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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分析了目前中国对外反倾销的现状和尚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了相应的策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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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Johansen 协整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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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然比 :55. 40

　　4、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检验。在分析变量之间的 Granger 因果关系时 ,我们从变量的增长效应角度进行分
析 ,即分析 △L GDP、△L EX、△L IM、△L TO T 之间是否具有相互影响作用 ,应用 Eviews3. 1 软件中的 Granger
- causality 检验方法检验 ,检验结果见表 4。

表 4 　各变量的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

零假设 滞后阶数 F统计量 P值 结论

△L EX不是 △L GDP的原因
△L GDP不是 △L EX的原因

4

4

3. 62847

0. 20363

0. 03682

0. 93150

拒绝
不拒绝

△L IM 不是 △L GDP的原因
△L GDP 不是 △L IM 的原因

2

2

0. 71207

7. 03350

0. 50394

0. 00553

不拒绝
拒绝

△L IM 不是 △L EX的原因
△L EX不是 △L IM 的原因

4

4

1. 50873

0. 24006

0. 26100

0. 91021

不拒绝
不拒绝

△L GDP不是 △L TO T的原因
△L TO T不是 △L GDP的原因

3

3

0. 31702

3. 51311

0. 81289

0. 04149

不拒绝
拒绝

　　从表 4 可以看出 ,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 ,“△L EX 不是 △L GDP 的原因”、“△L TO T 不是 △L GDP 的原
因”的零假设被拒绝 ;在 1 %的显著性水平 ,“△L GDP 不是 △L IM 的原因”的假设被拒绝。这说明 △L EX 和
△L GDP 之间、△L IM 和 △L GDP 之间、△L GDP 和 △L TO T 之间存在单向的 Granger 因果关系 ,即出口增长、
进出口总量的增长影响经济增长 ,出口增长和进出口总量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而经济增长却不是出口
增长和进出口总量增长的原因 ;经济增长影响着进口的增长 ,经济增长是进口增长的原因 ,但进口增长却不是
经济增长的原因。

三、结 论
1.辽宁省出口、进口、进出口总量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 ,尽管各自的增长是非平稳

的 ,但 L GDP 和 L EX之间、L GDP 和 L TO T 之间以及 L GDP、L EX和 L IM 三者之间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
关系。

2. 出口和进出口总量的增长是辽宁省经济增长的原因 ,而经济增长不是出口和进出口总量增长的原因 ;
经济增长是进口增长的原因 ,但进口却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由此可看出辽宁省的经济增长是“出口导向”型
的。另外 ,出口增长对辽宁省的经济增长的效应较大 ,国内生产总值对出口的弹性大于 1。

3. 进口虽不是辽宁省经济增长的原因 ,但不能因此忽视进口的作用 ,因为进口的一些原料、中间产品是直
接为出口服务的 ,它可以通过影响出口而影响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 ,通过进口一些先进设备和关键技术 ,可以
提高整个经济的竞争力 ,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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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项重要的贸易救济措施 ,反倾销已成为各国保护国内产业的主要手段之一。当前 ,我国已成为世
界上遭受反倾销起诉最为严重的国家。同时 ,我国是一个进口大国 ,而我们很多产业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陆
续发展起来的 ,幼稚产业较多 ,很容易受到国外倾销产品的冲击。

截至 2004 年 12 月 31 日 ,国外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达 6000 余起 ,涉案产品涉及轻工、化工、纺织、农
产品、机械电子、医疗保健等 4000 多种商品。但同样是截至 2004 年年底 ,中国对外仅仅发起了 35 起反倾销
调查。这说明中国对外反倾销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中国是在应对国外的反倾销调查过程中 ,才开始认识反倾销这一重要贸易救济措施的。中国的反倾销工
作起步较晚 ,但是发展较快。1997 年 3 月中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为中国对外实
施反倾销提供了法律依据 ,同年 12 月 ,中国对进口新闻纸开始反倾销立案调查 ,并最终裁定对原产于加拿大、
韩国和美国的进口新闻纸征收反倾销税。随着中国反倾销实践的启动和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2002 年初
中国重新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此外 ,原外经贸部和原国家经贸委作为反倾销的主管部门 ,
也颁布了一系列行政规章。2004 年 3 月 31 日 ,中国又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并已于 2004 年
6 月 1 日正式实施。这表明中国已不再只是消极应对国外对中国产品发起的反倾销调查 ,而是拿起反倾销的
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一、中国对外反倾销现状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我国的进口贸易也在不断增加。国外出口商十分重视这一庞大的且充满发展

潜力的市场 ,并积极通过价格等谋略谋求更大的市场份额 ,我国政府在应对其他国家反倾销的同时 ,也认识到
维护国内正常贸易秩序的重要性。从 1997 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到 2004 年年底 ,中
国共针对外国倾销产品立案 35 起 ,完成初裁 28 起。详细情况见下表 :

1997 - 2004 中国反倾销调查立案数

资料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调查机关公告

　　从立案标的看 ,中国的立案标的都比较大。2002 年立案的 21 起案件 ,总销售额为 1095 亿人民币 ,平均
每个案件约有 50 亿人民币的销售额 ,这充分说明我们受到倾销损害的产业都是一些比较大的产业。

从立案国别来看 ,中国对外发起反倾销调查的主要对象主要是周边国家和地区以及主要贸易伙伴 ,截止
2004 年年底 ,中国发起的 35 起对外反倾销调查中 ,有 25 起涉及韩国 ,位居第一位 ,比例达到 71. 4 % ;日本位
居第二位 ,有 21 起 ;其次是美国 ,18 起 ,欧盟整体及成员 ,共有 18 起 ;俄罗斯 8 起 ,中国台湾地区 6 起 ,印度 ,印
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新加坡各有 2 起。

从行业特点来看 ,中国立案行业集中在化工、冶金及轻工产品。35 起反倾销调查中 ,主要涉及 5 类产品 ,
其中涉及到化工产品的有 25 起 ,占总调查数目的 71. 4 % ;涉及冶金产品的和造纸产品的均 3 起 ,均占 8.
57 % ;涉及纺织品有 2 起 ,占 5. 56 %。这主要是因为化工行业国内的供给小于需求 ,存在较大的市场缺口 ,而
在国际上 ,化工产品却处于供过于求的生产状态 ,他们利用倾销等不公平贸易手段抢占中国市场的可能性非
常大。

二、中国对外反倾销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反倾销立案慢、裁决慢。反倾销调查立案对倾销产品的进口具有威慑作用 ,反倾销措施的裁决是对国

内产业实施保护 ,但立案慢、裁决慢影响了反倾销措施的效果。这主要是因为反倾销调查、复审必须遵循相应
的法律程序 ,从立案到最终裁决通常需要一年时间。而我国的调查机关面临的反倾销案件涉及进口商品金额
大 ,应诉公司多 ,通常需要 1 年半以上的时间。再者由于反倾销工作量大 ,调查人员人手不足 ,缺乏经验 ,也缺
乏专业分工。目前 ,我国反倾销调查机关人员仅相当于美国的 1/ 50 ,欧盟的 1/ 30 ;加上反倾销涉及法律、会
计、贸易知识并需要具备较高的英语水平 ,我国目前严重缺乏这种复合性人才。

2.企业在反倾销中的作用发挥不够充分。这主要表现在对政府依赖心理重 ,举证能力差 ,对反倾销制度
缺乏全面了解 ,而且存在“搭便车”的思想。许多企业认为提出反倾销申请 ,虽然可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但
无形之中也保护了其他相同或相似产品生产商的利益。如果其他厂商提起反倾销申请获得支持 ,自己也可以
共享成果 ,以致在提起反倾销申请及在调查和征集资料时单兵作战 ,难以形成合力。

3.立案门槛高。我国的调查机关立案谨慎严格 ,只有在有充分的证据时才立案。相比之下 ,欧盟、美国等
反倾销传统使用者只要申请人提供存在倾销和损害的初步证据就会立案 ,在案件的调查过程中 ,再裁定有无
倾销或损害 ,决定是否终止调查。鉴于反倾销立案在一定情况下能起到威慑作用 ,阻止进口产品的进一步倾
销 ,适当掌握立案标准是一种更加灵活的运用反倾销保护国内产业利益的方式。

4. 我国行业协会在反倾销工作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我国的行业协会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 ,其改革与发展 ,明显滞后于企业 ,并受政府多方制约。目前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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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当前我国的住宅租售比引发的思考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刘 　青 　卓四清

[摘要 ]价格是房地产市场的核心。租赁市场和销售市场就如同房地产市场的两个车轮 ,只有并行协调发展 ,
整个房地产市场才能平稳、健康、有序的发展。我国的房地产市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逐步完善 ,但是住宅价
格运行机制仍没有理顺。本文在对合理的租售比模型进行推理的基础上 ,以武汉和上海目前的租售比现状为
实例 ,对目前的不合理状况作了简要分析。
[关键词 ]住宅租售比 　房地产泡沫 　住宅价格机制

房屋出租是将房屋使用权转让他人 ,并收取作为住房服务价格的租金的行为。房屋出售是将房屋所有权
一次性转让他人 ,实现房屋资产价值的行为。住宅租售比是衡量住宅市场价格合理与否的重要指标。在市场
机制作用下 ,健全的房地产市场中作为住房资产价格的售价与作为住房服务价格的租金之间理应存在一定的
相关关系 ,虽然两者彼此间会相互调节与平衡 ,但由于房地产交易市场和租赁市场又是相对独立的市场 ,两者
之间的市场主体构成及其行为特性不同 ,其运行特征及价格形成机制也存在差异。因此 ,当一个城市的房地
产销售价格上升幅度过快或长时间居高不下 ,而当地的房屋租金却没有随之变动、给予房价有效支撑 ,致使

业协会 ,或偏重于管理而服务不够 ,或偏重于服务却不到位 ,不能适应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需要。我国许多行
业协会由于种种原因 ,为企业服务的意识不强 ,无法在企业中树立威信 ,应有职能得不到充分发挥。由于我国
的行业协会多是以本部门、本系统的国有企业居多 ,跨部门、跨系统、跨所有制的较少 ,所以代表性不强。我国
相关立法滞后也制约了行业协会的发展。目前 ,我国尚未就行业协会问题专门立法 ,这就无法对行业协会的
性质、职能、地位、权利和义务、组织结构等问题加以法律规定 ,无法解决行业协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 ,使行
业协会不能进行有效的运作 ,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行业协会的发展和与国际惯例接轨。而且我国大多数行业
协会规模很小 ,无法胜任当前行业管理的大量工作 ,也就很难在反倾销中发挥作用。

三、改进现状的策略建议
1.加大力度 ,加快立案裁决速度。鉴于反倾销措施对国内产业的保护作用 ,一定要注意其时效性。要借

鉴欧盟及美国的经验 ,灵活把握立案标准。对于涉及政治、经贸关系以及我国整体经济发展等敏感案件 ,要密
切联系我国的贸易政策、产业政策、竞争政策以及外交和国别政策 ,酌情考虑立案、调查和裁定工作。对我国
产业缺乏竞争优势但需要保护发展的产品、已采取反倾销措施的产品 ,及时掌握其进口数量、价格的变动 ,适
时启动反倾销调查和复审。

2. 增强企业的自我保护意识 ,充分发挥企业在反倾销过程中的作用。申请反倾销是一种企业行为 ,而非
政府行为。由于目前乃至今后国家或地区间的贸易摩擦频繁。因此 ,国内企业了解反倾销程序、加强反倾销
意识是非常必要的。只有企业首先提出反倾销申请及有关证据 ,有关政府部门才能受理并决定是否立案调
查。反倾销调查是专业性很强 ,耗时较长的工作。提出申诉的企业要有人力、物力、财力上的充分准备。在正
式立案前要做好保密工作 ,防止被诉企业采取相应的措施影响反倾销调查的进行和裁决。当前的情况是中国
的大多数企业对反倾销法不太了解 ,利用反倾销来保护自己的意识不强。政府主管机关要采取措施 ,提高企
业申诉的积极性。

3.加强行业协会的协调作用。反倾销行动 ,单凭企业个体的力量是很难做到的 ,必须联合行业内的多数
企业 ,这就需要大力发挥行业协会的职能。对于行政色彩很浓的中国行业协会说 ,必须强化自己的服务职能。
行业协会应尽可能给企业提供反倾销的人力、物力、技术支持 ,加强反倾销法律规范的宣传、咨询和人员培训
工作 ,了解国际、国内市场动向 ,全面采集本行业会员各自必备的证、帐资料和市场资料 ,为日后随时需要的反
倾销指控提供证据。

4. 建立完善中国的产业损害预警机制。产业损害预警机制是通过对重点敏感产品进出口数量、价格及国
内生产情况等重要参数变化的监测 ,分析其对国内产业的影响 ,发布重要产业受到实质性损害、实质性损害威
胁或阻碍发展的预警 ,并及时有效的提供发起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调查的资料 ,并实现产业保护的前
置化。2001 年 ,国家经贸委研究制定了《建立产业损害预警机制的总体方案》,并先后启动了汽车、化肥和钢
铁三大行业的产业损害预警机制。目前这三大行业的预警机制还不够完善 ,主要是因为地方政府在反倾销领
域不具备直接出面的资格 ,同时 ,中国的行业协会由于行政色彩过重、法律地位不高 ,也很难担此重任。并且 ,
中国启动预警机制的行业太狭窄 ,中国的许多行业还不成熟 ,如高科技行业 ;即使是传统行业 ,如金属及金属
制造、化工行业 ,生产率还非常低下 ,附加值水平低。所以 ,中国要进一步扩大产业损害预警机制的范围 ,进行
产业国际竞争力析 ,把中国的产业放到全球大舞台上进行比较 ,努力改变中国对外反倾销的现状。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 :www. mofcom. gov
[2 ]中国贸易救济网 :http :/ / www. cacs. gov. cn
[3 ]王林生、张汉林主编 :《反倾销热点剖析》,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4 ]刘重著 :《反倾销》,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65·

《技术经济》 第 1 期 (总第 217 期) 2006 年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