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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本不应当受太多的管制，但如果实

施不正当竞争手段，超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管辖范

围，为了维护平等的市场竞争秩序，行政、司法的补充手段

也是必不可少的。我国加入WTO后，成为了一名正式WTO

成员，一方面，对外贸易发展迅速，2004年对外贸易进出口

额已经超万亿元，雄居世界第三位，2005年，更是有所提高

；另一方面，我国遭受的国外反倾销的案件大增，涉案金额

和影响面令人吃惊；再有企业出口的利润随着对外贸易的增

长，却没有相应增长，有很多企业甚至下降甚至亏损。这是

应当引起我们警惕的，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状况的发生

呢？我认为企业在对外贸易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竞相压价

，甚至低于成本价竞销起了很大作用，至少起了推波助澜的

作用。在对外贸易中的这种不正当竞争行为，我们应当加以

分析和规范，来维护健康的对外贸易秩序。 低价竞销导致国

外对我国发起反倾销的现状 低价竞销造成的最直接危害后果

是什么呢？是国外对我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虽然国外对我

国发起反倾销调查的原因有国际贸易保护加剧、中国出口增

长迅速、出口市场结构和产品结构不合理、非市场经济地位

等因素，但由于低价竞销造成的同类产品远远低于国际市场

同类产品的价格而受人口实，而遭受反倾销却是不争的事实

。 从我国遭受反倾销的数量来看，我国已经成为遭受反倾销

最多的国家。自1995年WTO成立以来，国外对我国发起反倾



销调查386起，占WTO成员全部立案的15.21%，是排在第二位

的韩国的两倍；同时我国遭受WTO成员实施的最终反倾销措

施272起，占WTO成员全部反倾销措施的17.36%，是排在第二

位的韩国的2.5倍。根据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的统计，2001年

至2004年，国外对我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平均近50起。据中

国WTO研究会编写的《2004～2005中国WTO报告》中“反倾

销摩擦”一文中的统计，针对我国的反倾销立案最终裁定被

实施反倾销措施的比率大大高于多数国家，并且大大高

于WTO成员的平均水平，数据为：中国70.47%；韩国

为56.70%；美国为50.68%；印度为49.52%；欧盟为63.46%

；WTO全部成员为61.77%。从上面的统计可以看出，我国出

口产品面临着一经遭受反倾销调查而使多数出口同类产品的

企业承担巨额的反倾销税的危险。 从对我国反倾销的主体来

看，发展中国家已经代替发达国家而成为反倾销主体。1979

年至1989年，国外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的国家主要是欧

盟、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占案件总数

的97%以上；而1995年至2004年上半年，发展中国家共对我国

发起反倾销调查244起，占国外对我国反倾销调查总数

的63.2%，如印度为70起，阿根廷为39起，土耳其为29起，南

非为20起，秘鲁为16起，韩国为14起，墨西哥为12起，由此

可见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国外对我国发起反倾销调查的主体

。按说，国外发达国家对我国发起反倾销调查是容易“发生

”的，因为我们的成本优势；而发展中国家对我们发起反倾

销调查就有点“不可思议”了，为什么？因为发展中国家也

同样具有成本优势。排除发展中国家滥用WTO反倾销规则因

素的影响，我国出口企业低价竟销，在某个国外市场有利可



图的情况下，一哄而上，从而导致的结果是，在短时间内，

我国出口产品激增，价格低廉，甚至低于成本价，有的出口

企业甚至国内高价收购，国外低价销售，甚至做亏本买卖来

排挤国内竞争对手，我国的某些产品，在发展中国家市场容

量有限时，容易控制，并且具有某些科技优势和有利可图的

情况下，这种恶性竞争更容易发生。这也是发展中国家对我

国发起反倾销调查案件增多的原因之一，在某种情况下甚至

是主要原因。 低价竞销对我国经济秩序的危害 我国出口企业

在对外贸易中的低价竟销行为，造成的危害是不可低估的。

首先从造成的大量反倾销来看。其一，反倾销造成的直接后

果是涉案产品由于巨额的反倾销税而使得该产品出口急剧下

降，甚至退出该国市场。据统计，欧美等国对我国反倾销涉

案超过1亿美元的已经达到15起。从我国加入WTO后，每年

直接涉案金额达十几亿美元，如2001年12.5亿美元，2003

年18.75亿美元，2004年12.6亿美元，而且涉案产品广泛，例如

，2005年国外对我国发起的反倾销立案已经达50起，涉及产

品领域广泛。根据WTO的规定，征收反倾销税的期限一般为

五年，再加上日落复审等，一旦一种产品被征收的反倾销税

，极有可能被迫退出该国市场，遭遇“灭顶之灾”。其二，

一个国家如果频繁遭遇反倾销，进口商为了选择稳定和长期

的贸易伙伴，会去选择遭受反倾销较少的国家。其三，国外

反倾销具有连锁反应效应。我国某一出口产品在一个国家遭

到反倾销诉讼后，其他国家由于担心这种产品大量涌入本国

，也采取反倾销投诉进行预防。其四，在国外遭受反倾销产

品的企业会把销售市场转移到国内或其他国外市场，从而引

发国内的经济秩序混乱或遭受其他国家的反倾销制裁。其五



，该产品遭受国外反倾销制裁，会影响该产品的上下游产业

，及相关的税收和就业等。综合以上因素，国外对我国实施

的反倾销措施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整体状况的影

响是巨大的，而且是呈辐射状和连锁式的。 低价竞销造成出

口秩序混乱的状况 低价竞销是我国成为世界上遭遇反倾销调

查最多国家的重要原因。低价竞销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

面，在对外贸易中，一些出口产品多属于劳动密集型，规模

小、科技含量低、产品花样少，缺乏有效的市场准入制度，

在进入国际市场时，不是在产品质量和科技含量及营销手段

上下工夫，而是依靠低价竞争来开拓和占领市场；另一方面

，由于我国在生产秩序方面缺乏有效的管理和控制，一旦某

种产品有利可图，立即一哄而上，纷纷上马或扩大生产能力

，例如，我们到宁波市经贸委进行调研时，有关同志反映

，2004年我国新增纺织和服装生产企业35万家，导致2005年我

国纺织和服装生产能力和出口大增，从而导致出口产品受限

，由于市场是有限的，造成供大于求，这些企业就竞相压价

，搞“自杀行为”。搞低价竞销，一般出现在三个阶段：一

是在遭受反倾销前的阶段，搞低价竞销，从而导致遭受国外

反倾销措施；二是当没有搞低价竞销的企业花巨资打赢反倾

销官司后，一些企业继续搞低价竞销，最后导致的结果是又

遭到反倾销制裁；三是在遭受国外反倾销措施后，仍搞低价

竞销，导致“复审”时延长了征收反倾销税的期限。低价竞

销行为在发展中国家市场上表现是抢眼的，而且有欲演欲烈

的趋势，这也是我国越来越多的遭受发展中国家反倾销的根

本原因。例如对新开拓的市场一哄而上，低价竞销，据商务

部有关驻外部门反映，中国商品在巴西、印度、南非等国家



都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在一国市场开拓初见成效时，我国出

口企业之间开始以低价竞销进行恶意竞争，从而新开拓的市

场由于该国实施反倾销措施而丢失。据统计由于低价竞争，

几年前，中国出口到东南亚市场的普通摩托车平均卖到700美

元，现在仅为170美元，每辆的平均利润仅为6美元左右；同

样，我国的橘子罐头占了世界市场份额的60%以上，但是出

口价格10年间下降了2/3；我国出口皮鞋、橡胶及塑料布鞋、

球类、伞、鬃刷、热水瓶等6种小商品出口规模近10年间增长

了51%，但综合平均价格却下降了21.7%，大量利润流失。据

中国加盟网的一篇报道反映，重庆某外贸公司在泰国市场打

拼多年，终于站稳脚步，突然国内另一家企业以降价50%左

右的成本价杀入泰国市场，迫使该企业放弃这一苦心经营的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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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