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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制与最惠国待遇之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有关国家对中国取消普

惠制待遇，说明中国经济获得了历史性崛起，但是从某些具体指标看，中国仍

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出口企业应借势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向创

新和效率要发展，从根本上增强自身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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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抵御风雪的暖流

郭静原

取消“普惠制”对我国出口影响有限

罗罗 琪琪作作

第四届进博会完美收官，让中国扩大开

放的步伐更加自信笃定。然而，近日朋友圈

里的一则消息，却让很多人“大吃一惊”。

消息说，从 12 月 1 日起，欧盟成员国、加

拿大、英国等 32 个国家将取消对中国的“贸

易普惠制待遇”。对此，有人说，取消普惠制

意味着关税上调，新一轮贸易摩擦风雨欲来，

也有人认为，这相当于在一夜之间把中国拉

回到入世之前。

笔者就此查阅了海关总署公报，发现确

有“自 12 月起不再签发对输往欧盟、英国等

地‘普惠制原产地证书’”的表述，这从侧面证

实了上述消息的真实性。不过，因为对国际

经贸规则的不熟悉，不少人在转发消息时混

淆了“普惠制待遇”与“最惠国待遇”的概念，

引发了不必要的猜测。

事实上，普惠制与最惠国待遇之间有着

本质上的区别。普惠制，顾名思义就是普遍

优惠制度，是发达国家给予发展中国家或地

区的一种非歧视、非互惠的关税制度。因为

它是发达国家单向给予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

一项优惠，发达国家是可以单方面取消的；最

惠国待遇则是国与国之间贸易条约和协定的

法律待遇条款，是彼此之间相互给予的优惠，

单方面取消是违约行为。此外，普惠制主要

针对进出口贸易，而最惠国待遇包括缔约国

双方在通商、航海、关税、法律地位等多方面

的优惠、特权或豁免待遇，它比普惠制的适用

范围更加广泛。

现实中，发达国家之所以对发展中国家

设置普惠制待遇，主要目的在于扩大发展中

国家产品对发达国家的出口。而通过扩大出

口，发展中国家可以获得外汇收入、提升工业

化水平，继而促进自身经济发展。这个“看起

来很美”的事，其实在根本上仍摆脱不了利益

这个关键词，也正是因为关税低甚至零关税，

发达国家可以用低价从发展中国家买到它们

需要的大宗商品。说到底，普惠制要实现的

就是“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发达国家要利润”，

如果发达国家想要的利润降低到一定程度甚

至是没有了，它们自然就会取消普惠制待遇。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上述国家要取消对

中国的普惠制待遇了。今年是中国加入世界

贸易组织 20 周年，入世 20 年来，中国对外贸

易已成为推动世界贸易增长最重要的力量之

一，“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得到越来越多的

关注与认可，中国产品的竞争力较 20 年前已

有大幅提升。正如专家所喻，普惠制的取消，

标志着中国在世界贸易的赶考中“毕业”了。

当前，中国经济虽然获得了历史性崛起，

但在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

的耀眼标签下，我们仍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

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从人均 GDP、产业结

构、就业结构、创新能力、发展的平衡性和充

分性等具体指标看，中国仍是目前世界上最

大的发展中国家。

需要指出的是，普惠制待遇取消会对一

些企业出口带来不利影响，但总体看影响较

为有限。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中美贸

易摩擦，尽管贸易摩擦持续多年，但并未影响

中美之间贸易额的快速增长。不过，对于相

关外贸企业来说，短期内，要充分利用我国自

贸区建设的成果，把订单转移到与我国签署

双边、多边自贸协定的国家和地区，以应对出

口冲击；长期看，出口企业应借势加快转型升

级步伐，向创新和效率要发展，从根本上增强

自身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实力。

好消息是，作为全球人口最多、规模最大、

最具发展潜力的自贸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RCEP）将于明年初正式生效。广

大外贸企业在积极应对普惠制取消的同时，不

妨 在 如 何 找 准

RCEP 市场机遇

上多一点关注，

以便更好地搭乘

RCEP快车。

“双11”网购促销期间，有人反

映一天最少收到十几条电商促销短

信。除了短信“狂轰滥炸”，还有商

家对会员直接拨打电话促销，令不

少消费者颇为烦恼。近年来，“双

11”促销期间的营销类垃圾短信投

诉颇多，对电商平台的相关投诉占

比偏高。中消协提醒消费者，面对

电商经营者非法推送促销信息，可

保存证据并拨打网络不良与垃圾信

息举报受理中心热线电话12321进

行投诉、举报，共同遏制非法推送营

销信息行为，维护个人信息安全。

（时 锋）

红色预警、应急响应、连夜抢

修⋯⋯11 月 7 日以来，一场罕见

的大范围暴雪袭击了我国东北地

区和内蒙古，部分地方的积雪深

度达到“大雪封门”程度，打破历

年降雪量日极值。根据中国气象

局近日发布的今冬气候预测，预

计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活动偏多、

势力偏强，并可能发生阶段性强

降温、强降雪过程，防寒防冻形势

尤为严峻。

气温骤降，呼吸道传染病进

入高发期，对疫情防控提出新的

考验；农作物受冻，对农业生产造

成不同程度影响；雨雪天道路湿

滑、出行受阻，保畅通任务变得异

常紧迫⋯⋯面对频繁的极端天气

侵扰，各地各部门要积极防范、沉

着应对，暖心举措及时跟上，确保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精细的气象防灾减灾服务是

守护民生安全的有力支撑。要积

极发挥气象监测预报预警的“消

息树”作用，加强会商研判，密切

跟踪监测寒潮天气发生发展过程

中降温、大风、雨雪等实时变化，

更新完善预报预警信息，并提示

寒潮天气可能对设施农业、畜牧

业、交通出行等的不利影响，为相

关部门科学决策部署提供周密气

象服务。同时，应面向公众加强

寒潮知识与防御措施的科普宣

传，畅通基层预警信息传播渠道，

增强公众防范意识。

迅速的应急联动响应是守护民生安全的坚实保障。要

充分协同应急、气象、公安、交通和住建等部门持续分析调

度，精准制定防雪抗冻措施，建立健全信息通报机制，对高

风险领域和重点行业进行有针对性地提示提醒，严格落实

各项防控措施。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压紧压实责任，进一步

发挥地方与部队应急联动作用，及时组织人员、调集设备开

展除冰清雪工作，千方百计保障道路畅通、交通安全，必要

时采取交通管制、停工停课等举措，确保有备无患。

贴心的抢险救助行动是守护民生安全的不竭动力。要

切实抓好电网调度、电煤供应，特别是对医院、社会福利院、

自来水厂等重点单位，及时配备备用电力设施，加强供电供

水供热设施巡查、管线维护，竭尽全力保供电稳定、保供热

达标、保供水安全；加大农业防灾减灾救灾指导力度，针对

牧区积雪过厚可能出现的“白灾”加强应对措施，保证粮油

肉蛋菜奶等生活必需品供应平稳，尽最大努力把对群众生

活影响降到最低。

纵然寒潮汹涌，也抵挡不了主动作为的民生暖流。相

信只要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心系群

众安危冷暖，扎实做好冰雪灾害监测和救灾装备物资队伍

应急响应，全力以赴奋战在抗雪救灾一线，就能坚决守牢保

障人民群众正常生产生活这条底线，为抵御严寒筑起温暖

的避风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