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国际服务贸易概述 

一、国际服务贸易的概念 

国际服务贸易是指从一国境内向任何
其他国家境内，或在一国境内向任
何其他国家的服务消费者，或一国
的服务提供者通过在任何其他国家
境内的商业存在，或一国的服务提
供者通过在任何其他国家境内的自
然人存在的服务提供。 

 



二、国际服务贸易的特点 

1、标的物具有非实物性。 

2、服务具有不可储存性。 

3、难以由海关作出进出口统计。 

4、需要生产要素的跨国界移动。 

5、标的物的使用权和所有权常常分离
。 

6、主要通过国家立法进行管理。 



第二节 国际服务贸易的分类 

一、按是否伴随着货物贸易而发生 

（一）国际追加服务贸易 

（二）国际核心服务贸易 

二、按生产要素密集程度的差异 

（一）资本密集型国际服务贸易 

（二）劳动密集型国际服务贸易 

（三）技术与知识密集型国际服务贸
易 

（四）混合密集型国际服务贸易 



三、按照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理事
会评定认可，根据服务部门不同，
国际服务贸易可分为十二大类 

四、按主体的流动情况不同 

过境提供 

境外消费 

商业存在 

自然人存在 



第三节 国际服务贸易壁垒 

指一国政府对国外生产的服务销售实
行的各种限制措施。 

一、直接的国际服务贸易壁垒 

二、间接的国际服务贸易壁垒 

 



第四节 国际服务贸易总协定 

一、国际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
概述 

二、GATS的基本原则 

1、最惠国待遇 

2、透明度 

3、发展中国家的更多参与 

4、市场准入 

5、国民待遇 

 



三、 GATS的一般义务和特定义务 

四、 GATS的意义 

五、 GATS与中国服务贸易 

（一） GATS为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提
供良机 

（二） GATS与中国服务贸易法制建
设 



复习思考题 

• 名词解释： 
• 服务、国际服务贸易、国际追加服务贸易、国际核心服务

贸易、国际服务贸易壁垒、服务的过境交付 

• 思考题： 
• 1、与国际货物贸易相比，国际服务贸易有哪些特点？ 

• 2、按不同标准，国际服务贸易可作哪些分类？其各有哪
些意义？ 

• 3、国际服务贸易壁垒有哪些表现形式？ 

• 4、GATS的基本原则和意义是什么？ 

• 5、GATS对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有什么意义？ 

• 6、目前，我国服务贸易法制建设有哪些主要任务？ 



第六章 国际贸易救济的 

                 法律制度 

第一节 反倾销法律制度概述 

第二节 中国反倾销实践与立法 

第三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
2004） 

第四节 完善中国反倾销立法之建议 

第五节 反补贴条例 

第六节 保障措施条例 



第一节 反倾销法律制度概述 

一、倾销与反倾销法律制度 

1、倾销的概念 

在正常贸易过程中，一项产品从一国
出口到另一国，并且该产品的出口
价格(export price)低于出口国用于本
国消费的同类产品的可比价格，即
以低于其正常价值(normal value)的
价格进入另一国的商业，该产品即
被认定为倾销(dumping)。 



2、反倾销的概念 

3、反倾销法律制度的概念 

二、国际反倾销法律制度的建立 

三、WTO反倾销协议 

 

 



1、倾销的确定 

出口价格：出售给出口商的实际价格
、进口产品首次转售给独立买方的
价格、合理基础上确定的价格 

正常价值：国内销售价格、向第三国
出口价格、结构价格 



2、产业损害的确定 
对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material injury）
、或实质损害威胁（threatens material 

injury），或对国内产业的建立造成实质阻
碍（threatens material injury to an 

established industry）。 

主要从两方面进行审查：一是倾销的进口产
品的数量及其结果对国内市场同类产品价
格造成的影响；二是这些进口产品对国内
该同类产品生产商造成的后续影响。 

 

 



具体而言，主要调查以下方面： 

①进口产品数量 

②对国内市场同类产品价格造成的影响。 

③对国内该同类产品生产商造成的后续影响
。 

④倾销进口产品和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之间
的因果关系。 

⑤实质损害威胁。 

国内产业（domestic industry）是指国内同
类产品的全部生产商，或者其中部分生产
商，其合计总产量构成全部国内产品产量
的大部分。 



3、反倾销调查的程序 
»调查（investigation）的发起和调查时间 

»反倾销临时措施 

»价格承诺（Price undertakings） 

»反倾销税（anti-dumping duties）的征收和
复审（review 

»追溯力（Retroactivity） 

»司法审查(judicial review) 



4、反倾销救济措施 

临时措施 

价格承诺 

反倾销税 

5、争端解决 

 



第二节 中国反倾销实践与立法 

一、中国反倾销实践 

二、中国反倾销法律制度的建立 

三、中国现行反倾销法律制度 

1法律 

1条例 

12规则 

3规定 



第三节 反倾销条例 

一、反倾销条例的框架 

二、2004年条例的主要修订 

1、统一反倾销案件的调查机关。 

2、增加了“征收反倾销税应当符合公
共利益”的规定。 

3、增加了有利于追溯征税的措施。 

4、某些文字的修改，使条款更严谨、
准确。 



三、2004年条例的不足 

1、立法层次较低。 

2、实体法有些规定过于简单、抽象和
模糊。 

3、程序法有关规定还不够明确，缺乏
透明度。 

 



第四节 完善中国反倾销立法之
建议 

（一）提高立法层次，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
销法》。 

（二）充分认识反倾销的贸易保护作用，坚持贸易
保护和公平竞争兼顾的立法指导思想。 

（三）完善倾销的确定规定。 

（四）完善损害的确定规定。 

（五）强化“公共利益”条款。 

（六）增强反倾销措施的可操作性。 

（七）进一步完善反倾销调查制度。 

（八）进一步完善司法审查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