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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墨西哥是中国在拉美的第一大出口对象国和第二大

贸易伙伴国ꎮ 然而ꎬ 自 ＷＴＯ 成立以来的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ꎬ 墨西哥对

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频频发起反倾销调查ꎬ 并实施反倾销措施ꎮ 墨

西哥对华反倾销的频发ꎬ 已成为影响中国扩大对墨出口以及中墨两

国经贸关系深入发展的一个主要制约因素ꎮ ＷＴＯ 框架下的墨西哥

对华反倾销具有以下三个显著的特征: 中国成为墨西哥反倾销的首

要目标国ꎻ 钢铁产品则是墨西哥对华反倾销的第一大目标产品ꎻ 同

时ꎬ 墨西哥对华最终反倾销措施从未采用价格承诺形式ꎮ 墨西哥对

华反倾销的上述三个特征有其各自特殊的成因ꎮ 鉴于 ＷＴＯ 框架下

墨西哥对华反倾销的基本状况、 特征及成因ꎬ 为了有效应对未来墨

西哥对华反倾销ꎬ 中国政府、 行业协会及企业应采取以下四项对策

措施: 加强中国与墨西哥之间反倾销领域的政策协调ꎻ 调整中国对

墨西哥钢铁产品的出口贸易策略ꎻ 积极应诉墨西哥对华反倾销ꎬ 善

于利用价格承诺措施ꎻ 适度强化中国对墨西哥反倾销ꎬ 以有效遏制

墨西哥对华反倾销态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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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西哥于 １９８６ 年出台反倾销政策并自 １９８７ 年开始对外发起反倾销调查

以来①ꎬ 已日益成为拉美和全球主要反倾销国ꎮ ＷＴＯ 成立以来的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间ꎬ 墨西哥对中国频频发动反倾销ꎬ 中国成为墨西哥反倾销的首要目标国ꎮ
作为中国在拉美的第一大出口对象国和第二大贸易伙伴ꎬ 墨西哥对华反倾销

频发ꎬ 已成为影响中国扩大对墨西哥出口以及中墨两国经贸关系深入发展的

一个主要制约因素ꎮ 鉴于此ꎬ 研究 ＷＴＯ 框架下的墨西哥对华反倾销ꎬ 总结其

特征及成因ꎬ 进而探讨中国应对未来墨西哥对华反倾销的对策措施ꎬ 具有重

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ꎮ

一　 ＷＴＯ 框架下墨西哥对华反倾销的基本状况

墨西哥对华反倾销包括墨西哥对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所发起的反倾销调

查和实施的反倾销措施ꎮ 自 ＷＴＯ 成立以来的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ꎬ 墨西哥对华频

频发动反倾销 (见表 １)ꎬ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ꎮ
首先ꎬ 从墨西哥对华反倾销案件数量看ꎮ 根据 ＷＴＯ 和中国商务部的统计

数据②ꎬ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ꎬ 墨西哥对中国共发起了 ５２ 起反倾销调查ꎬ 并实施了

３４ 起以征收最终反倾销税为表现形式的反倾销措施ꎬ 各占同期墨西哥对全球

发起的全部 １３８ 起反倾销调查案件的 ３７ ６８％和实施的全部 １０８ 起反倾销措施

案件的 ３１ ４８％ ꎮ 在同期墨西哥反倾销调查针对的 ３０ 个目标国 (地区) 和反

倾销措施针对的 ２４ 个目标国 (地区) 中ꎬ 中国是遭受墨西哥反倾销调查和反

倾销措施最多的国家ꎬ 成为墨西哥反倾销的首要目标国ꎮ 不仅如此ꎬ 墨西哥

对华反倾销调查案件数量远远超过墨西哥对其他五大目标国 (地区) 分别发

起的反倾销调查案件数量ꎬ 包括美国 ３０ 起、 巴西 ６ 起、 俄罗斯 ６ 起、 乌克兰

６ 起和中国台湾 ５ 起ꎮ 从年份分布看ꎬ １９９６ 年墨西哥对中国婴儿车和学步车

反倾销是 ＷＴＯ 框架下墨西哥对华首例反倾销调查案件ꎻ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墨

西哥对华反倾销调查案件最多ꎬ 各达 ６ 起ꎻ ２０１４ 年则是墨西哥对华反倾销措

施案件数量最多的年份ꎬ 达 ８ 起ꎮ
其次ꎬ 从墨西哥对华反倾销涉案产品看ꎮ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ꎬ 墨西哥对中国

—９７—

①

②

Ｍａｕｒｉｚｉｏ Ｚａｎａｒｄｉꎬ “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 Ｗｈａｔ Ａｒｅ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ｔｏ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ａｔ Ｄｏｈａ?”ꎬ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Ｖｏｌ ２７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０４ꎬ ｐ ４０８

除非另有说明ꎬ 本文有关墨西哥对华反倾销数据均根据 ＷＴＯ 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ｔｏ ｏｒｇ) 和中

国商务部贸易救济案件数据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ａｃｓ ｇｏｖ ｃ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 日的数据资料整理计算而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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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的 ５２ 起反倾销调查共涉及中国输墨西哥九大类出口产品ꎮ 具体为: 贱金

属制品 ２０ 起ꎬ 机电产品 １１ 起ꎬ 化工产品 ８ 起ꎬ 杂项制品 ４ 起ꎬ 塑胶产品 ３
起ꎬ 纺织品和陶瓷产品各 ２ 起ꎬ 皮革制品和食品各 １ 起ꎮ 同期ꎬ 墨西哥对中

国实施的 ３４ 起反倾销措施共涉及中国输墨八大类出口产品ꎮ 具体为: 贱金属

制品 １３ 起ꎬ 机电产品 ８ 起ꎬ 化工产品 ６ 起ꎬ 杂项制品和塑胶产品各 ２ 起ꎬ 纺

织品、 陶瓷产品和食品各 １ 起ꎮ 其中ꎬ 贱金属制品是中国遭受墨西哥反倾销

调查和反倾销措施最多的产品ꎬ 各占同期墨西哥对华全部反倾销调查案件的

３８ ４６％和全部反倾销措施案件的 ３８ ２４％ 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在中国遭受墨西

哥反倾销调查的 ２０ 起贱金属制品案中ꎬ 除了 ２０１０ 年电弧炉用石墨电极案和

２０１５ 年铝制炊具案以外ꎬ 其余 １８ 起均为钢铁产品ꎮ 换言之ꎬ 实际上ꎬ 钢铁产

品是 ＷＴＯ 框架下墨西哥对华反倾销的第一大目标产品ꎮ 再从墨西哥对华反倾

销调查最多的前五大类涉案产品的反倾销执行率 (即该时期墨西哥发起反倾

销调查后最终实施反倾销措施的案件数量之比) 看ꎬ 墨西哥对中国化工产品

的反倾销执行率最高ꎬ 达 ７５％ ꎻ 对机电产品、 塑胶制品、 贱金属制品和杂项

制品的反倾销执行率分别为 ７２ ７３％ 、 ６６ ６７％ 、 ６５％和 ５０％ ꎮ
最后ꎬ 从墨西哥对华反倾销案件实施结果看ꎮ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ꎬ 在墨西哥

对中国发起的 ５２ 起反倾销调查案件中ꎬ ３４ 起案件实施了最终反倾销措施ꎬ 另

１８ 起案件没有实施最终反倾销措施ꎮ 可见ꎬ ＷＴＯ 框架下墨西哥对华反倾销执

行率为 ６５ ３８％ ꎮ 但若从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期间墨西哥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并作

出反倾销终裁的案件看ꎬ 墨西哥对华实际反倾销执行率则为 ７２ ３４％ ꎮ 在墨西

哥对华实施最终反倾销措施的 ３４ 起案件中ꎬ ８ 起因最终反倾销措施期满而终

止实施ꎬ 其余 ２６ 起至 ２０１５ 年年底仍处于实施中ꎮ 在墨西哥对华依然在实施

反倾销措施的 ２６ 起案件中ꎬ １７ 起 (即 ２００９ 年无缝钢管案之后被实施反倾销

措施的所有案件) 分别因最终反倾销措施 ５ 年的实施期限未满ꎬ 另 ９ 起 (即
２００１ 年镀锌六边形钢缆网案ꎬ ２００２ 年高碳锰铁案和钢制焊接链案ꎬ ２００３ 年碳

钢管接头案、 六磷酸钠案和钢钉案ꎬ ２００４ 年瓶式液压千斤顶案ꎬ ２００５ 年灌装

伞菇案ꎬ ２００７ 年无金属罩阀门和塑料喷雾器案) 均因墨西哥反倾销管理机构

根据反倾销日落复审①调查裁定继续延期实施最终反倾销措施ꎮ 其中ꎬ ２００１
年墨西哥对华镀锌六边形钢缆网反倾销案实施的反倾销措施已长达 １４ 年之

—０８—

① 日落复审ꎬ 又称到期复审或期终复审ꎬ 是指反倾销发起国在反倾销措施执行期满之前的合理

时间内ꎬ 国内产业或其代表提出有充分证据的请求而由反倾销主管机构发起复审ꎬ 若在该复审中反倾

销主管机构确定终止反倾销措施可能导致倾销和损害的继续或再度发生ꎬ 则可继续执行反倾销措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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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ꎬ 是 ＷＴＯ 框架下墨西哥对华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限最长的案件ꎮ 该案于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５ 日发起反倾销调查ꎬ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ꎬ 墨西哥反倾销管理机构终裁

决定对涉案中国企业征收每公斤 ２ ８ 美元的反倾销税ꎬ 为期 ５ 年ꎮ 之后ꎬ 墨

西哥反倾销管理机构对该案先后进行了两次反倾销日落复审调查ꎬ 并分别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 日和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７ 日终裁决定继续延期实施反倾销措施ꎬ 将

反倾销税从每公斤 ２ ８ 美元修改为 ０ ４５ 美元ꎬ 并分别自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４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起生效ꎬ 有效期各 ５ 年ꎮ 再从最终反倾销措施的具体形式

看ꎬ ＷＴＯ 框架下墨西哥对华实施最终反倾销措施的 ３４ 起案件全部采取了单一

的征收最终反倾销税的形式ꎬ 没有任何案件以实施价格承诺措施或者以最终

反倾销税和价格承诺措施相结合的形式而结案ꎮ 墨西哥对华反倾销征收最终

反倾销税率最高的案件是 ２０１１ 年的 ＲＧ 型同轴电缆案ꎬ 大部分中国涉案企业

被征收的反倾销税高达 ３４５ ９１％ ꎮ

表 １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墨西哥对华反倾销案件汇总

涉案产品 所属产品大类 立案日期 终裁日期 终裁结果

婴儿车和学
步车

机电产品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 ８ 日
婴儿车: ２１ ７２％ ~１０５ ８４％
反倾销税

呋喃唑酮 化工产品 １９９６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１１７％反倾销税

甲基对硫酸
原药

化工产品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 ２３ 日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 １８ 日 ２０８ ８１％反倾销税

一次性燃气
打火机

杂项制品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 ２９ 日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 １４ 日 每个 ０ １２３２ 美元反倾销税

安乃近 化工产品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 ８ 日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 １ 日 ２０８ ８１％反倾销税

氨基磺酸 化工产品 １９９９ 年 ２ 月 ２ 日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 ２６ 日 撤诉

便携式
打字机

机电产品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 ２５ 日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无损害结案

三 氯 异 氰
尿酸

化工产品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每公斤 ０ ５９４ 美元
反倾销税

镀锌六边形
钢缆网

贱金属制品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５ 日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 每公斤 ２ ８ 美元反倾销税

高碳锰铁 贱金属制品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８ 日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 ５３ ３４％反倾销税

钢制焊接链 贱金属制品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 每公斤 ０ ７２ 美元反倾销税

碳钢管接头 机电产品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１４ 日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４ 日 ８１ ０４％反倾销税

六磷酸钠 化工产品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１２ 日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３ 日 １０２ ２２％反倾销税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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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钉 机电产品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２４ 日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每公斤 ０ ５ 美元反倾销税

瓶式液压千
斤顶

机电产品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７ 日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２３ 日 每件 １８ 美元反倾销税

皮 革 及 类
似品

皮革制品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６ 日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终止调查

牙刷 杂项制品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终止调查

灌装伞菇 食品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２５ 日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
每公 斤 ０ ４４８４ 美 元 反 倾
销税

塑料卷笔刀 塑胶制品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２８ 日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１２ 日 每公斤 １０ 美元反倾销税

旅行小客车
和轻型卡车
斜交轮胎

塑胶制品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无损害结案

常规电极 机电产品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８ 日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２５ 日 终止调查

无缝钢管 贱金属制品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９ 日 无倾销结案

油漆刷 杂项制品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９ 日 无损害结案

门锁 贱金属制品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２９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终止调查

钢板 贱金属制品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６ 日 无损害结案

无金属罩阀
门和塑料喷
雾器

塑胶制品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１ 日 塑料喷雾器: ８６％反倾销税

碳钢螺母 机电产品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３ 日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 日 ６４％反倾销税

无缝钢管 贱金属制品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４ 日 ５６％以下反倾销税

牛仔布 纺织品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终止调查

电弧炉用石
墨电极

贱金属制品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 ３８％~２５０％反倾销税

ＲＧ 型同轴
电缆

机电产品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 ８８％~３４５ ９１％反倾销税

三 水 阿 莫
西林

化工产品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撤诉

儿童自行车 机电产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５ 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 日 撤诉

陶瓷餐具 陶瓷产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３ 日
对每公斤价格低于 ２ ６１ 美
元的产品征收反倾销税

无缝钢管 贱金属制品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７ 日
每 吨 １５６８ ９２ 美 元 反 倾
销税

合成纤维毯 纺织品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６ 日
对每公斤价格低于 １２ １ 美
元的产品征收差价税

铅笔 杂项制品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８ 日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６ 日 每支 ０ ０２９９ 美元反倾销税

—２８—



ＷＴＯ 框架下的墨西哥对华反倾销及中国的对策　

碳 钢 镀 锌
丝网

贱金属制品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４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９ 日 每公斤 ２ ０８ 美元反倾销税

钢板薄片 贱金属制品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３３ ９８％反倾销税

搅拌机 机电产品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９ 日
每台 １２ ８８ ~ １８ ６４ 美元反
倾销税

钢缆 贱金属制品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每公斤 ２ ５８ 美元反倾销税

不 锈 钢 洗
涤槽

贱金属制品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８ 日
每公斤 ４ １４~ ５ ４０ 美元反
倾销税

冷轧钢板 贱金属制品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９ 日 ６５ ９９％~１０３ ４１％反倾销税

硫酸铵 化工产品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９ 日
每公斤 ０ ０９２９ ~０ １７０３ 美元
反倾销税

钢和锌合金
把手

贱金属制品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每 公 斤 １０ ２１ 美 元 反 倾
销税

热轧钢板 贱金属制品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每吨 ３３５ ６０ ~３５４ ９２ 美元
反倾销税

儿童自行车 机电产品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每辆 １３ １２ 美元反倾销税

强 化 钢 铁
绳缆

贱金属制品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６ 日 每公斤 １ ０２ 美元反倾销税

铝制炊具 贱金属制品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５ 日 —
仍在 调 查 中ꎬ 尚 未 做 出
终裁

墙砖和地砖 陶瓷产品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８ 日 —
仍在 调 查 中ꎬ 尚 未 做 出
终裁

钢盘条 贱金属制品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 日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８ 日 每公斤 ０ ４９ 美元反倾销税

涂 镀 钢 铁
产品

贱金属制品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
仍在 调 查 中ꎬ 尚 未 做 出
终裁

　 　 注: ２０１５ 年墨西哥对华发起的 ５ 起反倾销调查案件中ꎬ 强化钢铁绳缆案和钢盘条案的终裁日期与
反倾销措施开始实施日期均为 ２０１６ 年ꎮ 基于 ＷＴＯ 反倾销统计惯例和本文统计口径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的一
致性ꎬ 上述 ２ 起案件的反倾销措施不计入本文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的反倾销措施统计数据内ꎬ 均被视作 “仍
在调查中ꎬ 尚未做出终裁”ꎮ

资料来源: 根据 ＷＴＯ 网站和中国商务部贸易救济案件数据库的数据资料整理汇编而成ꎮ

至于 ＷＴＯ 框架下墨西哥对华没有实施最终反倾销措施的 １８ 起反倾销调

查案件中ꎬ １ 起 (即 ２００６ 年无缝钢管案) 为墨西哥反倾销管理机构终裁裁定

被诉中国产品对墨西哥国内市场不存在倾销ꎻ ４ 起 (即 １９９９ 年便携式打字机

案、 ２００５ 年旅行小客车和轻型卡车斜交轮胎案、 ２００６ 年油漆刷案以及 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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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钢板案) 被裁定对墨西哥国内产业不存在损害ꎻ ３ 起 (即 １９９９ 年氨基磺酸

案、 ２０１１ 年三水阿莫西林案和 ２０１２ 年儿童自行车案) 为墨西哥反倾销申诉方

撤诉ꎻ 另有 ５ 起 (即 ２００５ 年皮革及类似品案和牙刷案、 ２００６ 年常规电极案、
２００７ 年门锁案和 ２０１０ 年牛仔布案) 为墨西哥反倾销管理机构主动终止反倾销

调查ꎮ 据此ꎬ 墨西哥反倾销管理机构对上述 １３ 起案件均免于实施反倾销措

施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年底ꎬ 还有 ５ 起案件 (即 ２０１５ 年墨西哥对华发起的 ５ 起反倾

销调查案件) 仍处于反倾销调查阶段ꎬ 尚未做出终裁ꎬ 故也未实施反倾销

措施ꎮ

二　 ＷＴＯ 框架下墨西哥对华反倾销的特征及其成因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墨西哥对华反倾销的基本状况表明ꎬ ＷＴＯ 框架下的墨西哥

对华反倾销具有一些显著的特征及其各自特殊的成因ꎮ
(一) 中国是墨西哥反倾销首要目标国

中国之所以成为 ＷＴＯ 框架下墨西哥反倾销的首要目标国ꎬ 主要有如下三

个原因ꎮ
第一ꎬ 中国对墨西哥出口贸易及其顺差快速增长ꎮ 自 ＷＴＯ 成立以来ꎬ 特

别是 ２００３ 年中国与墨西哥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及 ２０１３ 年进一步提升为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以来ꎬ 两国经贸关系迅速发展ꎮ 中国对墨西哥出口额由 １９９５ 年

的 １ ９５ 亿美元①急剧上升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３３７ ９５ 亿美元②ꎬ ２１ 年间累计增长了

１７２ ３ 倍ꎮ 相应地ꎬ 中国对墨西哥的贸易顺差也由 １９９５ 年的 ０ ０１ 亿美元③迅

速扩大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２３７ ４ 亿美元ꎮ④ 目前ꎬ 中国仅次于美国ꎬ 已成为墨西哥

第二大进口来源国ꎮ 然而ꎬ 美国是墨西哥的第一大顺差来源国ꎬ 而中国却是

墨西哥的第一大逆差来源国ꎮ 不仅如此ꎬ 与墨西哥的其他主要进口来源国相

比ꎬ 墨西哥自中国的进口比重逐年扩大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墨西哥从中国、 日本、 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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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和德国的进口额各占墨西哥当年进口总额的 １７ ７％ 、 ４ ４％ 、 ３ ７％ 和

３ ５％ ꎮ 换言之ꎬ 当年中国对墨西哥出口额分别是日本、 韩国和德国对墨西哥

出口额的 ４ ０ 倍、 ４ ８ 倍和 ５ １ 倍ꎮ① 研究表明ꎬ 一国对贸易伙伴国出口贸易

和顺差的急剧扩大ꎬ 往往是贸易伙伴国对该国发起反倾销的直接动因ꎮ② 中国

对墨西哥出口规模和贸易顺差的迅速扩大ꎬ 客观上对墨西哥相关产业及市场

造成了一定的冲击ꎬ 从而促使墨西哥频频对中国产品发动反倾销ꎮ
第二ꎬ 中国与墨西哥双边的产业内贸易模式ꎮ 墨西哥是拉美乃至发展中

国家中较早开启工业化进程的国家之一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墨西哥加入由美国、 加拿

大和墨西哥三国组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区ꎮ 由于墨西哥在北美自贸区价值链分

工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ꎬ 墨西哥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工业制造业稳步增

长ꎬ 工业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 １９９５ 年的 ２１％ 上升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３４ ４％ ③ꎬ 并成为拉美仅次于巴西的第二大经济体ꎮ 在很大程度上ꎬ 墨西哥的

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同中国较为近似ꎮ 相应地ꎬ 自 ＷＴＯ 成立以来ꎬ 中国与墨

西哥的双边贸易模式也日益呈现出不同于中国与其他拉美国家贸易模式的特

征ꎬ 即前者产业内贸易倾向日益显著ꎬ 后者则以产业间贸易为主ꎮ ２０１５ 年ꎬ
中国对墨西哥出口的五大类产品为机电产品、 贱金属制品、 光学和医疗设备、
杂项制品以及塑胶制品ꎻ 墨西哥对中国出口的五大类产品则为矿产品、 运输

设备、 机电产品、 贱金属制品以及塑胶制品ꎮ④ 显然ꎬ 中墨两国相互进出口的

产品高度重叠ꎮ 中墨双边这种日益凸显的产业内贸易模式ꎬ 再加之中国作为

“世界工厂” 和全球第一大出口国所拥有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ꎬ 使得中国对

墨西哥出口的工业制成品具有较强的竞争性和替代性ꎬ 结果导致墨西哥对华

反倾销案件频发ꎮ
第三ꎬ 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ꎮ 墨西哥迄今尚未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

济地位ꎮ 在对华反倾销实践中ꎬ 墨西哥一直把中国视作非市场经济国家ꎮ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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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中国对墨出口产品的正常价格时ꎬ 墨西哥几乎全部采用针对非市场经济

国家的替代国歧视性方法ꎮ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ꎬ 在墨西哥对华发起的 ５２ 起反倾销

调查中ꎬ 除了 １９９９ 年便携式打字机案墨西哥反倾销管理机构采用了中国国内

价格外ꎬ 其余 ５１ 起案件均无一例外地采用了替代国 (地区) 同类产品价格当

作中国出口产品的正常价格ꎮ 这些替代国 (地区) 及其案例数量具体为: 巴

西 １７ 起ꎬ 美国 １２ 起ꎬ 印度 ６ 起ꎬ 意大利、 印度尼西亚、 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

各 ２ 起ꎬ 德国、 日本、 韩国、 土耳其、 中国台湾、 阿根廷、 智利和墨西哥各 １
起ꎮ 显然ꎬ 这些替代国 (地区)ꎬ 特别是发达国家同类产品的生产成本和价格

一般都明显高于中国ꎮ 特别是 １９９６ 年呋喃唑酮案中ꎬ 墨西哥反倾销管理机构

甚至把墨西哥本国当作中国的替代国ꎮ 这意味着ꎬ 中国对墨出口产品只要比

墨西哥本国同类产品具有价格优势ꎬ 便可视作倾销行为ꎮ 正因如此ꎬ 中国输

墨产品易被墨西哥反倾销管理机构判定倾销成立ꎬ 并遭受反倾销ꎮ
(二) 钢铁产品是墨西哥对华反倾销第一大目标产品

钢铁产品成为 ＷＴＯ 框架下墨西哥对华反倾销的第一大目标产品ꎬ 主要有

三方面原因ꎮ
首先ꎬ 钢铁产业是墨西哥政府重点保护和扶持的产业ꎮ 钢铁、 汽车和建

筑通常被称为一国国民经济的三大传统支柱产业ꎮ 尽管墨西哥国内铁矿资源

丰富ꎬ 但钢铁产业却一直发展滞后ꎮ 目前ꎬ 墨西哥拥有 ＡＨＭＳＡ、 Ａｒｃｅｌｏｒ
Ｍｉｔｔａｌ、 Ｔｅｒｎｉｕ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ｓ ＣＨ 和 Ｔｅｎａｒｉｓ ５ 家大型钢铁公司ꎬ 钢铁工业已成为

墨西哥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然而ꎬ 墨西哥钢铁企业大多规模较小ꎬ 且生

产的产品单一ꎬ 高端化品种欠缺ꎮ ＡＨＭＳＡ 是墨西哥本国最大的钢铁企业ꎬ 其

年产钢量也仅为 ３５０ 万吨左右ꎮ① 墨西哥钢铁产品大都缺乏国际竞争力ꎬ 易受

进口钢铁产品的冲击ꎮ 鉴于此ꎬ 墨西哥政府一直致力于保护和扶持其国内钢

铁产业ꎬ 特别是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ꎬ 面对国际钢铁市场严重的供过于

求、 钢铁价格急剧下跌从而对墨西哥国内钢铁产业冲击凸显的态势ꎬ 墨西哥

反倾销管理机构进一步强化了对进口钢铁产品的反倾销诉讼ꎮ
其次ꎬ 钢铁产品是墨西哥主要大宗进口品ꎮ 自 ＷＴＯ 成立以来ꎬ 墨西哥经

济特别是汽车工业快速发展ꎮ ２０１５ 年墨西哥汽车生产和出口在拉美地区排名

第一ꎬ 并成为世界第七大汽车生产国和第四大汽车出口国ꎮ 墨西哥汽车工业

—６８—

① 朱晓波、 刘海峰: «日韩钢企逆势海外投资ꎬ 墨西哥咋成了 “香饽饽”?»ꎬ 载 «中国冶金报»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５ 日第 ０２ 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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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迅速发展ꎬ 直接推动了墨西哥国内钢材需求的急剧增长ꎮ 然而ꎬ 墨西哥国

产钢铁产品无论产量、 品种还是质量ꎬ 都远不能满足墨西哥国内庞大的市场

需求ꎬ 因此墨西哥每年需要从国外进口大量钢材及半成品ꎬ 从而钢铁产品成

为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期间墨西哥主要大宗进口产品之一ꎮ ２０１５ 年墨西哥钢铁产量

为 １８２３ 万吨ꎬ 钢铁消费量达 ２８８５ 万吨ꎬ 进口钢铁产品 １３６６ 万吨ꎬ 占墨西哥

市场份额高达 ４７ ３％ ꎮ 墨西哥已经超过巴西成为拉美第一大钢铁消费国ꎬ 而

钢铁产品的大量进口ꎬ 导致墨西哥本国钢铁工业减产、 产能过剩和业绩下滑ꎮ
２０１５ 年墨西哥本国的钢铁产能利用率仅为 ６２ ５％ ꎮ① 墨西哥钢铁产品从国外

长期且庞大的进口是墨西哥对该类产品发动反倾销最多的直接原因ꎮ
最后ꎬ 中国是墨西哥钢铁产品的第二大进口来源国ꎬ 且中国输墨西哥钢

铁产品以初级产品为主ꎮ 自 ＷＴＯ 成立以来ꎬ 墨西哥钢铁产品的主要进口来源

国是美国、 中国、 日本、 加拿大和韩国等国家ꎮ ２０１５ 年ꎬ 中国向墨西哥出口

的以钢铁产品为代表的贱金属制品高达 ３６ ２８ 亿美元ꎬ 占当年墨西哥该类产

品进口总额的 １１ １％ ꎮ 同年ꎬ 美国、 日本、 加拿大和韩国对墨西哥该类产品

的出口额分别占当年墨西哥该类产品进口总额的 ５１ ４％ 、 ６ ４％ 、 ５ ２％ 和

５ １％ ꎮ② 更为重要的是ꎬ 中国输墨西哥钢铁产品以普通棒线材和板材等初级

产品为主ꎬ 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低ꎬ 再加之中国钢铁行业产能严重过剩ꎬ 国

内钢铁企业为争夺墨西哥市场份额竞相降价ꎬ 常常形成对墨西哥低价出口的

倾销嫌疑ꎬ 并对墨西哥国内钢铁产业同类产品构成直接竞争ꎬ 从而引发墨西

哥钢铁企业及行业频频向墨政府施压ꎬ 要求对中国输墨钢铁产品发起反倾销

调查并实施反倾销措施ꎮ 墨西哥钢铁协会恰恰是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联合发表声明

指责中国钢铁产品出口的美欧 ９ 家钢铁组织之一ꎮ③

(三) 墨西哥对华最终反倾销措施从未采用价格承诺形式

最终反倾销措施包括反倾销税和价格承诺两种形式ꎮ 一般而言ꎬ 反倾销

—７８—

①

②

③

«墨媒体称不公平竞争导致墨西哥钢铁工业减产»ꎮ 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ｒｏｌｌ / ２０１６ －０２ －
１７ / ｄｏｃ － ｉｆｘｐｍｐｑｔ１３５９６０４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６ － ０８ － １２]

中国商务部: «２０１５ 年墨西哥货物贸易及中墨双边贸易概况»ꎬ 载 «国别贸易报告 (墨西

哥)»ꎬ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ꎮ ｈｔｔｐ: / / ｃｏｕｎｔｒｙｒｅｐｏｒｔ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ｒｅｃｏｒｄ / ｖｉｅｗ１１０２０９ ａｓｐ? ｎｅｗｓ＿ ｉｄ ＝ ４７８８４
[２０１６ － ０７ － ０８]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５ 日ꎬ 美国钢铁协会、 钢铁制造商协会、 加拿大钢铁生产者协会、 墨西哥钢铁协

会、 拉美钢铁协会、 欧洲钢铁联盟、 巴西钢铁协会、 北美特种钢工业协会和钢管进口委员会九家钢铁

组织联合发表声明ꎬ 指责中国钢铁行业是造成全球钢铁行业产能过剩危机的主要原因ꎬ 并对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中国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国家地位表示反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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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国在实施最终反倾销措施时ꎬ 相比于采用价格承诺形式ꎬ 征收反倾销税

对于其抵挡外国进口产品、 保护国内产业和国内市场的效果更为直接有效ꎮ①

然而ꎬ 在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墨西哥对华最终反倾销措施案件中ꎬ 墨西哥全部采取

了征收反倾销税的形式ꎬ 从未采用价格承诺措施ꎮ 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墨

西哥对华反倾销强度较高ꎬ 同时也说明了遭受墨西哥反倾销的中国涉案企业

及相关产业遭受的损失更大ꎮ 墨西哥对华最终反倾销措施从未采用价格承诺

形式的原因ꎬ 可从墨西哥和中国两方面分析ꎮ
其一ꎬ 墨西哥政府把反倾销视作贸易自由化的安全阀ꎮ 自从 １９８６ 年墨西

哥出台反倾销政策ꎬ 特别是 １９９５ 年 ＷＴＯ 成立以来ꎬ 墨政府一直把反倾销当

作贸易自由化的安全阀ꎬ 通过反倾销以避免出现贸易自由化的竞争压力挤跨

国内产业的现象ꎮ② 为此ꎬ 一方面ꎬ 墨西哥不断推进贸易自由化进程ꎮ 自

１９９４ 年墨西哥签署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以来ꎬ 已同世界上 ４４ 个国家签署

了 １２ 个自由贸易协定ꎬ 并在拉丁美洲一体化协会框架内签署了 ９ 个贸易协

定ꎬ 以促进墨西哥与北美、 拉美、 欧洲以及亚洲各国之间相互开放市场ꎬ 实

现自由贸易③ꎻ 另一方面ꎬ 墨西哥则积极利用 ＷＴＯ 框架下所允许使用的反倾

销措施ꎬ 不断修订和完善其反倾销政策ꎬ 对来自非自由贸易伙伴关系国家的

进口产品频频发动反倾销ꎬ 以保护国内产业和市场ꎮ 从作为 ＷＴＯ 三大贸易救

济措施的反倾销、 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看ꎬ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ꎬ 墨西哥对华反倾销

案件多达 ５２ 起ꎻ 保障措施案件只有 ２ 起ꎬ 分别为 ２００２ 年的胶合板板条案和

２０１０ 年的螺旋焊接钢管案ꎻ 而反补贴案件仅有 ２０１１ 年的三水阿莫西林案 １
起ꎬ 且最终以终止调查而结案ꎮ 在此背景下ꎬ 中国作为墨西哥第二大进口来

源国和第一大逆差来源国ꎬ 自然便成为墨西哥反倾销的首要目标国ꎮ 相应地ꎬ
在墨西哥对华反倾销实践中ꎬ 墨西哥完全诉诸反倾销强度较高和效果较为显

著的反倾销税ꎬ 而不选择价格承诺措施ꎬ 也就不足为奇了ꎮ
其二ꎬ 中国应诉墨西哥对华反倾销不积极ꎬ 忽视运用价格承诺规则ꎮ 根

据墨西哥反倾销程序法ꎬ 在反倾销调查期间ꎬ 外国出口商或政府可以向墨西

哥反倾销调查机构提出价格承诺的请求ꎬ 承诺的内容包括: 提高出口价格ꎻ

—８８—

①

②
③

宋利芳著: «ＷＴＯ 框架下的国际反倾销政策与实践»ꎬ 北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０
年ꎬ 第 ６４ － ６６ 页ꎮ

谢文泽: «墨西哥应对贸易争端的经验与启示»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０６ 年第５ 期ꎬ 第 ２１ 页ꎮ
中国商务部: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 (墨西哥) ２０１５ 年版»ꎬ 第 ３８ 页ꎮ ｈｔｔｐ: / /

ｆｅｃ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ｇｂｄｑｚｎ / ｕｐｌｏａｄ / ｍｏｘｉｇｅ ｐｄｆ [２０１６ － ０７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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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方政府限制出口ꎬ 使出口限制在其与墨反倾销调查机构一致同意的水平ꎻ
在与墨反倾销调查机构协商同意的一段期间内ꎬ 完全停止出口ꎮ 如果墨西哥

反倾销管理机构认为该承诺足以消除倾销造成的损害影响ꎬ 便会接受该承诺ꎬ
从而双方将在自愿基础上达成协议ꎬ 终止反倾销调查ꎬ 且不再征收反倾销税

或实施其他最终反倾销措施ꎬ 这便是所谓价格承诺规则ꎮ① 显然ꎬ 价格承诺措

施的实施ꎬ 是以反倾销被诉厂商积极应诉反倾销和主动提出价格承诺为前提

的ꎮ 相反ꎬ 如果反倾销被诉厂商不积极应诉甚至完全放弃应诉ꎬ 自然就不会

有价格承诺措施的提出及实施ꎮ 然而ꎬ 事实上ꎬ 自 ＷＴＯ 成立以来ꎬ 针对墨西

哥对华反倾销ꎬ 中国往往应诉不积极ꎬ 甚至完全放弃应诉ꎬ 或者在应诉中忽

视运用价格承诺规则ꎮ 究其原因ꎬ 主要有三个方面ꎮ 第一ꎬ 长期以来ꎬ 以美

国和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或地区既是中国的主要出口目的地ꎬ 也是对华反

倾销最主要的发起者ꎬ 而且对华反倾销给中国造成的影响也最为显著ꎮ 因此ꎬ
中国应诉国外对华反倾销关注的重心往往是美欧这些发达国家或地区对中国

的反倾销ꎮ 第二ꎬ 中国对墨西哥出口规模相对较小ꎬ 因此ꎬ 对于墨西哥对华

反倾销ꎬ 无论中国政府部门还是企业ꎬ 均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ꎬ 从而在墨西

哥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后ꎬ 中国企业往往应诉不积极ꎬ 甚至完全不应诉ꎬ 采

取默认的态度ꎮ 第三ꎬ 中国企业不充分了解墨西哥反倾销政策ꎬ 忽视墨西哥

反倾销措施中的价格承诺规则ꎬ 因此ꎬ 在应诉墨西哥对华反倾销时ꎬ 中国企

业往往不善于利用价格承诺规则ꎬ 不能及时主动地向墨西哥反倾销管理机构

提出价格承诺ꎬ 以争取对自身相对有利的裁决结果ꎬ 最终导致案件全部以征

收反倾销税结案ꎮ

三　 中国应对未来墨西哥对华反倾销的对策措施

鉴于 ＷＴＯ 框架下墨西哥对华反倾销的基本状况、 特征及成因ꎬ 为了有效

应对未来墨西哥对华反倾销ꎬ 中国政府、 行业协会及企业应采取以下四项对

策措施ꎮ
(一) 加强中墨两国政府之间反倾销领域的政策协调

第一ꎬ 中墨双方应尽早启动有关中国—墨西哥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研究ꎬ

—９８—

① Ｇｕｎｎａｒ Ｎｉｅｌ ａｎｄ Ａｄｒｉａａｎ Ｔｅｎ Ｋａｔｅꎬ “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Ｍｅｘｉｃｏ’ ｓ
Ａｎｔｉ － ｄｕｍｐ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ꎬ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Ｖｏｌ ２７ꎬ Ｎｏ ７ꎬ ２００４ꎬ ｐｐ ９６７ － ９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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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力争早日建立中墨自贸区ꎮ 墨西哥自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 １ 日与美国、 加拿大签署

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以来ꎬ 已与 ４４ 个国家签署了 １２ 个自贸协定ꎮ 墨西哥已

成为世界上签订自贸协定最多的国家之一ꎬ 也是发展中国家中最早与世界上

两个最大贸易集团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签订自贸协定的国家ꎮ 自贸协定的

签署和自贸区的建立ꎬ 极大地促进了墨西哥与包括拉美伙伴国在内的世界各

国及地区之间的自由贸易ꎬ 特别是显著减少甚至避免了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

反倾销摩擦ꎮ 相反ꎬ 那些与墨西哥尚未签订自贸协定的国家ꎬ 则日益成为墨

西哥反倾销的主要对象国ꎮ 一个典型的例证是ꎬ 在 １９９４ 年北美自贸协定签署

前ꎬ 美国是墨西哥反倾销的首要目标国ꎬ 但之后ꎬ 墨西哥对美国的反倾销却

日趋减少ꎬ 而中国则取代美国日益成为墨西哥反倾销的首要目标国ꎮ １９９５—
２０１５ 年ꎬ 墨西哥对华反倾销调查案件多达 ５２ 起ꎬ 而对美国的反倾销调查案件

仅为 ３０ 起ꎮ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ꎬ 作为墨西哥的第一大贸易伙伴ꎬ 美国对墨西

哥的出口额却远远大于中国对墨出口额ꎮ ２０１５ 年ꎬ 美国对墨出口额占墨进口

总额的 ４７ ３％ ꎬ 而中国的这一比重仅为 １７ ７％ ꎮ① 这一事实表明ꎬ 墨西哥对

贸易伙伴国的反倾销强度与其同贸易伙伴国是否签订自贸协定有着直接的关

系ꎮ 因此ꎬ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墨西哥对华反倾销问题ꎬ 中国政府应当积极主

动地加强与墨西哥政府的沟通协调ꎬ 尽早启动有关中国—墨西哥自由贸易区

的可行性研究ꎬ 并力争早日签订中墨自贸协定ꎬ 建立中墨自贸区ꎮ
第二ꎬ 在中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ꎬ 通过两国发展战略及经贸

政策的对接合作ꎬ 避免或减少墨西哥对华反倾销ꎮ 竞争与合作是经济全球化

条件下国际经贸关系的基本特点ꎮ 但从墨西哥对华反倾销实践看ꎬ 墨对华反

倾销主要源自于两国产业内贸易模式所引发的竞争性ꎮ 因此ꎬ 在中墨贸易中ꎬ
降低竞争性ꎬ 加强合作和互补性ꎬ 是解决墨西哥对华反倾销的又一重要途径ꎮ
２０１３ 年中墨两国确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ꎮ 基于中墨两国目前在经贸、 政治

和地缘等方面所具有的现实基础和有利条件ꎬ 中国应当积极推动墨西哥在两

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ꎬ 通过实施两国发展战略及经贸政策的对接合作ꎬ
包括中国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十三五” 规划» 和 «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 与墨

西哥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国家发展规划» 的对接ꎬ 优化两国间的分工协作ꎬ 积极

推动两国在基础设施、 工业、 农业、 矿产资源和能源等领域的国际产能合作ꎬ

—０９—

① 中国商务部: «２０１５ 年墨西哥货物贸易及中墨双边贸易概况»ꎬ 载 «国别贸易报告 (墨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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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两国经贸的互补性ꎬ 从而避免或减少墨西哥对华反倾销ꎮ
第三ꎬ 中墨双方应尽快协调解决双边贸易统计的悬殊差异ꎬ 消除墨西哥

对华反倾销的重要诱发因素ꎮ 由于各国统计制度、 统计口径等方面的不一致ꎬ
往往会造成两国贸易统计一定程度的差异性ꎮ 然而ꎬ 长期以来ꎬ 中国与墨西

哥在两国贸易统计方面的差异却极为悬殊ꎬ 远远超出了正常合理的范围ꎮ 以

２０１５ 年为例ꎬ 据中国海关统计ꎬ 当年中墨双边贸易总额为 ４３８ ５０ 亿美元ꎬ 其

中中国对墨出口 ３３７ ９５ 亿美元ꎬ 自墨进口 １００ ５５ 亿美元ꎬ 中方贸易顺差

２３７ ４ 亿美元ꎻ① 而据墨西哥经济秘书处统计ꎬ 同年中墨双边贸易总额为

７４８ ７ 亿美元ꎬ 其中ꎬ 墨西哥对中国出口 ４８ ８ 亿美元ꎬ 自中国进口 ６９９ ９ 亿

美元ꎬ 墨方贸易逆差 ６５１ １ 亿美元ꎮ② 显然ꎬ 在中墨贸易统计中ꎬ 墨西哥分别

高估了中国对墨出口额和低估了中国自墨进口额各 ２ １ 倍ꎬ 从而使得墨西哥

对华贸易逆差额被大大高估了 ２ ７ 倍以上ꎮ 然而ꎬ 墨西哥对华贸易逆差额的

这种大幅度高估和人为放大ꎬ 恰恰就是墨西哥频频对华反倾销的重要诱发因

素ꎮ 因此ꎬ 中墨双方应高度重视双边贸易统计的悬殊差异问题ꎬ 从海关统计

方法、 计价原则、 加工贸易统计、 原产地原则以及贸易转口统计等多个层面

加强沟通协调ꎬ 确保双方海关统计的基本一致性ꎬ 避免对双边贸易形势做出

误判ꎬ 从而消除墨西哥对华反倾销的重要诱发因素ꎬ 促进中墨贸易健康稳定

地发展ꎮ③

(二) 调整中国对墨西哥钢铁产品出口贸易策略

其一ꎬ 调整中国对墨西哥钢铁产品出口结构ꎮ 墨西哥国内钢铁行业发展

水平较低ꎬ 其国产钢铁产品大多为低附加值、 低技术含量的低端初级钢铁产

品ꎮ 中国输墨西哥钢铁产品也恰恰大多为同类低端初级钢铁产品ꎬ 且出口数

量庞大ꎬ 价格低廉ꎬ 对墨西哥国内钢铁产业及其同类产品构成直接竞争ꎮ 这

也正是中国输墨西哥钢铁产品频遭墨西哥反倾销的根本原因ꎮ 与此形成鲜明

对照的是ꎬ 同样作为墨西哥钢铁产品主要进口来源国的美国、 日本、 加拿大

和韩国ꎬ 因对墨西哥出口的钢铁产品大多为高附加值、 高技术含量的中高端

—１９—

①

②

③

«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 (地区) 统计 (２０１５ 年 １—１２ 月)»ꎬ 载 «国际贸易»ꎬ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７０ 页ꎮ

中国商务部: «２０１５ 年墨西哥货物贸易及中墨双边贸易概况»ꎬ 载 «国别贸易报告 (墨西

哥)»ꎬ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ꎮ ｈｔｔｐ: / / ｃｏｕｎｔｒｙｒｅｐｏｒｔ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ｒｅｃｏｒｄ / ｖｉｅｗ１１０２０９ ａｓｐ? ｎｅｗｓ＿ｉｄ ＝ ４７８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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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产品ꎬ 与墨西哥国内钢铁产业及钢铁产品互补性强ꎬ 故同期该四国遭受

墨西哥钢铁产品反倾销案件数量远远少于中国ꎮ 鉴于此ꎬ 要避免或减少墨西

哥对华钢铁产品反倾销ꎬ 中国应当调整和升级对墨西哥的钢铁产品出口结构ꎮ
首先ꎬ 中国钢铁企业应当调整对墨西哥钢铁产品的出口理念ꎬ 即由 “以量取

胜” 转变为 “以质取胜”ꎬ 由追求出口的数量和规模转向注重出口的质量和效

益ꎮ 其次ꎬ 中国钢铁企业应当减少对墨西哥低附加值、 低技术含量的低端初

级钢铁产品出口比重ꎬ 增加高附加值、 高技术含量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

高端钢铁半成品和制成品的出口份额ꎬ 努力使中国输墨西哥钢铁产品与墨西

哥国产钢铁产品之间降低竞争性ꎬ 增强互补性ꎮ 最后ꎬ 中国企业应当避免对

墨西哥钢铁产品出口的低价竞争策略ꎬ 注重非价格竞争ꎬ 包括加强钢铁产品

的研究开发与技术创新ꎬ 增加附加值ꎬ 提升质量ꎬ 实施产品差异化ꎬ 以及创

立品牌等ꎮ
其二ꎬ 扩大中国对墨西哥钢铁行业的直接投资ꎮ 鉴于墨西哥政府一向极

力借助反倾销措施保护和扶持其国内钢铁产业的事实ꎬ 如果中国一味注重采

用传统钢铁产品出口方式ꎬ 扩大对墨西哥的钢铁产品出口ꎬ 就极易招致墨西

哥对华反倾销ꎮ 相反ꎬ 如果中国转而通过扩大对墨西哥钢铁行业的直接投资ꎬ
既可积极利用墨西哥丰富的铁矿资源和庞大的潜在消费市场ꎬ 又能间接扩大

对墨西哥的钢铁产品出口ꎻ 同时ꎬ 还可为墨西哥扩大就业机会ꎬ 增加税收ꎬ
促进墨西哥经济增长与发展ꎬ 从而可有效避免或减少墨西哥对华钢铁产品反

倾销ꎮ 特别是ꎬ 墨西哥作为世界第七大汽车生产国和第四大汽车出口国ꎬ 汽

车业已成为墨西哥最大的制造业部门和支柱产业之一ꎮ 包括通用、 福特、 克

莱斯勒、 大众和尼桑等在内的多数国际知名汽车厂商在墨西哥均建立了各自

的汽车制造厂ꎮ 相应地ꎬ 墨西哥围绕汽车制造业的相关产业尤其是钢铁产业

的需求也持续扩大ꎮ 这为国际钢铁厂商投资墨西哥钢铁产业提供了极为有利

的机遇ꎮ 以浦项、 现代制铁和新日铁住金为代表的韩国和日本钢铁企业近年

频频对墨西哥进行钢铁项目投资ꎬ 而且其投资建厂模式多数是与汽车制造有

关的钢铁产品或钢材加工中心ꎮ 墨西哥也由此而成为拉美地区仅次于巴西的

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ꎮ 同时ꎬ 从中国方面看ꎬ 目前中国正着力对钢铁

行业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ꎬ 化解过剩产能ꎬ 实现钢铁产业的转型升级ꎬ 再

加之中国正大力实施 “走出去” 战略和 “一带一路” 建设ꎮ 这一切都为中国

企业对墨西哥钢铁行业的直接投资创造了有利条件ꎮ 因此ꎬ 为了应对未来墨

西哥对华钢铁产品反倾销ꎬ 中国亟须改变对墨西哥传统钢铁产品的出口贸易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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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ꎬ 即由主要依赖对墨西哥钢铁产品的直接出口ꎬ 转变为通过独资、 合资、
合作经营以及兼并收购等方式ꎬ 扩大对墨西哥钢铁行业的直接投资ꎮ 并通过

实施中国与墨西哥两国钢铁行业的国际产能合作ꎬ 实现优势互补ꎬ 互利共赢ꎮ
(三) 积极应诉墨西哥对华反倾销ꎬ 善于利用价格承诺措施

首先ꎬ 中国应当高度重视墨西哥对华反倾销ꎬ 并深入研究墨西哥反倾销

制度ꎮ 在如今中国对墨西哥出口贸易规模日益扩大ꎬ 同时中国成为墨西哥反

倾销首要目标国的背景下ꎬ 中国必须高度重视墨西哥对华反倾销问题ꎮ 然而ꎬ
墨西哥反倾销制度是墨西哥对外反倾销的法律依据ꎬ 也是中国应诉墨西哥对

华反倾销的法律基础ꎮ 因此ꎬ 中国必须深入了解和研究墨西哥反倾销制度ꎬ
包括墨西哥以 «对外贸易法» «对外贸易法实施条例» 和 «不公平贸易行为

条例» 为核心的反倾销政策法规体系ꎬ 以及由墨西哥经济部国际贸易惯例总

局、 对外贸易委员会、 税收法院和宪法法院构成的反倾销管理体制及其运作

机制ꎮ①

其次ꎬ 中国应当积极应诉墨西哥对华反倾销ꎮ 根据 «ＷＴＯ 反倾销协定»
和墨西哥反倾销政策法规ꎬ 发起反倾销调查并不意味着最终必定实施反倾销

措施ꎮ 这意味着ꎬ 在墨西哥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后ꎬ 只要中国政府、 行业协

会及企业依据墨西哥反倾销程序法和实体法的相关规则积极应诉ꎬ 完全有可

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墨西哥对华反倾销案件的进程ꎬ 并使中国涉案企业获得

有利的终裁结果ꎬ 包括申诉方撤诉、 无倾销结案、 无损害结案以及倾销与损

害无因果关系结案等ꎮ 不仅如此ꎬ 针对业已遭受墨西哥反倾销措施的案件ꎬ
中国涉案企业可以通过积极应诉墨西哥反倾销管理机构对于此类案件的年度

复审或到期复审ꎬ 以争取尽早终止反倾销措施ꎬ 或降低反倾销税ꎬ 从而减轻

中国企业所遭受的损失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墨西哥作为拉美第二大经济体ꎬ 其

对华反倾销在拉美还具有独特和显著的多米诺效应ꎬ 即墨西哥对华某一产品

的反倾销ꎬ 往往会立即引发其他拉美国家包括阿根廷、 巴西、 哥伦比亚和秘

鲁等紧随其后的针对同一产品的对华反倾销ꎮ 因此ꎬ 中国积极应诉墨西哥对

华反倾销ꎬ 不仅可以降低墨西哥对华反倾销执行率ꎬ 而且还有助于抑制其他

拉美国家对华反倾销的多米诺效应ꎮ 此外ꎬ 对于墨西哥对华反倾销终裁结果

明显不公而且中国企业应诉无果的案件ꎬ 在必要的情况下ꎬ 中国企业还可在

中国政府及行业协会的协助下ꎬ 积极诉诸 ＷＴＯ 反倾销争端解决机制ꎬ 以争取

—３９—

① 宋利芳: «墨西哥反倾销政策及其特点探析»ꎬ 载 «亚太经济»ꎬ ２００７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９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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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合理的结果ꎮ
最后ꎬ 中国企业应当善于利用价格承诺措施ꎮ 价格承诺和反倾销税是最

终反倾销措施的两种具体形式ꎬ 但对反倾销受诉方而言ꎬ 价格承诺所导致的

损失和代价要远远小于反倾销税ꎮ①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墨西哥对华最终反倾销措

施从未采用价格承诺措施的事实ꎬ 很大程度上与中国企业不善于利用价格承

诺措施有着密切的关系ꎮ 鉴于此ꎬ 中国企业在应诉墨西哥对华反倾销时ꎬ 在

面临墨西哥反倾销不可避免的情况下ꎬ 应在墨西哥反倾销管理机构实施临时

反倾销措施后ꎬ 适时主动地向墨西哥反倾销管理机构提出价格承诺措施ꎬ 承

诺愿意对墨西哥提高出口价格或停止倾销出口ꎬ 并在中国商务部、 外交部以

及中国驻墨西哥外交机构等相关部门的协调和帮助下ꎬ 通过谈判以争取墨西

哥反倾销管理机构接受该价格承诺措施ꎬ 并中止反倾销调查或免于征收最终

反倾销税ꎮ 这样ꎬ 将可以确保中国企业能够有条件地继续维持对墨西哥出口ꎬ
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国对墨西哥贸易利益ꎮ

(四) 适度强化中国对墨西哥反倾销ꎬ 有效遏制墨西哥对华反倾销态势

与 ＷＴＯ 框架下墨西哥对华反倾销频发且中国成为墨西哥反倾销首要目标

国的事实形成鲜明对照的是ꎬ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的 ２１ 年间ꎬ 中国对墨西哥只发起

了 １ 起反倾销案件ꎬ 即 ２００３ 年的乙醇胺案ꎮ 该案由中国商务部于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１４ 日立案调查ꎮ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做出终裁ꎬ 对墨西哥涉案产品征收 ７４％的

反倾销税ꎬ 为期 ５ 年ꎮ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反倾销措施 ５ 年期满而终止实施ꎮ
国际反倾销实践表明ꎬ 一国对贸易伙伴国的适度反倾销往往具有抑制该贸易

伙伴国对本国发动反倾销的威慑效应ꎮ② 鉴于此ꎬ 针对墨西哥对华出口中的倾

销行为ꎬ 中国若通过适度强化对墨西哥的反倾销ꎬ 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有效

遏制墨西哥对华反倾销的态势ꎮ
墨西哥作为拉美国家ꎬ 特别是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ꎬ 墨西哥政府

确立了优先发展与美国和加拿大经贸关系的战略ꎮ 虽然中国与墨西哥早在

１９７２ 年建立了外交关系ꎬ 但在进入 ２１ 世纪前两国经贸关系发展相对缓慢ꎮ
２００３ 年中国与墨西哥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ꎮ ２０１３ 年中墨关系进一步提升为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ꎮ 由此ꎬ 两国经贸关系才开始加快发展ꎮ 然而ꎬ 墨西哥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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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ＴＯ 框架下的墨西哥对华反倾销及中国的对策　

出口规模一直相对较小ꎬ 直至 ２００９ 年仅为 ３８ ９９ 亿美元ꎮ① 特别是中墨贸易

相对发展速度滞后于中拉贸易的增长ꎬ 与两国经济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极不

相称ꎮ 因此ꎬ 长期以来ꎬ 出于经济、 政治等综合因素的考量ꎬ 中国对墨西哥

经贸政策的重心在于迅速发展两国经贸关系和扩大经贸规模ꎬ 发挥墨西哥作

为拉美地区大国的桥梁作用ꎮ 也正因如此ꎬ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中国对墨西哥仅发

起了 １ 起反倾销案件ꎮ
然而ꎬ 目前墨西哥已是拉美第二大经济体ꎬ 中国已成为墨西哥仅次于美

国和加拿大的第三大出口目的地ꎮ ２０１５ 年墨西哥对华出口额达 １００ ５５ 亿美

元ꎮ② 这表明ꎬ 目前在墨西哥出口贸易中ꎬ 墨西哥对华出口已具有一定的依存

度ꎮ 不仅如此ꎬ 近年来墨西哥输华主要产品特别是运输设备和机电产品的竞

争力日益增强ꎬ 对中国相关产业及市场的影响和冲击也日益显现ꎮ 因此ꎬ 中

国应当加强对墨西哥输华产品特别是重点产品的监测ꎬ 针对墨西哥对华出口

中的倾销行为ꎬ 中国若适度强化反倾销ꎬ 将会使墨西哥承受较大的压力和损

失ꎬ 同时可增强中国应对墨西哥对华反倾销的筹码和谈判实力ꎬ 从而发挥有

效遏制墨西哥对华反倾销的效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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