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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对华贸易救济案件数量金额高位运行

■ 本报撰文 本报记者 邢梦宇

中欧光伏案：

涉案金额最大

2012 年 9 月 和 11 月 ，欧 盟 委

员会分别启动了对从中国进口的

太阳能电池板的反倾销和反补贴

调 查 ，涉 及 金 额 高 达 210 亿 欧 元

（约合 285 亿美元）。

2013 年 6 月 4 日 ，欧 委 会 宣

布，6 月 6 日起对产自中国的光伏

产 品 征 收 11.8％ 的 临 时 反 倾 销

税，如果双方未能在 8 月 6 日前达

成妥协方案，届时，反倾销税率将

升至 47.6％。

2013 年 7 月 27 日 ，欧 委 会 宣

布，中国与欧盟就光伏贸易争端已

达成“友好”解决方案。

12 月 5 日，欧盟对原产于中国的

晶体硅光伏组件及关键零部件作出

反倾销终裁，并接受 121 家中国企业

的价格承诺，并于 2013 年 12 月 6 日

正式生效。

点评：

中欧光伏案是有史以来，国外

对中国发起的涉案金额最大、波及

面最广的“双反”调查案件。案件最

终以协商的方式得到了解决，中国

产品仍可以进入欧盟市场，同时，在

案件整个进程中，中方从政府到企

业表现出的积极的应诉态度，以及

与欧方进行交流对话策略等让人感

到欣慰。

欧 盟 方 面 宣 布 发 起“ 双 反 ”

调 查 后 ，中 欧 经 贸 关 系 旋 即 陷

入 低 谷 ，如 果 处 理 不 当 ，对 双 边

关 系 负 面 影 响 巨 大 。 甚 至 有 人

预 测 ，未 来 双 方 之 间 摩 擦 将 频

繁 发 生 。

还 好 ，最 终 双 方 能 够 秉 持

理 性 务 实 的 原 则 ，“ 化 干 戈 为 玉

帛 ”，避 免 了 两 败 俱 伤 的 局 面 ，

该 案 的 合 理 解 决 对 未 来 双 方 各

个 领 域 关 系 的 健 康 发 展 ，具 有

指 导 性 意 义 ，也 为 其 他 国 家 和

平 解 决 贸 易 争 端 提 供 了 一 个 良

好 范 例 。

美反倾销部分调查规则修改

调整范围最大

2013 年 11 月 ，美 国 商 务 部 正

式宣布，修订两项涉及反倾销复审

调 查 的 政 策 和 规 定，并 于 2012 年

12 月 4 日正式实施。为了配合美

国总统奥巴马在 2010 年提出的出

口倍增计划落实，美国商务部提出

了强化贸易救济法执法的 14 项建

议，到今年 10 月底，13 项建议已经

得到实施。

据悉，此次修改反倾销复审中

的强制应诉企业抽样做法是最后

一个执行修改建议的措施。

上 述 修 改 涉 及 两 个 问 题 ：一

是，关于反倾销复审中强制应诉企

业的抽样问题。二是，关于对非市

场经济国家“全国统一税率”的复

审问题。

点评：

奥巴马政府为实现出口倍增

计划，频繁强化贸易救济法执法，

反倾销部分法规的调整不仅涉及

某一领域，或者某次的产品调查，

而是明确对今后凡涉及反倾销调

查的案件都要采用统一的规则。

作为美国发起反倾销调查的

主要目标国，反倾销部分规则的调

整对我国出口产生的影响不言而

喻。调整后的法规实施后，一些向

美国出口量不太大的产品的中国

生产商或出口商也有可能被纳入

调查范围，而这些企业极有可能缺

乏反倾销应对经验。美国商务部

直接指示美国海关按照先前认定

的全国统一税率清关，不必等到反

倾销复审调查结束，除非有利害关

系方提出复审要求。这一修改显

然对中国企业是不利的，中国出口

商必须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作出

是否提出复审请求的决定。

为此，中国产品出口美国量较

大的企业不仅要关注自身产品出

口预警信息，更应关注相关国家进

出口规则的调整。

阿根廷：使用贸易救济工具

最频繁国家

根据“全球贸易预警”组织公布

的报告，2013 年，阿根廷出台的贸易

保护措施数量居全球首位。而近年

来，中国是阿根廷贸易保护主义的

主要受害国。阿根廷采取的保护措

施主要包括征收反倾销税、实施非

自动进口许可证制度以及为进口商

品设置报关参考价格等。

据了解，阿根廷出台的技术标

准、关税等方面的壁垒措施包括：提

高 100 种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纺织

品进口关税课税标准；禁止进口某

些家用空调设备；要求家用清洁产

品进行注册；对中国木质地板实施

进口数量限制措施；多类家用电器

出口有新规；订立空调新能效要求；

公布荧光灯电磁与电子镇流器能效

标签；制订洗衣机及冷藏设备新能

效规定；发布动植物产品检疫追溯

系统；加大对外国人购买土地的限

制；S-Mark 安全认证证书型号表示

新规定等。

点评：

虽然同为发展中国家，阿根廷对

于中国产品的进口的态度似乎并不

那么友好。在阿根廷采取的贸易保

护措施中，中国是遭受限制最多的国

家。来自泰国、印尼、马来西亚、新加

坡、韩国和越南等亚洲国家产品遭受

的限制措施也都名列前茅。

发展中国家内部产业格局极为

相似，这成为阿根廷对发展中国家使

用贸易救济工具次数居高不下的主

要原因。

和中国一样，阿国同样面临产

业升级、结构转型的问题，但这并

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在这一背景

下，为了保护本国产业，使用贸易

救济工具成为最常见的手段。

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阿根廷仍

会对进口产品频繁地使用“反倾销”、

“反补贴”调查等手段，中国企业应加

以注意。

钢材产品：

贸易摩擦重灾区

2013 年 ，中 国 钢 材 出 口 遭 遇

发达国家的贸易救济调查事件接

连 不 断 。 1 月 15 日 ，加 拿 大 延 长

对 中 国 轧 钢 板 产 品 征 收 反 倾 销

税 时 限 。 1 月 22 日 ，加 拿 大 又 正

式对进口自中国的镀锌钢丝发起

反倾销反补贴调查。

2 月 4 日，美国决定对我国产热

轧钢产品发起全面日落复审，以确

定取消反倾销税是否有可能导致实

质损害的继续或再度发生。

2 月 12 日 ，澳 大 利 亚 正 式 立

案对产自中国等地的热轧钢产品

发 起 反 倾 销 调 查 ，并 对 产 自 中 国

的 产 品 发 起 反 补 贴 调 查 。 2 月 16

日，欧盟委员会又发布公告，对原

产于中国的无缝钢管发起反倾销

调查。

点评：

由于全球经济复苏缓慢，近年

来中国钢材成为发达国家反倾销的

“重灾区”。面对频发的调查，钢铁

行业外贸渠道或被进一步压缩，前

景堪忧。

现在，钢企普遍微利，生存极

为艰难，不少钢企都不得不以“ 养

猪 盖 楼 ”为 生 。 要 顺 利 渡 过 当 前

危 机 ，应 建 立 应 对 贸 易 摩 擦 的 政

府、企业联动机制，同时从国家层

面 尽 快 采 取 强 有 力 的 手 段 ，为 企

业据理力争。

此 外 ，国 内 现 阶 段 重 化 工 业

快 速 发 展 ，对 基 础 原 材 料 和 能 源

的 需 求 旺 盛 ，部 分 企 业 片 面 追 求

生 产 规 模 和 眼 前 利 益 ，一 些 地 方

不 顾 资 源 环 境 的 承 载 能 力 ，单 纯

追 求 GDP 增 长，致 使 相 关 产 业 产

能过剩。

频 繁 遭 受 贸 易 救 济 调 查 也 从

侧面反映出相关产业产能过剩的

局面。因此，各个地方政府在上马

项目的时候要做到统筹规划，以免

重蹈钢材产业产能过剩覆辙。

非法转基因食品：

通报次数最多

截 至 2013 年 12 月，欧 盟 食 品

和饲料委员会总计通报 27 批次在

中国出口欧盟的大米制品中查获

“ 非 法 转 基 因”产 品 。 在 此 之 前，

欧委会也多次检出中国产大米制

成 品 中 含 有 BT63 等 非 法 转 基 因

成分。

对此，欧盟紧急出台了《对中

国出口大米制品中含有转基因成

分采取紧急措施的决定》，并向中

方通报。

根据欧委会通报显示，今年以

来，中国输欧食品已经有 27 次被查

出含有非法转基因成分。这 27 次

通报中有 21 次涉及米线、米饼等大

米制品。

点评：

由于产品频繁遭到通报，让人

们 觉 得 中 国 简 直 就 是“ 非 法 转 基

因”食品的泛滥之地。现阶段，人

类对于转基因的了解还只是皮毛，

食用后是否会对于人体产生不良

影响尚未有定论，这就让绝大部分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存在抗拒

心理。

如何辨别转基因食品和“非法

转基因”食品更是让无从人下手，

不仅在中国，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也

存在同样的问题。到现在，美国人

已经稀里糊涂地吃了 17 年转基因

食品。

中国农业部虽然在 2009 年为

两个转基因水稻品系颁发生产应

用安全证书，但尚未批准转基因水

稻的商业化种植，而欧盟亦未批准

水稻转基因在其区域内合法。

通报频发，提醒有关部门，在

国内“非法转基因”食品已经形成

一定的产业链，在其安全性未被确

定前，追根溯源是最为重要的监管

手段。同时，也要警惕欧盟等发达

国家借“非法转基因”之名设限中

国粮食出口。

2013 年，国外对中国使用贸易救济工具势头不减。

虽然全年调查情况仍不明确，但据相关部门统计，截至 12 月 5 日，今年已有 22 个国家

和地区对中国发起 94 起贸易救济调查，同比增 22%，其中反倾销 58 起，反补贴 3 起，“双

反”15 起，保障措施 18 起。而去年全年，有 21 个国家对中国发起 77 起贸易救济调查。相

比之下，今年新发起的案件数量和涉及金额仍在高位运行。

中国一直是贸易摩擦重灾区：在全球遭遇贸易摩擦案件最多，增幅较高。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是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外需减弱，一些国

家频繁采用贸易保护措施抢占市场，导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二是中国是全球第一大

出口国，虽然今年出口增幅低，但存量大，与别国发生贸易摩擦也最多。

记者查阅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发现，以印度、巴西等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对中国产品

发起的贸易救济案件数量和涉及金额均超过发达国家，呈现出单个案件涉案金额小，总

体规模大的特点。

据了解，发展中国家对我国发起贸易救济调查的产品大都集中在传统优势领域，轻

工产品首当其冲，包括细瓷、玻璃、钢铁等。

发展中国家与中国产品结构趋同，同质化严重被认为是造成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

由于技术水平落后和产能的盲目扩张等，发展中国家国内往往也存在产品质量不高、基

础产品产能过剩等问题。此外，中国近年来实施多元化战略，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增加，这

些国家本身贸易保护主义意识较强，与中国在国际市场的竞争更趋激烈，在此情况下发

生贸易摩擦不可避免。

与此同时，记者在长期的跟踪采访中也发现，从 2010 年开始，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其他

新兴市场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已经形成联动效应，这一趋势在今年表现

得更加明显。以欧盟、美国、澳大利亚牵头，其他国家跟风调查中国产品的情况经常发

生，不仅单个涉案金额屡创新高，而且涉案产品也从传统的农产品、低附加值工业品拓展

到大型企业及高附加值产品（如光伏、电子产品）。

在许多人看来，发达国家频繁使用贸易救济工具的原因显而易见：经济复苏缓慢，各国都

努力发展实体经济、扩大出口。而对于占全球出口市场份额最大的中国而言，发达国家建筑

贸易壁垒一方面是为了抵制中国产品，另一方面也是为提升本国出口竞争优势做铺垫。

“贸易摩擦增多是我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和贸易大国的伴生现象，具有一定的必然

性，成因较为复杂。”商务部公平贸易局调查专员宋和平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分析表

示，另外，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外贸出口也已经呈现市场多元化的格局，但是在市场格

局的分布方面，也存在不够均衡、部分产品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过大、部分企业经营不规

范等问题，这些都是产生贸易摩擦的诱因。

也就是说，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仍是国外发起贸易救济调查的主要目

标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