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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企业参与世界贸易的增多，中国对外贸易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中国

产品的成本优势日益明显，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但是我国产品成

为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反倾销调查对象，国外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指控日益增

多，频繁的调查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出口贸易，使我国已成为世界反倾销最大受害

国。

本文针对我国非市场经济待遇、外贸企业出口秩序混乱、增长过于迅速、缺

乏国际营销经验和企业应对反倾销诉讼不力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提高产品质量增

强品牌意识、调整市场结构分散反倾销诉讼风险、培养专业人才积极应诉反倾销、

建立反倾销预警机制等措施。由此，我国企业如何应对反倾销就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外贸企业；反倾销；非市场经济国家；反倾销预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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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Chinese enterprise increase the participated in the tread of world, the 

Chinese foreign trade get a big development, the cost had the advantage of Chinese 

products, it stand on a vantage point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More and more 

country held anti-dumping investigation to our products, overseas increase the 

indictment of anti-dumping to our country export products day by day, a lot of 

investigation has seriously affected our country’s export trade, our country become to 

the biggest anti-dumping country victimized country in the world.

This article analyzed our country non-market economy treatment, the exports of 

foreign trade enterprise order was chaotic, the growth too rapid, lack of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experience, the enterprise not strength deals with the anti-dumping lawsuit. 

We need raises the quality of product and increase the consciousness of brand, adjusts 

the market mechanism and disperses the risk of counter-dumping lawsuit, breed up the 

professional and get the anti-dumping lawsuit, establishes the counter-dumping early 

warning mechanism and so on. So, our country enterprise deal with anti-dumping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Key words：Foreign trade enterprise；anti-dumping；non-marketing country；

anti-dumping early warning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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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概 述

1.1 倾销

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框架下的《关于实施(1994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 6 条的协

议》，又称（反倾销协议），对反倾销作出如下规定：

倾销一般是指一国出口商以低于产品正常价值的价格，将产品出口到另一国

市场的行为。凡出口低于“正常价格”就构成倾销。正常价格的确定通常有三种

方法：（1）国内销售价格，即涉案产品在正常贸易过程中在出口国国内市场同类

产品的，这一价格可以通过检验符合其规定的出口商或生产商的会计记录来确定。

印度反倾销政策中所谓的正常贸易是指有利润的销售且销售商与消费者不存在关

联关系。具体地说，如果出口国的国内销售价格或向第三国的出口价格高于单位

产品的成本，就属于正常贸易；反之，如果低于其单位成本，则被认为是不正常

贸易；（2）第三国价格，即如果正常价格不能通过出口国的国内销售价格来确定，

或者没有可比性，如国内市场没有正常贸易下的销售，或者国内销量不足，或者

由于特殊的市场情况即该出口国不属于市场经济国家，那么，就可以采用替代办

法，即用一个恰当的第三国的具有代表性的可比价格；（3）推算价格，即产品原

产地国家（或地 3 区）的生产成本加上合理的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以及利润而得

出的价格[1]。而且，只要能够证明：（l）认定有倾销；（2）对本国相关企业造成重

大损害；（3）该损害是由倾销造成的，就可以采取反倾销措施。

对于进口国来说，倾销的影响是十分直接的。当倾销产品进入国内市场之后，

由于其价格低廉，消费者转而购买进口产品，造成进口国同类产品和生产的企业

失去国内市场，利润下降，甚至倒闭破产。但是另一方面也给进口国带来一定的

好处，进口国的消费者以更加便宜的价格购买商品，减少了负担和开支。但是总

体来看，倾销对进口国带来的好处小于遭受的损害。对于出口国经济来说，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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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不用说。但是从长远来看，若采取恶意倾销，一旦进口国采取反倾销措

施，因无力继续倾销，很可能失去原来的国外市场。

1.2 反倾销

1.2.1 概念

所谓反倾销，是指进口当局为了保护本国产业，对来自外国的倾销产品采取

强制性措施，以提高倾销商品在进口国国内市场的销售价格或限制进口数量。当

然，并不是所有的倾销行为都受到进口国的反倾销，只有当倾销行为对进口国造

成伤害时，进口国的同行竞争企业才可以要求进行反倾销。反倾销的一般做法是

征收反倾销税。倾销商品一旦被征收反倾销税，出口规模就会缩小，市场份额就

会迅速收缩。如果一种产品被征收过高的反倾销税，该产品往往就会自动地退出

进口国市场。

反倾销措施只允许使用征收反倾销税这一种手段，而且对倾销产品只能征收

不超过倾销差额的反倾销税。《反倾销协议》将反倾销确定为基本原则，以保护市

场公平竞争秩序，规范贸易行为，减少贸易纠纷。因此，反倾销已成为国际社会

特别是发达国家普遍认可的用以保护国内产业不受侵害的工具。越来越多的国家

意识到了反倾销的重要意义，纷纷根据国际反倾销法的规定制定或修改自己的反

倾销法。为此，为了应对或减少国外对华反倾销，我们首先应该正确理解国际反

倾销法的性质和规则，把握国外对华反倾销的特点，以制定相应的策略。

但由于反倾销国在进行反倾销时，常以反倾销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滥用

反倾销措施进行贸易保护。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出口

额的不断扩大，同时也使国外对华反倾销指控越来越多。

1.2.2 反倾销发展历程

反倾销在经济史中的出现时间可以追溯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西欧是近

代资本主义最早发达的地方，北美在其后也很发达，世界上重要的发达国家大多

集中在那里，至今仍占着重要地位，在二战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将加入日本、

新兴工业化国家及发展中国家。



XXX 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

3

倾销的发源地在欧洲。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西欧各国均实行重商主义的贸

易政策，而这种对外贸易政策可以说是最初倾销产生的根本原因。反倾销在重商

主义时期还没有出现，此时各国政府主要用高关税对进口进行限制，以达到对国

内市场实行高度保护的效果。18 世纪 60 年代，在英国发生了世界经济史上的第一

次产业革命，产业革命给英国带来了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广大的世界

市场成为他倾销这些产品的目标。在这一时期，英国成为世界上惟一的产品出口

倾销国。第二次产业革命时期。美国、德国已取代英国成为对外倾销最多、最严

重的国家，而其他当时已进入工业化的国家也都加入到出口倾销的行列。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经济自由主义的衰落，关税不足以保护国内产业免受由于

外国严重的通货贬值压力所导致的外国产品倾销的影响，唯有进口配额才能保证

严格限制进口并减少其对国内生产和就业的损害。各国纷纷采取反倾销行动，很

多国家先后出台了反倾销国内法或类似的措施，不过反倾销的使用在这一时期还

主要发生在工业国家之间。二战后，以微电子、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工程、航

天技术、海洋技术等为代表的第三次产业革命蓬勃发展起来，同时也带动了传统

工业的快速发展。第三次产业革命几乎涉及所有领域，具有广泛性和全面性的特

点，而且各门学科技术间相互交叉和相互渗透，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综合现象。

另外，第三次产业革命还具有世界性的特点。

在 70、80 年代受到滞胀影响的各国又回头实行保护主义政策，时至今日仍未

放弃。而经过 GATT 主持下的几轮多边谈判关税已大幅削减，其贸易保护作用极

其有限。这样，发达国家开始采取名目繁多的非关税壁垒措施，同时也积极利用

反倾销来限制外国商品的进口。日本有效地大举侵入欧美市场是这些国家采取以

上限制措施的最初原因。

后来发达国家很快发现 70 年代初结束的肯尼迪回合关税减让谈判有利于新

兴工业化国家，在纺织品、服装业和鞋袜方面尤其如此，于是他们迅速开始对这

些进口品实施限制措施，在发达国家运用的非关税壁垒手段中，尤以配额和反倾

销特别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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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年代，发展中国家开始密集使用反倾销，他们的反倾销对象一半以上针对

的也是发展中国家，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相互间贸易模式的类同所产生的激烈竞争

所致。不过，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反倾销数量也几乎同样多，这一方面说明

发达国家并没有放弃倾销，另一方面也说明发展中国家也开始运用反倾销对自己

进行保护。现在，反倾销已经普遍存在于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

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国的倾销和贸易政策之间呈现出一个明显的关系，即

当一个国家经济处于高涨阶段时期时往往对外倾销它的优势产品，主张自由贸易；

而经济处于相对发展平缓或衰落阶段时期的国家则倾向于保护主义，抵制他国的

商品大量涌入，对自己的劣势产品进行保护，其中采取的重要保护手段之一就是

反倾销。

1.2.3 反倾销对经济的影响

实践证明，反倾销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恶意倾销商，挽回了损失并防止

了损失的扩大，但是也暴露出更多的问题。（1）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新抬头的表

现。随着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立和对各成员国约束力的增强，各国的关税水平

逐步降低，配额、许可证等传统非关税措施的使用也大大减少，这是贸易自由化

不断深化的结果。但是同时，各国仍然存在实施贸易保护的需要，这就使得反倾

销手段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WTO“多边货物贸易协定”中的“反倾销措施

协议”使反倾销制度在 WTO 框架下取得了合法地位。相应地，维护公平竞争就成

为实行贸易保护的一个有力的借口。（2）各国在倾销和反倾销的战斗中打得不亦

乐乎，国际贸易摩擦上升。（3）从世界资源来看，反倾销导致了社会财富的浪费

并引发非生产性社会成本的上升[2]。

1.3 本文研究的意义

世贸组织最新发布的反倾销统计报告显示，从 1995 年至 2006 年，我国已连

续 12 年成为世界上遭受反倾销调查和被实施反倾销措施数量最多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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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全球新立案的反倾销调查虽呈下降趋势，然而中国仍然是全球反倾销

调查的头号目标国。2006 年我国对外贸易规模高达 17606.9 亿美元，比 2001 年的

5096.5 亿美元高出两倍多，对外贸易发展增速连续 5 年保持在 20%以上；2007 年

1 至 8 月进出口总额达 13697.1 亿美元，同比增长 24%。2006 年我国的外贸出口为

9096.8 亿美元；2007 年 1 至 8 月的出口总额为 7657.4 亿美元，同比增长 27.7%。

在这些高昂的数字和突出的成绩背后，我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越来越多，

其影响越来越大。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受害最严重的国家。

随着我国加入 WTO，市场开放度进一步提高，外贸进出口会更趋活跃。我国出口

产品在国际市场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我国企业所遭遇的国际贸易壁垒也与日俱

增。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对中国出口产品频频发难之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壁

垒也在“扎堆”发难，我国企业亟须寻求破解之策。面临愈演愈烈的国际反倾销

浪潮，如何适应国际贸易竞争规则，掌握和提高应诉技巧，积极应对反倾销，同

时合理利用好反倾销规则，保护我国的相关产业，已成为我国政府相关部门及广

大外经贸企业共同关注并需加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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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我国外贸企业反倾销问题的现状分析

2.1 中国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

“非市场经济国家”（Non-Market Economy Country，缩写 NMC），它是反倾

销法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西方国家的反倾销法中，非市场经济国家通常是指那

些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企业的生产、销售活动和产品价格由政府决定，货币

不能自由兑换的国家[3]。

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仍然把中国看作是非市场经济国家。由于一些国家对中

国和中国企业的误解和偏见，对我国使用“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待遇”，而在第三国

参考价格的选取上又别有用心。中国入世后市场上 98%以上的商品是按照市场定

价的，企业早已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但西

方国家仍然把我国列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认为企业生产成本由国家来决定，价格

不能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因此，他们在对华反倾销裁决时，采用第三国（替代国）

的产品价格作为我国相应产品的国内价格来确定是否存在倾销，这种做法显然具

有不公平性、歧视性和主观随意性。2001 年中美关于中国入世的双边协议规定，

美国在中国入世的 15 年内仍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对待，而此协议的规定自

动适合于所有 WTO 成员国。世界贸易组织反倾销协议中没有专门针对非市场经济

国家的规定，即在确定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进口产品的价格比较时，是存在特

殊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WTO 成员国可以将相同产品的价格或以来自另一个国

家（第三国家）的相似产品为基础确定的产品价值，作为从这个国家进口的正常

价值。只要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案例中确定正常价格所使用的方法是适当的而不是

不合理的，这种确定就是有效的。这些条款事实上造成了在实行反倾销措施时，

允许使用不同的标准。

这种歧视待遇使得中国商品更容易被认定为倾销。对“非市场经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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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品进行反倾销时，不是以该国的出口企业的有关价格数据判断倾销与幅

度，理论上应找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第三国作为替代国，以“替代国”的价格作

为出口国的正常价值依据。但美国、日本、丹麦、智利、新加坡等发达国家都曾

被选作中国的替代国。以至于出现了用马来西亚的劳动力、印度的煤价、恒河的

运费来计算中国产品正常价格的荒谬做法。尽管是相同的产品，但由于各国的生

产条件、技术水平、原材料选用问题及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资本构成、资源开发方

式和经济水平差异问题使我国很难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而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定

性与随之而来的替代国标准具有相当大的主观随意性，在倾销的确定上采用与中

国经济水平相差很大的国家作为价格比较的替代国。例如，2000 年欧盟在对中国

彩电倾销案的诉讼中，就把新加坡作为中国的替代国。把新加坡彩电市场信息价

格作为中国彩电公平价值的参照物，而新加坡的劳动力成本比中国高出 20 倍，这

使得我国彩电出口成本被大大高估，自然落入倾销成立的结局。很明显新加坡作

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不论是其经济发展水平，还是生产和销售的成本结构都与中

国产品有巨大差异。据此把新加坡的正常价格与中国的出口价格相比较，必然会

扭曲事实，使诉讼结果对我国企业非常不利。如此，很难使我国得到公平公正的

待遇。

欧盟在对中国产品进行调查时曾以美国、日本、挪威等发达国家作为参照，

这从根本上无法保证对中国企业的反倾销法律能公平公正的实施。欧洲法院对中

国产品反倾销的司法管辖，受制于欧盟现行的反倾销政策，对中国企业所关心的

替代国问题、分别裁决问题等，大多只能维持欧盟当局的决定[4]。可见，“非市场

经济地位”问题是现实政治的工具，而并不完全是按照市场经济的标准来解决的。

而改变这种现实政治局面是短期内难以实现的。因此，在中国出口持续增长的背

景下，预计中国未来几年中会继续成为反倾销调查和反倾销措施的主要对象国之

一。

2.2 出口结构失衡遭受反倾销障碍 

中国欠缺合理的外贸出口结构是遭遇反倾销的重要原因。市场经济体制尚未

完全建立，产业结构仍不尽合理，行业协调管理还不够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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