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10 日，美国就中国白羽肉鸡

反倾销、反补贴措施案（DS427）的执

行 措 施，在 世 界 贸 易 组 织（WTO）争

端 解 决 机 制 项 下 提 出“ 磋 商 请 求 ”。

这是奥巴马政府第 12 次在世贸组织

“ 挑战”中国。对此，专家指出，中国

一向坚持遵守世贸组织规则，美国政

府此举完全是为了其自身问题在找

“替罪羊”。

名为申诉实则另有企图

据了解，美国在向世贸组织提起

的申诉中要求中国向美国鸡肉开放市

场，特别是对亚洲受到广泛欢迎的鸡

爪。据美国农业部统计，美国 2015 年

仅向中国就出口了 680 万公斤鸡肉、

火鸡肉和鸡蛋，而反倾销关税开征之

前的 2009 年，美国向中国的出口总量

为 303 亿公斤。

5 月 11 日，中国商务部条约法律

司负责人就此发表谈话，表示中方尊

重世贸组织裁决，以符合世贸规则的

方式完成了本案执行工作。中方对美

方提起“磋商请求”表示遗憾，将根据

世贸争端解决程序予以处理。

英 国《金 融 时 报》5 月 11 日 报 道

称，美国政府之所以此时“起诉”中国，

一方面是受政治因素驱动，另一方面

是希望争取国会在明年奥巴马离任前

批准 TPP，这是美国 20 多年来谈判达

成的规模最大的贸易协议。

有美国媒体分析称，美国政府此

刻提出申诉还有一个算盘就是阻挠中

国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希望通过这一

举动推迟中国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时

间，以期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按现

行的标准对中国进行反倾销的调查。

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常务理事周世

俭表示，中国肉制品市场很大、发展也

快，当前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

居民对于肉食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因

此美国非常看重中国肉制品市场。

“美国对中国的一些贸易申诉行

为往往是片面强调一点，而不能客观

公正地对待两国贸易关系。以美国向

中国出口鸡肉、鸡爪等产品为例，美国

一直以来从中获益很多，但却只是一

味地追求自身利益而片面对待中国，

一些本可以依靠协商解决的贸易分

歧，却不积极配合，而是采取强硬的态

度制造麻烦。这非常不利于两国贸易

正常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

林桂军说。

中国一向恪守世贸规则

在国际贸易中，中国一直是世贸

组织规则的遵守者。面对美国之前的

众多无理申诉，中国也是始终坚持在

规则范围内解决问题。专家指出，去

年 2 月 11 日，美国就中国外贸转型升

级示范基地和外贸公共服务平台措

施，提起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下的

磋商请求，最终双方于今年 4 月 14 日

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并认定这是美国

的误解行为，确认中国政策目标并非

为出口企业提供财政支持。

中国坚持以事实为依据采取贸易

措施。2014 年 8 月，由于含有莱克多

巴胺（瘦肉精的一种），中国宣布禁止

从 6 家美国肉类加工厂和 6 家冷库进

口猪肉。此前，莱克多巴胺作为养猪

添加剂已遭到将近 200 个国和地区家

禁止。面对事实，美国监管方最初依

然选择反驳，但在去年，还是选择了配

合中国瘦肉精的检疫条款。

“可以看到，中国对待世贸组织规

则的态度是十分认真、负责的，不会像

个别国家那样无端地制造麻烦。中国

在履行世贸组织规则方面的努力，有

目共睹。”林桂军说，倒是欧美一些国

家往往不能正视自身的问题，对于本

国没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往往采取过度

保护的措施。

贸易保护终将损人害己

相比于中国的恪守规则，在国际

贸易中中国遭受的境遇非常不公。林

桂军指出，贸易保护主义使得中国成

为全球第一“受害者”，而这一过程中，

欧美一些国指责中国的理由根本站不

住脚。例如说中国贸易增长快是因为

汇率，那么其他具有相同汇率情况的

国家为什么没有实现这样的贸易增

长；还有说中国对钢铁等产业的补贴，

事实上中国这些产业具备绝对优势，

根本用不着所谓的补贴。

相关链接

中美肉鸡争端已有7年

2009 年 4 月，中国向世贸组织提

出申诉，抗议美国 2009 财年拨款法案

中包含的 727 条款。而在 727 条款的

框架下，美国能有效地禁止中国禽制

品通过任何渠道进入美国。

随后，中国对进口的美国白羽肉

鸡启动了反倾销、反补贴调查。2010

年 9 月，中国商务部先后认定美国白

羽肉鸡存在补贴和倾销行为，令中国

国内相关产业受到实质损害，因此裁

定对美国进口的白羽肉鸡征收 4%至

30.3% 的 反 补 贴 税 ，以 及 50.3% 至

105.4%的反倾销税，期限均为 5 年。

而到了 5 年期满的 2015 年，中国

商务部公告称，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

白羽肉鸡继续征收反补贴税。

事实上，美国在积极对外销售白

羽肉鸡的同时，也利用各种办法禁止

或限制其他国家的鸡肉产品进入美国

市场。比如，中国肉鸡就一直难以进

入美国，致使中美肉鸡贸易几乎演变

成一种“单向贸易”。就在中国提出双

反调查的 2009 年，中国市面上接近九

成的进口鸡肉来自美国。

▲案例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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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普法▼贸易预警

▼法律干线

5 月 12 日 ，应 Ad Hoc
Shrimp Trade Action Committee
和 American Shrimp Processors
Association 分别于 2016 年 4 月 18
日和25日提交的撤销申请，美国商

务部发布公告，取消对全部 74家涉

案企业的反倾销行政复审调查。

2016 年 4 月 7 日，美 国 商 务

部对进口自中国的冷冻暖水虾

（Frozen Warmwater Shrimp）进行

反倾销行政复审立案调查，共 74
家中国企业涉案，调查期为 2015
年 2 月 1 日至 2016 年 1 月 31 日。

美取消对华冷冻暖水虾
反倾销行政复审

本报讯 5 月 13 日，由中国国

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北京市

律师协会、中国政法大学共同主

办的第 55 期“申请律师执业人员

培训班——商事仲裁实务培训”

模拟仲裁庭在京举办，近 150 名

实习律师参加了此次培训活动。

本 期 模 拟 仲 裁 庭 由 北 京 通

商律师事务所顾问、贸仲委外籍

资深仲裁员赵杭先生担任首席

仲裁员，上海建纬律师事务所合

伙人、原中铁建国际集团法务部

总经理李成林先生和北京合森

律师事务所主任周显峰先生分

别担任申请人方和被申请人方

选定的仲裁员。

本期模拟仲裁庭首度选取了

贸仲委受案数量较多、专业性较

强的建设工程争议案，适用贸仲

委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模拟

贸仲委真实的案件开庭审理过

程。案件的争议焦点涵盖了建筑

工程合同主体专业资质，合同效

力，工程结算协议，违约金的性质

与金额以及仲裁的合并审理和追

加当事人等问题。在首席仲裁员

的引导下，双方代理人陈述了仲

裁请求、反请求，对事实和法律问

题作了充分陈述和辩论，就证据

进行了质证，并回答了仲裁庭的

庭审调查询问。在征得双方代理

人同意的前提下，仲裁庭进行了

调解，贯彻了仲裁与调解相结合

的精神。

庭审结束后，仲裁庭从业界

常识和法理角度就双方代理人对

合同条款解释的把握以及仲裁程

序中的质证、庭审技巧等进行了

评析。本次仲裁庭均由在建筑、

承包工程、房地产开发建设行业

资深的专家以及法律顾问组成，

使参加培训的实习律师们获得了

宝贵的国际商事仲裁的观摩与实

践机会，提高了仲裁实务能力。

庭审结束后，贸促会专利商

标事务所法律处处长张烨和中国

政法大学仲裁研究院秘书长姜丽

丽分别从双方代理人的文件准

备、仲裁庭审的逻辑以及诉讼和

仲裁的区别等角度对此次培训活

动进行了点评，让学员们对仲裁

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为今后的

律师执业实践打下更加坚实的基

础。 （张 蓓）

首个婴幼儿纺织产品强制性国标“六一”实施

美国借肉鸡向WTO“起诉”中国
中国回应称一向恪守世贸规则

■ 邱海峰

5 月 12 日，美国商务部发布

公告，对中国拉制不锈钢水槽反

倾 销 案 行 政 复 审 作 出 初 裁 ：

Shenzhen Kehuaxing Industrial
Ltd.在审查期内无可审查交易；

广东省东原厨具实业有限公司、

宁波阿发厨具有限公司和安徽省

肥东县进出口有限公司三家企业

适用特殊税率 1.65%；中国普遍

税率为 76.45%。

2015 年 5 月 26 日，美国对华

拉制不锈钢水槽进行反倾销行政

复审调查，调查期为 2014 年 4 月

1 日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

5 月 12 日，美国商务部发布

公 告 称 ，应 美 国 惠 而 浦 公 司 于

2016 年 5 月 2 日提交的申请，将

发布对中国的家用大型洗衣机反

倾销案初裁结果的截止时间延迟

50 天至 2016 年 7 月 19 日。该案

终裁结果将于初裁结果发布后的

75 天内发布。

2016 年 1 月 5 日，应 美 国 惠

而浦公司的申请，美国对原产于

中国的家用大型洗衣机发起反倾

销立案调查，倾销调查期为 2015
年 4 月 1 日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

美对华不锈钢拉制水槽
作出反倾销行政复审初裁

美国延迟发布对华家用
大型洗衣机反倾销案初裁

插图设计/王春瑞

商事仲裁实务培训模拟仲裁庭在京举办

本报讯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总干事高锐与中国国家工商行

政管理总局局长张茅近日在日

内瓦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合作

的谅解备忘录，旨在促进双方在

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体系下的

深入合作。

世 界 知 识 产 权 组 织 的 商 标

国 际 注 册 马 德 里 体 系 始 签 于

1891 年 的《商 标 国 际 注 册 马 德

里协定》和 1995 年生效的《商标

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有关议定

书》管辖，是企业进行商标国际

注册的重要途径。该体系为获

取 商 标 保 护 提 供 便 利 ，一 个 国

际 注 册 相 当 于 若 干 个 国 家 注

册 ，同 时 使 得 商 标 保 护 的 后 期

管理更为容易。

张茅表示，中国商标的国际

化程度不断提高，2015 年中国的

马 德 里 商 标 国 际 注 册 申 请 为

2300 多件，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成员中排名第六位。

张 茅 说 ，中 国 经 济 进 入 实

施“ 十 三 五 ”规 划 的 新 发 展 阶

段 ，知 识 产 权 保 护 是 中 国 企 业

走向世界和外国企业在中国投

资 面 临 的 突 出 问 题 ，签 署 新 的

合作备忘录将有利于中国的知

识产权保护和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 的 发 展 。 今 后 ，双 方 还 将 就

更好打通中国商标注册与马德

里体系国际注册间的通道多做

工作。

世 界 知 识 产 权 组 织 是 联 合

国 的 一 个 专 门 机 构 ，其 职 责 是

与 成 员 开 展 合 作 ，促 进 世 界 范

围内的知识产权保护。中国作

为 世 界 知 识 产 权 组 织 成 员 ，加

入 了《商 标 国 际 注 册 马 德 里 协

定》、《商 标 国 际 注 册 马 德 里 协

定有关议定书》和《商标注册用

商 品 和 服 务 国 际 分 类 尼 斯 协

定》等 世 界 知 识 产 权 组 织 管 辖

的多个条约。

（张淼 施建国）

5 月 11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

公告称，对原产于中国的三聚氰

胺 发 起 反 倾 销 日 落 复 审 调 查 。

本 案 的 倾 销 调 查 期 为 2015 年 4
月 1 日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损害

调查期为 2012 年 1 月 1 日至调查

期结束。

2010 年 2 月 17 日，欧盟委员

会对原产于中国的三聚氰胺进行

反倾销立案调查。2011 年 5 月 13
日，欧盟对此反倾销案作出肯定

性终裁。

（本报综合报道）

中国加强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在商标领域的合作

欧盟启动对华三聚氰胺
反倾销日落复审调查

案情简介

M 轮从也门亚丁、荷台达和苏丹港

装载打井设备和棉花等货物开往目的地

中国青岛港。某年 8 月 20 日 9：30 时，该

轮在苏丹港装载棉花期间，装有棉花的

第三舱内起火，并且火势很快蔓延到第

二舱。火灾发生后，船员立即进行灭

火，9：37 时，消防队赶到现场，参加救

火，他们从岸上和海上向 M 轮的第三舱

和第二舱大量射水，15：30 时火被控制

住。之后开始卸下受损棉花，9 月 2 日

8：30 时卸毕，共卸下受损棉花 8160 包。

经过初步分类整理，9 月 8 日 15：30
时又开始将 6285 包水损棉花重新装上

M 轮，15 日 17 时重装完毕。

9 月 15 日 14 时至 16 日 13 时继续正

常装货。之后，M 轮驶离苏丹港并于 10
月 11 日抵达目的港青岛，11 月 8 日在青

岛卸货完毕，结束航程。

在苏丹港卸下的受损棉花当中，除

了重装继续由 M 轮运往青岛的 6286 包

棉花之外，另有 1875 包受损棉花经过整

理加工后，火烧残棉在当地出售，水残

棉 花 重 新 打 成 987 包 ，由 D 轮 运 至 青

岛。D 轮于次年 2 月 1 日到达青岛，并

于 12 日卸货完毕。

理算人接受船东委托，对本案进行

了共同海损理算。

案情解析

海上货物运输过程中，发生火灾的

海损事故并不是很多，但是一旦发生火

灾事故，所引发的共同海损案件通常都

是比较复杂。如在本案中为了及时有

效地控制火情，直至彻底扑灭火灾，使

用了大量的海水。在灭火过程中，海水

不可避免地对货物造成一定的损坏。

火灾案件当中的货物损失，通常既

有火灾本身造成的货损，又有海水造成

的水损。但是这两种损失的性质是完

全不同的。其中火灾本身造成的货物

损失属于单独海损，在计算货物的分摊

价值时予以扣除；而水损部分是救火这

一共同海损行为造成的直接后果，属于

共同海损牺牲，其水损部分以及利息应

该在共同海损理算过程中得到补偿，连

同其它共同海损费用一起，由各受益方

进行分摊。

本案中，有两点需要特别强调：一

是为了确定货物所遭受的损失，委请货

物检验人对货物的损失情况进行检验，

分别确定火灾和海水造成的货损数量

及程度，为理算师计算货物的分摊价值

和共同海损牺牲提供基础数据。二是

应该注意到 M 轮继续航程的时候，有一

部分货物没有随 M 轮一起运抵青岛港，

而是留在苏丹港，经进一步处理后，火

损那一部分在当地出售，而重新整理打

包的水损货物由 D 轮续运至青岛港。

关于这一部分货物的处理是基于考虑

到水损和火损货物混杂在一起，如果不

经整理直接由 M 轮运至最终目的港，由

于航程较长，期间货物会发生霉烂，全

部损失掉。如果在整理期间，M 轮一直

在苏丹港等待，所产生的费用，包括可

以认入共同海损的费用会增加很多，将

远远超过另将整理后的货物单独运至

目的港的费用。所以经过比较，在本案

中 D 轮运送剩余水损货物的运费作为

代替费认入共同海损，由各受益方共同

分摊。 （来源：中国贸促会）

M轮火灾共同海损如何分摊

欧洲议会全体会议 5 月 12 日通过一项非立法

性决议，反对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这一决议给

欧盟最终承认中国这一经济身份带来变数。欧洲

议会的态度反映了其对一个重要趋势的短视。这

种大势就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进展与成果已在全

球范围内获得越来越广泛的认同，中欧经贸共同利

益的“蛋糕”也越做越大。

在国际贸易相关规则中，如果发起国认定被调

查商品的出口国为市场经济国家，在反倾销调查时

就要根据该产品在生产国的实际成本等进行相关

价格计算；如果认定出口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则

将引用替代国的成本数据等来计算所谓正常价格，

进而确定倾销幅度。

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相关规

定，世贸组织成员在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调查

中使用替代国数据的做法应当于 2016 年 12 月 11

日终止。

而据中国商务部统计，迄今为止，全球已经有

80 多个经济体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其中包

括新西兰、澳大利亚、瑞士等发达国家。更重要的

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方向在中

国清晰明确，相关市场化改革快速向前推进，并获

得全球广泛赞誉。

有国际观察人士认为，欧盟一些行业人士反对

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主要是贸易防御心理作

祟。他们担心一旦给予承认，将有更多中国商品进

入欧盟市场，威胁欧盟企业生存，影响就业。这样

的担忧在遭遇困境的钢铁、陶瓷和纺织等行业尤

甚。受影响的南欧一些国家负面情绪更强烈，而更

具竞争力的英国、荷兰和北欧各国等则支持承认中

国市场经济地位。

分析人士指出，把中国当“替罪羊”站不住脚。

以钢铁行业为例，欧盟的一些官员表示要遏制中国

钢材在欧盟的“倾销”以保护该行业生存空间。然

而，欧盟钢铁业衰落的真正原因是其生产成本过

高，在全球范围缺乏竞争力，在当前全球有效需求

疲软、产能过剩的背景下自然困难重重。

英国《经济学人》周刊指出，来自中国的钢铁产

品并未威胁到英国钢铁产业。《金融时报》相关文章

则提到，欧洲应该认真思考是否要给予钢铁、陶瓷、

纺织和自行车等脆弱产业特别保护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这些以短期和相对利益为诉求的

反对者忽略了中欧经济共同利益的“蛋糕”正越做越

大。中国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中欧之间的日贸易额超过 10 亿欧

元。而且，中国市场越来越成为欧盟众多企业获得利润的重要来源。

数据表明，当前欧盟 73 起反倾销案中的 56 起涉及中国产品，包括

钢铁、机械、化工和陶瓷，影响到的相关就业岗位约 25 万。而此前欧

盟委员会的研究报告显示，对华出口仅在 2011 年就为欧盟创造了约

300 万个就业岗位。

欧盟观察家网站日前刊登全球经济和政策研究专家丹·施泰因博

克文章说，“从欧盟角度来看，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所带来的长远好

处比短期损失更有价值，”欧盟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将促进中欧关

系长期良性发展，有利于欧洲吸引中国资本投资，同时中国经济转型

也将为欧洲企业创造更多机遇。

《金融时报》援引来自荷兰的欧洲议会议员玛丽切·沙克在投票后

发出的警告：“如果进入法律程序，这是一个欧洲可能败诉的案子，那或

许意味着我们还要被迫拿出新对策”。该报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欧盟

委员会目前在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的态度依然是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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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正处于成长发育阶段，身体变

化较快导致其衣服穿着需要频繁更换，

那些看似干净美丽的衣服，有时候却成

了威胁他们健康的“隐形杀手”，童装安

全健康项目达不到强制性标准要求的

情况主要有：甲醛含量超标、pH 值不达

标、产品成分标识与实测不符、色牢度

不达标、绳索和拉带不符合标准要求、

外观质量有缺陷等等。

为持续提高婴幼儿和儿童纺织产

品 的 安 全 质 量 ，国 家 标 准 委 在 发 布

GB18401—2010《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

全技术规范》的基础上，又出台了强制

性国家标准 GB31701—2015《婴幼儿及

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该标准

是我国首个专门针对婴幼儿及儿童纺

织产品（童装）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

6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实施过渡期为 2
年。2016 年 6 月 1 日前生产并符合相关

标准要求的产品允许在市场上继续销

售至 2018 年 5 月 31 日。

该标准对市场上普遍关注的婴幼

儿及儿童服装产品的安全性问题作了

技术性的规定，除对织物的面料、里料

的重金属残留量、邻苯二甲酸酯、燃烧

性能等安全性要求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外，对填充物、包括纤维类填充物、羽绒

羽毛填充物及其他填充物的技术要求

分别作了详细规定；在附件方面，规定

了婴童纺织产品所用附件不应存在可

触及的锐利尖端和锐利边缘，且可能被

婴幼儿抓起咬住的各类附件抗拉强力

应符合相关技术指标；在绳带方面，对

婴童服装头颈、肩部、腰部等不同部位

的绳带均做出了详细规定；该标准还规

定了婴童纺织产品的包装中不使用或

残留金属针等锐利物；可贴身穿着的婴

幼儿服装耐久性标签应置于不与皮肤

直接接触的位置等。

作为国内第一部专门针对婴童纺

织产品的强制性标准，新标准充分吸收

并借鉴了发达国家有关婴童纺织产品

安全性的技术法规要求，其严格程度已

经超越了发达国家标准。同时，新标准

的出台，将大幅提高我国婴童纺织产品

技术门槛，带来产品设计研发、原材料

采购、实验室检测等成本的较大提升。

检验检疫部门提醒广大消费者，在

选购童装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产

品上有无商标和中文厂名厂址。产品

上有无服装号型标识。号型标识如同

服装规格代号，号与型之间用斜线分

开，如 上 衣 145/68，表 示 适 合 身 高 145
厘米，胸围 68 厘米左右的儿童穿着。产

品上有无成分标识，主要是指服装的面

料、里料的成份标识。有填充料的服装

还应注明其中填充料的成份和含量。

产品上有无洗涤标识的图形符号及说

明，并能看懂洗涤和保养的方法要求。

产品上有无合格证、产品执行标准编

号、产品质量等级及其他标识。如果产

品上标有甲醛含量，0 至 24 个月的 A 类

婴幼儿服装应≤20 毫克/公斤，大于 24
个月直接接触皮肤的 B 类儿童服装≤

75 毫克/公斤，非直接接触皮肤的 C 类

儿童服装≤300 毫克/公斤。 （丁 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