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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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2/20190202832465.shtml） 

 

附錄 

 

商务部公告 2019 年第 4 号  

关于对原产于欧盟的马铃薯淀粉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裁定的公告 

公告 2019 年第 4 号 

 

2007 年 2 月 5 日，商务部发布 2007 年第 8 号公告，决定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马铃薯淀粉

实施最终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限为自 2007 年 2 月 6 日起 5 年。2011 年 4 月 18 日，商务部发布

2011 年第 16 号公告，决定自 2011 年 4 月 19 日起调整前述反倾销措施所适用的反倾销税率。

2013 年 2 月 5 日，商务部发布 2013 年第 4 号公告，决定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马铃薯淀粉继续

实施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限为自 2013 年 2 月 6 日起 5 年。2016 年 12 月 14 日，商务部发布 2016

年第 72 号公告，依法认定相关公司更名事宜。 

2018 年 2 月 5 日，应国内马铃薯淀粉产业申请，商务部发布 2018 年第 2 号公告，决定对

原产于欧盟的进口马铃薯淀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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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产于欧盟的进口马铃薯淀粉倾销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

能性以及对国内马铃薯淀粉产业造成的损害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进行了调查，并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以下称《反倾销条例》）第四十八条作出复审裁定（见附件）。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复审裁定 

商务部裁定，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欧盟的进口马铃薯淀粉对中国的倾销可能继

续或再度发生，对国内马铃薯淀粉产业造成的损害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 

二、反倾销措施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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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2 月 6 日起，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马铃薯淀粉继续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５年。 

征收反倾销税的产品范围是原反倾销措施所适用的产品，与商务部 2007 年第 8 号公告和

2013 年第 4 号公告中的产品范围一致。具体如下： 

被调查产品名称：马铃薯淀粉，也称马铃薯原淀粉、马铃薯精制淀粉、马铃薯生粉、土

豆淀粉或洋芋淀粉等。（英文名称：Potato Starch）。 

被调查产品的具体描述：马铃薯淀粉是以马铃薯为原料加工而成的由多葡萄糖分子组成

的一种白色粉状物，其理化指标为：白度（457nm 蓝光反射率）≥90%，水份≤20%，粘度（4%

浓度，700cmg）≥1100BU，蛋白质（干物质中含量）≤0.15%。 

主要用途：马铃薯淀粉在中国主要用于食品行业，是生产乳化剂、增稠剂、稳定剂、膨

化剂、赋形剂等的重要原料，广泛应用于膨化食品，方便食品，香肠、火腿肠等肉类制品，冷

冻食品，酱类、泥类、汤类食品，饮料，酱料，烹饪，制糖，水产品加工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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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被调查产品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税则号：11081300。 

继续征收反倾销税的税率与商务部 2011 年第 16 号公告、2013 年第 4 号公告和 2016 年第

72 号公告的规定相同。 

三、征收反倾销税的方法 

自 2019 年 2 月 6 日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原产于欧盟的马铃薯淀粉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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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三条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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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商务部关于原产于欧盟的进口马铃薯淀粉所适用反倾销措施的期终复审裁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2019 年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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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关于原产于欧盟的进口马铃薯淀粉所适用反倾销措施的期终复审裁定 

 

2018 年 2 月 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以下称调查机关）发布 2018 年第 2 号公告，

决定自 2018 年 2 月 6 日起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马铃薯淀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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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产于欧盟的进口马铃薯淀粉倾销继续或再度发生的

可能性以及对国内马铃薯淀粉产业造成的损害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进行了调查，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以下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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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 2 月 5 日，商务部发布 2007 年第 8 号公告，决定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马铃薯淀粉

实施最终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限为自 2007 年 2 月 6 日起 5 年。2011 年 4 月 18 日，商务部发布

2011 年第 16 号公告，决定自 2011 年 4 月 19 日起调整前述反倾销措施所适用的反倾销税率。

2013 年 2 月 5 日，商务部发布 2013 年第 4 号公告，决定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马铃薯淀粉继续

实施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限为自 2013 年 2 月 6 日起 5 年。2016 年 12 月 14 日，商务部发布 2016

年第 72 号公告，依法认定相关公司更名事宜。 

二、 调查程序 

（一） 立案及通知。 

1． 立案。 

2017 年 12 月 7 日，调查机关收到中国淀粉工业协会马铃薯淀粉专业委员会（以下称申请

人）代表国内马铃薯淀粉产业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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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产于欧盟的进口马铃薯淀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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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调查机关裁定维持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马铃薯淀粉实施的

反倾销措施。 

调查机关对申请人资格、申请书主张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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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 月 5 日发布公告，决定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马铃薯

淀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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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7 月 1 日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产业损害调查期为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 

2． 立案通知。 

2018 年 1 月 29 日，调查机关通知欧盟驻华代表团已正式收到国内马铃薯淀粉产业提交的

期终复审调查申请。2018 年 2 月 5 日，调查机关发布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马铃薯淀粉所适用的

反倾销措施进行期终复审调查的立案公告，向欧盟驻华代表团提供了立案公告和申请书的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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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企业。 

3． 公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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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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本次反倾销期终复审调查相关信息的公开版本。 

立案当天，调查机关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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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版本，并将电子版登载在商务部网站上。 

（二） 登记参加调查。 

在规定期限内，欧盟驻华代表团、欧洲淀粉协会、中国淀粉工业协会马铃薯淀粉专业委

员会及相关马铃薯淀粉生产企业登记参加本次反倾销期终复审调查。 

（三） 发放调查问卷和收取答卷。 

2018 年 3 月 1 日，调查机关向本案有关利害关系方发放了反倾销期终复审调查问卷，并

将问卷电子版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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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定及经批

准延期的时限内，24 家中国淀粉工业协会马铃薯淀粉专业委员会会员企业提交了答卷，24 家

企业包括内蒙古华欧淀粉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威思顿薯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大荒马铃

薯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科鑫源食品集团、甘肃祁连雪淀粉工贸有限公司、固原亚雪淀粉集团

投资有限公司、承德泓辉双合淀粉有限公司、庄浪县宏达淀粉加工有限公司、云南云淀淀粉有

限公司、张家口富鑫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黑龙江鹏程优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静宁县红光淀粉

有限责任公司、固原长城淀粉有限公司、围场满族蒙古自治县长宏马铃薯淀粉有限公司、固原

雪冠淀粉有限责任公司、榆林市新田源集团富元淀粉有限公司、固原玉明淀粉有限公司、新疆

天山雪马铃薯开发有限公司、沽源县鑫华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庄浪县鑫喜淀粉加工有限责

任公司、甘肃定西蓝天马铃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宁夏华晶淀粉有限责任公司、讷河市家良淀

粉食品有限公司、固原利华淀粉有限公司。 

（四） 实地核查。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调查机关于 2018 年 9 月 5 日至 9 月 6 日，对云南

云淀淀粉有限公司进行了实地核查。核查结束后，上述被核查企业向调查机关提交了实地核查

后补充材料，调查机关将补充材料（公开版本）送贸易救济公开信息查阅室公开。 

（五）接收利害关系方评论意见。 

2018 年 5 月 8 日，欧委会向调查机关提交了《对欧盟马铃薯淀粉反倾销期终复审框架的

意见》。 

2018 年 11 月 9 日，欧洲淀粉协会向调查机关提交了《对欧盟马铃薯淀粉反倾销期终复审

案的评论意见》。 

2018 年 12 月 3 日，申请人向调查机关提交了《马铃薯淀粉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案申请人

对欧盟利害关系方相关评论意见的评论意见》。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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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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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披露规定》，2018 年 12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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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利害关系方没有提出评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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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复审产品范围 

本次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产品范围是原反倾销措施所适用的产品，与商务部 2007 年第 8

号公告和 2013 年第 4 号公告中的产品范围一致。 

四、 倾销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 

本案中，没有欧盟的生产商、出口商登记参加本次调查，也没有提交调查问卷答卷。申

请人向调查机关提供了欧盟马铃薯淀粉的相关数据及证据材料。 

经审查，调查机关认为，没有欧盟生产商、出口商配合调查，也未提供调查所需的必要

信息，调查机关尽最大能力通知了所有利害关系方，也尽最大能力向所有利害关系方提醒了不

配合调查的后果，因此，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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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淀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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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查，调查机关认定申请人提交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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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倾销调查情况。 

调查机关在 2007 年第 8 号公告中认定，原产于欧盟的进口马铃薯淀粉存在倾销。措施实

施期间，调查机关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马铃薯淀粉适用的反倾销措施进行了倾销及倾销幅度期

间复审。复审后，原产于欧盟的进口马铃薯淀粉倾销幅度为 12.6%—56.7%。措施到期后，调查

机关对前述反倾销措施进行了期终复审，在该案中调查机关认定，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

于欧盟的进口马铃薯淀粉对中国的倾销可能继续发生。措施实施期间，没有欧盟马铃薯淀粉生

产商或出口商向调查机关申请倾销及倾销幅度期间复审。 

在本次复审倾销调查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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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欧盟的马铃薯淀粉向中国的出口价格为 637.01 美元/吨，正常价值为 918.36 美元/吨，存在倾

销。 

（二） 欧盟马铃薯淀粉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情况。 

1. 产能、产量及闲置产能。 

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马铃薯淀粉生产地区。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欧盟马铃薯淀粉产能

保持稳定。2013 年至 2017 年，欧盟马铃薯淀粉的产能均为 194.88 万吨。产量分别为 134.86 万

吨、139.65 万吨、144.47 万吨、142.31 万吨和 141.85 万吨，总体略有增加。在此期间，欧盟马

铃薯淀粉始终存在较大的闲置产能，2013 年至 2017 年分别为 60.02 万吨、55.23 万吨、50.41 万

吨、52.57 万吨和 53.03 万吨，闲置产能占其总产能的比例始终维持在 25%—31%之间。 

2. 欧盟地区市场需求情况。 

2013 年至 2017 年，欧盟市场马铃薯淀粉需求量先升后降，总体呈下降趋势。2013 年至

2017 年需求量分别为 98.95 万吨、104.38 万吨、97.62 万吨、102.96 万吨和 94.36 万吨。2013 年

至 2017 年，欧盟马铃薯淀粉可供出口的产能（产能减去欧盟内需求量）分别为 95.93 万吨、90.50

万吨、97.26 万吨、91.92 万吨和 100.52 万吨。这表明，欧盟市场对马铃薯淀粉的需求有限，须

依赖出口的过剩产能每年都维持在 90 万吨以上的很高水平，占总产能的一半左右。 

3. 欧盟出口情况。 

2013 年至 2017 年，欧盟马铃薯淀粉的出口量分别为 36.26 万吨、35.31 万吨、46.87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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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41 万吨和 47.51 万吨，占其当年产量的比例分别为 26.89%、25.29%、32.45%、27.70%和 33.50%。

欧盟马铃薯淀粉的出口数量总体呈增长趋势，调查期内出口比例始终占其当年总产量的 25%以

上，2017 年达到 33.50%，这表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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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马铃薯淀粉闲置产能较大，欧盟内需求量总

体呈下降趋势，欧盟市场对马铃薯淀粉的消化依然能力不足，对外出口是欧盟马铃薯淀粉的重

要销售模式，欧盟马铃薯淀粉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较高。 

（三） 欧盟被调查产品在中国市场竞争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数据，2013 年至 2017 年，中国自欧盟进口马铃薯淀粉的数

量分别为 3.01 万吨、2.67 万吨、5.72 万吨、3.43 万吨和 5.74 万吨，占当年欧盟总出口量的比例

分别为 8.31%、7.57%、12.21%、8.71%和 12.09%。在实施反倾销措施的情况下，欧盟向中国出

口马铃薯淀粉的数量仍保持在一定水平，并呈波动增长趋势，这表明中国市场是欧盟马铃薯淀

粉出口的重要市场之一。 

近年来，中国是全球第二大马铃薯淀粉消费市场，需求量总体保持增长趋势。2013 年至

2016 年，中国马铃薯淀粉的市场需求量分别为 33.62 万吨、35.80 万吨、40.00 万吨、37.26 万吨，

2017 年上半年，马铃薯淀粉的市场需求量为 16.22 万吨，较 2016 年同期增长 15.88%。由于目

前中国的居民消费水平还有很大的增长潜力，预计未来几年马铃薯淀粉的需求量还将继续保持

增长趋势。对欧盟马铃薯淀粉生产商、出口商而言，中国市场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仍是其重要

的目标市场。由于欧盟马铃薯淀粉的出口市场非常分散，除中国外的其他市场容量有限，没有

证据显示其他市场将出现大幅增长，而且分散的出口市场会增加其负担和成本，中国市场的容

量和吸引力要大得多。目前在中国马铃薯淀粉市场上，欧盟进口产品与中国产品之间无实质差

别，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价格因素是竞争的主要手段。 

综上，调查机关认为，欧盟马铃薯淀粉产能及闲置产能较大，欧盟内市场需求总体呈下

降趋势，供过于求，对外出口占产量比例总体维持在 25%以上，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较高。

而中国是全球马铃薯淀粉第二大消费市场，对欧盟生产商、出口商而言有很强的吸引力，是欧

盟马铃薯淀粉的重要目标市场。在实施反倾销措施的情况下，欧盟向中国出口马铃薯淀粉的数

量仍保持在一定水平，并呈波动增长趋势，这表明中国市场是欧盟马铃薯淀粉出口的重要市场

之一。在复审倾销调查期间，欧盟马铃薯淀粉对中国的出口仍然存在倾销，进一步表明欧盟出

口商仍在采用这种低价定价策略来消化过剩产能。中国马铃薯淀粉市场竞争者较多，产品间无

实质差别，价格是主要决定因素。因此，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欧盟出口商很可能为消化其大

量需依赖出口的产能，继续通过倾销定价方式对中国出口。 

（三）调查结论。 

综上，调查机关认定，原产于欧盟的进口马铃薯淀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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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第 2 号公告中规定，本次反倾销期终复审被调查产品范围是原反倾销

措施所适用的产品，与商务部 2007 年第 8 号公告、2013 年第 4 号公告中的产品范围一致。 

调查机关在 2007 年第 8 号公告、2013 年第 4 号公告中认定，原产于欧盟的进口马铃薯淀

粉与国内企业生产的达到同等理化指标标准的马铃薯淀粉属于同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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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主张，在本次反倾销期终复审调查期内，原产于欧盟的马铃薯淀粉与国内企业生

产的达到同等理化指标标准的马铃薯淀粉在物理和化学特性、质量指标、产品外观和包装、生

产工艺和生产设备、用途、销售渠道、销售市场区域、客户群体等方面均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国内企业生产的达到同等理化指标标准的马铃薯淀粉与被调查产品属于同类产品。没有利害关

系方就此提出不同意见。 

因此，根据《反倾销条例》第十二条规定，调查机关认定，被调查产品与国内企业生产

的达到同等理化指标标准的马铃薯淀粉属于同类产品。 

（二） 国内产业认定。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国内马铃薯淀粉产业是指中国同类产品的全部生产

者，或者其总产量占中国同类产品总产量的主要部分的生产者。 

本案中，24 家中国淀粉工业协会马铃薯淀粉专业委员会会员企业提交了国内生产者答卷，

24 家企业包括内蒙古华欧淀粉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威思顿薯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大荒

马铃薯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科鑫源食品集团、甘肃祁连雪淀粉工贸有限公司、固原亚雪淀粉

集团投资有限公司、承德泓辉双合淀粉有限公司、庄浪县宏达淀粉加工有限公司、云南云淀淀

粉有限公司、张家口富鑫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黑龙江鹏程优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静宁县红光

淀粉有限责任公司、固原长城淀粉有限公司、围场满族蒙古自治县长宏马铃薯淀粉有限公司、

固原雪冠淀粉有限责任公司、榆林市新田源集团富元淀粉有限公司、固原玉明淀粉有限公司、

新疆天山雪马铃薯开发有限公司、沽源县鑫华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庄浪县鑫喜淀粉加工有

限责任公司、甘肃定西蓝天马铃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宁夏华晶淀粉有限责任公司、讷河市家

良淀粉食品有限公司、固原利华淀粉有限公司。 

申请人主张，提交国内生产者答卷的 24 家国内企业构成了本次期终复审调查的国内马铃

薯淀粉产业，并提交了中国马铃薯淀粉的总产量以及这 24 家企业的合计产量。2013 年至 2017

年上半年，上述 24 家企业的合计产量占同期中国马铃薯淀粉总产量的比例均超过 50%。没有

利害关系方就此提出不同意见。 

经审查，调查机关认为，本案申请人中国淀粉工业协会马铃薯淀粉专业委员会是中国马

铃薯淀粉产业的行业组织。提交国内生产者答卷的 24 家国内马铃薯淀粉生产企业的合计产量

占同期国内马铃薯淀粉总产量的比例超过 50%，构成中国同类产品总产量的主要部分，其数据

可以代表中国国内马铃薯淀粉产业情况。因此，根据《反倾销条例》第十一条规定，调查机关

认定，申请人提交答卷的 24 家企业构成了本次期终复审调查的国内马铃薯淀粉产业，并依据

这 24 家企业数据来分析国内产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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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条规定，调查机关对损害调查期内国内马铃薯淀粉产业的

相关经济因素和指标进行了调查。具体数据详见附表。 

1. 需求量。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马铃薯淀粉的需求量总体呈增长趋势。2013 年至 2016 年，需求量分

别为 33.62 万吨、35.80 万吨、40.00 万吨、37.26 万吨，年增长率分别为 6.46%、11.74%和-6.85%；

2017 年上半年，需求量为 16.22 万吨，较 2016 年同期增长 1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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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能。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产能总体呈增长趋势。2013 年至 2016 年，产能分别

为 56.26 万吨、64.40 万吨、67.06 万吨、67.58 万吨，年增长率分别为 14.47%、4.13%和 0.78%；

2017 年上半年，产能为 14.66 万吨，较 2016 年同期增长 0.43%。2014 年以后，产能增长率明显

放缓，2015 年至 2017 年上半年，产能趋于平稳，增长率均在 1%以内。 

3. 产量。 

损害调查期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产量总体呈增长趋势。2013 年至 2016 年，产量分别

为 12.20 万吨、18.35 万吨、22.17 万吨、20.73 万吨，年增长率分别为 50.44%、20.81%和-6.49% ；

2017 年上半年，产量为 3.94 万吨，较 2016 年同期增长 381.58%。 

4. 国内销量。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国内销量呈持续增长趋势。2013 年至 2016 年，国内

销量分别为 15.34 万吨、17.29 万吨、20.74 万吨、21.00 万吨，年增长率分别为 12.74%、19.93%

和 1.25%；2017 年上半年，国内销量为 8.24 万吨，较 2016 年同期上涨 6.21%。 

5. 市场份额。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市场份额总体呈上升趋势。2013 年至 2016 年，市场

份额分别为 45.64%、48.48%、52.30%、56.61%，较上一年分别上升了 2.84 个百分点、3.82 个百

分点、4.31 个百分点；2017 年上半年，市场份额为 51.31%，较 2016 年同期下降 4.47 个百分点。 

6. 销售价格。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销售价格呈波动趋势。2013 年至 2016 年，销售价格

分别为 6565 元/吨、6610 元/吨、6192 元/吨和 6322 元/吨，年增长率分别为 0.96%、-6.32%、2.10%；

2017 年上半年，销售价格为 6513 元/吨，较 2016 年同期增长 3.95%。 

7. 销售收入。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销售收入呈增长趋势。2013 年至 2016 年，销售收入

分别为100693.84万元、114310.94万元、128433.71万元、132767.09万元，年增长率分别为 13.52%、

12.35%、3.37%；2017 年上半年，销售收入为 53698.01 万元，较 2016 年同期上涨 10.41%。 

8. 税前利润。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税前利润呈波动趋势。2013 年至 2016 年，税前利润

分别为 303.21 万元、4504.34 万元、-104.86 万元、-1065.12 万元。2014 年较 2013 年税前利润增

加 1385.55%，2015 年至 2016 年税前利润由正转负，亏损额增加 915.76%；2017 年上半年，税

前利润为 1075.42 万元，较 2016 年同期增加 2515.01%。国内产业经历了初期的盈利后再次陷入

亏损，至损害调查期末再次实现盈利。 

9. 投资收益率。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投资收益率呈波动趋势。2013 年至 2016 年，投资收

益率分别为 0.15%、1.69%、-0.04%和-0.35%。2014 年较 2013 年上升 1.54 个百分点，2015 年较

2014 年下降 1.73 个百分点，2016 年较 2015 年下降 0.31 个百分点；2017 年上半年，投资收益率

为 0.45%，较 2016 年同期上升 0.43 个百分点。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的投资收益率与税前利

润的变化趋势整体一致。 

10. 开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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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开工率总体呈上升趋势。2013 年至 2016 年，开工率

分别为 21.68%、28.50%、33.06%、30.68%和 26.85%。2014 年较 2013 年上升 6.82 个百分点，2015

较 2014 年上升 4.56 个百分点,2016 年较 2015 年下降 2.38 个百分点；2017 年上半年开工率为

26.85%，较 2016 年同期相比增加 21.25 个百分点。 

11. 就业人数。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就业人数先升后降。2013 年至 2016 年，就业人数分

别为 1752 人、1855 人、2071 人和 1878 人，年增长率分别为 5.88%、11.64%、-9.32%。2017 年

上半年，就业人数为 1044 人，较 2016 年同期下降 7.69%。 

12. 劳动生产率。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劳动生产率总体呈上升趋势。2013 年至 2016 年，劳

动生产率分别为 69.63 吨/人、98.93 吨/人、107.05 吨/人、110.39 吨/人。2014 年较 2013 年增长

42.08%，2015 较 2014 年增长 8.21%，2016 年较 2015 年增长 3.12%；2017 年上半年，劳动生产

率为 45.98 吨/人，较 2016 年同期下降 2.11%。 

13. 人均工资。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呈增长趋势。2013 年至 2016 年，

人均工资分别为 20425 元/人、22026 元/人、22683 元/人、24205 元/人， 2014 年较 2013 年增长

7.84%，2015 较 2014 年增长 2.98%，2016 年较 2015 年增长 6.71%；2017 年上半年，人均工资为

14683 元/人，较 2016 年同期增长 14.81%。 

14. 期末库存。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期末库存总体呈增长趋势。2013 年至 2016 年，期末

库存分别为 9.17 万吨、11.35 万吨、12.67 万吨和 12.27 万吨，2014 年较 2013 年增长 23.80%，2015

较 2014 年增长 11.62%，2016 年较 2015 年下降 3.19%；2017 年上半年，期末库存为 8.11 万吨，

较 2016 年同期增长 33.52%。 

15.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呈波动趋势。2013年至2016年，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呈大幅净流出状态，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分别为-5070.83 万元、-63108.64

万元、-3263.53 万元、-4947.73 万元 ，2014 年较 2013 年流出增加 1144.54%，2015 较 2014 年流

出减少 94.83%，2016 年较 2015 年流出增加 51.61%。2017 年上半年，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为

14076.83 万元，较 2016 年同期流入减少 26.19%。损害调查期内的前 4 年，经营活动现金净流

量均呈现流出状态，至损害调查期的最后半年，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呈现流入。 

16. 投融资能力。 

调查期内，没有证据显示国内产业的投融资能力受到被调查产品进口的不利影响。 

调查机关对国内产业有关经济因素和指标进行了调查。相关证据表明，反倾销措施实施

以来，国内市场需求总体呈增长趋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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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国内销量、市场份额、销售收入、开工率、劳动生产率、人均工资等指标总体呈

增长趋势。但与此同时，国内产业的生产经营状况仍不稳定。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

品的销售价格呈波动趋势，伴随着 2015 年和 2016 年销售价格的下降，国内产业的税前利润也

由正转负，盈利能力和财务状况再度恶化。而且，即使在税前利润为正的 2013 年、2014 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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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上半年，国内产业的利润额也处于较低水平，国内产业总体处于保本经营的状态。受税

前利润波动变化的影响，国内产业的投资收益率也有所波动，一直在盈亏线附近徘徊，整个产

业难以从经营活动中获得合理回报。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期末库存总体呈增长

趋势。为了满足总体稳定增长的国内市场需求，国内产业增加投资，新建和整合了一批马铃薯

淀粉生产装置，增加了现金流出，但国内产业通过同类产品销售产生的现金流入一直不够充分，

国内产业在损害调查期的绝大部分时间内均呈现出现金净流出状态，增加了国内产业的经营压

力。 

综上，调查机关认为，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处于较为脆弱的状态，抗风险能力较弱，

容易受到进口产品等相关因素的冲击和影响。 

（二） 倾销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的可能影响。 

1. 倾销进口产品进口数量大量增加的可能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数据显示，2013 年至 2017 年上半年，倾销进口产品数量分别为 3.01

万吨、2.67 万吨、5.72 万吨、3.43 万吨和 2.99 万吨。2013 年至 2017 年上半年，倾销进口产品

占中国马铃薯淀粉市场的份额分别为 8.94%、7.45%、14.31%、9.20%和 18.42%。这表明实施反

倾销措施以后，倾销进口产品数量呈现了波动增长趋势，进口数量总体稳定在 3 至 5 万吨，占

中国市场的份额也总体稳定在 10%左右。 

如前所述，2013 年至 2017 年，欧盟马铃薯淀粉的闲置产能分别为 60.02 万吨、55.23 万吨、

50.41 万吨、52.57 万吨和 53.03 万吨，闲置产能占其总产能的比例始终维持在 25%-31%之间，

闲置产能均超过同期中国市场的需求量。 

2013 年至 2017 年，欧盟马铃薯淀粉需依赖出口的产能（产能减去欧盟内需求量）分别为

95.93 万吨、90.50 万吨、97.26 万吨、91.92 万吨和 100.52 万吨，需依赖出口的产能每年都维持

在 90 万吨以上的很高水平，占总产能的一半左右，需依赖出口的产能均超过同期中国市场的

需求量。 

前述倾销部分调查结果表明，欧盟仍具有较大的马铃薯淀粉闲置产能和需依赖出口的产

能，欧盟内需求增长乏力，总体呈下降趋势，对国际市场依赖性较强。中国目前是全球第二大

马铃薯淀粉消费市场，预计未来几年需求量还将继续保持增长趋势，对欧盟的马铃薯淀粉生产

商、出口商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是其重要的目标市场。在实施反倾销措施的情况下，欧盟生产

商、出口商仍在以倾销方式向中国市场出口被调查产品，且出口数量保持在一定水平，因此，

调查机关认为，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倾销进口产品进口数量可能大量增加。 

2. 倾销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可能造成的影响。 

调查机关在 2007 年第 8 号公告中认定，原产于欧盟的倾销进口马铃薯淀粉对国内产业同

类产品价格产生了抑制，同时导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未能达到合理的价格水平，产业亏损状况

呈恶化趋势。调查机关在 2013 年第 4 号公告中认定，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对被调查产品进口价

格变动敏感，容易受到被调查产品进口价格变化的影响，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欧盟的

被调查产品可能大量进入中国市场，被调查产品价格存在进一步下降的可能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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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的可能性。 

申请人主张，被调查产品与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在物理和化学特性、质量指标、产品外观

和包装、生产工艺和生产设备、用途、销售渠道、销售市场区域、客户群体等方面基本相同或



11 
 

相似，二者可以相互替代，具有竞争关系。国内马铃薯淀粉市场竞争充分，价格是市场竞争的

主要手段。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倾销进口产品价格可能对国内产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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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马铃薯淀粉生产商、出口商未提交该部分证据材料。调

查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数据和申请人提交的材料，对如终止反倾销措施，倾销进

口产品价格对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调查。调查机关认为，未有证据显

示倾销进口产品与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上述条件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倾销进口产品与国内产业

同类产品可以相互替代，具有竞争关系。在本案损害调查期内，即使有反倾销措施的实施，欧

盟的生产商、出口商仍在向中国市场倾销出口马铃薯淀粉，且出口数量保持在一定水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数据，2013 年、2014 年、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上半

年，倾销进口产品的加权平均价格分别为 785.27 美元/吨、879.85 美元/吨、701.12 美元/吨、754.27

美元/吨、723.14 美元/吨。按当年汇率、进口关税和最高的反补贴税调整后的人民币进口价格

分别是 6289 元/吨、6987 元/吨、5644 元/吨、6474 元/吨和 6423 元/吨。调查期内，倾销进口产

品价格呈波动状态，总体呈先升后降趋势；2013 年至 2017 年上半年年均价格变化幅度分别为

11.1%、-19.23%、14.72%和-0.8%。 

2013 年、2014 年、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上半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内销价格分

别为 6565 元/吨、6610 元/吨、6192 元/吨、6322 元/吨和 6513 元吨。2013 年至 2017 年上半年年

均价格变化幅度分别为 0.69%、-6.32%、2.10%和 3.02%。 

调查机关认为，现有证据表明，中国马铃薯淀粉市场属于充分竞争市场，倾销进口产品

与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之间竞争条件基本相同，可互相替代，价格是倾销进口产品与国内产业同

类产品之间争夺市场的主要手段。损害调查期内，倾销进口产品的价格首先上升，此后出现大

幅下降，降价幅度达 19.23%，虽然在后续年度进口价格出现反弹，但也只是恢复到本案调查期

初的价格水平，未达到 2014 年的最高水平，进口价格总体呈先升后降趋势，且存在倾销行为。

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倾销进口产品在中国市场的售价可能会因措施的终止而降低。在损害调

查期内的 2013 年、2015 年和 2017 年上半年，按当年汇率、进口关税和最高的反补贴税调整后

的倾销进口价格均低于同期的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内销价格。而且，如前所述，中国马铃薯淀粉

市场需求量稳定增长，而欧盟的生产商、出口商为消化其大量的过剩产能，抢占中国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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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销进口产品在中国市场的售价可

能进一步降低，并可能对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造成明显不利影响。因此，调查机关认为，如

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倾销进口产品可能会对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价格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受

此影响，国内同类产品的销售数量可能下降，国内产业的开工率可能下滑，税前利润和投资收

益率可能下降并再度呈现负值，现金流量净额也可能再度呈现净流出的状态，导致国内产业的

盈利能力和财务状况进一步恶化，国内产业遭受的损害可能再度发生。 

（三） 利害关系方评论。 

欧委会在《对欧盟马铃薯淀粉反倾销期终复审框架的意见》中主张：第一，如果终止反

倾销措施，欧盟马铃薯淀粉不可能大量增加对中国的低价出口。欧盟主要出口市场的价格水平

通常比中国市场更具吸引力，因此欧盟产品重新转移至中国市场的可能性是有限的。第二，国

内产业大多数指标呈上升态势，这表明中国产业并未遭受持续损害，同时，倾销进口产品造成



12 
 

的损害不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根据申请书，从 2013 年至 2016 年，中国马铃薯淀粉的需求量、

产量、销售量、销售收入、工资和就业率、劳动生产率呈增长趋势，市场份额也保持在较高水

平，产能利用率保持在较低水平，从而表明了结构模式，销售价格呈现波动，但从与歉收、天

气等因素有关的（通常不稳定的）农产品价格波动中难以得出任何结论。中国产业在 2015 年

和 2016 年亏损，在 2013 年、2014 年和 2017 年上半年盈利，总体来说中国产业的盈利状况并

不稳定。第三，欧盟要求调查虽然已实施保护措施 10 年有余，为何中国马铃薯淀粉产业仍处

在“脆弱和易受伤害”的状态。针对可能给国内产业带来困难的任何其他因素，不得将其用作

反倾销继续的理由。申请书明确指出了其观察到的其他因素，如中国国内马铃薯淀粉行业仍

“脆弱和易受伤害”以及“相对欠发达”，“国内企业数量大、布局分散且主要位于华北等偏

远或欠发达地区”。中国分散且表现欠佳的马铃薯淀粉产业受低产能利用率（位于 22%—31%）

的负面影响。国内产业“对建筑和机械注入大量投资”，产量和销售量的成比例上升与之并不

匹配，从而导致产能过剩、单位制造成本较高以及盈利率不稳定。过渡投资、产能过剩、缺乏

重组以及生产方法低效等其他因素是国内产业持续困难的根本原因，不应成为继续实施反倾销

措施的理由。 

欧洲淀粉协会在《对欧盟马铃薯淀粉反倾销期终复审案的评论意见》中提出了与欧委会

相同的主张，欧洲淀粉协会还认为，与欧洲产业相比，国内淀粉产业使用马铃薯单耗高、价格

高，因此生产成本更高，导致利润下降，进而造成了损害。 

对此，申请人在《马铃薯淀粉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案申请人对欧盟利害关系方相关评论

意见的评论意见》中表示：（一）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欧盟被调查产品将重新大量低价涌入

中国市场。第一，欧方回避了被调查产品进口受到遏制与双反措施的实施之间的关联性。第二，

欧盟“进口数量和市场份额稳定”以及“2015 年进口激增是例外”与事实不符。第三，欧盟对

韩国和美国的出口无法否定其拥有巨大的产能且产能大量过剩的事实。第四，中国是仅次于欧

盟的全球第二大马铃薯淀粉消费市场，对产能严重过剩的欧盟厂商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第五，

欧盟对其他国家（地区）的出口非常分散，除韩国和美国，2013 年至 2017 年欧盟还有 70%左

右的出口量分散在 153 个其他国家（地区），出口量都相对较小且不稳定。而且，按照欧盟 2017

年海关数据统计，仍有 48 个国家（地区）的出口价格低于对中国出口价格，总出口量合计达

13.31 万吨。第六，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如果只考虑反补贴措施，欧盟被调查产品的进口价

格在绝大部分期间段（除 2014 年）低于国内同类产品的销售价格。（二）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

欧盟产品将重新大量低价涌入中国市场，国内产业很可能继续或再度遭受损害。第一，本案中

的国内产业发展状况是说明尽管国内产业继续得到恢复和发展，但仍然非常脆弱，容易受到进

口产品的冲击和影响。第二，欧方完全忽视了调查期内双反措施的实施对国内产业产生的积极

影响和作用。第三，尽管相关经济指标呈向上趋势，但经营状况并不稳定，2015 年和 2016 年

曾连续两年亏损，其余期间即使盈利，也总体处于保本的盈利水平。（三）关于欧方提出的造

成损害的其他因素，第一，国内生产企业数量较多，产能分散，多分布在边远贫困地区或不发

达地区，且在原料马铃薯方面存在先天劣势等生产劣势在反倾销措施实施之前就已经存在并持

续至今，不是国内产业遭受损害的原因，这些劣势也在不断改善的，但受自然禀赋条件的限制

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彻底性改善。第二，针对国内产业增加投资、产能过剩、产能利用率低、

生产方式效率低的问题，申请人认为同样应当综合考虑我国的国情和马铃薯淀粉产业的实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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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和市场状况。由于运输、存储不便，淀粉生产主要依靠当地原料解决，国内企业只能依托马

铃薯主产区投资分散建厂来提高产量。另外，淀粉装置的投资产能是固定的，但是马铃薯的种

植和收获还存在季节性的问题。这些因素对马铃薯淀粉产能利用率的提高会有一定的影响或限

制。而且，国内产业调查期内马铃薯淀粉产量、产能利用率总体呈上升趋势，国内产业增加投

资、扩大生产规模也未导致单位制造费用增加，反而呈下降趋势，由 2013 年的 571 元/吨下降

至 2016 年的 436 元/吨，下降了 24%。同时，在国内同类产品价格得到恢复性上涨并保持稳定

的情况下，国内产业还实现了扭亏为盈。第三，欧方对反倾销措施实施 10 余年之久国内产业

仍处于“脆弱且亦受伤害”状况的质疑既没有法律依据，也与欧方的反倾销实践（对中国钢丝

绳的反倾销期终复审案）互相矛盾。 

关于措施终止后倾销进口产品向中国出口大量增加的可能性问题，调查机关综合考虑各

有关利害关系方评论意见后认为，第一，欧盟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以证明其主要出口市场的

价格水平通常比中国市场更具吸引力，但从申请人提供的欧盟海关数据来看，欧盟 2017 年对

47 个国家（地区）的出口价格低于对中国的出口价格，前述总出口数量达到 13.31 万吨，因此，

不能得出中国市场价格没有吸引力的结论。第二，实施措施前，中国曾是欧盟最大的出口市场。

实施反倾销措施后，欧盟仍持续向中国出口马铃薯淀粉，且出口数量总体稳定在 3 至 5 万吨，

占中国市场的份额也在 10%左右。根据欧洲淀粉协会数据，2013 至 2016 年欧盟对中国出口占

欧盟总出口量的比例为 8%至 17%。根据申请人提供的数据，2017 年中国从欧盟的进口数量为

5.74 万吨，中国仍是欧盟第二大出口市场。第三，如前所述，欧盟马铃薯淀粉的市场需求量总

体呈下降趋势，欧盟闲置产能始终维持在较高水平，欧盟马铃薯淀粉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较高。

而且，中国马铃薯淀粉市场规模大且市场需求稳定增长。虽然欧盟也向其他市场出口马铃薯淀

粉，但与中国市场相比其他市场分散且规模较小，中国市场对欧盟出口商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第四，如前所述，中国马铃薯淀粉市场充分竞争，倾销进口产品与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直接竞争，

价格是影响销售的主要手段之一。损害调查期内，倾销进口产品存在倾销行为。如果终止反倾

销措施，被调查产品在中国市场的售价可能会因措施的终止而降低，而且欧盟的生产商、出口

商为消化其大量的过剩产能，抢占中国市场份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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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销进口产品在中国市场的售价可能进一步降低，并可能对国内产业同类产品

的价格造成明显不利影响。综上，调查机关认为，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欧盟生产商、出口商

很可能通过低价方式大量增加对中国的出口数量，并对国内产业同类产品造成不利影响。 

关于国内产业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损害的问题，结合国内产业的特定和实际市场状况，

综合考虑国内产业各项经济指标及其他因素的影响，调查机关认为，实施反倾销措施以来，国

内产业获得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国内同类产品的产能、产量、销量、市场份额、销售收入、

人均工资以及劳动生产率等相关经济指标总体呈增长趋势，这主要得益于反倾销措施的实施以

及需求的总体增长，并不能说明国内产业已经从之前遭受的实质损害中完全恢复过来，国内产

业的生产经营状况仍然不稳定，主要表现在销售价格呈波动状态，税前利润也较不稳定，2015

年和 2016 年国内产业再度陷入亏损状态，而且即使在盈利年度利润额也处于较低水平，国内

产业总体仍处于保本经营的状态。此外，国内产业的投资收益率也处于较低水平，并一直在盈

亏线附近徘徊，期末库存总体呈上升趋势，在损害调查期的绝大部分时间内现金流量均呈现出

净流出状态，增加了国内产业的经营压力。调查机关还注意到，国内产业部分是在 2000 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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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设备的，但从一开始便受到欧盟产品的低价冲击，企业为生产而投入的巨额投资长期未得

到有效回收。而且，国内产业生产马铃薯淀粉相比倾销进口产品并不具有成本竞争优势，农产

品确实容易受到很多因素影响，上述指标和因素说明国内产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和财务状况容易

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国内马铃薯淀粉产业仍然较为脆弱。综上，调查机关认为，在此情况下，

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倾销进口产品可能大量进入中国市场，进口价格可能大幅下滑，对国内

产业同类产品价格造成不利影响，处于脆弱状态的国内产业已经好转的部分经济指标可能出现

恶化，仍然不稳定的部分经济指标可能出现进一步恶化，国内产业可能继续或再度遭受损害。 

关于国内产业是否存在过渡投资、产能过剩、缺乏重组、生产方法低效等问题，结合国

内产业的特定和实际市场状况，综合考虑国内产业各项经济指标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后，调查机

关认为，作为马铃薯加工产业，原料马铃薯的供应问题是影响国内产业生产经营的关键问题之

一，国内产业在原料供应方面确实与欧盟相比存在先天劣势。目前，国内产业在原料供应方面

正在进行一些创新和改革，但受自然禀赋所限，创新的推广以及进行更深入的改革仍需要一定

时间。国内产业淀粉生产主要依靠当地原料供应，企业生产装置的产能是固定的，但原料马铃

薯只在特定季节可以获得，马铃薯淀粉产量主要由原料马铃薯的可获得数量决定，这些因素造

成了损害调查期内开工率指标维持在 21%—34%之间。但这是由其作为农业加工产业所决定的，

马铃薯淀粉产业不可能像化工产业一样达到 80%甚至更高的开工率，因为只有在马铃薯收获上

市的季节才可能开工进行生产，在没有原材料供应的季节，国内产业不可能开工生产。而且，

根据申请人提交的数据，伴随着装置产能的增加，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产量也在增加，造成国

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单位制造费用呈下降趋势，由 2013 年的 571 元/吨下降至 2016 年的 436 元/

吨。2014 年以后，国内产业的产能增长率明显放缓，2015 年至 2017 年上半年，产能趋于平稳，

增长率均控制在 1%以内。而且，国内产业从最初就使用与欧盟相同的生产工艺进行生产，未

有证据显示国内产业的生产方法是低效的或是缺乏重组。因此，调查机关认为，关于国内产业

过渡投资、产能过剩、缺乏重组、生产方法低效的主张不能成立。 

关于造成国内产业仍然处于脆弱状态的其他因素，综合考虑各有关利害关系方评论意见

后，调查机关认为，实施反倾销措施以来，倾销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影响得到了一

定控制，征税后进入中国市场的倾销进口产品价格始终高于同类产业价格，倾销进口产品的数

量也稳定在 3 至 5 万吨。但调查机关也注意到，倾销进口产品仍占据中国市场约 10%的市场份

额，考虑到倾销进口产品的品牌和质量优势，以及一直在中国拥有的健全销售渠道，调查机关

认为，不能得出损害调查期内倾销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不产生影响的结论。而且，基

于本案国内产业的特定和实际状况，调查机关认为，较之欧盟产业，国内马铃薯淀粉产业确实

存在企业数量多，布局分散，多分布在边远的经济欠发达地区，生产规模偏小以及使用普通马

铃薯作为原材料等劣势，这一定程度上会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并降低其抗风险能力，但这是

由当前中国的农业条件和马铃薯的可获得情况决定的，是国内产业所面临的实际客观条件。调

查机关认为，在这些客观条件下，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倾销进口产品可能大量进入中国市场，

倾销进口产品在中国市场的售价可能会因措施的终止而降低，而且欧盟为消化大量的过剩产能，

抢占中国市场份额，可能继续或再度采用倾销手段向中国出口被调查产品，倾销进口产品在中

国市场的售价可能进一步降低，对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价格造成明显不利影响，国内产业可能

继续或再度遭受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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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调查结论。 

综上，调查机关认定，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欧盟的进口马铃薯淀粉对国内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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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产于欧盟的进口马铃薯淀粉的

倾销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 

 

附表：马铃薯淀粉反倾销期终复审案数据表 

 

 

 

附表 

马铃薯淀粉反倾销期终复审案数据表 

项    目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6 年 

上半年 

2017 年 

上半年 

需求量 

（万吨） 

33.62 35.80 40.00 37.26 14.00 16.22 

变化率 - 6.46% 11.74% -6.85% - 15.88% 

被调查产品进

口数量（万吨） 
3.01 2.67  5.72 3.43 1.86 2.99 

变化率 - -11.30% 114.24% -40.04% - 60.76% 

被调查产品进

口价格 

（美元/吨） 

785.27 879.85 701.12 754.27 750.47 723.14. 

变化率 - 12.05% -20.32% 7.58% - -3.65% 

被调查产品市

场份额 
8.94% 7.45% 14.31% 9.20% 13.26% 18.42% 

变化（百分点） - -1.49 6.86 -5.11 - 5.16 

国内产业产能

（万吨） 

                  

56.26  

                  

64.40  

                  

67.06 

                  

67.58 

                    

14.60  

                    

14.66  

变化率 - 14.47% 4.13% 0.78% - 0.43% 

国内产业产量

（万吨） 

                  

12.20 

                  

18.35 

                  

22.17 

                  

20.73  

                    

0.82  

                      

3.94  

变化率 - 50.44% 20.81% -6.49% - 381.58% 

开工率 21.68% 28.50% 33.06%、 30.68% 5.60% 26.85% 

变化 

（百分点） 

- 6.82 4.56 -2.38 - 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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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产业销量

（万吨） 

                  

15.34  

                  

17.29 

                  

20.74 

                  

21.00  

                    

7.76 

                    

8.24 

变化率 - 12.74% 19.93% 1.25%  - 6.21% 

国内产业同类

产品市场份额 

45.64% 48.48% 52.30% 56.61% 55.78% 51.31% 

变化 

（百分点） 

- 2.84 3.82 4.31 - -4.47 

销售价格 

（元/吨） 

                      

6565  

                      

6610  

                      

6192  

                      

6322  

                      

6266  

                      

6513  

变化率 - 0.96% -6.32% 2.10% - 3.95% 

销售收入 

（万元） 
  100693.84   114310.94    128433.71  

         

132767.09 

           

48,636.74 

           

53698.01 

变化率 - 13.52% 12.35% 3.37% - 10.41% 

税前利润 

（万元） 

             

303.21 

              

4504.34 

             

-104.86 

                  

-1065.12  

               

41.13 

              

1075.42 

变化率 - 1385.55% -102.33% 915.76%  -  2515.01% 

投资收益率 0.15% 1.69% -0.04% -0.35% 0.02% 0.45% 

变化（百分点） - 1.54 -1.73 -0.31 - 0.43 

就业人数 

（人） 

          

1,752  

          

1,855  

          

2,071  

                     

1,878  

          

1,131  

          

1,044  

变化率 - 5.88% 11.64% -9.32% - -7.69% 

劳动生产率 

（吨/人） 

          

69.63  

          

98.93  

         

107.05  

                    

110.39  

          

46.97  

          

45.98  

变化率 - 42.08% 8.21% 3.12% - -2.11% 

人均工资 

（元/人） 

         

20,425  

         

22,026  

         

22,683  

                    

24,205  

         

12,789  

         

14,683  

变化率 - 7.84% 2.98% 6.71% - 14.81% 

期末库存 

（吨） 

         

91,688  

        

113,509  

        

126,697  

                   

122,659  

         

60,747  

         

81,110  

变化率 - 23.80% 11.62% -3.19% - 33.52% 

经营活动现金

净流量（万元） 

           

-5070.83  

             

-63108.64  

             

-3263.53  

             

-4947.73  

             

19071.83 

           

14076.83 

变化率 - 流出增加

1144.54% 

流出减少

94.83% 

流出增加

51.61% 
- 

流入减少

26.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