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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近结束的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 ,朱总

理在政府工作报告 2002 年工作要点中特别指出 ,要

适应加入世贸组织新形势 ,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其中 ,特别强调要按法制统一、非歧视、公开透明的

原则 ,抓紧完善既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 ,又符合我

国国情的市场准入的对外经济法律法规体系。

市场准入是指跨国境 (地区)商品交易时 ,进口方

对产品 (服务)进入其市场的要求。世界贸易组织成

立的宗旨就是要促进贸易的自由化和经济的全球化 ,

简而言之 ,就是在公平的原则下促进 WTO 成员间产

品及服务的市场准入 ,减少这一过程中的贸易壁垒。

市场准入制度是各国进行贸易所享有的权利。

由于国际间贸易与国家经济的密切联系 ,各国都制

定出在适当程度上开放市场的原则。在当今国际贸

易十分活跃的年代 ,影响市场准入的无外乎关税因

素和关税以外的其他技术性因素。

关税以外的其他技术性因素包括诸如技术法

规、标准、加工生产方法、检验以及监督、出证的程序

等所有影响市场准入的非关税性技术要求。由于这

些技术性要求对贸易的限制不像关税那样直接和明

显 ,往往容易有较大的操作空间 ,有些甚至打着“保

护健康”的名义 ,因此一般被认为是潜在的技术性贸

易壁垒。早在 1979 年关贸总协定东京回合结束后 ,

针对如何防止技术性措施成为贸易壁垒的《技术性

贸易壁垒协定》(下简称 TBT 协定) 就签署生效了。

当时的 TBT 协定涵盖了包括人与动植物健康安全

保护的所有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1995

年 1 月 1 日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 ,在其相关协定中

又增加了一项《实施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协定》(下

简称 SPS 协定) ,将具有特殊意义的、保护人和动植

物健康安全的技术性措施划归为卫生和植物卫生措

施 (简称 SPS 措施) 。至此 ,在世贸组织 (WTO) 框架

下 ,上述两个重要协定成为各成员进行产品贸易和

实施市场准入制度时必须遵守的条款。

如同 WTO 的其他协定一样 ,SPS 协定和 TBT协

定都是最大限度降低各种技术性措施成为市场准入

的障碍 ,促进公平的国际贸易。两协定通过一系列

原则达到这一宗旨 ,包括非歧视性、协调性、透明度

以及等同性原则等。由于 SPS 协定针对的是有关

人、动物和植物的健康安全措施 ,具有特殊意义 ,因

而在采用国际标准和科学性原则方面又有了更高的

要求。如 SPS 协定第 3 条第 1 款指出 :成员方应将

本方的 SPS 措施建立在已有的国际标准、准则或建

议 (在食品安全方面 ,是指由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CAC)制定的有关食品添加剂、兽药和农药残留、污

染物、分析和采样方法 ,以及卫生操作规范和准则等

标准、准则和建议。)的基础上 ;第三条第 3 款以及第

五条 (1～8 款)又指出 :成员方可以制定或维持某一

项高于国际标准、准则和建议所达到的健康保护水

平的 SPS 措施 ,但必须掌握充分科学依据。这些原

则要求表明 :所有影响市场准入的标准、法规 ,特别

是卫生标准法规必须按照国际通行的原则 (危险性

分析原则) ,科学、客观和公开地制定和实施。只有

这样 ,才能尽可能减少利用技术性措施人为地和不

合理地制造贸易壁垒 ,保证并促进公平的国际贸易。

为迎接入世 ,使食品安全工作更好地为经济建

设服务 ,2001 年卫生部组织食品卫生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专家对我国现行的 400 余个食品卫生标准和检

验方法进行清理和修订。此次标准清理的首要原则

就是积极采用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CAC) 标准及其

标准制定程序和方法 ,建立适应入世需求、符合 SPS

和 TBT原则的市场准入标准。尽管这一工作是系

统和长期的工作 ,但可以说我们的工作已经有了可

喜的开始 ,是与国家大政方针相一致的。

通过以上阐述分析 ,我们可看出食品卫生标准

法规与市场准入制度的关系 ,它可以说是一种“隐

性”的市场准入门槛 ,在适当的水平上既保护国民的

健康 ,又能保护国家的经济利益。但食品卫生标准

法规又需要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如果标准过严、门

槛过高但又缺乏科学依据 ,往往就会被视为“贸易壁

垒”,是与 WTO 原则相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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