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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3年,广东对印度出口268.21亿美元,占中国对印度进出口总额的22.79%,是对印度出口最大

的省份。面对印度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广东企业面临着回应投诉能力不足、政府和社会支持不足的问

题。为了扩大印度市场,文章提出了完善反倾销应对机制、培养涉外法律人才、建立公平贸易服务中心、

建立反倾销案例数据库、提高出口产品质量、积极参与经济贸易全球化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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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2023, Guangdong's exports to India amounted to US$26.821 billion, accounting for 22.79% of 

China's total imports and exports, making it the largest province exporting to India. Facing India's 

anti-dumping investigation against China, Guangdong enterprises face the problems of insufficient ability to 

respond to complaints and insufficient government and social support. In order to expand the Indian market, 

the article puts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such as improving the anti-dumping response mechanism, 

cultivating foreign-related legal talents, establishing fair trade service centers, setting up anti-dumping case 

databases, upgrading the quality of export products and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the globalization of economy 

and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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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据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发布的信息,2023年9月的短短10

日内,印度一口气对中国发起了9起反倾销调查案,印度短时

间内如此密集的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历史上并不多见。而

广东省是中国的出口大省,因此本次反倾销调查首当其冲的

就是广东省的出口贸易,广东省如何应对此次挑战,亟需要对

应的政策建议。 

1 中国及广东出口受到印度采取贸易救济措施的现

状及特点 

1.1贸易救济措施手段和形式单一,以反倾销为主 

2023年其他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共发起87起贸易救济案,

其中印度共对中国发起22起贸易救济调查,占比25%,成为

2023年对中国发起贸易救济调查 多的国家。反倾销调查是

印度采取贸易救济措施 主要的手段和形式。印度频繁发起

反倾销的原因：一是中印贸易具有竞争性。从两国的进出口

商品结构来看,两国都以劳动或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例如纺

织业、医药化工原料、化工产品；二是中印贸易逆差不断扩

大,从2018年的578.42亿美元,增加至2022年的历史峰值

1010.19亿美元,虽2023年有所降低,为991.44亿美元,但中印

贸易仍严重失衡。印度结合自身的发展情况和各种利益集团

的要求,频频使用反倾销。根据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数据显

示,自2013年至2023年,印度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救济案件中,

反倾销181起,占比86.19%,远高于反补贴(4.76%)和保障措施

(9.05%)等手段的运用。 

1.2涉及商品范围与广东出口印度商品类别高度重合,化工

产品是主要涉案商品 

2013～2023年,在印度对中国发起的181起反倾销案中,主

要是以轻工业为主,涉及化工产品的案件91起,位居首位,占比

50.28%；贱金属及其制品13起,占比7.18%；纺织制品案件11起,

占比6.08%。然而,广东省是中国轻工业的制造和出口大省,2023

年广东省对印度出口额排名前三的产品分别为机电产品、贱金

属及其制品、化工产品；其中,贱金属及其制品出口额高达14.52

亿美元,化工产品出口额为11.28亿美元。由此可见,广东省出口

的优势出口产品类别与印度实施反倾销调查等贸易救助措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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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的产品高度重合,这将给广东省对印度出口贸易带来严峻

的挑战。 

1.3立案频繁且涉案金额较大 

与2022年相比,2023年印度对华反倾销案的涉案频率呈

现攀升的态势,密集性对中国相关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2022

年印度对中国发起14起反倾销案中,涉及广东省出口企业的

案件有7起,涉案总金额为2.68亿美元,其中,有2起案件涉案

金额超过1000万美元。涉案商品中,机电产品、塑料橡胶及其

制品和光学医疗仪器为主要调查对象,涉案金额分别为1.50

亿美元、0.91亿美元和0.14亿美元。2023年印度对中国反倾

销案件升至20起,涉及广东省的案件12起,涉案总金额达2.96

亿美元。其中,有5起案件涉案金额超过1000万美元,个案金额

超过1000万美元的案件已占42%以上。主要涉及商品为贱金属

及其制品和塑料橡胶及其制品,涉案金额分别为1.97亿美元

和0.29亿美元。 

2 印度对广东出口产品采取贸易救济措施的影响 

2.1广东产品出口数量下降,出口成本上升 

印度对中国实施大规模的反倾销调查,对中国尤其是广

东产品出口印度造成冲击。自反倾销调查案启动,广东对印度

出口的产品数量就开始下降；反倾销税额认定后,广东的出口

产品在印度市场上价格被迫上升,降低了产品竞争力。由于短

时间内需要寻找新的出口国和客户,或通过转口贸易等方式

将产品输入印度,都将导致广东出口企业的贸易成本极大的

上升。  

2.2加大了印度市场的竞争激烈程度 

由于印度对中国出口企业收取反倾销税,后续的新增新建

企业为了维持产品原有的出口规模和竞争力,会主动降低产品

的出口价格以加入印度市场,从而拉低涉案产品出口均价,加大

了涉案产品在反倾销发起国(印度)市场的竞争激烈程度,减少

了广东出口企业的盈利空间。 

2.3改变广东出口企业的出口布局 

印度对中国采取反倾销,将导致大部分广东出口企业调整

涉案产品在印度市场的出口份额,并向周边国家及企业原有市

场转移,例如越南、巴基斯坦、菲律宾、新加坡等。 

3 广东出口产品应对印度采取贸易救济措施存在的

问题 

3.1政府及社会机构的支持和服务力度还有待加强 

在应对贸易救济方面,广东省的政府及社会机构的支持和

服务力度还不够,虽然广东省主要地级市设有公平贸易工作站

(例如佛山市、深圳市、珠海市),但很多二三线城市尚未全面推

进(例如肇庆市、东莞市等)。在过去的贸易救济案件中,由于缺

乏政府及社会机构的行业协调、预警监测和对外交流交涉等工

作方面的帮助,企业应诉成功率大大降低。 

3.2缺乏应对国际调查案的法律团队 

中国是世界上不公平贸易和贸易救济措施的 大受害

国,2023年印度共对中国发起22起贸易救济调查,成为当年全球

对中国发起贸易救济调查数量 多的国家①。然而,广东省应对

国际贸易争端特别是反倾销案件的法律团队尚不完善,缺乏涉

及世贸组织、国际法律法规以及财会等领域的专业人才,导致广

东省应对反倾销工作不到位、不得力。 

4 对策建议 

4.1完善健全“四体联动”的反倾销应诉机制,锻造高质量

涉外法律人才队伍 

一是充分发挥“四体联动”的应对机制作用。应对反倾销

贸易摩擦新形势,充分发挥商务部、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商协会

及应诉企业“四体联动”的应对机制作用,积极向企业发出案件

预警信息,并快速组织相关涉案企业负责人召开案件应对会。二

是锻造高质量涉外法律服务人才队伍。积极联合省、市商务局、

公平贸易工作站、司法局、律师协会等单位搭建涉外法律服务

供需对接服务平台,加快涉外律师人才培养、聚合,帮助企业防

范化解涉外法律风险,以高质量涉外法律服务助力打好“五外联

动”组合拳。 

4.2建立健全公平贸易服务工作站机制,发挥商协会的作用 

一是设立公平贸易服务工作站。总结国内反倾销应诉成功

案例经验,在广东省(市)的商会或科研院所设立公平贸易服务

工作站,负责国际贸易摩擦的行业协调、预警监测、信息收集、

信息咨询、业务培训以及对外交流交涉工作,完善贸易摩擦应对

和涉外法律服务机制,搭建政企沟通与涉外法律服务供需对接

平台,联动开展贸易摩擦应对工作。二是强化商协会的管理协调

功能。一方面,商会在政府有关部门的帮助下,管理好行业的经

营秩序,统一协调某种产品的出口低价,防止企业间低价竞销,

减少内耗。另一方面,促进商检、商会、海关和企业的沟通合作,

对一些重要出口商品的价格和数量进行监督和协调,对违反价

格规定和自行低价出口的企业进行处罚。 

4.3建立反倾销案例数据库,用好信息服务平台,完善反倾

销预警机制 

依托公平贸易服务工作站,为企业提供快捷、实用的信息服

务。一是及时收集整理报送预警信息。具体是与本区域(行业)

内重点国别、重点产业、重点企业或重点产品相关的国际贸易

摩擦预警信息、市场趋势、经贸政策等动态信息。二是搭建数

字化网络信息服务平台,建立反倾销案例数据库。方便企业获取

掌握各出口市场国的国内商品进口详细情况、相关行业和企业

的生产经营情况、企业和相关协会在申诉方面的动向以及政府

部门的态度等信息。三是助力出口企业建立反倾销预警机制,

强化对反倾销调查的可能性进行风险评估,预先警示并及时制

定相应对策。 

4.4以产品高端化和绿色化提升产品品质,跳出低价竞争

陷阱 

轻工业是广东省传统优势产业,加快推进轻工产业的转型

升级,以产品高端化和绿色化提升出口产品的品质,是减少反倾

销等非关税贸易壁垒的重要举措。一是发展绿色低碳贸易。加

快实施钢铁、化工、纺织等行业的绿色化改造、加强轻工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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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减排、清洁生产和末端治理工艺技术的创新开发及成果推

广应用,大幅削减轻工产业的能源消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提

升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推进轻工产业绿色发展。二是发展

高端优质制造。加强从基础研究、技术研发到工程应用的轻工

领域创新链布局,特别是激发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带动轻工产

品的品质优化及品牌提升,扩大轻工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和品牌

美誉度,绕过低价竞争陷阱。 

4.5积极宣传,加强沟通和协调,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

规则 

一是向印度有关部门(如财政部等)阐明我方立场,宣传发

起贸易救济措施不仅会“伤敌一千”,还会产生 “自损八百”

的双重效应。二是强调解决贸易逆差只能通过打造自己的工业

链,加强与中国等外资合作共赢,才能为实现“印度制造”的长

远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在双边或多边国际会议上,呼吁印度

恪守世贸组织规则,从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发展大局出发,为包

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提供公平、非歧视、可预期的市场

环境。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面对如此频繁的国际反倾销调查,政府及各行业

部门应积极应对,完善健全“四体联动”的反倾销应诉机制,给

涉案企业吃下“定心丸”。未来中印双方仍需共同努力,加强中

印之间的沟通和协调,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规则。 

[基金项目] 

广东省社科规划2023年青年项目(编号：GD23YYJ24)《数

字化转型与制造业出口质量升级：影响机制与广东实践》。 

注释： 

①资料来源：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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