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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美经贸摩擦专栏

（一）美外交官：无意就印太经济框架与中国接触

一名美国高级外交官透露，美国无意在即将启动的“印

太经济框架”中与中国接触，但正与对建立一个没有胁迫的

自由开放区域有相同愿景的伙伴进行讨论。据路透社报道，

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Daniel

Kritenbrink）在今天（17日）的电话会议上说，美国正在针

对该经济框架进行初步讨论，目前不打算让中华人民共和国

参与印太经济框架。他称，可以肯定的是，美国正与整个地

区内的合作伙伴进行初步对话，“他们与我们有同样的愿景，

希望再次生活在一个自由开放的地区，各国不受胁迫，能够

以不受妨碍的方式自由追求经济和安全利益”。美国本月 11

日公布印太战略报告，誓言要向印太地区投入更多外交和安

全资源，以抵制被其指试图在印太地区扩大影响力的的中

国。这是美国总统拜登第一份区域战略报告。拜登政府在一

份 12 页的战略概述报告中说，它将聚焦的范围将涵盖南亚

至太平洋岛屿各个角落，以加强美国对印太地区的长期立场

和承诺。该文件重申了美国计划在 2022年初启动“印太经济

框架”，美国政府希望该倡议至少能部分填补前总统特朗普

2017年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以来，美国与

该地区接触的一个巨大缺口。在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

究院属下的亚细安研究中心昨天发布的《东南亚态势：2022》

报告中，美国政府重新聚焦印度太平洋，提振了东南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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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领导力的信心。但在经济、政治和战略影响力方面，

东南亚国家普遍认为中国在本区域更具影响力。（来源：联

合早报）

（二）美国将腾讯阿里旗下电商网站列入恶名市场清单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昨天（17日）宣布，由腾讯和阿里

巴巴运营的电子商务网站被列入“恶名市场”实体清单，意味

着这些实体涉嫌销售或协助销售假冒商品。据路透社报道，

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声明中说，腾讯的全球速卖通和微信电商

生态系统据报为大量伪冒商标活动提供便利。来自中国的百

度网盘、敦煌网、拼多多、淘宝，以及九个中国实体市场早

前也被列入该清单。贸易代表办公室指这些实体涉嫌制造、

分销和销售假冒商品。共有 42个在线市场和 35个实体市场

被列入这份清单内。这些实体被指从事大量商标假冒或版权

盗版活动，或是为此提供便利。这份清单将对上述企业的声

誉造成影响，但这些企业不会直接受到惩罚。阿里巴巴回应

时说，公司将继续与政府机构合作，解决针对旗下平台在保

护知识产权方面的关切。腾讯则对于美国官方的做法表示强

烈反对，并说公司致力于一同合作解决这个问题。腾讯也称，

公司积极监测、阻止和处理出现在旗下平台的违规行为，并

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来源：联合早报）

（三）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2021年中国WTO合

规报告》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2 月 16 日发布了《2021 年中国

WTO 合规报告》，这份报告是美国贸易代表戴琪领导下的

第一份报告，反映了她的中国贸易战略，自中国 2001 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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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WTO以来，USTR 每年都会向国会提交该报告。USTR在

报告中表示，特朗普政府两年前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

议未能解决美国对中国产业政策和支持政策的根本关切，包

括“巨额财政资源”。报告称，美国需要更新国内贸易法工

具，以反映中国贸易政策的当前现实，“为美国工人和企业

争取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此外，美国众议院已通过一项全

面的中国竞争法案，将扩大反补贴关税的使用范围，针对那

些投资海外生产以规避美国关税的中国企业提供跨境补贴

的做法。参议院正在审议该项法案。“很明显，现有的贸易

工具需要加强，并需要打造新的贸易工具，”USTR 在报告

中说。(来源：上海公平贸易)

（四）美国发布中国涉军企业制裁法规

2022 年 2 月 16 日，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

（OFAC）发布《中国涉军企业（CMIC）制裁法规》，以执

行 2020 年 11 月 12 日时任总统特朗普签署的 13959 行政令

及 2021 年 6 月 3 日拜登总统签署的 14032 行政令。此次发

布的法规为缩略形式，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将进一步制定更

加全面的配套法规，包括指解释性指南、相关定义、通用许

可及其他法规等具体说明，使该法规不断得以完善。该法规

分为九部分，第一部分为与相关法律法规的关系；第二部分

涉及禁止交易；第三部分为通用定义，涉及实体、通用和特

殊许可、个人、公开交易证券、美国、美国人、美国金融机

构的定义；第四部分为解释内容，涉及修正案的影响、许可

交易附带交易、附属实体；第五部分涉及许可、授权、许可

政策声明；第六部分为报告要求；第七部分为罚款和违法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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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第八部分为程序；第九部分为减少文书工作要求。两份

行政令为《中国涉军企业（CMIC）制裁法规》的附件 A和

附件 B。其中涉及第一部分与相关法律法规的关系中，OFAC

计划用一套更全面的法规来补充这一部分，其中可能包括额

外的解释和定义指南、一般许可和其他监管规定。第四部分

解释内容中，附属实体适用于经修订后的 13959行政令，前

体是该附属实体也根据 13959行政令被纳入，即不存在连带

责任、50%规则也不适用。（来源：上海公平贸易）

（五）美媒：美零售商对华关税需求不同，拜登政府左

右为难

据《华尔街日报》14 日报道，美国近 150 家全地形车

（ATV）零售商已提出申请文件称，让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USTR）免除中国浙江某公司所产 ATV面临的关税。文件

称，鉴于其“行业领先的经销商利润率”等原因，该公司的相

关产品都具有独特性。不过，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北极星工业

公司表示，反对授予上述豁免，但同时提出让 USTR就一些

类目给予豁免，其中包括该公司为在美国制造产品而进口的

中国零部件。报道称，ATV行业之间的斗争显示出拜登政府

在考虑对华进口关税时面临的困境。前总统特朗普对美国公

司只提供了不到 7000项关税豁免，但从 2018年至 2020年，

美国政府大约收到了约 53000项关税排除请求。除了疫情所

需的医疗设备外，大多数豁免将在 2021年 12月 1日到期，

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做出任何回复。在美国经营着两

家上述中国公司 ATV经销商的罗德·霍尔（Rod Hall）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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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美国企业同意取消关税是有道理的，包括那些销售用于

休闲越野和农场和牧场多功能车的全地形车的企业，自征收

关税以来，他在该公司产品上的利润率下降了约 2% 。霍尔

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经营着两家 ATV 店面。霍尔表示，征收

关税不仅仅伤害了中国，也伤害了美国企业，他平均每年的

总销售额净利润为 3%，所以 2%的降幅是非常多的。据之前

报道，2021 年 10 月 5 日，USTR 公布了 549 项产品清单，

就是否恢复排除程序征求意见。从那时起，USTR 已收到来

自企业的 2000 多个请求，而大多数企业都希望取消关税，

但也有一些人更愿意“原地踏步”，以防止中国进口成本较低

的商品。对此，美国商会执行副总裁兼国际事务负责人迈

伦·布赖恩特 (Myron Brilliant) 表示：“关税增加了美国制造

商、企业和家庭的通胀压力，我们希望政府能够以更加坚定

的关税排除程序做出回应，我们将通过行政行动继续为此施

压。”

（六）美媒：“中国行动计划”是如何出问题的

近日媒体报道称，美国司法部正考虑取消“中国行动计

划”这一名称，并将其工作重新纳入国家安全部门。这说明，

虽然“中国行动计划”这个名字可能会消失，但作为其基础的

许多工作将继续进行。2018年，美国司法部启动所谓“中国

行动计划”，以“打击经济间谍”和“打击窃取知识产权”为借

口，针对在美华裔科学家和与中国有合作关系的科研人员进

行系统性调查。上个月，联邦检察官撤销了对麻省理工学院

教授陈刚的指控，后者去年因在向能源部提交的拨款申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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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披露与一所中国大学的关系等指控而被捕。然而，政府无

法对陈刚定罪，对于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一个主要组成部

分来说，不得不说是一个挫折。李海东：“中国行动计划”是

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华采取“全政府”战略的组成部分，意在破

坏中美之间高新科技交流，阻碍中国高科技领域的快速发

展，进而达成减缓甚至破坏中国整体发展进程的目标。拜登

政府上台之后，虽在对外政策上有所调整，但延续了前任政

府对华政策中极具敌意的相关要素，甚至态度有所强化。具

体到科技领域，拜登政府依然推行“中国行动计划”及其他相

关举措，以期加快中美科技“脱钩”进程。美方认为，中国科

技水平迅速提升，得益于同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密切交

流。只要切断与中国的科技、人文交流，就能维持美国在与

中国竞争中的科技优势地位。由此可见，美国对自身科技水

平抱有盲目自信。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日前指出，事实

证明，所谓“中国行动计划”的实质，不过是美反华势力滥用

国家安全概念、对华遏制打压的拙劣工具。美方应倾听各界

正义呼声，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以中国为“假想敌”，停

止编造借口对中国抹黑打压，停止干扰破坏中美在科技、人

文领域的正常交流合作。（来源：环球时报）

（七）美国专家：美国酝酿从五个方面对中国施加新的

制裁，中美经贸关系将在 2022年继续下跌

近年来，华盛顿的对华政策迅速扩展到电信、半导体、

数据安全和金融服务等技术领域。两党对北京的行动和意图

日益增长的担忧推动了这些事态的发展，特朗普和拜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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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白宫和国会之间几乎没有分歧。其结果是一系列新的

限制措施——包括对出口、进口、直接投资和金融证券的限

制——从根本上重塑了美中经济关系。由于新冠肺炎大流

行，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跨境商务旅行在过去两年基本上停止

了，但由于太平洋两岸越来越谨慎和怀疑，这种旅行不太可

能完全反弹。与此同时，在与中国的经济和技术竞争中，美

国这种更具防御性的做法已经根深蒂固，国会也开始采取攻

势，向那些被认为对保持美国在技术、制造业和国防领域的

竞争优势至关重要的领域提供新的资金。这些方法目前的深

度和广度在几年前还是难以想象的。企业部门除了在与中国

做生意方面面临政府越来越多的行动外，还必须应对公众舆

论的转变和投资者越来越严格的审查——例如，在中国的公

司供应链上的问题。展望未来，2022年有望延续这些趋势，

这将对多个商业领域产生深远影响。仅仅在过去三年里，华

盛顿就颁布了一系列与中国经济竞争有关的政策变化和法

规。2018年初，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商品实施并扩大了关税，

包括工业补贴、强制技术转让和国家支持的知识产权。利用

2018年通过的新法律，华盛顿扩大了国防技术出口控制的使

用，对美国战略性产业的外国投资实施了更严格的审查，并

限制从五家中国信息技术公司(其中最著名的是华为)购买设

备和服务。华盛顿决策的速度和范围以以前认为不可能的方

式加快了。此外，美国边境机构将目光从主要打击恐怖分子

转向筛查非传统情报收集者，例如记者、研究人员和商人，

这些人与中美两国的关系密切。利用总统的紧急权力，特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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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政府还建立了一些制度，将不受信任的承包商从美国 IT

基础设施项目中移除，并阻止美国人投资与中国军方合作的

公司。令北京感到震惊的是，拜登政府已经表示，它基本上

同意所有这些做法，甚至将投资禁令扩大到包括中国监控技

术公司。尽管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亲密盟友一直不愿实施类

似的全面政策，但拜登政府在界定北京构成的挑战方面取得

了显著的措辞一致。在特朗普政府的压力下，美国的几个盟

友背弃了华为，阻止了中国对美国的技术投资，并推迟了向

中国发运关键的半导体制造设备。然而，欧洲还没有效仿美

国，让中国为其持续的侵犯人权行为付出真正的代价，尽管

这是美国和欧盟公开宣称的趋同点。就国会而言，它已经通

过了一系列与中国有关的法案。在其他行动中，议员们改革

了入境投资审查，迫使不符合美国会计惯例的中国股票摘

牌，扩大了美国国防部对协助人民解放军的中国公司上市的

要求，加强了对中国官员的制裁，并禁止联邦政府购买中国

的电信设备。虽然华盛顿近年来主要关注的是防御性措施，

但国会从 2020 年开始在其做法与更具攻击性的议程之间寻

求平衡。美国参议院的《创新竞争法》中还增加了半导体制

造投资、加快 5G通信技术的应用、为提高美国竞争力而重

组国家科学基金会等内容。相应地，众议院最近也通过了一

项类似的法案——《2022年美国竞争法》——因此，今年春

天最终通过一项两党竞争法案的前景看起来非常乐观。这一

连串的活动引发了一个问题: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通胀上升、

新型冠状病毒、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等迫在眉睫的问题，



9

可能会至少暂时转移美国对中国政策的注意力。与此同时，

白宫和国会在中国问题上有着强烈的两党共识。特别是，今

年有五个政策领域似乎即将采取进一步行动。第一，最有可

能得到最多关注的问题是，对敏感的中国企业进行对外投资

的审查和潜在限制将成为一个新焦点。美国政府目前拥有一

些工具，可以筛选令人关注的入境投资，并为敏感技术的出

口发放许可证，但没有办法控制境外私募股权投资和其他直

接投资流向涉及中国军事或数字威权政策现代化的公司。进

行这类交易的美国投资者通常会提供获取网络和技术诀窍

的途径，这是一种较为温和但重要的知识转移渠道。虽然有

可能出台限制对外投资的行政命令，但跨部门部门(比如希望

避免进一步限制的财政部和支持更多控制的国防部之间的

部门)可能会继续阻碍政府出台明确的政策。更有可能的是，

国会将牵头举行听证会，并寻求通过立法，建立一个新的审

查机制。参议院和众议院都提出了法案，其中一个版本包含

在《竞争法》的基本文本中。因此，在最终的法案文本中，

很有可能包含新的审查条款。毫无疑问，这将引起智库和媒

体越来越多的关注，突出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具体案例，探索

建立投资筛选工具的最佳政策途径。第二，随着国家安全领

域将重点扩展到 5G电信之外，包括阿里巴巴云、华为云、

腾讯云和百度人工智能云在内的中国云服务提供商(CSPs)可

能面临类似的审查。最近的报告指出了与 CSPs增长和国际

竞争力相关的国家安全问题。法国安全官员也对阿里巴巴云

成为 2024 年巴黎奥运会的数据存储提供商表示担忧。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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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csp和潜在政策回应(包括阻止美国对中国 csp增长的贡

献和支持美国全球竞争力的努力)的讨论还处于初级阶段。首

先 可 能 采 取 行 动 的 机 构 是 美 国 商 务 部 (Commerce

Department)，它利用其新的行政权力来保护美国国内的 IT

基础设施，或许还有联邦通信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第三，随着北京在未来几个月推出数字人民币

(一种政府支持的央行数字货币)，这一发展对国家安全的广

泛影响可能会刺激华盛顿的政策讨论。这款数字人民币钱包

应用于今年 1月推出，仅仅几周后，它就成为了中国下载量

最多的应用之一。如果北京能够实现数字货币和电子支付的

目标，让这种新货币在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无处不在，它就

可能获得一种强大的强制性工具，来影响寻求在北京保留市

场准入的国际企业的决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家公司不

遵守中国的原则，它可能会突然被切断接受数字人民币作为

一种支付形式。如果北京成功地利用其数字人民币进一步脱

离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这也将降低美国作为威慑工具

的金融制裁的效力，并使中国和其他对手更有可能承担侵略

的风险。就像电信一样，数字货币既是一个经济和监管问题，

也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美国有一系列的选择来应对，包括

开发可信的替代方案，确定涉及数字人民币的中国科技公司

及其与美国公司的联系，监测美国人的数据收集风险，以及

限制中国数字货币在美国的使用。随着数字人民币的推出并

受到更多关注，我们预计国会将把关注北京的数字货币计划

作为其监管议程的一部分。我们最近看到美联储正在为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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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字货币做准备。第四，一场围绕电动汽车大容量电池供

应链控制权的争夺战正在形成。按照目前的发展轨迹，美国

可能会像依赖中东石油一样依赖中国的能源需求。在关键矿

物、矿物加工和电池组装方面，中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拜

登政府去年在其供应链报告中承认了这一点，并指出“中国

已经将自己定位为(大容量电池)制造供应链的市场领导者，

其做法有问题的环境政策、价格扭曲、国有实体将竞争最小

化，并且在整个电池供应链中提供大量补贴。”随着美国朝

着电动汽车普及的未来迈进，华盛顿将认真考虑国内的采矿

和加工选择，并寻求盟友和合作伙伴为这一国家安全供应链

挑战提供解决方案。最后，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可能会带来

一场影响中国政策的政治转变。国会的民主党人是近年来两

党通过的许多中国法案的关键人物。不过，尽管参议院在对

华政策上相对集中并保持一致，但众议院的民主党人却没有

那么重视这个问题。如果众议院转向共和党控制，可能会导

致从 2023年 1月开始，针对中国的立法议程变得更加激进。

如今，众议院的共和党人已经在组建第二个中国问题特别工

作组，并在今年提出了一些与出口控制有关的议案，而他们

的民主党同事基本上反对这些议案。如果众议院领导层真的

换届，专注于金融服务和出口控制的中国政策可能会在 2023

年迎来新局面。此外，如果一项新的竞争力法案今年最终获

得通过，国会将把目光投向其他竞争领域，以扩大其攻击性

的投资议程。就像去年的美国芯片法案(CHIPS for America

Act)对半导体所做的那样，这可能包括两党共同推动对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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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和量子计算的新投资。近年来，华盛顿在中国问题上的

决策速度和范围以以前认为不可能的方式加快了。不可避免

的干扰正在浮现——包括通货膨胀、相互竞争的外交政策重

点和中期选举。尽管如此，2022年很可能是与中国有关的又

一个忙碌的一年，这将像近年来一样对美中传统经济关系造

成破坏。（来源：尚道战略）

二、国际舆情关注

（一）联合国贸发会议：2021年全球贸易额创纪录

当地时间 17 日，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全球贸易报告。

报告指出，全球贸易持续增长，但预计今年一季度增速将放

缓，且全球供应链延误现象将继续存在。根据联合国贸发会

议的统计测算，2021年全球贸易创下历史最高纪录，达到约

28.5万亿美元，比 2020年增长了 25%，比 2019年增长了 13%。

去年四季度全球贸易加速增长，商品贸易仍然强劲，服务贸

易也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四季度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表现好于

发达国家，南南贸易增长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来源：第一

财经）

（二）印媒：印度对华贸易逆差继续扩大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莫斯科 2月 16日电 据《印度教徒报》

报道，印度对华贸易逆差继续扩大，中国对印度投资金额继

续下降。该报文章称：“近 5 年来，贸易逆差呈现出扩大趋

势，从 2017 年的 518 亿美元增加到 2021 年的 694 亿美

元。”2021 年中印贸易额首次突破 1000 亿美元大关，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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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6亿美元。其中，印度从中国采购了 975亿美元的商品，

出口 281亿美元。印度从中国采购制成品和设备，向中国主

要出口原料，如矿石。同时，在两国政治关系紧张的背景下，

中国对印度经济的投资急剧减少。（来源：俄罗斯卫星通讯

社）

（三）上合组织成员国贸易总值 20年间增长近百倍

2月 16日，《上海合作组织成立 20年贸易发展报告》

在上合国际贸易中心发布。 据悉，上合组织成立以来，各

成员国积极融入全球贸易合作，其间虽然受全球经济形势影

响，部分年份贸易值有所波动，但总体呈现稳步增长态势。

数据显示，上合组织成员国贸易总值 20年间增长近 100倍，

占全球贸易总值的比重从 2001 年的 5.4%增长至 2020 年的

17.5%，上合组织成员国全球贸易影响力持续增强。作为我

国唯一一个面向上合组织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地

方经贸合作的示范区，上合示范区自启动建设以来，与上合

组织国家贸易额从 2019年的 8.5亿元增至 2021年的 40亿元，

实现 5倍增长，呈现出货物贸易量级不断提升，贸易增速迅

猛，现代贸易质量、效益大幅提升的强劲发展态势。此外，

上合示范区坚持贸易先行，目前累计集聚贸易主体 1700 余

家，引进培育上合跨境贸易服务中心等 10 个贸易平台、传

化(上合)合贸通等 4个跨境电商平台，首创“上合·银关通”关

税保函业务。（来源：证券时报）

（四）商务部：2021年中墨双边贸易额再创历史新高

新闻发言人高峰介绍，中国与墨西哥建交 50 年来，特

别是 2013 年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双边关系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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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进入快车道，互利经贸合作成果丰硕。墨西哥是中国在拉

美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是墨西哥全球第二大贸易伙伴，

2021年中墨双边贸易额再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41.9%，达

到了 866亿美元。（来源：央视新闻）

（五）日本 1月贸易逆差逾 2万亿日元创次高

日本财务省最新公布的 1月贸易统计初值（以通关为准）

显示，出口减去进口的贸易收支为逆差 2.1911万亿日元（约

合人民币 1202 亿元）。这是连续 6 个月呈现逆差，金额仅

次于 2014 年 1 月，创历史次高。受到原油价格高涨和日元

走低等影响，进口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39.6%至 8.5231万亿日

元，连续 3个月创新高。经济复苏带来的需求增长和乌克兰

局势紧张导致资源价格高涨。来自沙特阿拉伯的原油进口和

从澳大利亚的煤炭及液化天然气（LNG）的进口增加。原油

期货市场的高价交易仍在持续，今后进口也或将维持在较高

水平。出口额也同比增长 9.6%至 6.3320万亿日元，连续 11

个月增加，反映出全球范围经济从新冠疫情中复苏。面向韩

国的钢铁等出口增加。但受今年中国春节早于去年的影响，

加之半导体短缺等导致汽车减少，出口增幅低于进口。按国

家和地区分，从中国进口增长 23.7%至 2.1278万亿日元，创

历史新高。出口下滑 5.4%至 1.1666万亿日元，近 19个月来

首次走低。从亚洲整体的进口以 LNG为主增长，达到 4.1825

万亿日元创新高。出口增长 6.3%至 3.5774 万亿日元。从美

国进口增加 33.4%至 7819亿日元，出口增长 11.5%至 1.1169

万亿日元。（来源：共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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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际贸易摩擦

（一）出口应诉

1．欧盟对华紧固件作出反倾销终裁

2022年 2 月 17日，欧盟委员会发布公告称，对原产于

中国的钢铁紧固件（Iron or Steel Fasteners）作出反倾销肯定

性终裁，决定自公告发布次日起对涉案产品征收 22.1%～

86.5%的反倾销税，税率详见附表（欧盟对华紧固件反倾销

终裁结果）。本案涉及欧盟 CN（Combined Nomenclature）

编码 7318 12 90、7318 14 91、7318 14 99、7318 15 58、7318

15 68、7318 15 82、7318 15 88、ex 7318 15 95（TARIC编码

为 7318159519 和 7318159589）、ex 7318 21 00（TARIC 编

码为 7318210031、7318210039、7318210095和 7318210098）、

ex 7318 22 00（TARIC 编码为 7318220031、7318220039、

7318220095 和 7318220098）项下的产品，但不包括不锈钢

紧固件，例如木螺钉（不包括马车用螺钉(Coach Screws)）、

自攻螺钉、其他带头的螺钉和螺栓（不论是否带有螺母或垫

圈，但不包括用于固定铁路轨道建筑材料的螺钉和螺栓）以

及垫圈。（来源：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

2．印度对华阿莫西林作出第一次反倾销日落复审终裁

2022年 2 月 16日，印度商工部发布公告，对原产于或

进口自中国的阿莫西林（Amoxycillin Trihydrate）作出第一

次反倾销日落复审肯定性终裁，建议继续对中国涉案产品征

收为期 5 年的反倾销税，税额为 1.96 美元/公斤。本案涉及

印度海关编码 29411030 项下的产品。（来源：中国贸易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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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信息网）

3．美国对移动式升降作业平台作出反倾销终裁

2022年 2 月 15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对进口自中国的移

动式升降作业平台（Mobile Access Equipment and Parts

Thereof）作出反倾销肯定性终裁，裁定中国生产商及出口商

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Zhejiang Dingli Machinery Co.,

Ltd.）的倾销幅度为 31.70%（调整补贴幅度后的保证金率为

31.54%），临工集团济南重机有限公司（Lingong Group Jinan

Heavy Machinery Co., Ltd.）的倾销幅度为 165.30%（调整补

贴幅度后的保证金率为 165.10%），获得单独税率的企业倾

销幅度为 51.83%（调整补贴幅度后的保证金率为 51.66%），

中国其他生产商/出口商倾销幅度为 165.30%（调整补贴幅度

后的保证金率为 165.14%）。美国国家贸易委员会（ITC）

预计于 2022年 3月 31日作出产业损害终裁。涉案产品的美

国 协 调 关 税 税 号 为 8427.10.8030 、 8427.10.8070 、

8427.10.8095、8427.20.8020、8427.20.8090、8427.10.8010、

8427.10.8020、8427.10.8090、8427.20.8000。（来源：中国

贸易救济信息网）

4．巴基斯坦对华镀锌卷板启动第一次反倾销日落复审

立案调查

2022 年 2 月 8 日，巴基斯坦国家关税委员会发布第

37/2015 号案件的最新公告，应巴基斯坦国内生产商

International Steels Limited 和 Aisha Steel Mills Limited 于

2021年 12月 15日提交的申请，对原产于或进口自中国的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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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卷板（Galvanized Steel Coils/Sheets）启动第一次反倾销日

落复审立案调查。涉案产品的巴基斯坦税号为 7210.4110（二

级质量，宽度大于等于 600毫米的铁或非合金钢平板轧材）、

7210.4190（其他宽度大于等于 600毫米的铁或非合金钢平板

轧材）、7210.4990（其他宽度大于等于 600毫米的铁或非合

金钢平板轧材）、7212.3010（二级质量，宽度小于 600毫米

的铁或非合金钢平板轧材）、7212.3090（其他宽度小于 600

毫米的铁或非合金钢平板轧材）、7225.9200（用其他方法镀

或涂锌，宽度大于等于 600毫米的铁或非合金钢平板轧材）、

7226.9900（其他宽度小于 600毫米的其他合金钢平板轧材）。

本案调查期为 2018年 10月～2019年 9月、2019年 10月～

2020 年 9 月，以及 2020 年 10 月～2021 年 9 月。公告自发

布之日起生效，案件调查期间，现行反倾销税持续有效。本

案终裁结果预计将于立案公告发布 12个月内作出。（来源：

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

5．美国对石英台面产品双反案启动反规避自主立案调查

2022 年 2 月 2 日，美国对进口自中国的石英台面产品

（Quartz Surface Products）反倾销和反补贴案启动反规避自

主立案调查，审查原产于中国的石英台面产品是否在马来西

亚进行轻微加工再出口至美国以规避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

（来源：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

6．加拿大继续对华钢格板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

2022 年 2 月 2 日，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CITT）宣布

继续对原产于或进口自中国的钢格板（Steel Grating）征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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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税率维持 2016年 4月 18日加拿大国际

贸易法庭颁布的征税令不变，即反倾销税为 85%，反补贴税

为 13064元/公吨。（来源：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

（二）技术性贸易壁垒

1．阿根廷修订葡萄饮料等制品标准法规

2022 年 2 月 9 日，阿根廷国家葡萄栽培研究所发布第

2/2022号决议，修订葡萄饮料等制品标准法规。主要内容包

括：（1）定义为"葡萄酒的饮料"或"葡萄酒的产品"，必须是

葡萄汁或葡萄酒至少百分之五十，可以添加经主管机构正式

授权的甜味剂，染料，调味剂，酒精和其他产品；（2）在

使用预浓缩，浓缩和精馏的情况下，生产企业必须进行相关

的浓度分析。所使用的葡萄汁或酒产品必须经过相应的程序

分析；（3）公司必须拥有国家药品、食品和医疗技术管理

局（ANMAT）或主管机构颁发的产品注册证书，才能在全

国范围内自由流通和销售；（4）这些产品的标签必须符合

现行的葡萄酒产品法规规定，并且还必须注明非葡萄酒产品

的百分比；（5）违规处罚要求。违反该规范的行为将根据

第 14878 号《葡萄酒通则》第 24 条的规定予以制裁。该修

订自发布之日实施。（来源：海关总署）

2．欧盟修改化妆品成分使用要求

欧盟分别于 2022年 2月 1日和 2022年 2月 3日对化妆

品法规(EC) No 1223/2009附件进行了修订。修改内容包括：

1、添加 14种违禁成分；2、删除 1个禁用成分；3、添加 2

种限制配料；4、修订 1个允许的防腐剂。（来源：瑞欧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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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贸易限制措施

（一）越南：4家水产品生产企业暂停输华

2月 17日，据中国海关总署消息，因从进口自越南 4批

次冷冻水产品的包装样本中检出新冠肺炎病毒核酸阳性，即

日起，暂停接受越南 4家水产品企业的产品进口申报 1周。

（来源：中国海关总署官网）

五、规则动态

（一）墨西哥拟制订玉米小麦产品及衍生产品卫生规

范标准

2022年 2 月 15日，墨西哥在官方公报网站发布咨询文

件，拟制订玉米和小麦产品及衍生产品卫生规范。主要内容

如下：（1）目标和应用范围。国内或国外制造并在国内销

售的玉米饼和面团产品。需遵守的产品标签及卫生规定等；

（2）术语和定义。食品添加剂、复合添加剂、黄曲霉毒素

等 41个相关术语；（3）分类。小麦制品、玉米制品；（4）

玉米和小麦制品要求，包括卫生规定：加工企业符合卫生规

范、饮用水、原料储存农药残留控制、添加剂符合相关要求；

文件记录要求；加工人员卫生要求、加工设施设备、工艺流

程、产品每年进行黄曲霉毒素和微生物检测及限量要求；销

售、运输、原料验收、产品标签要求；散装和预包装要求；

合格评定程序。随附黄曲霉毒素及大肠菌群的检测程序方法

标准等。该标准意见反馈期为 60天。（海关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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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西兰发布不安全产品公告宣布婴儿睡眠产品

为无限期不安全产品

2022年 2月 11日，新西兰政府发布了《2022年不安全

产品（婴儿倾斜睡眠产品）无限期禁止公告》，之前的《2020

年不安全产品（婴儿倾斜睡眠产品）公告》将被废除。该公

告宣布婴儿倾斜睡眠产品为不安全产品，并从 2022年 2月 9

日起无限期禁售该产品。（intertek）

（三）越南工贸部将暂停办理医用口罩、手套等产品暂

进再出业务

越南《人民报》2月 9日报道，越南工贸部发布 2022年

第 3号通知（03/2022/TT-BCT），规定自 2022年 3月 15日

起至 12月 31日止，暂停办理医用口罩、手套、防护服等产

品的暂进再出业务。该通知规定，属于暂停办理业务范围的

产品包括：HS编码为 63079040、63079090的医用口罩，HS

编码为 39262090、40151100、40151900的医用手套，HS编

码为 62101090 的防护服、护目镜、防护帽、口罩、手套、

鞋套。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至此通知颁布前已办理海关暂

进再出手续的上述类型货物可继续通关。（驻越南社会主义

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四）加拿大允许奶和人造奶油中使用高含量的强化

维生素 D

2022年 2月 1日，加拿大卫生部宣布允许生产厂自愿性

提高牛奶、羊奶、人造奶油中维生素 D含量。提高奶和人造

奶油中维生素 D含量会最终成为强制性要求，这将取决取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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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未来相关法规的实施情况。加拿大要求相关牛奶中维生素

D 含量须为 2μg/100mL。相关羊奶中维生素 D 含量须为

2μg/100mL。相关人造奶油中维生素 D含量须为 26μg/100g。

该要求自在加拿大联邦公报上发布之日起生效。（来源：海

关总署）

（五）欧盟就动物预防性使用抗菌剂相关文件进行公

众咨询

2022年 1 月 28日，欧盟开始实施兽药产品条例，其主

要目的之一是促进在动物中负责任地使用抗菌剂。该法规引

入的对抗耐药性的措施包括限制动物预防性使用抗菌药物。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在感染风险非常高且后果可能很严重的

特殊情况下，才可以在个体或数量有限的动物中使用抗菌

剂。特别是对于抗生素，预防措施仅限于单个动物。欧盟药

品管理局已经发布了一份关于在动物中预防性使用抗菌剂

文件，供公众咨询。文件的目的是建立对条例中所述“预防”

一词的理解。文件还将制定高层次的原则，以指导对动物预

防性使用抗菌药物的限制的实施。公众评议截止日期为 2022

年 4月 29日。（tbtguide）

（六）美国 FDA发布化妆品中石棉检测白皮书

2022年 1月 13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发布

了一份白皮书，概述了对含滑石粉化妆品中石棉污染检测的

意见。该白皮书由消费品中石棉问题跨机构工作组

（IWGACP）编写，其目的是为可靠地检测和识别石棉颗粒

（如果存在）提供检测指南。（来源：瑞欧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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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新加坡食品局发布关于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

量的通知

2022年 1月 7日，新加坡食品局（SFA）发布关于食品

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的通知。SFA曾于 2020年 4月 10日发

布了“食品中不允许使用的农药和兽药的最大残留限量”，

现 SFA 经审查后另外制定了“食品中兽药的最大残留限量

(MRLs)”，并且此MRLs的要求符合目前主要发达国家相关

法典标准或监管标准。SFA于 2022年 1月 17日起，对食品

中的指明兽药实施新的最高残留限量。SFA提醒所有商家，

确保在 2022年 1月 17日或之后出售的食品符合最大残留限

量。（来源：食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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