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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e/201705/20170502571546.shtml） 

 

附錄 

 

商务部公告 2017 年第 19 号 

关于对原产于日本、美国和欧盟的进口氯丁橡胶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裁定的公告 

 

2005 年 5 月 10 日，商务部发布 2005 年第 23 号公告，决定对原产于日本、美国和欧盟的

进口氯丁橡胶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 5 年。 

2010 年 8 月 24 日，商务部发布 2010 年第 49 号公告，决定自 2010 年 8 月 28 日起，将原产

于日本的进口氯丁橡胶所适用的反倾销税税率调整为：日本电气化学工业株式会社 9.9%，东曹

株式会社 10.2%，昭和电工株式会社 20.8%，其他日本公司 43.9%。 

2010 年 5 月 10 日，商务部发布 2010 年第 25 号公告，决定对原产于日本、美国和欧盟的

进口氯丁橡胶进行反倾销期终复审调查。2011 年 5 月 9 日，商务部发布 2011 年第 21 号公告，

裁定如果终止原反倾销措施，原产于日本、美国和欧盟的进口氯丁橡胶对中国的倾销可能继续

发生，进口被调查产品对中国氯丁橡胶产业造成的损害有可能再度发生，决定自 2011 年 5 月

10 日起，按照 2005 年第 23 号公告和 2010 年第 49 号公告，对原产于日本、美国和欧盟的进口

氯丁橡胶继续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 5 年。 

2013 年 7 月 26 日，商务部发布 2013 年第 45 号公告，决定自即日起，将原产于日本电气

化学工业株式会社的进口氯丁橡胶所适用的反倾销税税率调整为 20.8%。 

2015 年 12 月 25 日，商务部发布 2015 年第 68 号公告，决定自即日起由日本电化株式会社

（Denka Company Limited）继承日本电气化学工业株式会社（DENKI KAGAKU KOGYO 

KABUSHIKI KAISHA）在氯丁橡胶反倾销措施中所适用的20.8%反倾销税税率及其他权利义务。

以日本电气化学工业株式会社（DENKI KAGAKU KOGYO KABUSHIKI KAISHA）名称向中国出

口的被调查产品，适用氯丁橡胶反倾销措施中“其他日本公司”所适用的 43.9%反倾销税税率。 

2016 年 11 月 9 日，商务部发布 2016 年第 62 号公告，决定自即日起由阿朗新科德国有限

公司（ARLANXEO Deutschland GmbH）继承朗盛德国责任有限公司（LANXESS Deutschland GmbH）

在氯丁橡胶反倾销措施中所适用的 11%反倾销税税率及其他权利义务。以朗盛德国责任有限公

司（LANXESS Deutschland GmbH）名称向中国出口的被调查产品，适用氯丁橡胶反倾销措施中

“其他欧盟公司”所适用的 151%反倾销税税率。 

2016 年 5 月 9 日，商务部发布 2016 年第 18 号公告，决定自 2016 年 5 月 10 日起对原产于

日本、美国和欧盟的进口氯丁橡胶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进行期终复审调查。 

商务部对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日本、美国和欧盟的进口氯丁橡胶倾销继续或再度

发生的可能性以及对中国氯丁橡胶产业造成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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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务部作出复审裁定（见附件）。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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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裁定，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日本、美国和欧盟的进口氯丁橡胶对中国的倾

销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对中国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 

二、反倾销措施 

依据《反倾销条例》第五十条的规定，商务部根据调查结果向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提出

继续实施反倾销措施的建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商务部的建议作出决定，自 2017 年 5

月 10 日起，对原产于日本、美国和欧盟的进口氯丁橡胶继续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 5 年。 

征收反倾销税的产品描述和反倾销税税率与商务部 2005 年第 23 号公告、2010 年第 49 号

公告、2011 年第 21 号公告、2013 年第 45 号公告、2015 年第 68 号公告、2016 年第 62 号公告

的规定相同。即，本案征收反倾销税的产品具体描述如下： 

调查范围：日本、美国和欧盟的进口氯丁橡胶 

被调查产品名称：氯丁橡胶，又称氯丁二烯（氯丁）橡胶 

英文名称： Chloroprene Rubber（CR） 

产品种类：有机化工产品 

                               

    化学结构式： 

具体描述：外观呈乳白色至米黄色或浅棕色片状或块状物，不含滑石粉以外的机械杂物，

无焦烧粒子。其物理及化学特性为：由 2-氯-1，3-丁二烯经乳液聚合制成的均聚物。其分子量

一般为 10～20 万，相对密度 1.15～1.25，玻璃化温度-45℃，有极性，具有规整的分子排布和可

逆的结晶性能。 

主要用途：氯丁橡胶主要用做电线电缆护套、胶管、耐油橡胶制品、耐热传送带、印刷胶

棍、胶皮水坝、建筑用密封条、公路填缝密封胶、桥梁支座、油田用电线防水帽、阻燃橡胶制

品、各种密封圈垫以及化工设备防腐衬里和氯丁橡胶胶粘剂等，以及用于建筑防水材料、密封

材料、粘合剂、海洋开发、医疗卫生、能源开发等方面。 

该产品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税则号：40024910 其他初级形状的氯丁二

烯（氯丁）橡胶、40024990 未列名氯丁二烯（氯丁）橡胶。 

对各公司征收的反倾销税税率如下： 

日本公司 

日本电化株式会社                        20.8% 

（Denka Company Limited） 

东曹株式会社                            10.2% 

(TOSOH CORPORATION) 

昭和电工株式会社                        20.8% 

（SHOWA DENKO K.K.） 

4.其他日本公司                           43.9% 

（All Others） 

美国公司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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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公司 

阿朗新科德国有限公司                      11% 

（ARLANXEO Deutschland GmbH） 

2.埃尼橡胶法国有限公司                     53% 

（Polimeri Europa Elastomères France S.A.） 

3.其他欧盟公司                            151% 

（All Others） 

三、征收反倾销税的方法 

自 2017 年 5 月 10 日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原产于日本、美国和欧盟的进口氯丁橡胶时，

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缴纳相应的反倾销税。反倾销税以海关审定的完税价格从价计征，计

算公式为：反倾销税税额＝海关完税价格×反倾销税税率。进口环节增值税以海关审定的完税

价格加上关税和反倾销税作为计税价格从价计征。 

四、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五十三条，对本复审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

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五、本公告自 2017 年 5 月 10 日起执行。 

 

附件：商务部关于原产于日本、美国和欧盟的进口氯丁橡胶所适用反倾销措施的期终复审

裁定 

 

                                         

商务部                                          

2017 年 5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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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商务部关于原产于日本、美国和欧盟的进口氯丁橡胶所适用反倾销措施的期终复审裁定 

 

2016 年 5 月 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以下称调查机关）发布 2016 年第 18 号公告，

决定自 2016 年 5 月 10 日起对原产于日本、美国和欧盟的进口氯丁橡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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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倾销措施，原产于日本、美国和欧盟的进口氯丁橡胶倾销继续或再

度发生的可能性以及对中国氯丁橡胶产业造成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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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 5 月 10 日，商务部发布 2005 年第 23 号公告，决定对原产于日本、美国和欧盟的

进口氯丁橡胶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 5 年。 

2010 年 8 月 24 日，商务部发布 2010 年第 49 号公告，决定自 2010 年 8 月 28 日起，将原产

于日本的进口氯丁橡胶所适用的反倾销税税率调整为：日本电气化学工业株式会社 9.9%，东曹

株式会社 10.2%，昭和电工株式会社 20.8%，其他日本公司 43.9%。 

2010 年 5 月 10 日，商务部发布 2010 年第 25 号公告，决定对原产于日本、美国和欧盟的

进口氯丁橡胶进行反倾销期终复审调查。2011 年 5 月 9 日，商务部发布 2011 年第 21 号公告，

裁定如果终止原反倾销措施，原产于日本、美国和欧盟的进口氯丁橡胶对中国的倾销可能继续

发生，进口被调查产品对中国氯丁橡胶产业造成的损害有可能再度发生，决定自 2011 年 5 月

10 日起，按照 2005 年第 23 号公告和 2010 年第 49 号公告，对原产于日本、美国和欧盟的进口

氯丁橡胶继续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 5 年。 

2013 年 7 月 26 日，商务部发布 2013 年第 45 号公告，决定自即日起，将原产于日本电气

化学工业株式会社的进口氯丁橡胶所适用的反倾销税税率调整为 20.8%。 

2015 年 12 月 25 日，商务部发布 2015 年第 68 号公告，决定自即日起由日本电化株式会社

（Denka Company Limited）继承日本电气化学工业株式会社（DENKI KAGAKU KOGYO 

KABUSHIKI KAISHA）在氯丁橡胶反倾销措施中所适用的20.8%反倾销税税率及其他权利义务。

以日本电气化学工业株式会社（DENKI KAGAKU KOGYO KABUSHIKI KAISHA）名称向中国出

口的被调查产品，适用氯丁橡胶反倾销措施中“其他日本公司”所适用的 43.9%反倾销税税率。 

2016 年 11 月 9 日，商务部发布 2016 年第 62 号公告，决定自即日起由阿朗新科德国有限

公司（ARLANXEO Deutschland GmbH）继承朗盛德国责任有限公司（LANXESS Deutschland GmbH）

在氯丁橡胶反倾销措施中所适用的 11%反倾销税税率及其他权利义务。以朗盛德国责任有限公

司（LANXESS Deutschland GmbH）名称向中国出口的被调查产品，适用氯丁橡胶反倾销措施中

“其他欧盟公司”所适用的 151%反倾销税税率。 

二、 调查程序 

（一）立案及通知。 

1．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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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3 月 2 日，商务部收到重庆长寿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和山西合成橡胶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代表国内氯丁橡胶产业正式递交的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申请书。申请人主张，如果终止反倾

销措施，原产于日本、美国和欧盟的进口氯丁橡胶对中国的倾销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对中国

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请求商务部裁定维持对原产于日本、美国和欧盟的

进口氯丁橡胶实施的反倾销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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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申请人和申请书

符合《反倾销条例》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七条和第四十八条的规

定。 

根据审查结果，调查机关于 2016 年 5 月 9 日发布公告，决定对原产于日本、美国和欧盟的

进口氯丁橡胶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进行期终复审调查。本次复审的倾销调查期为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产业损害调查期为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立案通知。 

2016 年 5 月 9 日，调查机关发布立案公告，向日本、美国驻华使馆和欧洲联盟驻中国及蒙

古代表团（以下简称欧盟驻华代表团）提供了立案公告和申请书的非保密版本。同日，调查机

关将本案立案情况通知了本案申请人及申请书中列名的外国企业。 

3．公开信息。 

在立案公告中，调查机关告知利害关系方，可以通过商务部贸易救济公开信息查阅室查阅

本次反倾销调查相关信息的非保密版本。 

立案当天，调查机关通过商务部贸易救济公开信息查阅室公开了本案申请人提交的申请书

非保密版本。 

（二）登记参加调查。 

在规定期限内，日本电化株式会社、美国电化高性能弹性体公司、欧盟阿朗新科德国有限

公司，中国的重庆长寿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和山西合成橡胶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及欧盟驻华代表

团登记参加本次调查。 

（三）发放调查问卷和收取答卷。 

2016 年 5 月 31 日，调查机关向本案有关利害关系方发放了国外出口商或生产商调查问卷，

中国生产者调查问卷和中国进口商调查问卷。同日，调查机关将上述调查问卷电子版本在商务

部网站贸易救济调查局子网站和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公布。调查机关同时将上述调查问卷送至

商务部贸易救济公开信息查阅室，供利害关系方查阅和复制。 

在规定期间内，重庆长寿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和山西合成橡胶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调查机关

提交了调查问卷答卷。 

在答卷递交截止日前，调查机关收到阿朗新科德国有限公司提交的延期提交答卷的申请。

经研究，调查机关同意该公司延期 7 天提交答卷。2016 年 7 月 13 日，阿朗新科德国有限公司

提交了答卷。至答卷递交截止之日，调查机关没有收到国内进口商提交的反倾销期终复审调查

问卷答卷。 

（四）接收利害关系方评论意见。 

2016 年 7 月 12 日，调查机关收到美国电化高性能弹性体公司提交的《关于终止对原产于

美国的氯丁橡胶产品实施反倾销措施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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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7 月 23 日，调查机关收到申请人提交的《关于要求阿朗新科德国有限公司进一步

补充完善相关公开信息的申请》。 

2016 年 7 月 28 日，调查机关收到申请人提交的《申请人对电化高性能弹性体公司<关于终

止对原产于美国的氯丁橡胶产品实施反倾销措施的请求>的评论意见》。 

2016 年 11 月，调查机关陆续收到宁波伏龙同步带有限公司、广东裕田霸力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江门亿源生化工程有限公司、野川化工（上海）有限公司、玛努利液压器材（苏州）有

限公司等 5 家下游企业提交的对氯丁橡胶期终复审调查的意见信。 

2017 年 1 月，调查机关陆续收到三井塑料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提交的《关于氯丁橡胶反

倾销期终复审下游用户意见的报告》和《关于氯丁橡胶反倾销期终复审下游用户意见的补充报

告》以及上海华仲荣工贸有限公司提交的《氯丁橡胶反倾销期终复审下游用户意见的汇总》。 

2017 年 1 月 13 日，调查机关收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氯丁橡胶反倾销案反应情况的函》。 

2017 年 3 月 3 日，调查机关收到申请人提交的《关于氯丁橡胶反倾销期终复审案有关数据

的补充》。 

（五）实地核查。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2016 年 9 月和 10 月，调查机关分别对提交答卷的

2 家中国生产者进行了实地核查，并收集了相关证据材料。核查结束后，上述公司分别向调查

机关提交了对调查问卷的补充修正材料。 

（六）召开上下游意见陈述会。 

2017 年 2 月 17 日，调查机关召开上下游意见陈述会。会后，各发言单位提交了书面发言

材料。对于上下游提出的意见，调查机关在最终裁决中予以了考虑。 

（七）公开信息。 

根据《反倾销条例》的规定，调查机关将调查过程中收到和制作的本案所有公开材料及时

送交商务部贸易救济公开信息查阅室,供各利害关系方查找、阅览、摘抄、复印。 

（八）信息披露。 

根据《反倾销条例》、《反倾销调查信息披露暂行规则》和《产业损害调查信息查阅与信息

披露规定》，2017 年 4 月 12 日，调查机关向本案利害关系方披露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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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利害关系方提出了评论意见，对于各利害关

系方的评论，调查机关依法予以了考虑。 

三、复审产品范围 

本次反倾销期终复审产品范围是反倾销措施所适用的产品，与商务部 2005年第 23号公告、

2011 年第 21 号公告中公布的产品范围一致。 

四、倾销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 

（一）日本。 

本案中，日本的生产商、出口商未配合调查，没有提交调查问卷答卷，只有申请人向调查

机关提供了日本氯丁橡胶的相关数据及证据材料。调查机关通过核对海关统计数据等方式进行

了核实。经调查，调查机关认定申请书和申请人提交的补充材料为可获得的最佳信息，并依据

该最佳信息进行倾销继续或再度发生可能性的分析。 

1. 倾销调查情况。 



7 
 

调查机关在 2005 年第 23 号公告和 2011 年第 21 号公告中认定，原产于日本的进口氯丁橡

胶存在倾销。措施实施期间，调查机关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氯丁橡胶适用的反倾销措施进行了

倾销及倾销幅度期中复审。复审后，原产于日本的进口氯丁橡胶倾销幅度为 10.2%-43.9%。 

本次复审倾销调查期内，在调整销售条件和贸易水平等影响价格可比性的因素后，原产于

日本的氯丁橡胶向中国的出口价格为 3488.75 美元/吨，正常价值为 4656 美元/吨，存在倾销。 

2. 日本氯丁橡胶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情况。 

（1）产能、产量及闲置产能。 

2011 年至 2015 年，日本氯丁橡胶的产能一直维持在 15.7 万吨，占同期全球总产能的比例

分别为 38.48%、38.01%、39.65%、39.25%和 41.64%；产量为 13.53 万吨、12.25 万吨、12.58 万

吨、12.88 万吨和 12.42 万吨，分别占同期全球总产量的 42.76%、42.3%、42.5%、42.98%和 39.18%。

这表明，日本是全球最大的氯丁橡胶生产国，拥有巨大的产能和产量。此外，日本还有较大的

闲置产能（产能减产量）。2011 年至 2015 年，其闲置产能分别为 2.17 万吨、3.45 万吨、3.12 万

吨、2.82 万吨和 3.28 万吨，总体呈上升趋势。 

（2）日本国内市场需求情况。 

2011 年至 2015 年，日本国内市场需求量分别为 3.88 万吨、3.35 万吨、3.06 万吨、3.16 万吨

和 3.23 万吨，与 2011 年相比，2015 年减少 6500 吨，降幅为 16.75%。这表明，与其巨大的产能

和产量相比，日本国内市场对氯丁橡胶的需求严重不足，且总体呈萎缩趋势。 

2011 年至 2015 年，日本氯丁橡胶过剩产能（产能减国内需求量）为 11.82 万吨、12.35 万

吨、12.64 万吨、12.54 万吨、12.47 万吨，分别占同期日本国内产能的 75.29%、78.66%、80.51%、

79.87%和 79.43%。这表明日本存在巨大的氯丁橡胶过剩产能，其近 80%的生产能力无法通过国

内市场进行消化。 

（3）日本氯丁橡胶出口情况。 

2011 年至 2015 年，日本氯丁橡胶的出口量分别为 9.77 万吨、9.01 万吨、9.61 万吨、9.82 万

吨和 9.28 万吨，占其同期产量的比例分别为 72.21%、73.55%、76.39%、76.24%和 74.72%。这表

明日本的氯丁橡胶严重依赖国际市场，对外出口是其主要销售方式。 

上述证据表明，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日本氯丁橡胶存在巨大的产能和产量，闲置产能较

大，国内需求量总体萎缩，产能过剩现象突出，且严重依赖国际市场。 

3. 日本对第三国（地区）的出口定价情况。 

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日本氯丁橡胶生产商、出口商同时向除中国以外的第三国（地区）

大量低价出口氯丁橡胶产品。2011 年至 2015 年，日本向除中国以外的第三国（地区）低价出

口氯丁橡胶数量占同期日本对外出口总量的比例分别为 84.9%、83.4%、85.7%、87.0%和 86.6%。 

4. 日本被调查产品在中国市场竞争情况。 

前述倾销调查情况表明，在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日本氯丁橡胶不仅在以倾销方式对中国

出口，而且加大了倾销力度。这表明，倾销出口是日本氯丁橡胶进入中国市场的主要方式。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2011 年至 2015 年，中国自日本进口氯丁橡胶分别为 1.86 万吨、

1.80 万吨、1.62 万吨、1.51 和 1.40 万吨，占当年日本氯丁橡胶出口量的比例分别为 19.04%、

19.98%、16.86%、15.38%和 15.09%。可见，在 2013 年调查机关经期中复审上调日本主要氯丁橡

胶出口商适用的反倾销税税率后，日本氯丁橡胶对中国的出口出现减少，中国市场在日本氯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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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出口市场中的比重也有所下降，这表明在反倾销措施制约下，日本氯丁橡胶对中国的大量

倾销出口得到一定程度遏制，但从日本氯丁橡胶出口市场分布来看，中国仍然是其最大的出口

市场。此外，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2011 年至 2015 年日本始终是中国最大的氯丁橡胶进口

来源地，2015 年中国自日本进口氯丁橡胶的数量占同期中国总进口量的 79.1%。 

中国是全球氯丁橡胶的主要消费市场之一。2011 年至 2015 年，中国氯丁橡胶的市场需求

量占全球市场需求量的比例分别为 17.66%、16.71%、14.62%、19.06%和 15.02%。随着中国经济

的稳定发展，中国市场对氯丁橡胶的需求具有较大的增长潜力。对日本氯丁橡胶生产商而言，

中国市场有很强的吸引力，仍是其重要目标市场。在中国氯丁橡胶市场上，进口产品与国内同

类产品之间市场竞争激烈，价格因素是竞争的主要手段之一。如果取消反倾销措施，为维持其

在中国市场份额，日本氯丁橡胶可能继续以倾销方式对中国出口。 

以上证据表明，日本氯丁橡胶存在巨大产能且严重过剩，其国内市场需求不足，极度依赖

国外市场，而中国氯丁橡胶市场需求增长潜力较大，一直是日本对外出口的重要目标市场。在

实施反倾销措施的情况下，日本氯丁橡胶对中国出口数量有所下降，但中国仍是其最大的出口

市场。在倾销调查期，日本氯丁橡胶对中国的出口仍存在倾销，同时也在向第三国（地区）市

场大量低价出口来消化其过剩产能。在中国氯丁橡胶市场上，不同来源的产品竞争激烈，价格

是主要决定因素之一。因此，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日本氯丁橡胶很可能继续以倾销方式大量

涌入中国市场。 

调查机关认定，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日本的进口氯丁橡胶对中国的倾销可能继续

或再度发生。 

（二）美国。 

本案中，美国电化高性能弹性体公司（Denka Performance Elastomer LLC，以下简称 DPE 公

司）登记应诉本次调查，但没有提交调查问卷答卷，美国的其他生产商、出口商也没有配合调

查。申请人向调查机关提供了美国氯丁橡胶的相关数据及证据材料。 

2016 年 7 月 12 日，DPE 公司向调查机关提交了《关于终止对原产于美国的氯丁橡胶产品

实施反倾销措施的请求》，主张该公司是美国唯一的氯丁橡胶生产商，倾销调查期内原产于美

国的进口氯丁橡胶没有倾销，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美国的进口氯丁橡胶对中国的倾销

也不会继续或再度发生，请求终止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氯丁橡胶产品继续实施反倾销措施。 

2016 年 7 月 28 日，申请人对 DPE 公司的主张提出评论，认为 DPE 公司未填写调查问卷，

没有配合调查，使调查机关和申请人无法获知与该案密切相关的公司生产经营信息；DPE 公司

在评论中使用的产能、产量、表观消费量、出口能力等关键数据均未提供证据支持；该公司自

行计算的美国消费量和出口能力数据存在逻辑错误。 

经审查，调查机关发现，DPE 公司没有提交调查问卷答卷，其在评论意见中提交的数据也

均未附相关证明文件。调查机关认为，该公司未能按要求提供调查所需的必要信息，严重妨碍

了调查，决定对其评论意见中的相关数据不予采用，对其相关主张不予接受。 

调查机关审查了申请人在申请书和有关补充材料中提交的相关数据和证据材料，并通过核

对海关统计数据等方式进行了核实。经调查，调查机关认定申请书和申请人提交的补充材料为

可获得的最佳信息，并依据该最佳信息进行倾销继续或再度发生可能性的分析。 

1. 倾销调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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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机关在 2005 年第 23 号公告和 2011 年第 21 号公告中认定，原产于美国的进口氯丁橡

胶存在倾销，倾销幅度为 151%。措施实施期间，没有美国氯丁橡胶生产商或出口商向调查机

关申请倾销及倾销幅度期中复审或新出口商复审。 

本次复审期间，没有美国氯丁橡胶生产商或出口商提交调查问卷答卷。DPE 公司提交评论

称其在倾销调查期内未对中国出口被调查产品，但未附任何证明文件。因此，现有证据无法证

明原产于美国的进口氯丁橡胶已停止对中国的倾销出口。 

2. 美国氯丁橡胶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情况。 

（1）产能、产量及闲置产能。 

2011 年至 2015，美国氯丁橡胶产能一直维持在 10 万吨；其产量分别为 6.7 万吨、6.5 万吨、

6.6 万吨、6.42 万吨和 6.6 万吨；其闲置产能（产能减产量）分别为 3.3 万吨、3.5 万吨、3.4 万

吨、3.58 万吨和 3.4 万吨。这表明，美国拥有大量的氯丁橡胶生产能力和闲置产能。 

（2）美国国内市场消费情况。 

2011 年至 2015 年，美国国内市场氯丁橡胶需求量分别为 6.44 万吨、6.22 万吨、6.18 万吨、

6.41 万吨和 6.60 万吨；过剩产能（产能减国内需求量）分别为 3.56 万吨、3.78 万吨、3.82 万吨、

3.59 万吨和 3.4 万吨，占总产能的比例分别为 35.6%、37.8%、38.2%、35.9%和 34.0%。这表明，

美国国内氯丁橡胶需求基本保持稳定，未出现明显增长，且一直存在较大过剩产能，超过 30%

的生产能力无法通过国内市场进行消化。 

（3）美国氯丁橡胶出口情况。 

2011 年至 2015 年，美国氯丁橡胶的出口量分别为 1.43 万吨、1.37 万吨、1.32 万吨、1.26 万

吨和 1.39 万吨，占其产量的比例分别为 21.34%、21.08%、20%、19.63%和 21.06%。这表明，2011

年以来美国氯丁橡胶的出口数量基本保持稳定，对外出口一直是其重要的销售方式。 

上述证据表明，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美国氯丁橡胶存在大量的生产能力和闲置产能，国

内需求未出现明显增长，对国际市场依赖性较强。 

3. 美国对第三国（地区）的出口定价情况。 

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美国氯丁橡胶生产商、出口商同时向除中国以外的第三国（地区）

低价出口氯丁橡胶产品。2011 年至 2015 年美国向除中国以外的第三国（地区）低价出口氯丁

橡胶数量占同期对外出口总量的比例分别为 1.2%、81.5%、29.0%、42.5%和 75.0%。 

DPE 公司在评论意见中称，美国氯丁橡胶产品规格众多且价格差异很大，仅比较美国向某

一国家的平均出口价格与美国国内平均价格没有意义。经调查，DPE 公司没有提交调查问卷答

卷，评论意见中也未提供其产品规格划分的具体标准及各规格产品之间存在差异的证明文件，

导致调查机关无法获得关于美国氯丁橡胶产品规格划分和价格差异的必要信息。调查机关认为，

该公司上述主张缺乏证据支持，决定对其不予接受。 

4. 美国被调查产品在中国市场竞争情况。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2011 年到 2015 年，中国自美国进口氯丁橡胶的数量分别为 17.87

吨、36.90 吨、36.30 吨、46.64 吨和 56.90 吨，而在采取反倾销措施之前的 2004 年，进口数量为

5969 吨。这表明，由于反倾销措施的制约，美国氯丁橡胶对中国大量倾销出口受到遏制，近年

来美国氯丁橡胶对华出口数量一直处于很低水平。 

中国是全球氯丁橡胶的主要消费市场之一。2011 年至 2015 年，中国国内市场需求量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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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全球总需求量的 17.66%、16.71%、14.62%、19.06%和 15.02%。随着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中

国市场对氯丁橡胶的需求具有较大的增长潜力。对美国氯丁橡胶生产商而言，中国市场有很强

的吸引力。而且，2011 年至 2015 年，美国氯丁橡胶过剩产能占中国国内市场需求量的比例分

别为 60.53%、70.87%、79.13%、58.15%和 65.6%。在中国氯丁橡胶市场上，进口产品与中国国

内同类产品之间无实质差别，市场竞争激烈，价格因素是竞争的主要手段之一。 

此外，申请人在申请书及 2016 年 7 月 28 日提交的评论意见中称，2014 年 12 月美国杜邦

高性能弹性体公司将其氯丁橡胶业务出售给日本电气化学工业株式会社（现更名为日本电化株

式会社），新成立的 DPE 公司成为日本电化株式会社的子公司，两者可以利用跨国关联公司优

势，通过转口贸易、价格安排等方式协调向中国出口，削弱反倾销税的影响。 

DPE 公司在 2016 年 7 月 12 日评论意见中主张，虽然其与日本电化株式会社为关联公司，

在各国海关监管体系中不可能出现两国产品之间的相互转移替代出口的情形。 

经调查，调查机关认为，虽然 DPE 公司和日本电化株式会社分别位于不同国家，但两家公

司之间存在的关联关系可为其带来在全球氯丁橡胶市场中的竞争优势，并可能导致其在对中国

出口被调查产品时采用相同或相似的销售模式和定价策略。如果终止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氯丁

橡胶产品的反倾销措施，为消化其大量过剩产能，包括 DPE 公司在内的美国氯丁橡胶生产商、

出口商可能通过倾销方式再次对华大量出口被调查产品。 

以上证据表明，美国氯丁橡胶有大量的产能和闲置产能，国内需求未出现明显增长，对国

际市场依赖性较强。实施反倾销措施以来，自美国进口的氯丁橡胶被征收税率为 151%的反倾

销税，美国氯丁橡胶向中国市场的出口大幅减少。但中国氯丁橡胶市场具有较大增长潜力，对

美国氯丁橡胶生产商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而且，在倾销调查期美国氯丁橡胶仍在向第三国（地

区）市场大量低价出口来消化其过剩产能。此外，通过收购，日本电化株式会社与美国 DPE 公

司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关系，可协调安排被调查产品的生产及销售。如果取消反倾销措施，美

国氯丁橡胶产品可能以倾销方式再度大量涌入中国市场。 

调查机关认定，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美国的进口氯丁橡胶对中国的倾销可能继续

或再度发生。 

（三）欧盟。 

本案中，欧盟阿朗新科德国有限公司（ARLANXEO Deutschland GmbH，以下简称阿朗新科）

向调查机关提交了调查问卷答卷，没有其他欧盟生产商、出口商配合调查。申请人向调查机关

提供了欧盟氯丁橡胶的相关数据及证据材料。 

调查机关审查了阿朗新科提交的调查问卷答卷，发现该公司答卷虽然提交了倾销调查期内

对中国出口销售和国内销售的数据，但未按问卷要求提交公司整体损益数据、销售合同和收款

证明等销售证明文件、出口和内销价格调整证明文件以及欧盟内市场数据证明文件。经审查，

答卷所提交对中国出口销售发票的显示金额与答卷表格数据不符，答卷不同表格之间关于产量

等数据也存在差异。此外，公司的中国关联进口商未按问卷要求单独提交答卷，也未提交其转

售被调查产品的交易证明文件和经审计财务报告等证明文件。 

调查机关认为，该公司及其中国关联进口商未能按照问卷要求提交上述必要信息，导致调

查机关无法认定公司答卷报告的对中国出口销售数据、欧盟内销售数据以及欧盟内市场数据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已严重妨碍调查。此外，由于该公司是唯一提交答卷的欧盟出口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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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根据《反倾销条例》的规定，调查机关决定依据可获得最佳信息对欧盟被调查产品倾销

继续或再度发生可能性作出裁决。 

调查机关审查了申请人提交的欧盟氯丁橡胶市场总体情况的相关数据和证据材料，并通过

核对海关统计数据等方式进行了核实。经调查，调查机关认定申请书和申请人提交的补充材料

为可获得的最佳信息，并依据该最佳信息进行倾销继续或再度发生可能性的分析。 

1. 倾销调查情况。 

调查机关在 2005 年第 23 号公告和 2011 年第 21 号公告中认定，原产于欧盟的进口氯丁橡

胶存在倾销，倾销幅度为 11.0%-151.0%。措施实施期间，没有欧盟氯丁橡胶生产商或出口商向

调查机关申请倾销及倾销幅度期中复审或新出口商复审。 

本次复审倾销调查期内，在调整销售条件和贸易水平等影响价格可比性的因素后，原产于

欧盟的氯丁橡胶向中国的出口价格为 3489.67 美元/吨，正常价值为 3880 美元/吨，存在倾销。 

2. 欧盟氯丁橡胶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情况。 

（1）产能、产量及闲置产能。 

2011 年至 2015 年，欧盟氯丁橡胶的产能分别为 5.7 万吨、6.0 万吨、6.0 万吨、7.5 万吨和

7.5 万吨；其产量分别为 5.7 万吨、5.4 万吨、5.6 万吨、6.0 万吨和 6.0 万吨；其闲置产能（产能

减产量）分别为 0 万吨、0.6 万吨、0.4 万吨、1.5 万吨和 1.5 万吨。这表明，欧盟氯丁橡胶的产

能在逐步增长，产量相对稳定，总体略有增加，但闲置产能呈上升态势。 

（2）欧盟内市场需求情况。 

2011 年至 2015 年，欧盟内市场对氯丁橡胶的需求量分别为 5.32 万吨、5.11 万吨、5.96 万

吨、5.99 和 5.24 万吨，同期过剩产能（产能减欧盟内需求量）分别为 0.38 万吨、0.89 万吨、0.04

万吨、1.51 万吨和 2.26 万吨，过剩产能占总产能的比例分别为 6.67%、14.83%、0.67%、20.13%

和 30.13%。这表明，欧盟内市场对氯丁橡胶的需求基本保持稳定，总体略有下降；但其对欧盟

氯丁橡胶产能的消化能力正逐渐减弱，2015 年过剩产能占总产能的近三分之一。 

（3）欧盟氯丁橡胶出口情况。 

2011 年至 2015 年，欧盟氯丁橡胶的出口量分别为 3.36 万吨、2.95 万吨、2.45 万吨、2.78 万

吨和 2.74 万吨，占其产量的比例分别为 59.0%、54.6%、43.8%、46.3%和 45.7%。这表明，2011

年以来，欧盟超过 40%的氯丁橡胶产量需要通过出口进行消化，对外出口仍是欧盟氯丁橡胶的

重要销售方式。 

上述证据表明，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欧盟氯丁橡胶存在较大的产能，闲置产能总体呈增

长态势，欧盟内市场对氯丁橡胶产能的消化能力不足，欧盟氯丁橡胶对国际市场依赖性较强。 

3. 欧盟对第三国（地区）的出口定价情况。 

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欧盟氯丁橡胶生产商、出口商同时向除中国以外的第三国（地区）

低价出口氯丁橡胶产品。2011 年至 2015 年欧盟向除中国以外的第三国（地区）低价出口氯丁

橡胶数量占同期对外出口总量的比例分别为 53.9%、46.0%、27.0%、35.3%和 78.9%。 

4. 欧盟被调查产品在中国市场竞争情况。 

前述倾销调查表明，在反倾销措施继续实施期间内，原产于欧盟的进口氯丁橡胶对中国出

口仍然存在倾销。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2011 年至 2015 年，中国自欧盟进口氯丁橡胶的数量分别为 0.14



12 
 

万吨、0.16 万吨、0.35 万吨、0.42 万吨和 0.33 万吨，占当年欧盟氯丁橡胶总出口量的比例分别

为 4.17%、5.42%、14.29%、15.11%和 12.04%。这表明，欧盟氯丁橡胶对中国的出口数量和出口

占比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中国是全球氯丁橡胶的主要消费市场。2011 年至 2015 年，中国国内市场需求量分别占全

球总需求量的 17.66%、16.71%、14.62%、19.06%和 15.02%。随着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中国市

场对氯丁橡胶的需求具有较大的增长潜力。对欧盟氯丁橡胶生产商而言，中国市场有很强的吸

引力，仍是其重要目标市场。在中国氯丁橡胶市场上，进口产品与中国国内同类产品之间无实

质差别，市场竞争激烈，价格因素是竞争的主要手段之一。如果取消反倾销措施，为维持其在

中国市场份额并消化欧盟内过剩产能，欧盟氯丁橡胶可能继续以倾销方式对中国出口。 

上述证据表明，欧盟氯丁橡胶产能较大，欧盟内市场需求总体有所下降，欧盟氯丁橡胶对

国外市场依赖性较强，而中国氯丁橡胶市场需求增长潜力较大，一直是欧盟对外出口的重要目

标市场。在实施反倾销措施的情况下，欧盟氯丁橡胶对中国出口数量总体仍有所上升。倾销调

查期内，欧盟氯丁橡胶对中国的出口仍存在倾销，同时也在向第三国（地区）市场大量低价出

口来消化其过剩产能。在中国氯丁橡胶市场，不同来源的产品竞争激烈，价格是主要决定因素

之一。因此，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欧盟氯丁橡胶很可能继续以倾销方式大量涌入中国市场。 

调查机关认定，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欧盟的进口氯丁橡胶对中国的倾销可能继续

或再度发生。 

（四）调查结论。 

调查机关认为，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日本、美国和欧盟的进口氯丁橡胶对中国的

倾销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 

五、国内同类产品和国内产业 

（一）国内同类产品认定。 

调查机关在 2005 年第 23 号公告、2011 年第 21 号公告中曾认定，原产于日本、美国和欧

盟的进口氯丁橡胶与中国国内生产的氯丁橡胶是同类产品。 

在本次调查中，申请人主张，原产于日本、美国和欧盟的进口氯丁橡胶与中国国内生产的

氯丁橡胶在物理特征和化学性能、生产工艺、产品用途、销售渠道和客户群体等方面基本相同

或相似。 

部分下游企业通过提交书面材料或参加上下游意见陈述会等方式发表意见称，用于生产传

动轴防尘罩等汽车配件的日本电化株式会社的被调查产品在耐低温性能方面优于国内同类产

品；在生产制鞋或箱包用胶粘剂领域，进口产品的质量稳定性优于国内同类产品；在某些特定

行业用液压胶管领域，国内同类产品品种有限，需使用进口产品。 

申请人在上下游意见陈述会及随后的书面材料中称，首先，经过多年发展，国内氯丁橡胶

的品种和质量都得到了提升，目前品种齐全，质量稳定，完全可以替代进口产品；其次，由于

使用习惯或客户指定等原因，部分下游企业不愿使用国产产品；此外，国内申请企业有技术也

有意愿同下游企业相互配合，更好地满足客户多样化需求。 

经调查，调查机关发现：首先，日本电化株式会社未配合本次复审调查，没有提交调查问

卷答卷和关于被调查产品特征的相关信息。日本电化株式会社的中国代理商三井塑料贸易（上

海）有限公司也未配合调查，没有按照进口商调查问卷的要求提供被调查产品的相关信息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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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进口和转售被调查产品的具体数据和客户信息。国内下游用户也未提交关于进口被调查

产品与国内同类产品质量和品种差异的必要证明文件。国内申请企业提供了关于其产品的第三

方检验报告和国内外用户的检测报告，报告证明了国内同类产品的质量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

与进口产品具有相当的品质，能够满足客户需要。其次，参加意见陈述会的下游企业关于国内

同类产品与进口产品性能的意见并不统一，不同的下游用户在使用习惯、偏好以及对品牌要求

等方面存在差异，这也是部分下游用户选择进口产品的一个主要原因。此外，调查机关了解到，

近年来国内申请企业加大创新力度，不断优化生产技术和改进生产工艺，其产品品种日渐完善，

并可针对特定下游客户提供差异化产品，满足客户的实际需求。 

因此，根据《反倾销条例》第十二条规定，调查机关认定，中国国内生产的氯丁橡胶与被

调查产品是同类产品。 

（二）国内产业认定。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十一条的规定，国内产业是指中国国内同类产品的全部生产者，或

者其总产量占国内同类产品全部总产量的主要部分的生产者。 

本案中，重庆长寿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和山西合成橡胶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交了中国生产者

调查问卷答卷。调查机关对上述公司的产量进行了审查与核实，认为其合计产量占全国总产量

的主要部分。根据《反倾销条例》第十一条，调查机关认定上述公司构成了本次反倾销期终复

审调查的中国国内氯丁橡胶产业，其数据可以代表中国国内产业情况。调查过程中，没有利害

关系方就此提出不同意见。 

六、损害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 

（一）国内产业状况。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七、八条，调查机关对损害调查期内中国国内产业的相关经济因素

和指标进行了调查。由于相关数据来源于重庆长寿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和山西合成橡胶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两家公司答卷，为避免泄露两家企业的商业秘密，调查机关采用区间数据的形式披露

国内产业相关经济因素和指标。另外，由于山西合成橡胶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 2013-2014 年间

发生旧设备关停和新设备投产情况，造成国内产业部分相关指标在此期间存在一定波动，但对

损害调查期的总体趋势影响有限。具体数据详见附表。 

1.表观消费量。 

2011 年至 2015 年，中国氯丁橡胶的表观消费量分别为 55284-60577 吨、48536-58136 吨、

46344-51654 吨、57420-65446 吨和 48720-59085 吨；其中，2015 年比 2011 年下降 11.87%。损害

调查期内，中国氯丁橡胶产品的表观消费量总体呈下降趋势。 

2.产能。 

2011 年至 2015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产能分别为 50400-56560 吨、53200-64400 吨、35700-

40857 吨、54520-58580 吨和 56260-60320 吨；其中，2015 年比 2011 年增长 3.57%。损害调查期

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产能总体略有增长。 

3.产量。 

2011 年至 2015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产量分别为 39910-52904 吨、33197-44523 吨、26989-

34928 吨、42437-46500 吨和 30963-36003 吨；其中，2015 年比 2011 年下降 22.42%。损害调查期

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产量总体呈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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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销量。 

2011 年至 2015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销量分别为 42773-48761 吨、34427-40101 吨、31198-

37908 吨、41231-47506 吨和 29795-37417 吨；其中，2015 年比 2011 年下降 19%。损害调查期内，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销量总体呈下降趋势。 

5.市场份额。 

2011 年至 2015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占中国氯丁橡胶市场的份额分别为 55%-70%、55%-

63%、52%-66%、61-71%和 58%-75%；其中，2015 年比 2011 年增长 0.7 个百分点。损害调查期

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占中国氯丁橡胶市场的份额先降后升，总体保持稳定。 

6.销售收入。 

2011 年至 2015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销售收入分别为 104998-135671 万元、101276-115744

万元、83859-87248 万元、107274-109441 万元和 65250-75750 万元；其中 2015 年比 2011 年下降

36.43%。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销售收入总体呈下降趋势。 

7.销售价格。 

2011 年至 2015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加权平均销售价格分别为 24548-30892 元/吨、25405-

30322 元/吨、22725-27018 元/吨、20793-25145 元/吨和 19483-22514 元/吨；其中，2015 年比 2011

年下降 21.51%。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加权平均销售价格呈持续下降趋势。 

8.税前利润。 

2011 年至 2015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税前利润分别为 657-716 万元、（-1734）-（-1872）

万元、（－8811）-（-9361）万元、（-28226）-（-32828）万元和（-43662）-（-50112）万元。损

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自 2012 年开始持续亏损，且亏损额逐年增加，与 2012 年相比，2015 年

亏损额扩大了 26 倍。 

9.投资收益率。 

2011 年至 2015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投资收益率分别为 0.15%-0.19%、（-0.33%）-（-0.43%）、

（-1.81%）-（-2.04%）、（-5.38%）-（-7.03%）和（-9.64%）-（-10.47%）。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

业同类产品自 2012 年起投资收益率持续为负，且下降幅度逐年加剧，整个产业难以收回同类

产品投资成本。 

10.开工率。 

2011 年至 2015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开工率分别为 82%-90%、67%-76%、79%-86%、75%-

90%和 56%-64%；其中，2015 年较 2011 年下降 20.80 个百分点。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

产品的开工率总体呈下降趋势。 

11.就业人数。 

2011 年至 2015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就业人数分别为 5875-6360 人、4562-5779 人、4501-

5219 人、4344-4952 人和 3386-3766 人。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就业人数呈持续下降

趋势；其中，2015 年比 2011 年下降 42.96%。 

12.劳动生产率。 

2011 年至 2015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劳动生产率分别为 6.74-7.97 吨/年/人、7.55-7.78 吨/年

/人、6.3-7.16 吨/年/人、9.56-10.39 吨/年/人和 9.69-10.63 吨/年/人；其中 2015 年比 2011 年增长

36.03%。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劳动生产率总体呈增长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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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人均工资。 

2011 年至 2015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分别为 31994-41340 元/年/人、

32414-37629 元/年/人、39027-43905 元/年/人、37507-44030 元/年/人和 44998-54675 元/年/人；其

中，2015 年比 2011 年增长 34.6%。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总体

呈增长趋势。 

14.期末库存。 

2011 年至 2015 年，国内产业期末库存分别为 3445-3861 吨、3815-4176 吨、1375-1663 吨、

4026-4352 吨和 4965-5624 吨。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期末库存总体呈持续增加趋

势；其中，2015 年比 2011 年增长 33.85%。 

15.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2011 年至 2015 年，国内产业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分别为 25730-27016 万元、（-11931）-（-

14878）万元、（-9762）-（-12536）万元、（-9825）-（-12445）万元和（-33662）-(-44354）万元。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自 2012 年开始呈持续净流出状态，与 2012 年相

比，2015 年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出增加 182.14%。 

16.投融资能力。 

调查期内，没有证据显示国内产业同类产品投融资能力受到被调查产品进口的影响。 

上述证据表明，反倾销措施实施以来，中国国内产业获得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国内产

业的产能、劳动生产率、人均工资等部分指标总体呈增长趋势。但与此同时，国内产业的财务

状况和盈利能力却在持续恶化。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产量、销量、销售收入、

销售价格、开工率等绝大多数指标均呈总体下降趋势。特别是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就业人数持

续下降，库存数量逐年上升，自 2012 年起连续出现亏损且亏损额逐年大幅扩大，投资收益率

连续为负值，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持续呈净流出状态。 

综上，调查机关认为，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绝大多数指标均在持续恶化，整个行业的

生产经营状况未有根本好转，仍处于连续亏损的脆弱状态。 

（二）被调查产品对国内产业的可能影响 

1.被调查产品进口数量大量增加的可能性。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2011 年至 2015 年，自日本、美国和欧盟进口被调查产品的数量

分别为 19998.36 吨、19661.28 吨、19746.8 吨、19384.67 吨和 17358.34 吨，呈下降趋势。但是，

被调查产品在中国市场仍占据了较大份额，2011 至 2015 年分别为 34%、36.86%、40.9%、31.4%

和 33.49%，其中 2011-2013 年呈逐年增长趋势，2014 年虽有所回落，但 2015 年再次出现增长。

上述数据表明，2011 年至 2015 年，被调查产品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各年

均超过 30%。 

此外，前述倾销部分调查结果表明，日本、美国和欧盟仍具有较大的氯丁橡胶闲置产能和

过剩产能，对国际市场依赖性较强；中国是全球氯丁橡胶的主要消费市场之一，且国内市场需

求有较大增长潜力，对日本、美国和欧盟的生产商、出口商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在损害调查期

内，即使有反倾销措施的实施，日本、欧盟的生产商、出口商仍在采用低价甚至倾销的方式向

中国市场大量出口被调查产品，并始终占据了较大的市场份额。虽然在反倾销措施的制约下美

国氯丁橡胶对中国的出口数量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但如取消反倾销措施，中国将可能再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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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美国氯丁橡胶生产商、出口商采用低价竞争策略来消化其大量过剩产能的目标市场。 

综上，调查机关认为，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日本、美国和欧盟的被调查产品对中

国的出口数量可能大幅增加。 

2.被调查产品对国内同类产品价格可能造成的影响。 

调查机关在 2005 第 23 号公告中认定，原产于日本、美国和欧盟的进口被调查产品价格对

国内同类产品的销售价格产生了明显的抑制作用。在 2011 年第 21 号公告中认定，由于日本、

美国和欧盟被调查产品的低价出口，导致中国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一直相对较低。 

在本次调查中，国内产业主张，被调查产品与国内同类产品在物理特征和化学特性、生产

工艺流程、产品用途、销售渠道和客户群体等方面基本相同或相似，二者之间完全可以相互替

代，具有竞争关系。中国氯丁橡胶市场竞争充分，价格是市场竞争的主要手段之一。如果终止

反倾销措施，被调查产品价格可能对中国同类产品价格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 

如前所述，在本次调查中，日本、美国和欧盟的生产商和出口商未提交必要的信息和有关

证据材料。因此，调查机关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和国内产业提交的材料，对如果终止反倾销

措施，被调查产品进口价格对中国同类产品价格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调查。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 2011 年至 2015 年，原产于日本、美国和欧盟的进口被调查产品

加权平均价格分别为 4288.1 美元/吨、4670.53 美元/吨、4324.21 美元/吨、4021.35 美元/吨和 3721.19

美元/吨，总体上呈逐年下降趋势，年均价格变化幅度分别为 8.92%、-7.42%、-7%和-7.46%。同

期，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在中国市场加权平均销售价格分别为 24548-30892 元/吨、25405-30322 元

/吨、22725-27018元/吨、20793-25145元/吨和 19483-22514元/吨，年均价格变化幅度分别为-0.96%、

-7.56%、-4.25%和-10.46%，国内同类产品的内销价格也呈逐年下降趋势。 

调查机关认为，现有证据表明，中国氯丁橡胶市场属于充分竞争的市场，价格是市场竞争

的主要手段之一。损害调查期内，被调查产品的进口价格总体呈逐年下降趋势，中国国内同类

产品的价格也在持续下降。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日本、美国和欧盟的生产商、出口商为消化

其过剩产能，抢占中国市场份额，有可能继续或再度采用倾销手段向中国大量出口被调查产品，

被调查产品在中国市场的售价可能进一步降低，并可能对国内同类产品价格造成明显影响。因

此，调查机关认为，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日本、美国和欧盟的被调查产品可能仍将会

对国内同类产品的价格产生明显不利影响。受此影响，国内同类产品的销售数量和销售收入可

能继续下降，国内产业连续亏损的状况可能无法得到缓解，甚至导致其盈利能力继续下降和财

务状况进一步恶化，国内产业遭受的损害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 

（三）调查结论。 

综上，调查机关认为，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日本、美国和欧盟的进口氯丁橡胶对

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 

七、复审裁定 

根据调查结果，调查机关裁定，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日本、美国和欧盟的进口氯

丁橡胶对中国的倾销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对中国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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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氯丁橡胶反倾销期终复审案数据表 

项    目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表观消费量（吨） 55284-60577 48536-58136 46344-51654 57420-65446 48720-59085 

变化率   -9.31% -9.49% 27.90% -16.05% 
进口数量（吨） 19998.36 19661.28 19746.80 19384.67 17358.34 

变化率   -1.69% 0.43% -1.83% -10.45% 
进口价格（美元/吨） 4288.10 4670.53 4324.21 4021.35 3721.19 

变化率   8.92% -7.42% -7.00% -7.46% 
被调查产品市场份额 34% 36.86% 40.9% 31.4% 33.49% 

变化率   8.41 10.96 -23.23 6.66 
产能（吨） 50400-56560 53200-64400 35700-40857 54520-58580 56260-60320 

变化率   0.00% -29.17% 46.22% 0.00% 
产量（吨） 39910-52904 33197-44523 26989-34928 42437-46500 30963-36003 

变化率   -15.84% -18.70% 42.18% -20.25% 
开工率（%） 82-90 67-76 79-86 75-90 56-64 

变化率   -13.13 10.31 -2.21 -15.77 
国内销量（吨） 42773-48761 34427-40101 31198-37908 41231-47506 29795-37417 

变化率   -11.55% -11.33% 33.60% -22.69% 
国内产品市场份额 55%-70% 55%-63% 52%-66% 61%-71% 58%-75% 

变化率   -2.73 -3.94 9.57 -2.2 

国内销售收入（万元） 
104998-
135671 

101276-115744 83859-87248 107274-109441 65250-75750 

变化率   -12.40% -18.03% 27.92% -30.78% 
国内销售价格（元/吨） 24548-30892 25405-30322 22725-27018 20793-25145 19483-22514 

变化率   -0.96% -7.56% -4.25% -10.46% 

税前利润（万元） 657-716 (-1734)-(-1872) (-8811)-(-9361) 
(-28226)-(-

32828) 
(-43662)-(-

50112) 
变化率    -429.37% -234.29% -61.72% 

投资收益率（%） 0.15-0.19 (-0.33)-(-0.43) (-1.81)-(-2.04) (-5.38)-(-7.03) (-9.64)-(-10.47) 
变化率    -1.48 -4.46 -3.93 

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25730-27016 
(-11931)-(-

14878) 
(-9762)-(-12536) (-9825)-(-12445) 

(-33662)-(-
44354) 

变化率    20.97% 1.59% -262.76% 
期末库存（吨） 3445-3861 3815-4176 1375-1663 4026-4352 4965-5624 

变化率   6.07% -60.17% 154.28% 24.58% 
就业人数（人） 5875-6360 4562-5779 4501-5219 4344-4952 3386-3766 

变化率   -16.31% -5.54% -9.27% -20.47% 
人均工资（元/年/人） 31994-41340 32414-37629 39027-43905 37507-44030 44998-54675 

变化率   3.64% 9.12% 0.28% 18.68% 
劳动生产率（吨/年/人） 6.74-7.97 7.55-7.78 6.30-7.16 9.56-10.39 9.69-10.63 

变化率   0.52% -13.90% 56.71% 0.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