，而且中国官员已经下调了未来的产出目

标。中国的增长可能在一段时间内继续超过其他主要经

济体，但其幅度可能比过去要小。这表明中国的进口需

求在放缓而不是加速。

如果石油和其他初级商品的价格下降对这些产品的净进

口国的积极影响超过了对净出口国的消极影响，那么未

来的全球GDP和贸易就会增加。图8显示了近期商品价

格下滑的程度。如果欧洲中央银行目前的货币宽松计划

使欧元区的经济复苏更加强劲，世界贸易的增长速度也

可能超过预期。欧盟的任何需求复苏都会对世界贸易统

计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因为欧盟成员之间的贸易被计

入全球总量。

世贸组织对年贸易量增长的估计和对世界实际GDP的

共识估计，在市场上

表1显示了2010年至2014年的汇率情况。很多人都注意

到，多年来世界贸易增长和世界GDP增长之间的粗略

二比一关系似乎已经打破，过去三年贸易和产出的增长

速度大致相同就说明了这一点。对于最近贸易增长速度

的放缓，人们提出了一些解释，包括不利的宏观经济条

件，全球供应链的成熟，以及危机后保护主义措施的积

累等等。

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解释，但至少可以看出一些典型的事

实。首先，世界贸易增长与世界GDP增长的比率（被

称为 "世界贸易收入弹性"）在20世纪90年代的某个时

候达到了顶峰，远在金融危机之前，但自那时以来已经

下降了（见图9）。其次，世界贸易在全球经济冲击之

后，在恢复较快增长之前的一段时间内增长缓慢是正常

的（例如，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最

后，较低的全球贸易弹性并不意味着世界贸易/GDP比

率的降低，该比率仍处于或接近历史水平。这些事实表

明，贸易放缓的背后是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的共同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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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弹性的计算方法是将世界商品贸易量的对数与世界GDP的对数按10年的市场汇率进行回归。

资料来源：WTO国际贸易统计，贸易；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按市场汇率计算的GDP：世贸组织国际贸易统计资料中的贸易，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中按市场汇率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

图9：1980-2014年世界商品贸易额相对于世界GDP的弹性，按市场汇率计算

表1：2010-14年按市场汇率计算的商品贸易额和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度百分比变化）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世界商品贸易量 13.9 5.3 2.2 2.5 2.5

出口
发达经济体 13.4 5.1 1.1 2.2 2.0
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a 15.2 5.9 3.7 3.8 3.1
北美洲 14.9 6.6 4.4 2.7 4.2
南美洲和中美洲 4.5 6.4 0.9 1.9 -1.3
欧洲 11.5 5.5 0.8 2.4 1.6
独立国家联合体（CIS） 6.3 1.6 0.8 1.1 0.0
非洲 6.5 -7.3 6.6 -2.0 -3.3
中东地区 5.3 7.9 4.8 1.7 0.7
亚洲 22.8 6.4 2.7 5.0 4.7

进口产品
发达经济体 10.9 3.4 0.0 -0.1 2.9
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a 18.2 7.7 4.9 5.2 1.8
北美洲 15.8 4.3 3.2 1.2 4.6
南美洲和中美洲 21.8 12.1 2.3 3.4 -2.4
欧洲 9.9 3.2 -1.8 -0.2 2.3
独立国家联合体（CIS） 18.2 16.9 6.5 -1.2 -9.8
非洲 8.0 4.0 13.3 5.0 4.2
中东地区 8.4 4.4 9.9 7.4 1.8
亚洲 18.3 6.5 3.7 4.8 3.4

按市场汇率计算的实际世界GDP 4.1 2.9 2.3 2.3 2.5
发达经济体 2.6 1.5 1.1 1.2 1.7
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a 7.5 5.9 4.7 4.6 4.2
北美洲 2.7 1.9 2.4 2.2 2.4
南美洲和中美洲 6.3 5.1 2.8 3.3 1.0
欧洲 2.3 2.0 -0.2 0.3 1.4
独立国家联合体（CIS） 4.6 4.9 3.5 2.1 0.6
非洲 5.4 1.1 5.3 3.6 3.4
中东地区 5.2 6.4 3.2 2.8 3.1
亚洲 7.2 4.2 4.4 4.5 4.0

a 包括所有未被列为发达国家的经济体。

资料来源：WTO秘书处：世贸组织秘书处。

尾注
1 关于商品和商业服务贸易的全面的年度、季度和月度数

据，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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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贸组织的网站下载：
http://www.wto.org/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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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图
附录 图1：选定经济体的商品出口和进口，2010年1月-2015年4月（1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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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全球贸易信息服务GTA数据库，国家统计数据：IMF国际金融统计，全球贸易信息服务GTA数据库，国家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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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图1：2010年1月至2015年4月部分经济体的商品出口和进口（10亿美元）（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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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全球贸易信息服务GTA数据库，国家统计数据：IMF国际金融统计，全球贸易信息服务GTA数据库，国家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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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表格
附录表1：2014年按区域和选定经济体划分的世界商品贸易（亿美元和百分比）

出口 进口产

品

价值 年度百分比变化 价值 年度百分比变化
2014 2005-14 2012 2013 2014 2014 2005-14 2012 2013 2014

世界 18,422 7 0 2 1 18,569 6 0 1 1

北美洲 2,493 6 4 2 3 3,300 4 3 0 3

美国 1,621 7 4 2 3 2,413 4 3 0 4

加拿大a 475 3 1 1 4 475 4 2 0 0

墨西哥 398 7 6 3 5 412 7 5 3 5

南美洲和中美洲b 695 7 -1 -2 -6 739 10 3 3 -5

巴西 225 7 -5 0 -7 239 13 -2 7 -5

其他南美洲和中美洲b 470 7 1 -3 -5 500 9 5 0 -5

欧洲 6,739 5 -4 4 1 6,722 4 -6 1 2

欧洲联盟 (28) 6,162 5 -5 5 1 6,133 4 -6 1 2

德国 1,508 5 -5 3 4 1,216 5 -7 2 2

荷兰 583 3 -5 2 0 678 3 -6 1 -1

法国 672 6 -2 2 0 588 5 -1 0 0

英国 506 3 -7 14 -7 684 3 2 -5 4

意大利 529 4 -4 3 2 472 2 -13 -2 -2

独立国家联合体（

CIS）
735 9 2 -2 -6 506 10 6 0 -11

俄罗斯联邦a 498 8 1 -1 -5 308 10 4 2 -10

非洲 555 7 5 -6 -8 642 11 9 3 1

南非 91 7 -8 -4 -5 122 8 2 -1 -3

非洲减去南非 464 7 8 -6 -8 520 12 11 4 2

石油出口国c 286 5 11 -11 -13 202 12 10 10 0

非石油出口国 178 9 1 3 0 318 11 11 0 3

中东地区 1,288 10 6 0 -4 784 10 8 6 0

亚洲 6,426 9 2 3 2 6,325 9 4 2 0

中国 2,342 13 8 8 6 1,959 13 4 7 0

日本 684 2 -3 -10 -4 822 5 4 -6 -1

印度 322 14 -2 6 2 463 14 5 -5 -1

新兴工业化经济体(4)d 1,312 7 -1 1 1 1,316 7 0 0 1

备忘录
南方国家 316 7 -5 1 -8 328 12 -3 7 -6

东盟f 1,295 8 1 2 2 1,235 8 6 2 -1

欧盟（28国）贸易外 2,262 6 0 7 -2 2,232 5 -4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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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不发达国家(LDCs) 207 11 1 4 -2 266 13 11 9 5

a 进口的价值是FOB（船上交货）。

b 包括加勒比地区。

c 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喀麦隆、乍得、刚果、赤道几内亚、加蓬、利比亚、尼日利亚、苏丹。

d 中国香港；大韩民国；新加坡；和中国台北。

e 按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的情况计算。

f 东南亚国家联盟：文莱达鲁萨兰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

资料来源：WTO秘书处：世贸组织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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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表2：2014年按区域和选定国家分列的世界商业服务贸易（10亿美元和百分比）

出口 进口产

品

价值 年度百分比变化 价值 年度百分比变化
2014 2005-14 2012 2013 2014 2014 2005-14 2012 2013 2014

世界 4,860 7 3 5 4 4,740 7 4 6 5

北美洲 793 7 5 5 3 593 6 4 3 3

美国 686 8 4 5 3 454 6 4 3 4

南美洲和中美洲a 156 9 6 2 4 202 12 6 7 1

巴西 40 12 5 -2 6 87 17 7 7 5

欧洲 2,349 6 0 7 5 1,988 6 -1 8 5

欧洲联盟 (28) 2,153 ... ... 8 5 1,810 ... ... 8 5

德国 267 6 -3 8 5 327 5 -2 13 1

英国 329 4 1 3 4 189 1 2 4 -1

法国 263 6 0 7 4 244 7 0 14 6

荷兰 156 ... -4 8 11 165 10 -4 6 8

西班牙 133 5 12 9 10 142 2 3 16 8

独立国家联合体（

CIS）
110 10 9 9 -8 169 12 18 15 -4

俄罗斯联邦 66 10 7 12 -5 119 13 19 18 -5

乌克兰 14 4 4 2 -35 12 6 10 11 -23

非洲 94 6 7 -4 3 169 10 2 1 5

埃及b 19 3 12 -16 7 16 6 18 -4 11

南非 14 3 2 -6 0 15 3 -11 -7 -5

尼日利亚 1 0 -10 -7 -22 22 15 0 -8 9

中东地区 124 ... 4 2 6 271 ... 5 5 9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b, c

17 ... 18 15 ... 72 ... 12 12 ...

沙特阿拉伯王国 12 ... -5 5 7 60 ... -9 4 17

亚洲 1,236 10 8 3 5 1,349 9 8 4 6

中国 222 11 17 -4 8 382 18 18 17 16

日本 158 5 -3 1 19 190 4 5 -8 12

印度 154 13 5 2 4 124 11 4 -3 -1

新加坡 133 12 7 4 2 130 10 9 4 0

韩国，共和国 106 9 14 0 3 114 8 6 1 4

中国香港 107 9 8 7 2 78 4 3 0 2

澳大利亚 52 6 3 0 0 62 8 6 3 -7

备忘录

欧盟（28国）贸易外 994 ... 5 9 7 739 ... -2 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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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包括加勒比海。

b 世贸组织秘书处估计。

c 根据BPM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收支手册第五版）方法得出的数据。

...表示无法获得或无法比较的数字。

注：虽然占世界商业服务贸易三分之二以上的约50个国家的临时全年数据在3月中旬可以获得，但大多数其他国家的估计是基于前三

个季度的数据。

资料来源：世贸组织和贸发会议秘书处：世贸组织和贸发会议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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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表3：2014年主要商品出口国和进口国（亿美元和百分比）

级别 出口商 价值 分享
年度百分

比变化 级别 进口商 价值 分享
年度百分

比变化

1 中国 2,342 12.4 6 1 美国 2,413 12.7 4

2 美国 1,621 8.6 3 2 中国 1,959 10.3 0

3 德国 1,508 8.0 4 3 德国 1,216 6.4 2

4 日本 684 3.6 -4 4 日本 822 4.3 -1

5 荷兰 672 3.6 0 5 英国 684 3.6 4

6 法国 583 3.1 0 6 法国 678 3.6 -1

7 韩国，共和国 573 3.0 2 7 中国香港 601 3.2 -3

8 意大利 529 2.8 2 - 保留进口 151 0.8 6

9 中国香港 524 2.8 -2 8 荷兰 588 3.1 0

- 国内出口 16 0.1 -20 9 韩国，共和国 526 2.8 2

- 再出口 508 2.7 -1 10 加拿大a 475 2.5 0

10 英国 506 2.7 -7 11 意大利 472 2.5 -2

11 俄罗斯联邦 498 2.6 -5 12 印度 463 2.4 -1

12 加拿大 475 2.5 4 13 比利时 452 2.4 0

13 比利时 471 2.5 1 14 墨西哥 412 2.2 5

14 新加坡 410 2.2 0 15 新加坡 366 1.9 -2

- 国内出口 216 1.1 -1 - 保留进口b 173 0.9 -5

- 再出口 194 1.0 1 16 西班牙 358 1.9 5

15 墨西哥 398 2.1 5 17 俄罗斯联邦a 308 1.6 -10

16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c 360 1.9 -5 18 中国台北 274 1.4 2

17 沙特阿拉伯王国c 354 1.9 -6 19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c

262 1.4 4

18 西班牙 325 1.7 2 20 土耳其 242 1.3 -4

19 印度 322 1.7 2 21 巴西 239 1.3 -5

20 中国台北 314 1.7 3 22 澳大利亚人 237 1.2 -2

21 澳大利亚 241 1.3 -5 23 泰国 228 1.2 -9

22 瑞士 239 1.3 4 24 波兰 220 1.2 6

23 马来西亚 234 1.2 3 25 马来西亚 209 1.1 1

24 泰国 228 1.2 0 26 瑞士 203 1.1 1

25 巴西 225 1.2 -7 27 奥地利 182 1.0 -1

26 波兰 217 1.1 6 28 印度尼西亚 178 0.9 -5

27 奥地利 178 0.9 2 29 沙特阿拉伯王国c 163 0.9 -3

28 印度尼西亚 176 0.9 -3 30 瑞典 163 0.9 1

29 捷克共和国 174 0.9 7

30 瑞典 164 0.9 -2

爱人的总数 15,542 82.1 - 爱人的总数 15,592 82.0 -

世界d 18,930 100.0 1 世界d 19,018 100.0 1

a 进口的价值是离岸价。

b 新加坡的留存进口被定义为进口减去再出口。

c 世贸组织秘书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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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包括重要的再出口或用于再出口的进口。

资料来源：WTO秘书处：世贸组织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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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表4：2014年主要商品出口国和进口国（不包括欧盟内部(28)贸易）（10亿美元和百分比

级别 出口商 价值 分享
年度百分

比变化 级别 进口商 价值 分享
年度百分

比变化

1 中国 2,342 15.6 6 1 美国 2,413 16.0 4

2 欧盟以外(28)的出

口

2,262 15.1 -2 2 欧盟以外(28)的进口 2,232 14.8 0

3 美国 1,621 10.8 3 3 中国 1,959 13.0 0

4 日本 684 4.5 -4 4 日本 822 5.4 -1

5 韩国，共和国 573 3.8 2 5 中国香港 601 4.0 -3

6 中国香港 524 3.5 -2 - 保留进口 151 1.0 6

- 国内出口 16 0.1 -20 6 韩国，共和国 526 3.5 2

- 再出口 508 3.4 -1 7 加拿大a 475 3.1 0

7 俄罗斯联邦 498 3.3 -5 8 印度 463 3.1 -1

8 加拿大 475 3.2 4 9 墨西哥 412 2.7 5

9 新加坡 410 2.7 0 10 新加坡 366 2.4 -2

- 国内出口 216 2.9 -1 - 保留进口b 173 1.1 -5

- 再出口 194 1.3 1 11 俄罗斯联邦a 308 2.0 -10

10 墨西哥 398 2.6 5 12 中国台北 274 1.8 2

11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c

360 2.4 -5 13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c 262 1.7 4

12 沙特阿拉伯王国c 354 2.4 -6 14 土耳其 242 1.6 -4

13 印度 322 2.1 2 15 巴西 239 1.6 -5

14 中国台北 314 2.1 3 16 澳大利亚人 237 1.6 -2

15 澳大利亚 241 1.6 -5 17 泰国 228 1.5 -9

16 瑞士 239 1.6 4 18 马来西亚 209 1.4 1

17 马来西亚 234 1.6 3 19 瑞士 203 1.3 1

18 泰国 228 1.5 0 20 印度尼西亚 178 1.2 -5

19 巴西 225 1.5 -7 21 沙特阿拉伯王国c 163 1.1 -3

20 印度尼西亚 176 1.2 -3 22 越南 149 1.0 13

21 土耳其 158 1.0 4 23 南非c 122 0.8 -3

22 越南 150 1.0 14 24 挪威 89 0.6 -1

23 挪威 144 1.0 -7 25 ǞǞǞ 75 0.5 1

24 卡塔尔c 132 0.9 -4 26 智利 72 0.5 -9

25 科威特c 104 0.7 -9 27 菲律宾 68 0.4 4

26 尼亚克 97 0.6 -7 28 埃及c 67 0.4 16

27 南非 91 0.6 -5 29 阿根廷 65 0.4 -11

28 伊朗c 89 0.6 8 30 哥伦比亚 64 0.4 8

29 伊拉克c 85 0.6 -6

30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

共和国c

80 0.5 -10

爱人的总数 13,608 90.5 - 爱人的总数 13,585 89.9 -

世界d
(不包括欧盟内部(28))

15,030 100.0 0 世界d
(不包括欧盟内部(28))

15,118 100.0 0

a 进口的价值是离岸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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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新加坡的留存进口被定义为进口减去再出口。

c 世贸组织秘书处估计。

d 包括重要的再出口或用于再出口的进口。

资料来源：WTO秘书处：世贸组织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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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表5：2014年商业服务的主要出口国和进口国（亿美元和百分比）

级别 出口商 价值 分享
年度百分

比变化 级别 进口商 价值 分享
年度百分

比变化

1 美国 686 14.1 3 1 美国 454 9.6 4

2 英国 329 6.8 4 2 中国 382 8.1 16

3 德国 267 5.5 5 3 德国 327 6.9 1

4 法国 263 5.4 4 4 法国 244 5.1 6

5 中国 222 4.6 8 5 日本 190 4.0 12

6 日本 158 3.3 19 6 英国 189 4.0 -1

7 荷兰 156 3.2 11 7 荷兰 165 3.5 8

8 印度 154 3.2 4 8 辽宁省 142 3.0 16

9 西班牙 135 2.8 5 9 新加坡 130 2.7 0

10 辽宁省 133 2.7 9 10 印度 124 2.6 -1

11 新加坡 133 2.7 2 11 俄罗斯联邦 119 2.5 -5

12 比利时 117 2.4 4 12 韩国，共和国 114 2.4 4

13 瑞士 114 2.3 2 13 意大利 112 2.4 4

14 意大利 114 2.3 2 14 比利时 108 2.3 4

15 中国香港 107 2.2 2 15 加拿大 106 2.2 -5

16 韩国，共和国 106 2.2 3 16 瑞士 93 2.0 2

17 卢森堡 98 2.0 11 17 巴西 87 1.8 5

18 加拿大 85 1.7 -4 18 中国香港 78 1.6 2

19 瑞典 75 1.5 3 19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a, b 72 1.5 ...

20 丹麦 72 1.5 2 20 西班牙 72 1.5 11

21 俄罗斯联邦 66 1.4 -5 21 卢森堡 67 1.4 13

22 奥地利 65 1.3 2 22 瑞典 65 1.4 8

23 中国台湾 57 1.2 12 23 丹麦 64 1.3 1

24 泰国 55 1.1 -6 24 澳大利亚 62 1.3 -7

25 中国澳门 53 1.1 -1 25 沙特阿拉伯王国 60 1.3 17

26 澳大利亚 52 1.1 0 26 泰国 53 1.1 -4

27 土耳其 50 1.0 9 27 挪威 53 1.1 -5

28 挪威 49 1.0 1 28 奥地利 51 1.1 3

29 波兰 46 0.9 2 29 中国台湾 46 1.0 8

30 希腊 42 0.9 14 30 马来西亚 44 0.9 -2

以上合计 4,058 83.5 - 以上合计 3,871 81.7 -

世界 4,860 100.0 4 世界 4,740 100.0 5

a 根据BPM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收支手册》第五版）方法得出的数据。

b 世贸组织秘书处的估计。

...表示无法获得或无法比较的数字。

- 表示不适用。

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数字是由秘书处估计的。年度百分比变化和排名受到大量经济体系列的连续性中断以及跨国可比性的限制的影响。

资料来源：世贸组织和贸发会议秘书处：世贸组织和贸发会议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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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表6：2014年商业服务的主要出口国和进口国，不包括欧盟内部(28)贸易
(亿美元和百分比)

级别 出口商 价值 分享
年度百分

比变化 级别 进口商 价值 分享
年度百分

比变化

1 欧盟以外(28)的出口 994 26.8 7 1 欧盟以外(28)的进口 739 20.1 6

2 美国 686 18.5 3 2 美国 454 12.4 4

3 中国 222 6.0 8 3 中国 382 10.4 16

4 日本 158 4.3 19 4 日本 190 5.2 12

5 印度 154 4.2 4 5 新加坡 130 3.5 0

6 新加坡 133 3.6 2 6 印度 124 3.4 -1

7 瑞士 114 3.1 2 7 俄罗斯联邦 119 3.2 -5

8 中国香港 107 2.9 2 8 韩国，共和国 114 3.1 4

9 韩国，共和国 106 2.9 3 9 加拿大 106 2.9 -5

10 加拿大 85 2.3 -4 10 瑞士 93 2.5 2

11 俄罗斯联邦 66 1.8 -5 11 巴西 87 2.4 5

12 中国台湾 57 1.5 12 12 中国香港 78 2.1 2

13 泰国 55 1.5 -6 13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a, 

b

72 2.0 ...

14 中国澳门 53 1.4 -1 14 澳大利亚 62 1.7 -7

15 澳大利亚 52 1.4 0 15 沙特阿拉伯王国 60 1.6 17

16 土耳其 50 1.4 9 16 泰国 53 1.4 -4

17 挪威 49 1.3 1 17 挪威 53 1.4 -5

18 巴西 40 1.1 6 18 中国台湾 46 1.2 8

19 马来西亚 38 1.0 -4 19 马来西亚 44 1.2 -2

20 ǞǞǞ 34 0.9 1 20 印度尼西亚 33 0.9 -4

21 菲律宾 24 0.7 7 21 墨西哥 32 0.9 9

22 印度尼西亚 23 0.6 1 22 卡塔尔 31 0.8 24

23 墨西哥 21 0.6 5 23 土耳其 23 0.6 3

24 埃及 19 0.5 7 24 尼日利亚 22 0.6 9

25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a, b 17 0.5 ... 25 安格拉布 22 0.6 ...

26 黎巴嫩共和国 15 0.4 6 26 ǞǞǞ 22 0.6 9

27 摩洛哥 15 0.4 11 27 科威特b 21 0.6 ...

28 乌克兰 14 0.4 -35 28 菲律宾 20 0.5 23

29 阿根廷 14 0.4 -3 29 阿根廷 17 0.5 -8

30 南非 14 0.4 0 30 委内瑞拉玻利瓦

尔共和国

17 0.5 -13

以上合计 3,429 92.6 - 以上合计 3,266 89.0 -

世界

(不包括欧盟内部(28))

3,700 100.0 4 世界

(不包括欧盟内部(28))

3,670 100.0 5

a 根据BPM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收支手册》第五版）方法得出的数据。

b 世贸组织秘书处的估计。

...表示无法获得或无法比较的数字。

- 表示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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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数字是由秘书处估计的。年度百分比变化和排名受到大量经济体系列的连续性中断以及跨国可比性的限制的影响。

资料来源：世贸组织和贸发会议秘书处：世贸组织和贸发会议秘书处。



II. 加快贸易速度：实

施世贸组织贸易便利

化的好处和挑战 协议

世贸组织成员于2013年12月在巴厘岛举行的部长级会

议上达成的《世贸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TFA），

是第一个多边贸易协定。

这是自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达成的一项协议。

外贸协定是世贸组织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成就，有可能使

世界贸易每年增加1万亿美元。2015年世界贸易报告》是

第一份详细研究贸易协定的潜在影响的报告。

基于对最终协议文本的全面分析，《报告》指出，发展

中国家将从《贸易协定》中获益良多。报告》认为，发

展中国家将从《贸易协定》中获得巨大的利益，获得很

大一部分利益。
可用的收益。



内容
A 简介 32

B 贸易便利化的背景 38

C 贸易便利化的理论和测量 56

D 估算《贸易便利化协定》的好处 72

E 实施《贸易便利化协定》的挑战 106

F 结论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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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 ntroduction

在当今开放和相互联系的全球经济中，简化、

加快和协调贸易程序的努力，以及进一步放宽

贸易政策的努力，将有助于扩大世界贸易，并

帮助各国与日益全球化的生产系统相联系。

过去的贸易协定是关于 "消极 "的一体化--各国降

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而世贸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

（TFA）是关于积极的一体化--各国共同努力，简

化程序，共享信息，并在监管方面进行合作。

政策目标。2015年世界贸易报告》研究了为什么

《贸易协定》如此重要，其经济影响预计是什么

，以及世贸组织如何采取一些重要和新颖的步骤

，以帮助各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效益。



II.加速贸易：实施的好处和挑战

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

33

内容
1 为什么要实行贸易便利化？ 34

2 界定贸易便利化 35

3 报告的结构 36

一些关键的事实和发现

• 近年来，贸易便利化已成为世界贸易体系的一个关键问题。2013年12月，世贸组织

成员在巴厘岛举行的世贸组织第九届部长级会议上缔结了《贸易便利化协定》（

TFA），2014年11月，世贸组织成员通过了《修正议定书》，将这一新协定插入《

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马拉喀什协定》中，这都证实了其重要性。

• 一旦三分之二的世贸组织成员完成国内批准程序，《贸易协定》将生效。

• 外贸协定的重点是精简、协调海关程序并使之现代化。它在减少贸易成本和时间方

面具有巨大潜力，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

• 贸易便利化协定是开创性的，因为它规定向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援

助，以帮助它们实施该协定。世贸组织于2014年7月启动的贸易便利化协定机制

，旨在帮助向它们提供这种支持。

A.简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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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什么贸易 便利化？

贸易便利化--出口和进口程序的简化、现代化和协调--

已经成为世界贸易体系的一个关键问题。二十年前，它甚

至不在世贸组织的议程上，但它却成为多哈回合的主要

目标之一--世贸组织目前的全球贸易谈判回合。这最终

导致成员们在2013年巴厘岛举行的世贸组织第九届部

长级会议上决定尽早缔结《贸易便利化协定》，这是迄

今为止该回合的主要成就，也是20年来达成的第一个

全球贸易协定。

贸易便利化协定（TFA）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全球贸易

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可能比我们意识到的还要快。由于

关税壁垒的下降，运输和通信成本的降低，以及新兴市

场的崛起，公司现在正在组织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并通

过复杂的跨国网络在不同国家增加价值。上个世纪的装

配线已经成为今天的全球价值链。这种高度关联的全球经

济非但没有降低贸易的重要性，反而在增加它。即使是

贸易成本的微小差异，特别是贸易时间的差异，也可以

使一个国家无缝连接到一个综合的、及时的生产网络，

或被留在世界贸易的很大一部分的边缘。

如果从广义上讲，贸易便利化可以涵盖从信息技术能力

到运输和物流服务等广泛的问题。尽管如此，政府的行

政程序和监管要求的效率仍然是一个关键因素。这就是

为什么专注于精简、协调和现代化海关程序的《贸易协定

》将对降低贸易成本和时间产生重大影响。

TFA至关重要的第二个原因是与当前的经济环境有关。在

全球金融危机发生近七年后，全球经济仍在努力获得牵

引力。国际贸易也陷入了这种停滞状态。在2010年的

初步反弹之后，全球贸易的增长速度大大低于其历史平

均水平。现有的贸易增长预测并不保证很快就会恢复到

历史常态。这引起了更广泛的讨论，贸易放缓是否反映

了一个结构性的问题，而不是纯粹的周期性原因，因此

是一个未来的预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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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世界贸易报告》研究了影响贸易未来演变的

主要因素，并确定贸易成本是这些影响因素之一（其

他因素包括人口、资本积累、自然资源和技术）。该

报告明确指出，许多因素推动了贸易流动的变化，其

中一些因素，如技术进步、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变化，

对贸易流动的影响可能比关税或贸易成本变化大得多

。

虽然本研究估计了贸易协定引起的贸易成本变化可能

产生的个别影响，但要记住，其他因素也会影响贸易

流动，这里估计的影响可能会被其他因素放大或抵消

。贸易成本在塑造世界贸易的未来方面发挥着根本性

的作用，这意味着任何有意义的贸易成本的降低不仅

会减少目前对全球经济的拖累，而且还会改变其未来

的演变。正如今年的报告所表明的那样，《贸易协定

》大大降低了贸易成本，使国际贸易和全球经济的发

展轨迹有可能出现明显的上升趋势。

外贸协定的价值还在于它标志着多边贸易体系本身的重

点和运作的一个重要转变。当世界贸易以离散产品的交

换为主导时，贸易谈判的动力主要是交换市场准入 "优

惠"，即只有在其他国家降低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时

，各国才会降低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但在一个生产

网络相互关联的世界里，各国的出口依赖于进口，它

们与全球市场的连接只有在它们与生产链中的每个其

他环节的连接都有效的情况下，各国有更大的动力去

合作，以减少壁垒，消除瓶颈，协调流程。

世贸组织贸易便利化谈判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谈判的

动力不是市场准入的权衡，而是为共同的挑战寻求合

作的解决方案，如海关程序的标准化，统一文件要求

，或改善信息交流。人们普遍认识到，尽管成员国将

通过单独改革其贸易程序而受益，但他们将通过集体采

取这些步骤而受益更多。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

么 "自下而上 "的贸易便利化谈判，即每个成员在每个

阶段都参与协定的设计，是最具有包容性和最有意义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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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世贸组织历史上的透明。

谈判中的许多问题本质上是全球性的，这反过来又强调

了在世贸组织达成解决方案的逻辑，从而进一步加强了

这种合作方式。例如，各国同意在双边或区域基础上建

立一个单一窗口1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如果为一个贸易伙

伴建立这样的窗口，它就会自动为所有贸易伙伴建立。

在双边或区域范围内简化海关程序或使文书工作标准化

，尤其是对越来越多的 "多国 "产品来说，更是毫无意

义。在这些问题上，如果不采取多边办法，就意味着使

跨境贸易复杂化，而不是便利化。在其更加合作和包容

的谈判方式中，《贸易协定》可能为如何解决其他世贸

组织规则制定的挑战提供了重要的经验。

由于世贸组织成员在促进贸易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该协议

在鼓励和帮助发展中国家成员履行其承诺方面也有新的

突破。这是第一份由成员决定自己的实施时间表的世贸

组织协议，而且实施的进展与技术和财政能力明确挂钩

。尽管贸易便利化议程的很大一部分涉及政策变化--特

别是政府内部和政府之间的协调和信息共享--但海关系

统的现代化和适应新技术也可能涉及重大的技术能力和

财政资源需求。考虑到这一点，《贸易协定》为贸易便

利化相关的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支持制定了一个框架，

以及监测这种支持的详细透明程序。

世贸组织还启动了一个新的过渡协议机制，以补充区域

和多边机构、双边捐助者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现有努力

，并更广泛地作为正在进行的实施工作的协调中心。由于

其对成员义务的多速方法和对实施的积极方法，《贸易

协定》也标志着世贸组织的一个出发点，对该组织工作

的其他方面具有潜在的教训。

2. 界定贸易 便利化

本报告将更详细地探讨这些和其他主题。然而，有几点

初步意见是需要的。

虽然本报告中提到的许多研究都使用了 "贸易便利化 "

一词，但它们可能不是指《贸易协定》。更有可能的是

，他们对这个词所包含的内容有不同的概念。国际组织

对贸易便利化提出了不同的定义；学术出版物的作者也

以不同的方式处理贸易便利化问题。

此外，贸易便利化已列入许多区域贸易协定的议程，它们

对贸易便利化没有统一的概念（见B.2小节）。对贸易

便利化的各种定义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区分：

• 广义或狭义：狭义的定义侧重于改善边境的行政程

序，而广义的定义也包括改变边境背后的措施，如

贸易的技术壁垒。

• 软或硬基础设施：一些定义将贸易便利化限制在贸

易程序的改进上，不需要对有形基础设施进行投资（

也许除了为海关提供更好的信息技术设备），而其

他贸易便利化的定义包括对港口、国内运输连接（

公路、铁路等）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等硬基础设施

的投资。

世贸组织成员一直回避对贸易便利化的正式定义，这既

是由于不可能就定义达成一致，也是出于不排除未来工

作的任何潜在方面的愿望。然而，从最近通过的《贸易

协定》的覆盖范围来看，人们可以发现他们如何看待世

贸组织在该领域的工作范围。根据2004年8月WTO成

员通过的谈判授权，该条约改进和澄清了GATT第V、

VIII和X3条，并引入了关于海关合作的条款，"以进一步

加快货物，包括过境货物的流动、放行和清关。"4 对WTO

的这一立场进行基准测试是具有挑战性的，首先是因为

成员可能决定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行更新，其次是因为非

WTO的定义可以被解释为位于上述两个层面所确定的两

极之间。

表A.1提供了一个由国际组织制定的或在学术文献中使用

的定义的非详尽清单。鉴于赋予该术语的含义的多样性

，本报告在提及《贸易协定》时将会很明确。

A.简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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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贸易便利化的定义

a) 学术文献

研究 定义

杜瓦尔（2007）。 贸易便利化涉及提高贸易过程的效率。贸易便利化涉及使海关、运输、银行和保险

（服务和基础设施）更加有效。贸易便利化不能简单地局限于边境或海关控制程序

，因为这两套程序只是影响贸易交易效率的其他一些程序（如支付和物流）中的两

个。

格雷杰（2011）。 贸易便利化着眼于如何改进管理货物跨国界流动的程序和控制，以减少相关的成本

负担，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同时保障合法的监管目标。

佩尔森（2013）。 贸易便利化是指通过提高繁琐的跨境贸易程序的效率，使贸易商更容易进行跨境货

物运输。

葡萄牙-佩雷斯和威尔逊（2012）。 贸易便利化措施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个是与有形基础设施如公路、港口、高速

公路、电信有关的 "硬 "的方面，还有一个是与透明度、海关管理、商业环境和其

他无形的制度方面有关的 "软 "的方面。

扎基（2014）。 贸易便利化包括五个主要因素：

1) 简化贸易程序和文件；

2) 贸易惯例和规则的协调；

3) 国际流动的信息和程序更加透明；

4) 启用新技术以促进国际贸易；

5) 为国际商业提供更安全的支付手段。

b) 国际组织

机构/来源 定义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

资料来源：APEC (2007)。

贸易便利化是指海关和其他行政程序的简化和合理化，这些程序阻碍、拖延或增加货

物跨越国际边界的成本。

欧盟委员会

来源：
http://ec.europa.eu/taxation_custo
ms/customs/ 
policy_issues/trade_falicitation/index_en.htm

贸易便利化可以被定义为简化和协调国际贸易程序，包括进口和出口程序。这里的

程序主要是指涉及的活动（做法和手续）。

在收集、展示、交流和处理国际贸易中货物流动所需的数据方面。

国际商会(ICC)

资料来源：ICC（2007）。

提高与跨国界货物贸易有关的程序的效率。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资料来源：Moïsé等人（2011）。

贸易便利化是指旨在通过提高国际贸易链每个阶段的效率来缓解贸易成本的政策和措

施。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
来源：http://tfig.unece.org/details.html

将货物从卖方转移到买方并进行支付所需的程序和相关信息流的简化、标准化和统一

化。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2006)：贸发会议(2006)。

贸易便利化旨在为跨境贸易交易建立一个透明和可预测的环境，其基础是简单、标

准化的海关程序和做法、文件要求、货物和过境业务、以及贸易和运输安排。

3.  报告的结构

B节探讨了世贸组织贸易便利化议程的演变，解释了世

贸组织的谈判是如何开始的，解决了什么问题，为什么

，导致了什么，目前的状况，《贸易协定》中的特殊和

差别条款，以及世贸组织成员的未来道路。它表明，虽

http://ec.europa.eu/taxation_customs/customs/
http://ec.europa.eu/taxation_customs/customs/
http://ec.europa.eu/taxation_customs/customs/
http://tfig.unece.org/detail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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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WTO在这个问题上相对较晚，但多边谈判的逻辑是 在这一领域的合作很快产生了对该倡议和更雄心勃勃的

议程的广泛支持。B节还探讨了其他国际机构和区域贸

易安排是如何处理贸易便利化问题的，并记录了贸易便

利化在这些安排中有时是多么的广泛，超出了贸易程序

改革的范围，包括边界后措施和基础设施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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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节探讨了改革贸易程序的经济理由。利用广泛使用的

国际贸易模型，该部分阐明了贸易便利化改革的经济效

果，并解释了就该问题建立一个多边协议的附加价值。

然后，它审查了目前用于评估各国贸易连通性的各种指

标，并确定哪种指标最能代表贸易便利化的实施。

利用国际贸易模型对贸易便利化可能产生的影响的洞察

力，D节估计了实施贸易协定所带来的潜在利益，特别

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些估计包括贸易成本的减少，

贸易和GDP的增加，以及出口的进一步多样化。此外，D

节还研究了执行国能够更好地与全球价值链相连接的前景

，以及中小型企业（SMEs）增加参与国际贸易的前景。

除了这些潜在的好处，D节还计算了贸易便利化可能带

来的其他收益--海关征收的增加，以及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

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FDI），以及减少腐败的发

生。估算结果表明，虽然所有成员都将从更有效的海关

和行政程序中受益，但那些系统效率最低的国家将获得

最大利益。

E部分探讨了批准和实施该协议所涉及的各种挑战。它

确定了主要需求是什么，估计成本，从过去海关改革的

经验中吸取的重要教训，以及《贸易协定》的特殊和差

别条款在帮助发展中成员克服面前的实际困难方面的作

用。虽然许多发展中成员仍然担心贸易便利化所涉及的

财政成本--这就是为什么《协定》明确地将实施与能力

挂钩--但这些成本被《协定》所带来的潜在贸易、投资

和产出收益所抵消。

最后，F部分总结了本报告的主要信息。

尾注
1 单一窗口允许贸易商提交相关文件和/或数据要求，并通过单

一的入境点得到放行货物的决定通知。

2 例如，见Iwanow和Kirkpatrick（2009），Grainger（2011）

，Orliac（2012），以及Portugal-Perez和Wilson（2012），

以及表A.1。

3 这些条款分别涉及过境自由、与进口和出口有关的费用

和手续以及贸易条例的公布和管理。

4 见世贸组织文件WT/L/579，附件D，"贸易便利化谈判的模式"

。

A.简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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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T 贸易便利化的

背景

连续几轮的多边贸易谈判，在1994年的乌拉圭回

合中达到顶峰，成功地大幅降低了关税和其他国

际贸易壁垒，但贸易

部分原因是行政负担和低效的海关程序，成本仍然很

高。在

在一个日益以全球化制造、及时生产和一体化供

应链为特征的世界里，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需要制

定全球规则来促进贸易。本节探讨了世贸组织和

其他论坛是如何处理贸易便利化问题的，包括回

顾导致最近贸易便利化协议（TFA）的谈判、

对《贸易协定》本身内容的总结，对推进工作所需

步骤的评估，以及对区域贸易协定和其他国际组织

的贸易便利化倡议的调查。这一讨论旨在确立目前

贸易便利化改革的状况，并为接下来的理论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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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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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1 世贸组织中的贸易便利化 40

2 区域贸易协定中的贸易便利化 44

3 其他国际组织的贸易便利化 51

4 结论 54

一些关键的事实和发现

• 世贸组织在贸易便利化方面的工作最终导致2013年12月在巴厘岛举行的世贸组织第九

届部长级会议上通过了《贸易便利化协定》（TFA）。这是自1995年世贸组织成立以

来的第一个多边协议。

• 贸易协定》澄清并改进了1940年代谈判达成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的

三个条款，这些条款被认为不足以满足现代商业世界的需要。它还采取了一种创新

的、量身定做的方法，向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成员提供实施《贸易协定》的

援助和支持，涉及实施的程度和时间。
对这些成员的执行能力。

• 贸易便利化一直是许多区域贸易协定（RTAs）谈判的一部分。目前生效的已通知

的区域贸易协定中，90%以上都有关于贸易便利化的条款。通过为它们提供贸易

便利化的共同标准，并在国家加入几个区域贸易协定的情况下减少重叠，贸易协

B.贸
易

便
利

化
的

背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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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将减少存在的低效和歧视。

• 区域贸易协定中普遍缺乏特殊和差别待遇以及技术援助条款，再加上执行系统薄

弱，这表明《贸易协定》将通过强调执行而对贸易便利化产生重要影响。

• 许多国际组织活跃在贸易便利化领域，它们通过提供资金、最佳做法的知识、数

据和分析工具，帮助成员国实施《贸易协定》，补充和支持世贸组织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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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TO中的贸易便利化

(a) 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

在许多方面，世贸组织对贸易便利化的参与始于1996年12

月的新加坡部长级会议。在此之前，关于贸易便利化事

项的工作已经开展，但只是在更广泛的背景下，与世贸

组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关贸总协定）的其他条约，

如海关估价、原产地规则、进口许可、卫生和植物检疫

措施或贸易技术壁垒协定等方面相关联。直到1996年

，成员们才同意在一个单独的概念标题下开展工作。

第一项任务相当有限，指示世贸组织货物理事会 "就简

化贸易程序开展探索和分析工作.以评估世贸组织在这

一领域的规则范围"。它反映了一个事实，即成员对贸

易便利化协议的可取性仍然持有不同的看法。一些成员

希望立即启动谈判，而另一些成员仍然不相信世贸组织

应该参与这项工作。因此，最初几年的时间主要用于宣

传工作。贸易便利化谈判的支持者试图为一项新的协议

提出理由，他们首先希望看到在1999年西雅图部长级

会议上启动这项协议。

然而，要到2001年多哈部长级会议上才能向谈判轨道

迈进一步。部长们一致认为，"谈判将在第五届部长级

会议之后进行" -- --

然而，在2003年的坎昆会议上，要求在 "通过明确的协

商一致[......]就谈判方式作出决定的基础上 "进行谈判，

是有条件的。虽然协议是要在 "该届会议"--坎昆部长级

会议上达成的，但直到2004年年中才真正获得开始谈

判的绿灯。

(b) 解决了什么问题，为什么？

在探索更广泛的工作范围的可能性的最初阶段之后，很

快就发现必须缩小重点，以便在谈判任务上找到必要的

共识。关贸总协定的三个条款--第五条（过境自由）、

第八条（与进出口有关的费用和手续）和第十条（贸易

条例的公布和管理）--成为这方面共同接受的基础。从

1999年的西雅图会议开始，这些条款成为为各种部长级

会议准备的谈判任务草案的常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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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重点变得更加突出了。《多哈

部长宣言》在确定贸易便利化工作方案时集中于这三

项规定，呼吁各成员 "审查并酌情澄清和改进1994年

《关贸总协定》第五、第八和第十条的有关方面[.]"。

这些条款也是最终商定的谈判任务的一个关键重点。

以《多哈部长宣言》的语言为基础，2004年总理事会

关于启动谈判的决定指出，"谈判应旨在澄清和改进《

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五、第八和第十条的相关方面

，以进一步加快货物，包括过境货物的流动、放行和

清关"。这一范围只是通过呼吁制定 "海关或任何其他

适当当局之间就贸易便利化和海关合规问题进行有效

合作的规定 "来扩大。

提到改进《关贸总协定》的三个条款，反映了它们被

认为存在着一些缺陷的事实。这些条款是在1940年代

谈判的，此后一直没有改变，被认为不足以满足现代

商业世界的需要。许多成员认为这些条款的范围有限

，一些规定也不精确。还有人抱怨说，他们的承诺水

平被认为是软弱的。

(c) 它导致了什么？

对这一任务如何转化为具体条款的分析（见表B.1《

贸易协定》的学科概述）表明，成员国选择了多种实

施战略组合。

贸易协定的一些条款反映了 "改进和澄清 "相关关贸总

协定框架的直接尝试，具体规定了其要求，并收紧了

现有的义务（例如规定以 "非歧视性和容易获得的方式 

"公布信息，而不是无条件的公布义务，"以使政府、贸

易商和其他有关各方能够熟悉[它]"）。还有一些情况

是，从其他WTO协议中引入措施，并转化为贸易便利

化的背景。例如，见设立查询点的义务--这与《关于

适用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的协定》和《关于贸易技术

壁垒的协定》所要求的查询点相似--或就原产地规则

以外的事项发布预先裁定。

然而，绝大多数条款与《关贸总协定》中的三个条款仅

有更广泛的主题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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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这第三类的例子包括《贸易协定》第7条（货物

的放行和清关）、第8条（边境机构合作）、第9条（

海关控制下的进口货物的流动）和第10条的大部分（

与进出口和过境有关的手续）。

就承诺的程度而言，《贸易协定》显示了约束性和最佳

努力元素的结合，往往在同一条款中。强制性的 "应 "

的语言经常被插入灵活性的元素（如 "在可行的范围内"

、"酌情 "或 "在其现有资源范围内"）而变得柔和。有些

条款是以一般的语言起草的，而其他条款则相当具体。

在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的范围方面，也可以发现类似的

差异。范围广泛的条款，如提及 "相关方 "的条款，与

针对狭义的情况或群体的条款（如关于装运前检查或报

关行的语言）混杂在一起。

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LDCs)有权根据第二部分规

定的意义深远的特殊和差别待遇(S&D)条款，执行第一

部分--实质性贸易便利化纪律--中的所有措施。与《关贸

总协定》的三个条款不同，《贸易协定》允许在逐个国

家和逐个条款的基础上自行决定适用其纪律的时间框架

和执行能力，这些条款必须在没有任何具体灵活性的情

况下执行。

表B.1：贸易便利化协定》所规定的纪律概述

文章 纪律

第一条

信息的公布和提供

要求成员：

• 及时公布与进口、出口和过境有关的具体信息，并以易于获取的方式在互联网上公布，同时提供必要

的表格和文件，并提供查询点的联系信息。

• 至少有一个处理这些问题的国家调查点

• 通知世贸组织该信息的发布地点，包括在互联网上，并提供查询点的联系信息。

第二条

征求意见的机会，生效前的信息和

协商

要求成员：

• 就与货物流动、放行和清关有关的新的或修订的法律和法规，与贸易商和其他有关方面进行磋商。

• 尽早公布新的法律和法规，让贸易商和其他相关方有时间熟悉这些法律和法规。

第三条 预先裁定 要求成员：

• 根据任何包含所有必要信息的书面请求，以合理的、有时限的方式发布预先裁决，该裁决将具有约束

力

• 如果申请被拒绝，应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如果预先裁定被撤销、修改或无效，应通知

申请人。

• 在收到书面请求后，向申请人提供对预先裁定或撤销、修改或废止该裁定的决定的审查

• 确保预先裁定在发布后的一段合理时间内的有效性

• 公布有关预先裁定申请的要求、预先裁定的签发期限以及预先裁定的有效期的信息。

• 在保护商业机密信息的同时，努力公开它认为对其他相关方有重大意义的预先裁定的任何信息。

第四条

上诉或审查程序

要求成员：

• 保证任何收到海关行政决定的人都有权向适当的行政当局提出行政上诉或审查，和/或提出司法上诉或

审查。

• 确保上诉或审查程序是非歧视性的

• 如果在提供原始决定方面出现不适当的延误，提供进一步上诉或复审的权利。

• 确保每个收到行政决定的人都有理由，以使他们能够诉诸于上诉或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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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加强公正性的其他措施，非

歧视和透明性

要求发布关于加强食品、饮料或饲料的边境管制的通知或指导的成员：

• 将这些通知建立在风险的基础上；在适当的入境点统一适用这些措施；在情况不再适用时及时取消

；并通知交易者或公布通知的取消或暂停情况

• 迅速通知进口商或承运人货物被扣留检查的情况

• 如果第一次测试结果为阴性，提供第二次测试的机会；提供可以进行测试的实验室的详细信息；并酌情

接受第二次测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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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贸易便利化协定》规定的纪律概览（续）

文章 纪律

第六条

关于对进口和出口征收或与之有关

的费用的纪律规定

要求成员：

• 在费用和收费生效前充分公布其适用信息；在信息公布前不要求付款；定期审查费用和收费；将海

关处理的费用和收费金额限制在所提供服务的成本内

• 如果是处罚，则只应对违反行为的责任人进行处罚，并应与违反行为的程度和严重性相称。

• 确保措施到位，以避免在评估和征收罚款和关税时出现任何利益冲突和激励措施

• 向有关人员提供关于实施处罚的书面解释

• 在确定对该人的处罚时，考虑将自愿披露的违规行为作为潜在的减刑因素。

第七条

货物的放行和清关

要求各成员建立或维持以下程序，以便对进口、出口或过境的货物进行放行和清关：
• 抵达前的处理

• 电子支付

• 放行与海关关税、税费的最终确定分离

• 风险管理

• 清理后的审计

• 确定并公布平均释放时间

• 为被授权经营者提供的贸易便利化措施

• 加急运输

• 易腐烂的货物。

第八条

边境机构合作

要求各成员确保其负责边境管制和处理货物进口、出口和过境程序的当局和机构之间进行内部合作和协调

；在可能和可行的情况下，确保与有共同边界的其他成员的边境管制当局和机构进行外部合作和协调。这

种协调可包括工作日和工作时间以及程序的统一。

和手续，发展和共享共同设施，联合控制和建立一站式边境口岸控制。

第九条

在海关控制下的拟进口货物的

流动

要求各成员尽可能地允许拟进口的货物在海关控制下从其境内的一个海关办事处转移到另一个海关办事处。

第十条

与进口、出口和过境有关的手

续

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进口、出口和过境手续的发生和复杂性，减少和简化进口、出口和过境文件的要求，本条包

括以下规定：
• 手续和文件要求

• 接受副本

• 国际标准的使用

• 单一窗口--贸易商向参与当局或机构提交文件的单一入口点

• 装运前检验

• 使用报关行

• 共同边界程序和统一文件要求

• 被拒绝的货物

• 货物的临时入境和进出境加工。



II.加速贸易：实施的好处和挑战

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

49

第十一条

过境自由

为了改善现有的过境规则，本条详细规定了关于限制过境交通的规定和手续。它提出了涵盖以下方面的规定

：
• 费用或收费

• 对过境运输的自愿限制

• 不歧视

• 为过境的交通提供单独的基础设施

• 尽量减少手续、文件和海关控制的负担

• 尽量减少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技术规定和合格评估程序

• 过境程序最小化

• 关于提前提交和处理过境文件的规定

• 终止过境业务的速度

• 公开提供交易担保

• 海关车队/海关护卫队

• 成员之间的合作，以加强过境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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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贸易便利化协定》规定的纪律概览（续）

文章 纪律

第十二条

海关合作

责成各成员共享可加强海关监管协调的信息，同时也尊重共享信息的保密性。这些规定涵盖了信息共享的内

容和过程，具体内容如下：
• 促进遵守和合作的措施

• 信息交流

• 请求前的核查

• 请求的格式

• 保护和保密

• 提供信息

• 推迟或拒绝请求

• 对等性的应用

• 答复信息请求的行政负担

• 对所提供信息的限制

• 未经授权使用或披露信息

• 双边和区域协定。

(d) 它是如何实施的？

在谈判《贸易协定》时，新措施的实用性是成员们非常

关心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从一开始就明

确表示，他们不会对他们发现自己无法实施的规则作出

承诺--而发达成员同样不希望将实施限制在事后的考虑

范围内。

作为 "七月套案 "的一部分--2004年8月1日商定的总理事

会关于多哈议程工作方案的决定文本--总理事会以明确的

共识决定在 "七月套案 "附件D规定的方式的基础上开始

贸易便利化谈判。因此：

"谈判也应以加强技术援助和支持能力建设为目标[.]谈

判结果应充分考虑到对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

特殊和差别待遇原则。成员们认识到，这一原则应超

出给予传统的履行承诺的过渡期的范围。特别是，

作出承诺的程度和时间应与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

国家成员的执行能力有关[...]"。

对最不发达国家的灵活性影响甚至更为深远。附件D规

定，它们 "只需在符合其个别发展、金融和贸易需要或

其行政和体制能力的范围内作出承诺"。

将这些要求转化为具体条款花了近十年的时间来达成一

致。最终通过的方法的关键是为这些条款引入了一个类别系

统，允许每个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成员自行决定他们

何时执行贸易协定的各自条款，以及他们在能力建设方面需

要什么支持。作为交换，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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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所有条款最终都必须由所有成员执行。

TFA第14条对规定的类别定义如下：

"(a) A类包含发展中国家成员或最不发达国家成

员指定在本协定生效时实施的条款，如果

是最不发达国家成员，则在生效后一年内

实施[.]。

(b) B类包含发展中国家成员或最不发达国家成

员指定在本协定生效后的过渡期后的某个

日期实施的条款[...]。

(c) C类包含发展中国家成员或最不发达国家成

员指定在本协定生效后的过渡期后的某个

日期执行的规定，并要求通过提供能力建

设方面的援助和支持来获得执行能力[.]"。

除了可以将TFA的条款安排在这些类别中的一个

，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还获得了一系列额

外的灵活性。TFA为它们提供了暂时排除在争端

解决之外的权利；2 有可能为B类和C类条款的实

施日期寻求时间框架的延长，只要它们在实施日

期到期前的特定天数内这样做（称为预警系统）

；以及有权通过向贸易便利化委员会提交通知并

在提供它们在能力建设方面所需的援助和支持的

情况下在B类和C类之间转换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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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为提供援助和能力建设支持作出了安排，根据《贸易

协定》，"可采取技术、财政或任何其他共同商定的援助形

式"。3 第21条在这方面规定了一些原则，如考虑 "受援

国的总体发展框架"，纳入 "应对区域和次区域挑战的活

动"，将私营部门的倡议纳入援助活动，以及促进成员

和其他相关机构之间的协调，仅举几例。

总的来说，这些灵活性大大超过了过去给予发展中国家

和最不发达国家成员的特殊和差别待遇。通过根据每个

接受国的需要进行调整，它们也反映了一种新的方法。

(e) 进展状况和未来之路

虽然2013年巴厘岛部长级会议上谈判的结束标志着一

项长达十年的工作的结束，但这并不是贸易便利化项目

的整体结束。为了使《贸易协定》生效，还需要采取一

些进一步的措施。部长们选择了修正路线，将新条约纳

入现有的世贸组织框架。他们决定，《贸易协定》应根

据《马拉喀什协定》第X:3条生效，该条规定需要三分

之二的世贸组织成员接受才能产生法律效力。

为开始这一进程制定了一项工作计划。它要求执行三项

具体任务，作为广泛任务的一部分，以 "确保《协定》

迅速生效，并为《协定》生效后的有效运作做好准备 "4

。 一个新成立的 "贸易便利化筹备委员会 "奉命：

(i) 对在巴厘岛通过的《贸易协定》语言进行法律审

查；

(ii) 接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关于其指定立即

执行的承诺（即所谓的 "A类承诺"）的通知；以

及

(iii) 起草必要的法律文书（"修正议定书"），以便将

新的协议纳入世贸组织协定的现有法律框架。

这些任务中的第一项很快就完成了。在筹备委员会召开

第一届会议后不到四个月，成员们就能就一个经过法律

处理的文本达成一致。关于第二项任务的工作、

在巴厘岛会议后的工作计划开始后不久，就开始了接收

A类通知的工作，并顺利进行。各代表团提前提交了数

量可观的投入。事实证明，第三个项目，即通过《修正

议定书》，才是最具挑战性的。在巴厘岛提出的完成这

一任务的最后期限 - 2014年7月31日 - 被错过了。直到

2014年11月底，才就该议定书达成一致。

这最终为国内批准程序的启动扫清了道路。成员国被邀

请交存其接受书--每一份接受书都使《贸易协定》更接

近其生效所需的世贸组织三分之二成员的门槛。第一批

交存书已经收到，预计在未来几个月内，交存书的数量

将稳步增加。

此外，还继续收到A类承诺的通知。在通过《修正议定

书》时，已经提交了50份。除了为发展中国家和最不

发达国家何时实施贸易协定的个别条款制定路线图外，

这些通知也可以被视为贸易协定生效时间的一个指标。

如果所有已经提出A类承诺的成员--尽管没有法律要求--

都能以同样快的速度批准新条约，那么贸易协定可以在

不远的将来开始运作。

2. 区域 贸易协定中的贸易便利化

(a) 评估区域贸易协定（RTAs）的贸易便

利化内容

贸易便利化不仅在世贸组织的议程上，而且也在许多区域

贸易协定的议程上。这提出了几个问题。首先，区域和多

边贸易便利化谈判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区域贸易协定中

贸易便利化条款的整合是否受到了多边谈判的刺激？这

两个进程是否相互启发？第二，区域贸易协定的成员资格

如何影响其贸易便利化内容？贸易便利化条款在只涉及

发展中国家、只涉及发达国家以及同时涉及发达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的区域贸易协定中是否具有同样的特点？第三

，《贸易协定》和区域贸易协定中的贸易便利化条款是

互补的还是替代的？如果它们是互补的，它们各自对贸

易便利化的贡献是什么？第四，区域贸易便利化条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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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大的歧视性，《贸易协定》在多大程度上使区域贸

易协定条款多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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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小节试图通过研究区域贸易协定中的贸易便利化条款

并将其与WTO《贸易协定》的纪律进行比较来回答这

些问题。为此，本小节广泛借鉴Neufeld（2014）的观

点，他利用WTO区域贸易协定数据库的信息，对现有

区域贸易协定的贸易便利化内容进行了全面描述。

世贸组织的区域贸易协定数据库包含了根据《关贸总协定

》第二十四条（领土适用-边境交通-关税同盟和自由贸

易区）、授权条款（关于差别和更有利的待遇、互惠和

发展中国家更充分参与的决定）、《服务贸易总协定》

第五条（经济一体化）或区域贸易协定透明度机制向世贸

组织通报的协定条款的详细信息。截至2015年1月8日，

已收到约604份区域贸易协定的通知（分别计算货物、服

务和加入）。

由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制定。这些世贸组织的数字对应

于446个实际的区域贸易协定（将货物、服务和加入的

协定一起计算），其中259个目前正在生效。对现有协

议的加入和专门处理服务贸易的协议被认为与本报告的

分析不相关，因此被搁置一边。总的来说，分析中考虑

了254项协议。

按照Neufeld（2014）制定的方法，本报告对区域贸易

协定的贸易便利化内容的审查重点仅限于WTO贸易协

定所涵盖的领域。因此，范围限于表B.2所列的总共28

个领域，大致包括过境自由（GATT第五条）、与进出口

有关的费用和手续（GATT第八条）以及贸易法规的公

布和管理（GATT第十条）。

表B.2：按出现频率分类的区域贸易协定中的贸易便利化措施（百分比）

级别 衡量标准 发生情况

(以百分比计算)

1 交流与海关有关的信息 72.5

2 简化/统一手续/程序 63.6

3 在海关和其他贸易便利化事项上的合作 63.1

4 信息的公布和提供 54.2

5 上诉 46.6

6 统一法规/格式 42.0

7 预先裁定 40.7

8 实施前的公布 40.3

9 风险管理 40.3

10 自动化/电子化提交 36.9

11 与进口和出口有关的收费纪律 35.6

12 国际标准的使用 35.6

13 有机会对拟议的法规提出意见 32.6

14 货物过境自由 30.9

15 查询点 30.1

16 互联网出版物 29.7

17 货物的临时入境 25.8

18 释放时间 17.4

19 将释放与清除分开 17.0

20 抵达前的处理 16.5

21 加急运输 16.5

22 处罚纪律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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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经授权的运营商 14.4

24 咨询贸易商/企业的义务 10.6

25 报关行 6.4

26 清理后的审计 5.9

27 单一窗口 4.7

28 装运前检验/目的地检验/装运后检验 4.2

资料来源：秘书处根据区域贸易协定数据库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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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累积趋势。

资料来源：秘书处根据世贸组织区域贸易协定数据库的计算：秘书处根

据世贸组织区域贸易协定数据库的计算结果。

图B.1：区域贸易协定和具有贸易便利化条款的区域贸易协定的总数量

对贸易便利化领域的技术援助措施进行了单独分析。

一个初步的看法是，在着手分析区域贸易协定的贸易便

利化内容时，需要牢记的是，区域贸易协定之间在特定

条款的实质性覆盖面以及承诺水平的力度方面存在着重

大差异。某一领域的措施，从一般性呼吁开展不明确的

工作方案到详细的约束性纪律，不一而足。

以下是分析的主要结果：

(i) 每个区域贸易协定通常只涵盖WTO贸易协定所涵

盖的贸易便利化领域的一个子集。贸易协定的实

施将把贸易便利化的覆盖面扩大到新的国家和地

区。

(ii) 然而，与此同时，区域贸易协定往往使用更广泛

的贸易便利化概念定义。区域和多边层面的互补

性仍将很强。

(iii) 区域贸易协定之间在特定条款的实质性覆盖面以

及承诺水平的力度方面存在着重大差异。在区域

贸易协定或贸易协定中，语言可以更笼统或更具

体。TFA的实施应减少因 "意大利面碗 "式的交叉

贸易安排而产生的低效率。

(iv) 区域贸易协定中的一些贸易便利化条款有可能被

以歧视的方式使用，但这些条款的歧视性影响的

证据却很少。贸易协定的实施将减少歧视。

(v) 区域贸易协定中普遍缺乏特殊和差别待遇(S&D)

以及技术援助条款，而且缺乏强有力的执行制度

，这表明世贸组织《贸易协定》可以通过强调执

行而对贸易便利化作出重要贡献。有关区域贸易

协定中贸易便利化条款实施情况的信息往往证实

了这一结果。

(b) 趋势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含有贸易便利化条款的区域

贸易协定的数量增长非常迅速（见图B.1）。这一趋势

反映了过去25年中区域贸易协定的两个更普遍的趋势

(WTO, 2011)。一个是区域贸易协定的激增，另一个是

其内容在覆盖面和深度方面的扩大。1990年至2015年2

月 期 间 ， 有244项 区 域 贸 易 协 定 生 效 ， 而1970年 至

1990年期间只有11项。6 同时，包括贸易便利化条款的

区域贸易协定的份额增加，以至于现在大多数协定都包

括贸易便利化（见图B.2）。

多年来，区域贸易协定中贸易便利化的覆盖面已经扩大

。沿用了 "中国 "和 "美国 "所采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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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贸易便利化内容的区域贸易协定 所有区域

贸易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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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秘书处根据世贸组织区域贸易协定数据库进行计算。

图B.3：区域贸易协定中贸易便利化条款数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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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每年的区域贸易协定总数是该年生效的所有区域贸易协定的总和。每年含有贸易便利化成分的区域贸易协定总数是当年生效的含有贸易便

利化成分的区域贸易协定的总和。数字不是累积的。这些数据的截止日期是2015年1月8日。

资料来源：秘书处根据世贸组织区域贸易协定数据库的计算：秘书处根据世贸组织区域贸易协定数据库的计算结果。

图B.2：带有贸易便利化条款的区域贸易协定的百分比

各区域贸易协定的贸易便利化条款的平均数量

Neufeld（2014）将区域贸易协定中贸易便利化的覆盖

范围与WTO贸易协定的覆盖范围进行了比较。图B.3显

示，自1990年以来，区域贸易协定所涵盖的TFA领域

的平均数量有所增加。

涵盖贸易便利化的区域贸易协定总数的增加是由涉及发

展中国家的此类区域贸易协定的增加所推动的。区域贸

易协定总数的明显增加反映了发展中国家之间（南南）

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区域贸易协定数量的强劲增

长。

包含贸易便利化内容的区域贸易协定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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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北-南）。如图B.4所示，至少在过去15年

里，具有贸易便利化的南南区域贸易协定的数量

和具有贸易便利化的南北区域贸易协定的数量呈

现出类似的趋势，现在每种类型的贸易协定都超

过了100个。

总的来说，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可以区分出三

个广泛的时期。在1990年之前，签署的区域贸易

协定很少，除了少数例外，这些区域贸易协定不包

括贸易便利化条款。1990年至2004年期间，区

域贸易协定的数量稳步增加，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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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字是累积的。这些数据的截止日期是2015年1月8日。

资料来源：秘书处根据世贸组织区域贸易协定数据库的计算结果。

图B.4：北-北、北-南和南-南贸易便利化协议的总数

贸易便利化成为区域协定的一个经常性特征，但其覆盖

面仍然相对有限。2004年后，区域贸易协定的数量继

续保持增长趋势，但2004年世贸组织贸易便利化谈判

的启动推动了贸易便利化条款的纳入。

从那时起，贸易便利化条款被纳入绝大多数区域贸易协

定。此外，正如Neufeld(2014)所指出的，2004年后签

署的许多区域协定包括类似的便利化措施--在某些情况

下几乎相同--与世贸组织辩论的纪律。在这一时期，区

域贸易协定之间以及区域和多边层面的贸易便利化努力

之间的便利化方法趋于一致。

(c) 主要特点

本小节概述了区域贸易协定的贸易便利化内容，并将这

些内容与《贸易协定》的纪律进行了比较。特别关注在

某些领域采取的措施可能具有的歧视性。

就覆盖面而言，许多区域贸易协定只覆盖了WTO《贸

易协定》整个范围的一小部分，没有任何区域贸易协定

覆盖整个范围。图B.5显示，大量的区域贸易协定涵盖

了《贸易协定》所涵盖的不到五分之一的领域，而只有

极少数的区域贸易协定接近于涵盖全部领域。然而，与

此同时，区域贸易协定往往延伸到《贸易协定》未涵盖

的贸易便利化领域。覆盖面最大的区域贸易协定通常是

最近的协定，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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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如欧盟、哥伦比亚和

秘鲁、欧盟和大韩民国、瑞士和中国以及欧盟和格鲁

吉亚之间的合作。

如表B.2所示，区域贸易协定中最经常涉及的四个领

域是：

i) 交流与海关有关的信息、

ii) 简化手续和程序、

iii) 在海关和贸易便利化问题上的合作、

iv) 信息的公布和提供。

这四个领域中的每一个都在审议中的区域贸易协定中

被涵盖。信息交流和海关合作是区域贸易协定之间以及

区域贸易协定与WTO贸易协定之间在实质性覆盖方面

的差异可能最明显的领域。例如，合作反映了不同区

域贸易协定的不同水平的雄心，其范围在不同的协定

之间可能有很大的差异。至少在其中三个领域，存在

着一些歧视性使用条款的可能性。例如，一些区域贸

易协定要求其签署方相互提供相关信息，但并不要求

他们将信息扩大到所有贸易伙伴。

在排名的另一端，在表B.2所涵盖的贸易便利化领域

中，最不常被纳入区域贸易协定的四个领域是：

i) 报关行、

ii) 清理后的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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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秘书处根据世贸组织区域贸易协定数据库计算：秘书处根据
世贸组织区域贸易协定数据库进行计算。

图B.5：覆盖率分布直方图

iii) 单一窗口，以及

iv) 装运前检查。

这些领域在不到10%的协议中被涵盖。Neufeld（2014

）使用的清单中没有包括其他几个领域，它们从未被涵

盖，或者只在极少数情况下被涵盖。这些包括加强控制或

检查的通知、拘留、测试程序、易腐货物、国内过境、

接受副本、被拒绝的货物或与海关联盟有关的措施。最

后这些措施通常没有被纳入区域贸易协定的部分原因可

能是，它们通常不被认为是贸易便利化措施。至于装运

前检验，由于很少有国家仍在使用这一工具，因此只有

不到5%的区域贸易协定涵盖了这一事实并不太令人惊

讶。

另一个重要的发现是，很少有协议包括特殊和发展条款

，只有大约五分之一的协议包括有关技术援助和支持能

力建设的条款。

最后，一个重要的相关考虑是，区域贸易协定没有像世

贸组织那样的执行机制。虽然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

话）区域贸易协定都包含了建立解决其签署成员之间争

端的程序的条款，但只有极少数的区域贸易协定争端解

决机制是活跃的（Chase等人，2013）。

根据Neufeld（2014），大多数区域贸易协定使用更广泛的贸

易便利化定义，因此往往延伸到贸易协定未涵盖的贸易便利

化领域。对于

区域贸易协定中涵盖的贸易协定条款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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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五分之一的区域贸易协定涉及到领事化--

由领事办公室对法律文件进行认证，但世贸组织

《贸易协定》中没有涉及。此外，区域贸易协定

的贸易便利化部分包括与SPS、TBT、原产地规

则有关的问题，有时还包括其他领域的问题，这

种情况并不罕见。例如，加拿大和大韩民国之间

的区域贸易协定（2015年）第4章在原产地规则

条款中包括贸易便利化措施。特别是，该协议提

到了保密（第4.8条）、处罚（第4.9条）、预先

裁决（第4.10条）、审查和上诉（第4.11条）以

及合作（第4.13条）。

SPS章节有时也包含贸易便利化条款。例如，中

国香港-智利（2014）协定第6.5条提到了与SPS

措施有关的透明度和信息交流、合作和联络点。

同样，《新西兰 -中国台北 区域贸易协定》（

2013年）中专门讨论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一章中，

有一条是关于贸易便利化和合作的规定，其形式

是促进接受合格评估结果（即确认产品符合法规

要求的技术程序）的机制（第7.7.1条），并支持

加强监管协调，消除区域内技术性贸易壁垒（第

7.7.2条）。

贸易便利化条款的深度和广度在不同的区域贸易

协定中也有很大差异，在某些情况下没有达到

WTO《贸易协定》的规定，但在其他情况下施加

了更严格的纪律。在一些领域，许多区域贸易协

定的范围比《贸易协定》更广，并且/或者使用更

具体的语言。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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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区域贸易协定规定了具体的、有时是相当雄心勃

勃的货物放行时间，往往规定了48小时的最长期限，而

《贸易协定》没有包括类似要求。此外，区域贸易协定

关于上诉/复审权的规定往往比贸易协定的语言更具体，

范围更广。

关于费用和收费，许多区域贸易协定直接提到了关贸总

协定第八条（与进出口有关的费用和手续），但一些区

域贸易协定超出了关贸总协定第八条和世贸组织贸易协

定的范围。例如，欧盟-大韩民国条约禁止按从价计算

费 用 和 收 费 ， 这 是 WTO 贸 易 协 定 中 没 有 的 条 款 （

Neufeld，2014）。然而，RTAs比TFA更具体的另一个

例子是关于国际标准。区域贸易协定经常提到世界海关组

织（WCO）或联合国的国际标准，如《修订的京都公约

》、《阿鲁沙宣言》和UN/EDIFACT（联合国行政、商

业和运输电子数据交换规则），而WTO TFA中没有提

到这些文书。另一方面，只有少数区域贸易协定涉及

WTO TFA（第6.3条）中与处罚有关的纪律。关于货物

的放行和清关，Neufeld（2014）发现，虽然一些区域

贸易协定对某些要求的要求更高，但在全面性和对所涉

及的各个组成部分的阐述方面，没有一个与WTO的

TFA相匹配。最后，区域贸易协定中的技术援助和支持

能力建设条款往往发展不足，范围有限。它们都没有接

近WTO《贸易协定》中的语言。同样，区域贸易协定

中的特殊和差别待遇条款也很薄弱。

虽然贸易便利化议程中的一些纪律在性质上或必要性上

是非歧视性的，但其他一些纪律有可能产生歧视性影响

。在互联网上公布的要求和大多数其他公布要求不能以

歧视性的方式实施。同样，从人工清关到自动清关的转

变也具有普遍性的特点。其他措施，如单一窗口，原则

上可以用歧视性的方式使用。然而，在实践中，将其限

制在选定的贸易伙伴身上，并维持一个效率较低、成本

较高的平行系统，没有什么经济意义。同样的情况也适

用于使用国际标准、简化与进出口有关的手续、使用电

子提交或旨在改善边境机构之间协调的措施。

相比之下，只有《区域贸易协定》签署方才有资格获得

预先裁定或上诉权，或对快件和授权经营人的快速处理

。同样地，不同的费用和收费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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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区域贸易协定的成员和非成员。此外，信息交

流 和 合 作 也 可 以 限 制 在 区 域 贸 易 协 定 的 签 署 国 。

Neufeld (2014)指出了区域贸易协定向其签署国提供

优惠待遇的一些情况。例如，如前所述，一些区域贸

易协定要求其签署国相互提供相关信息，而不向其所

有贸易伙伴提供。一些区域贸易协定规定了协商要求

，但只与缔约方协商，而不是与更广泛的受众协商，

而且有时只向缔约方提供查询点。7 然而，请注意，

即使在那些存在法律上的歧视空间的情况下，贸易便

利化条款可能是事实上的非歧视性的。这意味着，在

没有关于歧视性使用区域贸易协定贸易便利化条款及

其影响的进一步证据时，很难评估扭曲的程度。

在区域和多边贸易便利化的比较中，需要更密切关注

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它们的实施。正如本报告其他部分

所讨论的，《贸易协定》相当强调其实施。其第二部

分预见到，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执行协议的程

度和时间应与它们的执行能力有关。它还规定，捐助

国应提供能力建设方面的援助和支持，以帮助它们实

施该协定。相比之下，区域贸易协定很少包括有关执

行、特殊和差别待遇或技术援助的规定。

从这一差异中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区域贸易协定

比《贸易协定》更直接和立即适用。但另一方面，许

多区域贸易协定似乎没有具有约束力的争端解决制度

，因此，可能缺乏有效的执行机制。那么，问题是，

区域贸易协定中的贸易便利化条款是否以及在多大程

度上得到了执行。现有的非常有限的传闻证据表明，

贸易便利化措施在发展中国家可能只得到部分执行。

对区域贸易协定的贸易便利化内容的分析表明，《贸

易协定》在其实施阶段结束时，将把基本贸易便利化

纪律的覆盖范围扩大到许多国家，并在国家内部扩大

到区域贸易协定尚未覆盖的许多领域。在已经被区域

贸易协定覆盖的国家和地区，《贸易协定》不会只是

用自己的贸易便利化纪律来取代区域贸易协定以前实

施的纪律。它可能规定实施从未实施过的措施。它将

通过为贸易便利化措施提供共同标准来减少效率低下

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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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它将减少存在的歧视。然而，与此同时，区域贸易协

定的贸易便利化纪律如果超出了《贸易协定》的范围和

/或更加具体，将继续对《贸易协定》进行有益的补充

。

3. 其他 国际组织的贸易便利

化

有几个国际组织活跃在贸易便利化领域。本分节讨论了它们

的活动，并说明它们如何补充世贸组织的作用。这些组

织并不是活跃在这一领域的唯一机构。例如，虽然本小节

没有详细讨论它们的作用，但区域开发银行，如美洲开

发银行（IDB）、非洲开发银行（AfDB）、亚洲开发银

行-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组织（ADB/CAREC）在实施贸易

便利化措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E节中使用的很大一

部分执行成本数据来自于它们资助的项目。

(a) 世界海关组织（WCO）

世界海关组织的任务包括向海关当局提供领导、指导和

支持，以确保和促进合法贸易，实现收入，保护社会和

能力建设。世界海关组织已经制定了许多与贸易便利化

有关的文书。主要的有最初的和修订的《京都公约》，

ATA10系统（ATA和伊斯坦布尔公约），以及《集装箱海

关公约》。被称为《京都公约》的《关于简化和协调海

关手续的国际公约》于1974年生效，并在2006年进行

了修订和更新；《修订的京都公约》规定了以下主要原

则：

i) 海关行动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

ii) 货物申报和证明文件的标准化和简化、

iii) 对被授权人的简化程序、

iv) 最大限度地利用信息技术、

v) 最低限度的必要的海关控制，以确保符合法规要

求、

vi) 使用风险管理和基于审计的控制、

vii) 与其他边境机构进行协调干预，以及

viii) 与贸易的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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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A系统旨在促进货物临时免税进口的程序，并

采用临时入境文件的标准化模式（一种被称为

ATA车票的单一文件，由国际担保系统担保）。

集装箱海关公约》（1972年）规定了集装箱的临

时进口，免征进口关税和税款，但必须在三个月

内重新出口，且无需出示海关文件或担保。

世界海关组织开发的其他工具包括：时间释放研

究，衡量和报告海关释放进口货物的时间--这是

《贸易协定》中提到的唯一工具（见下文）；世

界海关组织数据模型，汇编不同海关程序的数据

集；风险管理汇编，为海关提供结构化和系统化的

风险管理方式；或世界海关组织安全包，这是一

个保障和促进全球贸易的标准框架。

除了开发贸易便利化工具和程序，世界海关组织

也是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行为者。它的目的是促

进所有与贸易便利化有关的公约的有效实施，并

使高级海关官员掌握必要的详细信息，以更充分

地参与和领导与捐助机构和其他政府官员的讨论/

谈判。世界海关组织也在现场帮助实施其方案。

这些活动的一个例子是在东非共同体的时间释放

研究。在这个项目中，测试了从肯尼亚蒙巴萨海

港到乌干达坎帕拉内陆海关办事处的国际通道的

货物流动。发现了多个瓶颈问题，并提出了改善

这些方面的建议。世界海关组织在协调能力建设

工作方面也发挥了作用，其工具包括世界海关组

织项目地图，该地图向捐助者提供关于现有支持

的信息，以避免援助的重复提供。

世界海关组织和世贸组织在贸易便利化领域有很强

的互补性。这两个组织在《贸易协定》之前就已

经在合作了。世界海关组织管理着世贸组织两个

重要协议的技术委员会：《关于执行第七条（海

关估价）的协议》和《关于原产地规则的协议》

。世界海关组织参与了初步会谈和导致完成《贸

易协定》的各轮谈判。其广泛的技术专长使其成

为世贸组织正在进行的贸易便利化倡议的理想合

作伙伴。世界海关组织为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成

员的能力建设提供信息和支持。2013年，世界海关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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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委员会通过了都柏林决议，在决议中表示将致力于

"为有效执行《贸易便利化协定》[.]将协助其成员确

定其需求，包括利用捐助方的资金，以加强执行《

贸易便利化协定》的能力建设；将与其他国际组织

和企业界一道，进一步加强技术援助/能力建设的提

供[.]"12。

2014年6月，"墨卡托计划 "获得通过，该计划旨在通过

使用世界海关组织的核心工具和文书（如《修订的京都

公约》）以及提供量身定制的技术援助，支持其成员实

施贸易协定。同时，世界海关组织受益于《贸易协定》

给海关改革带来的动力，受益于其对合规性的影响，也

受益于其对能力建设和边境机构之间合作的新推动力。

(b) 世界银行

世界银行在贸易便利化领域也很活跃。例如，在2013

财年，世界银行在贸易便利化项目上花费了约58亿美元

，包括海关和边境管理和简化文件要求，以及贸易基础

设施投资、港口效率、运输安全、物流和运输服务、区域

贸易便利化和贸易走廊或过境和多式联运。

世界银行不仅仅是一个借贷机构。它也是能力建设过程

中的一个重要行为者，它提供专业知识。例如，2014

年6月的贸易便利化支持计划将提供有用的贷款，支持

发展中国家实施贸易便利化措施，其目的是帮助发展中

国家以符合世贸组织贸易协定的方式改革贸易便利化法

律、程序、流程和系统，并帮助开发知识、学习和测量

工具。

最后，世界银行是贸易便利化数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提

供者。它的三个数据库被研究人员广泛使用，即企业调查

、营商环境和物流绩效指数。

这些丰富的信息使人们能够更精确地估计贸易便利化的

成本和效益。

(c) 联合国区域委员会

在 五 个 区 域 委 员 会 中 ， 联 合 国 欧 洲 经 济 委 员 会 （

UNECE）和联合国非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UNESCAP）在贸易便利化领域最为活跃。

联合国欧洲经委会成立于1947年，旨在促进欧洲地区

的发展和经济增长。它为包括贸易在内的许多领域的国

际法律文书的讨论提供了一个论坛和谈判平台。联合国

欧洲经济委员会在60多年的工作中在贸易领域制定的许

多国际规范、标准和建议被认为具有全球意义和应用。

联合国欧洲经委会在一些贸易领域开展工作，包括贸易

便利化、监管合作、电子商务标准、供应能力、运输和

运输基础设施。其第4工作组成立于1960年，致力于全

球范围内的贸易程序便利化工作。1996年，它被联合

国贸易便利化和电子商务中心（UN/CEFACT）所取代

。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通过联合国电子商务中心（UN/CEFACT）负责以

下工作

迄今已提出35项国际建议，例如，关于建立国际贸易单

一窗口的法律框架的建议。联合国电子商务中心还监督

各种文件和电子信息标准，特别是包括行政、商业和运

输的电子数据交换（EDIFACT）。在贸易便利化领域

，联合国/EDIFACT是一个著名的工具，包括一套国际

商定的标准、目录和准则，用于独立的计算机化信息系

统之间的结构化数据的电子交换。17 联合国欧洲经委会

还与国际道路和运输联盟（IRU）一起管理1975年《国

际公路运输公约》（TIR 2005），为签署国提供简化的

海关过境制度。

联合国欧洲经委会还提供技术援助。然而，虽然参与制

定其规范和标准以及使用这些规范和标准是全球性的，

但其技术援助主要针对东南欧和东欧、高加索和中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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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同时，UNECE通过指导方

针、工具和建议，支持该地区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其他

使用其标准的国际组织。UNECE已经设计了一个贸

易便利化实施指南，其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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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WTO TFA的所有章节都被引用，并与联合国/简化

手续中心以及其他组织的可交付成果相匹配。

亚太经社会向各国，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内陆发展中

国家提供贸易便利化方面的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20 此

外，亚太经社会还通过其亚太贸易研究和培训网络

(ArtNet)促进贸易便利化方面的研究，并与亚洲开发银

行(ADB)合作主办年度亚太贸易便利化论坛(APTFF)，

为区域利益攸关方之间的贸易便利化对话提供一个开放

的区域平台。

(d) 贸发会议

贸发会议在贸易便利化领域的任务可以追溯到1964年

其第一次部长级会议的最后文件中。此后，它一直是贸

易便利化的积极倡导者，它在这一领域的工作促成了《

哥伦布贸易效率部长级宣言》，该宣言有助于将贸易便

利化纳入1996年在新加坡举行的第一次世贸组织部长

级会议的议程。贸发会议还提供技术援助，传播相关信

息和培训材料。

首先，它开发了一个计算机化的海关管理系统，该系统

已 被 90 多 个 国 家 采 用 ， 称 为 海 关 自 动 化 系 统 （

ASYCUDA）。ASYCUDA的目的是通过引入计算机化

和简化程序来加快清关速度，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商业

界和各国经济的行政成本。该系统处理舱单和报关单、

会计程序、过境和暂记程序。

第二，在适用《贸易协定》第1条时，UNCTAD提供了

一个电子门户，称为eRegulations，国家海关官员可以

在这里公布和维护贸易程序、表格、文件和联系数据。

这有助于政府使规则和程序完全透明。另一个工具，电

子注册，作为一个单一的电子窗口。在第10.4条的背景

下，它允许贸易商通过一个单一的界面，在线咨询所有

数据

所有这些工具都是贸发会议所谓的 "为世贸组织成员提

供的[关于贸易便利化的]技术援助包 "的一部分。所有

这些工具都是贸发会议所谓 "为世贸组织成员提供的[贸

易便利化]技术援助包 "的一部分。

(e) 国际贸易中心

国际贸易中心（ITC）是世界贸易组织和联合国的一个

联合机构，其任务是与企业合作，特别是与中小型企业

（SME）合作。它与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合作

，帮助它们充分利用最近的世贸组织贸易便利化协议，

提高其私营部门的竞争力。更具体地说，ITC协助各国

遵守TFA的短期要求（如TFA义务的分类和通知、批准

、编制项目计划以筹集技术和财政援助）；让中小企业

更多地参与公私对话（PPD）并改善机构间协调（如建立

国家贸易便利化委员会）；实施选定的贸易便利化条款

（例如，开发国家贸易便利化门户网站，建立查询点，

建立 "单一窗口 "系统，以及建立风险管理框架）；以

及建立私营部门的能力，以从新规则中获益（例如，加

强中小企业的能力，以满足边境监管机构的要求）。

此外，ITC目前正在与西非经济和货币联盟（WAEMU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中部非洲经济

和货币共同体（CEMAC）、东加勒比国家组织（OECS

）和密克罗尼西亚贸易和经济共同体（MTEC）合作，

制定实施贸易协定的区域办法，以便最大限度地提高贸

易协定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贡献。

(f) OECD

经合组织的贸易部门在其贸易便利化指标（TFIs）的帮

助下，对贸易便利化的成本和效益进行了量化的经济研

究。27 这些指标遵循世贸组织《贸易协定》的结构，将

有助于确定哪些领域应优先获得贸易便利化措施，并有

针对性地调动捐助者的技术援助。这些指标遵循世贸组织《

贸易协定》的结构，将有助于确定哪些领域应优先获得贸易

便利化措施，并有针对性地动员捐助者提供技术援助。"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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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化指标 "还允许对国家绩效、优势、劣势和演

变进行监测和设定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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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他们正在共同努力，以确保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支持

针对最需要的地方，得到更好的协调，并确保其交付得

到有效监测。国际航空货运协会（TIACA）、国际公路

运输联盟（IRU）、国际海事组织（IMO）和国际民用

航空组织（ICAO）都在努力提高各自运输系统的效率。最

后，国际商会通过其海关和贸易便利化委员会，通过鼓

励加强海关和企业在国家一级的合作来支持贸易协定的

实施。

4. 结论

本节概述了世贸组织和其他背景下的贸易便利化改革状

况。它表明，世贸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存在于更广泛的

贸易便利化改革范围内，但贸易便利化协定的某些特点

使其与区域贸易协定不同。作为一个多边协议，《贸易

便利化协定》使人们不可能以歧视性的方式使用贸易便

利化。此外，《贸易协定》允许对发展中国家实行特殊

和差别待遇，允许它们在建立起能力后才实施协定的某

些条款，这在其他贸易便利化协定中是看不到的。多边

主义的好处和《贸易协定》实施的灵活性是我们将在随

后的章节中再次讨论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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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注
1 见世贸组织文件WT/L/579 "多哈工作方案--总理事会2004

年8月1日通过的决定"，附件D。

2 第18条（B类和C类的实施）规定："[...]如果一个发展中

国家成员或最不发达国家成员[...]自我评估

如果该成员认为其仍然缺乏执行C类规定的能力，则应将其

无力执行相关规定一事通知委员会。[......]从该发展中国家

成员通知委员会其没有能力执行有关规定之时起，直到委员

会收到专家组的建议后的第一次会议为止，该成员不应受到

《解决争端谅解书》在此问题上的诉讼。"

3 见TFA的脚注16。

4 2013年12月7日的部长决定，第2段。

5 领事化被从Neufeld（2014）使用的列表中剔除。

6 两项协议在1970年之前生效，一项协议已通知但未生效

。

7 见Neufeld（2014）脚注64和65，第20页。

8 例如，见UNCTAD（2014b）和UNESCAP（2014）。请

注意，这些研究并不具体分析区域贸易协定中贸易便利化

条款的执行情况，而是评估《贸易协定》中所列措施的执

行水平。

9 贸发会议（2011）强调了这种效果。

10 ATA "一词是法文 "Admission temporaire "和英文 

"Temporary Admission "的首字母的组合（见
http://www.wcoomd.org/en/ 
topics/facilitation/instrument-and-tools/conventions/ 

pf_ata_system_conven.aspx）。

11 见
h t t p : / / w w w . w c o o m d . o r g / e n / t o p i c s / f a c i l i t
a t i o n /  instrument-and-
tools/conventions/pf_revised_kyoto_conv. aspx

12 见 http://www.wcoomd.org/en/topics/wco-implementing- the-

wto-atf/~/media/44542CEBFB76401CB5E3F5794C2 
F134F.ashx

13 见
h t t p : / / w w w . w o r l d b a n k . o r g / e n / t

o p i c / t r a d e / b r i e f /  贸易便利化和物流。

14 世界银行（2010）。

15 见www.tradefacilitationsupportprogram.org/

16 见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
s_e/pres14_e/ pr725_e.htm

17 见
h t t p : / / w w w . u n e c e . o r g / t r a d e / u n t d i d / w e l c o m e .
h t m l 。

18 见https://www.iru.org/en_news_item?story=3337 和链接页

面。

19 见http://tfig.unece.org/index.html

20 见http://www.unescap.org/our-

work/trade-investment/ trade-

facilitation/about和

http://unnext.unescap.org/。

21 见http://tfig.unece.org/contents/org-unescap.htm

22 见
http://unctad.org/en/Publicati
onsLibrary/ domtcs2014d1_en.pdf

23 见http://unctad.org/en/Pages/DTL/TTL/Trade- 

Facilitation.aspx

24 见http://www.asycuda.org/

25 见
http://unctad.org/en/Publicati
onsLibrary/ domtcs2014d1_en.pdf

26 见
http://www.intracen.
org/itc/ trade-facilitation-
programme/

27 见http://www.oecd.org/tad/facilitation/

28 两个互动网络工具可以进行国家比较：http:// 

www.compareyourcountry.org/trade-facilitation 和政策模拟 

http://oe.cd/tfi。

29 这些组织是一个称为附件D+伙伴的团体的一部分。2014年7

月，在启动贸易便利化协定机制期间，他们发表了一份联合

声明，重申他们的承诺和协调方法

向发展中国家、转型期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技术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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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建设和其他形式的援助，以努力执行世贸组

织贸易便利化协定的规定。

30 见http://www.gfptt.org/tfa-coordination/

http://www.gfptt.org/tfa-coord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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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理论 和贸易便

利化的测量

本节首先为理解贸易便利化的经济效应提供了

一个概念框架--改善贸易程序如何降低贸易成

本，以及这反过来又如何影响贸易的模式和数

量、分配和管理。

效益，以及经济福利。鉴于贸易便利化原则上可

以单方面实施，本节研究了以下原因

哪些国家会希望将贸易便利化纳入多边贸易协定

。最后，它研究了已经制定的衡量贸易便利化的

指标--从较窄的与海关有关的指标到更广泛的监

管和基础设施领域，并确定哪些指标可以最好地

用于估计实施世贸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的经济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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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1. 国际贸易模式中的贸易便利化 58

2. 国际贸易便利化协议的经济理由 62

3. 衡量贸易便利化 65

4. 结论 69

一些关键的事实和发现

• 现有的国际贸易模型，包括最近考虑到贸易成本在供应链上复合和放大的方式，可

以用来更好地理解贸易便利化协定（TFA）的贸易和经济影响。例如，贸易成本的 

"冰山 "模型将贸易成本降低货物对出口商和进口商的价值的方式与冰山在海洋中移

动时融化的方式作了类比。

• 如果一个国家改进其贸易程序，使贸易成本降低，进口商就会从较低的价格中获益

，而出口商则会从贸易品中获得较高的价格。因此，贸易便利化对出口国和进口国

都有利。

• 将贸易便利化纳入一个多边协议，与单边所能实现的相比，创造了额外的好处。它

提供了更大的法律确定性，帮助改革中的政府争取国内选民的支持，协助采用类似

的贸易程序，并协调向能力有限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捐助支持。

• 国际组织和学术文献中已经制定了大量的贸易便利化指标。其中，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OECD）的贸易便利化指标（TFIs）非常适合分析实施贸易协定的贸易和经

济影响，因为这些指标与协定的条款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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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际贸易模式中的贸易便利

化

贸易便利化的目的是减少贸易成本，广义的贸易成本包

括除生产成本外，将商品从生产者送到最终消费者手中

的所有成本(Anderson and van Wincoop, 2004)。在其

他成分中，它们包括运输成本、关税、非关税措施和低

效贸易程序。本节首先使用一个部分平衡的供求模型对

贸易便利化的影响进行了图解分析。然而，由于贸易便

利化对某一特定市场的影响可能会蔓延到其他市场，因

此，利用国际贸易的标准模型，从经典模型到最新的全

球价值链模型，将分析扩展到一般均衡环境。

早期或经典的贸易模型解释了为什么不同的国家之间会

出现贸易（行业间贸易），其依据是生产力的差异（李

嘉图，1817）或生产要素的禀赋（Heckscher，1949

；Ohlin，1934）。虽然这些早期的贸易模型没有将贸

易成本明确地纳入分析，但后来的贸易模型却将其纳入

分析。新的贸易理论（克鲁格曼，1979；1980）解释

了为什么相似国家之间的贸易（产业内贸易）会发生

由于对品种的需求和生产规模收益的增加。最后，最近

模型的一个分支包含了企业生产力的差异，导致只有一

些企业能够克服进入出口市场的固定贸易成本（Melitz

，2003）。第二个分支关注分散的生产和价值链，告

诉我们贸易成本特别有害，因为它们在供应链上被累积

和放大（Yi，2010）。

(a) 一个简单的 "冰山 "部分平衡模型

萨缪尔森的 "冰山 "模型（Samuelson, 1954）是分析贸

易成本影响的有用工具，尽管它最初被设计为运输成本

模型（见方框C.1）。低效的贸易程序增加了贸易成本

，并使商品生产者收到的价格和消费者支付的价格之间

出现了一个楔子。这代表了一种纯粹的损失（"死重损

失"），类似于冰山在海洋中移动时被融化的部分质量

。在冰山模型中，贸易成本与所运货物的价值成正比，

但即使在贸易成本是加法的情况下，主要结果也将继续

成立。

方框C.1："冰山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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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C.1给出了一个进口商品的冰山模型的图形说明。为简单起见，我们假设该商品在国内不生产。国内需求由线

段D给出，而国外供应为

在最初的市场均衡中，贸易成本很高，用δ0表示。国内消费者支付的价格为Pd0，外国生产者获得的价格为Ps0，
低于贸易成本δ0，而进口的总数量等于Q0。

图C.1：冰山部分平衡模型

价格

贸易便利化带来的消费者剩余的增加

0 A S
Pd

B
P*

δ0

诗 C D0

贸易便利化带来的生产者盈余增加

Q0 Q*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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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C.1："冰山 "模式（续）
假设这个国家改进了它的贸易程序，使贸易成本降低到零。均衡状态下的进口商品数量上升到Q*，国内价格下
降到P*，国外价格也上升到P*。由贸易成本引起的价格楔子消失了。国内消费者和国外生产者的福利都增加了，
增加的金额分别为梯形区域Pd0ABP*和Ps0CBP

*。请注意，贸易便利化改善了两国的贸易条件，因为它同时降低了国
内消费者为进口产品支付的价格，并提高了外国出口商的价格。C.3小节将再次讨论贸易便利化给两国带来的贸
易条件改善（"双赢 "的结果），该小节涉及贸易便利化多边协议的经济理由。如果低效的贸易程序产生的租金
被一些经济主体所占有，而不是纯粹的死重损失，那么贸易便利化的收益将小于图C.1所示（Dee，2006）。该
分析也没有考虑到实施贸易便利化改革的成本，这将减少图C.1中显示的收益。

(b) 经典的贸易一般均衡模型

到目前为止，分析的重点是一个单一的市场，因此只是

局部性的。当分析扩展到一般均衡环境时，了解这些结

果是否被修改或获得额外的见解将是有益的。

在经典模型中，贸易收益的产生是由于各国拥有不同的

相对生产力（李嘉图，1817年）或生产要素的禀赋，

如劳动力、资本和其他资源。

土地（Heckscher, 1949; Ohlin, 1934）。在这些模型

中，国家专注于它们相对于其他国家具有比较技术优势

的商品，或者专注于更密集地使用其丰富生产要素的商

品。然后他们从其贸易伙伴那里进口其他商品。这些模

型为产业间贸易（如一个国家出口汽车和进口小麦）提

供了理由，但没有为产业内贸易（如一个国家出口跑车

和进口运动型多用途车）提供理由。方框C.2对经典贸

易模型中贸易成本的影响进行了更详细的讨论。

方框C.2：经典贸易模型中贸易成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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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贸易理论解释了在规模收益不变和完全竞争情况下的同质商品贸易。生产要素被假定为在一个国家内各部

门之间流动，但在各国之间不流动。这些模型的基本版本假定生产两种不同的最终产品。

李嘉图模式

在李嘉图模型中，推动贸易的假设是，各国具有不同的相对劳动生产率。这意味着在自给自足的情况下，即当

国家之间完全不进行贸易时，一种商品的相对价格以另一种商品为单位在国家之间是不同的。

在一个没有贸易成本的假设世界中，这种相对价格的差异为在两个自给自足的价格之间进行提高福利的国际贸

易提供了机会，这个价格由各国的消费偏好和相对规模决定（Markusen等人，1995）。至少有一个国家完全专

注于生产它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

低效的贸易程序导致了贸易成本，使两国面临的相对价格之间出现了一个楔子。他们现在面对的国际价格更接

近各自的自给自足价格。他们可能继续保持专业化，但消费和贸易会减少，从而降低经济福利。如果贸易成本变

得足够高，一个国家面临的国际价格就会变得比其自给自足的价格更不利，贸易就会完全停止，两个国家就会

回到其自给自足的平衡状态。相对的国家规模在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方面起着作用。如果一个国家大得多，

那么无摩擦的国际价格就已经接近其自给自足的价格，贸易就会因较小的交易成本而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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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C.2：经典贸易模型中贸易成本的影响（续）

赫克歇尔-奥林模型

与李嘉图相反，赫克歇尔-奥林模型假设两个国家的生产力相同。有两种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这些生产要素

的禀赋在各国之间有所不同，使一个国家劳动力丰富，另一个国家资本丰富。有两个部门生产两种不同的商品

；一个部门，例如汽车，更密集地使用资本，另一个部门，例如纺织品，更密集地使用劳动力。

在自给自足的情况下，两个国家的相对价格会因为其要素禀赋的不同而不同。纺织品相对于汽车的价格在劳动

力丰富的国家较低，在资本丰富的国家较高。如果贸易开放，在没有贸易成本的情况下，两个国家都会生产和

出口更多的密集使用其丰富要素的商品：即劳动力丰富的国家出口纺织品，资本丰富的国家出口汽车。但是，

与李嘉图模型不同，完全专业化是不可能的。他们将以介于两个自营价格之间的世界价格进行贸易，这意味着

相对于汽车而言，纺织品的世界价格高于劳动力丰富的国家的自营价格，而低于资本丰富的国家的自营价格。

自由贸易的另一个重要结果是两个国家的要素价格趋同（要素价格平等化）。

贸易成本推动了两个国家所面临的相对价格之间的楔子，创造了一个他们都面临的国际价格更接近其自给自足

价格的情况。与无摩擦的世界相比，国家的专业化程度会降低，贸易和消费都会降低。同样，经济福利也会因

此而受到影响。此外，这两个国家所面临的相对价格的楔子也意味着要素价格的分歧。

不管它们有什么不同，在这些经典的贸易模型中，贸易

成本通过相同的机制发挥作用。低效的贸易程序使两个

贸易国所面临的相对价格之间出现了楔子。这些相对价格

向最初的自给自足价格靠近，减少了专业化和贸易的范

围。因此，消费可能性降低，经济福利也随之降低。

赫克歇尔-奥林模型的一个有趣的结果是，贸易便利化

如何改善丰富的生产要素的实际收入。通过降低贸易成

本，它导致了更密集地使用丰富要素的部门的专业化程

度提高。这增加了对丰富要素的需求，提高了要素的实

际回报。如果其中一个国家是劳动力丰富的发展中国家

，贸易便利化可以使工人生活得更好。

(c) 新贸易理论"--垄断性竞争

与经典理论相比，"新贸易理论"（克鲁格曼，1979年；

1980年）解释了为什么各国从事产业内贸易。这是一

个有价值的结果，因为全球贸易的绝大部分都是产业内

的，而不是产业间的。该理论能够解释全球贸易的这一

特点，这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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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一些假设，我们可以看到：消费者喜欢多样化的

消费，市场上有很多公司在销售不同品种的商品，生

产中存在着规模收益的增加（内部），这意味着一个

公司的平均生产成本随着其生产量的增加而下降。

该理论预测，贸易成本会对小型发展中经济体产生不

成比例的不利影响。通常情况下，小型发展中经济体有

大型的农业或自然资源部门，其特点是规模收益不变，

而只有一个小型的制造业部门。相比之下，大的发达经

济体有一个大型的制造业部门，在规模收益增加的情

况下运作。在这种情况下，贸易成本会导致贸易减少

，并导致制造业不成比例地转移到大的发达国家（"

本土市场效应"）。与此同时，小的发展中国家则集

中在农业或自然资源部门。

解释这一结果的关键在于消费者对品种的喜爱和规模

收益增加之间产生的矛盾。在开放贸易和零贸易成本

的情况下，大的发达国家的消费者会同时购买外国和

本国的制成品，因为他们更喜欢多样化。在所有条件

相同的情况下，对品种的喜爱会导致更多的贸易。另

一方面，规模收益递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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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发达国家的市场规模和企业可以实现的较大的生产

规模，规模给发达国家的制造企业带来了成本优势。在

所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将更愿意购

买成本较低的国内品种，而不是成本较高的国外品种。

导致贸易成本增加的低效贸易程序，使购买（进口）外国

品种的成本增加，从而破坏了这种平衡。因此，发达国

家的消费者从外国品种转向国内品种。这种对国内制成

品需求的转变，为已经很强大的规模力量提供了更大的

运作空间。发达大国的制造业进一步扩大，而发展中小

国的制造业却在萎缩。这一分析表明，希望实现经济多

样化的发展中小国对降低贸易成本有着强烈的兴趣，因

为这减少了制造业集中在最大市场的动力。

(d) 新新贸易理论"--异质性企业

在经典的贸易理论中，国家才是关注和分析的对象。在

过去十年中，出现了新的贸易模型，将这一重点转移到

企业上--所谓的 "异质企业 "文献（Melitz，2003）。这

些模型的动机是经验研究，这些研究揭示了企业在规模

、生产力和参与国际贸易方面惊人的多样性（Bernard

等人，2007a；2007b）。

这些研究发现，只有少数企业出口，绝大多数企业只能在国

内市场销售。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企业的生产率不同

：生产率低的企业在竞争中无法生存，生产率较高的企

业可以竞争，但只能在国内市场竞争，而只有生产率最

高的企业才能进入出口市场并竞争。有两个生产力门槛

：一个企业生存所需的最低水平，以及一个企业开始出

口其部分产品的水平。

异质企业文献的主要结果是，贸易成本的任何降低都会

使两个门槛更加接近，增加被竞争赶出的企业范围和进

入出口市场的企业范围。这对经济是有利的，因为资源

（资本和劳动力）从生产力最低的企业中释放出来，重新

分配给生产力最高的企业。

虽然减少贸易成本会增加一个国家的出口可能是显而易

见的，但这篇文献表明，有必要区分减少贸易成本的两

种方式和因此而增加出口的不同方式（Chaney，2006

）。贸易成本可以分为可变和固定两种。可变贸易成本

是指每一单位的出口都必须支付的成本。关税是可变贸

易成本的一个突出例子，因为进口商需要为他进口的每

一个单位支付关税。固定贸易成本是独立于出口量而必

须发生的成本。一家公司决定是否进入一个特定的市场

，可能需要花费一定的成本来了解这个国家的贸易程序

。这些成本甚至在它向外国市场运送单一产品之前就已

经产生。

出口的增加可以沿着两个方面或边际发生：密集边际和

广泛边际。密集边际是指现有出口商增加其出口量，而

广泛边际是指新公司进入出口市场实现的出口增加。

可变贸易成本的减少对贸易的广义和集约利润率都有影

响。它使现有的出口商能够占据更大的出口市场份额，

使生产力水平低于现有出口商的公司能够进入出口市场

。固定贸易成本的减少只影响到贸易的广义边际。贸易

便利化将减少固定和可变的贸易成本，使现有的出口商

有可能在国际市场上占据更大的份额，并使以前从未出

口过的公司开始出口。

如果贸易便利化同时降低了固定和可变的贸易成本，这

种分析意味着人们应该看到贸易在两个边际上的扩张。

那些目前作为出口商参与国际贸易的企业很可能会扩大

其出口量。此外，那些被外国市场拒之门外的企业现在

将发现有可能进入这些市场并开始出口。这些新公司可

能比目前的在职公司规模小，生产力低，但现在贸易成

本的降低使他们有机会参与国际贸易。

(e) 供应链模式

供应链贸易模型与异质企业文献大约同时出现。2 传统

的贸易理论假设每种最终产品完全在一个国家内生产，

而供应链模型则承认，构成复杂最终产品的零部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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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产品，都是在一个国家内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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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或机动车是在许多不同国家制造的。

由于这种组织全球生产的方式，贸易成本被放大了（Yi

，2010）。这是通过 "累积 "和 "放大 "效应发生的。贸

易成本通过价值链的不同阶段累积起来，因为货物在加

工过程中多次跨越国界。它们被放大了，因为任何阶段

的贸易成本都必须从生产成本中的附加值份额中支付。

累积效应和放大效应的存在，意味着贸易成本对全球价

值链相关贸易的威慑作用远大于对仅涉及最终产品的贸

易。贸易成本越高，供应链贸易的空间就越小。在贸易

成本非常高的极端情况下，在不同国家之间分割生产是

不值得的，只有最终产品的贸易。这意味着贸易便利化

对全球价值链的可行性至关重要，允许各国在具有比较

优势的生产阶段更加专业化。任何贸易成本的降低，如

《贸易协定》所能实现的，也会在相反方向上被放大。

上述的累积和放大效应会发生作用，但却是以积极的方

式，从而降低壁垒，使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全球价

值链中。

Baldwin和Venables（2013）分析了全球价值链中更复

杂的生产安排。他们对 "蛇 "和 "蜘蛛 "进行了区分，前

者是按顺序进行的生产过程，每项操作都按预先确定的

顺序增加价值；后者是在组装阶段将不同的中间投入结

合起来。任何全球价值链都可以被看作是蜘蛛和蛇的组

合。

鉴于结构上的这些差异，贸易便利化对全球价值链和贸

易的影响将更加复杂，并因这些产业链的结构不同而不

同。企业面临着在不同国家设立生产基地以降低生产成

本与在一个国家保持生产以限制贸易成本之间的权衡。

在蛇型全球价值链的情况下，贸易成本的下降将导致更

多的分散和生产离岸以及贸易的扩大，尽管在蜘蛛型全

球价值链的情况下，结果就不那么简单了。

2. 国际贸易便利化 协议的经济

理由

鉴于贸易便利化的广泛好处，每个国家都应该有动力自

行进行改革。因此，问题是：为什么贸易便利化仍然在

许多国家的议程上；以及为什么这些国家决定通过签署

《贸易协定》来进行改革？

本报告审查的证据表明，贸易便利化可以刺激贸易，促

进多样化，增加总福利。它还表明，贸易便利化对采取

便利化措施的经济体和其贸易伙伴都有好处。迄今为止

的讨论表明，各国政府不需要通过合作来获得贸易便利

化的好处，它们可以从单方面的改革中获益。然而，《

贸易协定》的签署表明，有理由将贸易便利化纳入国际

协定，创造额外的利益。

经济学家已经确定了贸易协定的几个理由。3 具有足够

市场力量的国家有动力征收关税，以提高其贸易条件，

即其出口产品的（未征税）价格相对于其进口产品的（

未征税）价格，但降低其贸易伙伴的贸易条件。在缺乏

合作的情况下，这可能会引起贸易战，也就是出现囚徒

困境的情况，即各国把关税定得太高，而贸易量却没有

效率地降低。根据贸易条件理论，贸易协定允许各国从

相互降低关税中获得利益，从而摆脱囚徒困境。

这一理由在解释贸易便利化协议时也可能起作用。首先

，如果海关程序和做法可以被操纵以产生租金，政府可

以被私人利益所俘获，那么各国最终可能会陷入与刚才

描述的贸易条件驱动的囚犯困境。然而，更有趣的是，

即使边境的低效率产生了成本而不是租金，如果贸易便

利化措施的实施成本很高，那么贸易条件解释的一个稍

加修改的版本就可以说明贸易便利化协议的理由（见方

框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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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C.3：低效的海关程序对经济的影响

首先考虑一下低效的海关程序的影响。如图C.2所示，这种程序提高了一个大国的贸易成本和进口价格，降低了
它的贸易条件，同时也导致了伙伴国贸易条件的恶化。4 低效的程序将进口国的国内价格提高到Pw+c，减少了对
进口的需求，如果这个国家足够大，可能将世界价格（即出口商收到的价格）从Pw推低到Pw'。虽然在关税的情
况下，世界价格的下降产生的贸易条件收益相当于橙色矩形的面积，但在海关程序效率低下的情况下，它产生
的损失相当于同样的面积。总的来说，对于进口国来说，低效率的福利效应是一个巨大的死重损失，相当于条
纹梯形和橙色矩形的面积之和。

现在考虑一下贸易便利化的效果。贸易便利化通过消除提高成本的低效率，为进口国和其供应商带 来 福利收益。然

而，与此同时，实施贸易便利化措施是昂贵的。只要收益超过实施成本，进口国就有动力投资于贸易便利化。

然而，正如所解释的，消除低效率也有利于出口国，因为这给外国出口商带来了积极的外部性。这种外部性为

贸易便利化方面的国际合作提供了理由。如果没有贸易便利化协议，（即在单边决定对海关程序进行增效投资

的情况下）这种正外部性将导致大型进口国对改善海关程序的投资过少。一个囚徒困境类型的情况可能会出现

，即两个大型进口国在贸易便利化方面的投资不足，从而给对方带来成本。贸易便利化协议可以帮助各国将这

些积极的（贸易条件）外部因素内部化，从而导致对有效的海关程序进行更大的投资。

图C.2：低效的海关程序对福利的影响

价格

需求 供应

Pw+c

Pw'+c 
Pw

Pw'。

数量

经济学家确定的第二个理由是，贸易协定可以帮助政府

解决可信度问题。根据Hoekman（2014）的观点，这

一理论对理解贸易便利化协议背后的理由没有多大帮助

，因为贸易伙伴不会通过威胁撤销优惠来强制执行协议

。事实上，政府很难有选择地 "解除 "贸易便利化措施

以执行贸易便利化协议。然而，如果协议预见到了使用

其他执行手段的可能性，比如说

对于WTO《贸易协定》来说，它可能允许各国政府束

缚自己的手脚，反对反便利化的游说。换言之，承诺可

能是《贸易协定》背后的理由之一。

另一个可能的理由是由Hoekman（2014）提出的，他

认为TFA反映了国际协调或集体行动的考虑。如前所述

，单方面实施贸易便利化措施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因为海关程序变得更加透明、可预测和高效。然而，如

果各国使用不同的方法，采用不同的标准和程序，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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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件方面就会出现冗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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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和边境的控制程序。如果各国的程序不同，出口商

和进口商就需要学习多种标准，这就会产生巨大的学习

成本。采用共同的程序可以减少熟悉不同国家海关程序

所需的时间和成本，并提高货物在世界各地海关流动的

效率和及时性。世贸组织成员在《贸易协定》的背景下

进行协调，对海关和相关事务采取共同的方法，可以通

过协调全世界的海关程序，进一步增加贸易便利化的收

益。Snidal (1985)在博弈论框架中对这一国际协调问题

进行了概念化（见方框C.4）。

类似的推理也可以适用于与实施成本和能力不对称有关

的协调问题。事实上，《贸易协定》预见到，较富裕的

成员将向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提供能力建设方面

的援助和支持，以帮助它们实施该协定。6 如果没有该

协定，许多国家可能不会参与贸易便利化，因为它们可

能宁愿将稀缺的资源分配给其他优先事项，这将导致所

有成员处于次优状况。因此，协调的好处可以解释贸易

便利化方面的国际合作。然而，这种解释本身可能并不

足以解释《贸易协定》。这是因为，如果贸易便利化协

议只起到协调的作用，那么它就不需要通过争端解决程

序来执行。

方框C.4：协调问题解释

协调问题是指每个人都从与其他个体的协调行动中获益的情况。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遇到协调问题。例如，想象

一下，迈克和他的妻子露西都想在外面过夜。迈克想去电影院，而露西想去看一场戏，但两人都愿意一起过夜

，而不是单独过夜。表C.1中显示了他们的满意程度，这取决于他们的行动。在表格的每个单元格中，第一个数

字是指露西的满意程度，第二个数字是指迈克的满意程度。如果他们不进行协调，他们最终会得到较低的满意

度水平。例如，如果迈克去看电影，露西去看戏，他们都会得到1。这比他们一起去看电影或看戏所得到的要低

。如果他们都去电影院，Lucy的满意度是3，Mike的满意度是4，因为他更喜欢电影院；反之，如果他们都去看

戏，Lucy更喜欢看戏。因此，协调和谈判可以导致一个结果，即迈克和露西都比没有协调的情况下得到更好的

结果。

表C.1：麦克和露西之间的协调问题

邓小平
晚间活动

电影院 播放

电影院 3 ; 4 0 ; 0
露西

播放 1 ; 1 4 ; 3

Snidal（1985）在国际制度的背景下将这种协调游戏概念化。他强调了集体行动问题和协调问题之间的区别。

本小节之前讨论的贸易条款驱动的囚徒困境就是前者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实施了关税协议

，就必须建立执行机制，防止各国再次提高关税，因为这样做符合它们的短期利益。相反，在协调问题的情况

下，两个国家都希望采取相同的行为，一旦它们选择了特定的行为，就不会有动力去偏离。换句话说，只需要

沟通和常识，就可以实现个人和集体的最佳结果。

这种协调问题出现在贸易便利化的背景下。事实上，如果国家1计划实施贸易便利化措施X，国家2实施贸易便利

化措施Y，他们都将获得收益。然而，如果他们设法协调，同时实施X或Y，他们将进一步协调全世界的海关程

序，并增加他们从贸易便利化中获得的收益。因此，《贸易协定》为谈判和讨论现有的最佳方法和标准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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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的挑战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国家1可能更喜欢用X方法来实现海关程序的标准化，而国家2可能会选择Y方

法。然而，这可以很容易地通过谈判来解决，因为无论最终选择哪种方法，两个国家都能从采用共同的标准中

受益。

方框C.4：协调问题解释（续）

表C.2：国家1和国家2之间的协调问题

国家1贸易便利化措施
X Y

X 4 ; 4 1 ; 1
国家2 Y 1 ; 1 4 ; 4

3. 衡量贸易 便利化

如A节所述，贸易便利化有不同的定义，这些定义在是

否包括软性或硬性基础设施以及是否仅限于边境措施或

也包括边境后的措施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存在许多贸

易便利化指标，反映了贸易便利化定义所涉及的范围的

这种差异(见关于什么是好指标的方框C.5)。

B.3小节描述了一些国际组织在贸易便利化领域的活动如

何补充世贸组织的作用。C.4(a)小节将继续描述国际组

织为衡量贸易便利化而制定的主要指标，C.4(b)小节将

确定哪个指标最能反映《贸易协定》的规定，并将其作

为本报告其余部分进行估计和模拟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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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C.5：什么是指标，怎样才是好的指标？

根据Walz(2000)以及Heink和Kowarik(2010)的说法，"指标是描述一个系统状态的变量"。一个指标可以建立基准

，在各国之间进行比较，并由不同的代理人对一个系统的状态进行监测。它可以发挥早期预警系统的作用，提

醒行动者需要对系统的状态进行改进（Mainguet和Baye，2006）。一个好的指标应该是：

• 从政策的角度来看是有意义的；

• 稳健，即对意外的波动不敏感，适合长期使用；

• 与优先事项和最重要的问题相联系；

• 与同一主题的其他指标相一致；

• 可行，这需要其数据源的可用性；

• 无障碍；

• 有效，这意味着指标应与研究问题相联系--这种有效性是通过指标与要分析的概念之间的关联强度来衡量的

（Pierce, 2008）；

• 可靠，因为测量误差减少（Kimberlin 和 Winterstein，2008）；

• 准确测量，以使指标接近真实值的方式。

指标应定期更新，以纳入新的挑战，适应新的问题和测量技术及数据可用性的改进（Brown，2009）。

65



2015年世界贸易报告

(a) 贸易便利化的措施

根据Orliac（2012），有超过12个贸易便利化的指标，

证明了贸易便利化的重要性及其复杂性。本报告不可能

审查所有这些指标。相反，重点将放在那些在经济文献

中经常被用来确定贸易便利化改革的经济影响。它们包

括世界银行集团的 "营商环境"（DB）指标，特别是与

跨境贸易有关的指标；世界银行的物流绩效指数（LPI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贸易便利化指标

（TFI）；以及世界经济论坛的有利贸易指数（ETI）。

区分衡量政策投入的指标和跟踪政策结果的指标可能是

有益的。决策者显然应该对两者都感兴趣，因为它们是

相辅相成的，而且还应该对了解贸易便利化的结果感兴

趣，并确定能够实现预期结果的政策。虽然这不是一个

完美的分类，但DB指标衡量的是结果，OECD TFIs侧

重于政策投入，LPI和ETI则是两者的混合体。

(i) 世界银行集团的 "营商环境"（
DB）指标

"营商环境 "指标衡量商业监管和产权保护对企业，特别

是国内中小型企业的影响（世界银行，2014）。它们基

于对 "当地专家 "的调查，包括律师、商业顾问、会计师

、货运代理、政府官员和其他日常管理或就法律和监管

要求提供咨询的专业人员。自2004年以来，这些调查

每年进行一次，目前涵盖189个经济体。对于其中的大

多数，收集的数据是指最大商业城市的企业。最新的DB

报告包含11个指标，衡量监管过程的复杂性，特别是通

过 "跨境贸易 "指标，衡量与标准化进出口活动有关的成

本。表C.3列出了DB中包含的指标，然后用两个指数进

行了总结：

(i) "经商便利度"，根据各国的相对表现进行排名（世

界银行，2014）；

(ii) "与前沿的距离 "得分，指的是一个经济体在特定时

间内与最佳实践，即表现最好的经济体的平均距离

。

表C.3：指标和指数清单

指标 索引

营商环境 (DB) 1) 创办企业；

2) 处理建筑许可证；

3) 获得电力；

4) 登记财产；

5) 缴税；

6) 跨 境 贸易；

7) 获得信贷；

8) 保护少数投资者；

9) 强制执行合同；

10) 解决无力偿债问题；

11) 劳动力市场管理。

两个主要指数：

1) 与边疆的距离。

2) 经商的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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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

性能指数（LPI）

1) 海关；

2) 基础设施；

3) 便于安排运输；

4) 物流服务的质量；

5) 跟踪和追查；

6) 及时性。

LPI由六个指标组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CA）。

分数

得到的是六种措施的加权平均数，权重是各部分的负荷。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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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3：指标和指数清单（续）

指标 索引

贸易便利化指标
(TFIs)

1) 信息可用性(a)；

2) 贸易界的参与 (b)；

3) 预先裁定(c)；

4) 上诉程序(d)；

5) 费用和收费(e)；

6) 手续 - 文件 (f)；

7) 手续--自动化(g)；

8) 手续--程序（h）；

9) 合作 - 内部 (i)；

10) 合作--外部(j)；

11) 领事化（k）；

12) 治理和公正性(l)；

13) 过境费和收费（m）；

14) 过境手续（n）；

15) 过境担保(o)；

16) 过境协议和合作(p)。

有16个指标，基于97个变量。这些变量已经使用 "多重二进

制 "评分系统进行了规范化处理（见Moïsé等人（2011）和

Moïsé和Sorescu（2013））。

授权交易指数（ETI

）

56项指标被分为七个支柱：

1) 国内市场准入；

2) 外国市场准入；

3) 边境管理的效率和透明度；

4) 交通基础设施的可用性和质量；

5) 运输服务的可用性和质量；

6) 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提供和使用；

7) 操作环境。

然后，这七个支柱被归纳为四个领域或子指数：

1) 市场领域；

2) 边境管理；

3) 基础设施；

4) 操作环境。

ETI被计算为各种指标的非加权平均值。

(ii) 世界银行物流绩效指数（LPI）

LPI关注的是一个国家的物流友好度，并根据六个方面

对国家进行排名：海关；基础设施；安排运输的便利性

；物流服务质量；跟踪和追查；以及及时性。LPI指标

可以根据它们是指对供应链的投入（海关、基础设施和

服务质量）还是指结果（及时性、国际运

输以及跟踪和追溯）来进行分组7。

数据是通过对负责货物运输和交易的经营者

进行在线调查而收集的（Gogoneata，2008

）。该调查每两年进行一次

自2007年以来

。在2014年，

数 据 覆 盖 了

160 个 国 家 。

该 调 查 分 为 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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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部分，一个是国际部分，一个是国内部分。在国际部分，受访者

在8个选定的海外市场评估一个国家的物流友好度。在国内部分，受

访者提供关于其经营所在国家的物流环境的定性和定量数据（Arvis

等人，2014）。

通过使用主成分分析（PCA）将这六个指标归纳为LPI指数，这是一

种用于降低数据集维度的统计技术。然后，LPI是分配给每个指标的

分数的加权平均值，其权重由PCA决定。该指数从1（最差得分）到

5（最佳得分）。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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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经合组织贸易便利化指标

经合组织的TFI与世贸组织正在谈判的主要政策领域相

对应，使指标（约有97个变量，分为16个指标）能够与

TFA的相关条款相对应（见表C.4）。经合组织数据库

于2012年推出，并于2015年更新，包含152个国家的信

息。用于TFI的信息是从对政府和私营部门的问卷调查

中收集的。

这些变量不仅要反映有关国家的监管框架，而且要尽可

能深入了解各种贸易便利化措施的实施状况。每个变量

都遵循一个 "多重二进制 "评分系统，其中2分对应于最佳

表现、
0 相当于最差的表现，得分是
1 到介于两者之间的表现。

(iv) 世界经济论坛的有利贸易指数（ETI

）。

ETI评估各经济体在多大程度上建立了便利货物跨境流

动的机构、政策、基础设施和服务。

和他们的目的地（WEF，2014）。它包含了2010年至

2014年每年138个国家的79个指标的数据。9其中56个

指标的数据是通过不同的国际组织提供的信息收集的，

而其余指标的数据是通过WEF高管意见调查收集的，该调查

对首席执行官和顶级商业领袖进行调查。这七十九个变量从1

到7打分，7表示最好的结果。这些变量被归纳为七个支

柱，然后进一步整合为四个领域：市场准入；边境管理；

基础设施；以及运营环境（见表C.3）。ETI得分是以79

个指标的算术平均值计算的，因此也是从1到7不等。

(b) 贸易便利化指标的选择

由于本报告的主题是TFA，而经合组织的TFI是在该协

议的基础上设计的，TFI将被用作贸易便利化和国家绩

效的衡量标准。特别是，经合组织的指标将在D节中被用

来估计和模拟实施世贸组织贸易协定的经济影响。

根据方框C.5中讨论的标准，TFIs满足了一个好指标的

许多要求。

表C.4: TFIs和TFA条款

贸易便利化指标 贸易便利化协定》条款

(a) 信息供应 第1条：信息的公布和提供

(b) 贸易界的参与 第2条：有机会发表评论，在生效前提供信息，并进行协商

(c) 预先裁定 第3条：预先裁定

(d) 上诉程序 第四条：上诉和审查程序

(e) 费用和收费 第6条：对进口和出口的收费或与之有关的收费的纪律和处罚

(f) 手续 - 文件 第10条：与进口、出口和过境有关的手续

(g) 手续 - 自动化
第7条：货物的释放和清关

第10条：与进口、出口和过境有关的手续

(h) 手续-程序
第7条：货物的释放和清关

第10条：与进口、出口和过境有关的手续

(i) 合作-内部 第8条：边境机构合作

(j) 合作--外部 第8条：边境机构合作

(l) 治理和公正性 第5条：提高公正性、非歧视性和透明度的其他措施

(m) 过境费和收费 第11条：过境自由

(n) 过境手续 第11条：过境自由

(o) 过境担保 第11条：过境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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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过境协定和合作 第11条：过境自由

注：OECD TFI指标包括一个项目"(k)领事化"，在TFA中没有相应的规定。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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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策的角度来看，这些指标是相关的，正是因为它们

是基于成员已承诺实施的《贸易协定》。这也使其成为监

测贸易协定实施情况的有用指标。通过研究数据集的基

本联系，TFI的统计稳健性得到了改善，并与传统指标

进行了测试（Moïsé等人，2011）。TFIs对于经济活动

的暂时波动也是稳健的，因为这些指标只会随着每个国

家的实施努力而改变。此外，贸易便利化指标与其他广

泛使用的贸易便利化指标是一致和相关的（尽管有些指

标是衡量结果而不是政策投入）。表C.5显示了最近一

年的TFIs、DB跨境贸易部分、LPI和ETI之间的相关性

。TFI的平均得分与LPI和ETI的衡量标准呈正相关关系。

正如预期，TFI平均分与DB进出口成本和进出口天数指标

呈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在5%的水平上都是显著的。

表C.5：营商环境指标、物流绩效指数、有利贸易

指数和贸易便利化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

指标 TFI
平均值

DB: 跨境贸易--出口成本 -0.25*

DB: 跨境贸易--进口成本 -0.29*

DB: 跨境贸易--出口的天数 -0.42*

DB: 跨境贸易--进口天数 -0.47*

DB: 跨境贸易--出口所需的文件数量 -0.47*

DB: 跨境贸易--进口所需的文件数量 -0.45*

LPI得分 0.43*

LPI海关 0.41*

LPI的及时性 0.42*

启用交易指数 0.59*

ETI 边境管理的效率和透明度 0.51*

ETI海关透明度指数 0.43*

ETI 清理过程的效率 0.36*

ETI 进口/出口中的不规范支付 0.47*

ETI 进口程序的时间可预测性 0.41*

*在5%的水平上是显著的。

我们还可以比较不同指数对各国贸易便利化表现的评分

，看看是否出现了重大差异。图C.3比较了三种贸易便

利 化 指 数 ：TFIs平 均 分 、LPI和ETI得 分 。 11 它 根 据

WTO区域分类、发展水平以及是否为内陆发展中国家

对各国进行了分类。应该注意的是，当考虑到发展水平

和区分内陆/非内陆国家时，这三个指数对国家的评分

大致相同。在TFI平均值上表现最好的群体在ETI和LPI

上也表现最好。在WTO地区中，北美和欧洲是所有指

数中表现最好的。

在考虑发展水平时，发达国家的得分最高。在发展中国家

中，非内陆国家与内陆发展中国家相比获得了更高的分

数，尽管如果用TFI衡量，它们之间的差异较小，如果

用其他指标（DB、LPI或ETI）衡量，则差异较大。这

一结果表明，内陆发展中国家有双重负担：除了因为没

有出海口而被隔离在全球市场之外，它们还有低效的贸

易程序，进一步阻碍了它们的贸易。

4. 结论

本节表明，所有年代的贸易模型都可以用来得出关于贸

易便利化影响的有趣和互补的结论。然而，随着学术界

和政策界对贸易便利化的日益关注，应该鼓励研究人员

开发更具体的贸易便利化经济模型，将当今国际贸易开

展的突出特点纳入其中。例如，上面讨论的所有模型都

没有具体考虑时间在贸易成本中的作用，但最近的工作

表明，漫长的运输时间给从事贸易的公司带来了巨大的

成本（Hummels和Schaur，2013）。

除了时间问题，还有关于全球价值链的经验性工作表明

，贸易商关心的是供应链的整体可靠性，在许多发展中

国家，对冲交货时间的不确定性构成了物流成本的重要

部分（Arvis等人，2007a；2007b）。世贸组织和经合

组织在全球价值链和增值贸易方面的工作，使研究人员

对服务贸易的作用有了更多的认识。对于贸易便利化和

服务贸易之间的关系，是否可以说些什么？一种假设是

，贸易便利化也应增加服务贸易，因为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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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2.00 2.00

1.50 1.50

1.00 1.00

0.50 0.50

0.00 0.00

世贸组织地区 发展水平

(c)

1.50

1.00

0.50

0.00
被锁定 非联锁

发展中国家

注：ETI和LPI的分数已从0重新调整为2，以使其与经合组织的TFIs具有可比性。

来源：经合组织TFIs，世界经济论坛ETI和世界银行LPI。

图C.3：平均TFI、有利贸易指数和物流绩效指数（最新年份）

物流和运输活动可能会随着商品贸易的发展而扩大。另

外，我们可以想象，边境延误会通过更昂贵的航运和其他

运输成本增加服务贸易。如果是这样的话，贸易便利化

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服务贸易，即使它扩大了商品货物

贸易。

未来的研究还可以区分不同类型的贸易便利化措施的影

响，按照Duval（2007）的思路考虑国情的作用，并研

究 补 充 政 策 对 贸 易 便 利 化 改 革 取 得 成 功 的 贡 献 （

Borchert 等 ，2012 ； Iwanow and Kirkpatrick ，2007 ；

Francois and Hoekman，2010）。

平均TFIs 汇率指数(ETI)
LPI

分
数

分
数

分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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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还研究了四个主要的贸易便利化指标：世界银行

的营商环境指标、世界银行的物流绩效指数、世界经

济论坛的有利贸易指数和经合组织的贸易便利化指标

。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是它们所考虑的贸易便利化的

范围。本报告将使用经合组织的贸易便利化指标作为

贸易便利化的指标，因为它们是在贸易便利化的基础

上构建的，满足良好指标的标准，与其他主要指标相

关，并且在考虑到各国的发展和地理特征时，它们与

其他指标的排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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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注
1 然而，我们鼓励读者阅读Hummels and Skiba (2004)和

Hummels (2007)，他们非常详细地研究了附加或非比例

贸易成本如何影响贸易模式。

2 最近的一些贡献包括Yi（2003；2010）和Baldwin and 

Venables（2013）。

3 见Bagwell和Staiger（1999；2002）和WTO（2012）。

4 另见C.1小节的讨论。

5 见Maggi和Rodriguez-Clare (1998; 2007), Matsuyama

(1990)，Staiger和Tabellini(1987)，以及WTO(2012)。

6 见E.4小节。

7 Arvis等人（2014）。

8 一个根据某种性能指标分配离散数值的评分系统需要确定最

佳、最差或介于两者之间的阈值。

有时会有 "自然 "门槛，例如 "建立国家海关网站 "这一变量

。因此，一个没有海关网站的国家将被打0分；一个拥有海

关网站的国家将被打1分；一个拥有海关网站的国家将被打2

分，该网站以WTO官方语言之一提供与进口或出口程序有

关的最低限度的信息。 在其他情况下，没有自然的

阈值可以被确定。在这些情况下，如果变量是数字性的，可

以通过与样本平均值的偏差或其百分位数排名来确定分数。

见Orliac（2012）。

9 国家覆盖面在2014年有所增加。在2014年之前，它

涵盖了132个国家。

10 在本小节的分析和D节的模拟中，我们使用了2009年经合

组织贸易便利化数据库，其中有133个国家的信息，其中

26个是经合组织成员，107个是非经合组织成员。由于以

前使用经合组织贸易便利化经济效应的研究都依赖于2009

年的数据，使用相同的数据使得本报告的分析与以前的研

究具有可比性。所有26个经合组织成员也都是世贸组织成

员。在107个非经合组织成员国中
在这些国家中，96个是世贸组织成员，11个是世贸组织观察员。

11 没有考虑到 "经商便利度 "和/或 "跨境贸易 "指标，因为它

们只是对国家进行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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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估计贸易便利化的好

处 协议

本节对贸易便利化改革，特别是《贸易便利化协定

》（TFA）的实施能够使全球经济受益的各种渠道

进行了量化。

首先，提供了实施贸易协定可以减少多少贸易成本

的估计，以及可能的国家和地区群体。

确定了最大的减幅。此外，还介绍了用标准经济方

法计算的贸易协定对出口、出口多样化和国内生产

总值的影响估计。为了提供一个估计范围，考虑了

各种实施方案。对贸易便利化的不同影响进行了分

析，以便深入了解实施贸易协定的总体利益如何在

国家集团（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

）、企业和产品集团之间分配。最后，研究了贸易

便利化对外国直接投资、边境税收和减少与贸易有

关的和其他形式的腐败的诱导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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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1 降低贸易成本 74

2 增加贸易流量和国内生产总值 79

3 贸易便利化的不同影响 89

4 实施贸易便利化的诱导效应 94

5 结论 98

附录表格 101

一些关键的事实和发现

• 贸易成本很高，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全面实施《贸易便利化协定》（TFA）将

使全球贸易成本平均降低10％。

14.3%。非洲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LDCs)的贸易成本预计会有最大的平均减少

。

• 贸易成本是影响贸易演变的基本因素之一。

这些成本的任何有意义的减少将减少目前对全球贸易的拖累，并有可能提高其

未来的轨迹。

• 可计算的一般均衡（CGE）模拟预测，根据实施的时间框架和覆盖范围，贸易协定

的出口收益每年在7500亿美元到远远超过1万亿美元之间。在2015-30年期间，贸易

协定的实施将使世界出口增长每年增加约2.7%，使世界GDP增长每年增加超过5%

。

• 引力模型的估计表明，贸易协定的贸易收益可能更大，全球出口将增加1.1万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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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3.6万亿美元，这取决于贸易协定条款的实施程度。

• 发展中国家从迅速和全面实施贸易协定中获益最多，因为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的

增长都将比发达国家更多。

• 实施贸易协定应该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创造巨大的出口多样化收益

。它应增加实施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机会。此外，有统计证据表明，随着

贸易便利化改革的进行，微型、小型和中型公司比大型公司更有可能出口并增加其

出口份额。实施贸易协定的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还应该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

投资，同时改善其税收，减少腐败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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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减少贸易 成本

(a) 衡量贸易成本

如C节所述，贸易成本包括将商品送到最终用户手中所

产生的所有成本，而不是生产成本本身（Anderson和

van Wincoop，2004）。贸易成本包括运输成本、关税

和非关税措施、信息成本、海关费用和收费、时间成本

等。有些贸易成本很容易衡量（如海关处理的费用和收

费），但其他贸易成本则比较困难（如清关延误的成本

）。

衡量贸易成本有两种主要方式：直接和间接。直接测量

贸易成本的一个例子是收集海关费用或运输费用的数据

。相比之下，间接方法是从贸易流量或跨境价格差异中

推断出贸易成本的大小。衡量贸易成本的直接方法

和它们的组成部分可能看起来比较好，但却受到数据限

制的困扰。例如，很难从铁路、航运和航空公司获得所

有可能路线的运输成本信息。此外，这类数据的质量可

能很差（Hummels，2001）。间接方法的优点是数据

的可得性更强，例如贸易流量，它是用来推断贸易成本

的原材料。这使得对贸易成本的估计可以涵盖更多的国

家和年份。间接法需要使用一个基础良好的经济模型，

在这种情况下，由安德森和范温库普（2003）、诺维

（2011）以及陈和诺维（2011）扩展的引力模型1提供

。引力模型是现代实证贸易经济学的主力军（Head和

Mayer，2014），本节其余部分对贸易成本的估计都依

赖于使用它的研究。使用引力模型推导贸易成本规模的

方法在方框D.1中有更详细的描述。

方框D.1：从贸易流中推导出贸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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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直接测量贸易成本的困难，研究人员转而采用间接方法，通过比较贸易流动的水平来推断贸易成本。这种方法的基

本思想是，如果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很高，在所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成本肯定相对较

低。

Novy(2011)在这个想法的基础上，得出了一个特定部门的 "国内 "和国际贸易的比率。国内贸易是指同一国家不

同地区之间的货物交易，并被用作无边界贸易的基准。相反，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出口则受到所有可能

影响国际贸易的摩擦因素的影响。这个比率的推导反映了任何可能限制两个伙伴之间贸易的因素，超过了国内

障碍的影响。

以下公式总结了这种方法，并得出贸易成本的从价关税等值，即占价格的百分比：
国内贸易 国 内 贸 易  γ

贸易成本sij = ii jj 1
出口ij 出口jj

下标ij表示从i国流向j国，γ是说明产品异质性的一个参数。例如，在2000年，Novy(2011)估计，在美国和日本之

间的贸易成本为1.5亿美元。

和德国之间平均相当于70%的关税，而美国和加拿大之间则相当于25%的关税。这些成本来自于距离、配额、

运费、文化差异和其他任何可能阻碍国际贸易的因素。事实上，这一措施甚至可以捕捉到消费者偏好中的家庭

偏见的影响。关税当量实际上是两个方向的贸易成本的平均值，这意味着任何变化都很难归因于伙伴中任何一

方的行动。每个国家的进口和出口成本之间也没有区别。

该方程式能够提供国际贸易成本的估计，基本上是将商品从i国边境运到j国边境所产生的所有成本。然而，如前

所述，它不包括国内贸易成本--将商品从i国生产地运到其边境所涉及的成本或将商品从j国边境运到最终消费地

的成本。这些成本反映了各种原因，包括分销中缺乏竞争以及基础设施薄弱。这些内部贸易成本可能相当高，

即使在发达国家也是如此。Agnosteva等人（2014年）估计，加拿大制成品的内部贸易成本相当于适用109%的

从价税。Atkin和Davidson（2014）估计，在一些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内部贸易的成本大约是发达国家的四

到五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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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D.1：发展中国家贸易成本的构成

商品的生产价值

贸易成本 距离和 边界其他政策成本

219%的 关税 文化 贸易便利化
生产 (物流)和

价值 货币 连接性

资料来源：WTO秘书处根据Arvis等人（2013）的数据计算：世贸组织秘书处根据Arvis等人（2013）的数据进行计算。

根据现有证据，贸易成本仍然很高。根据Arvis等人（

2013）的数据库，2010年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成本相当

于对国际贸易征收219%的从价关税。即使在高收入国

家，贸易成本也很高，因为同一产品将面临1.34美元的

额外成本。

图D.1说明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成本的大小，并强调了

其主要组成部分。贸易成本矩形的大小是与商品的生产成本

成正比的。除了国家的地理特征（例如它们与主要市场的

距离），与政策有关的障碍，包括贸易便利化（物流）

，占了贸易成本的大部分差异。贸易成本的这些不同组

成部分的重要性由其字体大小来表示：字体越大，该组

成部分对贸易成本的贡献越大。

(b) 贸易成本的部门模式

上面讨论的贸易成本的总体估计掩盖了不同部门和地区

的巨大差异。贸易成本的这种部门和地区差异意味着，

贸易协定的实施对某些产品部门和地区的贸易影响可能

大于其他部门。

(i) 农业和制造业

2012年，农业的从价贸易成本比制造业高68%。4 然而

，缺乏贸易便利化对制成品贸易的损害似乎比对农产品

贸易的损害更大。部分原因是，农产品是大宗交易，使

用运输速度较慢的运输工具，所以贸易商可以适应通关

的延迟。唯一的例外是新鲜的农产品，它们对时间的敏

感度更高，而且越来越多地使用航空运输。通过加快货

物的跨境清关速度，贸易便利化可以证明是易腐货物贸

易的一个福音。

根据Chen和Novy（2011）的研究，贸易成本在不同的

制成品之间也有差异，他们利用欧盟成员的数据计算了

不同行业的从价贸易成本。重量价值比高的货物，如砖

头（从价贸易成本为30,000%）或石膏（800%），面

临极高的贸易成本。这些货物的运输成本很高--过境费

往往按公斤计算--但市场价值却很低。面包和糕点产品

是易腐烂的，因此面临着高贸易成本（43%）。最后，

Chen和Novy发现，飞机和航天器等高科技产业面临较

低的贸易成本（1.44%）。

(ii) 价值链中的货物和时间成本

时间是全球价值链运作中的一个关键因素。2013年，

第四次贸易援助全球审查指出，海关手续、运输成本和

延误是阻碍发展中国家整合价值链的最大因素(世贸组

织，2014)。图D.2列出了不同的时间维度，这些维度

对分类生产结构的成功至关重要，在这种结构中，及时

生产是当务之急。它们包括交货时间，即从下订单到交

付货物之间的时间，以及交付时间的可变性。

Zaki（2015）证实，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有突出地位的

中间产品对时间特别敏感，因为这些产品受到延误的不

利影响更大。他得出了不同产品部门的时间的从价关税

当量。这是对每个部门的延误和繁文缛节影响的总体衡

量。此外，对于每一类产品，分别描述了出口和进口程

序的时间成本。图D.3显示了受交货时间延误影响最大的

10个行业。平均来说，进口方面的时间成本比出口方面

的高。进口程序可能比出口程序更长，因为进口往往是

一个收入来源，也因为进口的异质性更大，因为国家通

常进口的商品范围比出口的更广。在进口方面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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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D.2：价值链中的时间维度

适时性
在这个过程中

输入到达
在工厂的

抵达的地点
生产
链条

交付时间 时间变化性
间的时间 变化情况
下订单 交付时间

并收到了 交付时间不是 从一个给定的
货物 如果有时间的话，就不一定

是问题
发件人

变异性低
(交付是可以预测的)

资料来源：Nordås等人（2006年

）。

贸易障碍，是每一对国家在两个方向上的双边平均成本

。这些从价的等价物包括出口和进口程序的成本。这些

数据来自Arvis等人（2013），描述了1995年至2012年

178个经济体的贸易成本。

图D.4显示了贸易成本的世界地图。该

贸易成本最低的10个经济体都位于西欧或北美。在另

一端，贸易成本最高的10个经济体要么来自非洲，要

么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如科摩罗、基里巴斯和瓦努阿

图。

如图D.5所示，贸易成本在收入水平上呈下降趋势。按

区域划分，非洲的贸易成本最高，超过260个从价关税

当量。非洲大陆内陆国家的孤立性更加明显，因为它们

产生了40%的额外贸易成本，这不适用于非洲沿海国家

，尽管政策因素可能也是一个原因（Borchert等人，

2012）。

(d) 贸易便利化带来的贸易成本减少的 估

计

和出口方面，用于价值链的货物（电气机械和设备、运

输设备、服装和纺织品）对时间特别敏感。

(c) 贸易成本的地理模式

本小节介绍了贸易成本的地理模式。这些关税等价物涵盖了

出口

其他化学品 专业

和科学设备

饮料机械

，电动

其他制成品

橡胶制品 石油

精炼厂 机械，除电器外

纺织品

运输设备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进口产

品有色金属 橡胶制

品 家具，除金属外

专业和科学设备 服装，不包

括鞋类 其他制成品

机械、电气

纺织品 

运输设备

饮料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资料来源：Zaki 
(2015)

图D.3：出口和进口时间的从价关税等价物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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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类型的 本小节回顾了对所有国家全面实施《贸易协定》条款后

可 实 现 的 贸 易 成 本 降 低 的 估 计 。 第 一 项 研 究 是 由

Hillberry和Zhang（2015）进行的，研究了全面实施对

每个国家进出口所需时间的影响，以天数计算。第二项

研究，由Moïsé和Sorescu（2013）进行，范围更全面

，估计了全面实施该协定对总贸易成本的减少。Moïsé

和Sorescu（2013）得出的贸易成本减少的估计值将在

D节的后半部分用于模拟实施《贸易协定》的贸易和收

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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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D.4：与世界主要进口国的贸易成本的从价关税等价物，2010年或最新的年份

(百分比)

46-130 130-214 214-298 298-382 无数据

注：每个经济体的 "世界其他地区 "被认为是2010年的10大进口国。它们是：美国、中国、德国、法国、日本、英国、意大利、加拿大、大韩民

国和墨西哥。贸易成本表示为从价等价物。在撰写本报告时，绿色的地区还没有数据。颜色和边界并不意味着世贸组织对任何边界或领土的法

律地位作出任何判断。

资料来源：WTO秘书处根据Arvis等人（2013）的数据计算：世贸组织秘书处根据Arvis等人（2013）的数据进行计算。

这两项研究都采用了经合组织的贸易便利化指标（TFIs

），这在C节中已经讨论过，以模拟贸易协定的全面实

施。这假设所有经济体都达到了贸易便利化的最佳实践

标准，由12个不同的指标来衡量。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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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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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发达国家 G-20 其他国家 最不发

达的发展中国家 发达国家

国家

注：对于每个经济体，"世界其他地区 "被认为是2010年的10大进口国。每组表示2008年按收入组别划分的贸易成本。

资料来源：WTO秘书处根据Arvis等人（2013）的数据计算：世贸组织秘书处根据Arvis等人（2013）的数据进行计算。

图D.5：2008年按区域和发展水平划分的贸易成本的从价关税等值（百分比）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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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合组织TFIs。如C节所详述的，每个指标的分

数从零到二，二为最高值。在全面实施的情况下

，假定每个经济体在12个经合组织TFIs中的每一

个都达到了最高分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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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减少进口和出口的时间

Hillberry和Zhang（2015）研究的问题之一是贸易便利

化对进口和出口所需时间的影响。他们发现，全面实施

贸易协定有可能使WTO成员的进口时间减少一天半以

上（减少47%），出口时间减少近两天（减少91%）。

出口时间被发现对贸易便利化更为敏感。作者指出，出

口程序通常集中在一个子集的产品上，而且比较简单，

而进口程序由于入境货物的异质性，本质上比较复杂。

如前所述，各国出口的商品范围通常比进口的要窄，而

进口往往是海关收入的一个来源。

就单个贸易便利化条款而言，Hillberry和Zhang（2015

）发现，治理和自动化是最节省时间的改革。例如，治

理占了进口时间减少的37%。自动化约占进口时间减少

的30%，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自动化涵盖了贸易便利

化的一些关键领域，如文件的电子交换和风险管理程序

的应用。

(ii) 减少总的贸易成本

现在转向Moïsé和Sorescu的研究，图D.6显示了估计的

贸易成本减少量

在全球范围内，全面实施《贸易协定》所带来的贸易成

本的降低幅度在9.6至10％之间。贸易成本的降低幅度

在9.6至9.8之间。

23.1%，平均减幅为14.5%。毫不奇怪，实施前在贸易

便利化标准方面存在最大缺陷的经济体将获得最大的减

幅。即使是对贸易成本减少的最小估计，也意味着全面

实施贸易协定对贸易成本的影响甚至比将所有最惠国关

税（目前估计平均约为9%）降至零还要大--记得发展中

国家的贸易成本从价估计为219%，高收入国家为134%

。即使我们采取最小的估计，即贸易成本减少9.6%，

这也相当于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成本的从价部分减少如

下

21个百分点（从219%到198%），在高收入国家减少

13个百分点（从134%到121%）。

总体而言，所有商品的贸易成本平均减少14.3%，其中

制成品的贸易成本平均减少为

18%，而农产品为10.4%。图D.7显示，所有地区的贸

易成本预计都会减少，非洲（16.5%）受益最大。对实

施贸易协定对不同收入群体的预期影响的比较表明，最

不发达国家（LDCs）的贸易成本将减少最多（16.73%

）。

图D.6：由于实施《贸易协定》，从价关税等值贸易成本估计会减少

(百分比变化)

9.6-12.2 12.2-13.9 13.9-15.8 15.8-23.1 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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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在撰写本报告时，绿色的领土尚无数据。颜色和边界并不意味着世贸组织对任何边界或领土的法律地位作出任何判断。

资料来源：WTO秘书处的计算，使用Moisé和Sorescu(2013)基于OECD TFIs的分类估计：世贸组织秘书处利用Moisé和Sorescu（2013）基于经

合组织TFIs的分类估计值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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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增加贸易流量和 国内生产总值

估计贸易便利化改革对贸易影响的两种最常用的经济方

法是引力模型和可计算的一般均衡（CGE）模型。本

报告采用了这两种方法的估计，以确保结果的一致性，

并对实施贸易便利化的好处提供互补性的观点。在考虑

一系列此类研究的结果之前，本小节对这两种方法（

Piermartini和Teh（2005）以及WTO和联合国（2012

））进行了简短的总结。

CGE模型是对贸易政策变化的 "事前"（即对未来结果的分

析）基于计算机的模拟，旨在回答 "如果 "类型的问题

。它们允许政策制定者调整一个变量的值，例如贸易程

序，并从静态或动态角度获得对经济变量的预期影响的

数值。与部分平衡模型相比，CGE模型考虑到了国家、市

场和经济行为者（通常是家庭和公司）的相互依赖。它

们对市场结构、生产技术、消费者偏好以及国外和国内

产品品种之间的可替代性做出了假设。首先对模型进行

校准，以准确再现参考年的观察数据，这被用作基线。

为了产生反事实情况，将感兴趣的政策变化引入模型，

然后通过设置以下条件来解决模型的问题

价格，以便在均衡状态下，在现有资源和政策的限制下

，消费者的福利最大化，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反事实情

景和基线情景之间的贸易和GDP（或任何其他感兴趣

的经济变量）的差异构成了政策变化的因果效应。

重力模型是贸易的计量经济学模型，使用历史数据来确

定过去的政策对贸易流动的影响。虽然它们是 "事后 "

模型

- 基于对过去结果的分析，它们可以在估算后用于模拟政策

的 "事前 "效果，前提是这些政策是在可比的情况下实

施的。它们的名字来自于与牛顿引力理论的相似性，因

为该模型的主要特点是任何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量与它

们的经济规模（通常以GDP衡量）呈正相关，与它们

之间的贸易成本呈反相关。此外，对于任何两个国家来

说，贸易水平不仅取决于它们的双边贸易成本，而且还

取决于它们面临的以及强加给世界其他国家的障碍--所

谓的多边阻力条款（Anderson和van Wincoop，2003

）。

引力法的高解释力使它成为实证贸易文献中的一个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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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对每个经济体而言，"世界其他地区 "被认为是所有其他经济体。每组表示按收入组别划分的总商品的减少量。

资料来源：WTO秘书处利用Moïsé和Sorescu(2013)根据OECD TFIs所作的分类估计计算：世贸组织秘书处利用Moïsé和Sorescu(2013)根据经

合组织TFIs的分类估计进行计算。

图D.7：按区域和发展水平分列的因实施TFA而导致的从价关税等值贸易成本的估计减少量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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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尽管这不是它唯一的优点。它已被证明与

许多国际贸易的模型相一致，包括李嘉图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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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和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Head and Mayer, 2014

）。在许多贸易文献中，用引力模型进行的模拟被解释为

部分均衡分析，因为模拟中的贸易变化不会反馈到

GDP，因此只能确定贸易效应。

最近的一些研究使用引力、CGE或这两种模型的混合

来估计贸易便利化的贸易效应（结果的紧凑表示见表

D.1）。Hufbauer和Schott(2013)进行了一个 "思想实验

"，即各国改善其贸易便利化措施的程度与该地区在每

个类别中表现最好的国家相差一半。

1万亿美元，其中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额增加了5,690亿美

元(增长9.9%)，发达国家的出口总额增加了4,750亿美

元 ( 增 长 4.5%) 。 这 些 估 计 值 大 于 先 前 的 一 项 研 究

(Hufbauer等人，2010年)，该研究借鉴了Wilson等人

(2005年)的贸易便利化代用指标，发现发展中国家和发

达国家的出口分别增加473亿美元和395亿美元。

Hoekman和Nicita(2011)估计，如果世界银行集团的 "

营商环境 "贸易成本指标与世界贸易组织的 "营商环境 "

指标合在一起，低收入国家的出口（进口）百分比将增

加。

表D.1：关于贸易便利化对贸易流动影响的部分研究报告

研究 模型 假设 变化的 已开发 发展中 世界

Decreux和 AVE成本减少50％。
丰塔尼埃 CGE 在边界的时间，软和硬 出口 n.a. n.a. +bUS$ 383
(2009) 基础设施。

Iwanow和
Kirkpatrick 
(2009)

重力 贸易便利化指数提高10%。 出口(制造业) n.a. 非洲：+6% +2.1%

Hufbauer等人。
(2010)

其他
改善海关和监管环境的措施，达到

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
出口 +bUS$ 39.5 +bUS$ 47.3 +bUS$ 86.8

Decreux 和 
Fontagné 
(2011)

CGE
边境的AVE时间成本减少50%，

软基础设施。
出口 n.a. n.a. +bUS$ 359

(1.9%)

丹尼斯和 10％的费用减少（1）。 (1) +3%
牧羊人 重力 出口 (2) 国际运输 出口品种 n.a. n.a. (2) +4%
(2011) (3) 市场进入。 (3) +1%

Hoekman和
Nicita (2011)

重力 将贸易便利化提高到中等收入国家的

平均水平。

出口 

进口

n.a.
n.a.

+17%
+13.5%

n.a.
n.a.

葡萄牙-佩雷斯

和
威尔逊 (2012)

重力
提高边境和运输效率，半途而废，

成为该地区的最佳表现者。
出口

正面的影响随

着收入的增加

而减少。

乍得：+17%

蒙古：+3%

哈萨克斯坦：+23%

委内瑞拉：+4%

正面和显著

各国改善贸易便利化 bUS$ 1,584

Ferrantino和
Tsigas (2013)

重力和
CGE

半途而废的全球最佳做法。

各国改善贸易便利化
出口 n.a. n.a.

(14.5%)

bUS$ 1,030

半途而废的区域最佳做法。 (9.4%)

Hufbauer和
Schott (2013)

重力
改善贸易便利化，半途而废，成为该

地区每个类别中表现最好的国家。
出口

+bUS$ 475
(4.5%)

+bUS$ 569
(+9.9%) +bUS$ 1,043

佩尔森 (2013) 重力 出口所需天数减少1％。 出口品种 n.a. n.a. 桓仁：+0.3%
DG: +0.6%

Feenstra和
Ma (2014)

重力 双边港口效率提高10%。 出口品种 n.a. n.a. +1.5%至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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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基 (2014)

重力和

CGE（

两个步骤

）

进口和出口的AVE时间成本减少

50%。
出口

欧盟：+10.6%

美国：+3.9

日本：+2.1%

SSA：+22.3%

亚洲：+16.2%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

区：+16.2

n.a.

Mevel等人（即

将出版）。

CGE
进口和出口的AVE时间成本减少

25%。CFTA实施后贸易便利化的

效果。

出口

欧盟：+bUS$ 
164.5
美国：
+bUS$121.8

NA: +bUS$ 11.5

中东和北非地区：
+bUS$ 36.4

路易斯安那州：
+bUS$ 38.4

+bUS$ 1,224

备注：AVE=从价等价物；CFTA=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DG=差异化商品；HG=同质商品；LAC=拉丁美洲和加勒比；NA=北非；RoA=非洲其他地

区；MENA=中东和北非国家；SSA=撒哈拉以南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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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的物流绩效指数（LPI）得分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

均水平相比将是17%（13.5%）。

Decreux和Fontagné(2011)以及Zaki(2014)提供了两个

关于贸易便利化的贸易影响的最新CGE估计。Decreux

和Fontagné利用 "Doing Business "指标的信息和Minor

和Tsigas（2008）的估计，将贸易成本表示为边境时间

（海关手续和港口时间）的从价等值。贸易便利化改革是

指这些费用减少50%。使用MIRAGE（应用一般均衡中的

国际关系模型）CGE模型，他们计算出全球贸易增长约

2%或3590亿美元。这个结果应该被认为比Decreux和

Fontagné（2009）更保守，他们包括了超出贸易协定

覆盖范围的基础设施变量。在这之前的研究中，他们估

计在相同范围内的出口增长为3830亿美元，并发现贸

易便利化的收益几乎只出现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撒

哈拉以南非洲。

Zaki采用了两步法，使用引力模型首先计算出出口和进

口时间的从价等价物。在第二步，他假设贸易便利化改

革将导致这些从价贸易成本减少50%，并使用MIRAGE 

CGE模型来模拟贸易影响。他发现，发展中国家往往

在出口和进口方面都有最大的增长。撒哈拉以南非洲、

亚洲、拉丁美洲和中东的出口在贸易便利化改革后分别

增加了22.3%、16.2%、16.2%和13.8%。进口几乎以同

样的幅度增加。

Mervel等人（即将出版）使用MIRAGE CGE模型的动

态版本研究了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CFTA）和TFA的

长期年度影响，该模型覆盖了所有北非国家的29个制

造业部门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分组。他们使用与Decreux

和Fontagné相同的指标来衡量贸易便利化，但只考虑

到2017年出口的估计从价成本减少25%。经测算，《

贸易协定》给北非、中东、非洲其他地区、欧盟和美国

带来的额外出口增长分别为115亿美元、364亿美元、

384亿美元、1645亿美元和1218亿美元。包括世界其

他地区在内，这相当于全球贸易增加了12,240亿美元。

本小节的其余部分将介绍使用贸易便利化指标的新估计，这

些指标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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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反映《贸易协定》，制定更现实的实施方案

，并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D.2(b)和(c)小节）和

CGE模拟（D.2（d）小节）。报告首先描述了所

使用的数据，并详细介绍了实施方案的构建。

(a) 数据和TFA实施方案

在以下情况下，经合组织的贸易便利化指数（平

均贸易便利化指数(a)-贸易便利化指数(l)）被用来作为

贸易便利化的替代。6如C节所述，经合组织的贸易

便利化指数密切反映了世贸组织的贸易协定。本

报告中使用的OECD TFIs涵盖了133个经济体。

引力估计中使用的贸易数据涵盖2003年至2011年

，按进口国、出口国和HS67 子目分列，并来自

CEPII BACI数据集（即国际研究和信息中心的国

际贸易数据库）。

在模拟中使用了以下三种TFA的实施方案：

1. 保守的情况下

这一设想考虑到了截至2015年1月初，世贸组织

从52个发展中国家收到的《贸易协定》A类8 承诺

的通知。

对于52个发出通知的发展中国家组，按TFA的条

款，利用这些指标和TFA之间的对应关系，将承

诺转化为OECD的TFI。如果一个国家至少对属于

每个指标的95%的条款做出承诺，则该指标被设

定为其最大值2，新的平均TFI值也相应计算出来

。

对于35个发达国家集团，我们假设它们将全面实

施贸易协定，因此它们的贸易协定得分被设定为

最高值2。

最后，对于未发出通知的发展中国家集团，新的

TFI水平是在 "样本外 "预测的。程序如下：以TFI

为因变量，以人均GDP水平和WTO地区为解释变量

，对52个发出通知的发展中国家和35个发达国家的样

本进行回归估计。然后用回归的估计系数来拟合未通知

的发展中国家的TFI预测值。

2. 自由方案

这种设想的构建方式与保守设想类似--唯一的区别是，

用于分配承诺的阈值是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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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2：估计实施TFA对贸易和GDP的影响

单位 值的范围

I.重力模型

出口
十亿现值美元

变化百分比

1,133

9.1

3,565

28.7

II.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十亿不变（2007）美元 750 1,045

出口 2015-30年，年均增长百分比的补充 2.06 2.73

十亿不变（2007）美元 345 555

国内生产总值 2015-30年，年均增长百分比的补充 0.34 0.54

资料来源：WTO秘书处和Fontagné等人（2015）：WTO秘书处和Fontagné等人（2015）。

值为2的相关TFI指标较低，并等于75%。

3. 全面实施方案

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国家的TFI都被设定为2的最高值。

为了帮助读者完成对所有模拟结果的讨论，表D.2提供

了使用本报告中使用的两种方法对实施贸易协定的出口

和GDP的估计影响的摘要。

(b) 出口流量的增加

本分节估计了贸易便利化对贸易密集边际的影响，即对

总出口的影响，其中，为了平滑系列的波动，使用了

2003-11年的平均出口流量数据。

如附录表D.1所示，贸易便利化对总出口的影响是积极
和显著的。10 在该表中，第（1）栏使用出口国的（自
然对数）TFI作为贸易便利化的衡量标准，控制进口商
固定效应。第(2)列使用双边贸易便利化的衡量标准TFIij
，等于出口国（国家i）和进口国（国家j）TFI的几何平
均值，如Moïsé和Sorescu（2013）。这些列也包括进
口商的固定效应。虽然系数不能在不同的回归中直接比
较，但双边贸易便利化与贸易的影响更大。

根据附录表D.1的估计结果，进行了一系列的反事实分

析，以估计总出口价值的百分比增长，以及在上述情况

下的实际美元增长。表D.3中列出了各收入组的平均结果

。它表明

在TFIij方案中，出口的增长一般较高，这并不奇怪，因
为这相当于出口商的TFIi和进口商的TFIj都有多边增长。
从头两种情况，即 "保守 "和 "自由 "开始，估计出口的
增长在7%到18%之间。也许并不令人惊讶，最大的增
长发生在 "全面 "实施的情景下，最不发达国家的出口
收益高达36%。表D.3还显示了以十亿美元为单位的出
口值的相应变化。在全球范围内，估计出口增加额从 "
保守 "情景下的11,326亿美元到 "全面 "执行情景下的
35,648.7亿美元不等。

对这些模拟的一个可能的担心是，它们是基于贸易便利

化的平均效果，估计在相关情况下，执行贸易协定的国

家和不执行贸易协定的国家是相等的。这些影响在样本

中可能是非线性的。例如，相对于贸易便利化的高值，

贸易便利化的效果可能更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

探索了一些不同的方法。11 通过探索这些不同的方法，

总的结论是，附录表D.1中提出的、用于模拟的结果基

本上没有受到影响。

必须强调的是，这里进行的基于引力的模拟是部分均衡

性质的，因为它们只包括政策试验（实施贸易协定）的

直接影响。有条件的一般均衡分析将包括通过多边阻力

条款的次要影响。关于优惠贸易安排（PTAs）的贸易

影响的文献发现，部分均衡的结果夸大了有条件的一般

均衡的结果。特别是，安德森等人（2014年）表明，在北

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情况下，差异是两个左

右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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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3：基于回归的模拟，在不同的贸易协定实施方案下，按发展水平估计的出口增长情况

(百分比变化和十亿现值美元增长)
TFIi TFIij

变化百分比 bUS$ 变化百分比 bUS$

"保守的 "方案

已开发 10 697.11 16 1,453.77

20国集团发展中 7 264.86 12 601.66

最不发达国家 13 11.15 10 16.67

其他发展中 9 159.44 12 320.59

共计 1,132.6 2,392.7

"自由 "方案

已开发 10 697.11 18 1,514.70

20国集团发展中 9 387.86 15 778.05

最不发达国家 13 12.06 12 19.21

其他发展中 11 207.64 15 404.96

共计 1,304.7 2,716.9

"完整 "方案

已开发 10 697.11 26 1,664.71

20国集团发展中 12 629.20 27 1,168.48

最不发达国家 35 40.06 36 47.44

其他发展中 20 421.95 31 684.23

共计 1,788.32 3,564.87

资料来源：WTO秘书处：世贸组织秘书处。

然而，由形成PTA所体现的歧视性贸易自由化，与贸易

便利化不同。在一个PTA中，双边贸易成本只为合作伙

伴减少。这意味着非成员与成员之间变得更加 "疏远"。这

就削弱了通过多边阻力条款产生的局部均衡贸易扩张效

应。然而，在贸易便利化的情况下，所有可能的国家对

的双边贸易成本都减少了。因此，他们都保持着彼此相同

的相对 "距离"。这意味着部分均衡和有条件的一般均衡的

结果之间可能没有很大的差别。D.2(d)小节中讨论的

CGE模拟结果，实际上在估计的低端产生了可比的结

果，得出的贸易扩张估计值在7500亿美元到1万亿美元

之间。

(c) 出口多样化：新市场和新产品

贸易便利化可能会影响出口的可变和固定贸易成本。每

次货物越过边界时，都必须满足一国海关的手续和要求。然

而，也有一次性的成本，如公司为获得有关边境程序的信息

所产生的成本。办理海关手续所需文件的数量和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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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关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固定成本。贸易商有一

次性的成本，包括学习如何填写表格。他们可能

还需要购买专业的IT系统，并寻找专门处理海关

事务的工作人员（Grainger，2008）。由于WTO 

TFA包含要求各国公布和提供有关边境程序的信息

，以及减少和简化文件要求的条款，它应该减少固

定成本并创造新的贸易机会。以前不出口的企业

现在也可以出口了，因为它们的收入可以支付较

低的出口固定成本(Melitz, 2003)。因此，贸易便

利化可以导致出口多样化。

与有关贸易便利化对现有贸易流动影响的文献相

比，有关贸易便利化的出口多样化效应的经验证

据相当有限。Nordås等人（2006年）是最早显

示出口时间对出口概率的负面影响的人之一。

Dennis和Shepherd（2011）估计了世界银行集

团的各种 "营商环境 "指标对发展中国家向欧盟出

口和从欧盟进口的产品数量的影响。他们发现，

糟糕的贸易便利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多样化有

消极影响。Feenstra和Ma（2014）采取了另一种

方法。他们将贸易便利化与港口效率联系起来，

并估计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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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出口品种的影响，显示了港口效率对出口品种的积极

和显著影响。最后，Persson（2013）区分了贸易便利

化（用出口所需天数衡量，来自世界银行集团的 "营商

环境 "指标）对同质化产品和差异化产品的影响。她发

现，贸易便利化对差异化产品的影响更大。降低出口交

易成本使差异化产品的数量增加了0.7%，同质化产品

增加了0.4%。

本小节根据Beverelli等人(2015)所述的方法，介绍了贸
易协定对出口多样化影响的证据。我们考虑了出口多样
化的两个指标：按目的地划分的出口产品数量和按产品
划分的出口目的地数量。出口产品的数量，npdij，计算
一个国家i出口到目的地j的协调制度（HS）子目（六位
数的HS代码）的数量。因此，对于每个国家对来说，
npdij理论上可以在0（无贸易）和5224（国家i向目的地j
出口所有产品）之间。12 出口目的地的数量，ndpik，计
算国家i出口产品k的目的地数量。

表D.4列出了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组的npdij和
ndpik的描述性统计。该表显示，20国集团的发展中国家
的多样化水平

与发达国家的多样化程度相当。其他发展中国家则落在

后面。最不发达国家的情况尤其如此，平均而言，在可

能的4,795种产品中只有23种出口到特定的目的地，在

可能的202种产品中只有一个目的地市场。

出口商的贸易便利化对按目的地划分的出口产品数量以

及按产品划分的出口目的地数量的影响的计量经济学估

计值见附录表D.2。贸易便利化对按目的地划分的出口

产品数量和按产品划分的出口目的地数量有积极和显著

的影响。

附录表D.2中的结果被用来进行反事实分析，旨在深入了

解实施贸易协定可能带来的出口多样化效益。在D.2(a)

小节所述的三种情况下，对出口目的地数量和出口产品

数量的增长百分比进行了估计。13 表D.5是根据附录表

D.2第(1)-(2)栏的估计，按目的地列出的产品数量结果

。表D.6列出了根据附录表D.2第(3)-(4)栏的估计，按产

品的目的地数量计算的结果。在这些表格中，所有的结

果都是按发展水平汇总的。

据估计，贸易便利化改革对出口多样化的影响对发展中

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来说是巨大的。这些收益显

示在表D.5中。第一栏是 "基线 "估计，其中因变量(出口

的HS6产品数量)被构建为

表D.4：按发展水平划分的出口多样化的描述性统计数字

发展状况 平均水平 中位数 标准偏差 最大

小组(a)：按目的地划分的出口产品数量(npdij)

已开发 717 233
1,009.4 4,795

20国集团发展中 672 250 900.1 4,320

LDC 19 1 60.7 1,109

其他发展中 101 6 297.0 4,144

共计 271 13 650.1 4,795

小组(b)：按产品分列的出口目的地数量（ndpik）。

已开发 25
11 32.6 202

20国集团发展中 24 10 32.8 193

LDC 1 0 3.0 104

其他发展中 4 0 9.9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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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 10 1 21.9 202

备注：面板(a)的描述性统计数字来自附录表D.2第(1)栏的样本。面板（b）中的描述性统计数字来自附录表D.2第（

3）栏的样本。

资料来源：WTO秘书处：世贸组织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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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5：按发展水平分列的因实施贸易协定而增加的目的地产品数量估计数

(百分比变化)

基准线 新HS6

"保守的 "方案

已开发 9.1 9.8

20国集团发展中 6.2 6.7

最不发达国家 11.8 12.8

其他发展中 8.4 9.1

"自由 "方案

已开发 9.1 9.8

20国集团发展中 8.4 9.1

最不发达国家 12.1 13.1

其他发展中 10.5 11.3

"完整 "方案

已开发 9.1 9.8

20国集团发展中 10.7 11.6

最不发达国家 32.9 35.6

其他发展中 18.4 20.0

备注：数字表示相关情景下npdij（按目的地划分的出口产品数量）的百分比变化。第一栏是 "基线 "估计，其中因变量（出口的HS6产品数量）是
使用2009年的贸易数据构建的。第二栏在构建因变量时只使用了2008年以前没有出口的HS6产品的数量（"新HS6"）。这是为了解决反
向因果关系的问题，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出口的产品数量可能导致贸易便利化的变化。通过只使用新HS6产品的数量，这种反向因果关
系的可能性即使没有完全消除，也会减少。"基线 "结果基于附录表D.2的第（1）栏。"新HS6 "的结果是基于附录表D.2的第（2）栏。

资料来源：WTO秘书处：世贸组织秘书处。

使用2009年的贸易数据。第二栏在构建因变量时只使用了

2008年以前未出口的HS6产品的数量（"新HS6"）。这

是为了解决反向因果关系的问题，换句话说，一个国家

出口的产品数量可能导致贸易便利化的变化。通过只使

用新HS6产品的数量，这种反向因果关系的可能性即使

没有完全消除，也会减少。

如表D.5所示，在部分实施贸易协定的 "保守 "情况下，

最不发达国家按目的地出口的产品数量平均增加11.8%

至12.8%。在全面实施的情况下，收益会大得多，平均

收益为32.9%至12.8%。

35.6%。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将获得巨大收益，按目的地

划分的出口产品数量估计将增加8.4%至9.1%（"保守 "

的部分实施方案）至18.4%至20%（全面实施方案）。

按产品分类的目的地数量也出现了类似的模式（见表D.6

）。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在更大程度上）最不发达国家的收

益最大。第一栏是 "基线 "估计，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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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变量（出口目的地的数量）是使用2009年的贸

易数据构建的。第二栏在构建因变量时只使用了

2008年以前没有的目的地（"新目的地"）的数量

。如上所述，这是为了解决一个国家出口到的目

的地数量导致贸易便利化变化的反向因果关系问

题。通过只使用新目的地的数量，这种反向因果

关系的可能性即使没有完全消除，也会减少。

再考虑一下部分实施贸易协定的 "保守 "情况。按

产品分类的目的地数量增加的百分比从

其他发展中国家为10-15.1%，最不发达国家为

14.1%-21.3%。在充分执行的情况下，其他发展

中国家的收益在22%至33.2%之间，最不发达国

家的收益在39.2%至59.3%之间。

值得注意的是，20国集团发展中国家的收益较小

，与发达国家的收益规模相当。这是因为，如

C.2小节所示，它们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平均来说

与发达国家非常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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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6：按发展水平分列的因实施贸易协定而增加的产品目的地数量估计数

(百分比变化)

基准线 新的目的地

"保守的 "方案

已开发 10.7 16.2

20国集团发展中 7.4 11.2

最不发达国家 14.1 21.3

其他发展中 10.0 15.1

"自由 "方案

已开发 10.7 16.2

20国集团发展中 10.0 15.1

最不发达国家 14.5 21.9

其他发展中 12.5 18.8

"完整 "方案

已开发 12.5 19.0

20国集团发展中 12.8 19.4

最不发达国家 39.2 59.3

其他发展中 22.0 33.2

备注：数字表示在相关情景下ndpik（按产品分类的出口目的地数量）的百分比变化。第一栏是 "基线 "估计，其中因变量（出口到的目的地数量）
是使用2009年的贸易数据构建的。第二栏在构建因变量时只使用2008年以前没有的目的地（"新目的地"）的数量。这是为了解决反向因果
关系的问题，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出口的目的地数量可能会导致贸易便利化的变化。通过只使用新目的地的数量，这种反向因果关系的可
能性即使没有完全消除，也会减少。"基线 "结果是基于附录表的第（3）栏。
D.2."新目的地 "的结果是基于附录表D.2的第（4）栏。

资料来源：WTO秘书处：世贸组织秘书处。

(d) 可计算的一般均衡（CGE）模拟

除了基于引力的估计，还采用了专家咨询小组的模拟，

以评估贸易便利化的经济和贸易影响。虽然导言中回顾

的研究与下文介绍的估计结果一致，但进行自己的

CGE模拟为本报告提供了一些明显的优势。首先，与

以往使用更普遍的贸易成本衡量标准的研究不同，我们

能 够 分 离 出 贸 易 成 本 减 少 的 影 响 ， 这 是 由Moïsé和

Sorescu（2013年）使用经合组织贸易投资指数进行的

国家和部门层面的分类估计所反映的。通过这种方式，

可以说明结果对各种 "雄心 "水平的敏感性。我们也能

够将收益分摊到世贸组织常用的国家集团。第三，我们

可以采用一种动态的方法，将宏观经济基线情景（使用

MaGE--全球经济的宏观经济学模型）与CGE框架（

MIRAGE）中的贸易政策模拟结合起来，遵循所述的设

置

在方框D.2中。这不仅形成了一个完全可追溯的、内部

一致的长期政策模拟方法，而且还允许人们考虑到不断

变化的经济环境与过渡性协议的影响之间的关系。

表D.7显示了综合宏观经济和贸易模拟的主要结果，即

TFA带来的GDP和出口的预计年平均增长率，尽管时间

跨度不同，但可以比较不同情景的结果。根据实施方案

（完全、自由、保守）和时间范围（立即、5年或10年后）

，贸易协定增加了0.34至1.5亿美元。

每年平均为全球经济增长增加0.54%，较高的数字对应

于立即全面实施贸易协定，较低的界限来自于未来15年

内实现的保守的实施目标。

外贸协定对增长的影响意味着2030年全球GDP将增加

5.4%到8.7%，这意味着整个世界将增加5.5到8.9万亿

美元（按2007年不变美元计算）。

在任何情况下都有2%的扩张，从最保守和最缓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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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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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D.2：MIRAGE的主要内容

这里使用的MIRAGE（应用一般均衡中的国际关系建模）模型的最新版本记录在Fontagné等人（2013）中，原

始模型在Bchir等人（2002）和Decreux和Valin（2007）中得到充分描述。

在供给方面，MIRAGE中的每个部门都被模拟为一个代表性的公司，它以固定的份额结合了增值和中间消费。

增值是由不完全可替代的初级要素（资本、熟练和非熟练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组成的CES（"恒定替代弹

性"）包。企业对生产要素的需求是由土地、自然资源、非熟练劳动力和其余要素的捆绑组成的CES组合。这个

包是熟练劳动力和资本（被认为是相对更互补的）的嵌套CES总量。

MIRAGE 假设主要因素充分就业。每个国家（或世界经济区域）的人口、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和人力资本都是根

据宏观预测中所包含的人口统计学来演变的。这决定了劳动力以及其技能构成（熟练/非熟练）。熟练和非熟练劳

动力在各部门之间是完全流动的，但在国家之间是不流动的。自然资源是特定部门的，而土地在农业部门之间

是流动的。采矿业的自然资源和农业部门的土地总量被设定在2007年的水平：价格根据这一固定的供应量调整

需求。初级化石燃料生产部门的自然资源被标定为常量。装机资本被假定为不流动的（特定部门），而投资则

根据其回报率在各部门之间分配。

总的资本存量通过结合资本形成和与长期增长模型中相同的6%的资本恒定折旧率而演变。总投资由储蓄（增长

模型中的储蓄率，适用于国民收入）和经常账户的组合决定。最后，虽然总投资是由储蓄驱动的，但其分配是

由各种活动的投资回报率决定的。为了简单起见，并且由于缺乏原籍国、东道国和部门层面的外国直接投资（

FDI）的可靠数据，国际资本流动只通过经常账户的不平衡出现，而没有明确的模型。

在需求方面，每个国家/地区的代表性消费者在预算约束下实现瞬时效用最大化，并将其收入的一部分储蓄起来

，这由第一步工作中预测的储蓄率决定。支出是根据LES-CES（线性支出系统-恒定替代弹性）函数分配给商品

和服务。这意味着，在每个部门生产的商品的最低消费水平之上，不同部门生产的商品的消费选择是按照CES

函数进行的。这种偏好的表示方法很灵活，足以处理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每个部门内，商品按其产地

进行区分。根据阿明顿假说（Armington, 1969），一个嵌套的CES函数允许国内产品的特殊地位：消费者和企

业的选择偏向于国内生产，因此，使用CES规格，国内和国外商品是不完全可替代的。我们使用GTAP（全球贸

易分析项目）数据库提供的、由Hertel等人（2007）估计的阿明顿弹性。总需求由最终消费、中间消费和资本

货物的投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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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AGE的动态有两种：全要素生产率（TFP）是在基线工作中校准的，而生产要素的动态是外生的。两者都是在

MIRAGE中使用Fouré等人（2013）中记载的MaGE模型的宏观经济预测建立的。

全要素生产率是基于三种机制的结合。首先，农业生产力被单独预测，详见Fontagné等人（2013）。第二，假

设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之间有2个百分点的增长差异（如van den Mensbrugghe（2005））。第三，考虑

到外生的农业生产力和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生产力差距，在基线工作中对国家层面的总全要素进行了校准，以便

与总增长模型的生产要素和GDP预测相匹配。MIRAGE的动态是以顺序递归的方式实现的：也就是说，考虑到

特定部门TFP的外生轨迹（如果如上所述进行校准），以及来自增长模型的生产要素积累--储蓄、经常账户、活

跃人口和技能水平，可以连续解决每个时期的均衡问题。模拟结果一直延续到2030年。最后，MIRAGE在

GTAP数据集8.1版上进行了校准，以2007年为基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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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7：因实施贸易协定而增加的年度出口和GDP增长，按情景分列（年度百分比变化）

出口 国内生产总值

"保守的 "方案

即时 2.09 0.36

5年 2.08 0.35

10年 2.06 0.34

"自由 "方案

即时 2.33 0.43

5年 2.31 0.41

10年 2.29 0.40

"完整 "方案

即时 2.73 0.54

5年 2.71 0.52

10年 2.67 0.50

资料来源：Fontagné等人（2015）。

在最雄心勃勃的情况下，实施计划达到近2.75%。

如果把这些数字分别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分离出

来，就会出现有趣的模式。就TFA对年均GDP增长的贡献

而言，发展中国家的收益超过了发达国家，但只是在全面

或相当雄心勃勃的（"自由"）实施的情况下。在全面和

立即实施的情况下，《贸易协定》将使发展中国家的平

均经济增长每年增加近0.9%，而它将使发达国家的

GDP增长增加约0.25%。另一方面，如果执行不那么雄

心勃勃（"保守"），情况就会相反，发展中国家的增长

几乎没有得到0.25%的提升，而发达国家的增长几乎增

加0.5%。

对这两个国家集团来说，快速实施贸易协定与实施过程

持续数年相比，在经济影响方面更为有利，其差异可达

0.1%的年度GDP增长。在出口方面，情况类似，但更

加极端。发展中国家从《贸易协定》中获得的出口收益

要大得多，但只有在雄心勃勃的实施时间表的情况下。

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将每年增加3.5%以

上，而发达国家的出口将因实施贸易协定而每年增加约

1.8%。在这里考虑的不太雄心勃勃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

出口增长超过了发展中国家，前者实现了每年2.7%到3%

以上的额外出口增长，而后者的出口只增加了约1.5%。
1％和2％。



2015年世界贸易报告

100

在以前的研究中，贸易便利化的影响也是以增加世界

GDP和出口的绝对数量来表示的。采用类似的方法，

该报告发现，贸易协定有可能使全球GDP每年增加

3450亿美元至5550亿美元（按2007年不变美元计算

），更快、更全面地实施贸易协定将使GDP收益增加

2000亿美元以上。

同样，当对不同的国家集团进行单独观察时，这些数

字强调了发展中国家在实施《贸易协定》方面的高风

险：图D.8显示了在基线宏观经济情况下，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未来15年的出口预计增长（实线）。前

者的出口目前大于后者，但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预计到

2026年将超过发达国家的出口。雄心勃勃地实施《贸

易协定》可以将这个 "交叉点 "提前到2018年（虚线

）、

即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将在三年后占世界贸易的一半以

上，这仅仅是由于实施了《贸易协定》。

从上表D.1可以看出，对贸易协定影响的估计处于现

有研究的上限，证实了Hufbauer和Schott（2013）经

常引用的 "1万亿美元 "的数字，即使使用关于贸易协

定指标和实施方案的更精确的数据和更详细的方法。

这里提出的结果比世界经济论坛(WEF)(2013)最近的

另一项研究产生的结果要大，后者发现贸易便利化的

总体积极影响为+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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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Fontagné等人（
2015）。

图D.8：按国家组别分列的2015-30年预计出口额（2007年10亿不变

美元）。

在他们最雄心勃勃的情况下，GDP的增长速度比本报告

中最保守的情况下获得的2030年GDP增长速度几乎少

了一个百分点。

由于不同的研究往往难以比较，《贸易协定》结果的另

一个可能的参考点是同一CGE模型中不同的政策改革

基线。因此，本报告模拟了一个假设的情况，即完全取

消关税。直到2030年，这将导致出口水平提高11%，

GDP水平提高0.8%。虽然贸易便利化对出口的影响大

于取消关税的影响（事实上，在WEF的 "静态 "练习中

，它们是同一数量级的），但在GDP方面的差异尤其

明显，贸易协定的影响超过关税的影响10倍以上（在

WEF，2013年约6.5）。当然，这与贸易便利化减少效

率损失的事实有关、

即节省了本来会被浪费的经济资源。相比之下，降低或

取消关税产生的效率收益较小，因为部分关税只是将政

府的收入重新分配给消费者。

最后，模拟结果在部门和区域层面提供了一些见解。全

球价值链非常突出的部门，如电子、纺织品和服装，将

是享受贸易协定最大影响的部门之一，但前提是贸易协

定能够迅速实施，并包含其所有条款。在这种情况下，这些

部门的出口将以每年平均近4%的额外速度增长。在区域层面

上，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在于

已开发 发达 有实施TFA的发达国家 发展中，已实施T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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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亚洲部分地区只有在影响深远

的实施方案下才能实现出口的大幅增长，这更有

力地证明了雄心勃勃的TFA实施对国家的影响。

同样，一些发达国家在比较保守的情况下， 某些

出口部门可能会实现略高的增长，因为在与贸易

协定有关的贸易成本降低较少的情况下，它们会

较少受到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

总的来说，模拟结果证实，快速和全面实施贸易

协定所带来的贸易收益可能在万亿美元左右，对

一些国家的年度GDP增长的贡献高达近百分之一

。同时，某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比其他

国家面临更多的风险，如果贸易协定很快得到全

面实施，在一些最有活力的部门，贸易协定的影

响可能最大。根据这些预测，与贸易协定可能带

来的巨大利益相比，E.2小节中审查的现有实施

成本估计似乎相对较小，但可能因国家而异，需

要不同形式的实施援助和支持，这一点将在E.20

节中进一步讨论。

3. 贸易的差异化影响 便利

化

虽然前面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实施贸易协定的整体

贸易影响上，但通过研究国际上的具体部门或参

与者，可以进一步了解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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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贸易便利化可以促进双边贸易、出口多样化和经

济福利。虽然贸易便利化在总体上可望产生重大的积极

影响，但存在一个问题，即这些收益如何在国家之间和

国家内部分配。在本小节中提出的问题包括：贸易便利

化的有利影响是在所有商品中统一的，还是某些产品（

如新鲜产品、全球价值链中使用的中间投入）将受益更

多？贸易便利化能否扩大参与国际贸易的企业组合，使

中小企业能够进入？贸易协定的实施是否也会使各国的

穷人受益？

(a) 部门效应

复杂的边境程序的成本的一个主要方面是出口的时间。

所有离开或进入一个国家的交易必须由其海关机构处理

，而这种处理需要时间。清关延误可能是实质性的，并

大大减少贸易。即使国家平均水平较低，在交易层面上

，出口时间也会有很大的变化。Volpe等人（2015）报

告说，乌拉圭的出口处理时间在1至31天之间。

如果需求是稳定的，交货时间是可预测的，那么长的出

口时间就不需要成为问题。然而，如果未来的需求存在不

确定性，即使客户确切地知道商品何时到达，长的前置

时间（启动和执行之间的时间）也是有代价的。如果未

来的需求被低估了，缺货的代价是放弃销售和失去客户

的可能性。如果未来的需求被高估了，多余的供应必须

以折扣价出售。同样，交货时间越不稳定，需要的缓冲

库存就越大。因此，即使平均交货时间很低，高变异率

也会使供应商失去竞争力，比拥有长但可预测的交货时

间更具破坏性。

漫长的出口时间或不确定的交货时间会对贸易产生不同

的影响，这取决于贸易品的性质。例如，时间成本是中

间产品贸易的一个重要障碍。时间性对中间产品的贸易

很重要，因为它对生产链的管理至关重要。交付的延迟

增加了持有库存的成本，阻碍了对客户订单变化的快速反

应，并限制了快速检测、修复和更换缺陷部件的能力。

为了支持这一论点，Hummels和Schaur（2013）利用

企业在出口货物时选择空运还是海运的运输方式的信息，估

计贸易的时间价值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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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零件和部件方面，比起总的贸易，企业更愿意支付

航空运输的溢价。也就是说，企业更愿意为中间产品

贸易的空运支付溢价。Saslavsky和Shepherd（2014

）表明，在全球价值链内交易的货物往往比其他类型

的货物对贸易便利化的改善更加敏感。他们使用机械

零部件贸易作为全球价值链内贸易货物的代理，并使

用世界银行的物流绩效指标的重力模型，发现全球价

值链内贸易对物流绩效的改善--贸易便利化的另一个

重要方面--比其他类型货物的贸易更敏感。事实上，

物流绩效（贸易便利化）与全球价值链产品贸易之间

的联系比其他商品强约50%。因此，贸易便利化在全

球价值链的情况下尤为重要。

漫长的出口时间或不确定的交货时间可能是对时间敏

感的货物（农业中的易腐货物和制造业中高度倾向于

通过飞机出口的货物）贸易的一个重大障碍。

Djankov等人（2010）发现，延迟对时间敏感的农产

品和制造业产品的出口影响相对较大。他们发现，在

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出口时间增加10%，对时间

敏感的农产品的出口会减少约3.5%，对时间敏感的制

造业产品的出口会减少4%以上。

Freund和Rocha(2010)以非洲农产品出口为重点，表

明贸易成本对时间敏感商品和时间不敏感商品的出口

有不同的影响；时间对易腐烂产品的贸易比对罐头等

保鲜商品的贸易更为关键。最重要的是，他们发现内

陆运输时间（商品从主要城市运到出口港的时间），

而不是单证时间（出口商完成所有单证活动的时间）

、海关时间（实现商品技术控制所需的时间）和港口

时间（码头装卸时间）对贸易构成的影响最强，阻止

各国出口对时间敏感的农产品。他们对这一结论的解

释是，过境时间更不确定。

侧重于海关延误（即海关进行核查所需的时间，不包

括文件、内陆运输和港口或机场处理所需的时间），

Volpe等人（2015）最近对乌拉圭交易的研究发现，

海关延误增加10%会导致出口下降3.8%。但时间对食

品、纺织品和服装尤其重要--这些商品由于易腐烂或

受制于快速的时尚周期而很快失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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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义上讲，贸易便利化还包括运输和通信基础设施的

改善。一些研究表明，这些基础设施的提供也会影响贸

易的数量和构成。Yeaple和Golub(2007)表明，增加提

供基础设施往往会提高大多数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TFP)，

其中公路网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特别大。具体来说，他

们表明道路连接提高了大多数行业（食品、纺织品、木材

、纸张、化学品、金属、机械、电子、运输）的全要素

生产率，而电话线的改善则提高了运输和科学仪器行业

的全要素生产率，发电能力的提高则提高了食品和化学

品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Fink等人(2005)也表明，高质

量的电信基础设施会促进差异化商品的贸易。他们发现

，电信价格的进口商对差异化产品贸易的影响远远大于

参考价格产品和同质产品的贸易。

(b) 中小企业更多地参与贸易

尽管各国和各机构对中小企业的定义不同，因此很难衡

量它们在各国的发生率，但现有的估计表明，中小企业

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是巨大的。一项研究估计，在大多数

经济体中，中小企业占企业的95%以上，并有大量的就

业--占总就业的50%至85%（Kuwayama等人，2005）

。

然而，中小企业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份额相对较小。这

是因为进入外国市场有固定成本，特别是对小公司的利

润有影响。企业在决定出口多少之前，要先决定是否进

入某个出口市场。由于跨境贸易成本，每个国家中只有

少数企业真正出口。出口企业往往比非出口企业规模更

大、生产率更高。这是因为只有生产力最高的企业才能在

承受与出口有关的额外成本的情况下获得利润。生产力

较低的企业则不能这样做，只能为国内市场生产。

繁琐的贸易程序、海关和贸易法规经常被提到是中小企

业参与出口的主要障碍。大公司，特别是跨国公司，可

以更好地处理复杂的环境，因此，认为这与贸易的障碍

关系不大。利用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库，表D.8显示

，表示海关和贸易法规是主要或非常严重的贸易障碍的公司

中，百分比最高的确实是中小企业。

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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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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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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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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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8：按出口商的规模划分，对海关和贸易法规

作为贸易障碍的评价

公司类型 答复的百分比

大型公司(100人以上) 16.9

中型公司(20-99) 18.4

小型公司(5-20家) 19.4

注：数字表示回答海关和贸易法规是贸易的主要或非常严重障

碍的公司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企业调查：世界银行企业调查。

实施《贸易协定》可以促进中小企业对贸易的参

与。随着贸易成本的下降，越来越多的生产率较

低的公司将开始出口。因此，贸易便利化可以潜

在地促进中小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各国出口企业

的最小规模与出口时间之间的简单关联性支持了

这种可能性。如图D.9所示，最低的出口时间与

较小的出口公司有关。

然而，文献中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小公司实际上

可能无法获得贸易便利化的潜在收益。这个问题

涉及到通过贸易便利化改革产生的收益如何在全

球价值链中分配。一种担忧是，这些收益主要由 

"主导 "公司--通常是对其供应商具有市场力量的

大型跨国公司--占有。因此，小公司还是大公司获

得更多收益的问题是一个经验性问题。

现有的关于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层面的出口影响的

计量经济学研究支持这样的观点，即不仅仅是大

公司从贸易便利化中受益。

20

15

10

5

0

2 2.5 3 3.5 4 4.5

ln（出口时间），天数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企业调查，"世界银行 "营商环境指标。

图D.9：最低出口销售量（每个国家）与出口时间

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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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Espitia等人, (2015)

图D.10：按到港运输成本水平划分的哥伦比亚农

业出口企业的规模分布

贸易便利化，但也包括小公司。此外，贸易便利化的某

些方面可以使小公司比大公司更受益。一项关于亚洲国

家的先驱研究发现，中小企业(研究中定义为雇员人数

少于100人的公司)主要受益于贸易便利化 "软 "部分的

改善(在他们的研究中被确定为更透明和可预测的政策)

，而大公司则更多地受益于运输和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的

改善 (Li and Wilson, 2009)。Hoekman和Shepherd（

2013）最近的一项研究区分了四种类型的公司：微型

（少于10名员工）、小型（10至50名员工）、中型（

50至250名员工）和大型公司（大于250名员工）。这

项研究发现，所有规模的公司都受益于每个公司记录的

出口商品的平均时间的减少，而且这种影响与公司的规

模无关。

然而，这些研究存在几个缺点。首先，数据质量显然是

一个问题。他们使用世界银行的企业调查（2013年标

准化版本），其中包括119个发展中国家和11个制造业

部门在2006-11年期间的企业数据。虽然该数据库具有

广泛的国家覆盖面，但数据受到很大的限制。由于它们

是由私人承包商收集的，在错报的情况下没有执法权，

因此可能会出现质量问题。此外，数据的覆盖面还受制于企

业的回复意愿。这与国家当局进行的企业级调查（如海

关数据）的情况不同。其次，该数据库只包括正规部门

中至少有五名雇员的公司。因此，在发展中国家的背景

下，它可能对大型企业进行了过度采样。第三，尽管世

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库在企业层面收集了一些企业特征

的信息，如企业规模、出口和报告的出口时间，但当企

业不出口时，一些企业的具体特征就会缺失。例如，不

出口的企业通常不报告其出口时间。因此，对出口时间

对贸易影响的分析通常会排除不出口的企业。但长时间

的延迟可能正是企业不出口的原因。如果把非出口企业

从样本中剔除，关于出口时间对贸易影响的结果就会有

偏差。

为了解决这些局限性，本报告用另外三项研究补充了现

有的公司层面分析。他们的一般发现是，某些类型的贸

易便利化改进使小公司比大公司获利更多。一项研究考

察了出口时间对贸易利润的影响。使用世界银行企业调查

数据库和相同的

密
度



2015年世界贸易报告

108

75%以上 低于25%

与Hoekman和Shepherd（2013）一样，研究表明，

如果考虑到一个国家的所有公司（至少是所有回复调

查的公司），而不仅仅是出口公司的子样本，改善贸

易便利化（以较少的出口天数衡量）对贸易的影响确

实取决于公司的规模。小型企业更有可能出口，并比

大 型 企 业 更 容 易 增 加 其 出 口 份 额 (Hyoungmin 和

Piermartini, 2015)。

另一项研究利用哥伦比亚农业部门企业的海关数据和

区域一级的到港运输成本数据，表明较低的国内到港

运输成本特别有利于小企业。图D.10显示了在运输成

本高（高于75%）和低（低于25%）的地区，哥伦比亚

公司的出口规模分别的图。低运输成本与分布的左侧

移动有关：也就是说，当到港口的运输成本低时，出

口企业的规模往往较小。鉴于农业部门对就业和减贫

的重要性，这一发现强调了贸易便利化的改善对减贫

的潜在机会(Espitia等人，2015)。

第三项研究探讨了贸易便利化改革对小型和大型企业

的不同影响在不同类型的改革中如何变化。利用法国

出口的公司层面的海关数据，研究改善贸易便利化对

公司出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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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agné等人（2015）表明，虽然一般来说，所有的

出口公司都从进口国的贸易便利化改善中获益，但对小

型和大型公司的相对影响因贸易便利化措施的类型而异

。该研究分析了改善贸易便利化对贸易的几个方面的影

响：出口产品的数量，公司层面的出口量，以及出口公

司的数量。特别是，按照经合组织贸易便利化指数的结

构，该研究探讨了八种贸易便利化措施的不同效果。这

些措施是

1. 信息可得性--政府规章制度的透明度指标；

2. 预先裁定 - 交易条件确定性的指标；

3. 上诉程序 - 衡量司法机构的质量；

4. 费用和收费--透明度的指数及其对交易的金钱影响

；

5. 手续和文件 - 文件要求的复杂性和交易时间的指数

；

6. 手续和自动化--公共行政部门使用信息技术的一个

指数；

7. 手续程序--边境管制的效率和用户友好度的指标；

8. 边境机构（内部和外部）--一个国家内涉及贸易的

不同机构之间的协调指数，以及与邻国融合的指数

。

研究发现，当贸易便利化的改进涉及到信息可用性、预

先裁决和上诉程序时，小公司的利润相对较高。当进口

国的便利化改革与手续（文件、自动化和程序）有关时

，大公司的利润相对较高。

(c) 穷人也从贸易便利化中获益

到目前为止，已经表明贸易便利化措施会对各国产生不

同的影响。发展中国家有可能从改善贸易便利化中获得

更多好处，因为它们面临着更高的与贸易便利化有关的障碍

，因为它们往往在农业和易腐货物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这些

货物往往比其他货物更具有时间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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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产品，22 而且因为他们的公司往往规模较

小。

贸易便利化也可以在一个国家内产生再分配效应

。虽然关于贸易便利化对一国境内穷人的影响的

研究有限，但现有的研究表明，贸易便利化可能

对穷人特别有利。Nguyen（2013）发现，需要

大量进口文件和更多进出口时间的国家更有可能

拥有更高的贫困率。在每天1.25美元PPP（即购

买力平价）的贫困线下，进口的文件多一份，贫

困率就会增加0.77个百分点。23 波尔图（2005）

使用摩尔多瓦共和国 2002 年的家庭数据表明，

在这个国家消除非正 规壁垒（包括经营成本）将

增加摩尔多瓦家庭的平均实际收入。在他的模拟

中，他将非正式贸易壁垒模拟为出口税。摩尔多

瓦共和国主要出口加工过的农产品，大部分人口

在田间工作，为制造企业提供农业投入，或在农

业和食品加工行业工作。因此，取消非正式壁垒

会提高国内食品价格，对那些在食品行业工作的

人有利。贫困率下降，使10万至18万摩尔多瓦公

民摆脱了贫困。

一般来说，人们可以认为，繁琐的海关程序--延

迟和及时交货的不确定性--可能对农村贫困人口

最为重要，因为他们出口的产品往往是易腐烂的

。因此，贸易便利化的改善可以成为提高发展中

国家从事出口型、时间敏感型农产品的贫困家庭

生活水平的有力工具。此外，贸易便利化还需要

简化监管--例如，合并进出口清关所需的多种文

件。这些措施可以降低腐败的发生率，并显著提

高边境管制的效率（例如，通过风险管理技术和

加强区域边境协调）。这反过来又对小型/非正式

/妇女商人有很大的潜在好处，他们往往没有必要

的能力或资源来处理复杂的文件要求。此外，他

们没有财力支付与贸易有关的费用和收费，并可

能在边境受到额外的检查（由于缺乏与海关当局

的丰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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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施贸易的诱导效应 便利化

(a) 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

原则上，贸易便利化和外国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是模糊

的。外国投资者可以将贸易便利化视为一个国家投资环

境的代表，因此，如果该国改善贸易便利化，就意味着

更 多 的 外 国 直 接 投 资 （Dollar等 人 ，2006） 。 根 据

Engman（2009）的说法，低效的贸易程序会导致更高

的贸易成本，这些成本会被计入公司做出外国投资决定的

成本效益分析中。一些有限的经验证据（Olofsdotter和

Persson，2013；Portugal-Perez和Wilson，2015）表

明，贸易程序效率较低的国家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较少

。

接受外国直接投资的经济体的规模会影响其接受的外国

直接投资的性质（横向或纵向），以及贸易便利化和外

国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横向FDI受到市场规模的正向

影响，正如Kinda（2014）所显示的，受到贸易法规的

普遍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减少不必要的贸易法规

来实现贸易便利化会降低企业选择FDI而不是出口的概

率（Persson，2012；Olofsdotter和Persson，2013）

。纵向FDI和贸易是互补的活动，（除其他外）来自于比

较优势。因此，贸易便利化在增加贸易的同时，也会增

加纵向FDI的概率（Persson，2012）。

由于流入穷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主要是垂直型的，因此人

们期望在较低的GDP水平上找到贸易便利化和外国直

接投资之间正向关系的一些证据。25 这种关系应该逐渐

变弱，甚至可能在大型经济体中变成负向关系，因为这

些国家的内向外国直接投资的相关部分是水平型的。有

限的经验证据表明，贸易程序效率较低的国家获得的外

国直接投资较少，经济大国的影响较小（Olofsdotter和

Persson，2013）。解释是，较大的经济体吸引了更多

寻求市场的投资，而这些投资预计对贸易程序不太敏感

。

为了对贸易便利化是否会导致更多的内向型外国直接投

资，以及这种影响是否取决于接受外国直接投资的经济体

的规模这一问题有新的认识，进行了正式或计量经济学

测试。方框D.3中显示的结果证实，贸易便利化和FDI

之间的关系是以经济规模为条件的。更大的市场规模会

诱使跨国公司跳过因贸易便利化不佳而产生的额外贸易

成本，直接在一个国家投资以获得市场准入。换句话说

，如果贸易便利化的缺乏成为贸易的障碍，更大的市场

可能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然而，贸易便利化不足预计

会阻碍小型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这是因为他们的国内

市场不够大，无法减轻因贸易便利化不足而造成的额外

成本。

由于外国直接投资与发展中国家较高的国内投资相对应

，并且对金融危机有一定的抵御能力

方框D.3：贸易便利化、外国直接投资和市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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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研究贸易便利化是否会导致更多的内向型外国直接投资，以及这种影响是否取决于接受外国直接投资的经济体

的规模，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了以下计量经济学规范。

Ln (inward FDIit) = αi + θt + β1TFit + β2 (TFit ∗ Ln GDPit )+ β3 Ln GDPit + εit （1）。

估算中使用的数据涵盖了十年间（2004-13）的141个国家。因变量是i国在时间t的内向外国直接投资的对数。

感兴趣的主要解释变量是贸易便利化和市场规模之间的交互项，由GDP表示。使用了两种不同的贸易便利化措

施：进口文件的数量和进口时间，两者都来自世界银行的 "营商环境 "数据集。

对于一定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市场规模与内向外国直接投资呈正相关关系。相反，对于一定水平的市场规模，

贸易便利化与内向外国直接投资呈负相关关系。这两个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正的，而且在统计上是显著的。

贸易便利化对内向FDI的负面影响只发生在低水平的GDP中。特别是，对于进口文件数量的估计（第（1）栏）

，进口一份额外文件开始对GDP产生积极影响的GDP阈值估计为11亿美元--这略低于GDP样本分布的第25个百分

点。对于进口天数的估计，这个门槛上升到89亿美元--这大约是GDP样本分布的第70个百分点。对于超过这些门

槛的市场规模，贸易便利化与内向型FDI呈正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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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sworth and Collins, 1999; Loungani and Razin, 2001)，

在较小的经济体中似乎有改善贸易便利化的特殊理由。

此外，上述结果应能消除人们对改善低效海关系统可能

对发展中国家的有限资源提出额外要求的担忧（OECD

，2005）。贸易便利化的资源增强能力，通过增加资

本流入，可以帮助减轻对海关相关基础设施的资源投资

成本。

(b) 更好地征收政府收入

海关和其他边境机构收取的收入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和最

不发达国家政府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根据世界海关组

织(WCO)对34个最不发达国家的调查(WCO, 2014)，

在边境收取的关税和其他税收总额仍占政府税收的45%

，其中19%为关税。

鉴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对边境收入的高度依赖，良好的海关

管 理 是 一 个 关 键 目 标 。 根 据 经 合 组 织 （ Moïsé 和

Sorescu，2013年），低效的边境程序可能是非洲国家

大量放弃收入的来源，最高可达国内生产总值的5%。

按照国际原则设计和实施的与贸易便利化有关的改革，

与海关收入最大化的目标是一致的。Engman (2009)提

到了引进现代单一窗口自动化系统的案例（例如在加纳

和新加坡）有助于大幅增加海关收入。实际上，增加收

入可能是贸易便利化和海关改革的主要动机之一。世界

海关组织提倡的 "有效的海关管理现代化 "原则27 旨在

促进自愿遵守，减少交易成本和增加收入（Yasui，

2010；Zaki，2014）。在这个框架下，世界海关组织

（2014）评估说，《贸易协定》可以通过三种不同的

方式提高海关收入：增加贸易流量，提高贸易商的合规

性，以及帮助弥补海关欺诈造成的收入损失。

在增加贸易流量方面，在任何给定的贸易税和增值税税

率水平上，海关收入都可能随着跨境商品贸易的扩大而

增加--主要变量是贸易协定改革带来的实际贸易扩大。

因此，更大的贸易应该增加相关政府的税基（见D.2小

节）。

在改善贸易商的合规性方面，对于任何特定的进口水平，贸

易便利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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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提高合规性，能够更有效地征收关税和税收

， 从 而 改 善 税 收 回 报 。 Lesser 和 Moisé-

Leeman(2009)表明，通过简化海关程序，贸易便利

化鼓励合规性，减少非正式贸易，并增加关税支

付的可能性。世界海关组织提供了简化措施对行

政和税收合规性产生积极影响的例子，如授权经

营者制度，该制度信任注册贸易商及其代表在自愿

、申报的基础上遵守，但加强了对虚假申报的惩

罚。该制度被描述为促进了税收遵从（世界海关

组织，2014）。新西兰海关（2014年）报告说，

自从引入这一制度以来，2013年有97.3%的进口

交易被认为是合规的，只进行了非常有限的实物

或文件检查。

在帮助挽回海关欺诈造成的收入损失方面，贸易

便利化应通过更好地发现海关欺诈和腐败来提高

贸易税收。海关欺诈可能有多种形式，包括错误

开具发票、不填写申报单、自愿错误分类、过境

和原产地欺诈。无论其形式如何，当政府收入依

赖于边境税收时，海关欺诈会对发展中经济体产

生重大经济后果。例如，全球金融诚信组织（

Kar和Spanjers，2014）估计，在五个经济体（加

纳、肯尼亚、莫桑比克、坦桑尼亚和乌干达）中，由

于错误开票而造成的潜在海关年度税收损失占政府收

入的7%至13%。清关后审计程序（PCA）尤其

有助于减少关税和逃税行为。例如，在建立PCA

之后，中国台北海关在2010-11财年以逃税和罚

款的形式收回了超过2600万美元的收入，即10倍

于实施PCA的成本。28 此外，贸易规则缺乏透明

度，甚至无法获得，为不适当地行使官方自由裁

量权，为海关官员和贸易商之间的勾结创造了机

会 ， 代 理 商 从 贸 易 商 那 里 提 取 租 金 （ ADB 和

UNESCAP，2013）。

Djankov和Sequeira（2009）表明，行贿和关税

收入的征收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随着程序和清

关过程变得更加透明和简化，海关管理部门通过

腐败造成的收入流失可望减少（Ferreira等人，2007）

。为了惩治腐败和观察到的不良行为，喀麦隆海关推出

的 "诚信行动计划 "值得一提。在以前的改革基础上，

喀麦隆海关在2010年实施了一个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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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领导和一线官员之间的绩效合同。从那时起，收入

增加了--2009年至2010年，每个集装箱的收入增加了

12%--通关时间也缩短了（Cantens, 2010）。

有人对贸易便利化措施对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可能产生的

任何负面影响表示关切。根据世界海关组织（2014年

），任何负面影响都应该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或者被统

一执行贸易协定所带来的收入增长所抵消。潜在的收入

损失可能来自于引入最低限度制度，即对价值低于某个

阈值的货物不征收关税和税款。然而，收入的影响将取决

于门槛值和措施的实施。为了减轻这一担忧，《贸易协定

》实际上

允许其签署国确定各自的门槛金额。为了进一步减少收

入损失的可能性，世界海关组织（2014年）建议发展

中国家的政府首先根据《贸易协定》的特殊和差别待遇

条款实施增加收入的措施，因此，只有当税基得到巩固

时，才能实施可能对既定的收入征收渠道构成威胁的措

施，或适当实施需要额外费用的措施。总之，海关改革

、贸易便利化和税收应被视为互补的目标。方框D.4进

一步说明了这种 "可能的三位一体"，它侧重于联合国贸

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系统的海关数据自动化系

统（ASYCUDA）计划在贸易便利化方面的作用及其对

海关税收的影响。

方框D.4：ASYCUDA和海关绩效测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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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当局对于促进贸易流动、提高合规性和减少欺诈行为至关重要。然而，尽管他们在政府征税方面发挥了关

键作用，但许多海关管理部门在效率和效果方面仍有不足。

信息通信技术(ICT)和海关管理的自动化一直是并且仍然是促进贸易和实现及时性、成本、可靠性、合规性和税

收改善的最重要工具之一(OECD, 2005)。ASYCUDA的例子可以说明问题。最新版本的ASYCUDA World允许

贸易商在线处理大多数文件，并在流程的所有阶段进行互动，包括与装运前、清关过程和检查有关的要求，直

至释放。对于政府来说，自动化的收入征收程序确保关税和其他税收及时入账。该系统已在全球94个国家实施--

包括40个最不发达国家--成为发展中国家海关计算机化的参考。

除了计算机化系统的明显好处外，基础数据库记录了海关人员的每一笔交易，并允许进行详细的绩效衡量，以

提高有效性、合规性和税收。最早利用这一潜力的国家之一是喀麦隆海关，它决定与世界银行和世界海关组织

合作，在ASYCUDA数据的帮助下进行合作并诊断低效率。喀麦隆海关的改革主要集中在数据挖掘（从大型数据

集中提取有用知识的计算过程），并通过在海关总部和一线官员之间签署具体合同来解决绩效问题（Cantens，

2010）。

一些可量化的指标显示了对绩效的重大影响：一个与处理时间有关的指标显示，检查员倾向于先评估申报，然

后以文件控制为由决定推迟进一步清关（所谓的 "黄色通道"）。在实施绩效措施后，在被观察的海关办事处中

，海关评估的延迟进入平均下降了49%（见表D.9，来自Bilangna和Djeuwo（2012））。

其他措施显示在实施绩效措施后也有类似的改善：在同一天登记和评估的报关单的比例增加到90%以上，来自

有争议的索赔的收入--一个腐败普遍存在的领域--在较大的海关办事处增加了17%，在较小的海关办事处增加了

322%（Cantens, 2010）。喀麦隆海关绩效衡量的例子表明，指标的收集和基准化可以减少海关总署和外地官员

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并有助于打击不良行为和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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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Bilangna和Djeuwo (2012)：Bilangna和Djeuwo（2012）。

根据喀麦隆的经验，为了进一步促进海关的诚信和绩效，贸发会议和世界海关组织于2013年开发了ASYCUDA 

SYstem for Performance Management（ASYPM）模块。该模块通过经验证据和客观测量提供多达29个指标，

来衡量和跟踪个别官员的业绩，并为海关管理人员的数据挖掘提供便利(UNCTAD, 2014)。该系统最近由利比里

亚海关实施；虽然现在显示重大成果还为时过早，但绩效指标已经设法确定了一些低效做法（Bolognesi等人，

2014）。

方框D.4：ASYCUDA和海关绩效测量的影响（续）表D.9：海关评估的延迟进入

海关办公室 2009
条目数

2010
2011

从2009年到2011年有所减少

数字百分比

杜阿拉国际机场 2,605 2,469 2,162 -443 -17

杜阿拉港I 2,854 2,357 487 -2,367 -83

杜阿拉港V 1,876 1,519 751 -1,125 -60

杜阿拉外部仓库 875 781 787 -88 -10

共计 8,210 7,126 4,187 -4,023 -49

(c) 减少与贸易有关的腐败

本小节将考虑贸易便利化对各种形式的寻租的影响，特

别是与贸易有关的腐败。经济理论认为有两种机制可以

使腐败影响整个经济。腐败即贪婪 "的理论认为，如果

贿赂是根据私人代理人的时间偏好来设定的，那么腐败

就会提高效率，减少公共服务的延误（Laff，1964；

Lui，1985）。另一种观点认为，贿赂是根据官僚的战

略偏好设定的，代表了一种 "扭曲的转移税"（Krueger, 

1974 ； Shleifer 和 Vishny, 1997 ； Rose-Ackerman, 

1978）。

关于腐败和贸易的文献认为，贸易网络中的腐败增加了

贸易的成本（Yang，2008；Clarke和Xu，2004；Abe

和Wilson，2008；Djankov和Sequeira，2009）。然而

，腐败的影响可能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制度环境。例如，

Dutt和Traca（2010）表明，虽然腐败在低关税环境下

会阻碍贸易，但在高关税的情况下，它可能会产生贸易

促进作用。

腐败和其他非法活动在本质上很难用可靠的方式来衡量

。 贸 易 文 献 中 常 用 的 一 种 方 法 （ Fisman 和 Wei ， 2004 ；

Javorcik 和Narciso ，2008 ；Rotunno 和Vézina ，2012）是

看出口国申报的商品（称为FOB或离岸价）和进口国申报的

相同商品（称为CIF或成本-保险-运费）之间的差异。  卡雷

尔和格里戈里乌（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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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这种 "镜像数据 "方法是否确实有助于衡量 "

非正式 "国际贸易。特别是，他们的实证策略考

虑了无主进口，即进口国记录的没有相应出口流

量的进货流量。使用世界银行的国家政策和机构

评估 "公共部门的透明度、问责制和腐败 "评级来

衡量腐败，并控制一些国家特征，他们发现腐败

确实增加了观察到的无主进口的概率。他们还发

现，更多的腐败与报告的进口量高于报告的出口

量的比率（CIF/FOB比率）相关，这表明腐败确实

可能被进口商用来欺骗性地少报告商品的流入。

与贸易有关的腐败受通关时间的影响是积极的。

Shepherd(2010)表明，贸易时间增加10%，在低

腐败国家会导致双边贸易下降14.5%，而在腐败

程度高的国家则会下降15.3%。因此，通过减少

货物跨境运输所需的时间，贸易便利化是边境反

腐工作的一个有用工具。图D.11提供了贸易便利

化（由OECD TFI衡量）和两个透明度衡量标准

（海关透明度和进口程序的时间可预测性）之间

的正相关证据。29如附录表D.6所示，这种正相关

在对人均GDP进行调节后是显著的。然而，贸易

便利化对腐败的因果效应的计量经济学证据仍然

很难得。

D
.估

计
贸

易
便

利
化

协
议

的
好

处



II.加速贸易：实施的好处和挑战

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

119

进口程序的时间可

预测性

拟合值

1 6

0.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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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合组织平均TFI 经合组织平均TFI

资料来源：经合组织TFIs；世界经济论坛（WEF）（2014）。

图D.11：TFIs、海关透明度和进口程序的时间可预测性之间的相关性

Jean和Mitaritonna（2010）提供了一些证据，证明控

制腐败的海关机构能够更好地避免进口欺诈。他们用贸

易伙伴申报之间的差距作为逃避关税的替代，评估了三

种具体贸易便利化措施的效果：装运前检查、1979年

关贸总协定第七条实施协议（也称为海关估价协议）和

ASYCUDA系统。所有这些提高透明度的措施减少了海

关官员在报告贸易流量时的自由裁量权。作者发现，在

整体样本中，装运前检查对腐败没有统计学上的重大影

响。然而，装运前检查对于机构相对较好的国家来说，

往往更加有效。

装运前检验对欺诈行为的这种模糊的净效应与Anson等

人（2006）的研究结果一致，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

不同的国家有很大的差异。在《海关估价协议》的案例

中，估价做法的协调被发现降低了分析中的批准国（

2001年至2004年的12个国家）的关税规避弹性，尽管

结果不是很稳健。在ASYCUDA的情况下，有更令人鼓

舞的消息。通关准确性和效率的提高使关税逃逸弹性大

幅下降，估计结果似乎相当稳健。

全世界因与海关有关的腐败而造成的进口收入损失估计

达20亿美元（Michael等人，2012）。彻底讨论

海关透明度指数 拟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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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b)小节介绍了贸易便利化如何导致更好地征收政府

收入。

综上所述，文献表明，控制腐败的海关机构能够更好

地避免进口欺诈。此外，贸易时间越长，在边境从事

欺诈行为的动机就越大。贸易便利化有可能直接（减

少进口欺诈的范围）和间接（缩短交易时间）地减少

与贸易有关的腐败。

5. 结论

本节记录了发展中国家如何从实施《贸易协定》中获

益良多。

首先，改善贸易便利化可以更有力地推动发展中国家

的出口，因为它们的贸易成本很高，其中很大一部分

是由于缺乏贸易便利化造成的。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

达国家更经常遇到海关的延误和繁琐的手续。因此，

本节基于重力和CGE的模拟表明，贸易便利化改革在

增加出口流量、出口多样化和提高GDP增长方面对发

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有巨大的潜在收益。

贸易便利化的影响可能取决于贸易商品的部门构成。

冗长的进出口程序对贸易的阻碍作用对时间敏感的产

品尤为严重。一些研究表明，新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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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易腐货物往往对时间更加敏感。这意味着在食品出口

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撒哈拉以南国

家）有可能从实施贸易便利化中获得最大收益。其他研

究表明，以品味快速变化（时尚）、不断创新（电子产

品）和及时生产（供应链中的中间产品）为特征的部门

也是时间敏感的。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也会获得

巨大的利益。

对贸易商来说，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交货的确定性。交

付时间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在价值链中，会增加贸易成

本。由于交付时间的不确定性在低收入国家，特别是过

境国往往较高，因此，贸易便利化的改善导致交付时间

的确定性增加，可能会对低收入国家产生最大的影响。

重要的是，通过这一渠道，许多低收入国家有可能更多

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

尾注
1 尽管引力模型早于安德森和范-温库普（2003）的论文，但

他们的开创性论文将其转变为现代经验贸易经济学的主力。

从一个行业内贸易的理论模型开始，他们能够推导出任何两

个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的引力模型，其中它们之间的贸易取

决于它们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和相对贸易成本。特别是

，他们表明，对于任何两个国家A和B，A从B的进口不仅取

决于他们的双边贸易成本，而且还取决于B国出口在世界其

他地区面临的总体障碍水平，以及A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进

口限制的总体水平（所谓的多边阻力条款）。

2 Arvis等人（2013）准备的贸易成本数据库由样本中每一对国

家的双边贸易成本组成：一个报告国和一个伙伴国。根据方

框D.1所述的方法计算的数字，是两个方向的平均成本。为

了计算发展中国家在2010年的平均贸易成本，只有发展中国

家的数据集的一个子集。

使用了报告人。这样一来，估计值就说明了每个发展中国家

所面临的成本，所有国家都在样本中。选择2010年而不是一

个更近的年份，因为它的观察数字要大得多。

3 对于这个数字，贸易成本是按照方框D.1中描述的方法计算

的。对每个国家来说，世界其他地区被认为是有双边成本估

计的所有其他国家。发展中国家包括20国集团的发展中国家、其他

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
发达国家。

4 Arvis等人（2013）的贸易成本数据库提供了整体贸易、制造业和农

业的数字。然而，有许多缺失的数据。为了比较农业和制造业的成

本，只有那些
两个部门都有数据的观察结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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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便利化可能对各国产生不同影响的另一个渠

道是其企业的规模分布。正如本节所讨论的，经

验证据表明，小公司的出口往往对贸易便利化反

应更强烈。因此，如果一些国家有较大的中小企

业部门，它们可能从贸易便利化中获得相对更多

的好处。

本节中强调的另外两个渠道也表明，发展中国家

从实施贸易便利化改革中获得了相对较大的收益

。首先，贸易便利化增加了小型经济体的外国直

接投资--它们比大型经济体相对更依赖这一投资

渠道。其次，贸易便利化改革有助于增加政府收

入，减少海关欺诈和腐败。这对那些海关收入占

政府收入相对较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非常重要，

这些国家相对更容易受到边境寻租的影响。

包括在内。在这次分析中，选择2012年既是因为它

是最近的，也是因为它有相对大量的观察。

5 Hufbauer和Schott（2013）的计算采用了Portugal-

Perez和Wilson（2012）工作中的估计。使用引力

模型，Portugal-Perez和Wilson得出结论，贸易便利

化改革改善了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表现。然而，他们

并没有提供这些改革带来的贸易增长的估计。相反

，他们计算了从价关税

自由化将产生与贸易便利化相同的贸易增长。

6 关于OECD TFIs和分项的描述，见C.4小节，特别

是表C.4。

7 HS6是一个协调制度的代码。世界海关组织的协调制

度（HS）使用代码数字来定义产品。一个数字较少的

代码定义了产品的大类；额外的数字表示细分为更详

细的定义。六位数的代码是最详细的定义，被用来作

为
标准。

8 根据《贸易协定》第14条，"A类包含发展中国家成员

或最不发达国家成员指定在本协定生效时实施的条款

，如果是最不发达国家成员，则在生效后一年内实施"

。

9 52个发展中经济体的名单包括：：阿尔巴尼亚、博茨瓦纳、

巴西、文莱达鲁萨兰国、智利、中国、中国台北、哥伦比亚、

刚果、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

埃及、萨尔瓦多、加蓬、危地马拉、洪都拉斯、中国香港、

印度尼西亚、以色列；

约旦、大韩民国、科威特国、吉尔吉斯共和国、中国澳门、马来

西亚、毛里求斯、墨西哥、摩尔多瓦共和国、蒙古、黑山、摩洛

哥、尼加拉瓜；
尼日利亚；阿曼；巴拿马；巴拉圭；秘鲁；菲律宾；卡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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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阿拉伯王国；塞内加尔；新加坡；斯里兰卡；塔吉克斯坦

；泰国；突尼斯；土耳其；乌克兰；乌拉圭和越南。

10 附录表D.1显示了伪Poisson最大似然估计的结果。

11 首先，估计了带有样条的回归，以及在另一种规格下，带有分

数多项式的回归。其次，对那些高于区域/全球中位数的国家

单独估计贸易便利化的系数。然后将这个系数应用于那些向区

域/全球中位数移动的 "改革 "国家。在第一种情况下，没有得

到明显的结果。在第二种情况下，结果与附录表D.1中的结果

相似，系数略大。

12 然而，在所使用的CEPII BACI（国际研究和信息中心的国

际贸易数据库）数据集中，HS6子项目的最大数量较少，相

当于4,795。

13 需要注意的是，反事实分析的结果必须谨慎对待，因为它们

只是作为

的基本计量经济学模型一样好。虽然报告已经注意到解决遗

漏变量和反向因果关系的偏差，但它不能控制与贸易便利化

相关的每一个可能的国家特定变量，也不能完全排除内生的

共同决定贸易成果和贸易便利化基础设施。

14 按地区汇总的结果见附录表D.3和D.4。

15 经合组织的贸易成本估算遵循Chen和Novy（2009）中提出

的方法，然后将TFA带来的贸易成本减少进行双边化，这在

Fontagné等人（2015）中得到进一步解释。

16 除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这可能被认为是一个合理的经济

收益指标，CGE模型也允许计算福利影响。在目前的研究中

，这些影响是相同的，到2030年，整个世界的福利水平提高

4.6%到6.6%不等。当然，必须指出的是

这些模型中通常使用的福利衡量标准，即所谓的实际收入的 

"等值变化"--即在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为获得新的代理人

效用水平而必须增加的代理人收入--本身是不够的，因为它

没有考虑到一系列影响福利的其他因素，如环境的外部性或

收入的差异。

17 国内生产总值和出口量的绝对值、年化增幅是通过减去

实际值和年化增幅来计算的。

从2030年（模拟时间范围）的模拟数字中减去2014年的数

字，将差额分配到每年的16个相等的分期付款中，并通过

基线情景下GDP（分别是出口）的平均年增长来进一步减

少这个年化数字，即即使没有过渡协议，预计也会出现增长

。

18 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与不同的建模方法、情景和使用的数

据有关。世界经济论坛的研究采用了范围更广的有利贸易指

数（ETI）的分指数（见C.4小节），包括运输和通信基础设

施，并相当

粗略的贸易便利化方案（全球/区域的一半）。

最佳实践）。但在方法上，只使用了静态的GTAP模型，例如

，它没有考虑到



2015年世界贸易报告

124

考虑到贸易便利化带来的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的动态收益。

其他方法上的差异也使比较变得困难。值得注意的是，世

界经济论坛的研究没有对模型中包含的实际交易成本进行

冲击，而是将来自引力估计的外生贸易流量强加给CGE框

架，这构成了与本报告中所遵循的截然不同的建模选择。

19 见C.2和C.3小节，其中解释了贸易便利化的收益是 "

矩形 "和 "梯形 "的形式，而降低关税的收益则对应于

哈伯格的 "三角形"。

20 Fontagné等人（2015）即将发表的论文将对结果进行更全

面的讨论，也是在更细分的层面上，以及对方法的进一步

完善，特别是与某些成本方面有关。

21 为了考虑企业的全部样本，必须对不出口的企业所面临

的预期出口时间做出假设。本研究假设决定不出口的国

内企业采取这一决定，使用在同一部门和同一国家生产

的企业的平均出口时间作为预期出口时间。

22 Freund和Rocha（2010）；Djankov等人（2010）。

23 根据同一作者的承认，这些结果必须谨慎对待。它们表

明了贸易便利化的条件性关联，而不是因果效应。

24 关于这些影响的广泛讨论，见世界银行集团和世贸组织（

2015）。

25 按照类似的思路，Ndonga（2013）认为，低效的边境程

序对非洲的纵向外国直接投资流动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

，单一窗口系统的实施将构成一个投资便利化工具。

26 在本小节中，FDI数据来自UNCTAD，GDP数据来自IMF

的世界经济展望。在这种情况下，经合组织的TFI指标没有

被使用，因为它们不随时间变化。因此，它们不允许对控

制国家固定效应的面板回归进行估计。

如D.1小节所述，世界银行 "营商环境 "指标中的进口时间

和出口时间与经合组织TFI指标呈负相关关系。这证明在

本分析中使用它们是有道理的。进口成本的结果

没有报告，因为它们没有统计学意义。

27 修订后的《京都公约》的管理原则被认为是有效和现代清

关程序的国际蓝图，其中主要包括：在可预测和透明的环

境中应用海关程序，采用现代海关技术（如风险管理、基

于审计的控制和信息技术的最佳使用）、

与私营部门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建立有效的伙伴关系，以及

一个可随时使用的上诉系统（《修订的京都公约》文本序

言，可在
www.wcoomd.org/en/topics/facilitat
ion/ instrument-and-
tools/conventions/pf_revised_kyoto_conv/ 

kyoto_new.aspx）。

28 "清关后审计"，台湾、澎湖、金门和马祖独立关税区为2012

年7月世贸组织贸易便利化研讨会提交的论文。

见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

/ tradfa_e/case_studies_e/pca_tpkm_e.doc。

29 海关透明度指数和进口程序的时间可预测性都来自于

WEF（2014）。数据为2013年的数据。

http://www.wcoomd.org/en/topics/facilitation/
http://www.wcoomd.org/en/topics/facilitation/
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
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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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表格
附录表D.1：密集型利润率：回归结果

(1) (2)
共计-tradeij

对数(TFIi)
0.254* 
[0.138]

TFIij 0.399* 
[0.211]

对数(GDPi)
0.858***
[0.023]

0.857***
[0.023]

对数（市场准入）。
-0.310***
[0.102]

-0.311*** 
[0.101]

PTAi的数量
-0.006**
[0.002]

-0.006**
[0.002]

对数(areai)
-0.069***

[0.016]
-0.068***
[0.016]

洛克迪
-0.377***

[0.125]
-0.379***
[0.125]

PTAij 0.336***
[0.083]

0.334*** 
[0.084]

对数(distanceij)
-0.715*** 
[0.054]

-0.715*** 
[0.055]

常见边界j

0.434*** 
[0.130]

0.434*** 
[0.130]

普通话j

0.017
[0.083]

0.016
[0.083]

殖民地i 0.413** 
[0.184]

0.412** 
[0.184]

观察到的情况 16,238 16,238

对数赝品可能性 -2.760e+09 -2.760e+09

伙伴(j)FE 是 是

id的数量（j国）。 129 129

备注：括号内为稳健（按id变量分组）标准误差。

***p<0.01，**p<0.05，*p<0.1，其中p表示统计学意义的水平：***p小于1%，**p小于5%和

*p小于10%。

两个回归中都包括伙伴j固定效应和多边阻力控制。

资料来源：世贸组织秘书处：世贸组织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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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表D.2：广义边际：回归结果
(1) (2) (3) (4)

按目的地划分的出口产品数量
(npdij)

按产品分类的出口目的地数量 (ndpik)

基准线 新HS6 基准线 新的目的地

TFI 0.236***
[0.026]

0.255*** 
[0.025]

0.281*** 
[0.006]

0.425*** 
[0.006]

对数（人均GDP）
0.171*** 
[0.014]

0.038***
[0.014]

0.372***
[0.002]

0.248***
[0.002]

对数(市场准入)
0.311*** 
[0.008]

0.236***
[0.008]

0.471*** 
[0.003]

0.306***
[0.002]

PTA的数量
0.002***
[0.000]

0.001*** 
[0.000]

0.005*** 
[0.000]

0.005*** 
[0.000]

对数(面积)
0.016** 
[0.007]

0.013**
[0.006]

0.310***
[0.001]

0.211*** 
[0.001]

被锁定
-0.032*
[0.018]

-0.152***
[0.014]

-0.371*** 
[0.004]

-0.353***
[0.004]

加权伙伴的TFI
-0.718***
[0.183]

-0.160
[0.151]

对数（双边GDP）
0.393*** 
[0.018]

0.376***
[0.013]

PTA哑巴
0.069**
[0.033]

0.035
[0.030]

对数（距离）
-0.497***
[0.030]

-0.316***
[0.030]

毗连性
-0.220***

[0.074]
-0.511*** 
[0.146]

共同语言
0.368***
[0.040]

0.326***
[0.036]

殖民地
0.527***
[0.109]

0.333**
[0.165]

日志（偏远地区）
-1.271*** 
[0.007]

-0.712***
[0.006]

观察到的情况 22,910 22,910 667,776 667,904

ID（合作伙伴）的数量 180 180

身份证号码 (HS6) 5,217 5,218

备注：括号内为Bootstrap标准误差（100次重复）。自举是一种统计程序，它涉及使用手头抽样的数据作为真实人口的 "代用品"。通过从这

个代用人口中重复抽样并进行替换，我们可以对感兴趣的统计数字的抽样分布进行近似，在这种情况下，就是系数估计。见Efron（

1979）和Efron和Tibshirani（1993）。

***p<0.01，**p<0.05，*p<0.1，其中p表示统计学意义的水平：***p小于1%，**p小于5%，*p小于10%。

第(1)-(2)列中包含了伙伴j的固定效应、区域假数和多边阻力控制。产品(HS6)的固定效应、区域假数和偏远

程度的衡量标准包含在第(3)-(4)列中。变量 "加权伙伴的TFI "使用逆向双边距离作为权重。

附录表D.2采用负二项式回归，详见Beverelli等人（2015）。第(1)和(3)栏是 "基线 "估计，因变量是用2009年的贸易数据构建的。第（2）

和（4）栏分别使用 "新HS6 "产品和 "新目的地 "构建因变量，以解决反向因果关系问题。为了计算 "新HS6 "产品，程序如下：在计算2009

年i国出口到j国的产品数量时，报告只包括以下产品的子集：(i)在2003年至2007年的任何一年中，没有从i国出口到j国的记录（零或缺失）

；(ii)在2008年至2010年的至少一年中，有从i国出口到j国的正数记录。在这种情况下、

npdij是指2008年以前没有交易的新HS6产品的数量。新目的地 "的程序非常相似。在计算2009年i国在出口产品k时为多少个目的地国家服务
时，报告只包括子集

的目的地，其中：(i) 在2003年至2007年期间的任何一年都没有产品k的出口记录（零或缺失）；
(ii) 在2008年和2010年之间，至少有一年有产品k的正出口记录。因此，在这种情况下，ndpik成为2008年以前没有服务的新目的地的计数。
使用 "新产品 "和 "新目的地 "有一个额外的好处，即我们不一定排除国家i在2009年贸易大崩溃期间停止向国家j（分别是产品k）出口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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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是目的地）。

资料来源：WTO秘书处：世贸组织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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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表D.3：按地理区域分列的因实施贸易协定而增加的目的地产品的估计数量

(百分比变化)

基准线 新HS6

"保守的 "方案

非洲 8.9 9.6

亚洲 5.6 6.0

独立国家联合体 11.2 12.1

欧洲 8.6 9.3

中东地区 6.5 7.0

北美洲 6.9 7.5

南美洲和中美洲及加勒比地区 12.6 13.6

"自由 "方案

非洲 8.7 9.4

亚洲 7.3 7.9

独立国家联合体 11.3 12.2

欧洲 9.0 9.7

中东地区 10.0 10.9

北美洲 6.9 7.5

南美洲和中美洲及加勒比地区 15.4 16.7

"完整 "方案

非洲 30.3 32.8

亚洲 12.8 13.9

独立国家联合体 15.4 16.7

欧洲 9.5 10.3

中东地区 19.6 21.2

北美洲 6.9 7.5

南美洲和中美洲及加勒比地区 20.8 22.6

备注：数字表示相关情景下npdij（按目的地划分的出口产品数量）的百分比变化。"基线 "结果基于附录表D.2的第（1）栏。

"新HS6 "的结果是基于附录表D.2的第（2）栏。

资料来源：WTO秘书处：世贸组织秘书处。

D
.估

计
贸

易
便

利
化

协
议

的
好

处



II.加速贸易：实施的好处和挑战

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

129

附录表D.4：按地理区域分列的因实施《贸易协定》而增加的产品目的地数量的估计数

(百分比变化)

基准线 新的目的地

"保守的 "方案

非洲 10.5 15.9

亚洲 6.6 10.0

独立国家联合体 13.3 20.1

欧洲 10.2 15.5

中东地区 7.7 11.7

北美洲 8.3 12.5

南美洲和中美洲及加勒比地区 15.0 22.6

"自由 "方案

非洲 10.3 15.6

亚洲 8.7 13.1

独立国家联合体 13.5 20.4

欧洲 10.7 16.1

中东地区 12.0 18.1

北美洲 8.3 12.5

南美洲和中美洲及加勒比地区 18.4 27.7

"完整 "方案

非洲 34.9 52.7

亚洲 15.3 23.1

独立国家联合体 18.4 27.8

欧洲 11.3 17.1

中东地区 23.4 35.4

北美洲 8.3 12.5

南美洲和中美洲及加勒比地区 24.9 37.6

备注：数字表示在相关情景下ndpik（按产品分类的出口目的地数量）的百分比变化。"基线 "结果基于附录表D.2的第（3）栏。

"新目的地 "的结果是基于附录表D.2的第（4）栏。

资料来源：WTO秘书处：世贸组织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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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表D.5：外国直接投资和贸易便利化的回归结果
(1) (2)

要导入的文件
-0.272***
(0.084)

进口的文件 # log (gdp)
0.043***
(0.012)

进口时间
-0.085***
(0.031)

进口的时间 # log(gdp)
0.012**
(0.005)

对数(gdp)
1.545*** 
(0.314)

1.455*** 
(0.329)

观察到的情况 1,048 1,048

R-squared 0.160 0.160

国家数量 141 141

注释：因变量：对数（内向型FDI）。括号内为稳

健的标准误差。
***p<0.01，**p<0.05，*p<0.1，其中p表示统计学意义的水平：***p小于1%，**p小于5%和
*p小于10%。

包括国家固定效应和时间假数。

资料来源：WTO秘书处：世贸组织秘书处。

附录表D.6：TFI、海关透明度和进口程序的时间预测性回归结果

(1) (2) (3) (4)

海关透明度指数 进口程序的时间可预测性

OLS GLM OLS 泊松

TFI 0.163** 
(0.066)

0.938**
(0.419)

0.524** 
(0.231)

0.139** 
(0.056)

对数(pc gdp)
0.055*** 
(0.013)

0.340*** 
(0.082)

0.288***
(0.047)

0.073***
(0.011)

观察到的情况 103 103 114 114

R-squared 0.284 0.419

备注：括号内为稳健的标准误差

***p<0.01，**p<0.05，*p<0.1，其中p表示统计学意义的水平：***p小于1%，**p小于5%和

*p小于10%。

OLS=普通最小二乘法；GLM=一般线性模型；Poisson=泊松回归模型。

资料来源：WTO秘书处：世贸组织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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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T 实施《贸易便利

化协定》的挑战

报告的这一部分探讨了批准和实施《贸易便利化

协定》（TFA）所涉及的各种挑战，特别是对发

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LDCs）而言。它首先

评估了发展中国家的实施需求，然后评估了与实

施《贸易便利化协定》所涵盖的措施有关的成本

。它接着解释了

在应对实施的挑战方面，贸易便利化协定机制的

作用，并审查在以前的贸易便利化改革中确定的

关键成功因素。最后，报告强调了监测《贸易协

定》的实施及其经济影响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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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1 实施挑战概述 108

2 评估发展中国家的实施需求 108

3 贸易便利化改革的实施成本 116

4 贸易便利化协议机制（TFAF） 124

5 成功改革的国家经验：有哪些教训？ 127

6 监测《贸易协定》的执行情况 132

7 结论 132

一些关键的事实和发现

• 根据对世贸组织成员的调查，贸易便利化是发展中经济体和最不发达国家的一个高

度优先事项。然而，由于缺乏系统的数据收集，实施贸易便利化的成本难以量化。

现有数据表明，成本因所考虑的贸易便利化措施的类型和国家的具体情况而有很大

的不同。平均而言，贸易便利化改革的成本低于更广泛的举措，如海关现代化和运

输基础设施的升级。

• 最高层的强烈政治意愿和对贸易便利化进程的承诺是任何贸易便利化改革的最重

要的成功因素。其他关键的成功因素包括各部委和边境管理机构之间的合作与协

调，私营部门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以及充足的财政、人力和物质资源。

• 贸易便利化协议机制将在匹配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能力建设需求与捐助方

提供的能力建设和援助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 监测贸易协定生效后的进展的努力应包括对实施成本和经济影响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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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施概述 挑战

作为1994年乌拉圭回合结束后通过的第一个多边贸易

协定，世贸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FTA）是该组织的一

个里程碑式的成就。然而，为了实现该协议所承诺的收益

，成员现在必须转向批准和实施的双重任务。首先，《

贸易协定》只有在世贸组织三分之二的成员正式接受该

协定后才会生效。一旦这一初步挑战得到满足，为了确

保成功实施，必须确定成员在将协定付诸实施时可能遇

到的主要问题和挑战。

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高度政治承诺

对于迅速批准和成功实施《贸易协定》至关重要，但这

种支持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根据第五次贸易援助全球

审查的监测结果，尽管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高度

重视实施贸易便利化，但它们对贸易便利化的好处仍有

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要求提供技术援助以实施《贸易协

定》的具体条款时，它们也指定了不同的优先事项。捐

助国也继续高度重视贸易便利化，这体现在它们不断增

加的援助承诺和付款上，但许多国家担心伙伴国可能缺

乏政治意愿，这可能会阻碍贸易便利化所涵盖的措施的

全面实施。对《贸易协定》可能带来的好处的可靠估计

，如本报告D节中的估计，应能加强对该协定的支持。

与实施具体贸易便利化项目和措施有关的费用也可被视

为阻碍迅速批准《贸易协定》及其实施的因素。经验证

据表明，与某一贸易便利化措施相关的初始成本的大小

在不同国家之间可能有很大差异，反映了每个国家在贸

易便利化方面的初始状态、需求、优先事项和雄心水平

等方面的独特情况。总体而言，与透明度以及货物放行

和清关有关的措施，其实施成本往往低于与手续要求、

海关自动化以及海关和边境机构合作有关的措施。然而

，贸易便利化改革的实施成本仍然小于与海关现代化和

运输便利化等更广泛举措相关的成本。

从现有的贸易便利化改革中已经学到了重要的经验，这

些经验应该使《贸易协定》的实施更加容易。经验证据

表明，不同的、往往是相互关联的因素在成功实施贸易

便利化改革中起着关键作用。虽然财政资源的可用性和

可持续性至关重要，但它们并不构成自动成功实施贸易

便利化举措的充分条件。其他因素在成功的贸易便利化

改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最高层的坚定承诺、各部委

和政府机构之间的合作与协调、私营部门利益攸关方的

参与、充足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以及采用排序方法。

TFA中强有力的特殊和差别待遇条款的存在应能消除许

多潜在的实施障碍。根据贸易协定，每个发展中国家和

最不发达国家成员将有机会根据其能力和需要制定自己

独特的实施时间表。在这种情况下，世贸组织通过新设

立的贸易便利化协定基金（TFAF），可以发挥独特的

作用，通过匹配和协调要求技术援助的国家与提供能力

建设和技术援助的国家，支持实施工作。

在实施贸易协定的过程中，挑战可能随时出现，这突出

表明需要不断努力监测协定的运作。有效监测和评估贸

易协定的经济影响需要可靠的数据、指标和分析工具，

如影响评估研究。

2. 评估发展中 国家的实施需求

本报告的D部分指出，一旦《贸易协定》得到实施，它

将带来广泛的潜在利益。除了降低贸易成本和增加

WTO成员之间的贸易量外，该协议应提高成员的GDP增

长率，促进就业，使出口多样化，增加关税收入，并扩

大中小企业的贸易机会。发展中经济体，特别是最不发

达国家，有望从《贸易协定》中获得更大的利益，尤其

是在快速和全面实施的情况下。

然而，如果贸易便利化的好处如此巨大和明显，这就提

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些国家不愿意参与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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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为什么有些国家在批准和执行《贸易协定》方面

进展缓慢。这种犹豫不决的原因之一是成员方面的不确

定性，不仅是对协议收益的大小，而且是对实施的成本

和时间的不确定性。通过提高对《贸易协定》估计成本

和收益的认识，本报告应有助于成员国更准确地衡量其

实施需求，从而推动批准进程。

对发展中国家贸易便利化改革的现有研究，包括Moïsé

（2013）发现，与这些方案带来的好处相比，实施成

本往往非常小。然而，即使是适度的实施成本也可能超

过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低收入国家的支付能力。为了解

决发展中经济体所面临的特殊挑战，《贸易协定》包含

了特殊和差别待遇条款，允许这些国家决定何时执行《

协定》的某些条款，并确定只有在建立了必要的能力后

才会执行的条款。正如B节中已经指出的，这些承诺分

为三类：

• A类："发展中国家成员或最不发达国家成员指定在

本协定生效时执行的规定，如果是最不发达国家成

员，则在生效后一年内执行"；

• B类："发展中国家成员或最不发达国家成员指定在

本协定生效后的过渡期后的某一天实施的规定"；以

及

• C类："发展中国家成员或最不发达国家成员指定在

本协定生效后的过渡期后的某一天执行的规定，并要

求通过提供能力建设方面的援助和支持获得执行能

力"。

C类承诺为评估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成员在执行《贸

易协定》方面的技术援助需求提供了一个具体的理由。

世贸组织秘书处曾两次开展技术援助需求评估活动，以

帮助世贸组织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成员确定其在

实施贸易协定方面的需求和优先事项。虽然这些自我评

估的结果是保密的，不能使用、

其他现有的和可用的信息来源，尽管有限，也能让人了

解到发展中国家的援助重点、期望和需求。

(a) 关于贸易便利化实施的文献回

顾

少数研究试图评估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贸易便

利化改革状况，包括它们对技术援助的需求。联合国贸

易和发展会议最近的一份报告(UNCTAD, 2014b)审查

了26个国家的贸易便利化实施计划，以评估与《贸易协

定》综合谈判文本的不同版本相关的39项具体贸易便利

化措施的实施状况。在由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

和小岛屿经济体组成的26个参与国中，大多数国家的许

多贸易便利化措施处于或接近实施的中间点。

其他侧重于少数国家的现有研究证实，大多数接受调查

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实施了一些贸易便利化措施，没有一

个国家会从零开始实施《贸易协定》（亚太经社会，

2014年）。特别是，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2013年报

告的作者（UNECA，2013年）注意到，非洲国家和区

域经济共同体已经在积极制定符合《贸易协定》的措施

。例如，赞比亚和津巴布韦之间的奇伦杜一站式边境站

每年节省了4.86亿美元（UNECA, 2013）。然而，尽

管许多国家已经进行了一些贸易便利化改革，但在贸易

便利化实施水平方面仍然存在重大差距，接受调查的绝

大多数最不发达国家(73%)只实施了少数与《贸易协定

》有关的措施(UNCTAD, 2014b)。

(b) 贸易援助背景下的贸易便利化

虽然在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实际提交其B类和C

类承诺之前，很难准确地确定《贸易协定》的哪些措施

在实施中最具挑战性，因此需要援助，但仍可以从

WTO成员分享的信息中推断出有用的见解。除了《贸

易协定》下的A类通知（见方框E.1），关于《贸易协定

》实施的优先事项和挑战的另一个最近的信息来源可以

在WTO-OECD调查问卷的答复中找到，这是《贸易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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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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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E.1：A类承诺下通知最多和最少的五个TFA条款

全部通知 部分通知

方框E.1：TFA下的A类承诺

根据《贸易协定》第二节，每个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成员都必须在个别基础上自行指定《贸易协定》的A

类条款，以便在《贸易协定》生效时执行，或在《贸易协定》生效后一年内对最不发达国家执行。截至2015年6

月，共有60个发展中国家和5个最不发达国家成员提交了A类承诺的通知。

虽然平均而言，通知最多的TFA条款所涵盖的措施不太可能被视为具有挑战性和需要技术援助，但通知最少的

TFA条款可被视为可能更复杂、执行成本更高的措施。根据这一假设，A类承诺通知间接提供了关于发展中国家

在具体TFA措施方面的预期优先事项和技术援助需求的洞察力。特别是，与单一窗口（提交贸易文件和通知解

除边境管制的单一入境点）、授权经营者、预先裁定、测试程序和边境机构合作有关的条款，平均而言，作为A

类承诺通知的频率低于与货物流动、拘留、使用海关经纪人、装运前检查和过境自由有关的条款（见图E.1）。

其他通知较少的贸易协定措施包括涉及建立查询点、建立和公布平均放行时间以及实施海关合作的各种具体特

征，如信息交流、保护和保密。许多这些通知较少的贸易协定措施被认为是相对复杂的，经常被确定为技术援

助的优先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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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TO秘书处：世贸组织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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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贸易援助全球审查的监测和评估工作。特别是，

对来自不同地理区域的62个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

家成员、27个双边捐助者和23个发展机构的答复的分

析，揭示了发展中国家对《贸易协定》的重视程度，它

们期望《贸易协定》如何影响其贸易成本，以及它们期

望在实施过程中遇到哪些挑战。

(i) 贸易便利化是发展中国家的一
个优先事项...

发展中国家似乎对贸易便利化给予了高度重视，在接受调查

的伙伴国家中，65%的国家将贸易便利化列为其前三名。

图E.2说明了已提交A类承诺的国家对所有贸易协定措施的平均实施水平。根据完全实施的措施的百分比对各国

进行排名，从低到高，表明了贸易协定有多少已经到位，还有多少有待完成。

资料来源：WTO秘书处：世
贸组织秘书处。

方框E.1：TFA下的A类承诺(续)

图E.2：A类承诺所隐含的TFA实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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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谈判、加入世贸组织、网络基础设施、运输

基础设施、跨境基础设施、竞争力、出口多样化

、连接价值链、调整成本和区域一体化等贸易援助

优先事项，高于任何其他领域。如图E.3所示，内

陆国家往往对贸易便利化给予更高的优先权，而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似乎优先考虑其他贸易援助领

域。特别是，如图E.4所示，近85%的非洲和中

东发展中国家及最不发达国家将贸易便利化列为

其五大优先事项之一，而拉丁美洲国家和亚洲发

展中经济体分别为75%和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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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TO秘书处：世贸组织秘书处。

图E.3：贸易便利化在内陆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援助优先事项中的排名，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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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TO秘书处：世
贸组织秘书处。

图E.4：按地理区域划分，贸易便利化在伙伴国贸易援助优先事项中的排名，2015年

非洲和中东 拉丁美洲 发展中亚洲

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对贸易便利化的重视程度没有明显

的差异。图E.5表明，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似乎对贸易便

利化的重视程度非常高，50%的国家将其放在首位。

50%，位居第三。然而，由于只有两个高收入的发展中

国家回答了问卷，这些结果的信息量不大。

与世贸组织-经合组织第五次贸易援助全球审查的调查问

卷相比，贸发会议（2014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区分了39

种不同的贸易便利化措施，并要求受访者

内陆的 小岛屿 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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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它们指定了优先级别。这些结果证实，贸易便利化

是发展中国家的最高优先事项之一。

尽管各国之间存在差异，但这些结果证实了以往研究

中出现的总体共识，即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官员和私营

部门代理人认识到贸易便利化的潜力（UNESCAP，

2014）。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都倾向

于高度重视最全面和雄心勃勃的改革，如单一窗口或

边境机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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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TO秘书处：世贸组织秘书处。

图E.5：按收入组别划分，贸易便利化在伙伴国家的贸易援助优先事项中的排名，2015年

最不发达国家 其他发展中国

家

但也包括更传统的贸易便利化措施，如风险管理和文件

的公布和提供（UNCTAD，2014b）。

贸易便利化也继续在捐助者的议程上。一半以上(53%)

的援助国报告说，自2012年以来，用于贸易便利化的

贸易援助支出有所增加，而只有相对较少的一部分

(8%)确认支出有所减少。其余参与国则表示没有变化

（24%）或不确定。增长

图E.6进一步证实了援助流动的趋势，该图根据经合组

织债权人报告系统报告了与贸易便利化有关的承诺和支

付情况。自2005年以来，捐助国和多边机构对贸易便

利化承诺了29亿美元，按2012年不变美元计算，支付

了20亿美元。只有3%的捐助方预计其贸易援助支出将

在未来五年内下降，而且没有一个捐助方预计贸易便利

化的支出会下降，这对《贸易协定》的实施是个好兆头

。承诺和支付的份额

低收入 中下等收入 中上收入 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

E.实
施

《
贸

易
便

利
化

协
定

》
的

挑
战

百
分

之

百



II.加速贸易：实施的好处和挑战

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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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经合组织债权人报告系统。

图E.6：2005-13年按伙伴国家组别分列的援助方贸易便利化承诺和支付情况

(百万2012年不变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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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最不发达国家伙伴的援助一直在增加。最不发达国

家在承付款中的份额从2005年的约9%上升到2014年的

39%，而在支付款中的相应份额从20%上升到33%。

(ii) ...但发展中国家对《贸易协定》的好处
并不确定

虽然大多数参与监测工作的国家似乎认为贸易便利化是

贸易援助的一个重要优先事项，但这些国家中有一半报

告说高度不确定或无法确定贸易协定将在多大程度上影

响其贸易成本。如图E.7所示，少数国家，主要是最不发

达国家，甚至预计在实施贸易协定后会有更高的贸易成

本，可能表明对贸易成本和实施成本之间的区别感到困

惑。可以想象，一个在《贸易协定》之前已经对海关程

序进行有效投资的小国，如果因《协定》而作出新的承

诺，其贸易成本可能会上升。然而，给予发展中国家的

灵活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应该将这种可能性降到最低，因

为它允许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根据其特殊情况调

整实施的范围和时间。

其余接受调查的国家预计贸易协定将适度（47%）或大

幅（39%）降低其贸易成本。如图E.8所示，内陆国家

往往相对更乐观，67%的国家期望贸易成本下降10%以

上，而只有20%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期望有如此大的下

降。同样，大多数下层和上层国家

中等收入国家预计贸易成本将适度下降，降幅在0-10%

之间（分别为58%和67%），而38%的低收入国家预计

贸易成本将保持不变甚至上升。

(iii) 实施的障碍和对技术援助的需求

正如下一节所讨论的，虽然《贸易协定》所涉及的一些

措施可能相对容易和直接实施，但其他措施可能更复杂

和/或实施起来更昂贵。特别是，如图E.9所示，接受调

查的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认为，边境机构合作，

其次是与进口、出口和过境有关的手续，以及信息的公

布和提供，是TFA纪律中最难实施的，也是最需要支持

的。海关合作和预先裁定是其他被认为特别难以实施的

贸易便利化措施之一。

TFA条款按实施难度的排序，部分符合A类承诺中最少

被通知的TFA措施，即单一窗口、授权经营者、强化控

制、测试程序、平均放行时间、查询点、边境机构合作和

预先裁定（见方框E.1）。其他措施，如收费纪律和相

关法律法规生效前的评论机会，似乎对发展中国家和最

不发达国家的挑战较小。然而，低收入国家和非洲国家

似乎更加关注，并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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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TO秘书处：世
贸组织秘书处。

图E.7：实施贸易协定对贸易成本的预期影响，所有发展中国家答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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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E.8：TFA对内陆和小岛屿国家预期贸易成本的影响，调查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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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E.9：《贸易便利化协定》的哪些纪律将被证明是最难执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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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行整个《贸易协定》和大多数具体的贸易便利化措

施方面存在较大困难。

总的来说，对《贸易协定》各条款的这些排名证实，在

实施某些贸易便利化措施时可能会出现挑战。根据个别

捐助国和多边机构的说法，缺乏国家协调和政治意愿

(70%)，其次是在国家发展规划中没有贸易便利化的优

先地位(68%)，是实施《贸易协定》时将会遇到的最重

要困难。这些结论与以往各国和专家对贸易便利化实施

障碍的定性评估相一致（世界银行，2006a）。

虽然需要最大份额的技术援助的措施往往是实施水平最

低的措施，但一些贸易便利化措施已被各国和专家确定

为只需要额外的政治意愿就能实施的措施，而不需要任

何额外的技术援助。这些措施包括事先协商、取消领事

费、过境路线自由和取消过境货物必须使用护卫的规定

(世界银行，2006a)。

缺乏现有的法律框架也被认为是实施贸易便利化的最大

障碍之一(贸发会议，2014b)。没有适当的法律框架，

许多具体的贸易便利化措施，包括那些已经非正式应用

的措施，都无法充分发挥其潜力。定性研究中发现的其

他重要障碍包括缺乏资源或组织框架，对不同贸易便利

化措施的理解和知识不存在或有限，政府机构之间缺乏

合作和不信任，私营和公共利益攸关方之间缺乏沟通(贸

发会议，2014b；世界银行，2006a)。这些不同的障碍

中有许多可被视为成功因素的另一面，下文将更详细地

讨论这些因素。

3. 贸易的实施成本 便利化改革

与评估贸易便利化改革的好处的文献相比，只有有限的研

究分析了为实施贸易便利化措施可能需要的成本。然而

，引入和实施贸易便利化措施的成本仍然是许多发展中

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关注的问题，它们往往必须决定是

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将其有限的财政资源分配给贸易

便利化改革。当政府担心与贸易便利化改革相关的成本

可能超过通过和实施贸易便利化措施所带来的预期收益时

，这类担忧往往会占上风。

当与贸易便利化改革有关的利益难以量化，并从短期角

度看时，往往会出现这种看法。虽然在增加收入和贸易

方面的好处有时要到中长期才能完全实现，但实施成本

必须立即产生。这种情况会使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

家的决策者不愿意进行贸易便利化改革，尽管与贸易便

利化有关的利益最终会超过其实施成本，并可用于进一

步改革。因此，了解贸易便利化改革实施成本的性质、

特点和范围，不仅对政府，而且对发展伙伴和参与资助

贸易便利化举措的私营部门伙伴都有特别的意义。

(a) 估计贸易便利化实施成本的困难

关于贸易便利化的文献对实施贸易便利化改革的相关成

本提供了有限的信息，因为实施成本往往不容易量化，

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贸易便利化改革的性质是跨领

域的，因此，很少独立于其他更广泛的政策目标，旨在

加强税收，降低贸易成本，创造一个更加透明、高效和

可预测的贸易环境。如图E.10所示，贸易便利化措施往

往是在更广泛的政策举措背景下实施的，如机构改革、

海关现代化、电子治理、区域一体化、出口促进以及基

础设施和运输发展。因此，往往没有专门用于通过和实

施具体贸易便利化措施的具体资金分配，因此特别难以

确定相应的费用。

第二，贸易便利化的实施成本可以采取各种形式，这取

决于所考虑的贸易便利化措施的类型。通常区分与引进

贸易便利化措施有关的初始前期成本、升级和扩展成本

以及持续的运营成本。文献中进一步确定了八种不同类

型的相互关联的实施成本：(1) 诊断性的，(2) 监管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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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E.10：贸易便利化和更广泛的政策举措

体制改革 海关现代化

运输便利化 贸易便利化 电子治理

促进出口 区域一体化

资料来源：世贸组织秘书处：世贸组织秘书处。

(3）机构，（4）培训，（5）设备和

基础设施，(6)提高认识，(7)政治和经济发展。

(8) 运营。其中一些成本可能特别难以用货币表示，也难以

单独确定（OECD，2005；Duval，2006；Moïsé，

2013）2。

在实际实施贸易便利化改革之前会产生诊断和需求评估

费用，以确定贸易便利化的需求，确定现实的改革重点

，并准备一个实际的实施战略。诊断成本通常涉及时间

和国家和/或外部专家与相关利益攸关方协商，并根据

收集的信息制定具体行动计划。

如果为了执行具体的贸易便利化措施而必须修订现有的

国家立法或通过新的立法，就可能产生监管和立法成本

。例如，在没有法律承认电子文件的法律地位的情况下

，任何电子文件必须继续附有纸质文件。因此，通常需

要修改立法，以授权和承认机构间电子数据提交和数字

签名的有效性。这种费用通常涉及时间（取决于国家的

法律框架）、专门从事立法和监管问题的工作人员，有

时还涉及外部专家。

如果为了更有效地履行具体的贸易便利化职能而必须设

立新的单位或调整现有单位的结构，通过重新部署现有

工作人员或招聘更多的工作人员，就可能产生体制和组

织成本。例如，引进清关后审计、应用风险管理程序或

建立中央查询点可能需要一个由行政、业务和支助人员

组成的专门小组。

当边境管理机构的用户和贸易机构的用户产生人力资源和培

训成本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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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必须学习新的方法来遵守贸易便利化的手续

和操作。培训通常被看作是实施贸易便利化措施

的最重要因素，因为贸易便利化改革主要是改变

边境机构的做法和行为。培训费用的高低取决于

是否聘用新的专家人员，或者内部人员或转岗人

员是在职培训还是在培训中心培训。招聘新的专

家人员通常被认为是成本最高的选择，因为它不

仅经常需要增加预算，而且还需要在国内劳动力

市场上直接提供熟练的专家。现有的经验证据表

明，各国往往选择对现有工作人员进行在职培训

，以适应和实施新的贸易便利化要求(Moïsé，

2013)。

在决定建造或获得设施和住所，以及安装和升级

新的或额外的执行工具，包括信息和通信技术

(ICTs)，如虚拟网络、自动化解决方案和扫描仪

之后，可能会出现设备和基础设施成本。如下所

述，在一些贸易便利化改革的案例中，ICT被认

为是提高一些具体贸易便利化措施的有效性和效

率的关键因素之一，如补充风险管理程序的X射

线扫描仪和以电子方式提交和处理抵达前文件的

计算机系统。尽管设备和基础设施并不总是构成

实施大多数贸易便利化措施的先决条件，但它们

通常被认为是贸易便利化改革中最昂贵的组成部

分。可靠的电力供应、电信网络、计算机硬件供

应商和当地维修服务的供应和提供，都是使用信

息和通信设备所必需的，通常不被视为贸易便利

化改革的具体实施成本，因为它们也是其他非贸

易便利化相关活动所必需的(OECD,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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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施透明度和沟通战略以促进公共和私营部门所有相

关利益攸关方更多参与时，包括通过更好地了解贸易便

利化改革的制定和取得的进展，可能会产生提高认识和

变革管理成本。相关利益攸关方的支持、参与和自主权

往往不仅有助于一些贸易便利化措施的出台，而且有助于

其可持续性。

文献有时将政治和阻力成本作为实施成本的一个额外组

成部分，这可能是由于相关利益攸关方，包括政策制定

者、工作人员和私营部门对制定和实施具体贸易便利化

措施的主动或被动阻力和反对而产生的（Duval，2006

）。这种成本不容易量化，因为它们往往影响贸易便利

化实施成本的其他组成部分，包括运营成本。正如接下

来详细讨论的那样，政治意愿、国家所有权和利益相关

者的参与是解决成功实施贸易便利化改革的阻力的关键

因素之一。

业务和维护费用主要包括工作人员或专家的报酬，以及

贸易便利化措施出台后对软件或计算机等设备的维护和

更换。这些运营和维护成本往往被吸收在行政预算中，

因此更难对其进行具体的分离和评估。经验证据表明，对

于大多数贸易便利化措施而言，持续的运营成本往往低

于最初的前期和升级成本，但提供在线出版物和运作国

家贸易便利化委员会等措施除外。现有的少量信息表明

，贸易便利化措施的年度运营成本平均比其各自的初始

成本低52%(Moïsé，2013)。在某些情况下，具体贸易

便利化措施的运营成本通过支付用户费来换取所提供的

服务，全部或部分转嫁给客户。同样，一些具体贸易便

利化措施的部分启动成本也可以通过支付费用转嫁给贸

易商。在某些情况下，各国还决定让私营公司负责实际

执行具体的贸易便利化措施。

(b) 贸易便利化实施成本概述

鉴于文献中发现的可用信息有限，关于《公约》实施成

本的数据也不多。

为了深入了解实施《贸易协定》的潜在成本性质和规模

，我们对贸易便利化项目和措施进行了汇总。相关数字

来自不同的来源，包括提交给WTO、第三次和第五次

贸易援助全球审查、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联合国非

洲经济委员会（UNECA）和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

员会（UNESCAP）的案例故事。有关实施成本的其他

重要信息来源包括：个别捐助者开展的与贸易便利化有

关的贷款项目；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美洲开发银

行等多边和区域银行；以及东非贸易标志组织等非营利

组织。

总的来说，4个发达国家（占研究报告的2%）、122个

发展中国家（占研究报告的60%）和77个最不发达国

家（占研究报告的38%）所采取的198项贸易便利化措

施和项目的实施成本被汇编。

美洲，12个（6%）在欧洲，10个（5%）在加勒比，4

个（2%）在中东。

如图E.11所示，关于实施成本的现有信息也涵盖了全面

的贸易便利化领域，其中66项措施（33%）侧重于单

一窗口等手续和文件要求，41项（21%）侧重于海关

自动化系统，34项（17%）侧重于风险管理和授权经

济运营商等货物释放和清关、

32个(16%)涉及海关和边境机构合作，如一站式边境口

岸程序，25个(13%)涉及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如预先裁

决和查询点。为了正确看待这些贸易便利化措施的不同

实施成本，还从多边和区域贷款项目中提取了关于海关

现代化和改革（57个项目）以及运输便利化举措（197

个项目）的成本数据。

在审查数据之前，重要的是要注意，由于几个原因，任

何成本数字都应该被仔细解释和比较。

首先，实施成本因每个国家的独特情况而不同，包括其

贸易便利化改革的初始状态、需求、优先事项和期望的

目标水平。例如，一些国家可能已经采取了某些贸易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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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化措施，但希望通过额外的投资改进或扩大这些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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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E.11：贸易便利化实施成本的数据按地区和区域分布（贸易便利化措施）

中东地区，4人（2%）。

透明度和可预测性, 海关和边境机构拉丁美洲，

32（16%）。 非洲，76（39%） 25（13%）。 合作,32(16%)

货物的放行和

清关，34人（

17%）。

欧洲，12（6%）。

加勒比地区，10（5%）。

海关自动

化，41人

（21%）

。

亚洲/太平洋, 64 (32%) 手续和文件

要求，66人（33%）。

资料来源：世贸组织秘书处根据收集到的贸易便利化实施成本数据：世贸组织秘书处根据收集的贸易便利化实施成本数据。

第二，实施成本的大小可能取决于实施的速度和步伐以

及对国家或国际专门知识的使用。经验证据表明，某些

贸易便利化措施的实施成本取决于其适当的顺序（

Moïsé，2013年），即在有序和适当的实施计划中安排

这些措施（De Wulf和Sokol，2005年）。此外，在完

全依赖国际专家的情况下快速实施，可能比遵循逐步实

施 的 步 伐 ， 增 加 国 家 专 家 的 参 与 ， 成 本 更 高 （

UNCTAD，2014b）。

第三，所收集的执行成本数据可能不完全代表具体贸易

便利化措施的实际执行成本范围，因为只有几个国家有

这方面的信息。

第四，关于实施成本的信息通常不够详细，无法按照实

施成本的组成部分（即诊断、监管、机构、培训、设备

和提高认识的成本）进行适当的跨国比较。

对有关贸易便利化实施成本的现有信息进行分析，突出

了四个重要特点。首先，如图E.12所示，贸易便利化措施的

实施成本不同。第二，贸易便利化措施的实施成本在各国之

间存在很大差异。第三，与透明度以及货物放行和清关有关

的贸易便利化措施往往涉及较小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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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与手续要求、海关自动化以及海关和边境机构

合作有关的措施相比，实施成本更低，因为如上

所述，这些措施往往涉及更广泛的成本构成。这

一排名符合E.1小节中讨论的第五次贸易援助全

球审查问卷调查的结果，也符合少数研究对一些

国家和专家就选定的便利化措施的起始成本所做

的 定 性 评 估 的 审 查 (Duval, 2006 ； UNCTAD, 

2014b；OECD和WTO, 2015)。第四，贸易便利

化措施的平均成本似乎低于更广泛的举措，如海

关现代化，包括边境设施的建设和升级，以及运

输基础设施升级，如公路、铁路和港口的现代化

和基础设施。

(i) 透明度和可预测性

与其他措施相比，实施与透明度和可预测性有关

的 贸 易 便 利 化 措 施 的 成 本 似 乎 相 对 较 低 ， 从

12,000美元到360万美元不等，如图E.13所强调

。其中许多与透明度有关的措施，如公布相关法

律和法规以及实施关于原产地的预先裁定，已经

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长期做法的一部分。它们的修

改或扩展，如公布国际程序和准则、在公布和新

立法生效之间引入一个时间段，以及事先协商，

预计不会给拥有现有公布机制的国家带来大量的

额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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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招聘新的工作人员和/或对有关工作人员进行在职

培训外，关于估价的预先裁定似乎也不需要大量的额外

资源。依靠信息和通信技术的透明度相关措施往往会带

来相对较大的实施成本。例如，建立海关网站和查询点

通常需要设施、特定的设备和基础设施，以及支持人员

和技术人员才能充分运作。在一些国家，以电子方式提

供信息的成本是通过以下方式转嫁给用户的

具体费用。其他经常需要新的或更新的IT设备的措施包

括行政信息系统和电子货物跟踪系统，分别旨在实时监

测海关业务和观察海关控制下的货物流动。

(ii) 货物的放行和清关

在与货物放行和清关有关的不同贸易便利化措施中，清

关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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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和 手续和 海关海关

和清关 文件自动化 边境机构对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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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

运输便利

化

注：每个方框图显示了从第一（25%）到第三（75%）四分位数的实施成本范围。穿过方框的线是中位数。从盒子里出来的两条细垂直线（"晶

须"）的端点显示了数据的最小和最大值。数据已被转换为自然对数，以方便视觉上的比较。

资料来源：WTO秘书处根据收集到的贸易便利化实施费用：世贸组织秘书处根据收集到的贸易便利化实施费用。

图E.12：贸易便利化、海关和运输便利化改革的实施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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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每个方框图显示了从第一（25%）到第三（75%）四分位数的实施成本范围。穿过方框的线是中位数。从方框中发出的两条细垂直线（"晶

须"）的端点显示了数据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资料来源：WTO秘书处根据收集到的贸易便利化实施费用：世贸组织秘书处根据收集到的贸易便利化实施费用。

图E.13：与透明度和可预测性有关的贸易便利化改革的实施成本

以
实

际
美

元
计

算
的

执
行

成
本

的
对

数

执
行

费
用

，
以

千
美

元
计



2015年世界贸易报告

124

审计控制和风险评估程序似乎是预期启动成本相对最高

的措施，分别从2万美元到1 190万美元和5.4万美元到

890万美元不等。这两类措施的一些可能的高启动成本

是由于其复杂和技术性。清关后的审计控制程序包括通

过检查相关账簿、记录、业务系统和商业数据来核实申

报的准确性和真实性，而风险管理系统则涉及根据适当

的选择标准（如HS编码、原产国和运输工具类型）来锁

定高风险托运货物并加快释放低风险托运货物。

因此，这两种措施通常都需要招聘和培训专门的工作人

员，在某些情况下还需要购买或升级设备和IT系统，如

扫描仪。尽管设备和信息技术可能发挥重要作用，但过

去的经验表明，它们的有效使用最终取决于训练有素和

熟练的工作人员的表现。

如图E.14所示，授权经济运营商计划和抵达前数据处理程

序的实施成本似乎相对较低，这些程序允许在货物抵达

前提交所需的进口文件以开始处理（De Wulf和Sokol，

2005）。在这两种情况下，成本主要与培训活动和设

备有关。提前提交数据和抵达前处理可能还需要事先提

供信息和通信技术，如某种程度的海关自动化。

正如接下来要讨论的那样，信息和通信技术往往只是一

个更有效地实施贸易便利化措施的工具，即使没有贸易

便利化改革，其成本也已经或最终将被承担。还有其他

一些措施，如在最终确定和支付关税或税款之前，实施

货物放行与清关分离的原则，除了增加或重新分配用于

培训活动的资源之外，可能不会带来额外的复杂性。然

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这些措施的实

施仍然具有挑战性，因为这些国家正在建立边境当局和

贸易商之间的信任（Moïsé，2006）。

(iii) 手续和文件要求以及海关自动化

如图E.15所示，建立单一窗口和海关自动化系统似乎是

成本最高的贸易便利化措施之一，其初始成本分别为

10万美元至2700万美元，以及55万美元至5700万美元

。此外，这两项措施都有可能需要进行监管、制度、基

础设施和/或人力资源方面的改革。特别是，行政能力

可能需要加强或改变，需要招聘新的工作人员和/或对

现有工作人员进行培训活动，以使该系统能够全面运作

。营销和推广计划可能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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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授权的经济运营商 清理后的审计

控制

抵达前的处理 风险管理

注：每个方框图显示了从第一（25%）到第三（75%）四分位数的实施成本范围。穿过方框的线是中位数。从盒子里出来的两条细垂直线（"晶

须"）的端点显示了数据的最小和最大值。

资料来源：WTO秘书处根据收集到的贸易便利化实施费用：世贸组织秘书处根据收集到的贸易便利化实施费用。

图E.14：与货物放行和清关有关的贸易便利化改革的实施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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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要开发新的方法来提高对单一窗口系统的认识并促

进其使用。与其他类型的贸易便利化措施相比，这两种

措施的特点不仅是实施成本相对较高，而且成本差异也较

大。这些成本的异质性不仅源于这两种系统在技术和设

备方面的范围和复杂程度，还源于国家的初始条件，如

经济规模、现有系统的程度和网络发展的需要。

国家单一窗口系统允许贸易商提交相关的文件和/或数

据要求，并通过一个单一的入境点被通知关于释放货物

的决定。然而，这些功能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不一

定涉及信息通信技术。在某些情况下，单一窗口计划只

要求在特定的边境点提交文件，而其他情况的数据可以

通过连接几个或所有相关边境机构的系统以电子方式提

交。过去的经验表明，在有先进的海关自动化系统的情

况下，电子单一窗口的实施成本预计会降低。这与许多

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观点一致，即贸易便利化

改革的实施成本有很大一部分归因于海关自动化系统的

安装、运行和升级。

如同对IT设备和基础设施的许多投资一样，海关自动化

除了贸易便利化外，还可以达到其他目的，如通过防止

腐败来改善法规的执行。

生产力，并改进估价方法和收入征收。经验证据表明，

许 多 发展中国家已经在其主要的海关边境管理机构，

如机场和海港，引入了自动化（OECD，2005）。尽

管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海关信息技术，但往往仍有升级

和提高某些业务效率的余地，如边境管理机构之间以及

与私营部门的信息交流。然而，在某些最不发达国家，

由于缺乏稳定的电力供应和电信基础设施，在中短期内

可能无法全面实施复杂的海关自动化系统（世界银行，

2006a）。与其他贸易便利化措施类似，单一窗口和海

关自动化系统的部分实施和运营成本可由用户通过支付

费用和收费来承担。2014年，在贸发会议海关数据自

动化系统(ASYCUDA)方案下的海关自动化项目中，约

有60%是由发展中国家自己的海关部门资助的(贸发会

议，2014b)。

即使自动化是规范和简化表格和文件的有用工具，但从

过去的海关现代化项目中吸取的教训证实，自动化本身

并不能实现贸易便利化改革（OECD，2005）。换言之

，自动化既不是采取大多数贸易便利化措施的前提条件

，也不是充分条件。例如，风险管理程序和授权经营者

方案不一定需要自动化系统，尽管自动化会使

1 2
2  

和 走私、 加强 完善海关 运作 他们的实施更加有效。如同在 "中国 "中讨论的那样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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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要求 单一窗口 海关自动化

注：每个方框图显示了从第一（25%）到第三（75%）四分位数的实施成本范围。穿过方框的线是中位数。从方框中发出的两条细垂直线（"晶

须"）的端点显示了数据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资料来源：WTO秘书处根据收集到的贸易便利化实施费用：世贸组织秘书处根据收集到的贸易便利化实施费用。

图E.15：与手续和文件要求有关的贸易便利化改革的实施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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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一小节中，其他体制和管理方面的因素，如政治承

诺和可用的熟练工作人员，是与成功实施贸易便利化措

施有关的主要因素。归根结底，任何海关自动化系统的

效率都取决于运行它的工作人员。

尽管海关自动化通常与程序的简化密切相关，但并非所

有与简化手续和文件要求有关的措施都一定是昂贵的。

例如，简化或尽量减少进出口文件要求似乎不需要大量

的启动成本。与其他类型的贸易便利化措施相比，建立

使用国际海关程序标准、引入进出口文件要求的定期审

查、取消强制使用报关行的要求以及禁止装运前检查等

措施也被认为在培训和设备成本方面相对实惠(Duval, 

2006; UNCTAD, 2014b)。

(iv) 海关和边境机构的合作

如图E.16所示，与综合边境管理和一站式边境检查站有

关的项目的启动费用水平往往与单一窗口和海关自动化

系统的实施费用在同一范围内，分别在84万美元至

4590万美元之间，以及60.9万美元至1630万美元之间

。综合边境管理方案协调、精简和简化了边境管理

不仅是海关的系统和程序，还有所有的边境管理机构，

如移民、运输、检疫、卫生和植物检疫、环境、标准和

消费者保护机构。一些倡议通过信息共享、联合使用某

些设施、行政权力下放或官员的交叉任命，进一步促进

边境管理协调（McLinden等，2011）。

在某些情况下，综合边境管理举措要全面得多，包括建

立一个或多个一站式边境站。一站式边境站包括协调邻

国的进口、出口和过境程序，以避免在边境两边重复办

理监管手续。

设备和基础设施，包括信息通信技术和整修边境站，是

这两类项目中最昂贵的成本组成部分，同时还有培训活

动，以确保边境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获得正确的专业知

识，并从孤岛心态转向综合和协作环境。

虽然这些执行成本的规模显示了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

国家在执行与边境机构合作有关的措施时可能面临的挑战

，但其他形式的合作在概念成本方面似乎不那么昂贵，

例如建立联合边境委员会，旨在让两国所有相关的公共

和私人利益攸关方参与决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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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每个方框图显示了从第一（25%）到第三（75%）四分位数的实施成本范围。穿过方框的线是中位数。从盒子里出来的两条细垂直线（"晶

须"）的端点显示了数据的最小和最大值。

资料来源：WTO秘书处根据收集到的贸易便利化实施费用：世贸组织秘书处根据收集到的贸易便利化实施费用。

图E.16：与海关和边境机构合作有关的贸易便利化改革的实施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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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其他贸易便利化相关领域

如前所述，关于贸易便利化改革实施成本的信息是有限

的，而且往往只能在综合层面上获得，这就是为什么《

贸易协定》所涵盖的一些贸易便利化措施的启动成本不

容易确定（见方框E.2）。在这种情况下，缺乏关于特

定贸易便利化措施的可用数据并不意味着其启动成本一

定很小。尽管如此，审查各国的少数研究和专家对各种

贸易便利化措施的定性评估已经确定了一些贸易便利化

领域，其启动成本可能很低。例如，与收费纪律有关的

措施，如取消或限制收费和取消领事费，似乎不需要大

量的额外资源或专门知识。

其他与过境和临时入境有关的措施，如保障过境路线的

自由和取消对过境货物的强制使用护送，也被确定为不

一定需要大量资源的措施。

或新的具体知识(Duval, 2006; UNCTAD, 2014b)。正如

E.1小节所讨论的，这些措施中有许多属于《贸易协定

》下最引人注目的A类承诺，即可以或应该直接实施的

措施，不需要任何特别的技术援助。

4. 贸易便利化协议 融资机制（

TFAF）。

虽然相对于预期的利益而言，实施贸易协定的预期成本

似乎并不高，但对于资源和专业知识有限的穷国而言，

这些成本仍可能被证明具有挑战性。世贸组织成员在

2004年7月正式同意启动贸易便利化谈判时就认识到了

这一点。他们决定，对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特

殊和差别待遇（S&D）原则 "应超出给予传统的过渡期

来履行承诺。特别是，作出承诺的程度和时间应与发展

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成员的执行能力有关。"5 第二节

中的这些规定（"特

方框E.2：估计贸易协定实施成本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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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情况是，任何估计某一贸易便利化项目的预期收益的研究，也包括对相关的建立和运营成本的估计。同

样 ，像本报告这样试图量化世贸组织贸易协定的好处的研究，如果可能的话，也应该考虑到实施该协定的成本

。本报告试图通过收集关于实施各种贸易便利化改革的成本的数据--尽管这些数据是零散的、稀缺的和不完整的

，并根据这些信息提出一些图表和描述性统计。如E.2小节所述，这一努力产生了198个项目的信息，涉及31项

贸易便利化措施，分为五大类：边境机构合作、海关自动化、手续和文件要求、货物放行和清关，以及透明度和

可预测性。

这些信息很有价值，因为它让人们了解各种贸易便利化措施的典型成本，以及各国在不同情况下产生的成本范

围。不幸的是，观察的数量太少，无法得出一个可靠的实施贸易协定的全球成本估计。一开始，将数据与《贸

易协定》相匹配是以可用观测值的数量为代价的，超过42个关于实际协定未涵盖的措施的观测值被放弃了，如

海关自动化。在剩下的贸易便利化措施中，许多措施只有一到两个观测值，这使得按措施进行成本估算成为可

能。即使被归入大类，某些类型的措施（如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仍有很少的数据点。在回归中加入其他变量以

控制国家特征（如人均收入、进口量、地区和初始实施水平），进一步减少了可用的观测值，因为无法对所有

国家的数值进行匹配。最后，即使有足够的数据进行估计，系数在常规水平上也是不显著的，表明数据与统计

模型匹配程度的R-squared统计数据也极低，使人对结果没有信心。

估计实施成本的困难突出了监测《贸易协定》生效后的状况的重要性。正如E.6小节所指出的，对协议的监测是

世贸组织的一项核心职能，它延伸到了执行和运作成本以及经济影响。掌握更完整的协议实施成本信息将有助

于发展中国家更好地衡量其技术援助需求，并从援助国获得必要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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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B部分详细讨论了《贸易协定》中的 "发展中国

家成员和最不发达国家成员的差别待遇条款"）。

TFA中的S&D条款意味着比其他WTO协议大得多的差

异化水平。每个发展中国家或最不发达国家成员可以有

自己独特的执行时间表，因为执行的时间取决于能力的

获得。这将符合根据国家所面临的具体经济状况来调整

贸易承诺的原则。这是一个可以在经济文献中找到支持

的想法（见方框E.3关于特殊和差别待遇的经济理由）

。

发达国家成员有动力向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提供

能力建设，以便它们能够加快执行《贸易协定》的速度

。正如C节所解释的，低效的贸易程序造成了影响国际

贸易中所有各方的致命损失。一个贸易程序效率低下的

成员为自己和其贸易伙伴都造成了致命的损失。通过向

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提供能力建设方面的援助和

支持，使它们能够充分执行贸易协定，发达国家也会减

少或消除其公司面临的损失。

要确保C类承诺6得以实现，就必须满足发展中国家和最不

发达国家对能力建设的需求，同时也要满足最不发达国

家的需求。

方框E.3：特殊和差别待遇的经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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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特别是贸易协定的理论，为在贸易协定中扩大对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提供了

理由。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往往规模较小，面临巨大的资源限制，并面临许多市场失灵。

正如本报告B部分所讨论的，有几种解释可以说明为什么各国要签订贸易协定。贸易条件理论宣称，贸易协定使

各国能够摆脱潜在的破坏性关税战争（Bagwell和Staiger，1999）。承诺理论认为，贸易协定使有意进行未来

经济改革的弱国政府有信心克服有组织的游说团体的反对（Maggi和Rodriguez-Clare，1998）。

Horn等人(2010)建议，应向那些可支配的国内政策工具较少或不太有效的国家提供灵活性，以及那些操纵贸易

条件的权力较小的国家提供灵活性。这些条件更可能适用于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小国，而不是更大、更先进的

国家。此外，严格的纪律应适用于涉及边境措施的承诺，如关税，而对于涉及国内政策工具的承诺，如补贴，

应允许更多的自由裁量权。

Conconi和Perroni（2004；2012）用贸易协定的承诺理论来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会接受发展中国家或最不发达

国家的贸易伙伴以更长的过渡时间为形式的不对称承诺。发展中国家或最不发达国家的进口竞争部门的能力会

慢慢贬值，该行业会游说在这段时间内可以获得的准租金，或临时回报。因此，向市场开放的长期合作均衡的

过渡不可能一步到位。发展中国家或最不发达国家通过在过渡期内让其产业获得这些租金，在迎合其特殊利益的

同时，也可信地承诺在稍后阶段进行提高福利的市场开放。如果没有发达国家伙伴给予的灵活性，发展中国家或

最不发达国家会因为其国内信誉问题而维持高关税。发达国家与其完全不获得任何市场开放，不如在过渡期接

受较低的盈余，以确保长期的收益。

Rosendorff 和 Milner (2001) 以及 Bagwell 和 Staiger (2005) 指出，灵活性或 "免责条款 "的效率随着不确定性水平

的提高而提高。如果假设发展中国家或最不发达国家在未来面临系统性的更高的不确定性，一般来说，较高的灵活性

水平可能是合适的。

最后，灵活性为各国提供了一种方法，以尽量减少调整贸易改革的成本。贸易义务的实施，即使最终是有益的，也可能

与前期的行政和基础设施费用有关，发展中国家或最不发达国家在短期内可能难以筹措资金(Finger and 

Schuler, 1995；Maskus, 2000)。为实现过渡，可能需要技术和财政援助以及旨在逐步履行义务的较长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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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没有 "市场 "来匹配需求和供应，世贸组织必须作

为替代品，充当信息交流中心和最后的牵线人。由于没

有 "市场 "来匹配需求和供应，世贸组织将不得不充当替代

品，充当信息交流中心和最后的牵线搭桥者。7 填补这

一牵线搭桥的作用将需要准确了解成员的需求或需要，

以便能够实施贸易协定，并了解双边、区域和多边捐助

者和机构在提供贸易便利化方面的技术援助和专门知识

的能力和比较优势。(本报告的B部分指出了许多这些国

际组织及其在贸易便利化领域的比较优势）。

这些不同的协调职能都集中在新设立的贸易便利化协定

机制（TFAF），该机制由总干事罗伯托-阿泽维多于

2014年7月启动（见方框E.4对其职能的描述）。该机

制与个别成员密切合作，确保他们得到所需的信息和支持

。必要时，该基金提供技术援助和/或协助成员通过捐助

成员或国际或区域组织寻找支持。

世贸组织的这种匹配或协调作用是C节中指出的贸易便

利化被纳入多边贸易协定的经济意义的原因之一。除了

能力建设的供需匹配，世贸组织还将发挥另一个方面的

协调作用。虽然各国当然有可能单独进行

在制定符合《贸易协定》要求的贸易程序时，按照国际

最佳做法来设计这些程序，效率会高得多。这样，全球

的贸易程序不仅遵循类似的做法，而且这些做法也是基

于最佳标准的。

该基金已经开展了一些活动，旨在提高人们的认识，鼓

励人们支持《贸易协定》的批准和生效。这些活动针对

许多级别的决策者和利益相关者，包括国会议员、各部

委、驻日内瓦的代表、驻首都的贸易官员以及广泛的相

关利益相关者。

世贸组织官员在其他组织举办的许多活动中介绍了《贸

易协定》，包括2014年初为各国议会联盟成员举行的

一次国际会议。

该机制致力于扩大世贸组织现有的议员技术援助方案，

使其更加关注贸易便利化。2014年到目前为止，已经为

非洲国家（与摩洛哥合作）、东非共同体、东盟（与新

加坡合作）、所有拉丁美洲国家和太平洋岛屿（与世界

银行集团和太平洋岛屿论坛合作）举办了贸易便利化研

讨会8。

方框E.4：贸易便利化协议机制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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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AF的具体职能将包括：

i) 支持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评估其具体需求，并确定可能的发展伙伴以帮助其满足这些需求；

ii) 通过建立贸易便利化相关技术援助供需信息共享平台，确保为捐助方和受援方之间的信息流动创造尽可能好

的条件；

iii) 传播实施贸易便利化措施的最佳做法；

iv) 为寻找实施援助的来源提供支持，包括正式要求总干事在为具体项目实施争取资金方面发挥促进作用；

v) 在以下情况下为项目的准备工作提供赠款：成员已经确定了一个潜在的捐助者，但无法制定一个项目供该捐

助者考虑，也无法从其他来源找到资金来支持项目提案的准备工作；以及

vi) 在试图从其他来源吸引资金失败的情况下，提供与执行《贸易协定》条款有关的项目实施赠款。这些赠款将

限于 "软基础设施 "项目，如通过咨询服务、国内研讨会或官员培训实现海关法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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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正如在下一小节中所看到的，在贸易便利化改革

中已经有了许多经验教训。这些丰富的知识是一种重要

的资源，可以为首次开始海关改革的国家铺平道路。世

贸组织可以帮助确保将这些经验传递给执行国。

5. 成功改革的国家经验： 经验

是什么？

与有关贸易便利化改革实施成本的实证文献类似，数量

有限的论文以一致的方式审查了与实施贸易便利化措施

有关的操作方面。贸易便利化改革涉及政府和私营部门

之间的操作界面，因此往往依赖于一种跨学科的方法，

将法律、经济、政治、技术和管理方面结合起来。然而

，阻碍贸易便利化改革的障碍，如利益冲突和制度限制

， 在 文 献 中 受 到 的 关 注 有 限 （ Grainger ， 2008 ；

McLinden等人，2011）。

如前所述，一些国家已经在实施贸易便利化改革，作为

多边、区域或单边倡议的一部分。这些经验可以提供宝

贵的信息，说明在处理和克服各国在实施贸易便利化项

目中所面临的障碍和挑战方面的经验教训和相关成功因

素。然而，在贸易便利化改革方面的任何教训都需要谨

慎对待。实施贸易便利化改革不是简单地复制和粘贴其

他国家的经验。没有单一的贸易便利化改革模式。在某

个国家被证明是成功的方法在另一个国家可能会失败。

最终，贸易便利化的经验取决于几个因素，包括贸易便

利化改革的类型和国家的地理环境、发展水平、法律框

架、基础设施、人力资源以及贸易类型和数量（De 

Wulf和Sokol，2005）。

虽然很难从贸易便利化改革中吸取普遍的经验教训，但

可以从明确确定和报告具体贸易便利化项目成功因素的

案例中找到一个有用的信息来源。世贸组织秘书处从各

种来源汇编了155个不同的案例9，包括2011年和2012年

世贸组织关于实施贸易便利化改革的实际经验的座谈会

、第三和第五届全球贸易便利化研讨会、以及世贸组织

的《贸易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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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贸易援助审查》、欧洲经委会《贸易便利化

实施指南》、联合国亚太无纸贸易专家网络、世

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世界海关组织和亚太经

济合作组织的审查。

其中，105个（68%）案例故事涉及发展中国家

的贸易便利化举措，38个（24%）在最不发达国

家，13个（8%）在发达国家。这些案例故事在

地域上也有分布，62个（40%）案例故事涉及非

洲的贸易便利化举措，39个（25%）涉及亚太地

区，27个（17%）涉及拉丁美洲，11个（7%）涉

及加勒比地区，10个（6%）涉及中国。

欧洲有6个（4%），北美有6个，中东有2个（

1%）。

如图E.17所示，案例故事涵盖了与贸易便利化改

革相关的广泛领域。有52个案例报告了总体和广

泛的海关和贸易便利化改革，而其余的则是

103个案例涉及更具体的贸易便利化措施。特别

是，53个案例（34%）侧重于手续和文件要求，

如单一窗口，17个（11%）案例故事涉及货物的

释放和清关，如风险管理。其余案例报道中讨论

的其他贸易便利化领域包括17个（11%）案例报

道的海关和边境机构合作，10个（6%）案例报

道中提到的过境和运输，以及6个（4%）案例报

道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如预先裁决。

关于这些案例故事，有两点需要强调的是。首先

，由于潜在的选择偏差和只公布具有积极成果的

贸易便利化举措的倾向，这些案例故事可能不完

全具有代表性。其次，这种故事收集可能存在遗

漏的变量，因为大多数案例故事是由资助和/或参

与这些贸易便利化举措的人（即政府、捐助者或

专家）报告的，这意味着比外部评估更可能不客

观。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提到某个成功因素并不

一定意味着这个因素后来没有成为解释贸易便利

化举措积极成果的关键。尽管有这些缺点，这些案例

故事仍然可以让人了解一些有助于国家和区域一级贸易

便利化成功经验的因素的重要模式和细微差别。

如图E.18所示，对这些

155个案例强调了一些趋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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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E.18：贸易便利化案例中报告的主要成功因素

私营部门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21 6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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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动财政资源

5 45 4

96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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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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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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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最不发达国家的案例数量 涉及发达国家的案例数量 涉及发展中国家的案例故事的数量

资料来源：WTO秘书处根据收集到的贸易便利化措施的案例故事：世贸组织秘书处根据收
集到的贸易便利化措施的案例分析。

图E.17：贸易便利化案例的区域和地区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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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太平洋地区, 39 (25%) 整体海关和

贸易便利化改革，52个（34%）。

资料来源：WTO秘书处根据收集到的贸易便利化措施的案例故事：世贸组织秘书处根据收集到的贸易便利化措施的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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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课程 3 15 5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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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所确定的不同成功因素相对较多，但成功因素的数

量并不多。其中许多成功因素往往是相互关联的，而且

在一些情况下，它们是相互支持的。此外，不同的贸易

便利化措施往往涉及不同类型的成功因素。考虑到这一

点，这些因素可分为六大类：(1) 国家所有权；(2) 利益

相关者的参与；(3) 财政、物质和人力资源；(4) 排序方

法；(5) 透明度和监测；以及(6) 其他因素。

(a) 国家所有权

最常报告的成功因素是高层对贸易便利化进程改革的强

烈政治意愿和承诺，在155个案例中，有102个提到这一

点。正如E.1小节所强调的，这一发现与参加第五次贸易

援助全球审查监测活动的相对较多的捐助国相一致，它

们认为缺乏 "国家协调和政治意愿的展示 "是实施贸易

协定可能遇到的最重要困难之一。部长级、总理级或总

统级的政治参与往往被视为对贸易便利化改革的拨款和

所有权的体现。59个案例特别指出，政府的所有权和

问责制，以及被带去实施倡议的工作人员的所有权和问

责制是一个成功因素。

政治意愿往往是最重要的因素，其他大多数成功因素都

依赖于此。特别是，往往需要政府的积极参与，以解决

任何冲突的政治优先事项，并分配适当水平的财政、物

质和人力资源，以成功实施贸易便利化改革。此外，坚

定的政治承诺往往是必不可少的，以克服公共和私营部

门的一些利益攸关方可能的反对和抵制，他们从现有系

统中获益，包括低效率和关系，他们的既得利益可以通

过贸易便利化改革得到化解（Brandi，2013；Holler等

人，2014；世界银行，2006b）。

坚定的政治承诺的连续性对于保持贸易便利化改革的势

头也很重要，并且可以减轻政策方向变化的风险，以及

缺乏财政和人力资源等问题。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涉及手

续和文件要求的案例故事，通常被视为一个持续的过程

，报告了政治意愿作为一个成功因素的相对较高的普遍性

。与政治意愿有关的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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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7个案例中报告了存在一个积极和专门的领导

机构、团队或个人，负责启动、实施和监督贸易

便利化改革。这种强有力和稳定的领导有助于确

保贸易便利化改革在不同利益攸关方的议程上保

持不变。

(b) 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58个案例中提到的另一个关键经验是，相关利益

攸关方在贸易便利化倡议的每个阶段的参与和承

诺。如前所述，贸易便利化本质上是一个交叉问

题，影响到公共和私营部门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如图E.19所示，决策实体（如贸易部、外交部

、财政部、运输部）、跨境机构（如卫生和植物检

疫、卫生和环境部门）、执行机构（如海关、港

口和机场当局）、私营部门（如供应商--包括外

国投资者--客户和中介机构）和外部捐助者都是

参与贸易便利化的潜在利益相关者，不仅在国家

层面，在某些情况下也在区域和国际层面。

96个案例中提到的第二大成功因素是当地私营部门

利益相关者的积极参与和坚持，包括从事贸易和运输

活动的商会、商业协会和民间社会。作为贸易便

利化改革的一些首要和主要受益者，在贸易便利

化改革的需求评估、设计、实施和评估过程中，

为贸易商和企业提供分享观点和提出建议的机会

，对于确保该举措带来具体和实际的利益至关重

要。然而，很少有一个单一的私营部门的声音从

所涉及的不同行业和部门自然产生。因此，行业

利益的冲突和对立会阻碍贸易便利化倡议的实施

（Grainger，2008）。一些案例强调了政府保持

中立，不偏袒某些公司或行业是多么重要，以便

不损害商业界需要的广泛支持。

有不同的方法来咨询和让私营部门参与：建立贸

易便利化机构；发送公开咨询信，呼吁有关各方

发表意见；或委托进行研究和调查（Grainger，

2014）。特别是，事实证明，国家贸易便利化机构有

助于以协调的方式解决贸易便利化问题，容纳相互冲突

的利益，加强私营和公共部门利益攸关方之间的正式和非

正式对话与合作(UNCTAD,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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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E.19：贸易便利化改革中的利益相关者

决策实体
贸易部
外交部
交通部
财政部

...

私营部门 执行机构
国际组织 海关

区域银行 港务局
捐助国 机场管理局

... 董事会巡逻
海岸警卫队
邮局
...

私营部门 边境管制机构
出口商和进口商 卫生和植物检疫

商会 标准
商业协会 环境

外国投资者 ...
消费者

民间社会
...

资料来源：WTO秘书处：世贸组织秘书处。

在过去的15年中，为召集包括私营部门在内的相关利

益攸关方而设立的机构，如委员会、理事会和工作组的

数量大幅增加。虽然不同的地理、经济和文化因素影响

着贸易便利化机构的职能、绩效和可持续性，但贸易便

利化机构认为私营部门的参与和参与者之间的协调是实

现 其 目 标 和 有 效 开 展 活 动 的 最 关 键 因 素 ( 贸 发 会 议 ，

2014a)。

事实上，正如54个案例中提到的，贸易便利化举措的

成功也取决于在边境口岸工作的不同部委和机构的参与

、承诺和准备情况。海关不是参与贸易便利化的唯一政

府机构。划分和协调执行机构的责任，包括海关，还有

机场和港口当局以及边境管制机构，如卫生和植物检疫

及环境保护部门，对于消除贸易便利化措施的设计和实

施中的任何不兼容的程序、冗余和重复是很重要的。例

如，有时负责安全、植物检疫和质量标准的机构着手进

行不同和单独的检查和测试，以确保进口产品符合相关

标准，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在这些机构给予批准之前，

海关将无法批准进口货物的放行。在这些机构之间缺乏

协调的情况下

机构，任何与货物放行和清关有关的贸易便利化措施，

如抵达前处理和风险管理，都不会充分实现其所有的潜

在利益。如前所述，协商机制，如国家贸易便利化机构

和多机构工作组，可以召集不同的意见和利益，以确定

一个共同的战略并分配优先事项。同样，在政府和利益

相关者之间建立一个反馈机制，对于能够识别和解决与

贸易便利化改革实施有关的问题也很有帮助。

(c) 财政、人力和物质资源

95个案例中报告的另一个反复出现的成功因素是，为实

施贸易便利化举措设想和准备一个现实和可持续的筹资

机制，从国内资金到外部财政支持，或两者相结合，这

一点非常重要。特别是，关于最不发达国家的贸易便利

化项目和方案的案例数量相对较多，这突出了充足、可

预测和可靠的捐助方资金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如E.1小

节所述，"贸易援助计划 "等举措在动员捐助方支持能力

建设和贸易相关基础设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经合组

织和世贸组织，2015年)。一些案例还强调了公私伙伴

关系作为资助贸易便利化改革和增加私营部门参与的一

种手段的重要性。更广泛地说，大多数贸易的长期可持

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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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化改革需要在外部资金和技术援助停止后获得稳定

的年度预算拨款，而如果没有强烈的政治意愿，这又很

难获得。

61个案例中提到的充足的人力资源和组织管理，也被

报告为提高工作人员在贸易便利化举措方面的质量和诚

信的关键因素（世界银行，2006b）。正如37个案例所

强调的，贸易便利化往往需要特定的技术专长。在这种

情况下，在职培训，包括通过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活动

，是确保有关工作人员获得适当技能并保持能力的关键

。除了培训和专业发展外，还必须考虑向工作人员提供的

报酬、奖励、晋升、轮换和调动，以确保他们将贸易便

利化改革的目标内在化，并接受其(新的)角色和责任(世

界银行，2006b)。在某些情况下，还必须通过重新分

配以前分配给其他任务的资源来进行组织变革，以便在

业务方面提供更大的灵活性、有效性和效率(McLinden

等人，2011)。

48个案例中也强调了信息和通信技术及基础设施，包

括设备，对实现贸易便利化改革的重要性。特别是，正

如许多关于单一窗口和无纸化贸易举措的案例所报告的

那样，使用信通技术可以大大有助于精简和简化海关程

序和文件。因此，ICT的缺陷可能会阻碍某些倾向于依

赖ICT的贸易便利化措施的全面实施，如单一窗口。一

些案例进一步强调了根据国家的实际信息技术能力设计

贸易便利化改革的重要性。

(d) 测序方法

在65个案例中，实施成功的贸易便利化倡议的另一个

关键因素是建立和遵循适当的顺序。在制定贸易便利化

措施和实际执行之间往往需要足够的时间，以便做好准

备，让所有利益相关者加入进来，并通过外联和培训活

动以及潜在的额外投资（如基础设施、信息技术升级等

）建设内部能力。更为普遍的是，贸易便利化改革往往

被视为一个长期和渐进的过程，既不能太慢，以免削弱

倡议的势头，又不能太快，以免加剧阻力和破坏改革的可持续

性。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灵活的实施计划，提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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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1个案例中，对适应和应对可能导致延误和改变

优先事项的外部因素，如全球经济衰退，可能是至

关重要的。在一些案例中，方便用户也被认为是

成功的贸易便利化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

正如46个案例所强调的那样，排序的出发点往往

是对贸易便利化的需求和现状的优先事项进行准

确和全面的评估，除其他外，考虑到国家的具体

运作环境、行政能力、资源可用性、技术水平和

政治制度，以确定情况的不足之处(De Wulf和

Sokol, 2005)。诊断需求经常被认为是一个先决

条件，不仅能够确定现实的目标，而且还能根据

情况制定明确和一致的战略，正如41个案例中提

到的那样。有证据表明，由于大多数贸易便利化

措施是相互关联的，当有关措施被部分地、孤立

地和在没有适当的措施排序的情况下实施时，它

们可能无法实现其全部潜在的有效性（De Wulf

和Sokol，2005；Moïsé，2006）。

(e) 透明度和监测

让决策者和包括私营部门在内的相关利益攸关方

了解贸易便利化倡议的制定情况、取得的进展、

遇到和克服的困难，以及为解决延误和条件变化

而提出的措施，也有助于其成功。

55个案例故事。例如，一些国家贸易便利化机构

采取了沟通战略，向利益攸关方和公众分享和传播

相关信息(贸发会议，2014a)。这种透明度机制往

往可以培养必要的信任，以说服并获得所有相关

利益攸关方的支持、参与和所有权。一些案例进

一步强调了提高认识和促进贸易便利化举措的益

处，以便保持势头并在所有利益攸关方中获得更

大的支持。在这方面，正如43个案例中提到的那

样，监测、报告和评估贸易便利化倡议可以成为

一个重要的成功因素，因为它可以让利益攸关方

了解所取得的成果，以及倡议是在正轨上还是需

要调整。一个有效的监测机制往往始于建立明确的绩效

指标（世界银行，2006b）。监测对于确保外部资金也是

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是评估项目有效性和说服捐助者的

一种方式（Holler等人，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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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其他成功因素

在一些案例故事中明确指出了数量有限的其他成功因素

。比如说、

33个案例故事强调了充分、有利和明确的法律框架的

作用。如E.2小节所述，一些贸易便利化措施可能需要

改变法律、法规和行政指南，以充分支持贸易便利化改

革的实施，如授权各机构之间提交和交换电子数据。其

他具体措施可能已经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海关或边境机

构非正式适用，但需要适当的法律框架和机构支持才能

成为主流(贸发会议，2014b)。23个案例中还强调了采

用国际和/或区域最佳做法的重要性，以及使法律框架

和贸易便利化程序(如数据和文件统一)与国际标准、准

则和建议相一致的重要性。同样，在18个案例中报告

的区域合作和协调，可以证明有助于借鉴区域经验和加

强区域一体化，从而补充国内层面的合作和协调。

6. 监测 《贸易协定》的执行情

况

最后，鉴于实施《贸易协定》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巨大估

计利益，监测其实施情况至关重要。这将有助于衡量已

经取得的进展，确定执行成员遇到的问题，并评估协定

中针对发展中国家或最不发达国家的灵活性如何发挥作

用。

监测世贸组织协议的实施是成员的核心责任之一。就《

贸易协定》的具体情况而言，该协定将设立一个贸易便

利化委员会，该委员会将在协定生效四年后审查其运作

和执行情况，并在其后定期审查。世贸组织秘书处可以

通过收集经济信息和评估经济结果来补充世贸组织成员

的监测工作。即使贫穷国家的政府能够将多边承诺转化

为国家法律和实践，但有效执行这些承诺的行政能力可能

不足，从而产生预期和结果之间的分歧。经济监测将有

助于确保尽早发现这些问题并找到解决方案。它将提醒

国际社会注意那些阻碍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获得

执行能力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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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需要资源来提高发展中国家实施贸易协定的能力。

为了确保这些资源得到有效的分配，我们需要知道什

么类型的能力建设举措是最有效的，以及在什么情况

下。这些通常是影响评价研究最能回答的问题类型。

在制定贸易相关干预措施（包括贸易便利化措施）的

影响评价方法方面已经开展了一些工作（例如，见

Cadot等人（2011）和Fernandes等人（2015））。它

们显示出的前景表明，即使没有通常被认为是黄金标

准的随机试验，严格的影响评估也是可能的。

要有效监测和评估贸易协定的经济影响，需要良好的

数据、指标和分析工具。本报告遇到的一个重要制约

因素是缺乏关于实施成本的数据，尽管它对发展中国

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显然很重要。本报告还利用了一些

指标和经济工具来估计贸易协定的可能收益。虽然它

们的可靠性和实用性毋庸置疑，但由于国家和历史覆

盖面有限等问题，它们绝非完美。这应该促使世贸组

织与其他国际组织和区域开发银行一起，集中资源和

专业知识，以便收集更多和更好的数据，改进现有的

指标和分析工具，并在必要时开发新的指标和分析工具

，以便有效监测和评估贸易协定的实施情况。

7. 结论

本节强调了世贸组织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成员

通过调查所表达的对贸易便利化的高度重视。各国实

施贸易便利化措施已有数年，没有一个国家是从零开

始的。同时，其中许多国家对与实施贸易协定有关的

利益和成本的不确定性表示关切。与边境机构合作、

与贸易有关的手续、以及信息公布和提供有关的措施

被认为是最具挑战性的实施措施。虽然有限，但关于

贸易便利化举措实施成本的汇编信息表明，贸易便利

化改革的启动成本的大小是因国家而异的，并取决于

所考虑的贸易便利化措施的类型。与透明度以及货物

放行和清关有关的贸易便利化措施的实施成本往往低

于与海关和边境机构合作、海关自动化和手续有关的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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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通常依赖于ICT基础设施和设备。但总的来说，相对

于预期的收益，实施《贸易协定》的预期成本似乎并不

高。

该部分还强调了贸易便利化基金在匹配和协调请求技术

援助的国家与提供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的国家方面的关

键作用。对大量贸易便利化倡议案例的分析证实，虽然

财政资源的可用性和可持续性至关重要，但它们并不构

成确保贸易便利化倡议成功的充分条件。最高层强有力

的政治承诺似乎是实施贸易便利化的最重要的成功因素

。

尾注
1 通过对国家特征（如人均收入、土地面积、地理区域、内陆状

态等）的反应进行映射，计算出国家组的汇总统计。由于某些

地区的数据不足，世贸组织的标准地理区域已被修改。例如，

由于只有一个中东国家回答了调查问卷，非洲和中东被合并。

由于同样的原因，拉丁美洲而不是南美洲也被使用，因为墨西

哥是唯一回答问卷的北美发展中国家。

2 Duval(2006)指出，由于采取一些贸易便利化措施，收费的数

量和种类减少，政府收入可能会减少，这是实施成本的另一

个组成部分。

3 为便于比较，必须将成本数据调整为一个共同的衡量标准。

使用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美国）提供的消费价格指数，将

以名义美元表示的成本缩减为2014年的固定美元。同样，以

非美国货币（如欧元、英镑）表示的成本也使用经合组织报

告的年度汇率转换为名义美元。

并随后缩减为不变美元。对于没有报告实施年份的观察结果，

则指定了时期平均数（如1998-2002年，2008-12年）。观察

结果的总数不包括只有业务费用的贸易便利化措施。

(10条意见)。虽然大多数意见是指单一国家采取的贸易便利化

措施，但有限的贸易便利化项目是涵盖两个或更多国家的区域

举措，其中一些是发展中国家，另一些是最不发达国家。因此

，百分比的总和并不总是100%。

4 关于自动化成本的数据包括两个异常值。首先，莫桑比克在

1997年委托一家私营公司安装海关自动化系统，只象征性地

支付了4美元（Moïsé，2004）。第二，俄罗斯联邦的海关发展项目

（2003-09）的自动化成本估计为 1.33 亿美元（OECD，2005）。

5 见 "总理事会2004年8月1日通过的多哈工作方案决定 "中的附件D

（贸易便利化谈判模式），WTO文件WT/L/579，2004年8月2日和

Moïsé（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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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便利化措施。其他关键因素包括各部委和政

府机构之间的合作与协调，私营部门的参与，充

足的人力和物力资源，采用排序的方法，以及透

明度和监测。展望未来，一旦《贸易协定》生效

，监测其实施情况是至关重要的。需要良好的指

标，包括关于贸易便利化需求和实施成本的信息

，以及分析工具来有效评估贸易协定的经济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组织和区域开发银行之间

的合作对于进一步汇集资源和专业知识至关重要

，以便改进现有的指标和分析工具。

6 这些是发展中国家成员或最不发达国家成员指定在

本协定生效后的过渡期后的某个日期执行的《贸易

协定》条款，需要通过提供能力建设的援助和支持

来获得执行能力。

7 经济文献研究了非市场匹配的问题，并确定了有助

于实现最佳结果的关键设计原则（见Gale和

Shapley（1962）和Roth（1984；1985））。消费

者被认为有一个与之匹配的捐赠者的排名。

希望被匹配。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排名反映了消费者对自己的技

术需求的看法和

捐助者在满足这些需求方面的比较优势。捐赠者对

他们想援助的国家有自己的排名。一个稳定的结果

是消费者和捐赠者的匹配，即没有一个消费者和捐

赠者的配对愿意相互匹配而不愿意留在他们目前的

配对中。一个稳定的匹配是最理想的，因为不存在

任何消费者和捐赠者的替代性配对，使任何一方都

比他们目前的伙伴更好。如果消费者和捐赠者的池

子不是太大，这种匹配可以以分散的方式进行。如

果市场的一方或双方都很大，有一个著名的算法（

Gale-Shapley算法）可以得出稳定的结果。

8 这些研讨会的材料以及大量的其他信息都可以

在基金会的网站（www.TFAFacility.org）上找

到。

9 从技术上讲，我们收集了179个案例，但其中一些案

例是指同一贸易便利化倡议，因此在统计中只考虑

了一次。

10 一些案例报道了不同国家和/或地区的贸易便利化举措。

因此，百分比加起来不一定是百分之百。

E.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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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C onclusions

虽然关税等传统贸易壁垒已经下降，运输和通信技术的

创新也缩小了国家之间的距离，但贸易成本仍然很高，

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高贸易成本使发展中国家与世界

市场隔绝，限制了它们的贸易机会，阻碍了增长。高贸

易成本似乎也对中小企业、时间敏感产品和全球价值链

中生产的商品产生了不成比例的影响。繁琐的贸易程序

超出了必要的范围，拖延了货物的流动、放行和清关，

构成了这些贸易成本的一个重要部分。

贸易便利化的目的是为了缓解边境的这些瓶颈问题。世

贸组织的贸易便利化协议（TFA）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它为降低贸易成本建立了一个多边框架。虽然贸易程

序的变化可以单方面实施，但关于贸易便利化的多边协

议带来了附加值。它为措施的改变提供了更大的法律确

定性。它有助于改革中的政府争取国内选民的支持。最

后，它有助于采用类似或兼容的贸易程序方法，并协调

为能力有限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捐助支持。

全面实施贸易协定有可能将贸易成本平均降低14.3%。

根据可计算的一般均衡（CGE）估计，贸易协定将使

全球出口增加7500亿至1万亿美元，这取决于实施的速

度和程度。实施的速度越快、范围越广，收益就越大。

贸易协定的实施对全球经济的未来轨迹也有影响。本报

告估计，在2015-30年的范围内，实施贸易协定可以使

世界出口增长每年增加2.7%，使世界GDP增长每年增

加50%以上。

使用引力模型进行的模拟对实施贸易协定可能带来的全

球出口扩张提供了更高的估计。其范围从1.1万亿美元

到3.6万亿美元不等，取决于贸易协定条款的实施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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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与CGE的模拟结果一样，它们显示，《贸易协

定》实施得越充分，成员的收益就越大。

发展中国家在贸易和GDP扩张中占据了很大的份额。

引力模型表明，它们的出口可以增加多达1.9万亿美

元（占全球贸易扩张的53%以上）。最不发达国家的

出口可能会增加36%，远远超过发达或发展中经济体。

CGE的模拟结果还显示，贸易协定有可能使发展中国

家的经济增长每年增加近0.9%，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

长每年只有四分之一。

此外，通过实施贸易协定，发展中国家将能够使其出

口多样化，进入新的市场并销售更多的产品。多样化

可以减少特定出口市场或产品的衰退给发展中国家带

来的风险。本报告估计，如果贸易协定得到全面实施

，发展中国家的新产品出口数量将增加20%，其中最

不发达国家可能会有36%的更大增长。它设想发展中

国家将额外进入39%的外国市场，而最不发达国家将

进一步进入60%的外国市场。

许多发展中国家利用参与全球价值链来扩大贸易，改善

获得技术的机会并提高生产力。中间产品交付的及时性和

可预测性对全球价值链的成功管理至关重要。贸易协

定将减少交货时间的延误和变化，这应该会增加实施

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机会。

中小企业比大企业遭受更多的行政负担，特别是在发

展中国家。例如，与大公司的出口相比，中小企业的

出口对边境的延误更为敏感。由于贸易协定将减少边

境的延误，它增加了中小企业更多融入国际贸易的机

会。本报告使用世界银行企业调查的数据，涵盖了近

130个发展中国家，发现统计证据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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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贸易协定的实施将增加中小企业出口的可能性，而

且与大公司相比，它们进入出口市场的销售份额将大大

增加。

TFA将帮助发展中国家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FDI

）。作出外国投资决定的公司通常会考虑到贸易程序的效

率。外国投资者可将贸易协定的实施理解为整体投资环境

改善的信号，这将促使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国内经济中那

些不高度依赖贸易的部门。本报告使用涵盖141个国家

的10年（2004-13年）的数据集，发现贸易便利化和内

向型FDI流动之间存在正向和统计上的显著联系。

许多最不发达国家的收入依赖于关税和在边境征收的其

他税收，这些税收可能占到最不发达国家政府收入的

45%。低效的贸易程序减少了通过海关的货物量，导致

收入的减少，就一些非洲国家而言，这些收入相当于其

国内生产总值的5%。此外，有证据表明，货物通关所

需时间越长，在边境从事欺诈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通

过简化贸易程序和减少货物跨境运输的时间，《贸易协

定》将增加流经海关的货物数量，减少腐败的范围并增

加税收。

鉴于估计的贸易收益的规模，贸易协定的好处可能远远

超过实施的成本。然而，实施工作仍然对资源匮乏的发

展中国家构成挑战。外贸协定本身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部

分。

解决办法，因为其特殊和差别待遇条款为发展中国家提

供了充分的空间，可以根据其能力水平作出不同的承诺

。国际捐助方的援助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政府发展其实施

贸易协定的能力，也有助于支持国内的实施。这一点怎

么强调都不为过，因为从成功改革的国家案例中发现的

最大成功因素是国家对进程的所有权、政治意愿和最高

层的承诺。世贸组织具有独特的地位，可以将发展中国

家的能力建设需求与双边、区域和多边捐助者提供的能

力建设援助相匹配。

除了这些可以量化的经济利益，还有一些系统性的影响

，预示着全球贸易体系和作为其基础的多边规则的良好

前景。外贸协定是WTO成立20年以来成功谈判的第一

个多边协定。这说明，全球规则的制定能够有效地解决

当今企业所关注的商业障碍。

最后，监测《贸易协定》的执行情况至关重要，以衡量

其进展，发现问题，并评估《协定》的特殊和差别待遇

条款如何发挥作用。监测《贸易协定》的执行情况应包

括对经济成果的评估，以便更好地了解《贸易协定》在

降低贸易成本和增加贸易方面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世贸

组织与其他国际组织和区域开发银行一道，应投入更多

资源收集数据，特别是关于实施成本的数据，改进现有

指标和分析工具，并开发新的指标和分析工具，以便更

好地监测和评估《贸易协定》的实施。

F.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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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说明
地区和其他经济集团的构成
地区

北美洲

百慕大 加拿大* 墨西哥* 美国*

该地区未在其他地方说明的其他领土(n.e.s.)

南美洲和中美洲及加勒比地区

安提瓜和巴布达 * 智利* 萨尔瓦多* 巴拿马*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阿根廷* 哥伦比亚* 格林纳达* 巴拉圭* 乌拉圭*

阿鲁巴、荷兰与*的关

系

哥斯达黎加* 危地马拉* 秘鲁* 委内瑞拉波利瓦尔

共和国*

巴哈马** 古巴* 圭亚那* 圣基茨和尼维斯*

巴巴多斯* 库拉索岛* 海地* 圣卢西亚*

伯利兹* 多米尼克* 洪都拉斯*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

斯*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多米尼加共和国* 牙买加* Sint Maarten*

巴西* 厄瓜多尔* 尼加拉瓜* 苏里南*

该地区的其他领土，不详。

欧洲

阿尔巴尼亚* 捷克共和国* 匈牙利* 马耳他* 斯洛伐克共和国*

安道尔** 丹麦* 冰岛* 黑山* 斯洛文尼亚*

奥地利* 爱沙尼亚* 爱尔兰* 荷兰* 西班牙*

比利时* 芬兰* 意大利* 挪威* 瑞典*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 法国* 拉脱维亚* 波兰* 瑞士*

保加利亚*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列支敦士登* 葡萄牙* 土耳其*

克罗地亚* 德国* 立陶宛* 罗马尼亚* 英国*

塞浦路斯* 希腊* 卢森堡* 塞尔维亚**

该地区的其他领土，不详。

独立国家联合体（CIS）a

亚美尼亚* 乔治亚州*a 摩尔多瓦共和国* 土库曼斯坦

阿塞拜疆** 哈萨克斯坦*** 俄罗斯联邦* 乌克兰*

白俄罗斯** 吉尔吉斯共和国* 塔吉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该地区的其他领土，不详。

非洲

阿尔及利亚** 刚果* 几内亚* 摩洛哥* 南非*

安哥拉* 科特迪瓦* 几内亚比绍* 莫桑比克* 苏丹**

贝宁* 刚果民主共和国* 肯尼亚* 纳米比亚* 斯威士兰*

博茨瓦纳* 吉布提* 莱索托* 尼日尔* 坦桑尼亚*

布基纳法索* 埃及* 利比里亚，共和国** 尼日利亚* 多哥*

布隆迪* 赤道几内亚** 利比亚** 卢旺达* 突尼斯*

佛得角* 厄立特里亚 马达加斯加*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乌干达*

喀麦隆* 埃塞俄比亚** 马拉维* 塞内加尔* 赞比亚*

中非共和国* 加蓬* 马里* 塞舌尔 * 津巴布韦*

乍得* 冈比亚* 毛里塔尼亚* 塞拉利昂*



技术说明

经济结构。

科摩罗** 加纳* 毛里求斯* 索马里

该地区的其他领土，不详。

* 世贸组织成员

** 观察家政府

2015年7月，***世贸组织成员正式通过了哈萨克斯坦的入世条件。哈萨克斯坦将在向世贸组织通知其批准后30天成为成员。

a 格鲁吉亚不是独立国家联合体的成员，但由于地理原因和相似性而被列入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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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地区

巴林王国* 以色列* 黎巴嫩共和国** 沙特阿拉伯王国 * 也门*

伊朗** 约旦 * 阿曼*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伊拉克** 科威特，国家的*。 卡塔尔*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该地区的其他领土，不详。

亚洲

阿富汗** 香港，中国*。 马来西亚* 巴布亚新几内亚* 东帝汶

澳大利亚* 印度* 马尔代夫* 菲律宾* 汤加*

孟加拉国* 印度尼西亚* 蒙古国* 萨摩亚* 图瓦卢

不丹** 日本* 缅甸* 新加坡* 瓦努阿图*

文莱达鲁萨兰国* 基里巴斯 尼泊尔* 所罗门群岛* 越南*

柬埔寨* 韩国，共和国*。 新西兰* 斯里兰卡*

中国*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巴基斯坦* 中国台北*

斐济* 中国澳门*。 帕劳 泰国*

该地区的其他领土，不详。

其他团体

ACP(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

安哥拉 科特迪瓦 圭亚那 瑙鲁 索马里

安提瓜和巴布达 古巴 海地 尼日尔 南非

巴哈马 刚果民主共和国 牙买加 尼日利亚 苏丹

巴巴多斯 吉布提 肯尼亚 纽埃 苏里南

伯利兹 多米尼加 基里巴斯 帕劳 斯威士兰

贝宁 多米尼加共和国 莱索托 巴布亚新几内亚 坦桑尼亚

博茨瓦纳 赤道几内亚 利比里亚共和国 卢旺达 东帝汶

布基纳法索 厄立特里亚 马达加斯加 圣基茨和尼维斯 多哥

布隆迪 埃塞俄比亚 马拉维 圣卢西亚 汤加

佛得角 斐济 马里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

丁斯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喀麦隆 加蓬 马绍尔群岛 萨摩亚 图瓦卢

中非共和国 冈比亚 毛里塔尼亚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乌干达

乍得 加纳 毛里求斯 塞内加尔 瓦努阿图

科摩罗 格林纳达 密克罗尼西亚 塞舌尔 赞比亚

刚果 几内亚 莫桑比克 塞拉里昂 津巴布韦

库克群岛 几内亚比绍 纳米比亚 所罗门群岛

非洲

北非

阿尔及利亚 埃及 利比亚 摩洛哥 突尼斯

撒哈拉以南非洲

西部非洲

贝宁 冈比亚 几内亚比绍 毛里塔尼亚 塞内加尔

布基纳法索 加纳 利比里亚共和国 尼日尔 塞拉里昂

佛得角 几内亚 马里 尼日利亚 多哥



技术说明
科特迪瓦

中部非洲

布隆迪 中非共和国 刚果 赤道几内亚 卢旺达

喀麦隆 乍得 刚果民主共和国 加蓬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东部非洲

科摩罗 埃塞俄比亚 毛里求斯 索马里 坦桑尼亚

吉布提 肯尼亚 塞舌尔 苏丹 乌干达

厄立特里亚 马达加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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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非洲

安哥拉 莱索托 莫桑比克 南非 赞比亚

博茨瓦纳 马拉维 纳米比亚 斯威士兰 津巴布韦

在非洲的领土，不详。

亚洲

东亚（包括大洋洲）

澳大利亚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萨摩亚 图瓦卢

文莱达鲁萨兰国 日本 蒙古国 新加坡 瓦努阿图

柬 埔 寨 基里巴斯 缅甸 所罗门群岛 越南

中国 韩国，共和国 新西兰 中国台北

斐济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巴布亚新几内亚 泰国

中国香港 中国澳门 菲律宾 汤加

西亚

阿富汗 不丹 马尔代夫 巴基斯坦 斯里兰卡

孟加拉 印度 尼泊尔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包括）。

最不发达国家(LDCs)

阿富汗 科摩罗 基里巴斯 缅甸 坦桑尼亚

安哥拉 刚果民主共和国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尼泊尔 东帝汶

孟加拉 吉布提 莱索托 尼日尔 多哥

贝宁 赤道几内亚 利比里亚共和国 卢旺达 图瓦卢

不丹 厄立特里亚 马达加斯加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乌干达

布基纳法索 埃塞俄比亚 马拉维 塞内加尔 瓦努阿图

布隆迪 冈比亚 马尔代夫 塞拉里昂 也门

柬 埔 寨 几内亚 马里 所罗门群岛 赞比亚

中非共和国 几内亚比绍 毛里塔尼亚 索马里

乍得 海地 莫桑比克 苏丹

六个东亚商人

中国香港 马来西亚 新加坡 中国台北 泰国

韩国，共和国

区域一体化协议

安第斯共同体(CAN)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哥伦比亚 厄瓜多尔 秘鲁

东盟（东南亚国家联盟）/AFTA（东盟自由贸易区）。

文莱达鲁萨兰国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泰国

柬 埔 寨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缅甸 新加坡 越南

CACM（中美洲共同市场）

哥斯达黎加 萨尔瓦多 危地马拉 洪都拉斯 尼加拉瓜

加勒比共同体（加勒比共同体和共同市场）

安提瓜和巴布达 伯利兹 圭亚那 蒙特塞拉特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

丁斯

巴哈马 多米尼加 海地 圣基茨和尼维斯 苏里南

巴巴多斯 格林纳达 牙买加 圣卢西亚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中部非洲经济和货币共同体（CEM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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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麦隆 乍得 刚果 赤道几内亚 加蓬

中非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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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非共同市场（东非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

布隆迪 埃及 利比亚 卢旺达 乌干达

科摩罗 厄立特里亚 马达加斯加 塞舌尔 赞比亚

刚果民主共和国 埃塞俄比亚 马拉维 苏丹 津巴布韦

吉布提 肯尼亚 毛里求斯 斯威士兰

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CAS)

安哥拉 中非共和国 刚果民主共和国 加蓬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布隆迪 乍得 赤道几内亚 卢旺达

喀麦隆 刚果

西非经共体（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贝宁 科特迪瓦 几内亚 马里 塞内加尔

布基纳法索 冈比亚 几内亚比绍 尼日尔 塞拉里昂

佛得角 加纳 利比里亚共和国 尼日利亚 多哥

EFTA（欧洲自由贸易联盟）

冰岛 列支敦士登 挪威 瑞士

欧洲联盟 (28)

奥地利 丹麦 匈牙利 马耳他 斯洛文尼亚

比利时 爱沙尼亚 辽宁省 荷兰 西班牙

保加利亚 芬兰 意大利 波兰 瑞典

克罗地亚 法国 拉脱维亚 葡国 英国

塞浦路斯 德国 立陶宛 罗马尼亚

捷克共和国 希腊 卢森堡 斯洛伐克共和国

GCC（海湾合作委员会）

巴林王国 阿曼 卡塔尔 沙特阿拉伯王国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科威特，国家的

南方共同市场（南方共同市场）

阿根廷 巴西 巴拉圭 乌拉圭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

共和国

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加拿大 墨西哥 美国

SAFTA（南亚自由贸易协定）。

孟加拉 印度 尼泊尔 巴基斯坦 斯里兰卡

不丹 马尔代夫

SADC（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安哥拉 莱索托 毛里求斯 塞舌尔 坦桑尼亚

博茨瓦纳 马达加斯加 莫桑比克 南非 赞比亚

刚果民主共和国 马拉维 纳米比亚 斯威士兰 津巴布韦

西非经济和货币联盟（WAEMU）

贝宁 科特迪瓦 马里 塞内加尔 多哥

布基纳法索 几内亚比绍 尼日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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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贸组织成员经常被称为 "国家"，尽管有些成员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国家，而是正式的 "关税区"。本报告中对地理和其他分组的定义并不意味着秘

书处对任何国家或领土的地位、其边界的划定以及任何世贸组织成员在世贸组织协议方面的权利和义务表示意见。该出版物地图中的颜色、边界

、名称和分类并不意味着世贸组织对任何领土的法律或其他地位的判断，或对任何边界的认可或接受。

在本报告中，南美洲和中美洲及加勒比地区被称为南美洲和中美洲。

阿鲁巴；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大韩民国；以及台湾、澎湖、金门和马祖的独立关税区被称为：阿鲁巴，荷兰；委内瑞拉玻利

瓦尔共和国；
分别是中国香港、大韩民国和中国台北。

2015年世界贸易报告》中提供的数据截至2015年7月31日有效。本出版物中的统计数据是由相关统计机构提供并负责的。世贸组织对这些数据

的使用不影响任何领土的地位或主权，也不影响国际边界的划定。2014年俄罗斯联邦的数据是临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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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和 符号
亚洲开发银行 亚洲开发银行

AfDBA非洲开发银行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亚洲 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

APTFF亚太 贸易便利化论坛 ASYCUDA海关数据自动化

系统 CAREC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组织 

CFTA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

CGE可计算的一般均衡

独联体 独立国家联合体

CPIA国家 、政策和机构评估

CRScreditor报告系统

CVA 海关估价协议

DBDoing Business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ECOWASE)

EDIFACTE行政、商业和运输电子数据交换 ETIE扶持 贸易指数

欧盟 欧盟

FDI-- 外国直接投资

GATS 服务贸易总协定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GATT）。

国内生产总值( GDP)国内生产总值

GTAP 全球贸易分析项目

GVCs 全球价值链

HS 统一制度

ICAO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信息通信技术 信息和通信技术

IDB 美洲开发银行（IDB）

海事组织国际海事组织

IRU 国际道路运输联盟

国贸中心 国际贸易中心

最不发达国家 最不发达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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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ILogistics性能指数

MTEC 密克罗尼西亚贸易和经济共同体

NAFT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OEC 东加勒比国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Eastern Caribbean States)

OSBPon- stop边检站

PCA 主成分分析

PPD 公共-私人对话

购买力平价 购买力平价

PTA优惠贸易协定

区域经济共同体 区域经济共同体

RTAs 区域贸易协定

S&D特殊和差别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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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 小型和中型企业

SPS 卫生和植物检疫

TBT 技术性贸易壁垒

TFA 贸易便利化协议

贸易便利化指标 贸易便利化指标

TFP全要素生产率

TIACAT国际航空货运协会

联合国联合国

UNCTAD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UNECAU联合国 非

洲经济委员会 UNECE联合国 欧洲经济委员会

UNESCAP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UNNExT联合国 无

纸贸易专家网络

增值税 增值税

西非经济和货币联盟 WCO 世界 海关组织

世界经济论坛 世界经济论坛

世界贸易组织 世界贸易组织

世界贸易报告 世界贸易报告

本出版物中使用了以下符号：

...... 不可用

0个数字为零或因四舍五入而变成零

-不适用

美元

英国 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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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和 盒子的清单

第一部分 2014年和2015年初的世界经济和贸易

数字

图1： 2007-14年世界商品贸易量和实际GDP的增长情况 14

图2： 2010年第1季度-2015年第1季度按发展水平划分的商品出口和进口量 16

图3： 2010Q1-2015Q1欧盟商品出口和进口量 16

图4： 2010年第1季度-2015年第1季度按地区划分的商品出口和进口量 17

图5： 2012年第1季度至2014年第4季度按产品分列的世界制成品季度出口情况 18

图6： 贸易加权美元指数：广义，2012年1月-2015年6月 18

图7： 2011-14年各地区商业服务出口额的增长情况 19

图8： 2012年1月至2015年5月初级商品的价格 20

图9： 1980-2014年世界商品贸易量相对于世界GDP的弹性，按市场汇率计算
21

桌子

表1： 2010-14年商品贸易额和按市场汇率计算的实际GDP 21

附录图

附录 图1： 部分经济体的商品出口和进口，2010年1月-2015年4月 22

附录表格

附录表1： 2014年按区域和选定经济体分列的世界商品贸易情况 24

附录表2： 2014年按地区和选定国家划分的世界商业服务贸易 25

附录表3： 主要商品出口国和进口国，2014年 26

附录表4： 2014年主要商品出口国和进口国，不包括欧盟内部(28)贸易 27

附录表5： 领先的商业服务出口国和进口国，2014年 28

附录表6： 2014年商业服务的主要出口国和进口国，不包括欧盟内部(28)贸

易
29

第一部分： 加快贸易：实施世贸组织贸易便利化协议的好处和挑

战

A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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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子

表A.1： 贸易便利化的定义 36

B 贸易便利化的背景

数字

图B.1： 区域贸易协定和含有贸易便利化条款的区域贸易协定总数 46

图B.2： 具有贸易便利化条款的区域贸易协定的百分比 47

图B.3： 区域贸易协定中贸易便利化条款数量的变化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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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4：  有贸易便利化的北-北、北-南和南-南协定的总数
48

图B.5： 覆盖率分布直方图 49

桌子

表B.1： 贸易便利化协定》所规定的纪律概述 41

表B.2： 按出现频率分列的区域贸易协定中的贸易便利化措施 45

C 贸易便利化的理论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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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C.1： 冰山部分平衡模型 58

图C.2：低效的海关程序对福利的 影响 63

图C.3： 平均TFIs、有利贸易指数和物流绩效指数 70

桌子

表C.1： 迈克和露西之间的协调问题 64

表C.2： 国家1和国家2之间的协调问题 65

表C.3： 指标和指数清单 66

表C.4： TFIs和TFA条款 68

表C.5：  营商环境指标、物流绩效指数、有利贸易指数和贸易便利化指标之间的相关关

系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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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C.1： 冰山 "模式 58

方框C.2：经典贸易模型中贸易成本的影响 59

方框C.3.低效的海关程序对经济的影响 63

方框C.4： 协调问题解释 64

方框C.5： 什么是指标，怎样才是好的指标？ 65

D 估计《贸易便利化协定》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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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D.1： 发展中国家贸易成本的构成 75

图D.2： 价值链中的时间维度 76

图D.3： 出口和进口时间的从价关税等价物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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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D.7：  按区域和发展水平分列的因实施TFA而导致的从价关税等值贸易成

本的估计减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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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D.8:按国家组别划分的2015-30年 预计出口情况 89

图D.9： 最低出口销售量（每个国家）与出口时间之间的关系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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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D.10： 哥伦比亚农业出口企业的规模分布、

按到港口的运输成本水平 92

图D.11： TFIs、海关透明度和时间可预测性之间的相关性

进口程序的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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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1： 关于贸易便利化对贸易流动影响的部分研究报告 80

表D.2： 实施贸易协定对贸易和GDP的影响估计 82

表D.3： 在不同的发展水平下，估计的出口增长情况

基于回归的模拟中的TFA实施方案 83

表D.4： 按发展水平分列的出口多样化的描述性统计数字 84

表D.5： 按目的地划分的产品数量增加的估计，由于

按发展水平划分的TFA实施情况 85

表D.6： 按产品分列的目的地数量的估计增长，由于

按发展水平划分的TFA实施情况 86

表D.7： 按情景分列的因实施《贸易协定》而导致的年出口和GDP增长的增加额 88

表D.8： 对海关和贸易法规作为贸易障碍的评价，按出口商的规模划分 91

表D.9： 延迟进入海关评估的情况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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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D.1：从贸易流量中 推导出贸易成本 74

方框D.2：MIRAGE的 主要内容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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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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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表D.2： 广义边际：回归结果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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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地理区域划分的TFA实施情况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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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E.5： 按收入组别划分，贸易便利化在伙伴国贸易援助优先事项中的排名，2015

年
113

图E.6： 2005-13年按伙伴国家组别分列的贸易便利化承诺和援助方支付情况
113

图E.7： 实施贸易协定对贸易成本的预期影响，所有发展中国家答复者
114

图E.8： 内陆和小岛屿国家对贸易成本预期的影响，调查答复
115

图E.9： 事实证明，《贸易便利化协定》的哪些条款最难执行？ 115

图E.10： 贸易便利化和更广泛的政策举措 117

图E.11： 贸易便利化实施成本数据按区域和地区的分布情况 119

图E.12： 贸易便利化、海关和运输便利化改革的实施成本 120

图E.13： 与透明度和可预测性有关的贸易便利化改革的实施成本
120

图E.14： 与货物放行和清关有关的贸易便利化改革的实施成本
121

图E.15： 与手续和文件要求有关的贸易便利化改革的实施成本
122

图E.16： 与海关和边境机构合作有关的贸易便利化改革的实施成本
123

图E.17： 贸易便利化案例在各区域和地区的分布情况 128

图E.18： 贸易便利化案例中报告的主要成功因素 128

图E.19： 贸易便利化改革中的利益相关者 130

箱子

方框E.1： TFA下的A类承诺 110

方框E.2： 估算《过渡协议》实施成本的障碍 124

方框E.3： 特殊和差别待遇的经济理由 125

方框E.4： 贸易便利化协议机制有什么作用 126



2015年世界贸易报告

154

世贸组织成员国

世贸组织成员 *
(截至2015年8月7日)

阿尔巴尼亚 

安哥拉

安提瓜和巴布达 阿根

廷

亚 美 尼

亚  澳 大

利 亚  奥

地利

巴林，孟加拉国王国

巴巴多斯 

比利时 伯

利兹 贝宁

玻利维亚，多民族国家博茨瓦纳

巴西

文莱达鲁萨兰国 保加

利亚

布基纳法索 

布隆迪 佛得

角 柬埔寨 喀

麦隆 加拿大

中非共和国 乍得

智利 中国 

哥伦比亚 

刚果

哥斯达黎加 

科特迪瓦 克

罗地亚 古巴 

塞浦路斯

捷克共和国

刚果民主共和国 丹麦

吉布提 多

米尼加

多米尼加共和国 厄瓜

多尔

埃及

萨

尔

瓦

多 

爱

沙

尼

亚 

欧

洲

联

盟 

斐

济

芬

兰
 

法

国
 

加

蓬

冈

比

亚
 

格

鲁

吉

亚
 

德

国
 

加

纳

希腊 格林纳达 

危地马拉 几内

亚 几内亚比绍 

圭亚那

海地

洪都拉斯

香港，中国 匈牙利

冰岛 印度 

印度尼西亚 

爱尔兰 以

色列

意大利

牙买加 日

本 约旦 肯

尼亚

韩国、科威特共和国、吉

尔吉斯共和国国家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拉脱维亚

莱索托 列支敦

士登 立陶宛 

卢森堡 中国澳

门 马达加斯加 

马拉维 马来西

亚

马尔代夫 马

里

马耳他 毛

里塔尼亚 毛

里求斯 墨

西哥

摩尔多瓦共和国，蒙古

黑山 摩洛哥 

莫桑比克 缅

甸 纳米比亚 

尼泊尔 荷兰 

新

西

兰
 

尼

加

拉

瓜

尼

日

尔
 

尼

日

利

亚
 

挪

威
 

阿

曼



巴基斯坦 巴拿马

巴布亚新几内亚 巴拉圭

秘鲁 菲律宾 波兰 葡萄牙 卡

塔尔 罗马尼亚

俄罗斯联邦 卢旺达

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萨摩亚

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王国

塞舌尔 塞拉利昂 新加坡 斯洛

伐克共和国 斯洛文尼亚

所罗门群岛 南非 西班牙

斯里兰卡 苏里南 斯威士兰 瑞

典 瑞士 中国台北 塔吉克斯坦 

坦桑尼亚

泰国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FYROM)

多哥 汤加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

土耳其 乌干达 乌克兰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联合王国

美国 乌拉圭

瓦努阿图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越南

也门 赞比亚 津巴布韦

151
*世贸组织成员于2015年7月正式通过了哈萨克斯坦的入世条件。哈萨克斯坦将在通知世贸组织批准后30天成为成员。



2015年世界贸易报告

152

贸易和发展：最近的趋势和世贸组织的作用

以前的世界贸易报告

2014

2014年世界贸易报告》审视了千禧年以来改变贸易与发展关系的四大趋势：发展中

经济体的经济崛起、全球生产通过供应链日益一体化、农产品和自然资源价格上涨

，以及世界经济日益相互依存。

2013
2013年世界贸易报告》审视了过去塑造全球贸易的因素，并回顾了人口变化、投资

、技术进步、运输和能源/自然资源部门的发展，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政策和机构将

如何影响国际贸易。

2012
货物和服务贸易的监管措施对21世纪的国际合作提出了挑战。2012年世界贸易报告》

研究了政府为何使用非关税措施和服务措施，以及这些措施可能扭曲国际贸易的程

度。

2011

优惠贸易协定（PTAs）的数量不断增加是国际贸易的一个突出特点。本报告描述

了优惠贸易协定的历史发展和当前的协定情况。它研究了为什么建立优惠贸易协定

，其经济效果，协定本身的内容，以及优惠贸易协定与多边贸易体系之间的互动。

2010

2010年世界贸易报告》的重点是自然资源贸易，如燃料、林业、采矿和渔业。报告

研究了自然资源贸易的特点，政府可选择的政策，以及国际合作，特别是世贸组织

在适当管理该部门贸易中的作用。

2009

2009年的报告研究了贸易协定中可用的应急措施的范围和作用。报告》的主要目标

之一是分析世贸组织的规定是否在为政府提供必要的灵活性以面对困难的经济形势

塑造世界贸易的未来的因素

贸易和公共政策：仔细观察21世纪的非关税措施

世贸组织和优惠贸易协定：从共存到一致

自然资源的贸易

贸易政策承诺和应急措施

2014年世界
贸易报告

贸易和发展：最近的趋势

和世贸组织的作用

世界贸易报告
2013 形成的因素

世界贸易的未来

2012年世界贸
易报告

贸易和公共政策：仔细观

察21世纪的非关税措施

2011年世界贸
易报告

世贸组织和优惠贸易协定：从共存到一致

2010年世界贸
易报告
自然资源的贸易

2009年世界贸
易报告
贸易政策承诺和应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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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世界贸易报告

全球化世界中的贸易

2008

2008年世界贸
易报告
全球化世界中的贸易

2008年报告》提醒了我们对国际贸易收益的认识，并强调了更高水平的一体化所带

来的挑战。报告探讨了什么是全球化，是什么推动了全球化，它带来了什么好处，

带来了什么挑战，以及贸易在这个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的世界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多边贸易体系60年：成就与挑战

2007

世界贸易报告

2007 2008年1月1日，多边贸易体系庆祝其成立60周年。2007年世界贸易报告》为庆祝

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周年纪念日，深入探讨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关贸总协定）

及其继承者世界贸易组织--它们的起源、成就、它们所面临的挑战以及未来的前景

。

探讨补贴、贸易和世贸组织之间的联系

2006

世界贸易报告

2006 2006年世界贸易报告》的重点是如何定义补贴，经济理论能告诉我们什么是补贴，

政府为什么使用补贴，最突出的补贴部门，以及世贸组织协定在规范国际贸易中的

补贴方面的作用。该报告还对某些热点贸易问题进行了简要的分析评论。

贸易、标准和世贸组织

2005

世界贸易报告

2005 2005年世界贸易报告》试图阐明标准的各种功能和后果，重点是国际贸易中的标准经

济学，标准制定和符合性评估的机构设置，以及世贸组织协议在协调标准的合法政

策用途和开放、非歧视性贸易体系方面的作用。

连贯性

2004

世界贸易报告

2004 2004年世界贸易报告》在分析相互依存的政策时注重一致性的概念：贸易和宏观经

济政策之间的互动，基础设施在贸易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国内市场结构、治理和

机构，以及国际合作在促进政策一致性中的作用。

贸易和发展

2003

世界贸易报告

2003 《2003年世界贸易报告》侧重于发展问题。它解释了这一问题的由来，并提供了一

个框架，在此框架内处理贸易与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从而有助于开展更加知情的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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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贸组织成员于2013年12月在巴厘岛举行的部长级会议上达成的《世贸组织贸易便利化

协定》（TFA），是自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缔结的第一份多边贸易协定。贸易

便利化协议是世贸组织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成就，有可能使世界贸易每年增加1万亿美元

。

2015年世界贸易报告》是在全面分析最终协议文本的基础上对《贸易协定》的潜在影响进行

的首次详细研究。报告》发现，发展中国家将从《贸易协定》中获益良多，获得大部分可得

收益。

报告的结论与现有的关于贸易便利化潜在利益规模的研究是一致的，但它更进一步，确

定并详细研究了贸易协定的一系列其他利益。其中包括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出

口多样化，以包括新的产品和合作伙伴，这些国家更多地参与全球价值链，扩大中小型

企业对国际贸易的参与，增加外国直接投资，增加税收和减少腐败的发生。

贸易便利化协定》还具有高度的创新性，它允许每个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自行决

定何时和如何执行该协定的规定，以及它们需要哪些能力建设支持才能做到这一点。为

确保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获得执行《协定》所需的支持，世贸组织总干事罗伯托-

阿泽维多于2014年启动了贸易便利化协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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