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凡

北京報道）接受香港文匯報

記者採訪的專家指出，美國

懲罰性關稅將使中國的光伏

產品喪失價格競爭力，其意

在降低中國光伏企業在美市

場的份額，將中國企業徹底

擠出，以拯救低效率的本國

生產者。但這種政客的短視行為，忽

略了美國自身經濟發展的長期利益，

也給全球新能源產業發展的前景蒙上

陰影。而外部轉移目標市場與內部調

整產能，將是中國企業實現自救自強

的兩大途徑。

歐盟或效美裁決
專家指出，在新能源產業挑起貿易

摩擦，不利於美國發展清潔能源、尋

求能源獨立自主。中國商務部研究院

研究員梅新育認為，美方近期頻繁干

涉兩國貿易往來，政客或許可借此獲

得短期政治收益，但對美國經濟產業

的長期發展貽害無窮。他說，由於美

國自身相關產業的競爭力不濟，只能

借助貿易保護主義將中國製造擋在本

國市場門外。

廈門大學能源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

伯強指出，增添30%的稅額，就會急

劇縮小中美光伏產品的成本差異，將

導致中國產品進入美國市場的難度陡

增。而一旦美國對華「雙反」終裁結果引發歐

盟效法，中國光伏產品將喪失價格競爭力，從

而流失歐美兩大市場的份額。短期看，這是對

中國光伏產業的打擊沉重。

海外設廠一舉多得
美方此次終裁，留下了技術性漏洞，即如果

輸美組件所使用的電池片原產地為中國內地以

外的地區，則將不被徵收反傾銷和反補貼稅。

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部副主任白明指

出，中國企業通過投資海外光伏企業，在海外

建站設廠可謂一舉多得。這種企業從組件出

口，到直接為海外客戶提供整體建設解決方案

及服務的轉變，有利於企業及時了解海外用戶

需求，與國外市場營銷系統、產業鏈的無縫銜

接。近來國家發改委連續批准15個海外投資項

目中，有3個是太陽能光伏項目。「批准光伏

企業海外直接投資，可視為國家支持的全新思

路與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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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美光伏被徵雙反稅
中國輸美太陽能電池案始於去年10月，當時美國太陽

能電池生產商要求對中國75家相關企業展開「雙反」
調查。一個月後，美國商務部宣布立案，這是美國首度對
中國清潔能源產品發起貿易救濟行動。

按程序，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預定11月23日作出終裁。
如果屆時作出肯定性終裁，美國商務部將在11月30日簽發
反傾銷和反補貼令，反之美國商務部將不得向海關簽發這
兩項命令。

反補貼率增逾10個百分點
對大多數中國太陽能面板製造商而言，終裁比

此前初裁更嚴重。今年3月和5月，美國商務部先
後初裁對中國輸美太陽能電池徵收2.9%至4.73%
的反補貼稅和31.14%至249.96%的反傾銷稅，兩
相對比，10日終裁的反補貼稅稅率大幅上調逾10
百分點，反傾銷稅最高稅率維持不變，最低稅率
下調近13個百分點。具體產品為中國產晶體硅光
伏電池、模塊、層壓板、面板及建築一體化材料
等。

目前銷往美國的產品佔中國光伏出口總份額的
比重超過10%。美國商務部統計顯示，2010年中
國輸美太陽能電池總值逾15億美元，2011年超過
31億美元。

美國商務部立案消息傳出後，中國光伏企業曾
發表聯合聲明，指出中國輸美產品增長源於市場
競爭優勢，而非低價傾銷或政府補貼，美方行動
歪曲中國產品出口現狀，如果官方裁決存在錯
誤，未來不排除向美國國際貿易法院提出上訴。

商務部指裁決不公正
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表示，美國商務部無視中

國政府和中國企業的合理抗辯，對中國輸美太陽能電池產
品採取不公正的徵稅措施。

沈丹陽指出，中國企業不光將產品出口美國，也從美國
進口原材料和設備，美國限制中國太陽能電池產品損害中
美雙方利益，影響中美在新能源領域的合作，因此美方應
審慎處理貿易摩擦，方改正維護中美經貿關系穩定發展。

中國光伏遭遇多面夾擊
美方裁決針對的中國太陽能廠商，包括英利綠色能源、

尚德電力、天合光能等。而今年以來，中國光伏產業遭遇
多面夾擊，除美國外，歐盟委員會9月6日對中國光伏電池
發起反傾銷調查，這是迄今對中國最大規模的貿易訴訟，
涉案金額超過200億美元（約1300億元人民幣）；印度反傾
銷局近日也發佈公告稱，該局9月12日收到企業申請，要
求對原產於中國等地的太陽能電池組件或部分組件進行反
傾銷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白林淼 溫州報道）對於美
國商務部對華光伏雙反案終裁，浙江不少光伏企業
早有預見，並開始尋求在此終裁結果下新的應對方
案，尋找「漏洞」重返美國市場。

同時，浙江省政府正積極研究制定相應的政策和
舉措，如在政府部門辦公樓安裝太陽光伏，進而逐
步向機構、企業及居民進行普及，幫助該省光伏渡
過難關。

自建電站 海外代工
浙江20家光伏企業已在省商務廳和省太陽能光伏

產業對外貿易預警示範點的組織下開始聘請專業律
師進行平均稅率的申請。而內地共有59家涉案企業
獲得了31.18%的平均稅率，避開高達249.96%的全國
性懲罰性稅率。

有業內人士表示，根據本次最終裁定來看，美國
並未封堵初裁時的一個雙反「漏洞」，即如果輸美組
件所使用的電池片原產地為中國大陸以外地區，則
將不被徵收反傾銷和反補貼稅。這意味㠥中國企業
可以在國外設廠生產電池，或是採購國外電池，然
後在內地利用勞動力成本優勢，焊接組裝太陽能電
池板。不少浙江光伏企業已經在嘗試合理地利用這
個「漏洞」。

「尋求海外代工可以規避，但是成本會上升10%
左右，利潤會下降，但是好過被徵收雙反稅。」浙
江上市光伏企業東方日昇董秘雪山行表示，公司正
在尋求海外採購或者代工模式，同時也在初裁公佈
後調研海外建廠等手段的可行性。而目前他們把更
多精力放在了終端應用上，如自建電站發電、民用
產品等領域上。

中美光伏產業摩擦事件簿
2011年10月 美Solar World等7家光伏企業向美政府申

請，要求美商務部向從中國進口的太陽能

電池板徵收超過100%的關稅。

2011年11月 美商務部對中國輸美太陽能電池（板）發

起「雙反」調查。

2012年3月 美商務部認定中國涉案企業存在2.9%至

4.73%不等的補貼幅度，並追溯90天。

2012年5月 美商務部初裁定中國涉案企業適用31.14%

至249.96%不等的臨時反傾銷稅率，並將

徵稅措施向前追溯90天。

2012年10月 美商務部對中國光伏產品出口「雙反」懲

罰性關稅作出終裁。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凡整理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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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企尋找「漏洞」覓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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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據彭博
引述Gartner第三季調查數據指，聯想

（0992）在全球個人電腦（PC）市場的市
佔率達15.7%，超越惠普的15.5%，打破
惠普6年來的龍頭地位，成為全球最大個
人電腦生產商。聯想昨收報6.19元，升
0.324%。

搶佔新興市場
分析指，聯想受惠於部分收購交易，以

及於新興市場的高市佔率，新興市場的表
現更超越已發展市場。而惠普因管理層變

化及戰略調整，市佔率正持續流失予競爭
對手，加上經濟低迷及市場由傳統電腦轉
趨使用流動設備，惠普可謂內外受壓。

Gartner表示，微軟作業系統Windows 8
隨即推出，市場採取觀望態度，第三季全
球個人電腦付運量因而下降8.3%，錄得
8,750萬台。亞太區方面，第3季個人電腦
付運量為3,130萬台，同比下降5.6%；內
地經濟放緩，用家消費意慾更為保守，雖
內地及印度政府均有措施刺激個人電腦銷
售，但不足以抵銷消費市場的疲態，用家
因而選擇放棄或延遲購買個人電腦。

香港文匯報訊 據人民網引述《華爾街日報》報道，由於

收到新一波投訴，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擬對華為啟動第二

輪調查。針對美國政府對華為調查愈演愈烈的趨勢，華為美

國昨日發表聲明，予以強烈反擊。「我們不得不懷疑，這樣

的一個報告的唯一目的，就是阻礙競爭、阻撓來自中國的ICT

公司進入美國市場。」

華為美國企業業務部首席執行官 Victor Shen在致全體員工

聲明稱，華為「將繼續推動美國開放市場，為所有公司提供

平等的機會。」「美國是一個法制國家，所有的指控都應基於

確鑿的證據和事實。委員會發表的報告，充滿了傳聞和臆測

的信息，來證明這些根本不存在的指控。」

美國眾議院的調查報告也遭到美國媒體的質疑。美國有線

電視新聞網CNN報道認

為「調查報告中並沒有

關於這兩家企業不當行

為的證據。」美國波士

頓《環球郵報》刊文指

出，「大部分的擔憂都

是缺乏事實根據的」，從

根本上說，美方的質疑

反映了中美之間的互不

信任程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凡 北京報道）美

國商務部10日作出終裁，對中國輸美太陽能

光伏電池徵收15%左右的反補貼稅和最高達

250%的反傾銷稅。對此，中國商務部新聞

發言人沈丹陽11日表示強烈不滿，並警告此

舉將損害美方利益。中國光伏企業發表聯合

聲明，未來不排除向美國國際貿易法院提出

上訴。

■美對華為調查或升級。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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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聯想展區

參觀。

新華社

反傾銷稅最高250%  業界不排除上訴
中方：將損美利益

■中國光伏產業遭遇美國、歐盟等多面夾擊。圖為工

人對新安裝的太陽能電池板進行檢查。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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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年 產品 反傾銷稅率

2012 太陽能電池 18.32%－249.96%

2012 不鏽鋼水槽 54.25%－76.53%

2011 木地板 83%

2010 鋼管 29.94%－99.14%

2010 蠟燭 108.3%

2010 木製臥室傢具 43.23%－216.01%

開始/年 產品 反傾銷稅率

2007 聚酯短纖 57.8%

2005 鎂產品 49.66%－141.49%

2004 四氫糠醇 136.86%

1993 硅鐵 150%

1990 硅 139.49%

■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中心

美對華反傾銷產品（部分）

■工作人員對生產線

上的太陽能電池板進

行篩選監測。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