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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贸易救济 

第一节 一般贸易救济 

 

第一条 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 

一、除了本节第一条第三款的规定，每一缔约方保留其在《世

贸组织协定》附件 1A 中的《关于实施<1994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第 6条的协定》下的权利和义务。 

二、每一缔约方保留其在《世贸组织协定》附件 1A中的《补贴

与反补贴措施协定》下的权利和义务。 

三、任一缔约方在反倾销调查中计算倾销幅度时，不得为确定

正常价值使用基于第三国的替代价格的方法。 

  

第二条 全球保障措施 

每一缔约方保留其在《1994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 19 条和

世贸组织《保障措施协定》下的权利和义务。 

 

第二节 过渡性保障措施 

 

第三条 过渡性保障措施的实施 

一、仅在过渡期内，如果由于按照本协定规定降低或消除关税，

导致原产于一方的正在进口至另一方领土内的任何产品的数量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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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或与国内生产相比相对增加，且对生产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

品的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进口方可实施本条第

二款所规定的过渡性保障措施。 

二、如果满足本条第 1款中的条件，一方可以： 

（一）中止按本协定的规定对相关产品进一步降低关税税率；

或者 

（二）提高该产品的关税税率，但不超过下列税率两者之中较

低水平： 

1. 在本协定生效之日前一日，对该产品正在实施的最惠国（MFN）

关税税率；或者 

2. 在过渡性保障措施实施之日，对该产品正在实施的最惠国关

税税率。 

 

第四条 过渡性保障措施的范围和期限 

一、自本协定生效起，对于一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措施的过

渡期不应超过 3年。 

二、各方实施或维持一项过渡性保障措施时，不得： 

（一）超过防止或补救严重损害和便利调整所必要的限度和时

间；或者 

（二）超过 1年，除非在实施方主管机关根据本章规定的程序，

认定继续实施过渡性保障措施对于防止或补救严重损害和便利调整

仍有必要，且有证据证明产业正在进行调整时，可延长不超过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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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 

（三）不损害本条第二款（一）项和（二）项的规定，不论实

施期多长，此类措施应在过渡期结束时终止。 

三、在过渡性保障措施延长的情况下，为便利调整，延长该措

施的一方应在延长期内放宽该措施。 

四、对已经实施过过渡性保障措施的产品进口不得再次实施过

渡性保障措施。 

五、对于一缔约方根据《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十九条

和《保障措施协定》已实施措施的产品，该方不得再实施过渡性保

障措施；对于一方根据《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十九条和《保

障措施协定》开始实施措施的产品，该方不得再维持过渡性保障措

施。 

六、过渡性保障措施终止时，实施该过渡性保障措施的一方应

在终止之日适用在未采取该措施情况下根据本协定附件 1-A 减让表

本应适用的关税税率。  

 

第五条 调查程序 

只有根据世贸组织《保障措施协定》规定的相关程序进行调查，

基于明确证据表明进口增加造成或威胁造成严重损害，才能采取过

渡性保障措施。 

 

第六条 临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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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延迟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的紧急情况下，一方可根据

关于存在明确证据表明进口增加已经对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严

重损害威胁的初步裁定，采取临时过渡性保障措施。 

二、实施保障措施的缔约方应在采取临时措施之前通知另一方，

应在实施该措施后应另一方的要求启动磋商。 

三、临时过渡性保障措施的期限不得超过 200 日，在此期间应

满足本章第三条、第四条和第五条的相关要求。此类临时保障措施

应采取中止该产品根据本协定应进行的任何进一步降税、或将其关

税提高至不超过本章第三条第二款第（二）项中较低水平的形式。

如随后根据本章第五条进行的调查确定进口增加对国内产业未造成

严重损害或者严重损害威胁，则额外征收的任何关税或保证金应予

以迅速返还。 

四、任何此类临时过渡性保障措施的期限都应计为一项过渡性

保障措施的原有期限和任何延长期限的一部分。 

 

第七条 通知和磋商 

一、一方应立即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以下事项： 

（一）发起过渡性保障措施调查； 

（二）做出进口增加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的认定； 

（三）做出实施或延长一项过渡性保障措施的决定；以及 

（四）根据本章第四条第三款做出放宽已实施的过渡性保障

措施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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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做出本条第一款（二）和（三）项所指的通知时，实

施过渡性保障措施的一方应向另一方提供所有相关的信息，该信

息应包括进口增加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的证据、所涉产

品的准确描述、拟采取的过渡性保障措施、建议的实施日期和预

计期限。在延长过渡性保障措施的情况下，应提供本章第五条所

要求的书面裁定结果，包括证明继续实施该措施对于防止或补救

严重损害仍有必要和产业正在进行调整的证据。 

三、提议实施或延长过渡性保障措施的一方应向另一方提供

事先磋商的充分机会，包括但不限于审议根据本条第二款提供的

信息，就过渡性保障措施交换意见，在延长过渡性保障措施的情

况下根据本章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就补偿达成协议。 

四、一旦形成按照世贸组织《保障措施协定》所要求的主管

机关报告的公开版本，一方应向另一方提供一份副本。  

 

第八条 补偿 

一、延长过渡性保障措施的一方应通过与另一方的磋商，向

另一方提供双方同意的补偿；补偿采用与此保障措施预期导致的

贸易影响实质相等或与额外关税价值相等的减让的形式。磋商应

于过渡性保障措施延长实施后 30日内开始。 

二、如磋商开始后 30日内缔约双方无法就补偿达成一致，出

口方有权对延长过渡性保障措施一方的贸易中止适用实质相等的

减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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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方应在根据本条第二款中止减让前至少 30日书面通知

另一方。 

    四、延长实施方根据本条第一款提供补偿的义务和另一方根

据本条第二款中止减让的权利，应在过渡性保障措施终止之日终

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