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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邢梦宇

编者按编者按：：自自 20112011 年以来年以来，，中国光伏行业一直在中国光伏行业一直在““寒冬寒冬””中苦苦挣扎中苦苦挣扎，，企业纷纷限产停产企业纷纷限产停产。。今年以来今年以来，，全球全球

光伏行业中贸易保护主义势头有增无减光伏行业中贸易保护主义势头有增无减。。66 月月 44 日日，，全球光伏产品最大的应用市场全球光伏产品最大的应用市场———欧盟通过决议—欧盟通过决议，，对产对产

自中国的光伏产品征收临时反倾自中国的光伏产品征收临时反倾销税销税。。

如今如今，，中欧中欧““光伏案光伏案””谈判有了新的喜人进展谈判有了新的喜人进展，，这场欧盟历史上最大的贸易纠纷避免了这场欧盟历史上最大的贸易纠纷避免了““全面摊牌全面摊牌””的局面的局面。。

危机的化解危机的化解，，使得双方终于可以平心静气地坐下来审视一番各自的得失使得双方终于可以平心静气地坐下来审视一番各自的得失。。

近日，艰难推进中的中欧“光伏案”谈判终于传出了

让人稍感欣喜的消息：双方就光伏产品达成价格承诺。

这意味着，原则上，中国光伏产品无需被征收 47.6%的高

额反倾销税。

知情人士对《中国贸易报》记者透露，在此次价格承

诺谈判中，最终双方达成的组件价格为 0.56 欧元/瓦，与

此前中国企业提出的价格相比，增加并不多。

中欧双方价格谈判之路并不平坦。商务部新闻发

言人沈丹阳表示，今年以来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

（以下简称机电商会）和相关企业多次赴欧与业界沟

通。6 月 5 日欧方公布初裁结果后，中方业界就价格承

诺与欧委会调查机关进行了多轮密集磋商谈判，付出了

巨大的努力。

业内人士称，随着中欧双方就光伏案达成价格承

诺，由此衍生出的一系列贸易纠纷可能叫停，一度降至

冰点的中欧贸易关系也有望“回暖”。

大限前“和解”

8 月 6 日这一天一致被卷入此次光伏案的各界人士

喻为“大限”。

6 月初，欧盟作出初裁，决定从 6 月 6 日起对产自中

国的光伏产品征收两个月特殊临时反倾销税，税率为

11.8%；如若 8 月 6 日前中欧双方不能达成解决方案，临

时反倾销税将按初裁确定的 47.6%执行。因此，从 6 月

10 日起，中欧双方相关谈判已经先后进行两轮，要赶在 8

月 6 日前达成解决方案。

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江家喜作为 7 家

抽样企业之一——江西赛维 LDK 的代理律师全程参与

了本案。

“从欧盟开始发起‘反倾销’调查起，中国政府、商

会、协会，尤其是企业方面都采取了积极的态度；抗辩

工作虽然繁重，但是各方都在争取一个好的结果。‘光

伏案’之所以受到人们广泛的关注，除了涉案金额空

前巨大外，对相关产业的影响程度更是前所未有。”江

家喜说。

同时，据江家喜介绍，在本案中，“价格承诺”是指：

中方承诺出口到欧洲的光伏产品不低于某个最低价格，

并设定具体时间期限；而通常价格承诺还伴随着出口数

量自愿限制，即中方同时承诺将每年出口到欧盟的光伏

产品限定在一定的规模范围内。而作为交换，欧盟将不

对中国光伏产品征收反倾销税。

“在谈判当中，共有 95 家中国企业参加价格承诺。价

格承诺成果体现了中方绝大多数企业的意愿，使中国光伏

产品在中欧双方达成的贸易安排下，继续对欧盟出口，并

保持合理市场份额。”机电商会法律部施进向记者透露。

价格设限0.56欧元/瓦

此前，江家喜预测，中欧“光伏案”可能出现 3 种结

果：因无损害终止调查；达成价格承诺；执行高额反倾销

税。“显然，能在产品出口价格上达成共识是最有可能出

现且最能被各方接受的一个结果。”他说。

据机电商会工作人员透露，经过研讨后，该商会向

涉案的中国企业下发了意见征询书，询问可以接受的产

品出口价格，而多数企业给出的价格区间是在 0.54 欧

元/瓦至 0.56 欧元/瓦。而欧盟方面以当地制造业的成

本价为依据，从一开始就抛出不低于 0.6 欧元/瓦的价

格，这引起了中国企业的强烈不满。

据知情人士透露，由于缺乏成员国的支持，欧盟利

益方提出的不低于 0.6 欧元/瓦的“天价”并没有被推行

到底。几经激烈交锋，中国光伏组件出口价格最低设限

被定格为——0.56 欧元/瓦。

英 利 集 团 市 场 部 工 作 人 员 向 记 者 透 露 ：“ 近 几

年 ，中 国 输 欧 光 伏 产 品 平 均 售 价 约 为 0.5 欧 元/瓦 至

0.52 欧 元/瓦 ，与 最 终 的 谈 判 价 格 有 一 定 的 距 离 ，但

与 预 期 相 比，0.56 欧 元/瓦 这 一 价 格 仍 在 企 业 可 以 接

受的范围内。”

江家喜表示，去年中国对欧出口的组件价格大约在

0.43 欧元/瓦至 0.45 欧元/瓦之间，今年已经上涨到 0.47

欧元/瓦至 0.50 欧元/瓦。而欧盟生产商的生产成本大

约在 0.56 欧元/瓦，市场销售价为 0.77 欧元/瓦。如果中

国方面承诺的最低销售价是 0.56 欧元/瓦，那么市场价

格大概会在现有价格基础上，提高 11.8%至 20%左右，单

就组件价格本身来说，应该说是一种合理的妥协。但是

本次反倾销中包括的硅片是没有瓦数的，如何将这种承

诺价合理具体到硅片上，将是一个问题。

据悉，此次价格承诺签署的期限为 2 年。江家喜提

醒国内企业，相对于执行期限为 5 年的反倾销税，价格

承诺是一个替代性安排，企业应严格遵守承诺，如果打

破约定规则，可能会受来自欧盟方面更加严厉的惩罚，

处于不利境地。

总量设限7G瓦/年

除在价格上给出最低限价，谈判还给出了另外一个

限制——未来，每年中国光伏组件出口量不得超过 7G

瓦/年。

“光伏行业会有一定的洗牌。所谓的‘价格承诺’

在这里伴随着‘出口数量自愿限定’。自愿限定年出口

总量为 7G 瓦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据了解，2011 和

2012 年中国对欧光伏产品出口总量在 12G 瓦左右，而

欧盟光伏市场总需求大概在 17G 瓦左右。实际上，7G

瓦限定才是欧盟方面在价格承诺上更大的收获，这意

味着中国方面要减少 40%左右的出口。如何分配这 7G

瓦出口量？没有参与应诉的光伏企业应不会得到价格

承诺的好处；但参加应诉的光伏企业也很多，如何分配

配额和监督按配额出口，就成为一个问题。中国机电

商会在此将发挥重要作用。希望价格承诺执行一帆风

顺。“江家喜说。

每年 7G 瓦的出口量如何分配则成为了企业最为关

心的话题。英利集团上述工作人员表示，企业参加欧盟

反倾销抗辩以及参与价格谈判都是为了保住欧盟市场，

绝不会轻易放弃，因此会尽量多地争取配额。

而机电商会在回复中称，关于出口配额如何分配还

在做进一步研究。目前，已经有多家企业向商会提出了

申请，最终的方案还要由商务部来定。

中欧“光伏案”和谈成功 产品价格总量双设限

根据外媒报道，本周一，欧盟委员会（以下简称欧委

会）贸易委员德古赫特在布鲁塞尔召开新闻发布会辩称，

在“光伏案”中自己并未屈服于中方压力。

据悉，8 月 2 日，欧委会将表决中欧光伏价格承诺方

案。在此，德古赫特恳请欧委会能够接受中欧光伏价格承

诺方案。

德古赫特在讲话中称，“一方面，我们不允许中国的光

伏产业通过倾销的方式毁灭欧洲的光伏组件产业。另一

方面，我对于一个会造成市面上供给紧缺的解决方案也不

感兴趣。因为这种紧缺会对欧洲光伏产业的下游以及欧

洲的消费者造成负面的影响。”

“强硬哥”德古赫特

一直以来，德古赫特都被贸易人士归为“强硬派”。

江家喜代理反倾销案件多年，在与欧盟委员会接触的

过程中他倍感不易，而贸易专员的个人作风也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着欧盟的对外贸易关系。江家喜在代理中国自行

车产业应对欧盟自行车反倾销案中，见过已担任欧盟贸易

专员的德古赫特。

“现在，欧盟委员会贸易专员由德古赫特担任。身为

比利时人，他的作风和前任相比较为强硬，在就任之后先

后对中国发起了多次反倾销调查。”他说，“如果贸易专员

尊重自由贸易政策，那么就较少地在贸易中建筑壁垒。而

根据欧盟新的贸易防御体系，欧盟委员会可直接对他国的

产品使用贸易救济工具。”这意味着，“不好说话”的德古赫

特掌握使用贸易救济工具的权利。

此次谈判中德古赫特一改往日“犀利”作风。究其原

因，他坦言，这是因为从短期看，欧盟下游光伏市场会继续

大幅度依赖进口光伏组件；从长期看，即使中国的倾销不

再对欧盟的光伏产业造成损害，欧洲光伏制造业完全恢复

元气，欧盟光伏装机这么大的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需

要外国廉价光伏组件的支持。

竞争性行业易“中招”

从去年开始，欧盟方面就频繁对我发动反倾销、反补

贴调查，许多企业因此“中招”。不少人将其归结为欧洲债

务危机的影响。

对此，江家喜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其实，并没有直

接的数据表明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贸易摩擦就会增多。

贸易摩擦与行业竞争格局关系更大。如果某一行业处于

充分竞争的环境下，贸易量增多，那么该行业发生贸易摩

擦的可能性就会随之加大。

“近年来，国家频繁释放发展新能源产业信号，政策方

面虽未给予过多支持，但是却掀起了光伏行业投产热潮。

地方上许多光伏项目加速上马，却缺乏整体规划，造成现

在产能过剩的局面。由于光伏产业已经形成了全球性充

分竞争的格局，所以，遭遇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是早晚的事

情。这种贸易摩擦也不会因为光伏产业是新能源产业就

不会发生。”江家喜说。

此 外，有 最 新 消 息 称，美 国 开 始 针 对 我 国 光 伏 产 品

发起反规避调查。江家喜认为，如果本案价格承诺最终

通过、执行，鉴于案件的复杂性，将来，欧盟肯定会对易

发 生 的 中 国 企 业 违 反 价 格 承 诺 的 行 为 提 出 指 控 和 调

查。此前，欧盟就经常发起反规避调查。在他经手过的

案子中，价格承诺在执行过程中，一般都有异常情况发

生，容易引发对方调查。

光伏产品赴欧路难行

有 消 息 称，对 于“ 光 伏 案”的 和 解，仍 有 部 分 欧 盟 光 伏 制 造 商 提 出

异议。

目前，中欧双方达成的最终承诺价格下限在 0.56 欧元/瓦左右，这不仅

远低于欧方的最初要求，也处于欧洲本土组件厂商的成本线附近。

有欧洲相关企业坚持认为协议的最低价格仍然构成倾销行为，并指责

欧委会未能保护欧洲本土光伏产业，破坏欧盟法律。

欧洲光伏制造商协会——欧盟支持太阳能组织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

表示将向卢森堡的欧洲法院就这项协议提起上诉。

据江家喜透露，欧委会贸易专员德古赫特曾表示，他就本价格承诺方

案，已经咨询过欧盟成员国代表组成的反倾销咨询委员会的意见。但据可

靠消息，欧盟申诉方（以德国 SolarWorld 为代表的 ProSun 联盟）坚决反对该

价格承诺方案，并威胁向法院起诉欧盟委员会。此外，不能忘记的是，欧盟

对中国光伏产业的反补贴调查仍然在继续。据有关消息，欧盟可能裁定

20%左右的反补贴税。因此，价格承诺方案是否能得到通过和执行，还存

在一定的变数。

“光伏案”仍存变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