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美国商务部对原产于中国的光

伏产品作出“反补贴”初裁，决定对中国企

业出口到美国的光伏产品采取临时“反补

贴”措施，税率为 2.9%至 4.73%。虽然美国

商务部在裁决过程中接受了部分中国企业

提交的抗辩材料，但初裁结果一出，这些企

业认为该裁决没有正视中国光伏产业生产

及出口销售的事实。

大选催生新法案

“美国商务部对中国光伏产品发起‘反

补贴’调查，其政治目的超越法律授权，违

反了法律基本原则。”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

商会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

今年正值美国大选，贸易保护主义出

现抬头趋势。为使美国对中国等非市场经

济国家进行反补贴调查“合法化”，美国两

院日前签署了《反补贴修正法案》，规定可

以对非市场经济国家进行“反补贴”调查，

同时法案可以追溯到 2006 年。

在美国政府看来，对中国光伏产品征

收“反补贴”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国内

企业，但是也有人提出美国的这种行为并

不利于该国光伏产业长远发展。

现阶段，中国光伏生产企业所使用的

原材料和设备大部分由美国和欧洲等地进

口。为生产光伏产品，中国每年从美国进

口 20 多亿美元的多晶硅、EVA、浆料等原材

料。中国光伏电池和组件对美出口也为该

国下游产业（尤其是光伏发电安装业）的发

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

位。中国光伏产品也因其性价比高、技术

先进、优质可靠，在美国市场大受欢迎。

上述机电商会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

“一旦征收‘反补贴’税率，受到损害的不仅

是中国出口企业，同时美国太阳能产业规

模化发展至少要延后 5 个年头，上下游产业

也会因此受到重创。”

这一判断的现实依据是美国光伏产业

日益上涨的产品生产成本。对中国产品开

征“反补贴”税，必将加剧抬高生产成本，直

接导致光伏能源市场的萎缩。美国政府想

通过光伏能源市场的增长扩大就业的愿望

会随之落空；由于缺乏竞争产品，美国光伏

能源开发商的利益将大大受损，结果只会

使申请人 Solar World 一家得利，而损害了

整个产业的长远利益。

企业补贴符合WTO规定

光伏产业属于新能源产业，世界上很

多国家均对相关企业给予各种形式支持，

美国和欧盟也不例外。

本“反补贴”案的申请人 Solar World 也

是政府补贴的受益者。据了解，该公司仅

在 2007 年的美国俄勒冈州新厂建设项目中

就接受了约 4300 万美元的税收减免和公共

补贴。2010 年以及 2011 年分别在欧洲获

得了 1875 万和 4500 万欧元的资助。

相比之下，中国政府对于光伏产业的

扶持措施的力度和广度要小的多。而且，

即 使 存 在 政 府 扶 持 也 是 符 合 世 贸 组 织

（WTO）规定的，并不构成禁止性补贴或专

向性补贴。

许多业内人士认为，有限的政府补贴

不足以使中国光伏产品获得那么大的海外

竞争优势。

“中国光伏产品在海外的优势来自于

近年来光伏产业链在中国的集聚发展、中

国光伏企业较高的管理水平、先进的生产

技术、生产规模优势及具有前瞻性的商业

策略。”该工作人员举例说：“中国企业近 10

年来致力于光伏技术的研发，在降低制造

成本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包括采用冶

金级多晶硅技术节约生产过程中能源和水

的消耗，以及通过 SE、MWT 等技术提高电

池片效率，实现规模生产。同时，企业在硅

锭制造技术、冶金级多晶硅；高效能电池

片、SE、ESE、MWT 等方面的技术已达国际

先进水平。”

中企加紧应对

来自机电商会的消息显示，目前，中国

光伏企业正为应对此次初裁决定做出最大

努力。

“中国光伏企业会更加团结一致，积极

应对‘双反’的后续调查，为争取公平公正

的待遇而继续努力，并将继续为促进中国、

美国和全球光伏能源市场的长期可持续发

展做出贡献。”机电商会工作人员透露。

在一份声明中，参与应诉的中国光伏

企业表示，对于海外竞争对手通过歪曲事

实、滥用法律手段打击中国光伏产业的不

公平竞争行为，将保留通过多边和双边争

端解决机制保护其自身权益的权利。

他们同时还呼吁中国政府积极寻求公

平对话的机会，密切关注美国政府和相关

竞争对手的态度和动向，并采取行动，捍卫

自身海外权益。

欧盟将复审52项涉华反倾销案

记者管窥

“反补贴”初裁作出

中国光伏产品输美受阻
■ 本报记者 邢梦宇

■ 静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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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或对华高新技术产品
出口松绑

国务院批复《东北振兴“十二五”规划》

今日普法

2012 年 3 月 29 日 星期四
编辑：邢梦宇 制版：何 欣
95013812345-1028 myfalv@163.com

05

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总经理钱刚飞抵

德国，随即拿到助手递过来的“欧盟委员会

发 出 邀 请 中 国 企 业 提 出 复 审 申 请 的 公

告”。文件清晰写明：欧盟委员会已于当地

时间 3 月 23 日发布公告称，为执行 WTO 紧

固件反倾销措施争端解决裁决，再推新措

施，将复审 52 项涉华反倾销案。

“这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胜利，证明了

我们也可以利用世贸组织（WTO）规则维

护合法权益。相信会有很多企业积极响

应。”钱刚说。

启动复审大受欢迎

3 月 6 日，欧委会发布公告，邀请涉及

紧固件反倾销措施的中国出口企业提出复

审申请。

3 月 23 日，欧委会再次发布公告，邀请

涉及铝箔、自行车、瓷砖等 52 项反倾销措施

的中国出口企业提出复审申请。

近日，商务部条法司负责人就此发表

谈话，对欧方执行 WTO 争端解决机构有关

裁决的举措表示欢迎。

该负责人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 3 月

23 日发布的将对 52 项对华反倾销措施进

行复审的公告，也注意到欧委会此前于 3 月

6 日发布的将对紧固件反倾销措施进行复

审 的 公 告 。 中 方 希 望 ，欧 盟 能 尽 早 执 行

WTO 裁决，全面纠正其反倾销调查中违反

WTO 规则的做法，给予中国企业公平公正

待遇，促进双边贸易健康发展。

上述负责人表示，商务部支持中国出

口企业积极参与此次复审，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并将密切关注复审进展情况。

现阶段，欧盟是世界上对中国发起反

倾销调查最多的 WTO 成员。

2009 年 7 月 31 日，中国将欧盟对华紧

固件反倾销措施及该措施所依据的欧盟

《反 倾 销 基 本 条 例》诉 诸 WTO 争 端 解 决

机制。

2011 年 7 月 15 日，WTO 上诉机构发布

裁决报告，裁定欧盟《反倾销基本条例》中

的单独税率规定和欧盟对华紧固件采取反

倾销措施违反 WTO 规则。从某种意义上

说，该案是中方在挑战欧盟贸易救济立法

和实践方面获得的一个体制性胜利。

据了解，为执行 WTO 裁决，欧盟需修

订其《反倾销基本条例》，并调整紧固件等

对华反倾销措施。

复审正在推进中

另一位企业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下一步会有大量企业提交复审申请，重

新裁定并修改其目前负担的高关税。更加

重要的是，这次国家层面外贸诉讼的重大

胜利，也给很多饱受欧盟等贸易制裁的企

业打了一针“强心剂”，后期会有更多企业

拿起法律武器，针对欧盟等作出的对中国

企业不公平的裁决进行诉讼，维护公平的

贸易环境。

据悉，欧盟此次大范围全面复审涉华

反倾销案，源于去年中方在 WTO 取得的一

项胜诉。

欧委会官方公告称，鉴于 WTO 争端

解决机制去年就中欧紧固件争端案的裁

决，欧方决定邀请与当前正在生效的、采

用单独税率计算方法密切相关的反倾销

措施的利害关系方向欧委会提出复审申

请，对现行相关措施进行审查，审查之后

欧 委 会 将 作 出 撤 销 、修 改 或 维 持 措 施 的

决定。

欧委会重新对中国产品做出评估，中

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法律服务中心负

责人刘慧娟表示，作为行业代表，机电商

会乐见欧盟在修正错误做法方面采取的

行动，希望欧方能够尽快落实并切实修正

错误做法。同时她也呼吁国内遭遇不公

平待遇的企业积极申请复审，以获得更好

的待遇。

高朋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磊对记者表

示，欧盟这次全面复审涉华反倾销案件，涉

及面非常广，对国内不少行业和企业来说

是重大利好，企业应该把握住这次机会，积

极应诉，争取好的结果。

分析指出，作为欧盟反倾销重灾区的

国内五金矿产、钢铁、化工等行业将重点受

益。不过，业内人士也表示，欧盟全面复审

虽然提供了可以申请单独税率的机会，但

并不等同于国内企业均能获得更低税率。

对于企业来说，能不能实际受益，还取决于

应诉的情况以及欧盟审查的过程。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国家发改委处

获悉，国务院正式批复该部委组织编制的

《东北振兴“十二五”规划》（以下简称《规

划》）。《规划》提出了“十二五”时期东北地

区经济、社会、民生、生态等六方面的振兴

目标，城镇化率将达到 60%，服务业增加

值 比 重 达 40% ，粮 食 综 合 生 产 能 力 达

12640 万吨，森林覆盖率达 37.5%。民生

方面的目标令人振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

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城镇新增就业 750 万

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5%以下，新建

保障性住房 310 万套，全面完成棚户区改

造，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 98.5%。

《规划》围绕解决东北地区存在的体

制性、机制性、结构性矛盾，坚持把改革

开 放 作 为 推 动 东 北 全 面 振 兴 的 强 大 动

力，着力加快东北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

推动经济转型取得更大进展；着力增强

科技创新能力，推动区域发展质量和效

益进一步提升；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

动文化和社会事业全面进步；着力加强

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推动生态文明水平

显著提高。《规划》明确提出了“十二五”时

期东北振兴的重点任务。一是以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为首要目标，巩固发展现代农

业。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建设富裕美

好新农村。二是完善现代产业体系。优

化提升传统工业，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 展 壮 大 服 务 业，积 极 发 展 海 洋 经

济。三是优化区域发展空间布局，推动产

业集聚发展。依托科技和人才资源，增强

区域创新能力。四是促进资源型城市可

持续发展。大力发展接续替代产业，着力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建立可持续发展长效

机制。五是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形成比较

完备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和多元清洁的

能源体系。六是加强森林、草原、湿地和

江河流域等重点生态区保护与治理，强化

资源节约和节能减排。七是采取多种措

施增加就业岗位，加快包括棚户区改造

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八是继续深化

国 有 企 业 改 革 ，加 快 发 展 非 公 有 制 经

济。推进国有林区和农垦体制改革。全

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建设向东北亚开

放的重要枢纽。 （邢梦宇）

本报讯 在近日举行的“胡奥会”上，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希望美方采取实际

行动放宽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限制。对

此，美 国 总 统 奥 巴 马 表 示 美 方 正 在 着 手

解决。

针对中美经贸关系，胡锦涛强调，中

美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一些经贸

摩擦是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扩大和深化

过程中发生的，应该在合作过程中逐步解

决。美国放宽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限制

有 利 于 扩 大 对 华 出 口、拉 动 美 国 经 济 增

长，也有利于平衡中美贸易。

奥巴马表示，不久前，《关于加强美中

经济关系的联合情况说明》发表，证明通

过接触对话可以推动两国经贸合作取得

更多成果。美方正在着手解决对华高技

术产品出口限制问题，欢迎中国企业扩大

对美国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投资，并将

采取更多便利措施。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对美国这一承诺表示赞许，

但迄今为止，中方尚未见到美方采取实质

性举动放宽对华出口限制。

“中方希望，美方能切实履行承诺，改变

对华歧视性做法，在美出口管制改革过程

中，公平对待中国，重视并解决中方重点关

切，实质性放宽对华出口管制。这将有利于

扩大中美双边贸易、促进两国贸易平衡，

符合中美双方利益。”沈丹阳说。（齐 露）

澳大利亚征收资源税
中国产业出海受阻

本报讯 饱受争议的澳大利亚《矿产

资源租赁税 2011》法律草案，终于获表决

通过。这项资源税法律将在今年 7 月 1 日

正式实施，届时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将向年

利润超过 7500 万澳元的煤炭和铁矿石企

业征收矿产资源租赁税，税率为应税利润

的 30%。

这一法律的通过释放出了一个重要

信号，即其他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

可能步其后尘，通过资源税等形式来保护

国内的矿产资源。届时，无论是企业打算

“走出去”到这些国家投资矿业，抑或是准

备从这些国家买入矿产品，都需要进一步

做好成本和收益的价值考量。

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一方面，对于

已经投资澳大利亚矿产资源领域的中国

企业而言，这一法律实施以后，企业将面

临生产成本的进一步增加；另一方面，这

项法律将导致澳大利亚矿产资源产品价

格进一步上升，从而对中国相关企业的生

产运营产生影响。以铁矿石为例，资源税

法律生效以后，将支撑铁矿石价格处于高

位运行，最终将通过各种形式转嫁到中国

钢铁企业的生产成本之中。 林立火）

29家央企落户
中国—东盟自贸区

本报讯 号称“中国—东盟开放合作

前沿与窗口”的广西在新一轮的发展中再

获强力支持。近日，该省与国务院国资委

签署合作备忘录，并与 29 家中央企业签约

34 个合作项目，总投资额 1035 亿元人民

币。此间官员表示：“这是开启广西与央

企合作新征程的一个重要标志。”

当天，签署合作备忘录仪式与“央企

广西行”活动同步举行，此次活动集结了

100 多家中央大型企业。

在仪式上，广西向各中央企业推介了

涉及交通能源、机械、汽车、有色金属、石

化、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农业以及现代服

务 业、旅 游 文 化 产 业 等 方 面 的 合 作 项 目

126 个，总投资额超过 2800 亿元人民币。

截至 2011 年底，已有 42 家央企与广西

开展合作，合作项目 165 个，总投资 2623 亿

元；在谈项目 45 个，合同投资额 2000 多亿

元。2011 年，驻桂央企投资项目工业增加

值达到 1395 亿元，对广西 GDP 贡献率达到

17.1％，拉动广西 GDP 增长 2.1%。

2011 年 GDP 首 次 跻 身“ 万 亿 元 俱 乐

部”的广西期待通过落实它与央企签署的

合作协议，以及开展“央企广西行”系列活

动，在优势产业领域、基础设施领域和干

部人才交流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

推动双方共同发展。 （杨强 林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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