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对外经贸 ·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 (西部论坛 )
J Chongqing Technol Business Univ. (W est Forum)

　　 　　　
第 18卷第 3期 　2008年 5月
　Vol. 18　No. 3　May. 2008

发展中国家对华反倾销的特点与动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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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经济全球化使国际贸易领域的竞争与摩擦加剧。随着中国贸易大国地位的确立 ,越来越多的

发展中国家对华产品进行反倾销 ,而且采取的制裁措施比发达国家更严厉 ,使我国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这种严峻形势要求我国企业必须对发展中国家对华反倾销的现状、原因有清楚的认识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

有效的措施来应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华反倾销 ,这样才能更有效地拓展发展中国家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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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character istics and trend of Anti - dumping accusion
from developing countr 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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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nom ic globalization aggragates competition and trade disputes occur with increasing frequency in field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 long with China’s status boosting in the world trade, more and more anti - dump ing accusions from develop ing countriesmakes

us bear huge econom ic losses. It’s time to make sur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endency and its root causes of anti - dump ing accusion

from develop ing countries, and take measures to deal with the alike disputes so that we can develop intensively the market share of the

develop ing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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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 随着国际贸易自由化程度不断提高以

及关税壁垒的削减 , 各国纷纷转向利用非关税壁垒

来保护本国产业 ,反倾销作为一种重要的非关税壁

垒手段 , 以其形式合法、方便实施、效果显著、不易

引起对方报复等特点被很多国家使用。我国作为

出口贸易增长最快的发展中国家 ,在各国的反倾销

诉讼中名列前茅。在发达国家仍然对我国频频提

出反倾销指控的同时 , 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加入到他

们的队伍中来 ,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尽管由发展中

国家挑起的此类反倾销调查涉案金额不大 ,但其可

能产生的连锁反应却非常可怕。正如经济学中的

“蝴蝶效应 ”:一只南美洲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

膀 ,可能在两周后引起美国的一场龙卷风 [ 1 ]。随着

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 ”占据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

的市场份额 ,贸易争端事件已不再只是发达国家与

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较量。

一、发展中国家对华反倾销的特点分析

在对中国企业发起反倾销的国家力量构成中 ,

发展中国家已经俨然演变成一支浩荡的“主力军 ”

阵容 ,并正在向“中国制造 ”频频发难。主要特点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 对我国实施反倾销的调查次数多、频率快

在近年对华反倾销案诉讼中 ,有一个显著的特

点就是发展中国家对华反倾销案件迅猛增加。在

1990年以前 ,对华反倾销案的提起国主要是欧盟、

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 ,而近 10年越来越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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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频频对华提起反倾销诉讼 ,其中墨西

哥、印度、巴西、阿根廷、南非、韩国等国成为急

先锋 [ 2 ]。

自欧共体对中国提起第一例反倾销调查至

2006年 ,已有 34个国家和地区发生了约 680余宗

涉及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 ,其中发展中国家占了

五分之三的比例。到了 2007年 ,除欧盟和美国之

外 ,对我国发起反倾销调查或采取反倾销措施的国

家和地区总共有 19个。其中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就

有 16个 ,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泰国、韩

国、土耳其、墨西哥、阿根廷、哥伦比亚、巴西、秘鲁、

埃及、俄罗斯、乌克兰、南非。2007年 1月 1日至

2007年 12月 11日 ,发展中国家对我国新发起反倾

销调查总数为 39起 [ 3 ]
,主要分布如下图 :

作为对华反倾销的主力军 ,从 1994年到 2008

年 1月 ,印度共对中国发起 122起反倾销调查 ,占其

反倾销立案总数的 52. 3% , 涉案金额 16. 5 亿

美元 [ 3 ]。

2. 对我国反倾销的随意性和歧视性逐渐显露

根据 W TO 反倾销协议 ,构成倾销必须具备三

个条件 :一是产品以低于国内的价格或向第三国出

口的价格向进口国进行销售 ;二是销售的数量猛

增 ;三是销售的产品对进口国造成实质性的损害 ,

且这种损害与倾销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由于世

贸组织对各国反倾销行为约束比较软弱 ,因此即使

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倾销存在 ,某一国产品仍然可能

被认为是倾销。因此 ,一些国家所确定的倾销并不

完全具备条件 ,在确定哪些是倾销产品方面带有主

观性和歧视性。

另一方面 ,由于以往发达国家对我国反倾销频

频得手 ,中国企业容易被裁定为倾销成立 ,产品被

迫退出当地市场。一些发展中国家正是注意到这

一点 ,认为只要对我国提起反倾销调查 ,就可达到

防止中国廉价产品大量涌入和保护国内市场的目

的 ,因此 ,随意对来自中国的产品提起反倾销调查。

1993年 4月 ,墨西哥对我国进行大规模反倾销调查

共涉及十大类 4 500多种商品 ,其中有一些产品中

国根本不对其出口或中国国内根本就没有同类企

业生产。有些对我国反倾销调查事先没有任何迹

象 ,突然发起 ,致使中国企业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

况下参加审查而陷入被动 [ 4 ]。

3. 对我国反倾销指控呈现“多米诺骨牌效应 ”

我国的产业结构与发展中国家有一定的相似

之处 ,产品比较优势趋同 ,当某个发展中国家对我

国某类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时 ,其他发展中国家会

担心中国该类产品转向出口 ,也追随进行反倾销调

查 ,从而形成发展中国家对我国反倾销的“多米诺

骨牌效应 ”。拉美国家在对我国反倾销的行动上相

当一致 ,一旦某个国家提起对我国反倾销调查 ,其

他国家会迅速跟上 ,结果是我国产品在发展中国家

市场上退出 ,严重影响我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4. 涉案产品规模大、范围广、征收税率高

2006年国外对华反倾销中 ,发达国家发起的反

倾销调查的产品有 3种 ,包括桃罐头、罐装菠萝、无

色层压安全玻璃板和铜制管件 ,而发展中国家调查

的产品则包罗万象。作为全球使用反倾销措施最

为频繁的国家之一 ,目前印度已累计对中国发动 80

余起反倾销调查 ,几乎到了“草木皆兵 ”的地步。从

2006年 6月起 ,印度开始对中国出口的绸缎产品征

收临时反倾销税。而早在一年前 ,印度正式对原产

于中国的绸缎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 ,涉及金额高达

1. 8亿美元、涉及企业 100余家 ,是发展中国家近年

来对我国发起的最大一起反倾销案件。

相比之下 ,发展中国家对中国产品征收的反倾

销关税要比发达国家要高得多。发达国家对中国

产品征收的反倾销关税一般在 10% ～50%之间 ,最

高的反倾销关税也不超过 100% ;而发展中国家对

中国产品征收的反倾销关税一般在 50% ～250%之

间 ,其中最高税率高达 1 105%
[ 5 ]。

二、发展中国家对华反倾销“积极性 ”高涨的原

因分析

1. 日益走向全球的“中国制造 ”对发展中国家

产生了直接的竞争压力

一是我国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 ,外贸出口持续

快速增长、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产品出

口种类多、数量大 ,使发展中国家受到了冲击。从

1980年到 2005年 ,中国出口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

重从不足 1%增加到 6% ,占发展中国家出口的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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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从 3%到 20% ,随着我国与某些发展中国家的贸

易顺差拉大 ,自然成了反倾销的主要对象之一。

二是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与发展中国家相似 ,

从而导致贸易冲突频频发生。我国的产业结构与

发展中国家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涉案产品的类型多

数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 ,产品比较

优势趋同 ,可替代性强。另一方面 ,中国入世更有

利于中国某些优势产品出口 ,中国产品在发展中国

家的市场份额进一步增加 ,这会激起一些发展中国

家出于贸易保护和支持本国企业与中国产品竞争

的目的而掀起新一轮对我国的反倾销指控 ,因此 ,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反倾销摩擦会大幅增加。所

以近年来以印度、墨西哥、阿根廷、巴西、南非为首

的发展中国家频频对我国提起反倾销诉讼 ,且大有

超越发达国家成为反倾销主力军的趋势 ,其中固然

有捍卫本国合法利益的成分 ,也不能排除利用反倾

销手段进行贸易保护的目的。

三是与发展中国家相比 ,中国产品的成本比较

优势尽管不十分显著 ,但是中国企业的劳动生产率

却远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高。据有关部门测算 ,生产

同样一件纯棉衬衫 ,中国南方工厂的工人需要 12. 5

分钟 ,在孟加拉国或印度 ,需要 22. 2分钟 ,墨西哥的

工人则需要半个小时。中国企业的劳动生产率高 ,

使中国产品在发展中国家市场上形成了合理的竞

争优势 ,对当地企业构成了经营压力 ,于是中国具

有相对竞争优势的产业产品也往往成为发展中国

家反倾销的主要对象。

2. 部分发展中国家视我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

“非市场经济 ”又称“国家控制经济”或“中央计

划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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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加入 W TO 的谈判中 ,被

迫接受了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 ”,在“确定补贴

和倾销时的价格可比性 ”时可采用“第三国代替 ”的

不公平条款。该条款的适用将在自中国加入 W TO

之日后 15年 (即 2016年 12月 10日 )终止。如今 ,

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 ”,已成为我国在应诉国外

对华反倾销案中大量败诉的一个重要原因。2003

年 4月 13日 ,受商务部进出口公平贸易局委托 ,在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李晓西教授

主持下 ,《2003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 》正式发布 ,

该报告认为 2001年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约为

69% ,超过市场经济标准 60%的临界线 ,这说明我

国已经成为市场经济国家。但目前国际上承认我

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的发展中国家仅有新西兰、

吉尔吉斯斯坦、南非、刚果 - 布、贝宁、多哥和东盟

十国等。

3. 中国欠缺合理的外贸出口结构 ,也是导致发

展中国家热衷反倾销的原因之一

我国经济结构和出口秩序方面存在的问题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国出口企业大多缺乏对

国际市场的深入调研和总体把握。一方面价格竞

争过度 ,长期以来我国企业实行“薄利多销 ”的营销

战略 ,同行竞相压价 ,以低价求胜 ,通过销售量的扩

大来获利 ,这就给进口国留下了“低价倾销“的印

象。另一方面是竞争手段单一 ,中国出口企业单纯

依赖低价格战略打入国际市场的居多 ,对非价格竞

争手段重视不够 ,有时由于缺乏对进口国消费者风

俗习惯的调查研究 ,不重视口味、款式、包装等方面

的改进和创新 ,往往使一些“好货 ”卖不出“好价

钱 ”。二是从出口的产业结构来看 ,偏重于劳动密

集型的产业 ,如纺织工业、轻工业和农副业。分析

此类产品的价格构成 ,可以看出 ,人工费用占很大

的比重 ,而这种价格构成正是此行业的比较优势之

所在 ,而这些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长期呈过度竞争的

态势 ,产品的附加值相对偏低 ,而构成“倾销 ”的一

个重要条件便是“低于正常价格 ”,因此这些行业成

为“反倾销 ”调查的“重灾区 ”便不足为奇了。三是

从市场结构看 ,我国出口的目标市场过于集中 ,这

样必然会增加与这些国家产生贸易冲突的几率。

4. 对发展中国家对华指控的应诉率低 ,是发展

中国家对华反倾销愈演愈烈的又一主要诱因

长期以来 ,中国企业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反倾

销指控应诉率低 ,是导致国外对华反倾销愈演愈烈

的主要诱因。深究其原因 ,一是对许多中国企业来

说 ,在应对国外反倾销方面还非常陌生 ,不敢与外

国人打反倾销官司。二是打反倾销官司其实是国

家和企业经济实力的抗衡 ,大部分企业通常是从短

期效益的角度出发 ,不愿意花大价钱而放弃应诉。

还有些企业存在“等、靠、要 ”的思想 ,谁都不愿意出

钱打官司 ,大都想“搭便车 ”,往往以不应诉对待。

由于不能及时有效地应诉 ,导致最后被征收高额反

倾销税 ,造成国外市场一块块失掉的不良后果。三

是我国一些企业缺乏法律保护意识 ,据统计 , 在对

华反倾销案件中 , 有一半以上案件的企业没有应

诉 , 直接导致败诉。企业不应诉或消极应诉造成的

严重后果 : 一是“缺席 ”判决 , 彻底退出市场 ;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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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诉容易引起反倾销连锁反应。

三、我国的应对策略分析

1. 尽早建立并启动应对发展中国家反倾销的预

警机制

提高防范发展中国家反倾销的意识。目前 ,我

国应对国外反倾销的工作还停留在“事中 ”、“事后 ”

应诉阶段 ,由于缺乏完善的出口预警体系 ,企业获

得国外反倾销的信息较晚 ,常常失去应诉的最佳时

机。构建有效的预警机制是避免贸易摩擦发生及

减少贸易摩擦影响的一个重要途径。这需要政府

贸易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和企业之间密切配合。

与此同时 ,各环节应紧密联系 ,充分发挥作用。

如针对发展中国家对我国纺织品发起的反倾销 ,可

对对方纺织品生产、供求、价格、产能、技术革新、产

业结构等系列问题进行跟踪和研究 ,确定主要产品

的预警线 ,当出现反倾销指控苗头时 ,立即采取紧

急保护措施 ,如暂时减少出口数量、提高出口价格

等等 , 将反倾销扼杀在摇篮当中 ,保证本产业不受

冲击。

2. 加大政治外交力度 ,争取更多发展中国家承

认中国的“市场化 ”国家地位

给予市场经济地位待遇一定程度上为争取好

的反倾销税率奠定了基础 ,所以作为保护国内产业

“大棒 ”的反倾销调查 ,其市场经济地位待遇问题不

仅仅只是一个经济学或法律技术层面的问题 ,同

时 ,更是国家之间为保护国内产业进行博弈的棋

子 ,政府间的相互沟通、磋商、交涉也十分重要。具

体来说 ,主要有几方面 :一要加大外交力度 ,政治上

拉近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不遗余力地发展外交型

经济 ;二要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控制 ,建立市场

服务型新政府 ;三要放开手脚全方位深化所有制改

革 ,早日健全公司治理机制。中国虽然接受了“非

市场经济国家 ”条款 ,但中国企业仍有机会证明自

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运作的。积极争取市场经

济地位。在 2003年欧盟对华所立新案中 ,我国 7家

申请市场经济地位的涉案企业全部如愿。个别行

业若能率先在美国等主要国家取得突破 ,将为中国

最终解决“非市场经济国家 ”问题打下良好的基础。

3. 增强国际营销观念 , 提高产品综合竞争能力

面对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和反倾销威胁的双重

夹击 , 出口企业应做好国外市场调研工作 , 优化市

场结构 , 转换竞争方式 ,以此来转变外贸增长方式。

基本思路是 :第一 ,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 ,尽快

提升产品科技含量 ,把战略重点从价格竞争转到质

量竞争轨道上来 ;第二 ,要实施名牌战略 ,从根本上

改变“中国制造 ———低价 ———倾销 ”的产品形象 ,实

现由“中国制造 ”向“中国创造 ”的根本性飞跃 ;第

三 ,在市场结构上 ,要改变目标市场过于集中所带

来的风险 ,并达到避免反倾销调查之效 ;第四 ,在经

营方式上 ,要变单纯出口商品为直接对外投资。

4. 积极应诉 ,灵活抗辩

经过 20多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企业已经具备了

市场意识、竞争意识、质量意识、品牌意识和服务意

识 ,但还缺乏法律和规则意识。在各国企业都运用

贸易法保护自己的今天 ,中国企业必须认识到商战

即法战 ,在与世界经济接轨的同时 ,企业在观念和

法律上也要与国际接轨。一是要积极及时的应诉。

中国企业与发展中国家的反倾销官司的实践证明 ,

凡是中国企业主动应诉和抗辩的 ,要么是中国企业

胜诉 ,要么是迫使对方减少反倾销额度 ,出口企业

的损失被降低到了最低程度。如中国企业积极应

诉草甘膦除草剂案件获胜 ,巴西再也没有对该商品

提出过反倾销。二是运用国际标准 , 健全管理制

度 , 健全商务档案 ,一旦发生诉讼 ,可以从容面对并

可立于不败之地。三是政府应加强反倾销应诉立

法 ,用法律制度惩罚应诉不力的企业 ,靠制度落实

“谁应诉 ,谁受益 ”的原则 ,对积极应诉和胜诉的企

业通过采用出口许可证、海关审价以及其他手段给

予补贴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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