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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双反”狙击战开启

 新一轮针对中国光伏产品的贸易保护壁垒再次筑起。日前，在回应有关美国就光伏电池及组件全球保障措施调查做
出损害（“201”调查）裁决时，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局长王贺军表示，美国调查机关不顾其他国家、美国国内各
州政府及众多光伏下游企业的强烈反对，坚持认定进口中国光伏产品严重损害国内产业，增加了光伏产品全球正常贸
易的不确定性。据了解，除美国外，今年以来欧盟、印度、土耳其也先后宣布对华光伏产品发起“双反”调查或做出
裁决，中国光伏“走出去”再度受阻。

 美再挥“201”调查大棒

 美国东部时间9月22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就光伏电池及组件全球保障措施调查做出损害裁决，认定进口
产品对美国内产业造成了严重损害，将研究对进口产品采取限制措施。而这也是继2001年美对华钢铁发起“201”调
查并做出裁决后，时隔16年再次挥起贸易救济大棒。

 对此，王贺军直言，光伏产品自由流动有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改善全球气候，在该领域维护自由贸易是各国的
共同责任，也符合各方共同利益，美国此举罔顾了近年来对光伏产品多次采取贸易救济措施、已为其国内产业提供足
够保护的客观事实，“我们希望美国调查机关严格遵循世贸组织相关规定，慎用贸易限制措施”。

 据了解，所谓“201”调查是指根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201条款发起的调查，根据该条款，如果某企业向ITC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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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行业产品因过度进口受严重损害，ITC就需对产品进口国进行全球保障措施调查，对损害情况进行裁定，并在120天
内向总统提交报告和建议。

 此前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光伏产品由于物美价廉的特性，曾一度遭到各国贸易部门“围剿”，其中美国分别于2012
年、2014年宣布对华光伏发起“反补贴”调查并做出裁决，欧盟、印度也相继跟进。正是由于多国贸易保护主义升级
，中国光伏产品出口一度显著滑坡，并逐渐将重心转向其他新兴市场，或采取其他措施避免直面负担过重的“双反”
政策。

 然而进入今年以来，我国光伏产品再次遭遇多国密集“双反”调查。3月，欧委会宣布将对华光伏反倾销反补贴措
施延长实施18个月；4月，土耳其对华光伏组件反倾销案做出终裁决定，宣布自即日起对中国产品征收为期五年的反
倾销税；6月，印度宣布对自中国等地进口的光伏电池及组件发起反倾销调查。

 各有算盘

 表面上，美国、印度等国联手打造了针对中国光伏产品的围剿圈，但背后各国都有自己的小算盘。“由于遭受了美
国十分苛刻的‘双反’举措，不少中国光伏企业选择到东南亚国家开设工厂并转移部分生产线，最终成品就能绕过高
税负继续铺向美国市场”，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告诉北京商报记者，“精明”的美国人不会任由
这一情况扩散，此次ITC发起的光伏电池及组件全球保障措施调查，根本上就是针对中国转移出去的这部分产能，是
对之前“双反”措施的一种补漏。

 而欧盟决定延长对华光伏“双反”举措，更多出于谨慎考虑。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
长白明分析称，中国与欧盟间贸易往来紧密，且进出口相对平衡、存在明显的双向依赖，在制定光伏领域贸易措施时
，欧委会考虑到欧盟对中国市场的依赖，为封堵中国光伏产品可能存在的倾销倾向，延续“双反”措施，“但另一方
面，为了避免因光伏摩擦损害中欧双边贸易大局，欧委会又适当减轻了具体措施的力度，例如宣布对中国结晶光伏产
品最低进口价格每季度下降”。

 有业内专家认为，印度、土耳其跟进举起“双反”旗帜，则是对中国光伏产品在该国市场快速扩张的反制。中国工
信部此前公布数据显示，去年中国硅片、电池片和组件产品出口额同比下降11.3%，对欧美传统市场出口占比降至30
%以下，而对印度、土耳其、智利、巴基斯坦等新兴市场出口显著提升。以印度为例，根据该国分析机构Brge To I
ndia发布的《印度太阳能地图（2016年版）》，去年印度光伏组件前10家供应商中有8家来自中国，全国光伏装机量约
75%采用的是中国产品，15%从美国进口，剩下的10%才由本土制造商提供。

 应对之策

 接连的贸易救济措施，或将成为中国光伏“走出去”的一大阻碍。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官韩晓平表示，美国保障措
施调查或对中国的光伏产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总体来说中国光伏产品的主要市场在中国本土及其他亚洲地区，
美国此举对中国本土光伏企业影响范围有限。他认为，自“十二五”以来，亚洲及国内光伏需求量激增，光伏制造成
本下降，带动产业快速发展，“一方面是容量较大的国内市场，另一方面，还有积极开拓的新兴国际市场，相比之下
美国所占份额已不足以对我国光伏产业整体造成严重影响”。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行业发展部主任江华也进一步指出，目前我国光伏产品在欧洲市场的竞争力几乎丧失殆尽，随着
德国、意大利等欧洲传统光伏市场相继调整支持政策，市场需求大幅下滑，欧洲也不再是我国最重要的光伏出口市场
。不过白明提醒，尽管欧美相关“双反”举措对当前中国光伏产业“走出去”影响有限，但长远来看是进一步封堵了
中国光伏产品进入当地市场的潜在空间，而且，美方此举显然也打乱了中国企业将光伏生产转移到东南亚等地区的节
奏，需要特别提高警惕。

 “相较之下，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印度、土耳其此次跟进反制，或将明显阻碍中国开辟光伏产品多元化市场的步伐
，也从侧面证明目前中国光伏产品进入不少国家都面临较大难度”，白明指出，光伏是一个兼有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
集型特征的产业，既然在高税负的条件下价格优势难保，中国企业可以考虑在产品品牌化、售后服务上多做文章，或
者与当地企业建立合作，通过让出部分利益维持市场份额。（记者 蒋梦惟 张畅/文 白杨/制表）

原文地址：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114692.html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页面 2 / 2

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114692.html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