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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摩擦---反倾销 

80年代以后，“反倾销”成为美国频频动用的贸易报复手段。这并非偶然，而是与美国贸易政策的转

变相辅相成的。随国际贸易竞争的加剧，美国国内的有些产业-以加工制造业为典型代表-受到来自其

它国家竞争力的威胁；而另一方面，在打开全球市场方面，其进展却不如想象顺利。在这样的条件

下，美国开始奉行“公平贸易”，即继续致力于推进全球贸易自由化，但是要求贸易伙伴也同样打开

国内市场，并对所谓“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实行严厉报复。反倾销和反补贴、保障措施、301条款等的

加强使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随中国对美出口的迅速增加，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迅速扩大使中国日益成为美国反倾销的重点对象。中

国已经成为受到美国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2003年这一数据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新实施的反倾销为8

起。而受到调查的案例则包括了从农产品到彩电、家具等中国出口增长迅速的敏感企业。突出显示了

加入WTO以后，美国对来自中国进口威胁的担忧。 

在历史上，美国的反倾销调查与贸易逆差显示出密切的相关性。即：美国拥有大量贸易逆差的国家往

往成为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欧盟、日本等国都有过类似的命运。与其它贸易救济手段相比，反倾

销的适用面广，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迅速通过征收“临时反倾销税”达到限制进口的目的。对美国

而言，这是继关税壁垒逐步削减以后可以迅速而方便动用的限制进口的贸易手段，但是对被调查对象

而言，由于存在诸如“新出口商复审”、“日落条款”等严格的限制措施，则是非常麻烦的。 

美国国内反倾销运用的适当性已经在WTO引起许多国家的不满。美国在“公平价格”的确定、倾销与产

业损害因果联系，以及相关条款使用的合理性等方面引起成员国的争议。除此以外，在对华反倾销的

运用上，最引起争议的是有关中国“非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条款，以及与此相关的“替代国价格选

择”。中美协议中关于反倾销条款的内容虽然允许美国维持其现有的反倾销方法，即将中国作为非市

场经济国家对待，但是美国在对中国的所谓反倾销中却经常违背“客观、公正”的原则，滥用该条

款。例如对中国产蘑菇的反倾销调查中，美国商务部选用印度尼西亚为“替代国”。印尼的蘑菇是在

空调条件下生长的，中国的蘑菇是在自然条件下生长，二者的生产成本绝对不同。但美国商务部却拒

绝从印尼的生产成本中扣除空调费用，因而裁定中国蘑菇倾销。 

美国对华实施“替代国”政策过程中违背世贸组织原则的行为，使中国企业遭受莫大危害，主要表现

为：美方拥有极大的任意裁量权，可人为地高估中国产品的倾销幅度；中方企业应诉困难，制定出口

价格困难，因为中国企业不知道美国会选择哪个国家作为“替代国”；引起对中国国有企业的进一步

歧视，使之难以获得正常调查待遇等。 

目前，美国已经允许中国企业就个案申请正常调查待遇。对取得了正常调查待遇的中国企业，可以根

据企业的会计记录，计算受调查产品的正常价值。现在美国经过审查，确认了若干中国企业可以享受

正常调查待遇，这意味着美方承认这些企业的产品价格不受国家控制，是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的，是符

合《世界贸易组织反倾销协定》要求的，可以用来计算倾销幅度的正常价值。这虽然是一个改善，但

是，既然如此，这些中国企业产品的正常价值也应该被视为美国实施“替代国”政策时所要寻求的、

可以替代其他中国企业产品价格的正常价值。对于这一点美国却持否定态度。 

虽然最新的消息显示，已经有一些国家在给与中国完全的“市场经济地位”上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是



 

对美国而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多边贸易体系领域，美国依然消极对待其他成员国提出的修改反倾销协议的倡议，而且，在对该方

法的使用上还有加强的趋势。“伯德修正案”（美国2000年连续倾销和补贴抵消法案）体现了这一

点。该修正案要求美国海关根据反倾销和反补贴税命令征收得到的资金分隔出一部分作为一种拨款再

给予美国公司，用于改进制造业的工具、设备、研究和发展、人员培训、保健和养老金利益、和环境

设备，培训和技术等方面。这一法案实际上鼓励企业更多的发起倾销诉讼。2002年7月17日，世贸组织

争端解决机构专家组就美国的伯德修正案作出裁定，认定美国的这一法案违反了世贸组织协定。2003

年1月16日，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发布的报告书中支持了专家组就美国“伯德修正案”而做出的裁

决。世贸组织于2003年6月13日要求美国在2003年12月27日前废除有关反倾销的“伯德修正案”。不

过，美国政府根据“伯德修正案”继续向企业发放违背世贸组织规则的补贴。美国国会在2003年11月

份休会，并未对该草案采取任何行动。相反，美国参议院2/3以上的议员却力促布什政府尽快与日本、

欧盟以及其他的贸易伙伴达成协议以求保留该法案。  

显然，学会应对美国的反倾销已经成为留给众多中国出口企业的一门必修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