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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快，国际贸易的重要性

也日益凸显，但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

平的差异，且世界市场趋于饱和，各国纷纷采取各种贸

易保护措施维护本国产业安全，与经济稳定。长期以来，

我国对外贸易规模和质量显著提升，有力带动了国内经

济转型与结构调整的顺利展开，但与此同时，不断开放

的国内市场也加大了我国遭受别国反倾销的风险。总体

来看，中国进口倾销产品总额不断攀升，涉及的行业遍

布机械、石化、冶金、能源等基础行业，危及国内支柱产

业安全，受到反倾销干扰的行业被迫加入价格战，其市

场价格持续下跌，亏损面逐步上升。征收反倾销税作为

WTO 机制下应对反倾销行为最有效的措施，本文通过研

究进口反倾销措施的政策效应，寄希望借此为我国更好

地参与国际贸易做好准备，也为我国进口反倾销政策实

施提供借鉴经验和建议。

一、中国进口反倾销措施研究成果评述
自 1997 年中国对原产于加拿大、韩国和美国的进

口新闻纸征收反倾销税以来，国内学者关于我国进口反

倾销的贸易救济效果进行了大量研究。海闻和李清亮

（2011）指出，我国的反倾销实践在调查结果、反倾销手

段、国别等方面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既存在相同点，又

具有自己的特点，如我国反倾销调查每个环节占用时间

出现了不同幅度的减少；对比其他国家的进口反倾销税

率，我国维持在 20%左右。相比美国 2000 年 60%的反倾

销税率要低得多。王晓磊和沈瑶（2014）以中国基础化工

产品的反倾销案件为例，研究了进口反倾销的直接经济

效应，主要体现在价格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对第三国的

进口量的影响。吴国松等（2015）基于制造业数据的校正

模型，分析了中国反倾销引致的外商直接投资效应给国

内产业造成的影响。祝福云等（2015）利用可测量的方式

在一般均衡框架下分析我国进口反倾销的救济效应，在

实证模拟中把反倾销措施作为可计算的影响因素加入

一般均衡模型，利用进口反倾销数额及其它宏观数据，

考察单个行业采取反倾销措施后所产生的直接救济效

果，从而进一步反映其对于一国各行业价格水平变化和

进口贸易等方面带来间接影响。周灏（2015）运用社会网

络分析方法对世界反倾销网络的结构进行测度，通过动

态变化，解读中国反倾销角色的转变。迟铮等（2015）运

用已有市场模型，结合证券市场数据，实证检验对印日

吡啶倾销产品的实际贸易救济效果。（2016） 安礼伟等

（2016）对中国 2001-2012 年中国进口反倾销的现状和贸

易效应进行统计分析，并针对反倾销调查运用不灵活、国
内进口产业缺乏竞争力等问题提出相应解决策略。

纵观国内学者关于中国进口反倾销现状的研究，主

要运用了一般均衡模型(CGE model)、实证分析等研究

方法，对反倾销措施实施后给进口贸易流量和价格水平

带来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关于反倾销的福利效应还鲜

有研究，本文基于构建征收反倾销税的一般均衡模型，

分析反倾销措施对生产者剩余、消费者剩余及福利总效

应的影响。

二、中国实施进口反倾销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一)中国进口反倾销的基本情况

1.进口反倾销数量。根据中国商务部下属贸易救济

信息网数据，从 1997 年开始实施进口反倾销立案调查，

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共发起案件 237 起，其中 2002 年

案件数量最多，达到 30 起。立案调查的案件中有 191 起

存在倾销事实，历年来案件数量变化较大，呈不均衡状

态(见图 1)。从目前已结束调查的 232 起案件状态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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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裁定为无倾销行为的案件有 2 起；因进口量占比较

低而停止调查的有 6 起；申诉方撤诉的有 16 起；无损害

的有 17 起；已经终止反倾销措施的案件有 95 起；仍在

实施反倾销措施的有 96 起，其中 2002 年 3 月 29 日立

案调查的聚氯乙烯，案件时长已达 14 年。从近 5 年的数

据来看，进口反倾销的诉讼案件数量有所下降。

2.进口反倾销涉案商品、国家和地区。从涉案商品行

业分布的情况分析，我国的反倾销案件共涉及 11 个行

业领域，各行业之间立案数量差距极大，案件数量的不

均衡性明显。其中化学行业涉案数量最多，达到 156 起，

占比 66.7%；其次是造纸和冶金行业，分别涉案 21 起和

20 起；汽车行业和农产品的涉案数量仅有 1 起(见图 2)。

我国的 237 起反倾销案件共涉及 27 个国家和地

区。涉案数量最多的国家是日本，达到 45 起，年均涉案

2.25 起，其次是美国，共有 42 起，排第三的是韩国，总数

为 36 起。在涉案最少的国家中，有 10 个国家案件总数

为各 1 起，具体数据(见图 3)。总体来说，我国的主要贸易

伙伴国涉案次数较多。
(二)中国进口反倾销存在的问题

我国自加入 WTO 后，国内市场涌入大量来自外国的

倾销产品，在面对反倾销的保护问题上，出现了多层次

较复杂的问题，为便于读者的直观感受，表 1 展示了近

几年有代表性反倾销案例。

三、中国进口反倾销的政策效果分析
基于国内反倾销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本文构建了一

般均衡模型分析我国进口反倾销的经济效应。假设我国

是进口国，出口国是我国的贸易伙伴国，进出口国均生

产同一种商品 X。图中，横坐标 Q 代表 X 商品数量，纵坐

标 P 代表 X 商品价格。图 4（a）中 D 为我国消费者国内需

求和进口需求之和的 X 产品总需求，SD 为本国厂商 X 产

品供给曲线，图(b)中 DF 为我国对 X 产品的进口需求。

没有贸易时，X 产品国内自给自足，维持 P1 高价。出

口国以 P2 价格向我国低价倾销时，根据边际成本等于边

际收益的利润最大化原则，X 产品进口量为图 4（b）中

Q2，国内的生产者供给量为图 4（a）中 Q1。由于这一售价

低于该公司在其本国市场的价格，我国决定加征每吨 t

元的“反倾销税”。对 X 产品来说，每吨增加 t 元的反倾

销税等同于边际成本每吨上升 t 元，边际成本曲线由 MC

向上平移至 MC+t。此时 X 产品进口量削减至 Q2’，国内

生产者提供的 X 产品增加到 Q1’，价格上涨到 P3。伴随进

口价格上升，本国自产 X 产品也上升至 P3。
(一)生产者效应分析

1.国内生产者产量增加。根据图 4（a），在征收反倾

销税之前，我国的国内生产量为 Q1，当我国对 X 商品征

收反倾销税之后，X 产品价格由 P2 上升至 P3，国内生产

商在利益的驱动下将生产规模由 Q1 扩大到 Q1’，国内生

产者的产量扩大。例如，我国商务部对从美国和欧盟进口

的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采取反倾销措施，促使同类产品

产量呈上升趋势。2006-2009 年间，产量环比增长 47.01%、

图 1 1997- 2016 年我国进口反倾销案件数量
资料来源：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数据库

图 2 1997- 2016 年我国进口反倾销案件数量按工业分布
资料来源：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数据库

表 1 国内进口反倾销案例

图 4 （a）X 产品总供需一般均衡模型 （b）进口 X 产品的需求模型

图 3 1997- 2016 年涉案国家和地区数量分布
资料来源：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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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36.12%。显然，反倾销措施的实施有效的保护了我

国国内生产商的利益，使他们在面临进口竞争减少的有

利形势时，向消费者出售更多的产品，充分发挥本国厂

商的竞争优势，进一步扩大国内产品所占国内市场份额。
2.国内生产者剩余增加。在征税后，X 商品价格上升，

由 P2 提高至 P3，生产者剩余增加了图 4（a）中 e 的面积。
征税后，国内市场份额明显扩大，生产者借助此转机，迅

速扩大原有生产规模，并获得较高利润。若将企业所得

的利润进一步投入生产中，获得生产效率的进一步提

高，这种良性循环在国家保护国内进口竞争行业的合理

措施下，受到政策上的扶持，最终变现为税收引起的国

内生产增值替代了部分国外生产，生产者在征收反倾销

税后获得正向的福利效应。
3.国内产业转型升级。采取反倾销措施，为国内企业

提供了发展契机，现有企业会追加投资，以期扩大市场

份额，有些企业借此机会改进生产技术，加快产业升级，

提高核心竞争力。一些潜在投资者快速做出反应，向该

行业进行投资，大量的投资行为能促进我国国内就业率

上升，社会生产力得到提高。仍以对非色散位移单模光

纤征收反倾销税为例，实施反倾销措施后，企业投融资

能力得到改善，国内产能扩大，生产经营状况逐渐好转，

国内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产业陆续新建和扩建一批生

产装置，直接带来就业人数激增。根据商务部跟踪调查

结果显示销售收入、现金净流量、劳动生产率等经济指

标都呈增长态势。
(二)消费者效应分析

1.消费品价格升高。消费者福利的损失首先表现为

对商品 X 征收反倾销税，X 商品的价格增长，由原来的 P2

上涨到 P3，消费者剩余减少了图 4（a）中 b+d+e+f 部分面

积大小。我国对倾销产品征税后将不可避免地使该产品

的的价格上升，而这部分费用主要由我国消费者承担。
虽然实施反倾销措施减少了消费者剩余，但从长远来

看，征税使我国国内企业得到保护，扩大企业生产规模，

从而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促进社会良好发展，创造更多

社会福利。
2.消费品数量下降。由于 X 商品价格上涨，使国内消

费者减少了对该商品的需求。在征税之前，消费者以 P2

的价格购买到 X 商品的数量是 Q1+Q2，在征收反倾销税之

后，X 商品价格由 P2 上升至 P3，消费者可消费的 X 商品的

数量下降到 Q1’+Q2’，消费者被迫减少了消费数量或选

择其他替代商品。2013 年，商务部对原产于印度和日本

的吡啶终裁中，决定对上述两个倾销涉案国征收反倾销

税。对印度和日本公司进口的吡啶征收了 24.6%-57.4%

不等的反倾销税。据统计，2015 年，进口量大幅下降到

5310 吨，进口金额为 1742 万美元，进口量比 2012 年减

少了近 15000 吨，进口金额减少了近 5000 万美元。
(三)贸易效应分析

1.从涉案国进口。对于涉案国来说，对其征收进口反

倾销税后，带来的出口国贸易转移效应明显，即征收反

倾销税引起从涉案国进口量下降，图 4（b）中 X 商品的进

口量从 Q2 减少到 Q2’。例如，我国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

锦纶 6 切片征收反倾销税，在征税期间，美国出口到我

国的锦纶 6 切片的数量分别为 2010 年 5.3 万吨、2011

年 4.7 万吨、2012 年 5.0 万吨、2013 年 4.9 万吨和 2014

年 3.8 万吨，对我国市场的出口数量不断下降，显然，征

收反倾销税后对进口产品抵制作用达到了预期效果。
2.从非涉案国进口。我国在采取反倾销措施后，对从

非涉案国进口的影响表现为贸易转移效应，即若我国从

甲乙两个贸易伙伴国进口同一种商品 X，当我国只对甲

国的倾销行为提起反倾销诉讼时，我国从甲国进口的 X

商品的数量减少，但从未提起诉讼的乙国进口的 X 商品

的数量却增加了。贸易转移效应降低了反倾销措施的实

施效果，会抵消掉部分甚至全部的预期收益。例如，在我

国对 L 赖氨酸盐和聚苯乙烯的反倾销调查案件中，立案

后的 6 个季度里，每个季度来自非涉案国的进口数量都有

明显增长，平均增长率甚至达到 112.16%，贸易转移效应明

显存在，减弱了我国征收反倾销税的贸易救济效果。
(四)总效应分析

1.对政府税收的影响。由于我国对 X 商品征收反倾

销税，征税后进口量由 Q2 减少到 Q2’，反倾销税税率相

当于对进口的 X 商品每吨征收 t 的税收，政府获得了如

图 4（b）中的反倾销税收入 c=Q2’*t。反倾销税作为我国

财政税收的一部分，政府通过征收反倾销增加了总的财

政收入，进而改善我国的财政收支状况。
2.对社会总福利的影响。而为了便于清楚分析政府

的收益和生产者剩余及消费者剩余的力量对比，可以将

图 4（b）中政府收入的部分平移到 P0 的位置，由于 P3 与

P0 之间等于每吨的倾销税 t 元，政府税收大小即为

c=Q2’*t 部分，图 4（a）中对应政府税收 c=Q2’*t 的部分

为 a+f。我国对进口商品 X 征收反倾销税之后，收入分配

发生转移，国内消费者损失的福利中 e 转移给生产者，f

通过税收效应转移给政府，由于本国的生产资源从效率

较高的部门转移给效率较低的部门而带来福利损失 b，

以及由于征税后给消费者所带来的福利损失 d，同时还

获得了出口国承担的税负 a，所以社会净福利效果为 a-

(b+d)。当 a<b+d 时，社会总福利是损失的，当 a>b+d 时，

说明征收反倾销税使得社会总福利呈正增长。而 a 与

b+d 大小的比较又进一步取决于 X 产品供给和需求曲线

的弹性大小，假如 X 产品的供给和需求弹性小，即曲线

十分陡峭，则可能出现 a>b+d，即我国出现经济福利增加

的情形，反之则会出现 b+d>a 的情形。

四、主要结论和建议
本文通过构建征收反倾销税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

了征收反倾销税后对于国内生产者、消费者及社会总体

福利水平的影响。这些分析数据对于我国反倾销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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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有：

(一)结论

1.我国进口反倾销专门立法层次较低，《反倾销条例》
中亟待完善的条款需充分解读；其次，我国反倾销法律

条款粗疏，关键性的条款的解释在诸如细则里应找到对

应的解释，做到对法律概念明确化，对产业界定科学化；

最后，相关规章中缺少明确规定和立案调查时间相关的

时间表，应去除模糊表达，体现立案程序的可预见性。
2.通过对进口反倾销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我们得

出如下结论：征收反倾销税，使得国内生产者的利益得

到保障，避免了恶意竞争给国内市场造成的影响，同时，

促使国内同行业者进行产业升级转型，对于技术改革有

一定的激励作用。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造成了福利的

减少，进口产品的低价福利在征收反倾销税后消失，且

可选择消费种类减少。从整体的社会福利来看是有益

的，一方面，增加了政府税收，使得国际收支更加合理

化；另一方面，在我国发起的 237 起反倾销调查案件中，

多数为化学工业品，这些产品广泛应用于国民生活、国
防科技等重要领域，且在市场上的供需弹性较小，征收

反倾销税后，往往带来正的经济效应。
(二)对中国进口反倾销政策完善的建议

通过构建一般均衡模型，并且结合中国贸易救济

信息网公布的进口反倾销案例分析，我们提出如下政

策建议：

1.适度市场干预，维持稳定的价格竞争机制。由于进

口产品的低价倾销，使得国内同行业者面临巨大竞争压

力。我国国内生产者为了维持对市场的占有率，不得不

压低价格，参与低价竞争。这种无序的市场竞价行为应

受到政府监督和管理，并且有相应的预警机制来避免这

种破坏市场机制的恶劣行为，同行业价格数据分析平台

的合作也可以为预警机制搭建做好准备，这种协同效应

进一步扩大为行业之间的联盟，增加预警机制的实际防

范和保护效果。
2.对受到低价倾销的企业合理补贴，维持其健康发

展。国外的低价倾销行为使得国内一批具有潜在发展力

的中小企业濒临破产，政府部门对这些企业进行适当补

贴，可以帮助它们度过困难时期，且在目标企业的选择

上应有明确的补贴标准，以切实保护到那些具有战略性

意义的基础行业和产业。
3.制定适中的进口税费，避免引致外国出口企业大

规模的 FD I行为。目前越来越多的企业为了绕开进口附

加税等贸易壁垒，选择对华直接进行投资，加剧国内生

产者争夺市场占有率的激烈程度。制定合理的进口税费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外企业的出口负担，从而减少对华

FDI 行为，减轻我国国内生产者竞争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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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effect of China' s import anti dumping measures

Abst r act ：Since 2008, the financial crisis has brought heavy losses to the global

economy, the global economy continues to decline, foreign dumping has become one of

the main means to accelerate economic recovery, China has become the hardest hit by

dumping. In order to play the role of anti-dumping trade protection, reducing the in-

jury to the domestic industry which is caused by import dumping of products , through

analyzing the statistics from Chinese trade remedy information network database of

the import anti-dumping number,cases, involving countries (regions) and the commer-

cial aspects of data on Chinese import anti-dumping situation, we build a general e-

quilibrium model of anti-dumping duties on imports of anti-dumping to analyse Chinese

producer surplus, consumer surplus and social effect.This paper gives some experi-

ences and suggestions on how to better exert the effect of trade remedy by the an-

ti-dumping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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