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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运用贸易救济措施    维护公平的贸易环境

2001 年 12 月 11 日，我 国 正 式

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十年

来，我国加快融入世界经济发

展进程，经济实力迅速壮大，对外贸

易快速增长，应对贸易救济调查的能

力不断增强，实施贸易救济措施的立

法和实践不断完善，不仅在获得自身

长足发展的同时为世界提供了发展动

力和市场机遇，也为维护公平的贸易

环境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贸易救济措施法律体制不断成熟

贸易救济措施是当外国进口产品

对进口国国内产业造成损害时，进口

国政府采取的用以减轻乃至消除此类

损害的措施，通常包括反倾销、反补

贴和保障措施三种。其中，反倾销措

施是指对以低于正常价格（即倾销）出

口并给进口国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进

口产品征收反倾销税。反补贴措施是

指对因补贴而受益并给进口国产业造

成损害的进口产品征收反补贴税。保

障措施是针对在正常贸易过程中因进

口产品数量激增而导致进口国国内产

业受到严重损害的情况下，对进口产

品加征关税或实施数量限制。世界贸

易组织在促进贸易自由化的宗旨下，

允许成员方为维护公平竞争的贸易秩

序而采取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

1997 年，我国制定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第一

次将贸易救济措施法律制度纳入到我

国贸易法律体系。同时，依据这一条

例开展了我国第一起“新闻纸”反倾

销调查，揭开了我国贸易救济措施实

践的序幕，也为复关和入世积累探索

了立法与法制实践经验。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

国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反倾销协议》、

《补贴与反补贴协议》和《保障措施协

议》制定并颁布实施了我国的《反倾

销条例》、《反补贴条例》和《保障措

施条例》。自此，我国建立了严格意义

上的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贸易救济

体制，无论是案件调查过程还是案件

裁决及修改程序等，完全遵循了世界

贸易组织规则。

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对世贸组织

规则理解的加深和贸易救济措施实践

的发展，我国逐步探索在世贸组织多

边体制下完善贸易救济措施体制，开

始由简单遵守规则向制定规则转变。

2002 年，我国开始参加包括贸易救济

措施相关规则谈判的世贸组织各项规

则谈判，并在反倾销规则谈判中提出

8 个提案，在反补贴规则谈判中提出 3

个提案。

贸易救济措施实践手段不断完善

十年来，我国共对 67 起案件展

开贸易救济调查，包括反倾销调查 63

起，反补贴调查 4 起，涉及美国、日

本、韩国等 23 个国家和地区 ；国务

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共对 41 起反倾销

案件做出征税和继续征税的决定，对

17 起案件做出调整税率的决定，对 3

起反补贴案件做出征收反补贴税的决

定。其中，马铃薯淀粉案件是我国首

起农产品反倾销调查案件 ；取向性硅

电钢案件是我国首起反补贴调查案

件 ；白羽肉鸡案件则既是我国首起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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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反补贴调查案件，又是我国首起

反倾销和反补贴合并调查的农产品调

查案件。

贸易救济措施手段更加灵活多

样。1997—2001 年，我国采取的贸易

救济措施全部为反倾销措施。加入世

界贸易组织后，国际贸易环境以及产

业发展对贸易救济手段的要求越来

越丰富，所采取的贸易救济措施形式

虽仍以反倾销措施为主，但反补贴措

施的数量不断增加，并越来越成为保

护国内产业的重要手段之一。仅 2009

年一年，我国就发起了 3 起反补贴调

查，约占当年贸易救济措施调查数量

的 28%。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9 年

6 月 1 日立案的对原产于美国的取向

性硅电钢进行的反补贴调查，有力地

遏制了美国对我国产品的贸易保护主

义势头。入世十年来，我国贸易救济

措施已由单一手段向多种手段相互配

合转变，由被动接受多重调查向主动

实施多重调查转变。

产业覆盖面和规模逐步扩展。由

于我国化工产业成本利润率较低，产

业竞争力较差，受进口产品价格影响

较大，化工产品一直是我国贸易救

济措施，特别是反倾销调查的重点

领域。2009 年，8 起反倾销调查中有

4 起为化工产品，占总调查产品数量

的 50%。但随着国际分工大调整时期

的来临，特别是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

结构调整和产业级次提升的关键时

期，调整和提升中的产业和产品更易

受到国外同类产品不公平竞争的损

害，也更需要贸易救济措施来维护公

平的发展环境。入世十年来，因实施

贸易救济措施而健康稳定发展的产业

范围及规模不断扩大。其中，碳钢紧

固件案直接涉及国内大中型钢铁企业

46 家和 2.8 万人就业，间接影响上百

家企业和几十万产业工人。甲醇案涉

及国内 33 家大中型企业，涉案产值达

284.2 亿元人民币。同时，因实施贸易

救济措施而征收的税收金额也不断增

加。2002—2011 年 10 月，我国累计征

收特别关税达 62.5 亿元人民币，贸易

救济措施对国民经济建设的支持程度

持续提高。

实施贸易救济措施成效显著

世界贸易组织贸易救济措施自

形成之初就与保障国内产业健康发

展、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紧密相关。入

世十年，我国通过完善贸易救济措施

实践手段，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促

进了国内产业健康发展和经济结构的

持续优化。

一是有助于保持涉案产品国内市

场价格的稳定，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

秩序。采取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

济措施后，倾销或补贴进口产品的价

格回归正常水平，制止了进口商品的

不正当竞争行为，自涉案国进口的被

调查产品数量下降，规范了正常的市

场竞争秩序，恢复了贸易环境的公正。

二是有效抑制非正当竞争行为

对国内产业的损害。采取反倾销、反

补贴等贸易救济措施后，倾销或补贴

进口产品的价格回归正常水平，国内

受损企业产能、产量、销售量得以恢

复，销售价格普遍回升，国内企业产

品市场占有率逐步提高，销售收入、

税前利润、投融资能力等经济指标稳

步提高，生产经营状况逐步好转。如

2009 年 对 锦 纶 6 切 片 案 征 收 20.9—

37.5% 的反倾销税后，国内产业经营

状况迅速好转。

三是有力地促进了国内产业结

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反倾销、反补贴

措 施 的 实 施 期 限 一 般 为 5 年，这 为

企业技术革新赢得了时间。国内受

损产业通过学习、引进国外先进技

术和设备，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产业

升级，改变了原来生产效率相对低

下的局面，缩小了与国际先进水平

之间的差距，提高了国际竞争力。此

外，随着国内产业的发展，部分企业

不再单纯依靠国内市场，开始改变

经营策略，转向开发国际市场。贸易

救济措施为国内产业恢复、发展、壮

大创造了良好的环境。2010 年我国

针对原产美国的小汽车、2011 年我

国对欧盟产 X 射线安全检查设备发

起贸易救济措施，促进了国内高附

加价值、高技术水平、高级次产业的

健康发展。

四是增加就业，维护社会稳定。

面对进口商品低价倾销等不正当竞争

行为，为维持生存，国内企业只得低

成本运营，大量减员节流成为国内产

业降低生产成本的首要选择。而反倾

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措施制止了倾

销等不正当竞争行为，有利于国内受

损产业的恢复和发展以及生产规模的

扩大，进而促进增加就业，维护社会

稳定、协调发展。

五是积极稳妥配合宏观经济政

策的实施。入世十年来，贸易救济措

施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性不断提

高。其中，在国家加大对农业支持力

度的宏观政策目标指引下，开展对

农产品的贸易救济措施调查，有力

地保护了我国农业畜牧业的健康发

展，保证了人民食品安全及社会稳

定。对冷轧板卷、取向性电工钢、非

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等工业产品的调

查，有力地遏制了国际上针对我国

的贸易保护主义趋势，不但维护了

公平竞争的国际贸易环境，也在一

定程度上增加了我国在某些国际问

题上的话语权。  

（财政部关税司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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