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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向信息技术产品自由化迈进① 

7月 18日，WTO的 54个谈判国在日内瓦达成一项临时协议，同意《信息技

术协定(Information Technology Agreement)》（ITA）扩围，把超过 200 种的

IT 产品纳入降低关税清单。一份由美国和世贸组织总干事罗伯托• 阿泽维多从

中斡旋的新的折中方案，将于 7月 24日提交参与 ITA谈判国家的商务主管部门

正式审批。一旦方案获得批准，这将是 WTO近 20年来达成的第一个关税免除协

定，届时全球超万亿美元的信息技术产品将在短期内实现零关税，这不仅将极

大地促进全球贸易和信息产业的发展，还有助于增强和恢复各方对于世贸组织

多边谈判功能的信心。 

《信息技术协定》（ITA）是指通过削减 IT产品关税，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信

息技术产品贸易自由化，从而促进 IT 产业不断发展的一个诸边协议。1996 年

12 月 13 日，在新加坡 WTO 首届部长级会议上，29 个参加方签署了《关于信息

技术产品贸易的部长宣言》(即《信息技术协议》)。1997年 3月 26日，占世界

IT产品贸易总量 92.5%的 40个参加方在 ITA上签字，ITA正式生效。协议规定,

从 1997年 7月 1日起至 2000年 1月 1日，协议方对信息技术相关的六大类、

近 300个税号的产品，分四个阶段降低关税，每个阶段降低 25%，最终实现进口

零关税。目前，参加 ITA的国家已有 74 个，信息技术产品贸易额已近 6000 亿

美元，已占全球信息技术产品贸易总额的 97%。此外，俄罗斯、巴西等新加入 WTO 

的国家也在申请加入 ITA 组织，因此信息技术产品全球贸易额将会更高。 

然而随着技术发展和产品规模的扩大，大量原本适用于 ITA 协定范围的 IT
                                                                 
① 倪月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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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已成为家庭日用品，对于这部分产品，显然没有必要再受到 ITA协定保护。

许多新的 IT技术产品却因为没能纳入原有的协定中而不能享受优惠政策。为此，

2008 年欧盟曾提议对 ITA 协定进行修正，但由于美、日等国的反对而迟迟未能

进行。直至美国、日本、韩国在 2012年 5月 ITA委员会上提交了协商扩大协议

品目的建议后，对修改 ITA 协议的协商才算正式开始。扩围谈判的内容包括以

下几个方面： 

一是扩大 ITA 涵盖的产品范围。美、欧、日、韩等许多国家均已提出《信

息技术协定》扩围产品清单，对象品目数量一度超过 350个，接近 1997年协议

品目的 2 倍，包括了诸如电视机、数码摄像机、音响产品、游戏机等几乎所有

电子产品。此后根据各方意见不断对 ITA 产品清单进行更新，目前即将达成协

议的产品清单包括 201种产品。 

二是包括非关税壁垒的消除。1997 年生效的 ITA 协定并未将非关税壁垒纳

入其中。ITA 达成后，仅对 IT 产品的电磁兼容性（EMC）和电磁干扰（EMI）的

合理评定程序达成一致。由于成员方分歧较大，其他的非关税壁垒的消除仍没

有任何进展。而非关税壁垒对信息技术产品的影响正日益突出。此次 ITA 扩围

的主要方向是在进一步降低 ITA 产品关税的同时，消除信息技术领域的非关税

壁垒。  

三是将 IT服务纳入到 ITA谈判中。即将计算机及相关领域的服务、电信服

务以及数字产品和服务等纳入到 ITA谈判清单中。  

尽管在扩容谈判未来的方向达成了一致，然而主要国家在这些方向上仍然

持不同的观点。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主张实现消费类电子产品零关税，而

欧盟对此则持较为谨慎的态度；欧盟一直大力提倡将 ITA 产品的非关税壁垒纳

入到 ITA 谈判中，而美国和日本则认为 ITA 本质上是一项关税协定，且担心非

关税壁垒谈判难度较大，可能会影响协议的最终达成，因此反对将非关税壁垒



 

 3 / 4 
 

问题纳入其中；美国不希望基于最惠国待遇将利益扩大到非协议成员，认为应

在有条件的最惠国待遇的基础上达成诸边协定，而欧盟等其他国家则持不同的

观点。由于在上述问题上各方意见分歧较大，ITA扩容谈判几度被搁置，最终于

2015年 7月在日内瓦会议上达成初步协议。 

此时 WTO 成员国能够在 ITA 扩围谈判上取得突破，主要有以下二个原因：

一是在 WTO 多边、多行业谈判陷入困境的情况下，成员国必然努力寻求诸边在

单行业方面的突破；二是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之时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刺

激经济和就业的增长。有研究表明，ITA的扩容将使美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增加

28 亿美元，就业增加 6万个，全球的 GDP每年增加 1990亿美元。  

如果ITA扩围协议最终达成，201种IT产品从2016年起将逐步实现零关税，

这意味着 IT 行业贸易自由化基本实现。这将极大促进各国 IT 产品的出口，会

刺激国际贸易的大幅扩大，同时带来就业以及相关产业的增长。在新协议下，

日本每年将有价值超过 645 亿美元的出口产品享受免关税待遇；新协议有望为

美国提供六万个工作岗位；英特尔、三星电子、闪迪和德州仪器等全球 IT公司

有望从 200 余种产品的免税中获利。对于消费者来说，协议生效将带来电子产

品降价，国内消费者有望以更低价格购买到外国的电子产品。 

早在 2004年中国就超过美国成为全球信息技术产品的头号出口国，我国的

手机行业、计算机行业、通信设备行业、软件行业等逐渐开始拥有全球竞争优

势，这些行业的产品将会从 ITA 协议中受益。但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中国虽

然是全球重要的信息技术产品生产基地，但事实上，在我国信息技术产业中，

加工贸易企业占 70％以上，外商投资企业占据 80%的出口份额。表明我国处于

信息技术产品供应链的中低端，并不代表我国在信息技术产业上具有明显的优

势。比如我国在液晶显示屏、半导体类、医疗设备，视频游戏机、打印机墨盒，

GPS全球定位系统等技术密集型行业上，跟国际先进水平有一定差距，如果自由

贸易实行零关税，这些相关企业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压力和挑战。 在国外产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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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竞争优势下，我国高端产品的发展空间将被大大压缩，从而严重阻碍我国

信息技术产品更新换代的步伐。另外，我国政府的产业保护和扶持政策也会因

ITA 非关税壁垒的取消而受到一定的制约。 

应对 ITA 的挑战，关键是加快信息技术产业的升级，使我国尽早占据信息

技术产业链的中高端。我国信息技术企业应在政府的引导下通过自身努力构建

技术发展和自主创新机制。一方面要推进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

再创新；另一方面要加强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为工业转型升级提供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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