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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BD_9A_E4_B8_8D_E6_c28_32914.htm 近年来，伴随中国对

外贸易的飞速增长，国外对我出口产品实施的各种类型的贸

易救济措施的数量也呈增长趋势。导致中国产品被国外实施

贸易救济措施的诸多原因中最为直接的就是，中国企业为了

进一步增强出口竞争力，竞相采取降低产品出口价格的方式

进行销售，授人以柄。中国少数企业的不正当低价出口行为

不仅直接导致对外贸易秩序的混乱，也危害了企业自身的长

远发展和整个行业秩序，在国内造成出口企业之间恶性竞争

，量增价跌，利润下滑，严重浪费资源和能源。针对不正当

低价出口行为，政府有责任、也有义务进一步规范，以维护

公平的对外贸易秩序。 修订《关于处罚低价出口的暂行规定

》的必要性 针对企业的低价出口行为，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

部1996年颁布了《关于处罚低价出口行为的暂行规定》（以

下简称《暂行规定》）。该《暂行规定》内容较为简单，很

多具体的技术问题缺少相应规定，缺乏可操作性。该《暂行

规定》自颁布以来，尚没有一起依据该暂行规定立案进行调

查和处罚的案件。 目前该《暂行规定》中的很多内容已经完

全不能适应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新形势，尽快予以修订并使

之具有现实可操作性显得十分必要。 2004年新修订的《对外

贸易法》专门就调查和处罚不正当低价出口行为进行了规定

。根据该法第33条第1款的规定，在对外贸易经营活动中，不

得实施以不正当的低价销售商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该条第3

款规定，存在不正当低价销售商品的违法行为，并危害对外



贸易秩序的，可以采取禁止该经营者有关货物、技术进出口

等措施消除危害。《外贸法》的上述内容是修订《暂行规定

》，调查和处罚不正当低价出口行为以进一步规范对外贸易

秩序的基本法律依据。 调查不正当低价出口行为的法律定位 

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在维护公平的市场秩序方面应当有所作

为，应当公平严格地执行法律，维护市场竞争规则，构建良

性的外贸增长秩序。调查不正当低价出口行为与反垄断调查

行为、反倾销调查行为都属于政府维护市场秩序的行为，都

是基于产品价格因素引发的行政机关的调查行为，但是其法

律性质却是不同的。 反垄断调查行为是一国政府对域内经营

者的垄断和限制竞争行为的调查，引发垄断和限制竞争的手

段主要是价格因素但不限于价格因素；反倾销调查则是一国

政府对来自域外的，可能低于正常价值并对国内产业带来损

害的产品进行的调查，倾销行为主要表现为产品价格低于正

常价值且对进口国产业带来损害。而调查不正当低价出口行

为，则是一国政府对域内的出口产品由于可能存在不正当竞

争的低价销售行为而进行的调查，引发因素主要是价格本身

不能反映产品的真实成本和利润。 由此可见，调查不正当低

价出口行为在法律上属于一国行政机关针对国内产品出口中

可能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的行政调查行为，其目的在于避

免不正当的价格竞争行为对国内资源能源的浪费，对出口秩

序的危害和避免引发国外的反倾销等贸易救济措施等。 如何

科学界定不正当低价出口行为的内涵 通常，企业的产品成本

等于生产成本加管理、销售、一般费用（SGA）。其中，生

产成本等于固定成本加可变成本。固定成本是指在一段时间

内即使生产数量为零也需要支付的成本，如厂房、设备的折



旧费；可变成本是指随着企业生产数量变化而变化的成本，

如原材料、人工、水电等。通常，调查低价出口行为只是对

一个特定时期内企业出口行为进行调查。因此，企业的平均

生产成本等于在这一特定时期内的企业成本除以实际生产产

品的数量，平均可变成本等于在这一特定时期内的企业可变

成本除以实际生产产品的数量。 在经济学中，根据阿里达特

纳原则，如果一个价格低于产品的平均总成本，但高于可合

理预期的短期平均可变成本，不管这个价格能否产生最大利

润，它都应当被认为是合法的。因此，在确定不正当低价出

口行为时，所谓的“低价”行为应是在调查期内出口产品价

格低于平均可变成本和加权平均SGA总和的出口行为。 在确

定是否存在不正当低价出口行为时，还应同时考虑如下因素

： 1.以不正当低价出口的产品的实际数量比例问题。即在调

查期内以不正当低价销售的产品数量应占调查期内全部出口

数量合理比例。《反倾销协定》在确定倾销行为发生时的实

际数量时，采取的标准是低于单位成本的销售数量占被调查

交易量的20％。 2.不正当低价产品能否在一段合理时间内收

回成本。先计算调查期内产品的加权平均成本，如果企业出

口价格低于企业单位平均成本但高于调查期间的加权平均单

位成本则视为企业可收回成本。反之，则视为无法收回成本

。如此，将视为低价出口行为。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目前国

内企业帐目中如何真实反映成本中的有关优惠措施（如土地

优惠、税收优惠等）带来的对成本降低的影响、如何确定企

业真实的符合所在地区最低标准的劳工福利和社会责任等成

本因素是一个比较现实和重要的问题。可以操作的办法是，

通过考察该企业所在地区的类似产业、相近规模的其他企业



来计算，而不能简单地直接适用该企业的帐目，否则将可能

不能正确反映被调查企业在上述领域的真实成本因素。 3.低

价幅度。是否可以设定低价在某一个幅度内波动即可以不被

认定为不正当低价出口行为？理由是参照反倾销调查的实际

做法，通常倾销幅度在2％以内的不征收反倾销税。 处罚不

正当低价出口行为需满足的标准 根据《外贸法》第33条的规

定，存在不正当低价出口行为，并危害对外贸易秩序的，才

应给予处罚。因此，被处罚的不正当低价出口行为应同时满

足两个条件：存在不正当低价出口行为，且危害对外贸易秩

序。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