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企“第三国装配/生产”或触发欧盟反规避调查

产品名称 中企“第三国装配/生产”或触发欧盟反规避调
查

公司名称 深圳市实测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测试周期:10-15天
寄样地址:深圳宝安
价格费用:电话详谈

公司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翠竹街道翠宁社区太宁路145号二
单元705

联系电话 17324413130 17324413130

产品详情

欧盟委员会近年来在其调查实践中不断调整和完善针对中国企业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方法

，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重大变化，如在涉及价格和成本“严重扭曲”的案件调查中，采

取类似美国商务部的“生产要素法”计算正常价值。2019年3月，欧盟对50家中国日用陶

瓷企业发起反规避调查，这也是欧盟首次大规模地对原审中获得优惠税率的应诉企业发起

反规避调查。2019年在没有欧盟产业提出申请的情况下，欧盟委员会依其职权主动发起了

四起反规避调查案件，而且四起案件全部涉及中国产品。可以预见，随着欧盟调查的深入

、调查方法的丰富，中国企业在“第三国装配/生产”也极可能面临欧盟反规避调查的风

险。

五大认定要件

在欧盟反倾销原审案件中，中国企业经常被裁定高额反倾销税，以致于涉案企业在终裁后

无法正常从中国出口。为了维持以往的对欧盟出口渠道，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选择到第三

国投资设厂，在第三国装配或生产，并从第三国直接出口成品到欧盟。如果满足以下五个

认定要件，中企“第三国装配/生产”可能构成规避行为：



一是装配/生产开始于反倾销调查发起之时，或在反倾销调查发起后大幅增加，或刚好在

反倾销调查发起前进行。

在实践中，欧盟委员会通常会对比两个数据，即在原审反倾销措施实施后，中国对欧盟的

出口是否大幅降低而同时第三国对欧盟的出口是否出现大幅增长。

二是在第三国装配/生产所使用的、原产于中国的零配件/原材料的价值达到被组装/生产的

产品所有零部件/原材料总价值的60%以上。

但有时，即使应诉企业使用的原产于中国的零配件/原材料的价值超过了60%的比例，应诉

企业仍可以提供证据来证明其“第三国装配/生产”会逐渐减少对原产于中国的原材料的

依赖。如在原产于日本通过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转口的电子秤反规避调查中，虽然有些生

产商的原材料比例超过了60%，但欧盟委员会考虑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生产商能逐步

改进生产工艺，减少零配件从被实施反倾销措施的国家的进口，因而对这些生产商不采取

反规避措施。

三是被装配/生产的产品第三国产生的附加价值不超过制造成本（不包括SG&A和利润）的

25%。

值得注意的是，该项测试非常严格。附加价值是指在“装配和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附加值

，即在进行计算时，分子仅包括直接人工成本、间接人工成本、制造费用和公司自产的原

料/半成品，而不包括第三国当地采购的零部件/原料成本，SG&A和利润。分母是包括零

部件/原料成本在内的总制造成本。

四是在第三国被装配/生产的产品，其出口欧盟的价格和/或数量削弱了原有贸易救济措施

的效果。

欧盟委员会通常既考虑价格的影响又考虑数量的影响。价格方面，重点分析第三国的出口



欧盟价格和反倾销原审调查中确认的“无损害价格”水平相比，是否存在损害幅度。数量

方面，欧盟委员会将考察从第三国出口欧盟的涉案产品的数量水平，如果非常少，则欧盟

委员会将认为该出口不会削弱贸易救济措施的影响。

五是在第三国被装配/生产的产品，其出口欧盟的价格与反倾销原审调查中确立的正常价

值相比，存在倾销。

反规避案件中，所使用的正常价值是反倾销原审调查中确定的正常价值而且通常不会进行

更新。在反规避案件中计算出的倾销幅度不一定必须和反倾销原审调查中计算的倾销幅度

相似，只需要计算出倾销幅度该要件即满足。此外，欧盟委员会在以前的反规避案件中曾

明确否定过利害关系方主张的、使用涉及规避行为的第三国应诉企业的成本和国内销售数

据来计算正常价值的抗辩。

中企如何应对

相比起对第三国产品提出反倾销调查申请，反规避调查申请不需要申请人去收集繁琐的欧

盟产业的损害数据和用于正常价值计算的替代国数据，因此申请人的举证责任大大减轻，

更容易发起反规避调查申请。加上欧盟委员会近年来显示出的自主发起反规避调查的倾向

，中国企业所面临的反规避调查的风险大大增加了。

由此，在第三国投资设厂时，相关企业应该重点关注和监测所在第三国对欧盟的涉案产品

的出口数量，一旦出口数量达到一定规模，则可能触发欧盟反规避调查。

在第三国投资建设的工厂进入稳定生产后，则应该使用第三国工厂的财务数据，尽快实施

60%和25%的测算，这两个比例涉及认定规避行为是否存在的核心要件。

如果相关企业可以提前进行测算，则有助于企业进行风险预判，并能够及时地调整其生产

工艺和原料采购，为未来欧盟反规避案件的应对做好准备。



根据欧盟委员会的调查实践，如果欧盟委员会认为60%测算不满足，则无须再分析其他要

件是否被满足。因此，相关企业应该尽可能地调整和优化自身的原材料成本构成，尽量减

少对中国原材料的进口和依赖，通过当地采购原材料或从其他国家进口原材料来降低中国

原材料在其使用的原材料中的比例，从而达到不足60%而被豁免的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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