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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概述和学习目标

本章介绍的主要技术用于贸易政策的量化。更准确地说，它提供了描述、

综合和量化贸易政策所使用的工具。原始关税数据可能比较繁琐，因而需要

进行汇总，定量的关税也需要转换为从价税的等值。在描述关税结构特征时，

有三个常见的问题需要讨论，即计算有效的保护关税税率，相关关税的升级

现象及在汇总层次使用进口加权平均值时高关税代表性不足问题。非关税措

施 （ＮｏｎＴａｒｉｆ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ＮＴＭｓ）在给定种类时其测量更加复杂，评估其刚性
的难度也越大。

首先，我们介绍一些用来描述贸易政策立场各方面的方法。我们会从简

单的关税型式开始，简要说明各种关税指标是如何计算出来的。然后，我们

对非关税措施进行较为深入的讨论，应用进口覆盖率和价格差额法就其如何

发生及对贸易的影响进行估计。接下来，我们会介绍最近有关定义和计算

总体贸易约束指数方面的尝试。在这些分析工具讨论之后，我们将介绍关

税和非关税措施数据的主要来源。最后，在本章第三部分，我们将说明如

何使用第二部分介绍的数据来源应用 ＳＴＡＴＡ软件对第一部分讲解的指标进
行计算。

本章不讨论贸易措施的影响。关税、配额和补贴对在完全竞争或非完全

竞争市场条件下对贸易和福利的局部或一般均衡分析在大多数本科国际经济

学教科书都会有所讲述。

在本章，你将学到：

 如何用关税型式概述一国关税结构的主要特点；
 如何将关税汇总为简单和加权平均值，并知道汇总时会产生何种偏差；
 如何定义和计算有效贸易保护率；
 如何衡量和解释关税升级；
 如何计算非关税措施 （ＮＴＭｓ）进口覆盖率，在它们的计算中可能会产

生哪些偏差；

 如何使用价格差额法计算数量限制 （ＱＲ）的从价税等值；
 如何评价一种贸易政策立场总的贸易限制程度；
 在可用的主要数据库中关税和非关税数据是如何表达的。
阅读本章后，读者将能够提取恰当信息，以翔实而综合的方法进行贸易

政策分析，比如第一章的贸易流量分析，这些分析对于专家和非专家而言都

能很容易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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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分 析 工 具

贸易政策是政府对国际贸易采取的政策。这些政策可能涉及各种不同的

活动，使用各种不同的工具。在这些工具中，有对进口或出口征税、国际交

易的数量限制、补贴和许多其他措施，为方便起见，通常分为两大类：关税

和非关税措施 （ＮＴＭｓ）。各国政府通常对成千上万的进口或出口产品采用不
同的措施组合。此外，同样的措施，例如关税，可以设置在不同层次，有时

有非常不同的效果，它取决于贸易的产品。本章介绍了如何用综合的术语概

括和描述一个国家的贸易政策，以这种方式确保这些统计数据汇总结果捕捉

和反映了该国所实施贸易政策的最重要特点。所面临的挑战是这些汇总是在

不同产品和大不相同的指标之间进行。

虽然经济学家通常认识到贸易政策服务于各种各样的目标，但他们往往

专注于这些贸易政策的限制性。他们为什么关心一国贸易政策的限制性呢？

教科书的说法是开放贸易能从纯粹的交易和专业化中获得收益 （李嘉图的葡

萄酒案例）。然而，这样的说法因为本质上是静态的，因而并不全面。经过１０
年的调整期后贸易开放产生的静态收益大概占 ＧＤＰ的 ５％，这与目前在发展
中国家观察到的增长相形见绌。

１
因此，除了贸易改革和静态福利之间的联系，

贸易改革和增长之间必然存在着其他的联系。因为理论上对这种联系没做过

什么论述，
２
所以这个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实证性问题。

然而，在贸易开放与增长之间寻求一个强有力的统计联系被证明是困难

的。第一个问题是要想出一个以可比较方式反映贸易政策立场的开放措施。

之后我们还会再分析这个问题，在这里只是指出萨克斯和华纳 （Ｓａｃｈｓａｎｄ
Ｗａｒｎｅｒ，１９９５）基于观察到的措施提出了最早的综合指数。３一些替代措施
（例如 Ｌｅａｍｅｒ，１９８８）都是基于回归分析 （如同第一章讨论的外生决定因素

一样，“政策开放”由观察到的开放度回归方程的残值来度量）。

第一代的研究使用国家横截面数据 （见 Ｅｄｗａｒｄｓ，１９９８年和其中的参考
文献），得出了贸易开放性和增长之间的相关性，但结果被证明是不稳定的，

不能令人信服。例如，罗德里格斯和罗德里克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ａｎｄＲｏｄｒｉｋ，１９９９）
指出，就像注释 ３所解释的那样，萨克斯华纳指数中纯粹的贸易成分条件
（ｉ）及 （ｉｉ）在该指数与增长的总体联系中没有发挥多大作用。然而，最近的
研究，特别是瓦齐亚科和威尔士 （ＷａｃｚｉａｒｇａｎｄＷｅｌｓｈ，２００８）的论文表明面
板数据技术 （即同时使用若干个国家在若干年被观察到的横截面和时间序列

数据）证明了贸易开放度和增长之间更强的相关性。
４
从本质上讲，额外的信

息来源于仔细辨认每一个国家何时实现贸易自由化。一旦做到这一点，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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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开放前和开放后经济增长之间的巨大差异就能观察到。所以，对那些开

放带来了更快经济增长的国家，我们有理由更多地从规范的角度分析贸易

政策。

１关税

ａ概念

关税就是对边界上的进口产品，或个别时候对出口产品所征收的税收。

它的结果是将进口 （出口）产品的价格提高在世界 （国内）市场之上。关税

通常由海关管理部门收取，可以使用从价税或从量税。从价税按照进口 （出

口）产品价值的一定百分比来表示 （通常是成本、保险费加运费的进口价值

的百分比），而从量税是以每单位产品收取一个固定的货币金额表示。

从价税比从量税应用更为广泛。其中一个原因是它们更易于汇总和比较，

从而更透明，这在国家关税承诺谈判时尤其重要。从量税由于依赖于产品度

量单位，所以更难在不同产品之间进行比较。然而，有一个比较办法是计算

它们的从价税等值 （见专栏２１）。

专栏２１　从量税的从价税等值计算

从量税的从价税等值 （ＡＶＥｓ），τＡＶＥ可以用每吨的货币金额 τｓｐｅｃｉｆｉｃ除以

每吨产品的国际价格 ｐ（再乘以１００得到一个百分比），即：

　　 τＡＶＥ ＝１００
τ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

（２１）

然而，这往往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国际价格 （ｐ）可以用贸易值
除以贸易量计算出来，但结果往往在不同时间不同国家各不相同，不仅因

为价格本身在变化，也因为产品构成的影响，比如，有不同单位价值的大

宗产品。此外，系统性偏差是可能的。对低价产品 （质量低劣或简单的产

品）按照价格的一定比例征收每单位 Ｘ欧元的关税比对那些高价产品按照
价格的一定比例征收每单位 Ｘ欧元的关税要显得更严厉。如果平均而言较
贫穷的国家出口低质量的产品，因而价格较低———肖特 （２００４年）研究表
明这些国家确实是这样做的，即使对更高价格产品的出口也面临同样的从

量关税，那么，用 ＡＶＥ条款来衡量，他们的出口比那些高价产品出口面临
更高的保护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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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ＴＳ软件 （见下文）提出了四种不同的方法来计算 ＡＶＥｓ。第一种方
法包括：使用 （１）在国家关税水平 （８－１０位）计算报关时进口单位价
值，如果这些都难以获得，则可将其替换为 （２）在 ＨＳ六位数水平计算报
关时进口单位价值，最后，如果 （１）和 （２）都没有，就使用 （３）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进口单位值。第二种方法只包括使用 （３），即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进口单位价值。第三种方法是基于计算农产品非从

价税等值的方法，这种方法也被 ＷＴＯ正在谈判的农产品模式草案加以参

考。５最后，第四个方法是计算非农产品非从价税等值采用的方法，这种方

法在目前 ＷＴＯ农产品市场准入谈判的非农产品模式草案中也进行了参考。６

市场准入地图 （ＭａｃＭａｐｓ；见下文）也计算 ＡＶＥｓ，但单位等值的计算是根
据收入和开放度进行聚类分析，然后根据定义的五个特定参照组的贸易价

值除以贸易量得到 （使用较大的国家分组以减少测量误差范围）。

关税制度一个不应该忽视的特点是可能存在按最终用途的豁免 （特殊项

目，具有特殊地位的用户，如那些在出口加工区 （进口加工区）的跨国公司、

国际组织等）。除了 “书面”的豁免，政府有时会给予临时的豁免，这些情况

只能通过实地调查才能了解到其存在。当豁免很重要时，忽视它们会导致得

出过高的贸易保护率。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是收集申报进口值的关税率来计

算保护率 （更多内容见第六章）。
７
然而，对过度豁免及非豁免产品的数据进

行平均会导致低估非豁免产品的保护率。

在构建一个国家的关税型式时，需要考虑两个与 ＧＡＴＴ／ＷＴＯ有关的差
异。第一个差异是最惠国 （ＭｏｓｔＦａｖｏｒ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ＭＦＮ）关税税率和优惠税
率。最惠国关税是那些 ＷＴＯ成员承诺给予所有其他与他们没有签署优惠协议
的 ＷＴＯ成员的进口优惠关税。优惠关税是给予有自由贸易协定 （ＦＴＡ）的伙
伴国、海关联盟或其他优惠贸易协定成员的进口优惠，相对其他国家更有可

能是零关税。

第二个区别是约束关税与实施关税。当政府在 ＧＡＴＴ／ＷＴＯ谈判关税减
免时，他们承诺采用最惠国约束关税的形式。最惠国约束关税水平在一个国

家的关税减让表中要列出来，是指政府承诺实施的最惠国关税的关税上限。
８

对给定的关税税目，约束关税必须高于或等于实施的最惠国优惠关税，而最

惠国关税也应该高于或等于优惠关税。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约束关税通常等于或非常接近实施关税。然而，对

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关税中往往有 “水分”，这意味着约束关税通常高于实施

关税，因此对贸易流量有约束作用，即使这是他们在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基

础。在应用分析中对合适的出口采用合适的关税非常重要 （如不将最惠国关

·４６·



第二章　贸易政策的量化

税进口优惠应用在优惠关税伙伴上）。然而，在区域一体化谈判中，尤其是南

南区域一体化化协议中，优惠税率的程度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

ｂ实证工具

ｉ关税概况
平均值

关税减让表通常是在 ＨＳ８位数或更高水平 （ＨＳ１２位）进行分解，这意
味着对于给定的国家，它通常会有超过 ５０００个关税税目 （这是 ＨＳ６位子税
目的数量），而且经常会超过这一数字。

９
关税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汇总：使

用简单平均或一些加权方案。简单平均计算比较简单，就是将所有关税税目

上的关税加起来，再除以这些关税的税目数。至于加权平均值，它们的形

式是：

　　 珔τ＝∑ｋ
ｗｋτｋ （２２）

其中 ｋ是进口产品的指数，ｗｋ是关税 ｋ平均值的权重 （希腊字母 τ用来取
代 ｔ是为了避免与时间指数混淆）。一种广泛使用的方法是用产品在该国总进
口中的份额来做权重。

尽管简单平均值和进口加权平均值方法都有相对容易计算的优点，但这

两种方法都有缺点，专栏 ２２对此有所说明。简单平均值法对没有进口或大
量进口的产品赋予了相同的权重。至于进口加权平均值法，它们在一定程度

上纠正了这种偏差，但对高关税赋予了低权重，对禁止性关税将赋予零权重。

专栏２２　简单平均法和进口加权平均值法

考虑一个进口三种产品的国家：产品 １，关税从 ０到 ５００％之间变化，
表２１中从上到下显示；产品２，关税为 ４０％；产品 ３，关税为 ５％。进口
需求由下式给出：

　　 Ｍｋ ＝ａｋｅ
－τｋ／１００ （２３）

让 ａ１ ＝ａ２ ＝１０００和ａ３ ＝１０。因此，产品３的进口量非常小。简单平

均值法给予所有三种关税同等的权重。因此，对产品 ３给予了过高的权重。
例如，当产品１和２的关税分别为 ５０％和 ４０％时，简单平均值法计算的关
税是３１７％：它被产品３“拉下来”了，即使现实的情况是几乎对所有进
口产品征收了４０％或５０％的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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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１ 简单平均关税与贸易加权平均关税：计算说明

货物 １ 货物 ２ 货物 ３

关税 进口 关税 进口 关税 进口

总关税

简单

平均

关税

加权

平均

关税

０ １０００ ４０ ６７０ ５ １０ １６８０ １５０ １５９９

５０ ６０７ ４０ ６７０ ５ １０ １２８６ ３１７ ４４４６

１００ ３６８ ４０ ６７０ ５ １０ １０４８ ４８３ ６０７５

１５０ ２２３ ４０ ６７０ ５ １０ ９０３ ６５０ ６６８１

２００ １３５ ４０ ６７０ ５ １０ ８１５ ８１７ ６６１６

２５０ ８２ ４０ ６７０ ５ １０ ７６２ ９８３ ６２１９

３００ ５０ ４０ ６７０ ５ １０ ７３０ １１５０ ５７２９

３５０ ３０ ４０ ６７０ ５ １０ ７１０ １３１７ ５２７２

４００ １８ ４０ ６７０ ５ １０ ６９８ １４８３ ４８９７

４５０ １１ ４０ ６７０ ５ １０ ６９１ １６５０ ４６１１

５００ ７ ４０ ６７０ ５ １０ ６８７ １８１７ ４４０３

这表明要用加权平均来代替。事实上，在同一行中加权平均关税是较

合理的４４４６％。但是，再看当产品１的关税增加时会发生什么：产品 １的
进口减少，因而它的权重也会减少。当产品 １的关税增加到几乎是禁止性
关税水平时 （表的底部），加权平均值也减少并收敛于产品 ２的 ４０％的关
税。这种效果由图 ２１的曲线能够说明，也就是加权平均带来的一个众所

周知的偏差，即高关税低权重。１０

图 ２１　贸易加权平均关税的偏差
来源：作者基于表２１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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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问题的理论修正是使用不受约束时的 （自由贸易）进口水平作为

权重，但那是不可观察的。利莫尔 （１９７４）提出使用世界贸易，但这并不能
恰当地代表每一个国家不受约束的贸易结构。另一种方法是在 “国家”和

“全球性”之间进行折中的权重，基于收入水平定义参考国家组的权重。然

而，凯等 （２００５）提出了另一种权重方案。他们的权重是出口份额和关税税
目层次上进口需求弹性的一个增函数，这抓住了对那些产品限制会产生总体

限制 （见下文）的重要性。另外，简单平均和加权平均值都可以用表 ２２进
行报告，其中展现了最惠国优惠关税 （实施关税，而不是约束性关税），南部

非洲发展共同体和东南非共同市场 （ＣＯＭＥＳＡ）采用的国家优惠进口关税。
表２２表明，根据产品计算时，简单平均或加权平均算出的关税都可能更高。

表 ２２ 赞比亚各 ＨＳ部门的最惠国关税和优惠关税

ＨＳ

部门
类型 税目

简单平均关税 贸易加权平均关税

ＭＦＮ ＣＯＭＥＳＡ ＳＡＤＣ ＭＦＮ ＣＯＭＥＳＡ ＳＡＤＣ

１ 活动物 ２３２ ２０７ ８３ ３０ ２３２ ９３ ８１

２ 蔬菜 ３３２ １８１ ７２ ３６ １３２ ５３ ７２

３ 油脂 ５０ １６０ ６４ ３４ １９１ ７６ ３７

４ 食品、啤酒和烟草 ２０３ ２０８ ８３ ４３ １６３ ６５ ４５

５ 矿产品 １６７ ９８ ３９ ３４ １０２ ４１ ４６

６ 化学品 １１０９ ７４ ２９ ０８ ７５ ３０ ２６

７ 塑料制品 ４９５ １０１ ４０ １９ １４１ ５６ ２８

８ 皮革 ７４ ２０３ ８１ ３８ ２４６ ９８ ５０

９ 木材 ８８ ２３３ ９３ ３９ ２４６ ９８ ４９

１０ 纸张和纸浆 １６３ １３９ ５６ １９ １６９ ６８ ２２

１１ 服装和纺织品 ９２１ １８７ ７５ ６０ １９６ ７８ １０３

１２ 鞋类 ５６ ２３１ ９３ １４５ ２４３ ９７ ２２４

１３ 石材、玻璃和水泥 １４９ １４５ ５８ ２４ １５４ ６２ ３０

１４ 珠宝 ５６ １９２ ７７ ４９ ２１５ ８６ ５０

１５ 贱金属 ６１２ １１５ ４６ １６ １０７ ４３ １５

１６ 机械 ８１２ １０７ ４３ ２５ １０８ ４３ ２０

１７ 交通运输设备 １５９ １１７ ４７ ５６ １５８ ６３ 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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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政策 分析实用指南

续表

ＨＳ

部门
类型 税目

简单平均关税 贸易加权平均关税

ＭＦＮ ＣＯＭＥＳＡ ＳＡＤＣ ＭＦＮ ＣＯＭＥＳＡ ＳＡＤＣ

１８ 光学仪器 ２７０ １４２ ５７ ３４ １２３ ４９ ３３

１９ 武器 １８ ２２４ ９０ ５０ ２３３ ９３ ４８

２０ 杂项类 １３２ １９ ０８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２１ 艺术品 ８ １４３ ５７ ２８ １２８ ５１ ３３

平均值 １３６ ５４ ３１

标准偏差 ９６ ３８ ４９

最小值 ００ ００ ００

最大值 ２５０ １００ ２５０

　　来源：卡多等 （２００５）使用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离散度

关税平均值对给定的关税结构来说仅仅描绘了一部分。关税在平均值上

下的离散度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也很重要：在一般情况下，关税越离散，其失

真也越明显。关税的离散可以使用各种统计数据来描述。第一种选择是呈现

频率或直方图表。第二个选择是计算标准差或变异系数。标准差定义为：

　　 σ＝ １
Ｎ∑

Ｎ

ｋ＝１
（τｋ－珔τ）槡

２
（２４）

变异系数被定义为标准偏差除以平均关税 τ。第三个选择是衡量所谓的
“高峰”关税值的比例，“高峰”即关税超过一定的基准。文献中已经有两个

统计量用来度量 “高峰”关税值的份额。首先是那些征收关税高于 １５％的关
税税目 （税目或子税目），其次是那些征收关税高于全国平均值三倍的关税

税目。

在一般情况下，描述关税结构最好的解决办法可能是通过 ＨＳ部门和整体
计算关税统计数据的所有值，包括平均值 （简单平均值和加权平均值）以及

免税产品税目的份额、峰值的份额、最小值、最大值和标准差。
１１

注意，最小值、最大值和离散度的度量可以根据部门或整体水平计算出

来，但在任何情况下，它们都应该直接从 ＨＳ６位数水平的数据计算，或者最
好是总的国家关税税目层次 （通常是 ８位数或更多）来进行计算，而不是采
用汇总数据，因为采用汇总数据往往会带来低估问题。ＨＳ章 （两位数字）代

表总体汇总 （大信息丢失）与过度分解 （综合值损失）之间较好的折中。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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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ｉ有效保护和关税升级
正如前文提到的那样，关税使国内生产商既可以提高与进口竞争的产品

的价格，也可以扩大这些产品的生产，从而对国内生产商提供保护。然而，

这不是故事的结局。进口产品的这些关税也提高了国内生产商的成本，降低

了它们的产出。
１２
如果对某一个特定部门生产商的净关税 “保护”效应感兴趣，

所有的关税都需要考虑进来。这正是有效关税所要分析的。有效保护的概念抓

住了关税对特定部门价值增值的正面和负面刺激。价值增值是产出价值和购买

中间产品成本的差值，中间产品成本对应于为获得主要投入支付的价值。因此，

保护效应度量的是一个特定部门对国内生产商整体关税结构的净保护效应。

通常，在有 几 种 投 入 的 情 况 下，有 效 保 护 税 率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ＥＲＰ）为：

　　 τＥｊ ＝
τｊｐ


ｊ －∑ｉ

ａｉｊτｉｐ

ｉ

ｐｊ －∑ｉ
ａｉｊｐ


ｉ

（２５）

其中 ｊ代表最终产品，ｉ代表投入 （中间产品），ｐｊ 和 ｐ

ｉ 代表它们的世界

价格，τｊ和 τｉ分别代表它们各自的名义关税 （如果国内投入或产出在国内销

售，则关税为零），ａｉｊ为生产单位产品 ｊ时所使用投入 ｉ的价值。
ＥＲＰ计算比较困难。投入产出系数仅能获得少数几个制成品生产国数据，

另外，从世界银行贸易、保护和生产数据库获得数据是高度汇总的 （ＳＩＣ三位
数水平）。然后，必须做两个选择。第一是相关系数中如何对那些 ＥＲＰ计算
中更加细化的数据类型进行划分。最简单的方法是对包括在 ＳＩＣ－３中的产品
类型等分 ａｉｊ，但这仅仅是一个近似值。第二，每一种投入中有多大比例是进
口的。同样，这也是一个近似估计。最简单的方法是使用高汇总水平的进口

渗透率 （因为它们需要国内的生产数据，请参阅第一章）。就像读者所猜想的

那样，计算涉及了这么多的估计值，所以结果就不可能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要更好地计算 ＥＲＰ，需要设计特定调查问卷，收集企业层面的数据。
表２３对 ＥＲＰ的计算进行了说明，在表中，只有一种产品———衬衫，制

造时也只有一种投入面料，而且这种产品是完全进口的。
１３
假定衬衫的名义保

护率 （ＮｏｍｉｎａｌＲａｔｅｏｆ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ＮＲＰ）是１５％ （这仅仅是关税率），而进口

面料的关税是 １０％。１４另外，表中还假定在国际价格中，面料占衬衫价值的
６０％，价值增值率为４０％。

表 ２３ 有效保护税率：计算说明

国内销售
向最惠国市场的

出口

向世界市场的

出口

衬衫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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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内销售
向最惠国市场的

出口

向世界市场的

出口

　世界价格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国内／适用价格 １１５ １０５ １００

衬衫的名义保护率 （％） １５０ ５０ ００

所使用纺织品的价值

　世界价格 ６０ ６０ ６０

　国内／适用价格 ６６ ６６ ６６

纺织品的名义保护率 （％）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附加价值

　世界价格 ４０ ４０ ４０

　国内／适用价格 ４９ ３９ ３４

实际关税保护率 （％） ２２５ －２５ －１５０

　　来源：作者计算

对在国内市场销售的生产商，从表中第一列可以看出，对衬衫的关税高

于因面料关税产生的特别成本补偿额，产生了２２５％的有效保护税率 （ＥＲＰ）
（在国际价格中它所增加的价值）。然而，对于出口到有 ５％利润优惠市场的
生产商，ＥＲＰ变为 －２５％，因为国内／优惠市场价格的增加值低于国际价格
（５％的利润不能补偿面料上 １０％的关税）。对出口到那些没有对衬衫实施保
护的非优惠市场，结果甚至更糟，ＥＲＰ为 －１５％。这说明了对投入的保护如
何造成了对最终产品出口商的惩罚。

许多政府为避免负 ＥＲＰ所设计的机制中 “关税升级”比较突出，也就是

意味着对最终产品设置比中间产品从数字上看显然更高的关税。表 ２４表明，
当所有产品有相同的名义关税率时 ＥＲＰ都等于名义税率 （中间一列）。当最

终产品比中间产品有更低的关税率时，ＥＲＰ比最终产品的名义税率要低 （最

后一列）。当最终产品比中间产品有更高税率时———关税升级，ＥＲＰ也就越高
（第一列）。

表 ２４ 有效保护税率和关税结构升级

情况 １

（升级）

情况 ２

（中立）

情况 ３

（降级）

衬衫价格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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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情况 １

（升级）

情况 ２

（中立）

情况 ３

（降级）

　世界价格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国内／适用价格 １２０ １１０ １０５

衬衫的名义保护率 （％） ２００ １００ ５０

所使用纺织品的价值

　世界价格 ６０ ６０ ６０

　国内／适用价格 ６６ ６６ ６６

纺织品的名义保护率 （％）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附加价值

　世界价格 ４０ ４０ ４０

　国内／适用价格 ５４ ４４ ３９

实际关税保护率 （％） ３５０ １００ －２５

　　来源：作者计算

第一列显示了较小的名义利率差异可能会导致高的 ＥＲＰ，这也解释了为
什么经济学家和国际金融机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ＩＦＩ）要约束
升级关税结构的冲动。许多关税同盟最近仅仅按照产品最终用途的不同 （资

本、原材料、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将关税结构分为四级，税率介于 ０％～
５％和１５％～２５％。当关税结构不是这样透明时，诸如 ＢＥＣ（见第一章）的分
类可以用来评估一种关税结构是不是逐渐上升的。

２非关税措施

ａ概念

非关税措施 （ＮＴＭｓ）是影响国际贸易的普通关税以外的其他政策措施，
比如改变边境贸易的数量、价格或者改变两者。非关税措施包括诸如配额、

许可证、技术壁垒 （ＴＢＴ）、卫生和植物检疫 （ＳＰＳ）措施、出口限制、自定
义附加费、财政措施和反倾销措施等很多工具。因为判断一项非关税措施是

否构成贸易壁垒时，它是开放式的，所以 ＮＴＭ经常被当做是一个中性词。非
关税措施实质上就是贸易保护主义，但它们也可能会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比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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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性。那些能解决市场失灵问题

的非关税措施虽然可能限制贸易，但与此同时也可能改善福利。其他的非关

税措施，比如特殊标准或出口补贴也可能会扩大贸易。识别一项措施是不是

非关税措施并不意味着要事先判断它实际的经济效果、所要实现的各种政策

目标的恰当性或者在 ＷＴＯ法律框架或其他贸易协议下的合法性。非关税措施
的量化，即非关税壁垒必须基于全面数据分析的结果。

在目前提出的各种非关税措施／非关税壁垒的分类中，没有一种是完整
的，因为非关税措施的定义是根据它们不是什么来说明。

１６
最近修订的非关税

措施国际分类包含在表２５中。１７

表 ２５ 非关税措施的国际分类

Ａ动植物检验检疫措施

Ｂ技术贸易壁垒

Ｃ装运前检验手续

Ｄ价格控制措施

Ｅ许可证、配额、禁令和其他质量控制措施

Ｆ税费、国内税及其他准关税措施

Ｇ财务措施

Ｈ反竞争措施

Ｉ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

Ｊ分销限制
Ｋ售后服务的限制

Ｌ补贴 （不包括出口补贴）
Ｍ政府采购的限制
Ｎ知识产权
Ｏ原产地规则
Ｐ与出口相关的措施

　　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 （２０１０）

尽管一些非关税措施，如配额或自愿出口限制等正被逐步淘汰，但其他

形式的非关税措施也正在出现。例如，由于制成品越来越复杂，带来了潜在

的健康及其他风险，许多产品标准预期会提高。同样，对食品可追溯性需求

的不断上升也意味着对食品进口出现更加复杂的管制。随着对气候变化及环

境的日益关注，非关税措施可能会被赋予更重要的作用。

ｂ实证工具

量化非关税措施是一个挑战，因为它们的异质性，也因为缺乏数据 （见

·２７·



第二章　贸易政策的量化

下文）。大多数的度量方法使用简单的局部均衡框架开发出非关税措施的关税

等值，以反映供给、需求或贸易受这些措施影响的程度。
１８
度量主要聚焦于实

施非关税措施相关的进口价格的变化、所导致的进口减少、进口需求价格弹

性的改变或非关税措施的福利成本。

一种比较常见的方法是计算非关税措施的从价税等值，即能产生相同进

口水平的从价税率。在相对简单的情况下，如果是完全竞争市场，它们的价

格和数量影响可以通过选择贸易税进行复制。在本小节，我们提出了两个最

常见的度量非关税措施的方法：价格差额法，主要目的是计算出前面所讨论

的非关税措施对应的关税／税收等值，以及基于清单的频数度量法。这些度量
方法的共同点是它们并不需要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另一种需要使用计量经

济学的更复杂方法将在第三章中讨论。

所谓的 “价格差额”或 “价格楔子”法，就是通过比较一种产品国内价

格与参考价格来度量非关税措施的影响。这种方法认为非关税措施将会提高

国内价格。价格差额就是非关税措施控制下的市场现行价格 （“内部价格”）

与校正了其他影响价格因素的外部现行价格 （“外部价格”）之间的差。一个

非关税措施的关税等值简单表达式是：
１９

　　 ＴＥＮＴＭ ＝（ｐｄ／ｐｗ）－（１＋τ＋ｃ） （２６）

其中 ｐｄ是内部价，即批发和零售利润净值，ｐｗ是国际价格，即批发和零
售利润的净值，τ是从价税，ｃ是以从价税表示的国际运输利润 （ＣＩＦ／ＦＯＢ的
利润）。这个公式比较简单，因为这里的价格是已经考虑了其他影响价格因素

后的调整价格，比如批发和零售分销，租金或利润，其他关税和补贴。这些

因素在计算非关税度量值之前必须从价格差中减去。

价格差额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但可能很难实现。它实施的困难来自

于计算内部价格和外部价格方法的变化，这会引起大相径庭的估计。外部价

格往往是一个可以比较但不受市场约束的现行价格。然而，很少有一个完全

可比的市场。比如在欧盟香蕉市场的例子 （见专栏 ２３）中，挪威是一个能
很好比较的市场，因为运输距离具有可比性，并像欧盟一样没有配额。但挪

威是一个很小的市场，竞争环境并不具有可比性。从市场规模来看，美国是

一个更好的比较市场，但它具有较低的运费。各种可能的比较产生了各不相

同的外部估价。至于内部价格，理论上讲它应该比较容易估计，但在实践中，

却未必如此。例如，国内批发市场的价格可能与实际交易中采用的价格毫无

关系；或者当进口商和分销商属于同一家公司时，转让价格可能无法观察或

者不能表示什么信息。表 ２６列出了价格差额估计在实际中如何分散的几个
例子。

表中前三列所报告的估计不相同，因为作为参考值的外部价格计算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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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三种不同的方法：（ａ）美国的价格，（ｂ）挪威的价格及 （ｃ）在通关和进
口许可证购买之前的欧盟 ＣＩＦ（成本，保险费加运费）价格。第四列来自不
同的研究。但要注意的是三个估计给的价格差额低于配额关税 ７５欧元／吨，
这意味着进口许可证的价格是负值。这显然与实际不符。与此相反，第五列

给出了一个非常高的估计，因为外部价格不切实际的低。

图 ２２　欧盟香蕉市场价格差额法的应用

专栏２３　价格差额法在欧盟香蕉市场的应用

图２２展示了在欧共体 ４０４号法规下价格差额法在欧盟香蕉市场的应
用，不同产地的香蕉采用了不同的配额。

第一步包括增加订购成本 （成本最低的在左边，成本最高的在右边）

时来自于不同供货源的订货供给曲线。２０根据这一原则，第一条供给曲线是

所谓的 “美元”香蕉曲线，是在最惠国制度下从拉美国家进口的香蕉。绘

制的供给曲线是向上倾斜的，这反映出欧盟是一个大进口商，在配额关税

为７５欧元／吨时，曲线垂直移动到 ２６０万吨的配额。最惠国供给曲线在国
际或外部价格处与垂直配额线相交 （因为最惠国供应商必须对在欧盟市场

销售更多香蕉或在其他地方销售香蕉保持不变）。接下来是 ＡＣＰ供应曲线，
达到８５万吨的配额，后面是国内供应量 （垂直向下移动补贴的数量）。后

者与欧盟需求曲线的交点决定了内部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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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６ 价格差额比较计算：欧盟香蕉

雷波伊

（ａ） （ｂ） （ｃ）

包若尔 －

鲍威尔
诺恒

内部价格 ６３１ ６３１ ６３１ ６２４ ５２１

外部价格 ５６３ ６２７ ５７９ ５６０ ２６２

价格差额 ６８ ４ ５２ ６４ ２５９

　　来源：包若尔和鲍威尔 （２００４），诺恒经济咨询和牛津政策管理 （２００４）和 Ｒａｂｏｙ

（２００４）

注：所有价格均按欧元当前的汇率计算

这些例子表明价格差额计算尽管在概念上简单，但随着计算内部价格和

外部价格方法的不同，其结果变化也很大。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贸易流

量的工作比价格工作更容易，因为单价数据通常是不稳定的。作为从产品贸

易统计数据库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的一种单价替代计算方法，世界银行对大宗产
品会在其 “粉红单市场”中定期公开其价格信息。这些信息通常是相当可靠

的，但来自私人公司的信息倾向于报告列表价格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交易价

格；这种差异可能是巨大的。对于粮食和农业产品，粮农组织也出版了价格

系列报告，但其可靠性不稳定。

价格差额法存在许多缺点。首先，在现存的几个非关税措施中，它仅提

供这些非关税措施影响的总体度量，但没能说明每一项非关税措施各自的影

响。其次，质量上的差异需要考虑，但很难量化。各种计算非关税措施关税

等值估计的扩展价格差额法已经在文献中被提出来。有些文献说明了产品的

异质性和替代品的感知质量或交易成本。
２２
这些扩展方法有时需要使用到计量

经济学的方法。

最近用来估计非关税措施 （ＮＴＭ）影响的计量经济学方法要么基于价格，
要么基于数量。基于价格的方法检验了国际价格的差异，评估了非关税措施

影响国内价格高于没有采取非关税措施前的程度。
２３
他们同时将价格差额法的

思路延伸到许多国家和产品 （费兰蒂诺，２００６）。相反，基于数量的方法在大
部分时间是基于引力的，即它们使用某种形式的引力模型 （见第三章）。是使

用基于价格的方法还是基于数量的方法主要取决于数据的可获得性。由于即

使在高度分解的水平贸易流量的数据也很丰富，同时因为价格数据问题很多，

所以在进行价格分析中通常采用数量分析法。

ｉｉ基于清单的频数测量法
频数或覆盖率提供了基于非关税措施清单的国家贸易中对非关税措施的

重要性进行评估的简单而粗略的方法，这些非关税措施清单将在后面 Ｃ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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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介绍。频数就是计算在某个产品种类中受非关税措施影响的关税税目所

占的份额。同样，覆盖率就是计算受非关税措施影响的进口额所占的份额。

表２７给出计算的说明。假设在ＨＳ８７（运输设备）中，国家为了保护国
内的汽车和摩托车组装业，在四位数类 ＨＳ８７０３（轿车）、８７１１（摩托车）上
实行了非关税措施。计算汽车行业的覆盖率的第一步包括用一个 ０～１变量来
“标记”ＨＳ四位数的类别，对这些采取非关税措施的类别 （８７０３和 ８７１１），
该变量等于１，否则等于０。第二步就是用出口份额乘以这个０～１变量并且加
总。在我们的例子中，给出了 ３２３５％的覆盖率 （３１２８％ ＋１０７％）。２４对一
个国家的全部贸易，也可以采用同样的计算，得出非关税措施总的发生率。

但是，评估非关税措施效果采用的这种方式是粗略的，因为它没有考虑

这些措施的刚性。也就是说，对一个几乎没有减少贸易量的非关税措施与大

幅降低贸易量的非关税措施 （二进制编码的性质），我们采用了相同的处理方

式。更糟糕的是，最终的结果也有相同的偏差，因为那只表明了平均关税。

也就是说，一个禁止性配额将某一类产品的进口降低到非常低的水平，从而

减少了这种类别产品在总进口中的份额，最后导致了低覆盖率。至于频率指

数，它们给那些没有进口的产品和大量进口的产品都给予了相同的权重。第

三个缺陷是非关税措施清单可能是不完整的，覆盖率可能随着措施和国家的

不同而不同。虽然有这些众所周知的缺点，但覆盖率已经被广泛地用来总体

度量非关税措施的发生率。频率度量方法也在引力方程中用来确定非关税措

施对贸易流量的影响 （见第三章）。

表 ２７ 覆盖率：计算说明

海关

编码

进口值

（以千美元计）

进口

份额

（％）

非关税

措施
类　　型

８７ ５８８２７５３３ 车辆以外的其他铁路或电车道机车……

８７０１ １９７５６６５ ３３６ ０ 拖拉车 （除了拖拉机标题 ８７０９）……

８７０２ ２６４００３ ０４５ ０ 乘驾 １０人及以上的运输车辆……

８７０３ １８４０００００ ３１２８ １ 汽车和其他主要用于客运的机动车辆……

８７０４ ５６５８０７７ ９６２ ０ 货运机车……

８７０５ ４１８０５８ ０７１ ０ 特种车辆，主要用于……

８７０６ ４３５０４７ ０７４ ０
装有 发 动 机 底 盘，标 题 为 ８７０１ 到

８７……

８７０７ １７２３４６ ０２９ ０
车体 （包括驾驶室），标题为 ８７０１到

８７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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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海关

编码

进口值

（以千美元计）

进口

份额

（％）

非关税

措施
类　　型

８７０８ ２８６０００００ ４８６２ ０ 标题为 ８７０１到 ８７０５的机动车辆零部件

８７０９ ２１１７６７ ０３６ ０
工程车，自行式，不安装起吊或搬运装

备……

８７１０ ６２２７５２ １０６ ０ 坦克和其他机动装甲战斗车辆

８７１１ ６２８９１３ １０７ １
摩托车 （含轻便摩托车）和装有辅助发

动机的自行车

８７１２ ６２２９０ ０１１ ０
自行车和其他类型自行车 （非机动三轮

车）

８７１３ ５４３１５ ００９ ０ 残疾人用车

８７１４ ３６３４２９ ０６２ ０ 标题为 ８７１１到 ８７１３的车辆零部件

８７１５ ２８６５３ ００５ ０ 婴儿车及其零件

８７１６ ９３２２１８ １５８ ０ 挂车和半挂车

ＨＳ８７覆盖率 （％） ３２３５

３贸易政策立场

第二部分的讨论已经强调了无论是进口或是在出口方面各国政府度量影

响贸易指标的多样性。这些贸易政策度量形式在几个方面存在差异，包括它

们的失真程度，以及 ＷＴＯ纪律对它们使用范围的约束程度。由于贸易政策指
标的多样性，将不同产品贸易政策汇总概括为贸易政策立场，并使这些立场

在不同国家间能进行比较就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政策的许多维度需要覆

盖到，做好这一点可以参考世界贸易组织网站上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政策审

议 （Ｔｒａｄｅ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ｖｉｅｗｓ，ＴＰＲｓ）提供的模板。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政策审议
（ＴＰＲｓ）对 ＷＴＯ成员的贸易政策和做法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描述。根据它们在
世界贸易中的份额，成员每两年检查一次 （最大的四家成员），或每四年检查

一次 （随后的十六个成员），或每六年检查一次 （其他成员）。世界贸易组织

的贸易政策审议 （ＴＰＲｓ）由成员的检查报告加上 ＷＴＯ秘书处的其他报告组
成。ＴＰＲｓ的格式由贸易政策审议机构决定。ＷＴＯ秘书处的报告分为四个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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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环境；

 贸易政策制度：框架和目标；

 贸易政策和实践指标；

 部门贸易政策。

另一种更加定量化、更综合的评估贸易政策立场的方法就是计算所谓的

贸易限制指数 （Ｔｒａｄｅ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Ｉｎｄｅｘｅｓ，ＴＲＩｓ），即综合所有的贸易限制

措施 （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效果的指数。ＴＲＩｓ的构建提出了两方面的挑战。

首先，必须找到１０％的关税，１０００万吨的配额和１００万美元补贴的单一贸易

限制指标。第二，数千种不同税目所有的信息必须汇总为一个总体指标。

ＴＲＩｓ第一代提出了解决第一个问题的方案。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Ｆｕｎｄ，ＩＭＦ）基于许多观察到的规则，推出了一个指

数。根据每一类贸易壁垒 －平均关税、数量限制所覆盖的税目比例等信息给

每个国家评分，然后，再对每一个国家的评分进行平均，最后给出从１（最开

放的）到１０（最不开放）的贸易限制指数。ＴＲＩｓ的设计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２００５年）有详细的说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文献中也使用该

指标，但在工作报告中没有指出。

这些第一代的贸易限制指数将不同类型的贸易政策工具做了共同的度量，

但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使用的是没有经济基础的具体标准。目前还不清楚为什

么３％的平均关税应相当于５％的非关税措施覆盖。第二代的贸易限制指数不

仅对第一个问题做了更多分析，而且通过理论上使用合理的汇总程序解决了

第二个问题。安德森和聂瑞 （１９９４，１９９６）使用关税和配额结果 （见上文）

之间的等值将数量限制转化为关税，建立了一个能体现关税和数量限制影响

的贸易限制指数。产生的 ＴＲＩｓ程序根据进口国福利将现有关税和数量限制统

一为从价计征的进口关税。

最近，凯等 （２００６）构建了一个类似的总体贸易限制指数 （ＯｖｅｒａｌｌＴｒａｄ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Ｉｎｄｅｘ，ＯＴＲＩ），将进口关税统一定义为从价计征的进口关税，

这将导致现有的关税和非关税措施 （见专栏 ２４）有相同的进口量。因此

ＴＲＩｓ和 ＯＴＲＩ都是对不同工具的合理汇总。凯等还提出了 ＯＴＲＩ的镜像，同样

的从价关税相当于影响一个国家出口市场的现有措施的效果，并把它称为市

场准入总体贸易限制指数 （ＭＡ－ＯＴＲＩ）（ＭＡ代表市场准入）。他们使用过去

研究中 （凯等，２００４）采用的进口需求弹性计量经济学估计方法，对更多国

家的这三个指数进行了估计。

·８７·



第二章　贸易政策的量化

专栏２４　ＯＴＲＩ和 ＭＡ－ＯＴＲＩ

ＯＴＲＩ和 ＭＡ－ＯＴＲＩ由关税的加权和及非关税壁垒在关税线水平的等价
值来表示。权重是关税线水平进口份额和进口需求弹性的增函数，这反映

了对这些产品约束将会对总体产品产生约束。对那些需求缺乏弹性的产品

赋予较小权重的逻辑是这些产品关税的改变对总体贸易量影响较小。注意

ＯＴＲＩ的权重并没有解决前面提到的进口权重平均值的所有问题，因为当存
在禁止性关税时，它们将为零。

为了计算贸易限制措施总指标，需要关税方面的信息，但更重要的是

需要获得在关税税目水平上有关非关税壁垒的等价值和进口需求弹性方面

的信息。在两个文献背景中有这些信息的估计。凯等 （２００５）在关税税目
层次对１１７个国家的进口需求弹性进行了估计。所采用方法和科利 （１９９１）
与哈里根 （１９９７）使用的方法接近，在这种方法中，给定外生的国际价格、
生产率和要素禀赋，进口被当做国内生产的投入。这种方法还假定世界贸

易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垂直专业化，进口被当做 ＧＤＰ函数的投入，而不像以
前绝大多数文献将进口作为最终消费品，这似乎是这种方法最有吸引力的

特点。

凯等 （２００６）对核心的非关税壁垒 （价格和数量控制措施、技术管制

以及诸如对进口产品实行单通道等垄断性措施）对应的等价值进行了估计，

同时也对 １０４个国家和地区在关税税目水平对国内农业进行的支持做了估
计。他们首先采用利莫尔 （１９９０）的比较优势方法 ［也可见 （哈里根，

１９９３）和 （富勒，１９９３）］对非关税壁垒的影响进行了度量。这种方法的逻
辑是通过要素禀赋来预测进口，观察当有非关税壁垒时进口的偏差。对每

个 ＨＳ６位税目都进行了观察，其中至少有一个国家有某种类型的非关税壁
垒 （约４８００关税项目）。非关税壁垒对进口的影响因国家而异 （根据每个

国家具体的要素禀赋）。凯等接着使用早前估计的进口需求弹性，沿着进口

需求曲线进行移动，将非关税壁垒的数量影响转化为从价税等值 （Ａｄ
Ｖａｌｏｒｅｍ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ｓ，ＡＶＥ）。

Ｃ数　　据

目前有三个主要的门户网站可以用来访问关税数据，就本章而言，这三

个网站也是获得非关税措施的主要网站。ＷＴＯ提供了访问约束关税、实施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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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和优惠关税的两种渠道：关税在线分析 （Ｔａｒｉｆｆ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ｌｉｎｅ，ＴＡＯ）和关
税下载 （Ｔａｒｉｆｆ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Ｆａｃｉｌｉｔｙ，ＴＤＦ）。它还提供了许多由其成员向世贸组
织通报非关税措施信息组成的数据库。世界贸易综合解决方案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Ｔｒａｄ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Ｓ）门户网站提供了约束关税、实施关税和优惠
关税数据，同时它也是唯一真正的全球性非关税措施数据库 （Ｔｒａｄ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ＴＲＡＩＮＳ）。最后，市场准入地图 （ＭＡｃＭａｐ）门户网
站也可以获得约束关税、实施关税和优惠关税数据，关税配额、反倾销税和

原产地规则等数据。需要注意的是，三大门户网站同时还可以提供贸易数据。

除了这三个主要的门户网站，还有一些其他在线数据库能提供具体关税措施

或具体部门的信息。

１世界贸易组织的关税在线分析和关税下载网站

关税在线分析 （ＴＡＯ）网站是世界贸易组织提供给其成员或授权成员获
得官方关税数据的两个数据接口之一。这些关税数据存储在两个数据库：综

合数据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ＩＤＢ）和统一关税时间表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ｄＴａｒｉｆｆ
Ｓｃｈｅｄｕｌｅｓ，ＣＴＳ）数据库。ＩＤＢ是世贸组织成员向 ＷＴＯ报告的关税和贸易信
息的资料库。２０１０年，通过其他组织提供的数据或者成员授权，对这些信息
进行了补充。ＩＤＢ包含了最惠国实施关税和在关税税目水平下世界贸易组织
成员的进口，从１９９６年以来，这些数据通常是 ８位数水平，有时甚至十位数
水平。国家的覆盖范围取决于年份，高达 ９０％。具体关税的等量从价税信息
以及优惠关税是可获得实施关税国家的一个子集。ＣＴＳ数据库包含所有 ＷＴＯ
成员的约束关税税率。通过 ＩＤＢ接口使用其服务是免费的。

ＴＡＯ接口允许用户一次性生成有关约束关税、实施关税和优惠关税的各
种报告。用户还可以通过用户定义的关税和贸易标准选择信息，在桌面编制

１２份报告 （包括关税税目水平的报告和汇总报告）和出口信息报告。英语、

法语或西班牙语用户可以访问：ｈｔｔｐ：／／ｔａｒｉｆｆ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ｔｏｏｒｇ／。
ＴＡＯ是 ＴＤＦ的一个补充 （ｈｔｔｐ：／／ｔａｒｉｆｆｄａｔａｗｔｏｏｒｇ／），其包含在协调税

则 （ＨＳ）６位数字代码水平的信息，将来计划合并这两个应用程序。此外，
ＩＤＢ和 ＣＴＳ数据库将很快能从世界贸易组织的综合贸易智能门户网站 （Ｉ－
ＴＩＰ）获得，该网站由 ＷＴＯ秘书处统一提供能在 ＷＴＯ获得的有关贸易和贸易
政策措施的信息。

２世界贸易综合解决方案

ＷＩＴＳ（Ｗｏｒｌｄ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Ｔｒａｄ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软件是由世界银行与联合国贸易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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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展会议 （ＵＮＣＴＡＤ）密切合作开发的。它提供了五个贸易和关税数据库
的访问：

 世界贸易组织的 ＩＤＢ和 ＣＴＳ数据库 （见上文）；

 联合国统计司的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数据库 （见第一章）；

 贸发会议的 ＴＲＡＩＮＳ（贸易分析和信息系统）数据库；

 ＣＥＰＩＩ和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的 ＭＡｃＭａｐＨＳ６ｖ２数据库 （见下文）；

 ＡＭＡＤ数据库。
ＴＲＡＩＮＳ数据库 （贸易分析和信息系统）包含了自 １９９８年以来最惠国

（适用）关税和优惠关税、非关税措施 （ＮＴＭｓ）和国家关税税目水平的进口
数据。

２５
国家的覆盖率与年份有关系，高达 １４０个国家和地区。２６非关税措施数

据主要从官方渠道收集。这些数据通过企业调查和门户网站收集的信息进行

补充，并存储在不同的数据库中。

国家关税税目水平的非关税措施数据以发生率的形式在 ＴＲＡＩＮＳ中组织和
报告。也就是说，每个非关税措施都以二进制形式进行编码，报告的水平

（层次）根据国家主管部门报告 （如果存在就是１，如果没有，就是０）确定，
这样就可以估计覆盖率，即在给定的总税目编码中税目总数的比例。

除了争议性很大的关于什么是贸易壁垒、什么不是贸易壁垒的问题 （见

上文），非关税措施报告的另一个局限性是它们二进制编码对温和措施和严厉

措施没有进行区分。例如，几乎没有什么约束力的配额和严厉措施以同样的

方式处理。不幸的是，这个问题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法，二进制编码形式可能

是在需要保留尽可能多的信息与避免报告错误 （编码越详细，报告错误的范

围也越大）之间最好的折中办法。

ＷＩＴＳ软件提供了执行快速搜索以及在跨国和跨产品之间进行查询的可
能。它提供在国家关税税目层面任意数量的税目甚至是整个关税结构的下载。

ＷＩＴＳ提供了两种不同的关税。首先，最惠国 （ＭＦＮ）关税在代码 “ＭＦＮ”中
进行报告。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关税是实施关税而不是约束关税 （见前文第二

节 ａ的定义）。其次，实际的实施关税，它随着给予的优惠和区域贸易协定
（ＲＡＴｓ）在不同伙伴国之间存在差异，其在代码 “ＡＨＳ”中进行报告。２７ＷＩＴＳ
可以计算非从价税的从价税等值额。ＷＩＴＳ还提供了一些实用程序，如分类和
不同分类之间的语词索引，以及关税和贸易模拟工具。此工具利用局部均衡

模型可以评估约束和实施关税削减建议 （见专栏 ２５）对贸易和福利的影响
（有关详细信息参见第五章）。

ＷＩＴＳ软件是免费的。然而，访问数据库本身是根据访问者的级别进
行收费 的，

２８
要获 取 更 多 信 息 请 参 阅 ＷＩＴＳ的 信 息 网 页：ｈｔｔｐ：／／ｗｉｔｓ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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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２５　模拟世界贸易组织的关税减让承诺

作为市场准入谈判的一部分，ＷＴＯ成员需要在他们减少关税采用的方
式上达成一致。对于这些方式，他们必须决定是否要采用关税削减公式或

其他方法。如果他们决定使用一种公式，还需要进一步选择想使用的公式

和他们应用这些公式想实施的关税。如果在本轮谈判中，他们决定在约束

关税上应用一个非线性的公式，那就需要评估这些关税削减对适用税率的

影响。这是因为削减以后的约束税率可能更高、等于或低于目前实施关税

的水平。只有当约束水平低于适用税率水平时，适用税率才需要降低到约

束税率。

ＷＩＴＳ软件中关税和贸易模拟部分 （见上文）和市场准入地图软件详细

的分析菜单提供了一个模拟工具，用来评估各种约束和实施关税削减建议

的影响。显然，我们也可以用 ＳＴＡＴＡ来模拟税收削减建议，但那需要临时
进行编程。

３市场准入地图

市场准入地图 （ＭＡｃＭａｐ）接口由国际贸易中心 （ＩＴＣ）和国际信息与未

来研究中心 （ＣＥＰＩＩ）联合开发，提供访问目前在关税税目水平所实施的最惠
国关税、优惠关税和贸易数据库，也可以从世界贸易组织的 ＣＴＳ数据库提供
约束数据。ＭＡｃＭａｐ数据库提供了所有非从价关税的从价税等价值 （ＡＶＥｓ）。
ＭａｃＭａｐ也包括对关税率配额 （原始数据来自 ＡＭＡＤ）的处理。２９ＭａｃＭａｐ中所

使用方法在 Ｂｏｕｔ等 （２００５年）有详细的讨论。
ＭａｃＭａｐ接口允许一次从一个或多个国家提取一个或几个关税。它也提供

各种贸易体制报告或者国家贸易和关税报告，也被作为一个模拟关税削减的

工具。其主要的缺点是它不允许下载在国家关税税目水平的完整关税结构。

自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起，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下面网站免费获得市场准入地图
数据库：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ａｃｍａｐｏｒｇ／。

另外两个数据库是 ＭＡｃＭａｐ数据集的副产品。第一个是 ＭＡｃＭａｐＨＳ６数据
库，它是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４年 ＭＡｃＭａｐ数据库的一个协调版本。它在 ＨＳ六位数
水平提供了 １６３个报告国和 ２０８个合作伙伴的双边关税。２００４年的
ＭＡｃＭａｐＨＳ６ｖ２由国际信息与未来研究中心 （ＣＥＰＩＩ）Ｉ和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
（ＩＦＰＲＩ）开发的，可以通过 ＷＩＴＳ（见上文）免费下载。第二个是为 ＧＴＡＰ
（全球贸易分析项目）数据库服务的市场准入地图 （ＭａｃＭａｐ），这是以 ＧＴＡ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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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的 ＭＡｃＭａｐＨＳ６的汇总版本。ＭＡｃＭａｐＨＳ６的这个版本数据库准备与 ＧＴＡＰ
模型和软件一起使用。它也可以免费从 ＣＥＰＩＩ获得。

４其他数据来源

ａ全球反倾销数据库

这个丰富的资料库是 ＣｈａｄＢｏｗｎ在世界银行资助下将很多数据库综合起
来的数据库，它提供了３０多个不同国家政府反倾销贸易政策工具使用的详细
的信息，也提供了所有 ＷＴＯ成员使用贸易保护措施的详细信息。它包括判定
和受影响国家、产品类别 （在 ＨＳ８位数水平）、措施的类型、反倾销调查的
启动、最终实施的关税、撤销日期，甚至包括所涉及公司的信息。这个数据

库可以在网上免费使用：ｈｔｔｐ：／／ｐｅｏｐｌｅｂｒａｎｄｅｉｓｅｄｕ／～ｃｂｏｗｎ／ｇｌｏｂａｌ＿ａｄ／。

ｂ农业市场准入数据库 （ＡＭＡＤ）

农业市场准入数据库 （ＡＭＡＤ）是加拿大农业部、欧盟委员会、美国农
业部、联合国粮农组织 （ＦＡ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及贸发会议
共同合作努力的结果。它包括农业生产、消费、贸易、单价、关税和 “关税

配额”（只用于约束数量的关税，在超过这个数量之后，关税通常跳跃到很高

的水平）等方面的数据库。涵盖 ５０个国家从 １９９５年到 ２０００年中期的情况。
一些关税配额是在 ＨＳ编码四位数水平而不是 ＨＳ编码六位数水平进行报告
的。农业市场准入数据库门户网站为访问用户提供免费的指南和自学指南、

ＭＳ－Ａｃｃｅｓｓ数据库以及说明如何将 Ａｃｃｅｓｓ文件转换成 Ｅｘｃｅｌ格式文件的指南。
详情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ｍａｄｏｒｇ／。

ｃ世界银行 ＴＰＰ数据库

世界银行的贸易、生产和保护 （Ｔｒａｄ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ＴＰＰ）
数据库将来自于不同数据库的各种贸易流、生产和保护等数据按统一分类进

行了合并：国际标准产业分类 （ＩＳＩＣ）第二次修订版，尽管数据获得渠道不
尽相同，但数据库覆盖了１００多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１９７６－２００４年期间
的数据。此数据库早期版的更新可以在 Ｎｉｃｉｔａ和 Ｏｌａｒｒｅａｇａ（２００１）相关文献中
获得。它可以从下面网站免费下载：ｈｔｔｐ：／／ｇｏ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ＥＱＷ３Ｗ５ＵＴＰ０。

ｄ世界银行 ＴＢＴ数据库

在２００４年，世界银行的约翰·威尔逊和恒博乙木 （ＪｏｈｎＷｉｌｓｏｎａｎｄ
ＴｓｕｎｅｈｉｒｏＯｔｓｕｋｉ）完成了一项关于技术贸易壁垒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ＢａｒｒｉｅｒｓｔｏＴｒａ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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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ＢＴｓ）和１７个发展中国家６８９个企业标准的调查。由此产生的数据库既包括
强制性技术法规 （如达到主要出口市场所要求的标准和技术壁垒的成本）方

面的信息，也包括自愿标准使用方面的信息，这些信息可以从世界银行研究

网页上免费下载。

ｅＷＴＯ通报数据库

许多数据库包含了从网上可获取的 ＷＴＯ成员公告信息。ＷＴＯ成员在许
多协议中都有义务报告各种政策措施。例如，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的协

议 （ＳＰＳ协议）第７条要求成员报告其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由于这些要求
的遵守并不总是令人满意的，所以通告数据库应谨慎解读。提交到实施动植

物卫生检疫措施的协议 （ＳＰＳ协议）通告下的信息可以通过 ＳＰＳ信息管理系
统 （ＳＰＳＩＭＳ） （见世界贸易组织网站）免费获取。同样，提交到贸易技术壁
垒协议 （ＴＢＡ协议）下的信息也可以通过 ＴＡＢ信息管理系统 （ＴＢＴＳＩＭＳ）获
取。各类通告信息很快将能通过 Ｉ－Ｔｉｐ门户网站获取。

ｆ国家或地区的特定数据库

ＴＡＲＩＣ数据库提供了欧盟关税方面的所有信息，包括季节性关税、排他
性关税、加工产品农业部件的附件关税等。这些数据库可以免费获得，但允

许提取的数据量非常少。

详 情 见 网 址：ｈｔｔｐ：／／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ｔａｘａｔｉｏｎ＿ｃｕｓｔｏｍｓ／ｄｄｓ２／ｔａｒｉｃ／ｔａｒｉｃ＿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ｊｓｐ？Ｌａｎｇ＝ｅｎ＆ｒ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Ｄａｔｅ＝２０１１０２２４。

亚太经合组织 （ＡＰＥＣ）数据库包含了大多数成员详细的 （ＨＳ８位数水
平）关税信息。

３０

详情见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ｐｅｃｏｒｇ／Ｇｒｏｕｐｓ／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ＲｕｌｅｓｏｆＯｒｉｇｉｎ／ＷｅｂＴＲａｓｐｘ。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ＵＳＩＴＣ）互动关税和贸易数据库提供了国际贸易
统计和美国的关税数据，公众可免费获取。美国进口统计、美国出口统计、

美国关税和未来关税，以及美国关税优惠信息都可以通过一个友好的用户界

面获取。

详情见网址：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ｗｅｂｕｓｉｔｃｇｏｖ／。

Ｄ应　　用

１生成关税型式文件

目的：生成加拿大的关税型式
３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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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型式包括约束关税和实施关税平均值的汇总表，既包括农产品又包

括非农产品，税率变动分布表，以及许多在产品组层次 （水平）的关税统

计表。

ａ下载数据

加拿大２００８年的约束和实施关税与进口可以在国家关税税目水平进行下
载。在加拿大的例子中，国家关税税目是在 ８位数水平定义的，有时候是在
１０位数水平。

注意：如果你没有所有农产品关税税目表的 Ｅｘｃｅｌ或 ＳＴＡＴＡ文件，你可
以分成两组 （或三组，以下的选择 ２）下载数据，即在选择 １中，下载 ＷＴＯ
农业和 ＷＴＯ非农业数据，在选择２中，下载 ＷＴＯ农业和 ＷＴＯ工业加上 ＷＴＯ
石油。

选择１：从世界贸易组织的在线关税分析 （ＴＡＯ）网站下载数据。
注意：在线关税分析 （ＴＡＯ）网站不提供非从价税的从价税等值，这意

味着非从价税的税目在计算平均关税时将被排除在外。

转到 ｈｔｔｐ：／／ｔａｏｗｔｏｏｒｇ／。
使用所需数据可以在 ４个不同的文件中下载：两个文件分别包含农业和

非农业实施关税及进口流量的压缩文件，两个包含农业和非农业约束的压缩

文 件。 前 两 个 压 缩 文 件 中 包 含 三 个 文 本 文 件： 实 施 关 税 文 件

（ＤｕｔｙＤｅｔａｉｌｓｔｘｔ）、进口文件 （ＴｒａｄｅＤｅｔａｉｌｓｔｘｔ）及产品定义和其他信息的文
件 （ＴａｒｉｆｆＤｅｔａｉｌｓｔｘｔ）。其他两个压缩文件只包含一个约束税率的文本文件。

前面两个压缩文件可以下列方式从 ＴＡＯ网站下载：

ＯｎｔｈｅｈｏｍｅｐａｇｅｏｆＴＡＯ，ｃｌｉｃｋ：

Ｍａｋ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ｓｅｌｅｃｔ“ＡｐｐｌｉｅｄＤｕｔｉｅｓ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ＩＤＢ）”

　　ｓｅｌｅｃｔｔｈｅ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ｃｏｕｎｔｒｙａｎｄｙｅａｒ

Ｃｌｉｃｋｔｈｅ“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ｂｕｔｔｏｎｏｎｔｈｅｂｏｔｔｏｍｏｆｔｈｅｗｉｎｄｏｗ

　　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ｗｉｎｄｏｗ，ｃｈｏｏｓｅｔｈ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ｔｈｕｍｂｎａｉｌ

　　　　ｉｎｔｈｅ“ｓｅｌｅｃ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ｇｒｏｕｐ”ｄｒｏｐｄｏｗｎｍｅｎｕ

　　　　ｓｅｌｅｃｔ＜ＮｅｗＰｒｏｄｕｃｔＧｒｏｕｐ＞

　　ｉｎ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ｒｏｐｄｏｗｎｍｅｎｕ

　　　　ｓｅｌｅｃｔ“ＨＳ－ＷＴＯ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ｃｌｉｃｋｔｈｅ“ｃｈｅｃｋａｌｌ”ｂｕｔｔｏｎ

　　Ｃｌｉｃｋｔｈｅ“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Ｄａｔａ”ｂｕｔｔｏｎｏｎｔｈｅｌｅｆｔｈａｎｄｓｉｄｅｏｆｔｈｅｓｃｒｅｅｎ

　　　　ｉｎｔｈｅ“ＳｅｌｅｃｔＲｅｐｏｒｔ”ｄｒｏｐｄｏｗｎｍｅｎ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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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ｈｏｏｓｅ“ＴａｒｉｆｆＬｉｎｅＤｕｔｉｅｓ”

　　　　　　ｓｅｌｅｃｔ“Ｔｅｘｔ”ａｓ“ＦｉｌｅＴｙｐｅ”ａｎｄｐｉｃｋａｎａｍｅ（ｅｇＣＡＮ０８＿ＡＧ）

　　　　　　　　ｃｌｉｃｋｔｈｅ“Ｅｘｐｏｒｔ”ｂｕｔｔｏｎｏｎ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ｈａｎｄｓｉｄｅ

　　　　　　　　　　ｃｈｅｃｋｔｈｅ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ｙｏｕｒ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ａｎｄｃｌｉｃｋｏｎ“ｒｅｆｒｅｓｈ”

对其他文件遵循相同的步骤。

选择２：从 ＷＩＴＳ门户网站下载数据。
注意：您可以从 ＩＤＢ或 ＴＲＡＩＮＳ数据库下载信息；注意只有 ＴＲＡＮＳ数据

库提供从价税信息。通过 ＷＩＴＳ下载的 ＩＤＢ／ＣＴＳ数据与我们前述从 ＴＡＯ网站
下载的 ＩＤＢ／ＣＴＳ信息正好有相同的格式。

这里我们从 ＴＲＡＩＮＳ数据库下载相关信息。
转到 ｈｔｔｐ：／／ｗｉｔｓ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使用所需数据可以在三个不同的文件中下载，但需要有根据世界贸易组

织定义的所有相关术语所列所有农产品列表文件 （本指南提供）。您可以先下

载约束税率，然后下载实施关税，最后下载双边进口。

ＯｎｔｈｅＷＩＴＳｈｏｍｅｐａｇｅ，ｃｌｉｃｋ：

Ｑｕｉｃｋ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ｌｅｃｔ“ＴａｒｉｆｆＶｉｅｗａｎｄＥｘｐｏｒｔＲａｗＤａｔａ”

　　ｓｅｌｅｃｔ“ＷＴＯＣＴＳ”ａｓｄａｔａｓｏｕｒｃｅ

　　ｓｅｌｅｃｔｔｈｅ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ｍａｒｋｅｔ

　　Ｃｌｉｃｋｔｈｅ“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ｂｕｔｔｏｎ

　　　　ｓｅｌｅｃｔ“Ｔｅｘｔ”ａｓ“ＦｉｌｅＴｙｐｅ”

　　Ｃｌｉｃｋｔｈｅ“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ｂｕｔｔｏｎ

对实施税率：

ｓｅｌｅｃｔ“ＴａｒｉｆｆＶｉｅｗａｎｄＥｘｐｏｒｔＲａｗＤａｔａ”

ｓｅｌｅｃｔｄａｔａｔｙｐｅ：ＴｒａｉｎｓＴｏｔａｌ（ｉｎｃｌＡＶＥ）

ｓｅｌｅｃｔｒｅｐｏｒｔｅｒａｎｄｙｅａｒ

ｓｅｌｅｃｔＤｕｔｙｃｏｄｅ：ＭＦＮｒａｔｅｓ

ｓｅｌｅｃｔ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Ｃｌｉｃｋｔｈｅ“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ｂｕｔｔｏｎ

　　ｓｅｌｅｃｔ“Ｔｅｘｔ”ａｓ“ＦｉｌｅＴｙｐｅ”

对贸易流量：

ｓｅｌｅｃｔ“Ｔｒａｄ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ＥｘｐｏｒｔＴａｒｉｆｆｌｉｎｅｉｍｐｏｒｔｓ”

ｓｅｌｅｃｔｄａｔａｓｏｕｒｃｅ：Ｔｒａｉ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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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ｌｅｃｔｒｅｐｏｒｔｅｒａｎｄｙｅａｒ

ｓｅｌｅｃｔ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Ｗｏｒｌｄ

ｓｅｌｅｃ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ｃｏｄｅ：Ａｌ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Ｃｏｄｅ



请注意，如果由 ＴＲＡＩＮＳ数据库提供的贸易数据与关税数据所用术语不相
同，你可以使用从 ＷＴＯ获得的贸易数据。

ｂ将数据导入 ＳＴＡＴＡ

选择１：导入从 ＴＡＯ下载的数据。
注：如前所述，从 ＴＡＯ下载的数据在 ８个不同的文本文件中，即四个农

业产品文件和四个非农业产品文件。对农业和非农业产品文件，四个文件当

中有三个包含了实施关税和贸易的信息，还有一个包含了约束率。

我们要在包含农业关税的文件上附一个包含非农产品关税的文件。要做

到这一点，我们首先导入包含农业实施关税文本 （或逗号分隔的值）文件，

然后把它保存成 ＳＴＡＴＡ格式 （文件扩展名为ｄｔａ）。３２

ｉｎｓｈｅｅｔｕｓｉｎｇＣＡＮ０８＿ＡＧ＿ＤｕｔｙＤｅｔａｉｌｓ＿ＴＬｔｘｔ，ｃｌｅａｒｔａｂｎａｍｅｓ

ｓａｖｅＣＡＮ＿ＡＧ＿ＤｕｔｙＤｅｔａｉｌｓｄｔａ，ｒｅｐｌａｃｅ

有三个选项用于 “ｉｎｓｈｅｅｔ”命令： “清除”命令清除 ＳＴＡＴＡ的内存，
“ｔａｂ”命令指定使用的分隔符为制表，“ｎａｍｅｓ”命令指定第一行作为变量名
称。“ｒｅｐｌａｃｅ”选项允许我们覆盖具有相同名称的文件。

我们对包含非农业关税的实施关税也做同样处理，然后，我们再补充两

个数据集：

ｕｓｅＣＡＮ＿ＡＧ＿ＤｕｔｙＤｅｔａｉｌｓｄｔａ，ｃｌｅａｒ

ａｐｐｅｎｄｕｓｉｎｇＣＡＮ＿ＮＡＧ＿ＤｕｔｙＤｅｔａｉｌｓｄｔａ

ｓａｖｅＣＡＮ＿ＤｕｔｙＤｅｔａｉｌｓｄｔａ

接着，我们对两个包含约束关税税率的文件，那些包含进口的文件，以

及包含定义的文件都做同样的处理。

注意：应该浏览数据文件以确信数据集结构没有问题。由于一些数据可能

没有被正确导入，所以要留意包含实施关税文件可能出现的问题。本指南提

供了说明这些数据导入相关问题的 ＳＴＡＴＡ命令文件。
这给我们留下了四个 ＳＴＡＴＡ数据 （扩展名为ｄｔａ）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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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Ｎ＿ＤｕｔｙＤｅｔａｉｌｓｄｔａ；

ＣＡＮ＿ＴｒａｄｅＤｅｔａｉｌｓｄｔａ；

ＣＡＮ＿ＴａｒｉｆｆＤｅｔａｉｌｓｄｔａ；

ＣＡＮ＿Ｂｏｕｎｄｓｄｔａ；

然后，我们做同样的两个文件，其中包含的约束税率，包含进口和相关

定义。

我们还需要相关的 ＨＳ编码来计算某些统计数据 （例如约束覆盖）。这

样，我们就可以将约束关税减让表与 ＨＳ１９９６编码进行合并。

ｍｅｒｇｅｈｓ６ａｇｕｓｉｎｇＨＳ９６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ｔａ

最后，我们将创建了三个哑变量。第一个哑变量当属于农产品关税税目

时取值为１，属于非农产品关税税目值时取值为 ０。第二个哑变量当关税是非
从价关税 （ＮＡＶ）时取值为１，否则为０。第三个哑变量当关税是约束税率时
取值为１，否则取值为０。

ｇｅｎａｇ＝０ｉ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ＨＳ－ＷＴＯＮｏ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ｒｅｐｌａｃｅａｇ＝１ｉ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ＨＳ－ＷＴＯ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ｇｅｎｎａｖ＝０

ｒｅｐｌａｃｅｎａｖ＝１ｉｆｂｏｕｎｄｄｕｔｙｎａｔｕｒｅ～＝“Ａ”

ｇｅｎｂｉｎｄ＝１

ｒｅｐｌａｃｅｂｉｎｄ＝０ｉｆｂｏｕｎｄｄｕｔｙｂｉｎｄｉｎｇｓｔａｔｕｓ～＝“Ｂ”

注：“Ａ”表示从价税和 “Ｂ”代表具约束。
选择２：导入从 ＷＩＴＳ下载的数据。
注意：包含约束的文件与从 ＴＡＯ下载的文件是完全一样的，这意味着所

有选择１中提及的进口相关注意事项同样适用。进口的 ＳＴＡＴＡ命令也与选择
１相同，只是 （ａ）实施关税中的变量名称和贸易文件不同，（ｂ）你需要将所
有三个文件与可以区分农业和非农业产品的命名文件合。

ｃ关税和进口的汇总

约束关税

我们 首 先 计 算 农 产 品、非 农 业 和 所 有 产 品 约 束 的 简 单 平 均 值

（“ｂｏｕｎｄｄｕｔｙａｖ”）。请注意，计算分四个阶段进行。在计算之前，我们删除那
些显示为遗漏值的非从价关税税目，这样在使用 ＳＴＡＴＡ的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命令时
它们就视为零。当关税税目在 ８位数水平进行定义，我们就在 ８位数水平
（“Ｔ１”）计算平均值。然后，我们在６位数水平计算平均值。最后，这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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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用来计算汇总的平均值。

ｄｒｏｐｉｆｂｏｕｎｄｄｕｔｙａｖ＝＝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ｍｅａｎ）ｂｏｕｎｄｄｕｔｙａｖｎａｖｂｉｎｄ，ｂｙ（ｔ１ｈｓ６ａｇ）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ｍｅａｎ）ｂｏｕｎｄｄｕｔｙａｖｎａｖｂｉｎｄ，ｂｙ（ｈｓ６ａｇ）

ｅｇｅｎＴｏｔａｌ＝ｍｅａｎ（ｂｏｕｎｄｄｕｔｙａｖ）

ｂｙｓａｇ：ｅｇｅｎｂｏｕｎｄｂｙＡｇＮＡｇ＝ｍｅａｎ（ｂｏｕｎｄｄｕｔｙａｖ）

然后，我们计算农业和非农业税目中总体的约束关税覆盖率和约束关税

平均值。约束关税覆盖率由 ６位数子目 （子标题）所占份额来计算，这些 ６
位数子目 （子标题）不包括在至少一个约束关税税目中。

ｅｇｅｎｂｉｎｄｉｎｇ＝ｓｕｍ（ｂｉｎｄ）

ｇｅｎＢｉｎｄｉｎｇ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ｂｉｎｄｉｎｇ／＿Ｎ １００

ｂｙｓａｇ：ｅｇｅｎｂｉｎｄｉｎｇ＿ｂｙａｇ＝ｓｕｍ（ｂｉｎｄ）

ｂｙｓａｇ：ｇｅｎＢｉｎｄｉｎｇ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ＮＡｇ＝ｂｉｎｄｉｎｇ＿ｂｙａｇ／＿Ｎ １００

其中 “＿Ｎ”代表观察到的数量 （关税税目）。

我们还可以计算出 ＮＡＶ关税的份额。当只有部分的 ＨＳ编码 ６位子税目
对应于 ＮＡＶ关税，这些税率所占的百分比就会被使用。

ｅｇｅｎｎｒｔ１＝ｃｏｕｎｔ（ｎａｖ）

ｅｇｅｎＴｏｔａｌＮＡＶ ＝ｓｕｍ（ｎａｖ）

ｇｅｎＴｏｔａｌＮＡＶｓｈａｒｅ＝ＴｏｔａｌＮＡＶ／ｎｒｔｌ １００

简单加权平均实施关税

首先，我们使用和约束关税率同样的命令来计算相应的简单加权平均实

施关税率。

然后，我们计算进口加权平均实施关税率。这需要将进口和实施关税率

进行匹配。从 ＷＴＯ网站下载的加拿大进口数据是根据原产地来组织的，但只
有总进口需要保留。进口和关税在国家税率水平相匹配。

ｕｓｅＣＡＮ＿ＤｕｔｙＤｅｔａｉｌｓｄｔａ，ｃｌｅａｒ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ｍｅａｎ）ａｖｄｕｔｙｒａｔｅ，ｂｙ（ｔ１ｈｓ６ａｇ）

ｓｏｒｔｔ１

ｍｅｒｇｅｔ１ｕｓｉｎｇＣＡＮ＿ＴｒａｄｅＤｅｔａｉｌｓｄｔａ

加权平均值首先是在６位数水平计算的，然后进行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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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ｒｏｐｉｆａｖｄｕｔｙｒａｔｅ＝＝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ｍｅａｎ）ａｖｄｕｔｙｒａｔｅ（ｓｕｍ）ｖａｌｕｅ，ｂｙ（ｈｓ６ａｇ）

ｅｇｅｎＭｔｏｔ＝ｔｏｔａｌ（ｖａｌｕｅ）

ｂｙｓａｇ：ｅｇｅｎＭｔｏｔＡｇＮｏｎＡｇ＝ｔｏｔａｌ（ｖａｌｕｅ）

ｅｇｅｎＴｏｔａｌｔｗａｖ＝ｔｏｔａｌ（（ａｖｄｕｔｙｒａｔｅ ｖａｌｕｅ）／Ｍｔｏｔ）

ｂｙｓａｇ：ｅｇｅｎＡｇＮｏｎＡｇｔｗａｖ＝ｔｏｔａｌ（（ａｖｄｕｔｙｒａｔｅ ｖａｌｕｅ）／ＭｔｏｔＡｇＮｏｎＡｇ）

最后一步就是生成结果显示表 （见附件中的 ＳＴＡＴＡ命令文件） （见表

２８）。

表 ２８ 概括性统计

概要 总计 农产品 非农产品

简单平均的最终约束关税 ５１４ ３６４ ５３５

约束关税中非从价税的份额 ２９１ １７７８ ０６５

简单平均的实际最惠国关税 ３６０ ３２１ ３６６

实际最惠国关税中非从价税的份额 ００２ １２６９ ００５

贸易加权平均的实际最惠国关税 ２７３ ３２０ ２７０

以百万美元计算的进口量 ３９７０９ ２６１４ ３７０９５

进口中非从价税的份额 ００２ １１６６ ００６

注意：计算平均关税时没有考虑非从价税。由于它们在农产子税目中占

有１７％的约束关税，１３％的实施关税，所以农产品关税平均值需要谨慎解释。

ｄ关税和进口税范围的频数分布

我们也希望给出在关税税目水平上关税和进口的变化范围。为此，我们

首先要定义范围。

ｇｅｎｒａｎｇｅ＝“Ｄｕｔｙｆｒｅｅ”ｉｆｂｏｕｎｄｄｕｔｙａｖ＝＝０

ｒｅｐｌａｃｅｒａｎｇｅ＝“０＜＝５”ｉｆｂｏｕｎｄｄｕｔｙａｖ＞０＆ｂｏｕｎｄｄｕｔｙａｖ＜＝５



ｒｅｐｌａｃｅｒａｎｇｅ＝“＞１００”ｉｆｂｏｕｎｄｄｕｔｙａｖ＞１００

ｒｅｐｌａｃｅｒａｎｇｅ＝“ＮＡ”ｉｆｂｏｕｎｄｄｕｔｙａｖ＝＝

接着我们计算约束关税的频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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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贸易政策的量化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ｍｅａｎ）ｂｏｕｎｄｄｕｔｙａｖ，ｂｙ（ｒａｎｇｅｈｓ６ｔｌａｇ）

ｂｙｓｒａｎｇｅａｇ：ｇｅｎｆｒｅｑｂｎｄ＝＿Ｎ

ｂｙｓａｇ：ｇｅｎｆｒｅｑＢｎｄＡｇＮｏｎＡｇ＝ｆｒｅｑｂｎｄ／＿Ｎ １００

注意每个十位数关税税目是单独分配给一个单一的范围。然后，我们对

实施关税和进口流量做同样的处理，最后，我们生成显示结果的表 （见表

２９）。

表 ２９ 频数分布

农产品 非农产品

最终约束

关税

实际最惠

国关税
进口关税

最终约束

关税

实际最惠

国关税
进口关税

免税 ３３０８ ３９０４ ５０８６ ３４５４ ５３８２ ５９０４

０＜＝５ １１１９ １０６７ ５９４ ９９３ １１４７ ５３８

５＜＝１０ １８３３ １５８６ １５１１ ４１１６ ２２８８ ３１７０

１０＜＝１５ ５４９ ５４１ １００３ ８６９ ６２１ ０９５

１５＜＝２５ ０６９ ０７３ ０１２ ５０３ ５４５ ２９１

２５＜＝５０ ０４８ ０５１ ２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５０＜＝１００ ０１４ ０１５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 ０２７ ０２９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非从价税 ０００ ２７３４ １５９４ ０００ ０１７ ００１

ｅ产品组关税和进口

对每２２个产品组 （１０个农业和 １２个非农业产品）的约束和实施关税，
我们希望呈现简单的平均关税税率、免税关税税目的份额、最高关税和约束

税率的份额。我们也希望计算产品组进口 （仅计算总进口量和免税进口量）

的份额 （总额和免税唯一的）。从约束税率开始，我们关税信息与产品组定义

进行合并。

ｕｓｅＣＡＮ＿Ｂｏｕｎｄｓｄｔａ，ｃｌｅａｒ

ｍｅｒｇｅｈｓ６ａｇｕｓｉｎｇＰｒｏｄＧｒｐ＿ｈｓ９６ａｔ６ｄｉｇｄｔａ

这样，我们就可以计算约束、平均关税和约束免税子税目在六位数子税

目总数中所占百分比，约束子税目在六位数子税目总数中所占份额。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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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ｎｄｕｔｙｆｒｅｅ＝１ｉｆｂｏｕｎｄｄｕｔｙａｖ＝＝０

ｂｙｓｇｒｐｎａｍｅ：ｅｇｅｎｍａｘｂｎｄｄｕｔｙ＝ｍａｘ（ｂｏｕｎｄｄｕｔｙａｖ）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ｍｅａｎ）ｂｏｕｎｄｄｕｔｙａｖｍａｘｂｎｄｄｕｔｙｂｉｎｄｎａｖｄｕｔｙｆｒｅｅ，ｂｙ（ｈｓ６ａｇｇｒｐｎａｍｅ）

ｂｙｓｇｒｐｎａｍｅ：ｅｇｅｎａｖｂｎｄｄｕｔｙ＝ｍｅａｎ（ｂｏｕｎｄｄｕｔｙａｖ）

ｂｙｓｇｒｐｎａｍｅ：ｅｇｅｎｎｒｄｕｔｙｆｒｅｅ＝ｓｕｍ（ｄｕｔｙｆｒｅｅ）

ｂｙｓｇｒｐｎａｍｅ：ｇｅｎｓｈｂｎｄｄｕｔｙｆｒｅｅ＝ｎｒｄｕｔｙｆｒｅｅ／＿Ｎ１００

ｂｙｓｇｒｐｎａｍｅ：ｅｇｅｎｔｏｔｂｉｎｄ＝ｓｕｍ（ｂｉｎｄ）

ｂｙｓｇｒｐｎａｍｅ：ｇｅｎｂｉｎｄｉｎｇ＝ｔｏｔｂｉｎｄ／＿Ｎ１００

注意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命令计算的是按比例分配的关税税目份额。
产品组适用税率和进口份额也可以进行类似的计算，结果列于表２１０。

表 ２１０ 产品组的关税和进口

组

约束关税 实际最惠国关税 进口关税

平均

值

最大

值

免税

份额
约束

净份

额

平均

值

最大

值

免税

份额
份额

免税

份额

净份

额

动物产品 ４８９ ２３８３４９７７ １００ ２９７０ ３９８ ２３８ ６７９７ ０５６ ５３９８１２８４

奶制品 ７４６ １１２ ０００ １００ ７７５０ ７４１ １１ ０００ ０１１ ０００８４７５

水果、蔬菜和植物 ２７４ １９１ ５８７３ １００ １０５０ ２７４ １９ ５８６３ １７３ ８２２８２１２

咖啡和茶叶 １８１ ８ ５５００ １００ ２３０６ １３８ ６ ７６０４ ０５５ ６７７９０００

谷物和制成品 ７６４ ９４７ １５５９ １００ ３８８６ ６３５ ９４５ ３１２９ １２３ ２５７２９５１

油料和油脂 ３７８ １１２ ５１０８ １００ １１７ ３４９ １１ ５３２９ ０４８ ６６１８０００

糖和糖果 ７０９ １２８ ７８１ １００ ３８７６ ４３０ １２５ ２８１３ ０２２ ６４８４９５１

饮料和烟草 ４９９ １６ ２６８４ １００ ２７８４ ４６５ １６ ３４４２ １１９ ２６８６５１６０

棉花 ０８０ ８ ９０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 ０５０ ５ ９０００ ０００ ８４２００００

其他农产品 １６９ １６ ６７３７ １００ ２６２ ０９９ １０５ ７８９５ ０５１ ５４８０１２１

鱼和鱼制品 １２５ １１３ ７６９７ １００ ０８８ ０９４ １１ ８１０９ ０５１ ７４７９０００

矿产和金属 ２７１ １５７ ４９８２９９４６ １２２ １７２ １５５ ６８７０１３６８７２６１０００

石油 ６７８ ８ ０００ ５１６７４８３３ ２６９ ８ ５８６７１０５４９８７２０００

化工产品 ４４９ １５７ ２６６８ １００ ０１３ ２８１ １５５ ５０５５１１２３４７１５０１０

木材、纸张等 １５０ １５７ ７７２６ １００ ０００ １１５ １５５ ８３１５ ４７４ ７７９４０００

纺织品 １０７４ １８２ ９６６ １００ ０００ ６５４ １８ ４７２２ １６４ １６３５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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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组

约束关税 实际最惠国关税 进口关税

平均

值

最大

值

免税

份额
约束

净份

额

平均

值

最大

值

免税

份额
份额

免税

份额

净份

额

服装 １７２３ １８ ０８５ １００ ０００ １６９２ １８ ３０４ １８７ ０２８ ０００

皮革、鞋类等 ７３８ ２０ ２３８３ １００ ０００ ５３４ ２０ ４０８８ １９７ １８８３０００

非电子机械 ３４４ １４３ ４５７８ １００ ００４ １４９ ９５ ７４６５１５２３７７９８０００

电子机械 ４３３ １１３ ３５５１ １００ ０００ ２５３ １１ ５３８３ ８９４ ６５１１０００

交通运输设备 ５６７ １５７ ２４７１９３２２ ６７８ ５７９ ２５ ４１１３１６９０１６３９０００

工业品 ３９１ １８２ ４１６６９９５５ １１３ ３０４ １８ ５２１８ ６１７ ７０２９０００

２评估关税优惠幅度的价值

这部分应用将讲解两种市场准入措施的计算。第一个描述直接市场准入

条件，即出口商所面临的关税总水平。第二个描述相对的市场准入条件，即

出口商面临的关税总水平与其竞争对手临的关税水平的相对大小。描述出口

面临总关税水平的指数是基于凯等 （２００９）的研究。正如上文所解释的，在
关税税目汇总中对权重较小的产品给予了较小的进口需求弹性，因为那些产

品关税的改变对总的贸易量影响也较小。弗格扎和尼西塔 （２０１１）将这些指
数称为 “关税贸易限制指数”（ＴａｒｉｆｆＴａｒｄｅ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Ｉｎｄｅｘ，ＴＴＲＩ）。在形
式上，国家 ｊ在国家 ｋ所面临的 ＴＴＲＩ可以写成：

　　 ＴＴＲＩｊｋ ＝
∑ｈｓ

ｅｘｐｊｋ，ｈｓεｋ，ｈｓＴ
ｊ
ｋ，ｈｓ

∑ｈｓ
ｅｘｐｊｋ，ｈｓεｋ，ｈｓ

其中 ｅｘｐ是出口，ε是进口需求弹性，Ｔ是实施关税，ｈｓ是 ＨＳ编码６位数
产品类型。

第二个指标衡量在给定现存的偏好结构下，国家 ｊ在国家 ｋ实际出口中的
关税优势 （或劣势）。它被定义为确定的一篮子产品从给定国家进口时面临的

关税相对于同样产品从其他任何国家进口时所面临关税之间的差额。在形式

上，相对优惠幅度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Ｍａｒｇｉｎ，ＲＰＭ）度量的是国家 ｊ的出
口商将它们自己的产品出口到国家 ｋ时具有优势，可以表示为：

　　 ＲＰＭｊｋ ＝
∑ｈｓ

ｅｘｐｊｋ，ｈｓεｋ，ｈｓ（Ｔ
ｗ
ｋ，ｈｓ－Ｔ

ｊ
ｋ，ｈｓ）

∑ｈｓ
ｅｘｐｊｋ，ｈｓεｋ，ｈｓ

，ｊ≠ ｋ，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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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Ｔｗｋ，ｈｓ ＝
∑ｖ

ｅｘｐｖｋ，ｈｓＴ
ｖ
ｋ，ｈｓ

∑ｖ
ｅｘｐｖｋ，ｈｓ

其中 ｖ是那些出口到市场 ｋ与国家 ｊ进行竞争的国家，Ｔｖｋ，ｈｓ是国家ｋ对每一
个来自国家 ｖ进口所实行的 ＨＳ编码６位数关税平均值。

现在我们来计算墨西哥的 ＴＴＲＩ，即墨西哥关税对其贸易伙伴总体的贸易
限制。

我们首先打开本指南中提供的 ＰＭＡ＿ＭＥＸｄｔａ文件。３３计算分子和分母，
然后计算前者对后者的比率。

ｂｙｓｃｃｏｄｅｙｅａｒｐｃｏｄｅ：ｅｇｅｎｎｕｍ ＝ｓｕｍ（ｅｘｐ ｅｐｓ Ｔ）

ｂｙｓｃｃｏｄｅｙｅａｒｐｃｏｄｅ：ｅｇｅｎｄｅｎ＝ｓｕｍ（ｅｘｐ ｅｐｓ）

ｇｅｎＴＴＲＩ＝ｎｕｍ／ｄｅｎ

其中 ｃｃｏｄｅ是报告对象 （墨西哥），ｐｃｏｄｅ是伙伴，ｅｘｐ是出口，ｅｐｓ是进
口需求弹性，Ｔ是关税。

接下来我们计算墨西哥的 ＲＰＭ，即墨西哥贸易伙伴出口到墨西哥时面临
的相对关税优惠幅度。为此，我们要计算竞争对手在 ＨＳ水平 Ｔｗｋ，ｈｓ的贸易加权
平均关税。

ｂｙｓｃｃｏｄｅｙｅａｒｈｓ６：ｅｇｅｎＴｏｔａｌｅｘｐＴ＝ｓｕｍ（ｅｘｐ Ｔ）

ｂｙｓｃｃｏｄｅｙｅａｒｈｓ６：ｅｇｅｎＴｏｔａｌｅｘｐ＝ｓｕｍ（ｅｘｐ）

ｇｅｎＴｗｃ＝（ＴｏｔａｌｅｘｐＴｅｘｐ Ｔ）／（Ｔｏｔａｌｅｘｐｅｘｐ）

之后，我们计算不同产品竞争对手关税加权平均值 （Ｔｗｋ，ｈｓ）分子和分母的

总和，并计算两个比率。然后，我们减去国家自己关税 （Ｔｊｋ，ｈｓ）的比值，其对
应于我们已经计算出的 ＴＴＲＩ值。

ｂｙｓｃｃｏｄｅｙｅａｒｐｃｏｄｅ：ｅｇｅｎｎｕｍ２＝ｓｕｍ（ｅｘｐ ｅｐｓ Ｔｗｃ）

ｇｅｎＴＴＲＩ＿ｏｔｈｅｒｓ＝ｎｕｍ２／ｄｅｎ

ｇｅｎＲＰＭ ＝ＴＴＲＩ＿ｏｔｈｅｒｓＴＴＲＩ

最后一步，就是通过每一阶段的简单或贸易加权平均值汇总双边的 ＴＴＲＩ
和 ＲＰＭ。就 ＴＴＲＩ的计算，可以按照如下做法：

ｂｙｓｃｃｏｄｅｙｅａｒ：ｅｇｅｎＴＴＲＩ＿ａｖｇ＝ｍｅａｎ（ＴＴＲＩ）

ｂｙｓｃｃｏｄｅｙｅａｒ：ｅｇｅｎＴｏｔａｌｅｘｐｏｒｔｓ＝ｓｕｍ（ｅｘｐ）

ｂｙｓｃｃｏｄｅｙｅａｒ：ｅｇｅｎＴＴＲＩ＿ｗａｖｇ＝ｔｏｔａｌ（（ＴＴＲＩ ｅｘｐｏｒｔｓ）／Ｔｏｔａｌｅｘｐｏｒ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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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１１显示了计算结果。

表 ２１１ 贸易限制指数和相对优惠幅度

年 编号
贸易限制指数

简单平均

贸易限制指数

加权平均

相对优惠幅度

简单平均

相对优惠幅度

加权平均

２０００ ＭＥＸ ０１３ ００２ －００９ ００４

２００７ ＭＥＸ ００９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１

Ｅ练　　习

１关税概括

目标：计算菲律宾的关税概括

１）准备阶段
ａ从 ＷＴＯ的 ＴＡＯ网站下载菲律宾 （２００８年）在国家关税税目水平的进

口约束和实施关税。

ｂ将数据导入 ＳＴＡＴＡ，导入相关的 ＨＳ术语，并创建三个哑变量：第一
个表示关税税目是否为约束关税，第二个表示产品是否属于农产品，第三个

表示关税是否为从价税。

２）概括关税和进口的范围
ａ用表格报告最准的约束关税简单平均值，ＭＦＮ实施关税的平均值，贸

易权重平均值及以百万美元表示的总进口量。对农产品和非农产品做同样的

工作。

ｂ确定所有产品和农产品的约束关税覆盖率。
ｃ确定所有产品和农产品的非从价税份额。
ｄ确定在农产品进口和非农产品进口中的约束关税和实施关税频数分布。

考虑下面的变动范围：免税；０≤５；５≤１０；１０≤１５；１５≤２５；２５≤５０；
５０≤１００； ＞１００。

３）产品组的关税和进口
ａ对于每个产品组 （１０农业产品组和１２非农业产品组），确定最终的约

束和 ＭＦＮ实施关税的简单平均值。计算约束和 ＭＦＮ关税产品组中，免税的
六位数子税目占子税目总数的份额。确定产品组内两类关税的最高从价税。

另外，对约束关税，计算包含至少一个约束税目的 ＨＳ编码六位数子税目所占
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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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计算每一个产品组在总进口中的份额。计算每一个产品组 ＭＦＮ免税进
口量在总进口量中所占份额。

４）主要的供应商及产品组合对关税水平的影响
ａ根据总的双边进口情况，选择五个主要的农产品供应商和非农产品供

应商。

ｂ对每一供应商，仅仅依据进口关税税目计算简单加权平均的 ＭＦＮ关
税。根据关税税目在所有关税税目中的百分比确定免税进口额，根据免税贸

易占所有双边贸易流量的百分比确定免税进口额。

２非从价税的从价税等值

目标：比较南非的汇总关税统计数据，包括 ＮＡＶ（非从价税）的从价税
等值或不包括 ＮＡＶ关税的从价税。

１）从 ＷＩＴＳ下载数据
ａ从 ＷＩＴＳ下载南非 （２００８）的实施关税。你将需要所有不同组的实施

关税：一组只包括从价税，三组包括使用 ＷＩＴＳ（ＵＮＣＴＡＤ１、ＵＮＣＴＡＤ２和
ＷＴＯ）。推荐的各种方法估计的非从价税的从价税等值。

ｂ检查关税数据。非从价税是不是由所有关税税目中提供的？实施关税
用的术语是什么？

２）准备阶段
ａ在进行任何计算之前，首先将所需数据导入 ＳＴＡＴＡ并重新格式化。如

果你从三个不同的文件下载了实施关税，这三个文件分别包括农业关税税目、

非农业关税税目和石油关税税目，那么你需要追加这三个文件。

ｂ你也需要创造哑变量，对农业产品取值为１，否则取值为０。关税税目
代码被 ＳＴＡＴＡ认作是一个标量，需要转换为一个字符串 （命令 ｔｏｓｔｒｉｎｇ），相
反，进口数据也需要转换为一个标量 （命令 ｄｅｓｔｒｉｎｇ）。

ｃ最后，需要将数据分为三列，每列包括使用各种方法计算的从价税等
值的一组关税，加上一列没有关税等值的一组关税。

３）非从价税的份额与关税平均值
ａ做好这些准备工作后，计算在 ＨＳ六位数水平的非从价税率的份额。

当仅有一部分 ＨＳ六位数子税目是非从价税时，这些关税税目的百分比份额就
会被使用。对农产品和非农产品计算同样的统计数据。

ｂ然后，对四组关税中的每一个计算农产品和非农产品实施关税率的简
单平均值，首先在 ＨＳ六位数水平计算，然后在总体水平计算。

４）关税税目频数分布
ａ练习第二部分包括通过关税范围计算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的关税税目频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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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分布。请记住，关税范围在频数分布中的份额是根据关税税目水平的关税

在标准的 ＨＳ六位数子税目中的份额按比例计算的。首先定义你选择的范围，
记住，关税能取很高的正值 （＞１００）；同时包括免税的类别。

ｂ计算份额并评价。

３关税分析

目标：对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进行统计描述并检查其决定因素。

对这部分练习，使用世界银行贸易生产和保护 （ＴＰＰ）数据库 （可从

“Ｃｈａｐｔｅｒ２＼Ｄａｔａｓｅｔｓ”获得）。任务如下：
１）准备阶段
ａ选择一个国家 （参考答案提供的是哥伦比亚和日本）。检查对所选国

家，有哪些变量可获得，在哪些年份可获得。

ｂ表明使用什么样的术语，可获得的数据是在什么样的汇总水平。
２）平均关税和它们的决定因素
ａ以表格的形式报告关税的描述性统计量：实际适用的 （比如，将优惠

关税考虑进去）和 ＭＦＮ实施关税的简单平均值和加权平均值，及其相应的中
位数、标准差、最小值和最大值，所有的值都根据数据库中 ２８个三位数子税
目进行计算。

ｂ绘制关税直方图，并对关税分布进行评价。
３）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绘制散点图，其中每个点是一个部门，关税在水平轴，ＮＴＢ和从价税等

价值 （ＡＶＥ）在纵轴。根据散点图，你判断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是相互补充还
是相互替代的？并做解释 （提示：当取值为零的数比较多时，最好将它们从

图中去除以得到数为零更清晰的画面）。

４）关税的决定因素
ａ计算每一个部门的进口渗透率，并计算其在样本第一年和最后一年之

间的变化 （提示：如果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期间有太多的缺失数据，那么考虑将
１９９９－２００１年或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作为最后期间）。

ｂ计算平均机构成立规模，成立时雇员与机构比率，每一个部门女性员
工比例和每一个员工的工资等。

ｃ回归这些变量的平均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并对结果进行评价。
数据来源：所有数据都来自世界银行 （尼西塔和奥拉列格，２００６年）构

建的 贸 易，生 产 和 保 护 １９７６－２００４年 数 据 库，可 从 网 页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获取。它们仅参考了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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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１参见皮尔马蒂尼和泰 （２００５）的例子。

２参见：尽管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 （１９９１）对贸易、创新和增长之前的关系进行了整合

处理，但依然存在困难。

３萨克斯华纳指数 （ＳＷ）等是二进制的 １和 ０（封闭的经济体），如果下面五个条件得到

满足：（ｉ）平均关税等于或高于 ４０％；（ｉｉ）ＮＴＢ覆盖率等于或高于 ４０％；（ｉｉｉ）十年

来黑市的外汇溢价达到或超过 ２０％； （ｉｖ）出口垄断；或 （ｖ）社会主义经济。如果这

些条件没有一个得到满足，这个经济就被视为开放经济 （ＳＷ等于１）。这个概括性指标

０～１变量的特点意味着大量信息的丢失 （比如适度封闭经济体和非常封闭经济体之间

的差异），但使错误分类的风险最小化了。

４瓦齐亚科和威尔士 （２００８年）指出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保持的相关性，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和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被打破了。见 ２００８年 ＷＴＯ世界贸易报告文献综述。

５这个方法载于 ＷＴＯ文件 ＴＮ／ＡＧ／Ｗ／３，２００６年 ７月 １２日的附录 Ａ。

６该方法在 ＷＴＯ文件 ＴＮ／ＭＡ／２０中有一个概述。

７这有利于纠正低估的进口，被广泛用于关税避税。低估的程度可以通过比较在目标国海

关申报的进口价值 ＣＩＦ（成本，保险费加运费）与原产地海关出口申报价值 ＦＯＢ（离

岸）进行推断。两者的差异应该是正的，反映了保险和运费成本。然而，对许多发展

中国家，它们的许多产品是负值，反映了在目的地被低估。

８ＷＴＯ成员削减关税时间表也列出了它们在其他关税和收费上的承诺 （ＯＤＣｓ）。关贸总

协定第二条第 １款 （ｂ）条规定：在承诺时间表中 “任何超过授予特权时实施关税的其

他关税和收费都应该免除”。在乌拉圭回合中，成员同意任何在 １９９４年 ４月 １５日现存

的其他关税或收费都应该包括在关税减让时间表中，但并没告知所有这些关税或收费

废除的时间表。ＯＤＣｓ，覆盖了 ＮＴＭ的分类，包括所有对进口产品施加的关税，还有海

关关税，这不符合 １９９４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八条 （费用及手续）的规定。第八条规

定，税收量应约束在提供服务的大致成本上，不得为财政收入而出现间接保护国内产

品或对进口或出口征税。

９需要注意的是，根据协调制度 （ＨＳ），缔约双方必须要根据 ＨＳ命名列出自己的关税表。

为了确保统一，他们必须都采用 ４～６位数无偏差的条款，但对采取额外的子类没有约

束。这意味着，虽然关税表通常被定义在更高的分解层次上，但超过 ＨＳ六位数字水平

上，不同国家之间的可比性并不确定。

１０这方面，请参考安德森和尼瑞 （１９９９）。

１１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从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贸易中心和贸发会议公布的世界关税概况。

另请参阅下面 Ｄ部分应用中就如何统计在世界关税概况的说明 （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ｔｏｏｒｇ／

ｅｎｇｌｉｓｈ／ｒｅｓ＿ｅ／ｒｅｓｅｒ＿ｅ／ｔａｒｉｆｆ＿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ｅｈｔｍ）。

１２新的研究表明，高额的进口关税也约束了印度生产商投入的选择，因为这样限制了新

产品的引入 （哥德堡等人，２０１０）。

１３对这个问题讨论说明的例子见弗雷特斯 （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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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如果它不生产任何衬衫制造商使用的东西，那么为了保护国内面料行业采用 １０％的关

税就有些奇怪，但为了讨论的目的，我们假定它生产另一种类型的布，比如床上用品，

而关税覆盖了所有类型的产品。

１５一些制度措施已经实施，以防止对出口商产生负的 ＥＲＰ。这些措施包括对投入品的关

税减免 （可能是出口加工区安排的一部分）或 “关税退税”（证实是最终产品出口的，

退还所支付关税）。多年来，韩国成功地运行了一个复杂的关税退还系统，但撒哈拉

以南非洲国家通常系统管理不善，那里的出口商得不到退税或者很晚才能得到。在高

通胀的环境下，延迟退税就是一种惩罚。尽管在实施过程中存在这些差异，但这样的

系统还是应该尽可能地考虑到。

１６见迪尔多夫和斯特恩 （１９９８）的权威论文，这两位作者对其进行定义并将其分为五种

类型。

１７这种新分类被作为由国际机构开展的一个合作项目的一部分，这个项目由知名人士组

织领导，为的是更好地收集和传播非关税壁垒 （ＮＴＢｓ）信息 （见 ＵＮＣＴＡＤ，２０１０）。

从 Ｊ到 Ｐ的分类 （标有 “”）包含通过调查或网络门户网站从私营部门收集的分类

信息。请注意，分类的程序的一个障碍是它们被用于相同的目的阐述。

１８费兰蒂诺 （２００６）对非关税措施量化分析方面的进展进行了全面的调查。

１９这是费兰蒂诺 （２００６）展示的一个基本公式 （从莫罗兹和布朗，１９８７；以及林肯斯和

阿尔塞，２００２），费兰蒂诺还提供了其他三个更加复杂的价格差额公式。

２０只有这样方式排序的个别供给曲线才能确保在边际供应商曲线与国内需求交汇处获得

的价格是正确的。

２１根据 ＷＴＯ农业协议附件五，外部和内部价格按照下面方法来计算：“外部价格应通常

是对进口国实际的平均 ＣＩＦ单位价值。当平均的 ＣＩＦ单位价值不能得到，或者得到的

不正确，外部价格应该要么是邻国合适的平均 ＣＩＦ单位价值，要么从正确的主要出口

商 ＦＯＢ单位价值估计，然后通过增加保险、运费和其他进口国相关成本估计进行调

整。实际平均到岸价单位价值的进口国。 ［…］内部价格通常用国内市场的批发价格

来表示，或者在缺乏数据的国家用批发价格估计。”（为特定目的计算关税等价值计算

准则具体在本附件第 ６和第 １０段，附件 ５，ＷＴＯ农业协议，第 ７１页）。

２２见费兰蒂诺 （２００６）ａｎｄ悦等 （２００６）。

２３例子见 迪恩等 （２００５）。

２４频数指标等于 ２／１６＝０１２５，即 １２５％。

２５ＷＩＴＳ计算非从价税的从价税等价值。

２６葛文德等 （２００５）指出 ＩＤＢ关税和 ＴＲＡＩＮＳ关税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０９３。

２７ＴＲＡＩＮＳ也报告了在 “ＢＮＤ”代码中的约束性关税。

２８尽管进入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需要费用，但在关税税目水平 ＴＲＡＩＮＳ和 ＩＤＢ大量国家的进口数

据可以获得。

２９处理如下：假设对进口产品征收 ２０％的关税，每吨一年的配额是 １００００，任何额外的

数量征收 ３００％的关税 （如适用）。首先，进口量数据和配额进行比较以确定后者是否

被绑定。如果被绑定 （进口量超过 １００００吨），那么超过配额部分的关税等价值就是

３００％；如果没有约束，则配额内关税为 ２０％。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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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澳大利亚、智利、中国香港、韩国、新西兰、菲律宾、泰国、文莱、莱达鲁萨兰国、

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俄罗斯、美国、加拿大、中国台湾、

日本、墨西哥、秘鲁、新加坡和越南。

３１计算框架对应于世界关税配置出版文件的国家配置表中的广义部分 Ａ１和 Ａ２。世界关

税概况根据数据可用性使用不同年代的数据。此外，对数据还有过几次修订，这使得

直接比较这些表格几乎不可能。

３２当将所有 “ｔｘｔ”文件导入时，可能会出现问题 （ＳＴＡＴＡ可能无法导入完整的数据

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首先将 “ｔｘｔ”文件转换为 “ｃｓｖ”文件，然后将后者

导入。

３３这部分应用的数据来自多个数据库。双边出口是由联合国产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获得；关税数据是从贸发会议的 ＴＲＡＩＮＳ获得；进口需求弹性数据从凯

等 （２００８年）获得。见弗格扎和尼西塔 （２０１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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