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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蜜产业观察（中）

博弈中的中美蜂蜜贸易战争

在漫长的中美蜂蜜贸易战争中，中国对美蜂蜜出

口历经波折，其中虽然也有出口量增加之时，但总体

来说是逐年下降。

来自海关的统计数据表明，过去，美国曾是中国

蜂蜜第二大出口市场。可是到了 2012 年，中国出口美

国的蜂蜜数量与金额已经跌出中国蜂蜜出口前十的

位置。

毋庸置疑，美国利用征收高额反倾销税以控制中

国蜂蜜出口到美国市场的目的，基本达成。

此外，美国对中国蜂蜜征收高额反倾销税的另一目

的是，提高美国国内蜂蜜价格，以保护本国蜂农的利益。

然 而，供 求 关 系 严 重 失 衡，会 导 致 出 现 了 负 面

结果。

2001 年至 2002 年，当美国刚刚对中国蜂蜜征收

高额反倾销税时，中国还没有出现一家新出口商成功

实施“买磅”，导致中国对美国出口蜂蜜数量大跌，美

国市场上的蜂蜜由于量少而价格不断攀升，甚至创历

史新高，每吨达到 3000 美元。结果，许多烘焙业开始

改换配方，用其他甜味剂代替蜂蜜，从而使美国市场

上蜂蜜销量大跌，这同样损害了美国蜂农的利益。

美国这种通过控制国外蜂蜜进口，保护本国蜂农

利益的做法，其实不仅仅是针对中国。

美国是全球最大蜂蜜消费国，本国生产的蜂蜜远

远无法满足本国的需要。因此，美国每年都从越南、

印度、阿根廷、墨西哥、智利、乌拉圭、巴西、埃及、德

国、法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等国进口蜂蜜，是

全球第二大蜂蜜进口国。

由于美国蜂蜜本身价格高，就算控制了中国蜂蜜

进口，也依然还是会有物美价廉的国外厂商蜂蜜供给

美国市场。因此，美国与阿根廷、墨西哥等国之间的

蜂蜜贸易同样是摩擦不断。

倾销与反倾销，是挑战，更是一种游戏，双方在游

戏规则的框架下，尽量寻找对自身有利的东西。

美国养蜂组织对中国蜂蜜发起的反倾销调查，

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反倾销成立的其中一个前提

是销售价格低于生产成本，而对于一个国家所有出

口商的反倾销指控，则意味着对该国政府操纵倾销

的指控。

事实上，中国还不被美国承认是市场经济国家，

几乎所有的蜂蜜企业都是民营企业，即使有国有企

业，也是自负盈亏。试想，自负盈亏的企业怎么可能

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美国出口蜂蜜呢？

至于美国所认为的中国蜂蜜价格低于成本价、损

害美国蜂农利益等，只能归咎于“美国蜂农太懒惰、中

国蜂农太勤劳”。

“只能不停地迁徙，去守住下一片初晴花季。”这

是中国蜂农生活的真实写照。

而美国蜂农并不像中国蜂农那样，从南到北如牧

民一般追赶花期，而是将蜂箱放在自己的地里不动，

仅让蜜蜂采集附近的花蜜，一般一年只采一季，所以

虽然蜂群量很大，但往往产量较低。再加上人工成

本，美国蜂蜜成本较高。

当然，中美之间产品的成本差异，不仅仅体现在

蜂蜜上，还有鞋帽、服装等产品。因此，中美之间的倾

销与反倾销调查，总是频繁上演。

路透社报道认为，这反映了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

济体之间的贸易关系紧张。

也有人认为，美国挥舞反倾销大棒，其实是为了

实现政治目的。

无论如何，对于美国对中国蜂蜜出口采取的歧视

性做法，中国商务部原新闻发言人姚坚曾在 2010 年公

开表示抗议，“这对中国企业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中国政府还多次强调，坚决反对美方任何一种助

长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希望美国政府恪守反对贸易

保护主义承诺，共同维护自由、开放、公正的国际贸易

环境，以更加理性的方法妥善处理贸易摩擦。

蜂蜜之战谁是赢家？

在《蜂蜜战争》这款游戏中，饥饿的泰迪熊乘着降

落伞从天而降，他们将抢夺美味的蜂蜜。而小蜜蜂们

则利用自己的尖刺，让泰迪熊们尝尽苦头，保卫珍贵

的蜂蜜和蜂巢。

游戏外，全球数一数二的蜂蜜出口大国——中

国，与蜂蜜消耗量最大的国家——美国，已经进行了

长达 20 年的“蜂蜜战争”。

美国征高额反倾销税

中国企业从积极应诉到选择沉默

“中国蜂蜜企业很难进入美国市场，因为他们要

征收高额反倾销税。”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

时，东方巨人集团（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颐寿园（北

京）蜂产品有限公司总裁陈红军表示。

2012 年 11 月 19 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

再次作出日落复审裁定，若撤销现有的对中国进口蜂

蜜的反倾销税令，很可能会导致在合理的、可预见的

时间内涉案产品继续对美国国内相关产业造成实质

性损害，从而决定继续对从中国进口的蜂蜜征收巨额

反倾销税。

“这意味着，美国将继续维持目前的反倾销税率，

其中除对浙江、江苏、上海、安徽、河南、内蒙古等地的

少数几家中国蜂蜜生产商征收 25.88%至 57.13%的税

率外，中国其他蜂蜜生产商普遍将被征收高达 183.8%

的反倾销税（即每千克蜂蜜被征收 2.63 美元税额）。”

陈红军说。

所谓日落复审，是指在征收产品反倾销税 5 年

后，相关机构进行复查以确定未来是否继续征税。根

据世贸组织反倾销协议的规定，任何最终反倾销税，

均应自征收之日起 5 年内终止。日落复审将决定反

倾销是继续生效、延伸、提高税率，还是终止。

对于美国的第二次日落复审裁定，没有一家中国

企业应诉。

对此，一位了解美国蜂蜜反倾销案的业内人士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解释说，这是因为长期以来，美国商

务部对待中国蜂蜜企业采取很多不公正的做法，并且

一直都没有改变。

“规则未变，应诉又有何用？”上述业内人士举例

说，比如，美国商务部在复审中不接受中国提供的替

代国参考价格，而是一直采用非常高的印度原蜜价格

作为替代价格，并且对中国蜂蜜的审查非常严格，造

成中国蜂蜜企业在复审时取得的税率一直不理想。

“在综合权衡利弊之后，中国企业选择了集体沉

默。”业内人士说。

事实上，中国蜂蜜企业的应诉积极性，在第一次

日落复审时已经显得明显不高。

对于 6 年前的那次应诉，上述业内人士坦言，当

时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想组织企业应诉，以改变

日落复审的裁定。“然而，大多数企业已经信心不足，

经过综合考虑，纷纷决定放弃应诉。”该业内人士解释

说，这是因为胜诉的可能性不大：一方面，在美国对华

几百件反倾销案件中，日落复审阶段打赢的仅有几

个，胜诉的概率比较低；另一方面，美国蜂蜜业界态度

十分强硬，希望将限制中国蜂蜜进口行动进行到底。

上述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虽然经过这两次日落复

审，中国企业信心渐失，但在 2000 年，美国向中国发起

反倾销调查时，不少企业还是非常积极的。

2000 年 9 月 29 日，美国两家蜂蜜协会分别向 ITC

和美国商务部递交了起诉书，指控中国对美国市场倾

销蜂蜜，起诉倾销幅度为 169%至 183%。

“ 当 时，中 国 食 品 土 畜 进 出 口 商 会 组 织 了 十 几

家 企 业 应 诉 ，包 括 在 美 国 国 际 贸 易 法 院 提 起 相 应

诉 讼 。”该 业 内 人 士 告 诉 记 者 ，在 美 国 商 务 部 2001

年 9 月 28 日 公 布 的 终 裁 结 果 中 ，应 诉 企 业 税 率 为

25.88% 至 57.13% ，而 其 他未应诉蜂蜜厂商的税率则

高达 183.8%。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商务部曾多次与美国商务

部就此案进行接触，中美蜂蜜业界也曾试图通过协商

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但一直未取得预期效果。”上述业

内人士说。

中国企业“灰色通关”美国严格审查

为了躲避美国的高额反倾销税，不少企业不得不

在产品包装和提货单上做手脚、将蜂蜜改头换面，或

以果汁、糖浆和甜味剂等产品的名义进入美国；此外，

他们还利用转口贸易、注册多家公司、小货量进口等

多种“灰色通关”方式，将中国蜂蜜出口到美国。

一 宗 被 揭 发 的 案 件 中 这 样 描 述 了 中 国 蜂 蜜 的

“灰色通关”：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美国加利福

尼亚州的商人们，故意把装有中国进口蜂蜜的货柜

桶标示为“米果糖”；通关以后，这些“米果糖”在仓库

里被再次换标，重新封装成琥珀蜂蜜，然后出售给美

国消费者。

“灰色通关”的曝光，在今年 2 月达到了高峰。

据彭博新闻社报道，2 月 20 日，美国海关下属的

移民和海关执法局（USICE）宣布破获“有史以来最大

的反倾销刑事案件”，该案指的是一宗大量中国蜂蜜

在进入美国时伪装成来自其他国家蜂蜜的案件。

“蜂蜜行业因反倾销欺诈而受到了攻击。”美国入

境和海关执法局副局长丹尼尔·拉格斯代尔表示，这

起案件只是该局调查的商业欺诈案的“冰山一角”。

这项调查源自 2008 年开始的“蜂蜜门计划”，分为

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联邦当局指控 14 人涉嫌逃避

约 8000 万美元的反倾销税；最新阶段的调查结果导致

美国最大的两家蜂蜜供应商，得克萨斯州的 Honey

Solutions（第一蜂蜜控股公司）和密歇根州的 Groeb

Farms（格罗布养蜂场公司）与政府达成延期诉讼协

议，并分别支付了 100 万美元和 200 万美元的罚款。

美国政府针对中国蜂蜜执法时，经常采取“钓鱼”

的做法。诸如 Honey Solutions 日前宣布，会积极配合

美国执法部门的侦查工作，提供卧底采购总监的职

位，以引诱不法商人上钩。

这种“钓鱼”的侦查方式，本来多用于走私、贩毒、

造假、贩卖军火等犯罪领域，假扮成交易方的警察，用

秘密录音等方式获取嫌犯的罪证。

而对于商人们铤而走险的行为，陈红军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其实商人们采用转口贸易的方式向美国

出口中国蜂蜜，不仅需要缴纳叠加关税，以及由此带

来了航运、人力成本等流通环节的费用，而且还要承

担高额罚款的风险，因此，利润并不比走正规出口渠

道所得高多少。

中国新出口商“买磅”美国设置门槛

美国虽然从 2001 年开始对中国蜂蜜征收高额反

倾销税，使得从中国进口的蜂蜜数量一度下跌，但在

随后的三四年中，中国对美国蜂蜜出口量却稳步回

升，反倾销并未阻止中国蜂蜜进入美国市场。

为什么？

“这是因为在最初几年中，一直有层出不穷的中

国新出口商在美国商务部做复审，而且一直能够成功

‘买磅’。”上述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所谓新出口商复审，是对新出口商提出的复审申

请进行审查的程序。

“当时，新出口商随时可以参加复审，并且在美国

商务部对其终裁出台之前，可以在保险公司的担保

下，不用交纳最高税率的保证金，也就是以零税率向

美国出口中国蜂蜜，这就是‘买磅’。”业内人士介绍

说，实际上，新出口商只要交给保险公司一些费用就

可以出口了，且数量没有限制。

这一根据来自美国《乌拉圭回合协定执行法》。

该法规定，复审机关一旦立案复审应当立即通知海

关，允许进口商为新出口商的每一单进口被调查产品

提供保函或其他担保而不用交纳现金保证金。

然 而，包 括 美 国 养 蜂 组 织 在 内，所 有 行 业 起 诉

方都发现了这一漏洞，遂向美国国会呼吁，要求停

止“买磅”。

为此，2006 年，美国取消了《乌拉圭回合协定执行

法》中的上述规定。

“ 自 此，中 国 新 出 口 商 逐 渐 失 去 了 对 美 出 口 蜂

蜜的优势，中国对美出口蜂蜜量锐减。”上述业内人

士说。

美国挑起事端 中国与其达成和解

当然，在 20 年的中美蜂蜜战争中，也曾有成功达

成和解的例子。

中美蜂蜜贸易摩擦始于 1993 年。当时，美国养蜂

者联合会和美国蜂蜜制造者协会利用 406 条款（是指

美国国会效仿了例外条款的模式，制定了专门针对非

市场经济国家进口货物的特殊例外条款，即市场干扰

条款）来阻止从中国进口蜂蜜。

考虑到此案涉及出口金额达上千万美元，美国

商务部在初裁时采取了不公平的裁决方式，确定倾

销幅度达 125%。 ITC 也作出了肯定性初裁，裁定中

国对美出口蜂蜜存在低价倾销行为，并对同类产业

构成损害。

“由于 406 条款要求政府要考虑美国消费者的利

益，因此中国聘请律师，成功争取到了美国消费者的

支持，让美国消费者给政府施压。”上述深谙美国蜂蜜

反倾销案的业内人士告诉《中国贸易报》记者。406 条

款下的调查后来被迫中止。

一年后的 1994 年，美国养蜂者联合会和美国蜂蜜

制造者协会又利用反倾销法，再次起诉中国出口蜂蜜

以低于公平价值的价格向美国市场倾销。

该业内人士说，这次中方用同样的办法，迫使美国

商 务 部 接 受 了 中 美 双 方 政 府 签 订 的 中 止 协 议

（SUSPENSION AGREEMENT），停止了反倾销调查。

所谓中止协议，即中国出口商完全依照美国商务

部规定的数量和价格出售蜂蜜。协议规定，年度出口

量为 4392.5 万磅，按美国蜂蜜市场增长情况，出口量

的调整最多不超过年度配额量的 6％。

而在价格方面，中止协议规定，参考价格是相当

于在最近 6 个月美国从其他国家进口蜂蜜的单价的

加权平均价的 92％。中国政府应保证出口价格相当

于或高于此参考价格，并提供有关合同书和价格资

料，以便商务部核实。

“蜂蜜反倾销案是中美政府之间用中止协议条款

来处理反倾销事件的第一个案件，是解决双边贸易摩

擦的一个很好的方式。”上述业内人士说。

不幸的是，2000 年 8 月 1 日，该中止协议自动终

止，随后而来的就是十几年的高额反倾销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