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反倾销法从低征税规则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反倾销法从低征税规则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09339916

10位ISBN编号：750933991X

出版时间：2012-9

出版时间：中国法制出版社

作者：张亮

页数：200

字数：148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反倾销法从低征税规则研究>>

内容概要

本书是由张亮编写的《反倾销法从低征税规则研究》。
《反倾销法从低征税规则研究》的内容摘要如下：
所谓从低征税规则，即以倾销幅度和损害幅度中的低者作为确定反倾销税依据的做法。
WTO《关于实施(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第的协定》(简称《反倾销协定》)中没有“损害幅度”
这一概念，但其第9条第1款规定，“如反倾销税小于倾销幅度即足以消除对国内产业的损害，则该反
倾销税是可取的”。
由此可见，《反倾销协定》鼓励成员方在损害幅度(即“足以消除对国内产业的损害”的幅度)小于倾
销幅度的情况下，按照损害幅度征收反倾销税，也即适用从低征税规则。
不过，这种适用不具有强制性，成员方有权自行决定是否适用从低征税规则。
而且，《反倾销协定》未对如何在反倾销中适用从低征税规则做出任何规定。

从法律上讲，从低征税规则符合反倾销法的目的、符合《反倾销协定》的精神、符合税法的税收中性
原则、符合WTO的自由贸易原则；从经济上讲，从低征税规则有利于国内产业的健康发展、符合进口
国的整体利益，极具合理性。
同时，从低征税规则与现有的公共利益条款无论在制度设计出发点上，还是外部特征上均存在较大的
差异，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法律制度，不存在孰优孰劣以及相互取代的问题。

从低征税规则适用的关键在于损害幅度的计算。
欧盟在损害幅度的计算上，不仅最具代表性，而且具有最为丰富与成熟的经验。
从实践来看，欧盟主管机关当前计算损害幅度的方法为削价法与低价法。
所谓削价法，是指根据倾销进口产品与欧盟同类产品的削价程度来计算损害幅度的方法。
所谓低价法，是指根据倾销进口产品与欧盟同类产品的低价程度来计算损害幅度的方法。

主管机关在损害幅度的计算方法上享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可以依照个案的情况对损害幅度的计算方
法进行调整。
继欧盟之后，越来越多的成员方认识到从低征税规则在反倾销中的意义，开始在反倾销中适用从低征
税规则，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印度、韩国等成员方。
总体而言，在从低征税规则的适用上，这些成员方的具体做法虽有所不同，但都在较大程度上受到了
欧盟的影响。

从低征税规则是WTO多哈回合反倾销谈判中最受关注的议题，成员方已提交大量关于从低征税规则的
提案。
纵观这些提案，可以根据其立场大致分为五类：其一，以“反倾销谈判之友”为代表的“强烈支持派
”，不仅主张强制性适用从低征税规则，而且较为详细地提出了具体的损害幅度计算方法。
其二，以欧盟为代表的“温和支持派”，主张强制性适用从低征税规则，但未提出具体的损害幅度计
算方法。
其三，以中国为代表的“差别适用派”，主张在发达成员方对发展中成员方征收反倾销税时，强制性
适用从低征税规则，但未提出具体的损害幅度计算方法。
其四，以美国为代表的“强烈质疑派”，强烈质疑强制性适用从低征税规则的可能性。
其五，以澳大利亚为代表的“温和质疑派”，对强制性适用从低征税规则提出了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
题。
无论是从法律上还是经济上，从低征税规则都极具合理性，《反倾销协定》中理应引入强制性的从低
征税规则。
但是，尽管大部分成员方已认识到从低征税规则的合理性(即使美国也未直接质疑从低征税规则的合理
性)，但由于强制性的从低征税规则(无论是普遍性的强制适用，还是仅在发达成员方对发展中成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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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反倾销税时强制适用)受到美国的强烈质疑，因此在《反倾销协定》中引入强制性的从低征税规则
困难重重。
中国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应调整现行立场，转而支持强制适用从低征税规则。

虽然中国《反倾销条例》把倾销和损害均作为采取反倾销措施的条件，但《反倾销条例》仅把倾销幅
度作为确定反倾销税的依据，而未要求按照倾销幅度与损害幅度的低者确定反倾销税。

也即不适用从低征税规则。
但是，从低征税规则具有多方面的合理性。
更为重要的是，适用从低征税规则不仅顺应国际趋势，而且符合中国的利益，故中国有必要在反倾销
中适用从低征税规则。

中国应当修改《反倾销条例》，在其中加入从低征税规则；借鉴欧盟的削价法和低价法计算损害幅度
，并在实践中逐步完善损害幅度的计算方法；确保损害幅度计算的客观性和透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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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对于如何确定反倾销税，WTO成员方有着不同的做法。
在中国、美国等WTO成员方，主管机关根据倾销幅度确定反倾销税。
但在欧盟等成员方，如果损害幅度低于倾销幅度，则按照损害幅度——而非倾销幅度——确定反倾销
税；如果损害幅度高于倾销幅度，则按照倾销幅度确定反倾销税。
这种以倾销幅度和损害幅度中的低者作为确定反倾销税依据的做法，在反倾销法上被称作“从低征税
规则”。
虽然有关反倾销法的高水平著作不少，但尚无一本专门研究从低征税规则的专著，即使有部分内容涉
及到从低征税规则，一般也是对从低征税规则的简要介绍，或从某一方面对从低征税规则进行研究。
有鉴于此，张亮编写的这本《反倾销法从低征税规则研究》拟对从低征税规则进行系统的、深入的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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