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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第六章 贸易救济 

 

第一条 定义 

就本章而言： 

（一）《反倾销协定》是指作为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组成

部分的《关于实施 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 6条的协定》； 

（二）国内产业是指相对于某一进口产品而言，其同类

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全体生产者，或者占国内同类产品或

直接竞争产品产量主要部分的生产者； 

（三）《保障措施协定》是指作为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组

成部分的《保障措施协定》； 

（四）《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是指作为世界贸易组

织协定组成部分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 

（五）严重损害是指一国内产业状况遭受全面重大减损； 

（六）严重损害威胁是指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而非仅

凭指控、推测或极小的可能性断定的，明显面临的严重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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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工作日是指除周六、日和发起反倾销调查一方公

共假期之外的日历日。 

 

第二条 总则 

一、双方同意并重申其根据《反倾销协定》、《补贴与反

补贴措施协定》、《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十九条和《保

障措施协定》享有的权利义务。 

二、双方同意以透明的方式实施根据本章所采取的行动。 

 

第三条 合作和磋商 

一、各方应为本章的目的指定一个或多个联络点，并将

上述联络点的详细信息提供给另一方。双方应将联络点详细

信息的修改情况及时通知对方。 

二、一方可要求与另一方就本章在操作中出现的问题进

行磋商。除非双方另行商定，该磋商应在该要求提出后 45

日内通过相关联络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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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反倾销措施 

一、各方同意在针对另一方产品的反倾销程序中严格遵

守《反倾销协定》。 

二、双方同意在双方间的反倾销案件中遵守下列惯例： 

（一）在不违反《反倾销协定》中关于在立案阶段通知

其出口产品受到调查的出口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相关条款

的前提下，一方在收到其产业提交的针对来自另一方产品的

附有适当证明文件的反倾销申请书后，应至少在立案前 7日

通知另一方。 

（二）一方的调查机关应在反倾销调查立案公告中给予

利害关系方立案后不少于 20 日的期间，以便其表明意愿参

加调查程序、提供相关信息1和对立案公告中包含的信息进行

评论，包括对申请人的代表性、被调查产品范围、支持启动

调查的证据等。调查机关应对相关评论进行适当考虑。在上

述期间结束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调查机关应使另一方和其

他利害关系方可获得调查问卷模板（如调查问卷模板发布在

网上，则通知另一方和其他利害关系方）。 

                                                        

1  信息可包括但不限于：利害关系人的名字、地址、法定代表人、联系方式、联系人等，在调查期内向调

查方出口被调查产品的数量和金额，利害关系方的官方印章或法定代表人的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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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方的调查机关应对另一方的一个或多个出口商

在提供被要求的信息方面的实际困难给予适当考虑并提供

可行的帮助；应另一方的出口商请求，一方的调查机关应向

其提供关于提出价格承诺的时间表、程序和在不违反一方有

关保密信息的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必要的任何文件。 

 

第五条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 

一、各方同意在针对另一方的反补贴程序中严格遵守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 

二、任何一方不得对以另一方境内为目的地的任何货物

实施或维持任何形式的出口补贴。 

 

第六条 全球保障措施 

一、当一方根据《1994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十九条

和《保障措施协定》采取措施时，如果原产于另一方的产品

的进口并未造成损害，则可将其排除在该措施之外。 

二、一方应将发起保障措施调查的行动及理由通知另一

方的相关联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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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双边保障措施 

一、一方有权在某一产品的过渡期内针对该产品启动双

边保障措施。某一产品的过渡期始于本协定生效之日，终止

于该产品关税取消完成之日后 5年。 

二、如果一方因履行本协定下的关税减免义务，导致自

另一方进口至其境内的某原产产品的绝对数量增加，或相对

于国内生产量相对增加，并对其生产同类或直接竞争产品的

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则该方有权采取双

边保障措施。在过渡期内，该方可采取保障措施，即将该产

品的适用关税税率提高到采取双边保障措施时该产品适用

的世界贸易组织最惠国税率。 

三、在实施双边保障措施时，除《保障措施协定》第五

条所列的数量限制措施和第九条、第十三条和第十四条以外，

双方应适用《保障措施协定》中关于实施保障措施的规则。

为此，《保障措施协定》的所有其它条款应在必要修正后纳

入本协定，成为本协定的一部分。 

四、尽管有上述规定，只要原产于一方的产品在进口国

的份额不超过所涉产品进口总量的 3%，即不得对该产品实

施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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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障措施最初实施期限不应超过 3年，最多可延长

1 年。不论就某产品实施保障措施的期限，该措施应于该产

品的过渡期届满之日终止。 

六、当措施终止时，该原产产品所适用的税率为未实施

该措施本应适用的税率。 

七、实施第一款所规定措施的一方，经与另一方磋商，

应依照《保障措施协定》第八条向另一方提供双方达成一致

的贸易自由化补偿。减让的形式应实质上等同于该措施所导

致的贸易影响或者所增加的关税负担。如果双方按第三款规

定进行的磋商在 45 日内未能就补偿达成协议，被采取措施

的原产产品一方，可以对原产于另一方的产品采取与该措施

的贸易影响实质相等的行动。采取此行动的一方应仅在达到

实质等同的影响所必需的最短时间内实施行动，而且无论何

种情况，该行动只能在第一款所规定措施的实施期内采取。 

八、一方不得就同样的产品依照《保障措施协定》实施

全球保障措施的同时，实施双边保障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