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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美国是世界上发起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自2006年中国遭遇首例由美国发起的反补贴调查

开始,针对中国企业的此类调查呈现波动增长的态势,对我国涉诉企业的出口活动构成了显著冲击。本文

梳理了美国对华实施反补贴措施的现状,涵盖调查的数量趋势、所涉行业范围以及法律实践层面的变化,

并深入探讨美国采取此类贸易保护措施的根本原因,进一步阐述此类反补贴调查与措施对中国出口经

济的具体影响,进而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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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country with the most anti subsidy investigations in the world. Since China 

encountered its first anti subsidy investigation initia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in 2006, such investigations targeting 

Chinese enterprises have shown a fluctuating growth trend, which has significantly impacted the export activities 

of Chinese companies involved in litigation.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implementing anti subsidy measures against China, covering the trend in the number of investigations, the scope 

of industries involved, and changes in legal practice. It also delves into the fundamental reas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adopting such trade protection measures, further elaborates on the specific impact of such anti subsidy 

investigations and measures on China's export economy, and proposes targete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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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美国对华反补贴的历史深刻反映了中美贸易关系在新世纪

的复杂变化与发展。自从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其迅速崛起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和重要贸易伙伴,引发了一系列

国际贸易动态。2005年,美国通过了《美国贸易权利执行法案》,

该法案历史性地将美国国内的反补贴立法扩展至原本不适用反

补贴法的非市场经济体,特别是针对来自中国的输美产品,这是

美国政策层面上首次系统性地对中国采取明确的反补贴措施。

2006年,美国商务部对原产于中国的铜版纸发起了首例反补贴

调查,此举开启了美国正式对中国商品运用反补贴手段的先例。

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对外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美国

对中国的反补贴调查案件呈显著上升趋势,这些案件覆盖了从

传统重工业如钢铁和化工,到新兴高科技领域如太阳能等多个

产业。 

为了进一步强化反补贴措施,2012年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

了一项关税修订法案,该法案授权美国商务部有权对来源于中

国等被认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涉嫌接受政府补贴的商

品征收反补贴税。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开始实施“美国优先”

政策,贸易保护主义持续升级,美国政府针对我国的贸易制裁体

系愈加完善,对华反补贴案件飙升,中国依托外向型经济体系融

入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模式迎来了巨大的挑战。拜登政府虽然试

图重新回到多边主义框架下,但仍然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

贸易政策,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且保护主义工具与政

策更加灵活多变。2021年,美国出台《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

案》,该法案明确规定,美国贸易代表须在法案生效后的第一年

期限内编制详尽的中国补贴项目目录,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年度

审查机制,在接下来的五年期间内,该目录需每年进行系统性和

及时的修订与更新,以反映中国补贴政策的最新状况及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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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出台的《2022年美国竞争法》扩展了反补贴制度的范围,

引入“跨境补贴”的概念,为美国构建更加全面严苛的反补贴体

系。2023年5月9日,美国商务部公布了《通过反倾销和反补贴法

的管理来完善和加强贸易救济的执行》,该法案强调通过反补贴

法来改进和加强贸易救济措施的执行。值得注意的是,该法规将

允许美国商务部就尚未进口的商品申请提交范围调查,把外国

政府的劳工权利等执法不力证据纳入补贴认定中,此规则将赋

予调查机关新的执法工具,极大扩张调查机构的执法权力,使美

国反补贴调查范围更加广泛。 

1 美国反补贴调查的现状分析 

自2006年以来,美国对华反补贴调查总体上呈波动上升的

趋势。下图1和图2展示了2006年至2023年美国对华反补贴调查

的历史情况和对华进行反补贴调查地区分布图。数据显示,在此

期间,美国累计对华发起了总计111起反补贴调查案件,占同期

中国所遭遇全球213起反补贴调查总数的一半以上,其中,有

84.6%得到了肯定性的裁决结果。相较于排在其后的加拿大所

发起的32起反补贴调查案件,美国的发起量明显居于领先地

位。截至2023年底,仍有88项反补贴措施在有效期内被执行,

显示出美国对华持续的贸易压力。在各类实施反补贴税率的

案例中,各案之间税率差异悬殊,部分案件的税率甚至飙升至

数百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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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6-2023年间美国对华反补贴调查立案数量 

资料来源：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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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06-2023年对华进行反补贴调查地区分布图(前五) 

资料来源：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 

在美国对中国各类行业开展的反补贴调查行动中,针对最

多的是中国传统的制造业行业,如下图3所示,在2006年至2023

年期间,金属制品行业成为了美国反补贴调查的核心对象,累计

发生了32起案件,数量居各行业榜首。紧随其后的则是化学原料

及工业制品行业,遭遇了14起反补贴调查案件。此外,钢铁工业

与通用设备制造行业分别遭受了10起和9起相关调查。 

与此同时,非金属制品行业、橡胶制品行业以及造纸行业各

自面临了5至6起反补贴调查事件。相比之下,家具制造业、木材

及其木制品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以及纺织品制造业

等行业所遭遇的反补贴调查案件则较少,各行业内发生的案件

数目均在1至4件的区间内,显示出相对较低的发生频率。 

美国在反补贴法律和政策上也频繁进行调整,特别是在对

非市场经济国家的适用上。2012年,美国通过的关税修订法案允

许对来自中国等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所谓“受补贴商品”征收反

补贴税。2021年,提出了《消除全球市场扭曲以保护美国就业法

案》,这一法案旨在对《美国1930年关税法案》中有关反倾销及

反补贴调查的章节进行重大修改。该法案提出了应对市场扭曲

的措施,这可能包括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补贴行为进行更严格

的审查和制裁。法案增强了反规避条款,以防止企业通过改变生

产地或其它方式来规避反补贴税。提出了在反补贴调查中对币

值低估补贴项目的调查,这可能是针对那些通过货币操纵来提

供隐性补贴的国家。 

2 美国反补贴调查对我国的影响分析 

2.1降低我国传统制造业全球竞争力 

美国的反补贴措施对中国传统制造业的持续发展和全球竞

争力构成了实质性障碍。中国制造业的优势在于庞大的生产能

力、高度集成的产业链条以及相对于发达国家的竞争性成本优

势。这种独特的竞争优势使得中国生产的传统制造商品在全球

市场上享有较高的性价比,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本土制造商形

成显著竞争压力,尤其是在那些依赖价格优势和规模化生产的

市场细分领域,中国企业的市场份额增长和盈利能力提升给美

国企业带来了挑战。美国政府采取的反补贴政策,即对我国企业

出口商品实施额外的税收负担,实质上抬高了中国产品进入美

国市场的门槛。与此同时,反补贴调查程序的复杂性以及结果的

不确定性,增加了我国企业在制定长期发展战略和投资计划时

的决策难度,迫使它们不得不充分考虑潜在的反补贴税风险,并

可能因此在相关领域内放缓或调整投资步伐,进而影响整个产

业的国际化扩张和发展速度。 

2.2促使企业调整经营策略与转型升级 

在美国对华反补贴调查这一背景下,对于那些深度依赖美

国出口市场的企业而言,若无法有效化解额外成本,则会影响其

盈利能力和长远发展的根基,进而催生出调整经营策略和追求

转型升级的迫切需求。美国征收的反补贴税提高了中国出口企

业的财务成本,导致原本借助补贴所维系的价格优势大幅削弱

乃至消失。为抵消关税上调带来的成本冲击,减少对补贴的依赖,

企业应重塑自身的产业结构,力促其快速淘汰能耗高、效益低的

落后产能,并积极导向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与建设,尤其聚焦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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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环保型及服务型制造等新兴领域的发展,力求在新的产

业链高端层面实现突破。 

2.3增加国际贸易环境的不确定性 

美国作为全球贸易的重要参与者,其反补贴措施往往具有

示范效应。当美国对某一国家或地区的补贴行为采取反补贴措

施时,其他国家可能会参考美国的行动,对同一补贴行为采取类

似的措施,或者在自己的贸易政策中引入类似的规定。这种示范

效应可能会导致全球贸易规则的趋同,也可能引发贸易伙伴之

间的紧张关系。同时,美国的反补贴行动会助推全球贸易保护主

义情绪的升温,其他国家在面对竞争压力和保护本国产业需求

时,可能会跟进采取类似的反补贴调查和关税措施。美国对华反

补贴措施往往涉及复杂的国际贸易法律问题,如果其操作超出

WTO规定的范畴,其他国家也可能效仿这种边缘政策,这将对全

球贸易规则和秩序带来冲击,并可能导致其他国家基于同样的

理由对中国或其他国家采取行动。 

3 建议与对策 

3.1利用WTO多边贸易规则诉讼抑制美方滥用反补贴调查

措施 

对话协商,以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难点问题,维护

完善多边贸易体制一直是我国解决国际问题的宗旨。WTO争端解

决机制凝聚着国际贸易诉讼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是国际贸

易摩擦治理比较基本、可靠、稳定的保障。 

美国对于反补贴税的歧视性滥用严重损害了国际贸易环境

的公平公正性,削弱了多边贸易体制的稳定性,为中国企业的对

美贸易带来了严重挑战,也引发了国际社会大量的批判声音。因

此在现阶段,我国应该主动起诉和应诉,加大交涉力度,并运用

WTO规则提供的相应法定程序和救济途径保证实施,遏制美方的

不公正做法,维护国家贸易利益和WTO裁定权威,进一步挤压美

方滥用进攻性单边主义贸易救济调查措施的规则空间,有利于

积极维护产业利益。 

3.2运用政府间交涉、行业协会对话、被诉企业法律抗辩等

手段 

从降低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脱钩风险及维护其稳定性和安

全性看,政府间交涉和行业协会对话有助于利用磋商和对话机

制等平台,探索互利共赢的贸易摩擦化解方式,推动美方调查机

关克制地实施贸易限制措施,维护包括我国企业和美国下游用

户在内的相关方的合法利益,在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贸易

秩序以及构建互惠、合作的新贸易格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

降低单个企业应诉成本、提高胜诉率看,加快推进行业协会、商

会等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使其在联合全部被诉企业进行集

体应诉中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有助于增强全行业抵御反补贴

调查等风险的能力。同时,被诉企业法律抗辩有助于抑制美国在

调查中不正当地对待我国涉案产品,有助于遏制美方依据不合

理的调查结论设置贸易壁垒,有助于维护我国企业和产业在美

国市场上的正当权益,也有利于遏制美国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

蔓延态势。 

3.3修改完善国内现有补贴政策体制,使其更具合规性 

首先我国应当加强对各级政府的地方补贴政策的监管和评

估,并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和明确补贴政策的权限和程

序。其次,要建立健全的补贴政策数据库,及时废止禁止性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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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6-2023 年涉案行业数量统计   资料来源：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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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补贴政策；再次,应当合理规范和界定补

贴的范围和标准,加强对补贴政策的信息公开和透明度,让企业

和公众了解补贴政策的具体内容和目的,避免出现不公平的补

贴和谋取私利的行为。此外,要加强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推动

经济发展向高质量和高效率方向转型；通过优化供给侧结构、

促进技术创新来加强对企业生产率的支持和提升,降低企业对

补贴的依赖并且逐步减少对企业的补贴。发挥市场的主体作用,

鼓励企业进行自主创新,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成本,增强其自身

竞争力。 

4 结语 

近年来,美国的反补贴调查手段日益多元,对华调查案件逐

年上升。研究发现,美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造成了其域内的歧

视性反补贴条款与反补贴调查的滥用,并且会对其他国家造成

连锁效应,最终扩大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对于我国来说,解

决如今的现状必须以保护我国产业不受损害,且确保符合WTO原

则为前提。一方面,我国要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支持世界贸

易组织改革,增强其有效性和权威性。通过WTO争端解决机构、

运用利用WTO多边贸易规则诉讼抑制美方滥用反补贴调查措施,

维护国内产业利益；另一方面,要对我国现有补贴政策体制进行

完善修改,使其更具合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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