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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应对“反倾销”

宁世春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在

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据统计，自1995年开始，对外贸易以

平均 1 1% 的速度递增， 2001年贸易进

出口额达5000亿美元，位居世界排名

第七位。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 在我

国的进出口贸易额不断增长的同时，

许多企业和产品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

的反倾销调查。在世界贸易额中，我们

所占比重不足4%，而遭受国外反倾销

调查的案件却占到世界总数的 15% 以

上。面对如此高比例的反倾销调查， 我

们的政府、 企业和有关贸易中介服务

组织必须从战略的高度加以重视， 采

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来应对反倾销。

正确认识反倾销

我国许多企业的经营者对什么是

倾销， 什么是反倾销， 知之不多，知

之不深。企业经营者要积极应对国外

的反倾销起诉， 依法保护自己的 利

益， 就必须对这方面的知识进行了

解 、 熟悉。所谓倾销， 就是一 国 将

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办法挤入他国

贸易的行为。这里讲的 “正常价值”

通常包括： 国内价格、 第三国可比价

格以及该产品在原产国的生产成本加

合理的推销费和利润而构成的价格。

一个国家要指控他国的产品有倾销行

为，根据关贸总协定第 6 条的规定，

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一是产品的出口

价格低于国内价格；二是产品对进口

国相似产品工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或产

生实质性威胁，或实质性地阻碍某一

相似产品工业的建立。三是产业损害

与倾销要有因果关系。假设一国的产

业因该国的企业缺乏竞争力而造成损

害， 不包括在内。因此， 判断一 国

产品是否有倾销， 必须以上述三条为

依据。

如 果确 定了一 国 产品 有倾销行

为，进口国就可以拿起反倾销武器保

护本国利益。反倾销有广义和狭义之

分。广义的反倾销， 通常指一国反倾

销方面的立法、 执行机构的确立以及

反倾销案件的调查提起、 裁定，最终反

倾销税执行或价格承诺执行、 公告 、

案件复审、 争议调解或裁决等一系列

措施的总称。狭义的反倾销是指当一

国产品被判定构成倾销后，进口国为

了抵销或防止倾销，而中止该产品的

进口协议和征收反倾销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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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产品被征收的反倾销税过高， 往往

就会自动退出该国市场。

反倾销， 是世界各国为保护本国

商品和市场，抵制进口产品不正当竞

争的重要手段之一， 是世贸组织规则

所允许的。但是， 在世界贸易中， 又

存在不少国家对反倾销权力的滥用，

成为他们作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挡箭

牌，这是世贸组织规则所不允许的。

为什么反倾销总是瞄准中国

产品

从 1979年 8月欧盟对我国发起的

第一个反倾销案件到2001年 10月， 已

有30多个国家对我国4000多种商品提

起了 477起反倾销、 反补贴和保障措

施的调查。其中， 欧盟 90 起，美国

80 起， 印度 4 1 起， 澳大利亚 32 起，

阿根廷 30起，涉及的金额约为 110亿

美元。特别是近几年来， 由于国际贸

易保护主义的进一步抬头，对华反倾

销案件不断增加，我国已经成为世界

各国 反倾销的重点国。人们不 禁要

问 ： 为什 么反倾销总是瞄准中国 产

品？
1 、 出口秩序不规范，企业之间

搞低价竞销。由于我国劳动力和原材

料价格低廉，出口产品的销售价格比

较低， 如家电 、 玩具 、 服装和鞋类

产品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的销价就

非常低，这就决定了我国这几类产品

很有竞争力，这是导致我国产品受反

倾销调查的直接诱因。但是， 这也与

出口主管部门监管不力和企业各自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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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有密切关系。许多企业缺乏长远规

划， 仅注重眼前利益， 为了争夺市场

相互之间搞 “内耗”，竞相压价， 价

格战从国内打到国外， 造成企业和国

家利益的损失。

2 、 企业不能积极应对。我国许

多企业出口积极性很高，争先恐后，

可一旦遇到反倾销调查时， 敢站出来

与别人据理力争的却不多。原因是多

方面的：一是企业缺乏应对反倾销的

人才， 无法应对。二是有的企业无力

支付高额的律师费。三是有些企业抱

有侥幸心态， 认为在这个国家遭反倾

销调查， 卖不出去，就到别的国家去

卖。四是有的企业期望坐享其成，让

别的企业去应对， 赢了自己也跟着获

利。企业对反倾销案件， 采取回避、

忍让的消极做法，是加剧别国对中国

产品提出反倾销案的重要诱因。

3、 出口 贸易的歧视待遇。我国

改革开放20多年了，市场经济体制已

经初步建立， 但是世界上许多国家总

是用老眼光看待中国， 无视中国在市

场化进程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仍然把

我国列入 “非市场经济国家”， 往往

采用第三国价格对我国出口的商品进

行反倾销调查，致使我国的企业和产

品在国际市场上受到许多歧视性 待

遇。例如2000年欧美对我国的家电产

品，就是用新加坡的价格作为标准，

判定为倾销。新加坡的劳动力价格是

我们的20倍。按照这样一种不合理的

标准计算， 自然就很容易得出中国产

品有倾销的结论。

采取得力措施 积极应对反倾

销

1 、 培养人才， 熟悉规则。我国

已经是 W T O 的 正式成员， 但是对

W T O 的规则我们还显得很陌生。要

应对反倾销需要从多方面努力， 而培

养大量的熟悉 W T O 规则的人才是当

务之 急 。 只 有 培 养 出 大 量 的 熟 悉

W T O 规则的 人才， 才能依法有效保

护自己利益， 才能改变我们在出口贸

易中屡遭 “反倾销”、 而又屡屡不能

有效应对的被动局面。

2 、 应用世贸组织赋予的权力，

依法保护自己利益。中国作为 W T O

的正式成员，在解决出口贸易争端方

面的权力主要表现为：其一，可以依照

W TO 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公平性原则，

改变W TO 各成员方把中国看成是 “非

市场经济国家”的观念， 从而逐步取消

歧视性的 “替代比较” 标准为中国产品

定价。其二，
如果发生贸易争端， 双方

经磋商无法达成一致， 则可请求W TO

争端解决机制介入。其三，中国是《国

际反倾销公约》的签字国， 有资格享受

W TO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特殊优

惠待遇， 可以据此提高中国在反倾销

多边谈判和法律诉讼中的地位。其

四，企业可以利用W TO 及时获取国际

市场的最新信息和资料， 据以确定经

营方针和策略， 对商品进行合理定

价，以减少反倾销的调查。

3、 增加高科技含量， 提升产品

竞争力。企业要明确一个道理： 仅靠

劳动力和原材料价格低廉来提高自己

产品的竞争力是暂时的， 关键是提高

产品的高科技含量和售后服务水平。

因此，企业要提升自己的产品在国际

市场上的竞争力，最根本的还是要通

过不断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强化管

理，增加高科技含量，这是许多发达

国家的成功经验。据有关资料报道，

世界经济合作组织国家的高新技术产

品占其出口的比重平均达到40% ， 而

我国2000年仅达到 15%。这说明通过

增加高科技含量的办法， 来增强我国

产品出口的竞争力的潜力非常大。走

高科技的路子有两个好处： 一是可以

减少别国的反倾销调查， 二是可以提

升我国产品的竞争力，增加产品出口

量。

4 、 政府 、 商会、 协会应采取多

种方式， 鼓励和帮助企业应诉。目前

光靠企业孤军奋战来应对别国的反倾

销调查， 应对力量显然不足， 这就需

要政府和行业商会、 协会的帮助。如

对确属困难的企业，有关方面为其提

供聘请律师资助费；驻外使馆为应诉

企业提供有关资料和信息， 特别是那

些对我国企业提起诉讼的企业的相关

情况；建立和完善反倾销的预警监控

机制， 尽可能将案件消灭在萌芽状

态，最大限度地避免国外的反倾销调

查；政府主管部门要坚持我国专门制

定的 “谁应诉， 谁受益” 的 反倾销

应诉原则， 对积极 应诉企业进行奖

励，对不应诉或消极应诉的企业给予

处罚。

5 、 要积极应诉，据理力争。 遭

反倾销的指控， 是各个国家在国际贸

易中都会遇到的问题，我们的企业不

必那么害怕， 只要我们态度正确，措

施得力， 讲究方法， 据理力争， 胜

诉的希望是有的。在我们应诉的案件

中， 有近 50% 是胜诉的；有些案件

我们即使不能全胜诉， 也会减轻征收

反倾销税的幅度。2000 年， 欧盟以

印度为替代国指控我国 14英寸彩显管

有倾销，我方律师据理力争， 认为不

能以印度为替代国， 而应以马来西亚

为替代国，最终使欧盟改变了对我国

14英寸彩显管征收 1 1% 反倾销税的决

定。此外， 在美国对我国金属锰的反

倾销案件中， 由于参加应诉的企业积

极应对，征收的反倾销税大为降低，

分别为 3% 、 5% 和 20%；而那些没有

参加应诉的企业一律裁定为征收超过

100% 的高额反倾销税。

6 、 整顿秩序， 规范行为，一致

对外。要加强企业出口环节的协调与

管理。政府主管部门和各驻外机构、

进出口商会要积极配合， 尽快研究制

定出防止企业之间低价竞销、 恶性竞

争的措施， 齐抓共管， 形成合力，以

维护良好的出口秩序。企业要发扬团

队精神，树立大局观念， 根除过去那

种自家相残的局面， 维护国家、 企业

和职业的利益。

7 、 树 立 “两 手抓 、 两 手都 要

硬”的思想。中国既是遭反倾销的重

点国 家， 又是遭 别国倾销的 重点国

家。我们在积极应对反倾销的同时，

必须拿起反倾销的有力武器，“以其

人之道， 还治其 人之身”。 针对那些

进行低价倾销， 损害我国相关产业的

外国产品， 要依法立案进行反倾销调

查， 合法保护我国 利益。

（作者单 位： 江西省新余市委党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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