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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重点分析欧盟、美国、日本、加拿大的普惠制方案，研究发展中国家和中国对普惠制的利用情况
及主要给惠国修改普惠制方案对中国的影响，并根据中国面临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提出与普惠制相关
的对策建议。

本书适合大专院校国际贸易、税收专业的师生、国际贸易、税收领域的理论工作者参考使用，对政府
官员和从事海关、对外贸易的实际工作者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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