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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lobal trade protectionism has risen again since 2011, while China’s photovoltaic products have 
expanded rapidly with the advantage of low cost. Countries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have launched anti-dumping investigations on China’s photovoltaic products, and the develop-
ment of China’s photovoltaic industry has suffered a major blow. Based on the data analysis of 
China’s photovoltaic exports from 2008 to 2017,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trade effects of the im-
plementation of anti-dumping measur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foreign anti-dumping measures 
against Chinese photovoltaic products have produced significant trade restraint effect, trade 
transfer effect and trade deflection effect. China should integrate and upgrade the photovoltaic 
industry structure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open up new markets to promote the sus-
tained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na’s photovoltaic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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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2011年以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而中国光伏产品凭借低成本优势快速扩张。以美欧为首的国

家纷纷掀起对中国光伏产品反倾销的调查，中国光伏产业发展遭受重大打击。本文基于2008年~2017年
的中国光伏出口总额数据分析了实施反倾销措施产生的贸易效应。结果表明，国外对中国光伏产品实施

反倾销措施后产生了明显贸易抑制效应、贸易转移效应、贸易偏转效应。中国应对光伏产业结构进行整

合升级和技术革新，开拓新市场，以促进中国光伏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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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光伏产业作为世界能源发展的新趋势，越来越受到世界各个国家的关注，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发展本

国光伏产业。中国在加入 WTO 以后，光伏产业发展迅猛，光伏产品出口总额从 2008 年的 117.45 亿美元

爆发式增长到 2011 年的 279.46 亿美元，占据了全球 65.8%光伏市场，成为全球主要的光伏设备及电池生

产国和出口国。可是随之而来的是对中国光伏出口产品的反倾销诉讼案件急剧增加，我国已成为遭受反

倾销最多的国家。自 2011 年以来，欧盟与美国相继发起了针对中国光伏产品的反倾销调查，贸易摩擦不

断加大，我国光伏产业遭遇发展的严冬，各国对我国出口光伏产品频频采取的反倾销措施已经构成我国

经贸发展的实质性障碍，光伏出口贸易严重缩水，2012 年中国光伏总额较 2011 年下降了 37.44%，80%
以上的中国多晶硅企业被迫停产，80%的多晶硅企业工人处于待岗，欧美对华的反倾销立案，严重影响

了我国光伏企业的出口和成长。 
围绕着双反措施的原因及贸易效应，国内外学者展开了丰富的研究，为本文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在欧美对华进行反倾销调查的原因研究方面，研究者[1] [2]认为是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世界经济整

体下行，主要国家大幅度削弱光伏扶持力度是主要原因。研究者认为国内光伏产品生产过剩，产品同质

化严重，企业偿债能力差，财务风险高是主要原因。研究者[3] [4]认为企业盲目扩张，出口增速过快，还

有[5] [6] [7] [8]中国企业抗辩意识淡薄，不熟悉国际反倾销及反补贴规则是遭遇反倾销调查的主要原因。

而在反倾销调查产生的贸易效应的研究方面，研究者[9]通过实证分析计算征收反倾销税会导致第三方国

家的进口数量增加 40%~60% (贸易偏转效应)。[10] [11]使用学术上的贸易破坏效应、贸易转移效应、贸

易偏转效应去描述解释了反倾销措施潜在的影响。研究者[12] [13] [14] [15]通过模型实证分析反倾销调查，

印度、美国对第三方国家的商品进口增加，即存在贸易转移效应。研究者[16] [17] [18]分析认为反倾销调

查对涉案产品出口贸易最直接的经济效应就是贸易破坏效应，也是衡量反倾销调查指控国对本国产业救

济效果的主要指标。本文在这些成果进行系统总结的基础上，简要评析了总体研究现状，通过对具体的

光伏反倾销案例的分析，并指出当前亟待进行深入研究的问题，希望为该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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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光伏出口遭遇反倾销调措施的现状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CPIA)数据显示，2010~2018 年三季度，中国光伏产品累计出口约 1400 亿美元。

据图 1 数据显示，2008 年至 2011 年中国光伏爆发式加速发展，累计出口 755 亿美元光伏产品，累计增

长 57.97%，连续四年位居世界第一；受欧盟、美国的“双反”调查等直接影响，2011~2012 年，光伏产

品出口总额由 279.24 亿美元下降至 174.83 亿美元，同比下降 37.44%，中国严重依赖出口的光伏产业转

入寒冬，中国企业产品出口开始下滑；2014 年，光伏产业开始回暖，光伏出口总额也回升至 193.89 亿美

元。2015 年光伏出口总额再次突破 200 亿美元以上，但 2016~2017 年又逐渐下降。总体来说，2008~2011
年期间增长迅速，2011 年开始对中国进行双反调查后，2012 年至 2017 年比前期相对稳定增长。 
 

 
Figure 1. China’s total exports of photovoltaic products in 2008-2017 
图 1. 2008~2017 年中国光伏产品出口总额 

 
由于中国光伏产业盲目扩张、出口速度过快，再加上经济波动导致保护主义盛行等因素，我国光伏

出口频遭国外反倾销调查。自 2011 年起，中国遭受到反倾销调查近 20 多件，其中主要案例如表 1 所示。 
 
Table 1. Foreign anti-dumping investigations into China 
表 1. 国外对中国光伏反倾销调查事件 

时间 国外对中国光伏反倾销调查事件 

2011-11-16 美国商务部对我国提起光伏反倾销诉讼，同时裁定对中国输美的产晶体硅电池 
及组件征收 18.32%至 249.96%的反倾销税，以及 14.78%至 15.97%的反补贴税 

2012-09-06 一些欧盟企业向欧盟委员会正式提交对中国光伏产品反倾销立案调查的申请， 
欧盟委员决定宣布正式立案，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 

2012-11-23 印度太阳能制造协会(ISMA)对我国提起光伏反倾销调查 

2013-06-06 欧盟委员会宣布对中国光伏反倾销调查的最新裁定，决定将从 2013 年 6 月 6 日到 
8 月 6 日对产自中国馆的光伏产品征收 11.8%的临时反倾销税，此后税率将升至 47.6% 

2014-01-29 美国商务部对中国进口的晶体硅光伏产品发起自 2011 年来的第二次双反调查 

2014-05-14 澳大利亚企业对中国光伏产品提起反倾销诉讼，澳大利亚反倾销委员会 
做出对光伏产品征收反倾销税的最终裁决 

2014-12-05 加拿大企业向加拿大边境服务署(CBSA)提出对来自中国的加拿大 
光伏组件产品启动双反调查，CBSA 做出损害裁决 

2016-07-01 土耳其经济部发布公告，对来自中国的光伏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征收为期 5 年的反倾销税 

2017-07-21 印度商工部发布公告，对原产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发起光伏反倾销调查，印度宣布调查期 4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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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反倾销措施的贸易效应分析 

3.1. 贸易抑制效应 

申诉国对指控对象国的涉案产品进口将会明显减少，应诉国相关产品的出口受到阻碍，贸易量减少，

即贸易抑制效应。根据图 2 分析得出，2008~2011 年期间，中国出口的光伏产品数量急剧上升，相比之

下，日本在同时期的光伏出口数量也增加了，但不像中国那样的显著。2011 年，欧美开始对中国实行反

倾销措施，中国光伏产品出口数量急剧下降，2012 年与 2011 年同期相比下降 37.44%，然后在后两年开

始慢慢恢复，2012 年至今，中国光伏产业发展仍然不稳定，2012~2017 光伏产品出口额相较于 2011 年仍

处于负增长状态，贸易规模下降严重。再次相比之下，没有接受反倾销调查的日本，2011~2017 年间的

光伏出口数量没有太大变动，一直保持在一个十分稳定的状态。所以欧美对中国光伏产品进行反倾销调

查，征收高额的反倾销与反补贴税，导致中国贸易规模下降，光伏产品出口数量减少，产生了明显的贸

易抑制效应。 
 

 
Figure 2. China and Japan’s exports of photovoltaic products in 2008-2017 
图 2. 2008~2017 年中国、日本光伏产品出口总额 

3.2. 贸易转移效应 

贸易转移效应是指由于关税同盟对内取消关税，对外实行统一的保护关税，关税同盟国把原来从同

盟外非成员低成本生产的产品进口，转换为从同盟内成员国高成本生产的产品进口，从而发生了贸易转

移，即贸易的转移效应。贸易转移效应通常被视为一种负效应，这种生产转换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如

图 3 所示，2008~2011 年期间，欧盟从中国进口的光伏产品急剧上升，2011 较于 2008，同比上升 52.2%，

从第三方国家进口数量也开始上升，但增长趋势没有中国明显。2011 年欧盟对中国进行反倾销调查，征

收反倾销税与反补贴税，中国光伏产品价格上升，第三方国家的光伏产品价格降低，于是，欧洲改从第

三方国家进口。欧盟从中国进口的光伏产品数量急剧下降，到 2017 年欧盟进口的中国光伏产品只有 2011
年的两成，只占中国光伏出口的 7.4%。2013 年从第三方国家进口数量开始超过中国，并呈稳定增长状态，

产生明显贸易转移效应。 

3.3. 贸易偏转效应 

指控对象国对申诉国的涉案产品的出口数量减少，对第三方国家的出口数量增加，即贸易偏转效应。

以欧美对中国光伏产品实行反倾销调查为例，对中国光伏产品征收反倾销税与反补贴税会导致中国市场

结构发生转变，加快我国的光伏产业转移。由图 4 得出，2008~2011 年中国 90%光伏产品都销售给欧美

市场，出口数量爆发式增长。出口至其他市场的光伏产品数量也不断上升，但趋势不像欧美市场那样显

https://doi.org/10.12677/wer.2019.81001


王荣莎，马江楠 
 

 

DOI: 10.12677/wer.2019.81001 5 世界经济探索 
 

著。 2011 年欧美对中国进行反倾销调查后，2012 年，中国的光伏产品对欧美的出口额为 120.88 亿美元，

同比下降 45.73 了%。2011~2017 年间，中国出口欧美市场的光伏产品大幅度削减，持续下降，2017 年较

于 2011 年，累计下降 91%。相比之下，同时段，中国加大对欧美以外的其他市场的开发，光伏产品出口

额不断稳定增长，2013 年时取代欧美市场，成为中国光伏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2017 年较于 2011 年，

累计增长 60.43%。欧美对中国反倾销措施的实施，产生了明显的偏转效应。 
 

 
Figure 3. EU’s total imports of photovoltaic products from China and Third-Party Countries in 2008-2017 
图 3. 2008~2017 年欧盟从中国、第三方国家进口光伏总额 

 

 
Figure 4. Exports of photovoltaic products to foreign markets in China 
图 4. 中国光伏产品出口外国市场情况 

4. 中国光伏产品出口应对反倾销调查的对策建议 

4.1. 光伏企业积极应对贸易摩擦，进行国际协调 

中国遭遇越来越多反倾销调查，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企业缺乏应对反倾销调查、贸易摩擦的积极

性与主动性。因此中国企业应该充分利用国内各种资源和国外企业沟通协商，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同时光伏企业应该熟练掌握应对“双反”调查的程序，积极向欧美商务部上诉，力争在诉讼

过程中驳回其所作出的“中国政府存在补贴”裁决，同时继续搜集资料，全力做好应对接下来的反倾销。 

4.2. 进行技术创新，增强光伏产品核心力量 

虽然中国出口的光伏产品占位于世界第一位，但不代表中国的光伏技术在世界光伏产业中处于先进

地位，中国生产的光伏产品都是属于加工产品，处于世界光伏产业生产的下游，技术含量低，利润小。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整个光伏产业还相当落后，光伏产业的生产上游——技术研发阶段发展比较缓

慢、投用研发的资金量少，且产业规模小。因此光伏企业应该加大对光伏核心技术的资金投入，重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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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人才的培养，加快技术研发和创新，提高自主研发能力，提高中国光伏产品在国际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加强企业的创新能力，不断追求产品的科技进步，形成自己独立的优势。 

4.3. 改变补贴方式，出台相关政策 

政府的不恰当补贴方式是外国对中国实行反倾销调查的主要原因。虽然外国许多学者过分夸大了中

国政府的产品补贴，但实际客观上中国政府的补贴方式确实不适应当下国际市场的发展。所以政府在补

贴方式上应该根据国际市场和实际的生产情况去进行补贴，改变之前过渡补贴方式。除此之外，中国政

府应该提高光伏产业的准入门坎，引导产业转型升级、推进行业整合，产业联合。加强户用光伏市场的

规范引导开展户用光伏系统的全行业调研，掌握现状、理清问题、综合施策。 

4.4. 开发国内市场，加快走出去战略 

国内光伏市场需求潜力巨大，国家扶持西部开发，西部地区近几年迅速发展，太阳能光伏产品需求

量不断上涨。非洲的制造业发展很大程度受限于能源的匮乏，缺乏充足的电力供应，约有六亿人仍未通

电，超过总非洲人口的一半，市场潜力巨大。因此国家应给出相应的技术支持与政策鼓励，引导扶持国

内光伏企业开发国内市场，减少对外市场的依赖度，减少传统能源的消耗，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发

展。也应转移欧洲市场，开发其他市场，建设与海外合作的光伏平台，加快在海外投资设厂。 

4.5. 发展行业协会 

我国光伏企业过于分散也是难以应对欧美反倾销调查的原因。因此应该建立一个有效，有影响力的

行业协会，以龙头企业为带头人，制定一套适合我国光伏产业的行业标准，制定一系列组织协调机制，

规范企业进行良性发展的全国范围内的行业协会，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加快户用光伏系统的标准

制修订工作，引导户用光伏市场规范化发展，加强行业自律，避免恶性竞争。 

5. 结束语 

本文在已有的学者研究成果上，对 2008~2017 年中国及欧美发达国家光伏进出口总额数据进行处理

比较，进一步分析了中国遭遇反倾销措施的原因和反倾销措施产生的贸易效应，并对此提出了建议性的

解决措施。原因分析结果显示，由于中国光伏产业盲目扩张、出口速度过快，光伏核心技术落后，政府

不恰当的补贴，经济波动导致保护主义盛行等因素，造成中国光伏企业发展受挫，受到严重约制，中国

成为世界上遭受光伏反倾销的重灾区。效应结果分析显示，国外对中国实行的反倾销措施后产生了明显

的贸易抑制效应、贸易转移效应、贸易偏转效应，中国光伏出口的主要市场由原来的欧美市场向其他市

场转移。 

基金项目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国际新能源格局演变与中国的应对策略”(编号：2018SJA1048)江
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我国新能源产业遭遇贸易限制措施的冲击效应与防范研究”(编
号：CXLX13_697)。 

参考文献 
[1] 马谦青. 中国光伏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对策分析[J]. 现代商业, 2017(24): 22-27. 

[2] 魏政, 于冰清. 我国光伏产业发展现状与对策探讨[J]. 中外能源, 2013, 18(6): 15-25. 

[3] 廖雄彬. 贸易摩擦对中国光伏产业发展的影响[J]. 中外企业家, 2014(36): 26. 

https://doi.org/10.12677/wer.2019.81001


王荣莎，马江楠 
 

 

DOI: 10.12677/wer.2019.81001 7 世界经济探索 
 

[4] 蒋旭. 贸易摩擦对中国光伏产业发展的影响研究[J]. 价格月刊, 2016(10): 58-61. 

[5] 杨海艳, 陈晓川, 吴秀清. 我国光伏产业两次遭受『双反』调查的原因与对策[J]. 对外经贸实务, 2015(12): 42-45. 

[6] 曹晓超. “双反”对中国光伏产业发展的影响及应对措施[J]. 经济视角, 2012(5): 22-24. 

[7] 韩玉军, 李雅菲. 美欧对华光伏产品反倾销的成因与影响[J]. 国际贸易, 2013(7): 18-22. 

[8] 朱子心. 欧盟对华光伏产业双反调查初裁结果背后的力量博弈——中欧光伏贸易摩擦分析[J]. 中国外资, 
2013(8): 40-42. 

[9] Prusa, T.J. and Sharp, D.C. (2001) Simultaneous Equations in Antidumping Investigations. Journal of Forensic Eco-
nomics, 14, 63-78. https://doi.org/10.5085/0898-5510-14.1.63 

[10] Bown, C.P. and Crowley, M.A. (2006) Policy Externalities: How US Antidumping Affects Japanese Exports to the EU.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2, 696-714. https://doi.org/10.1016/j.ejpoleco.2005.12.004 

[11] Moore, M.O. and Wu, M. (2015) Antidumping and Strategic Industrial Policy: Tit-for-Tat Trade Remedies and the 
China X-Ray Equipment Dispute. World Trade Review, 14, 239-286. https://doi.org/10.1017/S1474745615000038 

[12] 杨仕辉, 熊艳. 国际反倾销趋势、特点、成因与我国对策研究[J]. 管理世界, 2002(3): 19-32. 

[13] 陈金宝. 美国对我国光伏产业采取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可能带来的影响分析[J]. 时代金融, 2012(3): 84-85. 

[14] 黄益, 侯建明. 中国光伏产品遭欧美“双反”调查的原因及对策[J]. 行政事业资产与财务, 2014(15): 112-113. 

[15] 刘陶陶. 中国光伏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策略——欧美对中国光伏产业进行“双反”调查的反思[J]. 经济论

坛, 2013(12): 125-127. 

[16] 王静仪. 我国遭受反倾销调查的贸易效应探析——基于欧盟对我国光伏产品反倾销调查的案例分析[J]. 价格理

论与实践, 2014(12): 115-117. 

[17] 何青青. “双反”调查背景下我国光伏产业发展的对策探讨[J]. 企业导报, 2012(15): 109-110. 

[18] 韩涌, 周雪. “双反”调查后中国光伏产业平衡发展的对策浅析[J]. 中国商论, 2014(15): 196-197. 
 
 
 

 
 
 
 
 
 
 
 
 
 

 

 

 

知网检索的两种方式： 

1. 打开知网页面 http://kns.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WWJD 
下拉列表框选择：[ISSN]，输入期刊 ISSN：2167-6607，即可查询 

2. 打开知网首页 http://cnki.net/ 
左侧“国际文献总库”进入，输入文章标题，即可查询 

投稿请点击：http://www.hanspub.org/Submission.aspx 
期刊邮箱：wer@hanspub.org 

https://doi.org/10.12677/wer.2019.81001
https://doi.org/10.5085/0898-5510-14.1.63
https://doi.org/10.1016/j.ejpoleco.2005.12.004
https://doi.org/10.1017/S1474745615000038
http://kns.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WWJD
http://cnki.net/
http://www.hanspub.org/Submission.aspx
mailto:wer@hanspub.org

	Trade Effect of Anti-Dumping Investigation and China’s Coping Strategies
	Abstract
	Keywords
	反倾销调查的贸易效应及中国的应对策略
	摘  要
	关键词
	1. 引言
	2. 中国光伏出口遭遇反倾销调措施的现状
	3. 反倾销措施的贸易效应分析
	3.1. 贸易抑制效应
	3.2. 贸易转移效应
	3.3. 贸易偏转效应

	4. 中国光伏产品出口应对反倾销调查的对策建议
	4.1. 光伏企业积极应对贸易摩擦，进行国际协调
	4.2. 进行技术创新，增强光伏产品核心力量
	4.3. 改变补贴方式，出台相关政策
	4.4. 开发国内市场，加快走出去战略
	4.5. 发展行业协会

	5. 结束语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