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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贸易救济4
 

 

第六条  双边保障措施 

 

《自由贸易协定》第五章（贸易救济）第二十七条应予

以删除并由以下新的第二十七条替代，内容如下： 

 

一、定义 

就本章而言： 

(一) 主管机关是指： 

1. 就中国而言，商务部，或其继任者；以及 

2. 就巴基斯坦而言，商务部，或其继任者； 

(二) 国内产业是指生产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生产

者全体，或指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总产量占该产品全

部国内产量主要部分的生产者； 

(三) 保障措施是指第二款第（二）项中表述的措施； 

(四) 直接竞争产品是指具有与进口产品不同的物理特性

和组成的产品，该产品具有与后者相同的功能，满足相同的

需求，并且是商业上可替代的； 

                                                             
4
 为进一步明确，本章将构成《自由贸易协定》第五章（贸易救济）的组成部分，第五章（贸易

救济）中未被本议定书替代的条款仍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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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同类产品是指相同的产品，即在所有方面与进口产

品相同，或如无此种产品，则为尽管并非在各方面都相同，

但具有与进口产品极为相似特点的另一种产品； 

(六) 严重损害是指对一国内产业状况的重大全面减损； 

(七) 严重损害威胁是指根据事实，而非仅凭指控、推测

或极小的可能性确定的，且明显迫近的严重损害；以及 

(八) 过渡期是指，对附件 1-A 中 A-0 以及 MOP1 类别项

下的产品为十年期间；对附件 1-A 中 A-5, A-7, A-10, A-15 以

及 MOP2 类别项下的产品，过渡期为自该产品消除或降低关

税开始之日起至消除或降低关税完成之日后的八年期间。 

 

二、双边保障措施的实施 

(一) 仅在过渡期期间，如因依照本议定书消除或降低关

税，或在本议定书下存在的优惠关税的情况下出现了未能预

见的事态发展，导致原产于一缔约方的产品进口至另一缔约

方领土内的数量与国内生产相比绝对或相对增加，且构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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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严重损害威胁的实质原因，一缔约方可采取第二款第（二）

项中表述的措施； 

(二)如满足第二款第（一）项中的条件，一缔约方可在

防止或救济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并便利调整的必要限

度内实施： 

1. 中止本议定书规定下进一步降低该产品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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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产品的税率提高至不超过以下两者中较低者的水

平： 

(1) 采取此措施时，正在实施的最惠国税率；以及； 

(2) 本议定书正式生效之日正在实施的最惠国税率；5
 

3. 在终止保障措施时，关税税率应按本议定书附件

1-A 确定，如同该措施从未适用。 

 

三、最终双边保障措施的标准 

(一) 任一缔约方不得实施一项保障措施： 

1. 除非在为防止或救济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以

及便利调整所必要的限度和时间内； 

2. 超过三年的期限，除非主管机关确定仍然需要采取

保障措施以防止或救济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并便利调

整，且有证据表明该产业正在调整中，则该期限可延长不超

过两年的期限； 

3. 在过渡期届满之后，除非经被采取措施产品的原产

国缔约方同意； 

(二) 对于曾受到保障措施限制的产品的进口，在与先前

实施措施的期限相等的期限内，不得再采取保障措施，并且

该不适用期至少为两年。 

 

四、通知、调查和磋商 

(一) 一缔约方应立即通知另一缔约方，当： 

                                                             
5
 缔约双方理解关税配额和数量限制均不属于保障措施所允许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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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起本条规定下的调查； 

2. 实施一项临时措施； 

3. 对进口增加造成的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做出裁

定； 

4. 决定实施或延长一项最终保障措施； 

(二) 在做出第(一)项(2)和第(一)项(3)所指的通知时，提

议实施或延长保障措施的一缔约方应向另一缔约方提供所

有相关信息，其中应包括进口增加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

威胁的证据，对所涉及的产品和拟议措施的准确描述，拟议

采取措施的日期和预计的期限；拟采取措施的一缔约方还应

向另一缔约方提供其认为相关的任何补充信息； 

(三) 拟采取措施的一缔约方应在采取措施之前，在尽可

能早的时间，为另一缔约方提供充分的机会进行事先磋商，

以便审查调查的信息，交换关于保障措施的意见，并就第五

款规定的补偿达成协议； 

(四) 一缔约方应仅在其主管机关依照世界贸易组织《保

障措施协定》第 3 条和第 4.2（c）条进行调查后实施该措施；

为此，世界贸易组织《保障措施协定》第 3 条和第 4.2（c）

条经必要修改后纳入本议定书并成为本议定书的一部分； 

(五) 在进行本款第（四）项所述的调查时，一缔约方应

遵守世界贸易组织《保障措施协定》第 4.2（a）和（b）条的

规定；为此，第 4.2（a）和（b）条经必要修改后纳入本议定

书并成为本议定书的一部分； 

(六) 在任何情况下，调查应在启动之日后一年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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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贸易损失和中止减让的补偿 

(一) 实施保障措施超过三年的一缔约方，应与另一缔

约方磋商，以减让的形式提供双方同意的贸易自由化补偿，

该补偿应与超过上述三年期限的保障措施产生的额外关税

的价值相等或有与其实质相同的贸易效果。实施保障措施的

一缔约方应在决定延长措施后 45 天内提供磋商机会。此类

磋商应在延长生效之日前进行； 

(二) 如果双方未能在磋商开始后45天内就补偿达成协

议，则出口缔约方对实施保障措施的缔约方的贸易，可中止

实施实质相等的减让； 

(三) 出口缔约方应在根据本款第（二）项中止减让之

前至少 30 天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缔约方； 

(四) 根据本款第（一）项提供补偿的义务和根据本款

第（二）项中止减让的权利应在保障措施终止之日终止。 

 

六、临时双边保障措施 

在迟延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的紧急情况下，一缔约方

可以根据存在明确证据表明进口增加已经造成严重损害或

严重损害威胁的初步裁定采取临时保障措施。临时保障措施

的期限不得超过 180 天，在此期间应满足本条第二、三和四

款的有关要求。此类临时保障措施应采取提高关税的形式，

但不应超过本条第二款第（二）项中的较低税率。如随后进

行的调查未能确定进口增加对国内产业已经造成严重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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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严重损害威胁，则应立即退还加征的关税。任何此类临时

保障措施的期限应计入保障措施的初始期以及延长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