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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商务部关于原产于欧盟的进口马铃薯淀粉所适用的 

反倾销措施的期终复审裁定 

 

2012 年 2 月 3 日，中华人民共和商务部（以下简称调查

机关）发布年度第 2 号公告，决定自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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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倾销措施 

2007 年 2 月 5 日，调查机关发布年度第 2 号公告，决定

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马铃薯淀粉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

自 2007 年 2 月 6日起 5年。 

2011 年 4 月 18 日，调查机关发布年度第 16 号反倾销期

中复审裁定公告，决定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马铃薯淀粉所适

用的反倾销税税率进行调整，并自 2011 年 4月 19 日起执行。 

二、期终复审调查程序 

（一）到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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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8 月 6 日，调查机关发布年度第 43 号公告，宣

布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马铃薯淀粉产品的反倾销措施即将

于 2012 年 2 月 6 日到期。根据《反倾销条例》规定，经复

审确定终止征收反倾销税有可能导致倾销和损害的继续或

者再度发生的，反倾销税的征收期限可以适当延长。自公告

发布之日起，中国马铃薯淀粉产业或者代表产业的自然人、

法人或者有关组织可在反倾销措施终止日 60 天前，向调查

机关提出书面复审申请。 

（二）复审申请。 

2011 年 12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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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中国国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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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产于欧盟的进口马铃薯淀粉对中国的倾销行为可能继续

发生，倾销行为给中国产业造成的损害可能再度发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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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立案前通知。 

2012 年 1 月 29 日，调查机关就有关期终复审申请事宜

通知了欧洲联盟驻中国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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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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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证明材料进行了审查，本案申请人及其支持企业同类产

品的产量超过国内同类产品总产量的 50%，符合产业代表性

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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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2 月 3 日发布年度第 2

号公告，决定自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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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审的倾

销调查期为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产业损

害调查期为 2007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五）复审调查内容。 

如果终止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马铃薯淀粉实施的反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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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案当日，调查机关就立案事宜通知了欧洲联盟驻中国

代表团，并提供了立案公告和申请书公开文本。 

立案当日，调查机关就立案事宜通知了申请人及已知的

涉案国生产商和出口商。利害关系方可到商务部贸易救济公

开信息查阅室查阅有关申请书公开文本。 

在规定时间内，没有利害关系方就本次复审立案发表评

论意见。 

（七）倾销调查与损害调查。 

1．倾销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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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登记应诉。 

立案公告规定，利害关系方可于公告发布之日起 20 天

内，向调查机关申请参加应诉。在规定期限内，法国罗盖特

公司（ROQUETTE FRERES）登记参加倾销部分的调查。 

（2）收集证据。 

立案后，调查机关通过发放调查问卷等形式，收集了相

关证据。 

在法定期限内，调查机关向登记应诉的法国罗盖特公司

（ROQUETTE FRERES），以及已知的其他欧盟生产商发放了本

次反倾销期终复审调查问卷。至答卷截止时间，调查机关未

收到欧盟利害关系方的反倾销期终复审答卷。 

在本次反倾销期终复审调查阶段，调查机关未收到欧盟

生产商、出口商等相关利害关系方提供的有关复审调查内容

的主张和证据材料，也未收到关于如终止反倾销措施，倾销

可能继续发生的调查结论的不同意见。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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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第十一条的规定，调查机关向利害关

系方披露了本案倾销部分裁定所依据的基本事实，并给予其

合理时间提交评论意见。 

2．损害调查。 

（1）参加产业损害调查活动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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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2 月 6 日，调查机关发布《关于参加马铃薯淀粉

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产业损害调查活动登记的通知》(商调

查函[2012]36 号)。2012 年 2 月 27 日，参加产业损害调查

活动登记期截止，法国罗盖特公司和欧洲淀粉产业联合会参

加登记。经审查，调查机关接受了上述登记。 

（2）成立产业损害调查组。 

2012 年 2 月 22 日，调查机关发布《关于成立马铃薯淀

粉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案产业损害调查组的通知》（商调查

函[2012]53 号），成立马铃薯淀粉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案产

业损害调查组。 

（3）发放和收回调查问卷。 

2012 年 3 月 1 日，调查机关向本案已知的利害关系方发

放了马铃薯淀粉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案《国内生产者调查问

卷》、《国外（地区）生产者/出口商调查问卷》、《国内进口

商调查问卷》。 

2012 年 3 月 27 日，欧洲淀粉产业联合会向调查机关提

交了《进口马铃薯淀粉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评论意见递交期

限延期申请》。经审查，调查机关认为在本案的调查期间，

欧洲淀粉产业联合会均可向调查机关提交马铃薯淀粉反倾

销期终复审评论意见，并不涉及需要申请延期递交评论意见

的问题。 

2012 年 3 月 27 日，本案申请人向调查机关提交《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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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期提交〈马铃薯淀粉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产业损害调查问

卷（国内生产者调查问卷）〉答卷的请求》。经审查，调查机

关同意给予延期。 

在调查问卷规定的回收期限及经批准延期递交答卷的

期限内，调查机关共收回调查问卷答卷 18 份，分别是内蒙

古奈伦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大荒马铃薯集团有限公

司、内蒙古科鑫源食品集团、内蒙古龙的马铃薯有限公司、

呼伦贝尔鹤声薯业发展有限公司、青海威思顿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陕西榆林市新田源集团富元淀粉有限公司、新疆疆达

薯业有限公司、西昌必喜食品有限公司、晋城市古陵山食品

有限公司、赤峰蒙森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甘肃祁连雪淀粉

工贸有限公司、云南昭阳威力淀粉有限公司、甘肃兴达淀粉

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海原县瑞丰马铃薯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长宏马铃薯淀粉有限公司、围场满族

蒙古族自治县斌发马铃薯淀粉有限公司和宁夏固原福宁广

业有限责任公司递交的国内生产者调查问卷答卷 18 份。以

上企业均为中国淀粉工业协会马铃薯淀粉专业委员会会员

企业。 

欧洲淀粉产业联合会和法国罗盖特公司未向调查机关

递交《国外生产者/出口商调查问卷》答卷。 

（4）听取利害关系方意见陈述。 

2012 年 2 月 28 日，调查机关收到本案申请人提交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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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召开马铃薯淀粉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申请人意见陈述会

的申请》。调查机关于 2012 年 2 月 29 日发出《关于召开马

铃薯淀粉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案国内产业意见陈述会的通

知》（商调查函[2012]60 号）。2012 年 3 月 15 日，调查机关

召开马铃薯淀粉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案国内产业意见陈述

会，听取了申请人就本案的相关背景情况、提起申请的主要

理由和与产业损害调查相关问题的陈述。2012 年 3 月 15 日，

调查机关收到申请人提交的《马铃薯淀粉反倾销措施期终复

审案国内产业意见陈述会汇报材料》。 

（5）实地核查。 

2012 年 6 月 27 日，调查机关发布《关于马铃薯淀粉反

倾销措施期终复审案实地核查的通知》（商调查函[2012]227

号）。2012 年 7 月，调查机关对内蒙古奈伦农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和北大荒马铃薯集团有限公司进行了实地核查。核查

期间，调查机关对本案申请书及《国内生产者调查问卷答卷》

中的数据和信息进行了核实，并收集了相关证据材料。核查

结束后，以上两家企业均向调查机关提交了《马铃薯淀粉反

倾销期终复审案实地核查补充、修改材料》。 

（6）召开上下游企业意见陈述会。 

2012 年 9 月 17 日，调查机关发布《关于召开马铃薯淀

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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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370 号）。 



 
 

8

2012 年 9 月 25 日，调查机关召开本案上下游企业意见

陈述会，听取了本案申请企业、上游和下游企业代表就国内

马铃薯淀粉产品质量、市场供应等方面的意见陈述。2012 年

9 月 25 日，调查机关收到申请人提交的《马铃薯淀粉反倾销

措施期终复审案上下游企业意见陈述会国内产业发言稿》。 

（7）接收利害关系方书面评论意见。 

2012 年 5 月 11 日，调查机关收到欧洲淀粉产业联合会

提交的《关于中国对原产于欧盟的马铃薯淀粉所适用的反倾

销税的期终复审调查的评论意见》（以下简称联合会评论意

见）。 

2012 年 6 月 29 日，调查机关收到申请人提交的《申请

人对欧洲淀粉产业联合会〈关于中国对原产于欧盟的马铃薯

淀粉所适用的反倾销税的期终复审调查的评论意见〉的评论

意见》（以下简称申请人评论意见）。 

2012 年 8 月 23 日，调查机关收到申请人提交的《申请

人关于马铃薯淀粉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案倾销和损害继续

或再度发生可能性的补充说明》。 

（8）信息公开。 

根据《反倾销条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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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的规定，本案所有

与产业损害调查有关的公开信息均已按规定送交商务部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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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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印与产业损害调查有关的公开信息。 

（9）信息披露。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和《产业损害调

查信息查阅与信息披露规定》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

条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调查机关在裁定前向本案利害关系

方披露了本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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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收回的调查问卷答

卷和实地核查结果进行了认真分析和全面评估，并收集和补

充了相关证据材料。调查机关对利害关系方提出的评论和意

见依法予以了充分考虑。 

三、被调查产品及调查范围 

本次复审被调查产品与反倾销措施所适用的被调查产

品一致。 

中文名称：马铃薯淀粉（或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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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则号：该产品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税

则号：11081300。 

物理化学特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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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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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化指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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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用于食品、医药、石油化工、造纸、纺

织、饲料、发酵、铸造、建材等各工业领域。 

四、中国同类产品和中国国内产业 

（一）同类产品的认定。 

商务部 2007 年 2 月 5 日第 8 号公告发布的马铃薯淀粉

反倾销原审案件最终裁定中认定，“国内生产的马铃薯淀粉

与被调查产品的物理和化学特性相同，生产工艺和采用的原

料相同，用途相同且相互可替代，销售渠道和客户群体基本

相同。国内生产的马铃薯淀粉与被调查产品属于同类产品。” 

2012 年 2 月 3 日，商务部发布第 2 号立案公告认定，复

审被调查产品范围与原反倾销被调查产品范围一致。 

在马铃薯淀粉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国内生产的马铃薯

淀粉与原审案件调查期内生产的马铃薯淀粉在物理和化学

性能、生产工艺、产品用途、销售渠道等方面未发生实质变

化。 

因此，调查机关认定，本次复审的被调查产品与国内生

产的马铃薯淀粉产品属于同类产品。 

（二）国内产业的认定。 

调查机关对本案提交答卷的 18 家企业的产业代表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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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审查。证据显示，2007 年、2008 年、2009 年、2010

年和 2011 年，提交答卷企业马铃薯淀粉产量占同期国内产

业同类产品总产量的 43.07%、52.20%、69.50%、54.77%和

54.18%。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十一条、第五十一条和《反倾销

产业损害调查规定》第十三条规定，调查机关认定，调查期

内，国内上述 18 家提交答卷企业构成了国内产业的主要部

分,其数据可以代表国内马铃薯淀粉产业。本裁定所依据的

国内产业数据，除特别注明外，均来自以上 18 家企业。 

五、复审调查期 

本次复审的倾销调查期为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产业损害调查期为 2007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六、倾销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 

（一）倾销调查期内的倾销情况。 

欧盟生产商、出口商未能配合本次反倾销期终复审调

查。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调查机关决定

根据已经获得的事实和可获得的最佳信息作出裁决。 

根据中国海关数据统计等材料，调查机关对自欧盟进口

的被调查产品的正常价值、出口价格及影响正常价值和出口

价格可比性的因素进行了调查，并在同一贸易水平对正常价

值和出口价格进行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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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调查，调查机关认定，在调整销售条件和贸易水平等

影响价格可比性的因素后，倾销调查期内，欧盟马铃薯淀粉

向中国的出口价格为 808.04 美元/吨，正常价值为 1120.95

美元/吨。因此，调查机关认为，倾销调查期内，原产于欧

盟的进口马铃薯淀粉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向中国出口，存

在倾销。 

（二）倾销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 

1.反倾销措施的形式和水平。 

自 2007 年 2 月 6 日起，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马铃薯淀

粉征收 18%-35%的反倾销税。2011 年 4 月 19 日，欧盟进口

涉案产品所适用的反倾销税率被调整为 12.6%-56.7%。 

2．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内的倾销情况。 

2007 年 2 月 5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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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4 月 18

日，调查机关在 2011 年第 16号反倾销期中复审裁定公告中，

认为期中复审调查期（2009年 4月 1日至 2010 年 3月 31日）

内，欧盟马铃薯淀粉仍然存在倾销行为，并且部分生产商还

加大了对中国市场的倾销力度。前述倾销调查表明，在本次

反倾销期终复审调查期内，原产于欧盟的进口被调查产品对

中国出口仍存在倾销。 

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反倾销措施执行前的 2006 年，

欧盟向中国出口的马铃薯淀粉为 66,908.08 吨；措施执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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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至 2011 年欧盟向中国的出口数量分别为 7,357.47

吨、8,745.01 吨、31,597.12 吨、139,923.36 吨和 21,166.89

吨。由此可见，反倾销措施执行后，以及反倾销期中复审调

整反倾销措施后，欧盟向中国出口被调查产品的数量出现了

大幅明显下降。 

调查结果表明，如果终止本案反倾销措施，原产于欧盟

的进口马铃薯淀粉对中国的倾销，可能仍将继续发生。 

3.出口能力。 

（1）产能、产量及闲置产能。 

调查机关对申请人递交的《欧盟第 1234/2007 号条例》

和《马铃薯淀粉市场信息调查报告》进行了调查。数据显示，

在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欧盟马铃薯淀粉生产实行配额制

度，年配额产能一直固定在 194.88 万吨。2007 年到 2011 年，

欧盟马铃薯淀粉的产量分别为 180 万吨、177.5 万吨、180

万吨、180 万吨和 165 万吨，基本稳定略有下降。2007 至 2011

年，欧盟马铃薯淀粉闲置产能分别为 14.88 万吨、17.38 万

吨、14.88 万吨、14.88 万吨和 29.88 万吨；其中 2011 年闲

置产能占总产能的比例达 15.33%。以上数据说明，欧盟存在

大量闲置产能，可能会增加马铃薯淀粉的产量。 

（2）欧盟内部市场消费情况。 

根据《欧盟第 1234/2007 号条例》和《马铃薯淀粉市场

信息调查报告》，2007 年至 2011 年，欧盟内部马铃薯淀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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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费量分别为 153 万吨、151.5 万吨、139 万吨、131 万吨

和 130 万吨。欧盟内部消费量明显低于其产量，并呈逐年下

降趋势；2011 年比 2007 年下降约 15.03％。同期，欧盟内

部马铃薯淀粉的过剩产能分别为 41.88 万吨、43.38 万吨、

55.88 万吨、63.88 万吨和 64.88 万吨，呈逐年增加态势；

且 2011 年比 2007 年增加了 54.92%。以上数据说明，与需求

量相比，欧盟内部消费乏力；欧盟内马铃薯淀粉市场供过于

求。 

（3）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 

2007 年至 2011 年，欧盟马铃薯淀粉的可供出口产能（即

总产能减内部消费量）占同期总产能的比例分别为 21.49%、

22.26%、28.67%、32.78%、33.29%，呈逐年上升趋势，说明

欧盟马铃薯淀粉产能对外部市场的依赖程度较高。对外出口

是欧盟消化国内马铃薯淀粉产能的重要渠道。 

在内部市场消费乏力，过剩产能持续增加的情况下，欧

盟马铃薯淀粉生产企业可能继续增加出口。 

4.对中国出口情况。 

根据中国海关数据统计，2007 年至 2011 年，欧盟对中

国出口分别为 7,357.47 吨、8,745.01 吨、31,597.12 吨、

139,923.36 吨、21,166.89 吨，总体呈上升态势。2010 年自

欧盟进口量较 2007 年上升 1801.79%。2011 年在调整反倾销

税率以及征收反补贴税后，自欧盟的进口量仍较 2007 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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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了 187.69%。2007 年至 2011 年，欧盟对华出口占中国总

进口量比例分别为 73.79%、70.48%、90.27%、98.27%、91.44%，

比例较高而且呈上升趋势。 

根据中国淀粉工业协会马铃薯淀粉专业委员会提供的

数据，2007 年至 2011 年，中国对马铃薯淀粉的需求量分别

302,089.57 吨、312,061.49 吨、322,926.28 吨、337,383.17

吨和 372,147.37 吨，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中国巨大而且不

断扩展的马铃薯市场,将继续成为欧盟马铃薯淀粉产品的主

要出口方向。 

上述证据表明，欧盟马铃薯淀粉可能继续以倾销方式，

扩大对中国市场的出口。 

5.对第三国（地区）出口情况。 

根据申请人提供的“欧盟马铃薯淀粉对外出口统计数

据”，2007 年至 2011 年，欧盟马铃薯淀粉对第三国（地区）

出口 数量分别为 254,403.769 吨 、 246,100.63 吨、

429,939.258 吨、383,199.94 吨、389,262.886 吨，整体呈

上升趋势。 

根据欧盟海关统计数据和《马铃薯淀粉市场信息调查报

告》，调查机关对欧盟向第三国（地区）的出口马铃薯淀粉

的价格和欧盟内部销售价格进行了比较。数据显示，2010 年

至 2011 年，欧盟向第三国（地区）低价出口占向第三国（地

区）总出口比例分别为 99.49%和 95.45%。可见，在期终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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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调查期及之前的一段时间内，低价出口是欧盟马铃薯淀粉

产品所采取的出口销售策略。因此，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

欧盟马铃薯淀粉产品可能将继续向中国倾销出口。 

综合上述调查分析，欧盟马铃薯淀粉产能较大，闲置产

能比例较高且逐年增加，欧盟内部消费明显不足且呈逐年下

降趋势，欧盟内部市场供过于求；欧盟马铃薯淀粉出口能力

不断增强，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将不断提高，可能会继续

增加对国际市场的出口。此外，倾销调查期内，欧盟还向除

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地区）大量低价出口马铃薯淀粉产品。

中国马铃薯淀粉市场需求持续增长迅速且潜力巨大，可能成

为欧盟马铃薯淀粉对外出口的重要目标市场；欧盟马铃薯淀

粉可能将继续以倾销方式扩大对中国市场出口。综上所述，

在采取反倾销措施的情况下，包括倾销调查期在内的反倾销

措施实施期间内，欧盟马铃薯淀粉对中国出口仍然存在倾

销，甚至有不断加剧的趋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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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调查结论。 

经调查，调查机关认为，倾销调查期内存在倾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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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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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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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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产业损害再度发生的可能性进行了审查。 

（一）调查期内国内产业状况。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七、八条及《反倾销产业损害调

查规定》第四、五、六、七条规定，调查机关对调查期内国

内产业的相关经济因素和指标进行了调查。证据显示： 

1.市场需求量。 

调查期内，中国马铃薯淀粉产业的市场需求量呈逐年增

长趋势。2007 年、2008 年、2009 年、2010 年、2011 年，中

国马铃薯淀粉的表观消费量分别为 30.21 万吨、31.21 万吨、

32.29 万吨、33.74 万吨和 37.21 万吨。 

2008 年比 2007 年增长 3.30%，2009 年比 2008 年增长

3.48%，2010 年比 2009 年增长 4.48%，2011 年比 2010 年增

长 10.28%。 

2.产能。 

调查期内，国内产业的生产能力基本逐年增长。2007 年、

2008 年、2009 年、2010 年、2011 年，国内产业的生产能力

分别为 359000 吨、463000 吨、463000 吨、475000 吨和 495000

吨。 

2008 年比 2007 年增长 28.97%，2009 年与 2008 年持平，

2010 年比 2009 年增长 2.59%，2011 年比 2010 年增长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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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产量。 

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产量呈总体上升趋势。

2007 年、2008 年、2009 年、2010 年和 2011 年，国内产业

同类产品产量分别为 148586 吨、169652 吨、109805 吨、

134725 吨和 195040 吨。 

2008 年比 2007 年增长 14.18%，2009 年比 2008 年减少

35.28%，2010 年比 2009 年增长 22.69%，2011 年比 2010 年

增长 44.77%。 

4．开工率。 

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开工率总体呈现小幅下降趋势。

2007 年、2008 年、2009 年、2010 年、2011 年，国内产业开

工率分别为 41.39%、36.64%、23.72%、28.36%和 39.40%。 

2008 年比 2007 年下降 4.75 个百分点，2009 年比 2008

年下降 12.92 个百分点，2010 年比 2009 年增长 4.64 个百分

点，2011 年比 2010 年增长 11.04 个百分点。 

5．销售量。 

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销售量呈波动状态。2007

年、2008 年、2009 年、2010 年、2011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

品销售量分别为 110567 吨、112512 吨、150455 吨、150477

吨和 120713 吨。 

2008 年比 2007 年增长 1.76%，2009 年比 2008 年增长

33.72%，2010 年比 2009 年增长 0.01%，2011 年比 2010 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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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19.78%。 

6．市场份额。 

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所占市场份额为波动状

态，呈现先升后降趋势。2007 年、2008 年、2009 年、2010

年和 2011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市场份额分别为 36.60%、

36.05%、46.59%、44.60%和 32.44%。 

2008 年比 2007 年下降 0.55 个百分点，2009 年比 2008

年上升 10.54 个百分点，2010 年比 2009 年下降 1.99 个百分

点，2011 年比 2010 年下降 12.16 个百分点。 

7．销售价格。 

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销售价格总体呈先降后升

趋势。2007 年、2008 年、2009 年、2010 年和 2011 年，国

内产业同类产品销售价格分别为 4635.80 元/吨、4638.27 元

/吨、4337.44 元/吨、6583.79 元/吨和 8273.24 元/吨。 

2008 年比 2007 年上升 0.05%，2009 年比 2008 年下降

6.49%，2010 年比 2009 年上升 51.79%，2011 年比 2010 年上

升 25.66%。 

8．销售收入。 

调查期内，国内产业销售收入总体呈现逐年上升趋势。

2007 年、2008 年、2009 年、2010 年和 2011 年，国内产业

销售收入分别为 5.13 亿元、5.22 亿元、6.53 亿元、9.91 亿

元和 9.9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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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比 2007 年增长 1.81%，2009 年比 2008 年增长

25.05%，2010 年比 2009 年增长 51.81%，2011 年比 2010 年

上升 0.81%。 

9．税前利润。 

调查期内，国内产业税前利润总体呈先降后升趋势。

2007 年、2008 年、2009 年、2010 年和 2011 年，国内产业

税前利润分别为 2576.29 万元、354.50 万元、-6296.05 万

元、5398.69 万元和 9380.18 万元。 

2008 年比 2007 年下降 86.24%，2009 年出现大幅亏损， 

2010 年扭亏为盈，2011 年比 2010 年税前利润增长 73.75%。 

10．投资收益率。 

调查期内，国内产业投资收益率呈现先降后升趋势。

2007 年、2008 年、2009 年、2010 年和 2011 年，国内产业

投资收益率分别为 1.68%、0.20%、-3.08%、2.19%、和 3.19%。 

2008 年比 2007 年下降 1.48 个百分点，2009 年继续下

降，由正值转为负值，2010 年有所回升，由负值转为正值，

2011 年比 2010 年上升 1 个百分点。 

11．就业人数。 

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就业人数呈总体上升趋势。2007 年、

2008 年、2009 年、2010 年和 2011 年，国内产业就业人数分

别为 1512 人、1916 人、1908 人、1867 人和 1878 人。 

2008 年比 2007 年上升 26.72%，2009 年比 2008 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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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2010 年比 2009 年下降 2.15%，2011 年比 2010 年上

升 0.59%。 

12．劳动生产率。 

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劳动生产率总体呈先降后升趋势。

2007 年、2008 年、2009 年、2010 年和 2011 年，国内产业

劳动生产率分别为 98.27 吨/人、88.54 吨/人、57.55 吨/人、

72.16 吨/人和 103.86 吨/人。 

2008 年比 2007 年下降 9.90%，2009 年比 2008 年下降

35%，2010 年比 2009 年上升 25.39%，2011 年比 2010 年上升

43.93%。 

13．人均工资。 

调查期内，国内产业人均工资呈逐年上升趋势。2007 年、

2008 年、2009 年、2010 年和 2011 年，国内产业人均工资分

别为 12846.58 元、14396.00 元、15877.02 元、17760.09 元

和 21947.30 元。 

2008 年比 2007 年上升 12.06%，2009 年比 2008 年上升

10.29%，2010 年比 2009 年上升 11.86%，2011 年比 2010 年

上升 23.58%。 

14．期末库存。 

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期末库存出现波动。2007

年、2008 年、2009 年、2010 年和 2011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

品期末库存分别为 6.75 万吨、11.81 万吨、6.68 万吨、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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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和 13.32 万吨。 

2008 年比 2007 年上升 75.10%，2009 年比 2008 年下降

43.42%，2010 年比 2009 年下降 20.06%，2011 年比 2010 年

上升 149.28%。 

15．现金净流量。 

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现金净流量呈现波动状

态。2007 年、2008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现金净流量为现金

净流出 3306.29 万元和 864.25 万元。2008 年比 2007 年现金

净流出减少 73.86%；2009 年、2010 年、2011 年国内产业同

类产品现金净流量为现金净流入 1.36 亿元、1.41 亿元和

0.36 亿元，2010 年比 2009 年上升 3.63%,2011 年比 2010 年

下降 74.47%。 

16．投融资能力。 

调查期内，国内产业积极投入大量资金扩大产能，改造

生产工艺、进行产品开发和技术升级。但同类产品税前利润

2008 年、2009 年出现下降，2009 年处于亏损状态，对资金

的回收和下一步投融资活动产生不利影响。 

上述证据表明，调查期内，国内马铃薯淀粉市场需求持

续增长，2011 年比 2007 年增长了 23.19%。国内产业陆续新

建和扩建了一批生产装置，国内产业生产能力得到明显提

高，国内产业的产量、销售量、销售收入、销售价格、税前

利润、就业人数、人均工资等经济指标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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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转。销售量由 2007 年的 110567 吨升至 2011 年的 120713

吨，销售收入由 2007 年的 5.13 亿元升至 2011 年的 9.98 亿

元,销售价格由 2007 年的 4635.80 元/吨上升到 2011 年的

8273.24 元/吨,税前利润由 2007 年的 2576.29 万元上升至

2011 年的 9380 万元。调查期内，国内马铃薯淀粉产业得到

了恢复和发展。 

与此同时，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主要经济指

标如产量、销售价格、税前利润、市场份额、投资收益率、

期末库存表现出波动状态。特别是 2009 年，欧盟进口产品

的完税人民币价格下跌了 40.43%,由 2008 年的 6106.29 元/

吨下跌至 3637.73 元/吨,与此同时，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销

售价格下降至调查期内最低点，由 2007 年的 4635.80 元/吨

下降至 2009 年的 4337.44 元/吨,在生产成本增加的情况下，

国内产业税前利润大幅下降，由 2008 年盈利 354.50 万元，

下降至 2009 年亏损 6296.05 万元，国内产业投资收益率也

相应大幅下降,呈现负值。2011 年，受马铃薯淀粉期中复审

案和马铃薯淀粉反补贴案立案和裁决的影响，在欧盟对华出

口数量下降 84.87%、价格上升 92.87%的情况下,国内马铃薯

淀粉产业表现出良好的恢复和发展状态，销售价格由 2009

年的 4337.44 元/吨快速上升到 2010 年的 6583.79 元/吨和

2011年的8273.24元/吨,税前利润实现扭亏为盈,由2009年

亏损 6296.05 万元转为 2010 年盈利 5398.69 万元,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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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也由负值转为正值。 

调查期内，国内产业主要经济指标表现出明显的波动性,

在销售价格下降 6.49%的情况下,税前利润由盈利 354.50 万

元转为亏损 6296.05 万元，表现出明显的脆弱性。因此,马

铃薯淀粉产业虽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仍然容

易受到欧盟倾销进口产品的冲击和影响。 

（二）损害再度发生的可能性。 

1．国内马铃薯淀粉市场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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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膨化剂等的重要原料，广泛应用于膨化食

品、方便食品、肉类制品、饮料、烹饪、水产品加工等行业。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食品工业的快速增长，直接促进

了马铃薯淀粉及其衍生物的需求量快速增长，因此，马铃薯

淀粉产业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发展空间。调查期内国内马

铃薯淀粉产品市场需求持续增长，2007 年至 2011 年，国内

马铃薯淀粉年均表观消费量呈现持续增长趋势。2008 年比

2007 年增长 3.30%，2009 年比 2008 年增长 3.48%，2010 年

比 2009 年增长 4.48%，2011 年比 2010 年增长 10.30%。预计

未来几年，我国马铃薯淀粉的市场需求量仍将保持稳中有升

的变化趋势。与此同时，国内产业投入资金建设新产能，以

适应快速增长的国内需求。同时，随着西欧、北欧成套生产

线的引进以及国内机械加工业生产研发能力的提高，国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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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生产线的普及率高达 60%以上。预计在未来几年内，随着

国内马铃薯淀粉市场需求的增长，国内马铃薯淀粉的产能也

将相应地稳步增长。届时，国内马铃薯淀粉的供应将完全能

够满足国内市场需求。 

欧盟淀粉产业联合会在联合会评论意见中提到，中国马

铃薯淀粉产业出现的问题是由于多种因素导致马铃薯原料

供应不足所造成的，包括马铃薯种植面积的减少、2009 年由

于恶劣天气原因导致马铃薯的减产以及国内马铃薯淀粉加

工所需耗用的马铃薯数量过多等等。 

申请人在其评论意见中指出，国内马铃薯的种植完全可

以充分满足马铃薯淀粉加工的需求，2009 年，国内仅有部分

产区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全国马铃薯种植面积和产量并未

受到影响，国内马铃薯淀粉产业的发展规模可以满足国内市

场需求的增长。 

调查机关认为，根据农业部的中国农业统计资料，2007

年以来，中国马铃薯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呈逐年增长趋势，

2009 年国内有部分产区受到了自然灾害影响，但全国的马铃

薯种植面积和产量仍继续增加，并没有出现大幅减少的情

况。2009 年中国马铃薯种植面积比 2008 年增加 8.95%,马铃

薯产量比 2008 年增加 3.46%。同时，中国马铃薯淀粉生产所

需耗用的马铃薯总量每年不足 300 万吨，占国内马铃薯总产

量的比例不足 5%，不存在因马铃薯原料供应不足而减产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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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国内多数马铃薯淀粉生产企业都陆续新建或扩建了马

铃薯原料储存基地，或者与当地薯农签订了马铃薯种植合

同，保证了国内马铃薯淀粉生产企业的原材料供应。因此，

中国马铃薯的产量和生产规模完全可以满足马铃薯淀粉生

产的需求。 

2．被调查产品进口数量增加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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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的事实和可获得的最佳信息对被调查产品进口数量增

加的可能性进行了审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调查期内，被调查产品

进口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2007 年到 2011 年，被调查产品

进口数量分别为 7357.5 吨、8745.01 吨、31597.1 吨、

139923.4吨和 21166.9吨，2008年比 2007年上升了18.86%，

2009 年比 2008 年上升了 261.32%，2010 年比 2009 年上升了

342.84%,2011 年比 2010 年下降了 84.87%，但比 2007 年上

升了 187.69%。 

调查期内，被调查产品占国内市场份额总体呈上升趋

势，分别为 2.44%、2.8%、9.78%、41.47%和 5.69%。2008 年

比 2007 年增加了 0.36 个百分点，2009 年比 2008 年增加了

6.98 个百分点，2010 年比 2009 年增加了 31.69 个百分

点,2011年比 2010年减少了35.78个百分点,但比 2007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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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 3.25 个百分点。 

调查期内，被调查产品进口数量占中国马铃薯淀粉总进

口量的比例总体呈上升趋势，分别为 73.79%、70.48%、

90.27%、98.27%和 91.44%。2008 年比 2007 年下降了 3.31

个百分点，2009 年比 2008 年上升了 19.79 个百分点，2010

年比 2009 年上升了 8 个百分点,2011 年虽然比 2010 年下降

了 6.83 个百分点,但仍比 2007 年上升了 17.65 个百分点。

上述证据表明，与原审调查期相比，2007 年至 2011 年，原

产于欧盟的被调查产品进口数量总体上升，且被调查产品进

口数量占中国总进口量的比例总体上升且一直保持在较高

水平，欧盟是中国马铃薯淀粉的主要进口来源。 

据本案申请人提供的数据显示，调查期内，欧盟马铃薯

淀粉产能保持相对稳定。2007 年至 2011 年欧盟马铃薯淀粉

生产能力均为 194.88 万吨。2007 年至 2011 年，欧盟马铃薯

淀粉产量总体呈下降趋势，分别为 180 万吨、177.5 万吨、

180 万吨、180 万吨和 165 万吨。调查期内，欧盟马铃薯淀

粉闲置产能总体呈增长趋势。2007 年到 2011 年闲置产能分

别为 14.88 万吨、17.38 万吨、14.88 万吨、14.88 万吨和

29.88 万吨。欧盟马铃薯淀粉闲置产能较大。 

调查期内,欧盟马铃薯淀粉消费量呈逐年下降趋

势,2007 年至 2011 年分别为 153 万吨、151.50 万吨、139 万

吨、131 万吨和 130 万吨。2007 年至 2011 年，欧盟马铃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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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粉可供出口的能力呈增长趋势,分别为 41.88 万吨、43.38

万吨、55.88 万吨、63.88 万吨和 64.88 万吨，占其同期产

能的比例分别为 21.49%、22.26%、28.67% 、32.78%和 33.29%。

上述数据表明，在调查期内，欧盟马铃薯淀粉产业出口能力

占其产能的比例在 30%左右,具有很强的出口能力。 

根据欧盟海关统计提供的数据，2007 年至 2011 年，欧

盟马铃薯淀粉出口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分别为 27.15万吨、

26.32 万吨、48.73 万吨、49.83 万吨和 41.47 万吨，2007

年至 2011 年，欧盟马铃薯淀粉出口数量占其总产量的比例

分别为 15.08%、14.83%、27.07%、27.68%和 25.13%。欧盟

马铃薯淀粉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较高，对外出口仍是欧盟

马铃薯淀粉企业销售产品的重要方式。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提供的数据，2007 年至 2011 年，欧

盟马铃薯淀粉对中国出口数量呈上升趋势，分别为 7357.47

吨、8745.01 吨、31597.12 吨、139923.36 吨和 21166.89 吨。

2007 年至 2011 年，欧盟马铃薯淀粉对中国出口数量占同期

中国马铃薯淀粉总进口量的比例分别为 73.79%、70.48%、

90.27%、98.27%和 91.44%，欧盟马铃薯淀粉对中国出口数量

占其总出口量的比例分别为 2.71%、3.32%、6.48%、28.08%

和 5.10%。上述数据表明，2007 年至 2011 年，欧盟马铃薯

淀粉对中国出口数量呈上升趋势,特别是 2009 年和 2010 年,

欧盟对中国出口量大幅增加,分别比上年增长 261.32%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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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84%,价格分别下降 40.43%和 3.24%,如果取消反倾销措

施,被调查产品进口数量很有可能大量增加,被调查产品进

品价格有可能进一步下滑,再度对国内产业造成冲击。 

欧洲淀粉产业联合会在其提交的联合会评论意见中提

出，“欧盟出口的马铃薯淀粉被销往世界各地，虽然中国是

欧盟马铃薯淀粉生产商的出口目的地之一，但中国市场并非

欧盟马铃薯淀粉主要或重要的出口目的地。” 

中国淀粉工业协会马铃薯淀粉专业委员会在其提交的

申请人评论意见中认为，中国市场始终是欧盟马铃薯淀粉重

要的目标出口市场，欧盟马铃薯淀粉具有强大的出口能力，

中国市场对于欧盟马铃薯淀粉具有重要的意义，是欧盟马铃

薯淀粉对外出口的不可替代的目标市场。 

调查机关认为，证据显示，欧盟对外出口市场多且分散，

2011年在欧盟马铃薯淀粉对外出口的9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

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市场需求十分有限。据欧盟海关统计，

2007 年至 2011 年，在欧盟对外出口的 100 个左右的国家和

地区中，对中国出口数量始终排在前四位，其中，2009 年和

2010 年，对中国的出口数量均排第一位。在中国国内市场需

求持续增长的情况下，中国仍然是欧盟马铃薯淀粉对外出口

的主要目标市场之一。 

上述证据表明，调查期内，欧盟马铃薯淀粉产业有较大

的闲置产能，及较强的出口能力，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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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中国是其主要的出口国之一。如果终止原反倾销措施，

欧盟对中国出口马铃薯淀粉的数量将可能大量增加。 

（三）被调查产品对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进一步影响

的可能性。 

调查期内，被调查产品对国内的倾销行为虽然受到一定

程度的遏制，但被调查产品进口价格 2009 年、2010 年出现

大幅下跌。2007 年至 2011 年，原产于欧盟的被调查产品进

口完关税后人民币价格分别为 6098.5 元/吨、6106.29 元/

吨、3637.73 元/吨、3519.74 元/吨和 6788.68 元/吨。 

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价格受被调查进口产品

价格的影响,2009 年出现下降，2007 年至 2011 年，国内产

业同类产品的价格分别为 4635.8 元/吨、4638.27 元/吨、

4337.44 元/吨、6583.79 元/吨和 8273.24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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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和 2010 年，被

调查产品进口价格出现持续下降，受其影响，同期国内产业

同类产品的价格出现快速下降，由 2008 年的 4638.27 元/吨

迅速下降至 2009 年的 4337.44 元/吨。2011 年，被调查产品

进口价格有所上升,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相应回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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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证据表明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欧盟的被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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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产品有可能大量进入中国市场，被调查产品的价格存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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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未来产业状况。 

调查期内，在中国表观消费量总体增长的情况下,中国

国内产业产能、产量、销售量、销售收入、税前利润、投资

收益率、开工率、就业人数、劳动生产率、经营活动现金净

流量等经济指标都在总体上保持了增长趋势。调查期内中国

国内产业的经营状况同时也表明，中国国内产业处在成长期

和发展的重要阶段，调查期内，中国国内产业盈利状况不稳

定，对被调查产品的进口和市场环境反应敏感，容易受到进

口产品的冲击和影响。 

倾销调查表明，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被调查产品很可

能继续倾销，被调查产品进口数量可能大幅增长，市场竞争

会日益加剧。届时，中国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销售价格将进

一步受到打压，同类产品的开工率也将可能下降，产销状况

恶化，市场份额下降，企业盈利空间可能出现缩减，再次出

现严重亏损。 

目前，中国国内产业为新建和扩建而投入的巨额资金尚

未得到有效回收，处于发展的重要阶段，企业抗风险能力相

对较弱。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中国国内产业生产经营状况

的下滑可能会对产业投资的回收和下一步投融资活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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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减弱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严重时甚至可能导致国内部

分企业停产或倒闭。 

（五）产业损害调查结论。 

1、调查期内，由于实施马铃薯淀粉反倾销措施，原产

于欧盟的进口马铃薯淀粉对中国的倾销行为得到一定遏制，

国内马铃薯淀粉产业生产经营状况有所改善，国内马铃薯淀

粉产业得到了初步恢复和发展。 

2、国内马铃薯淀粉产业仍然很脆弱。国内产业同类产

品对进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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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欧盟马铃薯淀粉闲置产能较大，对国外市场的依赖

程度较高，而中国是欧盟马铃薯淀粉对外出口的主要市场。

中国市场需求的增长对欧盟来说具有较大的吸引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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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被调查产品向中国的出口价

格有可能大幅下降，中国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价格有可能进

一步下降，对国内马铃薯淀粉产业造成的损害可能再度发

生。 

八、复审裁定 

根据以上调查，调查机关裁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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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可能再度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