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附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关于原产于俄罗斯和日本的进

口三氯乙烯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的期终复审裁定

2010年 7月 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以下称调

查机关）发布公告，决定对原产于俄罗斯和日本的进口三氯

乙烯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进行期终复审调查。

调查机关对如果终止原反倾销措施，原产于俄罗斯和日

本的进口三氯乙烯对中国的倾销和损害继续或再度发生的

可能性进行了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倾销条例》（以下简称《反倾销条例》）第四十八条，作

出复审裁定如下：

一、原反倾销措施一、原反倾销措施一、原反倾销措施一、原反倾销措施

2005年 7月 22日，调查机关发布年度第 37号公告，决

定对原产于俄罗斯和日本的进口三氯乙烯实施最终反倾销

措施，实施期限为五年。

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没有利害关系方向调查机关提出

期中复审或新出口商复审的申请。

二、二、二、二、期终复审调查程序期终复审调查程序期终复审调查程序期终复审调查程序

（一）到期公告。（一）到期公告。（一）到期公告。（一）到期公告。

2009年 12月 2日，调查机关发布该年度第 104号公告，

告知利害关系方原反倾销措施将于 2010年 7 月 22 日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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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反倾销条例》，经复审确定终止征收反倾销税有可能

导致倾销和损害继续或者再度发生的，反倾销税的征收期限

可以适当延长。自该公告发布之日起，国内产业可在原反倾

销措施终止日 60天前，向调查机关提出书面复审申请。

（二）复审申请。（二）复审申请。（二）复审申请。（二）复审申请。

2010年 5月 21日，山东滨化瑞成化工有限公司和阿拉

善达康三四氯乙烯有限公司代表中国三氯乙烯产业向调查

机关提交了期终复审申请。申请人主张，如果终止反倾销措

施，原产于俄罗斯和日本的进口三氯乙烯对中国的倾销可能

继续发生，倾销对中国三氯乙烯产业造成的损害可能再度发

生，请求调查机关继续维持该反倾销措施。

（三）立案前通知。（三）立案前通知。（三）立案前通知。（三）立案前通知。

2010年 7月 13日，调查机关就有关期终复审申请事宜

通知了俄罗斯和日本驻华使馆。

（四）立案。（四）立案。（四）立案。（四）立案。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和

第四十八条规定，调查机关对申请人资格和申请书的主张及

相关证明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申请人资格和申请书符合立

案要求。

根据审查结果及《反倾销条例》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 、

第五十一条规定，调查机关于 2010年 7月 21日发布该年度

第 45 号公告，决定对原产于俄罗斯和日本的进口三氯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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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进行期终复审调查。

（五）复审内容。（五）复审内容。（五）复审内容。（五）复审内容。

本次复审调查的内容为，如果终止原反倾销措施，是否

可能导致倾销和损害的继续或再度发生。

（六）立案通知及利害关系方评论。（六）立案通知及利害关系方评论。（六）立案通知及利害关系方评论。（六）立案通知及利害关系方评论。

立案当日，调查机关就立案事宜通知了俄罗斯和日本驻

华使馆，并提供了立案公告和申请书公开文本。同时，调查

机关通知了申请人和已知的涉案国生产商、出口商。有关申

请书公开文本，利害关系方可于商务部公开信息查阅室查

找、阅览、抄录并复印相关信息。

在规定时间内，没有利害关系方对本次复审立案发表评

论意见。

（七）登记应诉。（七）登记应诉。（七）登记应诉。（七）登记应诉。

2010年 7月 21日，调查机关在立案公告中公布，任何

利害关系方可于立案公告发布之日起 20 天内，向调查机关

申请参加应诉。如利害关系方未在立案公告规定的时间内向

调查机关登记应诉，调查机关可以根据已经获得的事实和可

获得的最佳信息作出裁定。

在规定期限内，俄罗斯联邦驻华商务代表处代表俄罗斯

联邦经济发展部作为利害关系方登记应诉本次复审倾销调

查。

在规定期限内，没有俄罗斯和日本被调查产品生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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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商登记应诉本次复审倾销和损害调查。

（八）倾销调查和损害调查。（八）倾销调查和损害调查。（八）倾销调查和损害调查。（八）倾销调查和损害调查。

1.倾销调查

（1）调查问卷

立案后，没有涉案国生产商、出口商应诉本次倾销调查。

因此，调查机关没有对涉案国生产商、出口商发放调查问卷 。

调查机关向申请人发放问卷和补充问卷，要求申请人进

一步提供调查期内三氯乙烯的国际国内市场相关信息。在规

定时间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了答卷。

（2）公开信息渠道

调查机关通过查询海关数据、咨询相关行业协会、查阅

相关网站、公开刊物等方式，收集了与被调查产品及其同类

产品有关的数据、信息。

（3）各利害关系方意见

在调查过程中，没有利害关系方向调查机关提交口头或

书面意见陈述。

（4）听证会

在调查过程中，没有利害关系方向调查机关申请召开听

证会。

（5）披露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二十五条和《反倾销调查信息披

露暂行规则》第三条的规定，调查机关于 2011年 6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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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案利害关系方披露了倾销最终裁定所依据的基本事实，

并给予其提出评论意见的机会。

在规定时间内，没有利害关系方提交评论意见。

2.损害调查

（1）成立产业损害调查组

2010年 9月 9日，调查机关发出《关于成立三氯乙烯反

倾销措施期终复审案产业损害调查组的通知》（商调查函

[2010]226号），成立三氯乙烯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案产业损

害调查组，负责本案的产业损害调查工作。

（2）发放和回收调查问卷

2010年 8月 18日，调查机关向利害关系方发放了《国

内生产者调查问卷》（商调查函[2010]199号）、《国外（地区）

生产者/出口商调查问卷》（商调查函[2010]200号）和《国内

进口商调查问卷》（商调查函[2010]201号）。

在规定的时间内，调查机关共收回调查问卷答卷 2 份 ，

分别为山东滨化和阿拉善达康递交的《国内生产者调查问卷

答卷》。调查机关未收到《国外（地区）生产者/出口商调查

问卷答卷》和《国内进口商调查问卷答卷》。

（3）听取利害关系方意见陈述

①听取申请人意见陈述

2010年 9月 9日，调查机关收到本案申请人提交的《关

于召开三氯乙烯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申请人意见陈述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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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

2010年 9月 13日，调查机关发出《关于召开三氯乙烯

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案申请人意见陈述会的通知》（商调查

函[2010]232号）。

2010年 9月 27日，调查机关召开了三氯乙烯反倾销措

施期终复审案申请人意见陈述会，听取申请人陈述申请理由

及对本案产业损害调查的相关意见。

②听取上下游企业意见陈述

2011年 3月 29日，调查机关发出《关于召开三氯乙烯

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案上下游企业意见陈述会的通知》（商

调查函[2011]75号）。

2011年 4月 14日，调查机关召开了三氯乙烯反倾销措

施期终复审案上下游企业意见陈述会，听取了下游企业对本

案的意见陈述以及上游申请企业对下游企业意见的回应。参

会下游企业表示理解和支持继续维持反倾销措施。会后，调

查机关未收到其他下游企业提交的意见陈述材料。

（4）接收书面陈述材料

2010年 9月 27日，申请人通过代理律师向调查机关提

交了《在三氯乙烯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案申请人意见陈述会

上的发言》。

2011年 4月 14日，申请人通过代理律师向调查机关提

交了《在三氯乙烯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案上下游企业意见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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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会上的发言》。

（5）实地核查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二十条和《反倾销

产业损害调查规定》第二十七条的规定，2011年 3月 28日，

调查机关发出《关于三氯乙烯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案实地核

查的通知》（商调查函[2011]74号）。

2011年 4月，调查机关对申请人阿拉善达康进行了实地

核查。调查组重点对产业损害调查期内申请企业的恢复状况

进行了核查。通过座谈会、实地察看生产装置和生产流程、

查对财务账、核对原始材料等方式，对申请书、调查问卷答

卷以及其他书面材料中提供的信息进行了核实、取证。核查

结束后，被核查企业向调查机关提交了实地核查补充材料。

（6）信息公开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二十三条和《产业

损害调查信息查阅与信息披露规定》第八条、第十四条和第

十八条的规定，调查机关已将本案所有与产业损害调查有关

的公开信息及时送交商务部贸易救济措施公开信息查阅室。

本案所有利害关系方可以查找、阅览、摘抄、复印与本案产

业损害调查活动相关的公开信息。

（7）信息披露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二十五条及《产业

损害调查信息查阅与信息披露规定》第十九条和第二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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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2011年 6月 22日，调查机关向本案利害关系方披

露了产业损害调查裁定所依据的基本事实，并给予其提出评

论意见的机会。信息披露期间，没有利害关系方提出评论意

见。

调查机关对申请书及所附证据、回收的调查问卷答卷、

实地核查情况及各利害关系方递交的书面意见等进行了认

真的审查和分析，在裁决时给予充分考虑。

三、三、三、三、被调查产品和调查范围被调查产品和调查范围被调查产品和调查范围被调查产品和调查范围

（一）被调查产品。（一）被调查产品。（一）被调查产品。（一）被调查产品。

本复审被调查产品与原反倾销调查被调查产品一致，即

三氯乙烯，被调查产品描述与商务部 2005年第 37号公告中

的描述一致。该产品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税

则号：29032200，产品英文名称为 Trichloroethylene（TCE）。

（二）调查范围。（二）调查范围。（二）调查范围。（二）调查范围。

原产于俄罗斯、日本的进口三氯乙烯。

四、国内同类产品和国内产业四、国内同类产品和国内产业四、国内同类产品和国内产业四、国内同类产品和国内产业

（一）同类产品认定。（一）同类产品认定。（一）同类产品认定。（一）同类产品认定。

根据商务部 2005 年第 37 号公告，在原反倾销调查中，

调查机关对国内生产的三氯乙烯和被调查产品的物理和化

学特性、生产过程、产品用途、销售渠道等因素进行了调查 ，

认定国内生产的三氯乙烯与被调查产品物理、化学性质相

同，用途基本相同且可相互替代，包装及销售渠道也基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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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属于同类产品。在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原产于俄罗斯

和日本的进口三氯乙烯和国内生产的三氯乙烯均未发生实

质性变化。因此，调查机关认定，国内生产的三氯乙烯与被

调查产品属同类产品。国内生产的产品与被调查产品的相同

或相似性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1.国内生产的三氯乙烯与被调查产品在物理特性和化学

特性方面基本相同。

二者均是性能优良、用途广泛的有机氯溶剂。常温下为

无色透明重质油状液体，易流动，易挥发，不易燃，具有类

似氯仿的气味。分子量为 131.39，熔点-86.7～-87.1℃，沸点

86.7～87.2℃，相对密度 1.455～1.475，闪点 32.2℃，自燃点

410～420℃。可微溶于水，能与大多数有机溶剂自由混溶，

与普通金属不发生化学反应。具有麻醉性，是一种有毒的化

学品。

2.国内生产的三氯乙烯与被调查产品的生产工艺相同或

相似，产品特性基本相同。

国内企业和俄罗斯企业生产的三氯乙烯产品均采用乙

炔法，生产工艺相同。日本企业生产的三氯乙烯采用乙烯氯

化法或乙烯氧氯化法。不管采用上述何种生产工艺，其所生

产的三氯乙烯产品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基本相同。

3.国内生产的三氯乙烯与被调查产品的用途基本一致。

二者均是碳二有机氯溶剂中溶解力最强的一种，是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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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金属脱脂洗剂，主要用于彩电、电冰箱、汽车、空调、精

密机械、微电子等行业作金属部件、电子元件的清洗剂，其

主要优点是脱脂彻底。用在化工原料上可生产氯乙酸、二氯

乙酰氯、八氯二丙醚、六氯乙烷等产品，还可以用作溶剂和

萃取剂，在农药和医药行业也有一定用途。还可用于生产氯

氟烃的替代品：HFC-134a、HFC-100、HCFC-123、HCFC-124、

HCFC-125，并取代 1.1.1-TCA的大部分用途。

4.国内生产的三氯乙烯与被调查产品的包装和销售渠道

基本相同。

国内生产的三氯乙烯与被调查产品大都以桶装或槽装，

并且通过直销、经销商经销或其他方式销售到最终用户，销

售渠道基本相同。

综上所述，国内三氯乙烯产品与被调查产品在物理特

性、化学特性、生产工艺、产品用途、包装和销售渠道等方

面相同或相似，在市场上具有直接竞争关系。因此，二者具

有可比性和可替代性，属于同类产品。

（二）国内产业认定。（二）国内产业认定。（二）国内产业认定。（二）国内产业认定。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十一条和《反倾销产业损害调查

规定》第十三条，调查机关对代表国内产业申请期终复审的

企业山东滨化和阿拉善达康进行了调查。调查期内上述企业

生产的三氯乙烯产量之和占同期国内同类产品总产量的主

要部分，符合《反倾销条例》第十一条的规定，可以认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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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产业。本裁定所依据的国内产业数据，除特别注明外，

均来自以上 2家申请企业。

五、复审调查期五、复审调查期五、复审调查期五、复审调查期

本次复审的倾销调查期为 2009年 4月 1日至 2010年 3

月 31 日，产业损害调查期为 2006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3

月 31日。

六、倾销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六、倾销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六、倾销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六、倾销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

（一）倾销调查期内倾销情况。（一）倾销调查期内倾销情况。（一）倾销调查期内倾销情况。（一）倾销调查期内倾销情况。

俄罗斯

由于没有俄罗斯的生产商、出口商应诉并提交答卷，调

查机关无法直接获得其倾销调查期内被调查产品的正常价

值、出口价格、调整因素等数据和证据。依据《反倾销条例 》

第二十一条，调查机关决定采用可获得的最佳信息对俄罗斯

被调查产品的正常价值、出口价格、影响正常价值和出口价

格可比性因素等进行认定。

调查机关认为，申请人提供的信息是可获得的最佳信

息，并根据申请人提供的相关数据对俄罗斯被调查产品的正

常价值、出口价格进行了认定，对影响正常价值和出口价格

可比性的因素进行了调整，并在同一贸易环节进行了比较。

经调查，调查机关认定，倾销调查期内，原产于俄罗斯

的三氯乙烯对中国出口存在倾销。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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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没有日本的生产商、出口商应诉并提交答卷，调查

机关无法直接获得其倾销调查期内被调查产品的正常价值、

出口价格、调整因素等数据和证据。依据《反倾销条例》第

二十一条，调查机关决定采用可获得的最佳信息对日本被调

查产品的正常价值、出口价格、影响正常价值和出口价格可

比性因素等进行认定。

调查机关认为，申请人提供的信息是可获得的最佳信

息，并根据申请人提供的相关数据对日本被调查产品的正常

价值、出口价格进行了认定，对影响正常价值和出口价格可

比性的因素进行了调整，并在同一贸易环节进行了比较。

经调查，调查机关认定，倾销调查期内，原产于日本的

三氯乙烯对中国出口存在倾销。

（二）倾销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二）倾销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二）倾销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二）倾销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

俄罗斯

由于没有俄罗斯生产商、出口商应诉并提交答卷，依据

《反倾销条例》第二十一条，调查机关决定采用可获得的最

佳信息，通过对俄罗斯三氯乙烯倾销调查期内的倾销情况、

出口能力、对中国的出口、对第三国（地区）的出口的分析 ，

对俄罗斯三氯乙烯倾销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进行审查。

调查机关认为，申请人提供的信息是可获得的最佳信息。

1. 调查期内的倾销情况

前述倾销调查表明，倾销调查期内俄罗斯被调查产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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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口存在倾销。

同时，调查机关注意到，在原反倾销调查的最终裁定中 ，

俄罗斯三氯乙烯对中国出口的倾销幅度为 3%至 159%。措施

实施期间，没有俄罗斯三氯乙烯生产商向调查机关申请倾销

及倾销幅度期间复审。根据现有材料，调查机关未发现俄罗

斯三氯乙烯对中国倾销出口情况发生变化。

2.出口能力

（1）产能、产量和闲置产能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申请书附件五《关于俄罗斯、日本三氯乙烯产业情况以及其国内

市场销售价格的报告》

根据申请人提供的材料和数据，2005年至 2009年，俄

罗斯三氯乙烯产能保持在 8万吨，产量则由 4.8万吨大幅下

降至 2万吨，降幅达 58.33%。同期产能利用率由 60%下降至

25%，闲置产能大量增加。2009年，中国国内同类产品表观

消费量为 12.80万吨，俄罗斯闲置产能数量占中国国内同类

产品表观消费量的比例达 46.88%。如果俄罗斯将其闲置产能

全部释放，其三氯乙烯出口能力将进一步增强。

期期期期 间间间间 2005200520052005年年年年 2006200620062006年年年年 2007200720072007年年年年 2008200820082008年年年年 2009200920092009年年年年

产 能 8 8 8 8 8

产 量 4.80 4.40 3.44 2.80 2.00

产能利用率 60.00% 55.00% 43.00% 35.00% 25.00%

闲置产能 3.2 3.6 4.56 5.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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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俄罗斯国内市场消费情况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申请书附件五《关于俄罗斯、日本三氯乙烯产业情况以及其国内

市场销售价格的报告》；申请书补充材料附件五《世界三氯乙烯产业概况及分布

情况》

根据申请人提供的材料和数据，2005年至 2009年，在

产能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俄罗斯三氯乙烯国内市场消费量总

体大幅下降，由 2.01万吨缩减为 0.47万吨，降幅达 76.62%。

俄罗斯三氯乙烯国内消费量远低于其同期产能数量，

2009年，俄罗斯三氯乙烯消费量占产能的比例仅为 5.88%。

2005 年以来，在世界市场消费量保持基本稳定的情况

下，俄罗斯三氯乙烯消费量却大幅下降，其占世界市场消费

量的比重也大幅降低，表明俄罗斯三氯乙烯市场需求缩减，

内需不足。根据现有材料，这种情形短期内不会发生变化。

（3）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申请书附件五《关于俄罗斯、日本三氯乙烯产业情况以及其国内

期期期期 间间间间 2005200520052005年年年年 2006200620062006年年年年 2007200720072007年年年年 2008200820082008年年年年 2009200920092009年年年年

产 能 8 8 8 8 8

消费量 2.01 0.23 0.11 0.14 0.47

消费量占产能比例 25.13% 2.88% 1.38% 1.75% 5.88%

世界市场消费量 40.15 41.68 47.27 42.05 41.05

消费量占世界比重 5.01% 0.55% 0.23% 0.33% 1.14%

期期期期 间间间间 2005200520052005年年年年 2006200620062006年年年年 2007200720072007年年年年 2008200820082008年年年年 2009200920092009年年年年

出口量 2.79 4.17 3.33 2.68 1.62

产量 4.80 4.40 3.44 2.80 2.00

出口量占产量比例 58.13% 94.86% 96.77% 95.69% 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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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销售价格的报告》；申请书附件九《俄罗斯、日本三氯乙烯对外出口统计资

料》

根据申请人提供的材料和数据，2005年以来，俄罗斯三

氯乙烯出口量占其产量的比例一直保持在高水平，2006年至

2009年该比例均超过 80%，表明对外出口是俄罗斯消化国内

三氯乙烯剩余产量的主要渠道。

以上分析说明，2005年以来，俄罗斯三氯乙烯的产量在

产能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出现大幅缩减，闲置产能比例较大。

同期国内市场需求大幅下降，内需不足。俄罗斯三氯乙烯出

口量占其产量的比例很高，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很高。

3.对中国出口情况

单位：万吨；美元/吨

数据来源：全国海关信息中心提供《三氯乙烯进出口情况的统计数据》

根据我国海关统计数据， 2005年至 2009年，俄罗斯三

氯乙烯对中国出口数量出现波动但总体呈下降趋势，2009年

比 2005年下降了 71.86%。相应的，俄罗斯三氯乙烯对华出

口数量占中国总进口量比例也从 2005 年的 56.00%下降为

2009 年的 20.62%。这体现了反倾销措施良好的制约效果。

期期期期 间间间间 2005200520052005年年年年 2006200620062006年年年年 2007200720072007年年年年 2008200820082008年年年年 2009200920092009年年年年

对华出口数量 2.31 3.25 2.49 2.17 0.65

对华出口平均价格 620.81 711.98 626.07 593.02 595.52

中国总进口量 4.12 4.96 4.40 4.76 3.15

对华出口占中国总

进口量比例

56.00% 65.54% 56.58% 45.58% 2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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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贸易方式方面看，2005年以来，在反倾销措施的制约下，

俄罗斯三氯乙烯对华出口中一般贸易方式与边境小额贸易

方式下出口量所占比例呈下降趋势，而加工贸易方式下出口

量所占比例有所增加。

在反倾销措施期间，俄罗斯对中国出口价格总体呈下降

趋势，由 2005 年的 620.81 美元/吨下降至 2009 年的 595.52

美元/吨，降幅 4.07%。前述倾销调查表明，倾销调查期内，

原产于俄罗斯的进口三氯乙烯对中国出口价格仍属倾销价

格。

4.对第三国出口情况

根据申请人提供的俄罗斯海关统计数据，2005年以来，

俄罗斯三氯乙烯生产商、出口商还向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

和地区低价出口三氯乙烯产品。倾销调查期，俄罗斯三氯乙

烯对第三国（地区）出口有 90%以上低于同期国内销售价格 ，

表明低价是其海外市场销售的一种通常价格策略。而同期内

中国三氯乙烯市场需求量总体保持增长，2009年中国三氯乙

烯表观消费量较 2005年增长了 79.98%，快速增长的中国市

场对海外生产商、出口商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如果终止反倾

销措施，俄罗斯三氯乙烯生产商、出口商向第三国（地区）

的低价出口可能会转向中国市场。

上述调查表明：自 2005年以来，俄罗斯国内三氯乙烯

存在大量闲置产能；俄罗斯三氯乙烯市场需求增长乏力，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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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不足；俄罗斯三氯乙烯出口能力较大，对国外市场依赖程

度较高；受反倾销措施制约，俄罗斯对中国出口数量、一般

贸易方式与边境小额贸易方式下出口量所占比例均呈现总

体下降的趋势，出口价格也呈下降趋势且属于倾销价格。俄

罗斯三氯乙烯对第三国（地区）出口情况表明，低价出口是

其海外市场销售的一种通常价格策略。综上所述，如果终止

原反倾销措施，俄罗斯三氯乙烯对中国的倾销可能继续。

日本

由于没有日本生产商、出口商应诉并提交答卷，依据《反

倾销条例》第二十一条，调查机关决定采用可获得的最佳信

息，通过对日本三氯乙烯倾销调查期内的倾销情况、出口能

力、对中国的出口、对第三国（地区）的出口的分析，对日

本三氯乙烯倾销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进行审查。调查机

关认为，申请人提供的信息是可获得的最佳信息。

1.调查期内的倾销情况

前述倾销调查表明，倾销调查期内日本被调查产品对中

国出口存在倾销。

同时，调查机关注意到，在原反倾销调查的最终裁定中 ，

日本三氯乙烯对中国出口的倾销幅度为 159%。措施实施期

间，没有日本生产商、出口商向调查机关申请倾销及倾销幅

度期间复审。根据现有材料，调查机关未发现日本三氯乙烯

对中国倾销出口情况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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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出口能力

（1）产能、产量和闲置产能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申请书附件五《关于俄罗斯、日本三氯乙烯产业情况以及其国内

市场销售价格的报告》

根据申请人提供的材料和数据，2005年到 2009年，日

本三氯乙烯产业的产能保持在 10.2 万吨，产量则由 8.41 万

吨大幅下降至 4.75 万吨，降幅达 43.52%。同期产能利用率

由 82.45%下降至 46.57%，闲置产能大量增加。2009年，中

国国内同类产品表观消费量为 12.80万吨，日本闲置产能数

量占中国国内同类产品表观消费量的比例达 42.58%。如果日

本将其闲置产能全部释放，其三氯乙烯出口能力将进一步增

强。

（2）日本国内市场消费情况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申请书附件五《关于俄罗斯、日本三氯乙烯产业情况以及其国内

期期期期 间间间间 2005200520052005年年年年 2006200620062006年年年年 2007200720072007年年年年 2008200820082008年年年年 2009200920092009年年年年

产 能 10.2 10.2 10.2 10.2 10.2

产 量 8.41 7.93 7.72 7.07 4.75

产能利用率 82.45% 77.75% 75.69% 69.31% 46.57%

闲置产能 1.79 2.27 2.48 3.13 5.45

期期期期 间间间间 2005200520052005年年年年 2006200620062006年年年年 2007200720072007年年年年 2008200820082008年年年年 2009200920092009年年年年

产 能 10.2 10.2 10.2 10.2 10.2

消费量 5.83 5.43 5.21 4.85 2.97

消费量占产能比例 57.16% 53.24% 51.08% 47.55% 29.12%

世界市场消费量 40.15 41.68 47.27 42.05 41.05

消费量占世界比重 14.52% 13.03% 11.02% 11.53% 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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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销售价格的报告》；申请书补充材料附件五《世界三氯乙烯产业概况及分布

情况》

根据申请人提供的材料和数据，2005年至 2009年，在

产能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日本三氯乙烯国内市场消费量总体

大幅下降，由 5.83 万吨缩减为 2.97 万吨，降幅达 49.06%。

日本三氯乙烯国内消费量远低于其同期产能数量，2009 年 ，

日本三氯乙烯消费量占产能的比例仅为 29.12%。

2005 年以来，在世界市场消费量保持基本稳定的情况

下，日本三氯乙烯消费量却出现大幅下降，其占世界市场消

费量的比重也大幅降低，表明日本三氯乙烯市场需求缩减，

内需不足。根据现有材料，这种情形短期内不会发生变化。

（3）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申请书附件五《关于俄罗斯、日本三氯乙烯产业情况以及其国内

市场销售价格的报告》；申请书补充材料附件五《世界三氯乙烯产业概况及分布

情况》

根据申请人提供的材料和数据，2005年以来，日本三氯

乙烯出口量占其产量的比例一直保持在 30%以上，表明对外

出口是日本消化国内三氯乙烯剩余产量的重要渠道。

以上分析说明，2005年以来，日本三氯乙烯的产量在产

期期期期 间间间间 2005200520052005年年年年 2006200620062006年年年年 2007200720072007年年年年 2008200820082008年年年年 2009200920092009年年年年

出口量 2.6 2.51 2.51 2.23 1.79

产量 8.41 7.93 7.72 7.07 4.75

出口量占产量比例 30.95% 31.72% 32.58% 31.51% 3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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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出现大幅缩减，闲置产能比例较大。同

期国内市场需求大幅下降，内需不足。日本三氯乙烯出口量

占其产量的比例较高，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较高。

3.对中国出口情况

单位：万吨；美元/吨

数据来源：全国海关信息中心提供《三氯乙烯进出口情况的统计数据》

根据我国海关统计数据， 2005年至 2009年，日本三氯

乙烯对中国出口数量在波动中小幅上涨，2009年较 2005年

增长 7.09%。日本三氯乙烯对华出口贸易方式发生重大变化，

在反倾销措施的制约下，2005年以来日本三氯乙烯对华出口

一般贸易方式下出口量所占比例大幅下降，而加工贸易方式

下出口量所占比例大幅增加。

2005年至 2009年，日本三氯乙烯对中国出口价格先升

后降，2009年较 2005年下降了 8.30%。前述倾销调查表明，

倾销调查期内，原产于日本的进口三氯乙烯对中国出口价格

仍属倾销价格。

4.对第三国出口情况

根据申请人提供的日本海关统计数据，2005年以来，

期期期期 间间间间 2005200520052005年年年年 2006200620062006年年年年 2007200720072007年年年年 2008200820082008年年年年 2009200920092009年年年年

对华出口数量 0.37 0.30 0.60 0.58 0.39

对华出口平均价格 592.26 783.24 647.47 648.57 543.12

中国总进口量 4.12 4.96 4.40 4.76 3.15

对华出口占中国总进

口量比例

8.90% 6.08% 13.71% 12.10% 1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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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三氯乙烯生产商、出口商还向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和

地区低价出口三氯乙烯产品。倾销调查期，日本三氯乙烯对

第三国（地区）出口全部低于同期国内销售价格，表明低价

是其海外市场销售的一种通常价格策略。而同期内中国三氯

乙烯市场需求量总体保持增长，2009年中国三氯乙烯表观消

费量较 2005年增长了 79.98%，快速增长的中国市场对海外

生产商、出口商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

日本三氯乙烯生产商、出口商向第三国（地区）的低价出口

可能会转向中国市场。

上述调查表明：自 2005年以来，日本三氯乙烯存在大

量闲置产能，产能严重过剩；日本三氯乙烯国内市场需求已

基本饱和，内需不足；日本三氯乙烯出口能力较大，对国外

市场依赖程度不断增加；受反倾销措施制约，日本对中国出

口一般贸易方式下出口量所占比例大幅下降，出口价格仍属

倾销价格。日本三氯乙烯对第三国（地区）出口情况表明，

低价出口是其海外市场销售的一种通常价格策略。综上所

述，如果终止原反倾销措施，日本三氯乙烯对中国的倾销可

能继续。

（三）倾销调查结论。（三）倾销调查结论。（三）倾销调查结论。（三）倾销调查结论。

上述调查表明，俄罗斯、日本的三氯乙烯在倾销调查期

内存在倾销。如果终止对俄罗斯、日本的三氯乙烯的反倾销

措施，原产于上述国家和地区的进口三氯乙烯对中国的倾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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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继续发生。

七、损害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七、损害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七、损害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七、损害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

依据《反倾销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二十一条和《反倾

销产业损害调查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调查机关根据已

经获得的事实和可获得的最佳信息，对如果终止反倾销措

施，国内产业损害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进行了审查。

（一）调查期内国内产业情况。（一）调查期内国内产业情况。（一）调查期内国内产业情况。（一）调查期内国内产业情况。

根据原反倾销调查最终裁定：调查期内，国内产业产能 、

产量、销量和销售收入虽呈增长趋势，但与需求增长相比严

重不足。国内产业产能、产量、销量和销售收入的增长受到

了严重抑制。由于国内产业价格持续下降，导致国内产业利

润和投资收益率降低，并出现亏损。同时，国内产业市场份

额、就业人数、开工率、现金流量、投融资能力等重要指标

也呈现恶化趋势或不良状态，国内产业受到了实质损害。

调查数据显示，2005年采取反倾销措施后，被调查国家

的低价进口行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国内产业得到了初

步恢复和发展。

调查机关对国内产业相关的经济因素和指标进行了调

查，主要证据事实如下：

1.表观消费量

调查期内，国内三氯乙烯的表观消费量总体呈增长趋

势。2006年至 2009年，国内三氯乙烯表观消费量分别 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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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14.48万吨、11.71万吨、12.80万吨。2007年比 2006

年增长了 37.22%，2008 年比 2007 年下降了 19.11%，2009

年比 2008年增长了 9.29%。2010年 1-3月，国内三氯乙烯表

观消费量为 3.33万吨，比上年同期增长 42.53%。

2.产能

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产能总体呈增长趋势。

2006年至 2007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产能保持平稳，2008

年比 2007年增长 66.67%，2009年比 2008年增长 60.00%，

2010年 1-3月比上年同期增长 33.33%。

3.产量

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产量呈持续增长态势。

在国内表观消费量总体增长的情况下,2007年至 2009年，国

内产业同类产品的产量分别比上年增长 118.48%、31.48%、

126.25%，2010年 1-3月比上年同期增长 156.32%。

4.销售量

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国内销售量呈增长趋

势。在表观消费量总体增长的情况下,2007 年国内产业同类

产品的国内销售量比 2006年增长 200.24%，2008年比 2007

年增长 15.86%，2009年比 2008年增长 143.72%，2010年 1-3

月比上年同期增长 142.55%。

5.期末库存

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期末库存总体呈下降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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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2007年期末库存比 2006年下降 76.78%，2008年比 2007

年增加 294.65%，2009年比 2008年下降 76.70%，2010年 1-3

月比上年同期下降 55.56%。

6.销售价格

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国内销售价格波动较

大。2007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国内销售价格比 2006年下

降 19.58%，2008年比 2007年增长 15.40%，2009年比 2008

年下降 8.73%，2010年 1-3月比上年同期增长 34.58%。

7.销售收入

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国内销售收入呈增长趋

势。2007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国内销售收入比 2006年增

长 141.45%，2008年比 2007年增长 33.70%，2009年比 2008

年增长 122.44%，2010年 1-3月比上年同期增长 226.42%。

8.税前利润

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税前利润呈先降后升趋

势，多数时间处于亏损状态。2007年国内产业亏损比 2006

年增加 1047 倍，2008 年比 2007 年亏损减少 1.60%，2009

年扭亏为盈；2009年 1-3 月，国内产业仍然亏损，2010年 1-3

月与上年同期相比，实现扭亏为盈。

9.市场份额

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市场份额呈增长趋势。

2007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市场份额比 2006年增长 7.5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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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点，2008年比 2007年增长 6.04个百分点，2009年比 2008

年增长 24.60个百分点，2010年 1-3月比上年同期增长 21.92

个百分点。

10.开工率

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开工率总体呈上升趋

势。2007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开工率比 2006年增长 33.96

个百分点，2008年比 2007年下降 13.22个百分点，2009年

比 2008年增长 20.46个百分点，2010年 1-3月比上年同期增

长 44.53个百分点。

11.劳动生产率

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劳动生产率总体呈增长

趋势。2007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劳动生产率比 2006年增

长 130.21%，2008年比 2007年下降 0.56%，2009年比 2008

年增长 82.67%，2010年 1-3月比上年同期增长 110.14%。

12.投资收益率

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投资收益率总体呈先降

后升趋势。2007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投资收益率比 2006

年下降 14.80个百分点，2008年比 2007年增长 8.04个百分

点，2009年比 2008年增长 8.57个百分点，2010年 1-3月比

上年同期增长 13.48个百分点。

13.就业人数

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就业人数总体呈先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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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趋势。2007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就业人数比 2006年下

降 5.10%，2008 年比 2007 年增长 32.21%，2009 年比 2008

年增长 23.86%，2010年 1-3月比上年同期增长 21.97%。

14.人均工资

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人均工资总体呈先升后

降趋势。2007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人均工资比 2006年增

长 200.82%，2008年比 2007年增长 78.65%，2009年比 2008

年下降 19.59%，2010年 1-3月比上年同期下降 5.92%。

15.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波

动较大，总体呈先降后升趋势。2007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由上年度的净流入变为净流出，2008年

由净流出变为净流入，2009年比 2008年增长 297.12%，2010

年 1-3月由上年同期的净流出变为净流入。

上述证据表明，调查期内，在国内三氯乙烯的表观消费

量总体呈增长趋势的情况下，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产能、产

量、销售量、销售收入、市场份额、开工率、就业人数、劳

动生产率总体呈上升趋势，期末库存总体呈下降趋势，国内

产业得到了初步恢复和发展。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税前利润、投资收益率、人均工资 、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等指标均波动较大。但 2006年至 2008

年，受被调查产品价格逐年下滑的影响，国内同类产品的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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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价格总体呈下降趋势，国内产业毛利率总体下降，进而导

致国内产业投资收益率为负值，国内产业连续三年处于亏损

状态；2009年至 2010年 1-3 月，由于被调查产品进口数量

大幅减少，国内同类产品价格出现恢复性上涨，经营活动现

金净流量由上年同期的净流出变为净流入，投资收益率大幅

增长，国内产业实现扭亏为盈，就业人数也出现较大幅度增

长。

以上调查表明，调查期内，国内产业虽然得到一定的恢

复，但仍然比较脆弱，受被调查产品的数量和进口价格的影

响较大，容易受到低价进口的被调查产品的冲击和影响。

（二）国内三氯乙烯的市场供求情况。（二）国内三氯乙烯的市场供求情况。（二）国内三氯乙烯的市场供求情况。（二）国内三氯乙烯的市场供求情况。

1.国内三氯乙烯的表观消费量

调查期内，由于新型环保制冷剂和高端清洗等下游市场

需求增长较强劲，国内三氯乙烯表观消费量总体呈较快发展

态势。根据中国氯碱工业协会提供的数据，2006 年、2007

年国内三氯乙烯的表观消费量分别为 10.56 万吨和 14.48 万

吨，2007年比上年增长了 37.22%。2008年，由于蔓延全球

的金融危机的冲击，国内三氯乙烯下游市场需求萎缩，国内

三氯乙烯的表观消费量为 11.71万吨，比上年下降 19.11%。

随着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的逐步复苏，国内三氯乙烯的消费

需求重新恢复增长态势。2009年，国内三氯乙烯的表观消费

量为 12.80万吨，2010年 1-3月为 3.33万吨；2009年比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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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了 9.29%，2010年 1-3月比上年同期增长了 42.53%。

2.国内三氯乙烯的供应量

调查期内，国内三氯乙烯的生产经营环境得到较大改

善，产业的整体装置能力得到了发展和提升，已能满足国内

市场需求。根据中国氯碱工业协会提供的数据，2006年至

2009 年，国内三氯乙烯总产能分别为 11.20 万吨、17.90 万

吨、20.60万吨、21.00万吨；2007年至 2009年，分别比上

年增长 59.82%、15.08%、1.94%；2010年 1-3月，国内三氯

乙烯总产能为 5.25万吨，与上年同期持平。2006至 2009 年 ，

国内三氯乙烯总产量分别为 5.60万吨、10.10万吨、6.96万

吨 、9.76万吨；2007年比 2006年增长 80.36%，2008年比 2007

年减少 45.11%，2009年比 2008年增长 40.23%；2010年 1-3

月，国内三氯乙烯总产量为 3.10 万吨，比上年同期增长

83.43%。

3.未来国内供需状况分析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下游产品种类的增加及

其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国内对三氯乙烯的需求在未来几年

内仍将保持较快增长的势头。根据中国氯碱工业协会提供的

数据，2013年，国内三氯乙烯的表观消费量将达 35.06万吨 。

未来几年内，在市场需求的调节下，国内三氯乙烯的产

能仍将稳步增长。根据中国氯碱工业协会提供的数据， 2013

年，国内三氯乙烯总产能将达 39.00万吨。届时，国内三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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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烯的供求状况将基本趋于平衡。

（三）被调查产品进口数量增加的可能性。（三）被调查产品进口数量增加的可能性。（三）被调查产品进口数量增加的可能性。（三）被调查产品进口数量增加的可能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调查期内，原产于俄罗

斯、日本的被调查产品进口数量总体呈下降趋势。2006年至

2009年，被调查产品进口数量分别为 3.55万吨、3.09万吨、

2.75万吨、1.04万吨，2007年比 2006年下降了 12.94%，2008

年比 2007 年下降了 11.15%，2009 年比 2008 年下降了

62.08%；2010年 1-3月，俄罗斯和日本两国未对中国出口被

调查产品。2006年至 2009年，被调查产品进口数量所占中

国三氯乙烯总进口的比例总体呈下降趋势，分别为 71.62%、

70.28%、57.68%、33.10%。同期，被调查产品进口数量所占

中国国内的市场份额总体呈下降趋势，分别为 33.64%、

21.34%、23.44%、8.14%。

上述数据表明，调查期内，尽管原产于俄罗斯、日本的

被调查产品进口数量和占中国国内的市场份额总体呈下降

趋势，但仍是我国三氯乙烯的重要进口来源国。

1.俄罗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2006年至 2009年，从

俄罗斯进口的被调查产品数量呈下降趋势，分别为 3.25 万

吨、2.49万吨、2.17万吨、0.65万吨，占同期中国三氯乙烯

总进口量的比例分别为 65.54%、56.58%、45.58%、20.62%。

同期，从俄罗斯进口的被调查产品数量所占中国国内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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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额总体呈下降趋势，分别为 30.78%、17.18%、18.53%、

5.07%。2010年 1-3月，俄罗斯未对中国出口被调查产品。

（1）出口能力

中国氯碱工业协会提供的资料显示，2006年至 2009年 ，

俄罗斯三氯乙烯产能一直保持在 8万吨；2006年至 2009年，

俄罗斯三氯乙烯消费量分别为 0.23万吨、0.11万吨、0.14万

吨、0.47万吨，远低于其产能水平。

2006年至 2009年，俄罗斯三氯乙烯产能和消费量差额

分别为 7.77万吨、7.89万吨、7.86万吨、7.53万吨，占其同

期产能的比例分别为 97.13%、98.63%、98.25% 、94.13%。

上述数据表明，在调查期内，俄罗斯三氯乙烯产业仍有

较强的出口能力，且出口能力占其产能的比例较高，仍需依

赖对外出口来消化其过剩产能。

（2）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

中国化工信息中心提供的资料显示，2006年至 2009年，

俄罗斯三氯乙烯出口数量呈下降趋势，分别为 4.17万吨、3.33

万吨、2.68万吨、1.62万吨，2007年至 2009年分别比上年

下降了 20.14%、19.52%、39.55%和 57.98%。2006年至 2009

年，俄罗斯三氯乙烯出口数量占其产量的比例分别为

94.86%、96.77%、95.69%、81.00%。

上述数据表明，调查期内，尽管俄罗斯三氯乙烯出口数

量呈下降趋势，但其三氯乙烯出口数量占其产量的比例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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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80%以上，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仍然较高，对外出口仍

是俄罗斯三氯乙烯企业销售产品的主要方式。

（3）对中国出口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2006年至 2009年，俄

罗斯三氯乙烯对华出口数量呈下降趋势，分别为 3.25 万吨、

2.49万吨、2.17万吨、0.65万吨。2007年至 2009年分别比

上年下降 23.41%、12.78%和 70.10%，2010年 1-3月未对华

出口。2006年至 2009年，俄罗斯三氯乙烯对华出口数量占

同期中国三氯乙烯总进口量的比例呈下降趋势，分别为

65.54%、56.58%、45.58%、20.62%。

根据中国化工信息中心提供的数据，2006年至 2009年，

俄罗斯三氯乙烯对华出口数量占其总出口量的比例分别为

77.93%、74.77%、80.97%、40.06%。

上述数据表明，2006年至 2009年，尽管俄罗斯三氯乙

烯对华出口数量呈下降趋势，但其对华出口数量占其总出口

量的比例仍在 40%以上，中国仍是俄罗斯被调查产品对外出

口的主要目标市场。

综上，在调查期内，俄罗斯三氯乙烯产业拥有较大的产

能，相对其产能，俄罗斯国内消费市场持续低迷；俄罗斯拥

有较强的三氯乙烯出口能力，且出口能力占其产能的比例较

高。俄罗斯三氯乙烯产业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也较高，并

长期将中国视为其主要的出口目标市场。随着中国国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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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的持续增加，中国很可能继续成为俄罗斯消化其过剩产

能和产量的主要目标市场。由于俄罗斯与中国相邻，运途短 、

运费低，如果终止原反倾销措施，俄罗斯被调查产品对中国

的出口数量将可能大量增加。

2.日本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2006年至 2009年，从

日本进口的被调查产品数量呈先升后降趋势，分别为 0.30万

吨、0.60万吨、0.58万吨、0.39万吨，占同期中国三氯乙烯

总进口量的比例分别为 6.08%、13.71%、12.10%、12.48%。

同期，从日本进口的被调查产品数量所占中国国内的市场份

额总体呈先升后降趋势，分别为 2.86%、4.16%、4.92%、

3.07%。2010年 1-3月，日本未对中国出口被调查产品。

（1）出口能力

中国氯碱工业协会提供的资料显示，2006年至 2009年 ，

日本三氯乙烯产能一直保持在 10.2万吨，2006年至 2009 年 ，

日本三氯乙烯消费量分别为 5.43 万吨、5.21 万吨、4.85万吨 、

2.97万吨，总体呈下降趋势。

2006年至 2009年，日本三氯乙烯产能和消费量差额分

别为 4.77万吨、4.99万吨、5.35万吨、7.23万吨，占其同期

产能的比例分别为 46.76%、48.92%、52.45% 、70.88%。

上述数据表明，在调查期内，日本三氯乙烯产业出口能

力仍然较强，相对其低迷的国内消费市场，其出口能力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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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的比例偏高，且总体呈上升趋势，日本仍需依赖对外出

口来消化其过剩产能。

（2）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

中国化工信息中心提供的资料显示，2006年至 2009年，

日本三氯乙烯出口数量呈下降趋势，分别为 2.51万吨、2.51

万吨、2.23万吨、1.79万吨，2007年与上年基本持平，2008

年至 2009 年分别比上年下降 11.41%和 19.83%。2006 年至

2009 年，日本三氯乙烯出口数量占其产量的比例分别为

31.72%、32.58%、31.51%、37.57%。

上述数据表明，2006年至 2009年，尽管日本三氯乙烯

出口数量呈下降趋势，但其三氯乙烯出口数量占其产量的比

例保持在 30%以上，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仍然偏高，且总

体呈上升趋势，对外出口仍是日本三氯乙烯产业消化其过剩

产能、产量的重要渠道。

（3）对中国出口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2006年至 2009年，日

本三氯乙烯产品对华出口数量呈先升后降趋势，分别为 0.30

万吨、0.60万吨、0.58万吨、0.39万吨。2007年比上年增长

99.89%，2008年、2009年分别比上年下降 4.44%、31.83%，

2010年 1-3月未对华出口。2006年至 2009年，日本三氯乙

烯对华出口数量占同期中国三氯乙烯总进口量的比例总体

呈上升趋势，分别为 6.08%、13.71%、12.10%、1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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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化工信息中心提供的数据，2006年至 2009年，

日本被调查产品对华出口数量占其总出口量的比例总体呈

先升后降趋势，分别为 11.95%、23.90%、26.01%、21.79%。

上述证据表明，调查期内，尽管日本三氯乙烯对华出口

数量先升后降，但总体呈上升趋势，中国仍是日本被调查产

品对外出口的重要目标市场。

综上，在调查期内，日本三氯乙烯产能较大，相对其产

能，日本国内三氯乙烯消费市场持续低迷，并呈下降趋势。

日本拥有较强的三氯乙烯出口能力，其出口能力占其产能的

比例较高，且呈上升趋势。日本三氯乙烯产业对国外市场的

依赖程度也较高，并总体呈上升趋势。随着中国国内市场需

求的持续增加，中国很可能成为日本消化其过剩产能和产量

的重要目标市场。由于日本与中国相邻，运途短、运费低，

如果终止原反倾销措施，日本被调查产品对中国的出口数量

将可能大量增加。

综上所述，俄罗斯、日本三氯乙烯产能过剩，拥有较大

的出口能力，对国外市场的依赖度高。

近年来，西欧、日本等三氯乙烯主要消费国的市场需求

逐年下降，而中国三氯乙烯市场需求总体保持较快增长，

中国是被调查国家对外出口的主要或重要目标市场，如果终

止反倾销措施，中国市场可能继续成为俄罗斯、日本重要的

出口市场，其对中国的三氯乙烯出口数量将可能大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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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被调查产品对国内同类产品价格的影响。（四）被调查产品对国内同类产品价格的影响。（四）被调查产品对国内同类产品价格的影响。（四）被调查产品对国内同类产品价格的影响。

调查期内，俄罗斯和日本向中国低价出口三氯乙烯的行

为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但被调查产品进口价格仍然较

低，且呈逐年下降趋势。2006年至 2009年，原产于俄罗斯

和日本的被调查产品进口价格分别为 718.04美元/吨、630.24

美元/吨、604.67 美元/吨、575.77 美元/吨。2007 年至 2009

年分别比上年下降 12.23%、4.06%和 4.78%。2010年 1-3月，

被调查国家未对华出口被调查产品。

被调查产品与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在产品质量、销售渠道

上无实质差别，价格对下游用户的采购选择有重要影响。而

被调查国家为消化其过剩产能，保障三氯乙烯生产装置的持

续运行，可能继续低价销售。因此，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

被调查产品进口价格存在进一步下滑的可能。

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价格总体呈下降趋势，

其中，2007年比 2006年下降 19.58%，2008年比 2007年增

长 15.40%，2009年比 2008年下降 8.73%。

上述数据表明，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价格与

被调查产品进口价格走势基本一致。2007年，被调查产品进

口价格出现下降，受其影响，同期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价格

出现下滑；2008年，尽管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价格较上年度

出现一定程度的上涨，但受被调查产品价格持续下滑的影

响，国内产业仍出现较大亏损；2009年，由于被调查产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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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价格进一步下降，受其影响，同期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价

格再度下滑；2010年 1-3月，由于被调查国家未对华出口被

调查产品，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出现恢复性上涨。上述价

格变化趋势表明，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对被调查产品进口价格

敏感，容易受到被调查产品进口价格变化的影响。

综上，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俄罗斯、日本的被

调查产品有可能大量进入中国市场，被调查产品的降价空间

可能转变为实际的降价幅度。届时，国内产业将进一步受到

被调查产品的影响，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存在进一步下滑

的可能。

（五）未来产业状况。（五）未来产业状况。（五）未来产业状况。（五）未来产业状况。

反倾销措施的实施，为国内产业创造了公平的贸易环

境。国内产业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生产工艺的改造、产品的

开发和技术的升级，扩建或新建一批生产装置，使得产业规

模、技术水平、原材料消耗、产品质量、环保水平等均得到

了发展和提高。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生产经营状况与采取措

施之前相比得到了初步恢复和发展，产能、产量、销售量、

销售收入、市场份额、开工率、劳动生产率、期末库存等指

标有所改善。

为顺应市场发展需求，国内产业已投入大量资金进行产

能的新建和扩大，近五年间除原有企业扩大装置能力，还新

建了一批生产装置。国内三氯乙烯总产能由 2006年的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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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增至2010年的25.00万吨，表观消费量由2006年的 10.56

万吨增至 2010年的 16.16万吨。国内三氯乙烯市场形势较之

反倾销前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已能满足国内市场需求。随着

我国新型环保制冷剂、金属脱脂清洗等三氯乙烯下游市场的

快速发展，预计到 2013年底，我国三氯乙烯总产能约为 39.00

万吨，表观消费量约为 35.06万吨，届时，国内三氯乙烯市

场的供求状况将趋于平衡。

目前，国内市场三氯乙烯需求相对于产能已经出现饱和

的局面，随着国内市场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市场竞争将越

来越激烈。2006年至 2008年，国内产业税前利润、投资收

益率等指标大幅波动的情形表明，国内同类产品对低价进口

的被调查产品的数量和价格变化反应敏感，国内产业仍然十

分脆弱，极易受到低价进口产品的冲击和损害。

俄罗斯和日本三氯乙烯拥有较大的产能和产量，具备较

大的出口能力，出口能力占其产能的比例较高，而调查期内

其国内市场需求持续低迷，高度依赖对外出口来消化其过剩

产能和产量。随着上述两国国内消费市场的进一步萎缩和中

国国内市场需求的增加，其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将进一步

提高。因此，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被调查产品对中国的出

口数量很可能大量增加，这可能对目前竞争日趋激烈的国内

市场带来巨大的冲击和影响。

此外，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被调查产品的价格将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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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大幅下降。届时，国内同类产品将受到被调查产品更为严

重地冲击，国内同类产品的价格存在进一步下滑的可能性，

同类产品的开工率也将可能大幅下滑，产销状况可能严重恶

化，市场份额将出现明显下降，销售收入可能出现相对或绝

对减少，部分企业可能再次出现亏损。如果国内产业的生产

经营效益大幅下滑，这将会给国内产业大量投资的回收带来

极为负面的影响，并对企业还贷和进一步投资形成阻碍，严

重时甚至可能导致国内部分企业停产或倒闭。

（六）（六）（六）（六）产业损害调查产业损害调查产业损害调查产业损害调查结论。结论。结论。结论。

产业损害调查表明：

得益于反倾销措施的作用，与反倾销措施实施前的产业

损害状况相比，国内产业得到了初步恢复和发展。

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对低价进口的被调查产品

的数量和价格变化反应敏感，国内产业容易受到低价进口产

品的冲击和影响。

俄罗斯和日本的三氯乙烯产能和产量较高，而其国内消

费需求持续低迷；上述两国三氯乙烯的出口能力较强，对国

外市场的依赖程度较高。而需求增长迅速的中国市场对于上

述两国而言，将更具吸引力。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被调查

产品对中国的出口数量将可能大量增加。

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由于被调查产品相对于国内同类

产品无特别优势，为消化其过剩产能，其对中国的出口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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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受其影响，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

价格有可能进一步下滑，被调查产品对国内产业的损害可能

因此而再度发生。

八、复审裁定八、复审裁定八、复审裁定八、复审裁定

根据调查结果，调查机关裁定：如果终止原反倾销措施 ，

原产于俄罗斯和日本的进口三氯乙烯对中国的倾销有可能

继续发生；原产于俄罗斯和日本的进口三氯乙烯对中国国内

产业造成的损害有可能再度发生。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调查机关决定

维持对原产于俄罗斯和日本的进口三氯乙烯实施的原反倾

销措施，将原反倾销措施的实施期限自 2011年 7月 22日起

延长五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