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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马铃薯淀粉所

适用的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裁定

2024 年 2 月 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以下称调

查机关）发布 2024 年第 4 号公告，决定自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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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原产于英国的进口马铃薯淀粉所适用的

反倾销措施到期终止。

调查机关对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欧盟的进口

马铃薯淀粉的倾销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以及对中国马

铃薯淀粉产业的损害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进行了调查，

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以下简称《反倾销

条例》）第四十七条，作出复审裁定如下：

一、原反倾销措施

2007年2月5日，商务部发布2007年第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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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月18

日，商务部发布2011年第16号公告，决定将反倾销税税率调

整为12.6%—56.7%。2013年2月5日，商务部发布2013年第4

号公告，决定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马铃薯淀粉继续征收反倾

销税，实施期限为5年。2016年12月14日，商务部发布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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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72号公告，决定由艾维贝合作社公司继承荷兰艾维贝公

司在马铃薯淀粉反倾销措施中所适用的税率。2019年2月1

日，商务部发布2019年第4号公告，决定对原产于欧盟的进

口马铃薯淀粉继续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自2019年2月6

日起5年。2021年3月8日，商务部发布2021年第4号公告，决

定由皇家艾维贝合作社公司继承艾维贝合作社公司在马铃

薯淀粉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中所适用的税率。

根据商务部2021年第3号公告，2020年12月31日英国脱

欧过渡期结束后，之前已对欧盟实施的贸易救济措施继续适

用于欧盟和英国，实施期限不变；该日期后对欧盟新发起的

贸易救济调查及复审案件，不再将英国作为欧盟成员国处

理。申请人未对原产于英国的进口马铃薯淀粉所适用的反倾

销措施提出期终复审申请，自2024年2月6日起，对原产于英

国的进口马铃薯淀粉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到期终止。

二、调查程序

（一）立案及通知。

1.立案。

2023年11月16日，调查机关收到中国淀粉工业协会马

铃薯淀粉分会（以下称申请人）代表中国马铃薯淀粉产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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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倾销可能继续或

再度发生，对中国马铃薯淀粉产业造成的损害可能继续或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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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发生，请求调查机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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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维持该反倾销措施。

申请人未对原产于英国的进口马铃薯淀粉所适用的反倾销

措施提出期终复审申请。

调查机关对申请人资格和申请书的主张及相关证明材

料进行了审查，认为申请人和申请书符合《反倾销条例》第

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七条和第四

十八条的规定。

根据审查结果，调查机关于2024年2月5日发布公告，

决定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马铃薯淀粉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

进行期终复审立案调查。本次复审的倾销调查期为2022年7

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产业损害调查期为2019年1月1日至

2023年6月30日。

2.立案通知。

2024 年 1 月 25 日，调查机关通知欧盟驻华代表团已正

式收到中国马铃薯淀粉产业提交的期终复审调查申请。2024

年 2 月 5 日，调查机关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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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案公告，向欧盟

驻华代表团提供了立案公告和申请书的公开版本。同日，调

查机关将本案立案情况通知了本案申请人及申请书中列名

的欧盟企业。

3.公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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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立案公告中，调查机关告知利害关系方，可以在商务

部网站贸易救济调查局子网站下载或到商务部贸易救济公

开信息查阅室查阅本次反倾销期终复审调查相关信息的公

开版本。

立案当天，调查机关在商务部贸易救济公开信息查阅室

公开了本案申请人提交的申请书公开版本，并将电子版登载

在商务部网站上。

（二）登记参加调查。

在规定期限内，欧盟驻华代表团、中国淀粉工业协会马

铃薯淀粉分会及28家国内马铃薯淀粉生产企业登记参加本

次反倾销期终复审调查。28家国内生产企业包括内蒙古华欧

淀粉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蒙森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内蒙古科银淀粉制品有限公司、内蒙古力仁淀粉制品有

限公司、固原利华淀粉有限公司、庄浪县宏达淀粉加工有限

公司、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斌发马铃薯淀粉有限公司、张

家口富鑫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承德泓辉双合淀粉有限公司、

固原长城淀粉有限公司、定边县源泽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青海威思顿薯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呼伦贝尔市华晟绿

色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鄂温克族自治旗淀粉厂、固原市亚

雪淀粉集团有限公司、新疆万农合创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

司、北大荒薯业集团有限公司、固原玉明淀粉有限公司、青

海江河淀粉有限公司、民乐县丰源薯业有限责任公司、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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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晶淀粉有限公司、宁夏福农薯业有限公司、甘肃蓝天马

铃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云南云淀淀粉有限公司、内蒙古薯

元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甘肃祁连雪淀粉有限公司、黑龙江

碧雪淀粉制品有限公司、秦皇岛市三力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和

新疆天山雪马铃薯开发有限公司。

（三）发放调查问卷和收取答卷。

2024 年 2 月 28 日，调查机关向欧盟企业发放了《马铃

薯淀粉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国外出口商或生产商调查问卷》；

向国内生产企业发放了《马铃薯淀粉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国

内生产者调查问卷》；向国内进口商发放了《马铃薯淀粉反

倾销措施期终复审国内进口商调查问卷》。调查机关将发放

问卷的通知和问卷电子版登载在商务部网站上，任何利害关

系方可在商务部网站上查阅并下载本案调查问卷。当日，调

查机关还通过“贸易救济调查信息化平台”（https://

etrb.mofcom.gov.cn）向申请人和登记参加调查的各利害关

系方发放了问卷通知和问卷。

在规定期限内，申请人向调查机关申请延期提交调查问

卷答卷并陈述了相关理由。经审查，调查机关同意给予适当

延期。至答卷提交截止日，内蒙古华欧淀粉工业股份有限公

司、内蒙古蒙森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科银淀粉制

品有限公司、内蒙古力仁淀粉制品有限公司、固原利华淀粉

有限公司、庄浪县宏达淀粉加工有限公司、围场满族蒙古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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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县斌发马铃薯淀粉有限公司、张家口富鑫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承德泓辉双合淀粉有限公司、固原长城淀粉有限公司、

定边县源泽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青海威思顿薯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呼伦贝尔市华晟绿色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鄂

温克族自治旗淀粉厂、固原市亚雪淀粉集团有限公司、新疆

万农合创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北大荒薯业集团有限公

司、固原玉明淀粉有限公司、青海江河淀粉有限公司、民乐

县丰源薯业有限责任公司、宁夏华尔晶淀粉有限公司、宁夏

福农薯业有限公司、甘肃蓝天马铃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云

南云淀淀粉有限公司、内蒙古薯元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甘

肃祁连雪淀粉有限公司、新疆天山雪马铃薯开发有限公司和

讷河市家良淀粉食品有限公司等27家国内生产企业提交了

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国内生产者调查问卷答卷。

（四）书面核查。

为了解国内产业状况，核实国内生产企业提交信息的完

整性、真实性和准确性，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二十条的规

定，2024 年 6 月 25 日调查机关发布通知，要求 2022 年产

量最大的两家答卷企业——甘肃蓝天马铃薯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和北大荒薯业集团有限公司提交书面核查材料。7 月 12

日，两家公司在“贸易救济调查信息化平台”提交了核查材

料。8 月 15 日，两家公司提交了核查材料的补充说明。调

查机关据此对两家公司提交的答卷数据进行了书面核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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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核查材料公开版本已送至公开信息查阅室。

（五）接收利害关系方评论意见。

调查机关未收到利害关系方评论意见。

（六）公开信息。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调查机关已将

调查过程中收到和制作的本案所有公开材料公布在“贸易救

济调查信息化平台”，并及时送交商务部贸易救济公开信息

查阅室。各利害关系方可以查找、阅览、摘抄、复印有关公

开信息。

（七）信息披露。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2024 年 12 月 2

日，调查机关向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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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定时间内，没有

利害关系方提交评论意见。

三、复审产品范围

本次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产品范围是原反倾销措施所

适用的产品，与商务部公告 2007 年第 8 号、2011 年第 16

号、2013 年第 4 号、2016 年第 72 号、2019 年第 4 号和 2021

年第 4 号公布的产品范围一致。

四、倾销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

在规定时间内，欧盟生产商和出口商未登记参加调查，

也没有提交调查问卷答卷或评论意见。调查机关认为，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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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商、出口商未配合调查，也未提供调查所需的必要信息，

调查机关尽最大能力通知了所有利害关系方，也尽最大能力

向所有利害关系方提醒了不配合调查的后果，因此，根据《反

倾销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调查机关决定依据可获得的

最佳信息对欧盟被调查产品倾销继续或再度发生可能性作

出裁决。

申请人提交了欧盟马铃薯淀粉的相关数据及证据材料。

调查机关审查了申请人提交的相关数据和证据材料，并通过

比对海关统计数据的方式进行了分析核实。经审查，调查机

关认定申请人提交的材料为可获得的最佳信息，并依据该信

息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马铃薯淀粉对中国倾销继续或再度

发生的可能性进行分析。

（一）倾销调查情况。

调查机关在2007年第8号、2013年第4号和2019年第4号

公告中认定，原产于欧盟的进口马铃薯淀粉存在倾销。措施

实施期间，调查机关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马铃薯淀粉适用的

反倾销措施进行了倾销及倾销幅度期间复审。复审后，原产

于欧盟的进口马铃薯淀粉倾销幅度为12.6%—56.7%。

本次复审倾销调查中，申请人主张，以中国海关统计

的欧盟马铃薯淀粉进口价格为基础计算出口价格，以公开渠

道获得的欧盟马铃薯淀粉在德国市场的销售价格为基础计

算正常价值，在调整影响价格可比性的因素后，复审倾销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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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期内原产于欧盟的进口马铃薯淀粉存在倾销。经审查，调

查机关决定接受其主张，在考虑了影响价格可比性的因素

后，认定复审倾销调查期内原产于欧盟的马铃薯淀粉向中国

出口存在倾销。

（二）欧盟马铃薯淀粉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情况。

1.产能、产量及闲置产能。

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马铃薯淀粉生产地区。反倾销措施

实施期间，欧盟马铃薯淀粉产能保持稳定。2019 年至 2022

年，欧盟马铃薯淀粉的产能均为 194.88 万吨，产量分别为

128.89 万吨、151.24 万吨、163.50 万吨和 157.50 万吨，

呈先升后降、总体增长趋势。在此期间，欧盟马铃薯淀粉始

终存在较大的闲置产能（产能减去产量），2019 年至 2022

年分别为 65.99 万吨、43.64 万吨、31.38 万吨和 37.38 万

吨，闲置产能占其总产能的比例分别为 34%、22%、16%和 19%。

2.欧盟地区市场需求情况。

2019 年至 2022 年，欧盟市场马铃薯淀粉需求量分别为

100.51 万吨、118.73 万吨、117.16 万吨和 121.82 万吨，

总体呈增长趋势。可供出口的能力（产能减去欧盟市场需求

量）分别为 94.37 万吨、76.15 万吨、77.72 万吨和 73.06

万吨，占总产能的比例分别为 48%、39%、40%和 37%。尽管

欧盟市场对马铃薯淀粉的需求出现回升，但仍有 40%左右的

生产能力无法通过欧盟市场进行消化，需依赖欧盟以外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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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市场。

3.欧盟出口情况。

2019年至2022年，欧盟马铃薯淀粉的出口量分别为

29.28万吨、33.36万吨、47.15万吨和36.73万吨，占其当年

产量的比例分别为23%、22%、29%、23%。欧盟马铃薯淀粉的

出口数量总体呈增长趋势，调查期内出口比例始终占其当年

总产量的20%以上，这表明对外出口是欧盟马铃薯淀粉的重

要销售渠道，欧盟马铃薯淀粉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较高。

（三）欧盟马铃薯淀粉在中国市场竞争情况。

根据申请人提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数据，2019

年至 2022 年，中国自欧盟进口马铃薯淀粉的数量分别为

2.72 万吨、3.75 万吨、7.83 万吨和 3.08 万吨，占当年欧

盟总出口量的比例分别为 9%、11%、17%和 8%。在实施反倾

销和反补贴措施的情况下，欧盟向中国出口马铃薯淀粉的数

量仍总体呈增加的趋势，这表明中国仍是欧盟马铃薯淀粉出

口的重要市场。

近年来，中国是全球第二大马铃薯淀粉消费市场，需求

量总体保持增长趋势。2019 年至 2022 年，中国马铃薯淀粉

的市场需求量分别为 54.50 万吨、61.93 万吨、66.09 万吨

和 57.33 万吨。2023 年上半年，中国马铃薯淀粉的市场需

求量为 27.13 万吨，较上年同期增长 17.50%。

以上证据表明，欧盟马铃薯淀粉产能及闲置产能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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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对外出口占产量比例总体维持在 20%以上，对国际市场

的依赖程度较高。中国是全球马铃薯淀粉第二大消费市场，

对欧盟生产商、出口商而言有很强的吸引力。在实施反倾销

和反补贴措施的情况下，欧盟向中国出口马铃薯淀粉的数量

仍总体呈增长趋势，表明中国是欧盟马铃薯淀粉出口的重要

市场。倾销调查期内，欧盟马铃薯淀粉对中国的出口仍然存

在倾销。中国马铃薯淀粉市场竞争者较多，欧盟进口产品与

中国产品之间无实质差别，价格因素是竞争的重要手段。因

此，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欧盟出口商很可能为消化其大量

需依赖出口的产能，继续通过倾销定价方式对中国出口。

（四）调查结论。

综上，调查机关认定，原产于欧盟的进口马铃薯淀粉对

中国的倾销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

五、国内同类产品和国内产业

（一） 国内同类产品认定。

调查机关在 2024 年第 4 号公告中规定，本次反倾销期

终复审被调查产品范围是原反倾销措施所适用的产品，与商

务部公告 2007 年第 8 号、2011 年第 16 号、2013 年第 4 号、

2016 年第 72 号、2019 年第 4 号和 2021 年第 4 号公布的产

品范围一致。调查机关在上述公告中认定，原产于欧盟的进

口马铃薯淀粉与国内企业生产的达到同等理化指标标准的

马铃薯淀粉属于同类产品。



12

申请人主张，在本次反倾销期终复审调查期内，原产于

欧盟的马铃薯淀粉与国内企业生产的达到同等理化指标标

准的马铃薯淀粉在物理和化学特性、产品外观和包装、生产

工艺和生产设备、用途、销售渠道、销售市场区域、客户群

体等方面均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国内企业生产的达到同等理

化指标标准的马铃薯淀粉与被调查产品具有相同或相似性，

完全可以相互替代，二者属于同类产品。没有利害关系方就

此问题提出不同意见。

因此，根据《反倾销条例》第十二条规定，调查机关认

定，被调查产品与中国国内产业生产的达到同等理化指标标

准的马铃薯淀粉属于同类产品。

（二） 国内产业认定。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十一条的规定，国内产业是指中

国国内同类产品的全部生产者，或者其总产量占国内同类产

品全部总产量的主要部分的生产者。

中国淀粉工业协会马铃薯淀粉分会为本次期终复审的

申请人，27 家会员企业向调查机关提交了国内生产者调查

问卷答卷。申请人在申请书中提交了由中国淀粉工业协会出

具的《关于中国和欧盟马铃薯淀粉供需状况的说明》，其中

统计了 2019 年至 2023 年上半年的中国马铃薯淀粉总产量、

需求量。经审查，2019 年、2020 年、2021 年、2022 年和

2023 年上半年，27 家答卷企业的合计产量占同期中国马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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薯淀粉总产量的比例分别为 55.39%、44.92%、55.44%、56.78%

和 66.86%。根据《反倾销条例》第十一条的规定，调查机

关认定，损害调查期内，提交答卷的 27 家中国马铃薯淀粉

生产企业的合计产量占国内同类产品全部总产量的主要部

分，构成了本次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调查的国内产业，其数

据可以代表中国国内产业情况。本裁决所依据的国内产业数

据，除特别说明外，均来自上述国内生产者。

六、损害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

（一） 国内产业状况。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七条和第八条的规定，调查机关

对损害调查期内中国马铃薯淀粉产业的相关经济因素和指

标进行了调查。具体数据详见附表。

1. 需求量。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2022 年和 2023 年上半年

中国马铃薯淀粉的需求量分别为 54.50 万吨、61.93 万吨、

66.09 万吨、57.33 万吨和 27.13 万吨。其中 2020 年比 2019

年增长 13.63%，2021 年比 2020 年增长 6.72%，2022 年比

2021 年下降 13.25%，2023 年上半年同比增长 17.50%。2019

年至 2022 年中国马铃薯淀粉需求呈先升后降、总体增长趋

势，2023 年上半年继续上涨。

2. 产能。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2022 年和 2023 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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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产能分别为 77.67 万吨、78.06 万吨、

80.20 万吨、81.10 万吨和 23.48 万吨。其中 2020 年比 2019

年增长 0.51%，2021 年比 2020 年增长 2.74%，2022 年比 2021

年增长 1.13%。2019 年至 2022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产能呈

持续增长趋势，2023 年上半年较 2022 年同期持平。

3. 产量。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2022 年和 2023 年上半年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产量分别为 24.35 万吨、28.60 万吨、

36.22 万吨、27.72 万吨和 6.16 万吨。其中 2020 年比 2019

年增长 17.43%，2021 年比 2020 年增长 26.65%，2022 年比

2021 年下降 23.47%，2023 年上半年同比下降 23.49%。损害

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产量呈先升后降的趋势，2019

年至 2021 年产量持续增长，此后持续下降。

4. 销售量。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2022 年和 2023 年上半年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国内销量分别为 28.20 万吨、26.68 万吨、

30.23 万吨、29.34 万吨和 15.58 万吨。其中 2020 年比 2019

年下降 5.38%，2021 年比 2020 年增长 13.28%，2022 年比

2021 年下降 2.92%，2023 年上半年同比增长 32.34%。2019

年至 2022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国内销量呈波动增长趋势，

2023 年上半年同比继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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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市场份额。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2022 年和 2023 年上半年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市场份额分别为 52.04%、43.46%、46.17%、

51.82%和 59.70%。其中 2020 年比 2019 年减少 8.59 个百分

点，2021 年比 2020 年增加 2.72 个百分点，2022 年比 2021

年增加 5.65%，2023 年上半年同比增加 7.57 个百分点。2019

年至 2022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市场份额呈先降后升趋势，

2023 年上半年同比继续上涨。

6. 销售价格。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2022 年和 2023 年上半年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加权平均国内销售价格分别为 6432.67

元/吨、6815.02 元/吨、6459.27 元/吨、6428.89 元/吨和

7033.43 元/吨。其中 2020 年比 2019 年增长 5.94%，2021

年比 2020 年下降 5.22%，2022 年比 2021 年下降 0.47%，2023

年上半年同比增长 12.74%。2019 年至 2022 年国内产业同类

产品加权平均国内销售价格呈先升后降趋势，2023 年上半

年较 2022 年同期上涨，高于期初价格。

7. 销售收入。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2022 年和 2023 年上半年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国内销售收入分别为 18.14 亿元、18.18

亿元、19.52 亿元、18.86 亿元和 10.96 亿元。其中 2020 年

比 2019 年增长 0.24%，2021 年比 2020 年增长 7.36%，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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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比 2021 年下降 3.38%，2023 年上半年同比增长 49.20%。

2019 年至 2022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国内销售收入呈先升后

降、总体增长趋势，2023 年上半年同比继续增长。

8. 税前利润。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2022 年和 2023 年上半年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税前利润分别为 1.09 亿元、0.23 亿元、

（-0.03）亿元、（-0.73）亿元和 0.26 亿元。其中 2020 年

比 2019 年下降 79.34%，2021 年税前利润由正转负，2022

年亏损继续扩大。2019 年至 2022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税前

利润持续下降，尽管 2023 年上半年由亏转盈，但总体呈下

降趋势。

9. 投资收益率。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2022 年和 2023 年上半年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投资收益率分别为 3.64%、0.69%、

（-0.09）% 、（-1.81）%和 0.66%。其中 2020 年比 2019 年

减少 2.95 个百分点，2021 年由正转负，2022 年比 2021 年

减少 1.73 个百分点，2023 年上半年由负转正。2019 年至

2022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投资收益率持续下降，尽管 2023

年上半年由负转正，但总体呈下降趋势。

10.开工率。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2022 年和 2023 年上半年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开工率分别为 31.36%、36.64%、4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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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8%和 26.23%。其中 2020 年比 2019 年增加 5.28 个百分

点，2021 年比 2020 年增加 8.53 个百分点，2022 年比 2021

年下降 10.99 个百分点，2023 年上半年同比下降 8.05 个百

分点。2019 年至 2021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开工率持续上涨，

此后开工率持续下降，2023 年上半年开工率低于调查期初。

11.就业人数。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2022 年和 2023 年上半年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就业人数分别为 1827 人、1928 人、2245

人、2197 人和 1489 人。其中 2020 年比 2019 年增长 5.53%，

2021年比2020年增长16.42%，2022年比2021年减少2.13%，

2023 年上半年同比减少 14.69%。2019 年至 2021 年国内产

业同类产品就业人数持续增加，此后持续下降。

12.劳动生产率。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2022 年和 2023 年上半年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劳动生产率分别为 133.29 吨/人、148.33

吨/人、161.36 吨/人、126.17 吨/人和 85.17 吨/人。其中

2020年比2019年增长11.28%，2021年比2020年增长8.79%，

2022 年比 2021 年下降 21.80%，2023 年上半年同比下降

1.06%。2019 年至 2021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劳动生产率持

续增长，2022 年大幅下降，低于调查期初水平，2023 年上

半年继续下降。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劳动生产

率呈先升后降、总体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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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人均工资。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2022 年和 2023 年上半年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人均工资分别为 3.37 万元、3.54 万元、

3.86 万元、4.07 万元和 1.92 万元。其中 2020 年比 2019 年

增长 5.20%，2021 年比 2020 年增长 9.03%，2022 年比 2021

年增长 5.38%，2023 年上半年同比增长 2.33%。损害调查期

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人均工资呈持续增长趋势。

14.期末库存。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2022 年和 2023 年上半年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期末库存分别为 15.31 万吨、17.57 万吨、

25.26 万吨、23.56 万吨和 13.03 万吨。其中 2020 年比 2019

年增长 14.71%，2021 年比 2020 年增长 43.81%，2022 年比

2021 年下降 6.75%，2023 年上半年同比下降 36.35%。2018

年至 2022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期末库存呈先升后降、总体

增长趋势，2023 年上半年继续下降。

15.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2022 年和 2023 年上半年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分别为 1.73 亿元、

0.96 亿元、（-0.24）亿元、1.18 亿元和 4.60 亿元。其中

2020 年比 2019 年下降 44.53%，2021 年经营活动现金流大

幅下降转为净流出，2022 年经营活动现金流增加转为净流

入，但低于调查期初水平，2023 年上半年同比增长 3.32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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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至 2022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呈

先降后升、总体下降趋势，2023 年上半年有所回升。

16.投融资能力。

调查期内，没有证据显示国内产业同类产品投融资能力

受到倾销进口产品的影响。

调查机关对国内产业上述经济因素和指标进行了分析，

相关数据及证据材料表明，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实施以来，

国内产业获得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2019—2021 年中国

马铃薯淀粉市场需求持续增长，带动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产

能、产量、开工率、销售收入、就业人数、劳动生产率、人

均工资持续增长。调查机关注意到，在此期间，尽管国内需

求增长 21.27%，受倾销进口产品影响，国内产业同类产品

的销售量仅增长 7.18%，市场份额下降 5.87%，销售价格几

乎持平，略增长 0.41%，期末库存持续增加。尽管 2019—2021

年销售收入增长 6.59%，但销售成本、费用同时增长了

13.52%，导致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税前利润和投资收益率

持续下降，2021 年由正转负，国内产业由盈转亏。

2022 年中国市场需求下降，叠加倾销进口产品影响，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产量、开工率、就业人数、劳动生产率、

销售量、销售价格、销售收入均出现下降，税前利润和投资

收益率持续下降，亏损继续扩大。尽管市场份额和经营活动

现金净流量有所增长，但仍低于调查期初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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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上半年中国市场需求恢复增长，带动国内产业

同类产品的销售量、市场份额、销售价格、销售收入、经营

活动现金净流量、税前利润、投资收益率和人均工资增长，

期末库存出现下降。但调查机关同时注意到，国内产业同类

产品的产量、开工率、就业人数和劳动生产率持续下降。

综上，调查机关认为，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生产经

营状况虽然有所好转，但仍处于盈利水平较低、抗风险能力

较弱的脆弱状态，容易受到倾销进口产品等相关因素的冲击

和影响。

（二） 倾销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的可能影响。

1.倾销进口产品数量大量增加的可能性。

根据申请人提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数据，2019

年、2020 年、2021 年、2022 年和 2023 年上半年，中国自

欧盟进口的马铃薯淀粉数量分别为 2.72 万吨、3.75 万吨、

7.83 万吨、3.08 万吨和 1.02 万吨，其中 2020 年比 2019 年

增长 37.72%，2021 年比 2020 年增长 109.02%，2022 年比

2021 年下降 60.71%，2023 年上半年同比下降 12.31%。2019

年、2020 年、2021 年、2022 年和 2023 年上半年，倾销进

口产品数量占中国同期马铃薯淀粉总进口量的比例分别为

87.93%、83.98%、83.37%、88.95%和 98.64%，始终保持在

80%以上较高水平。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2022 年和 2023 年上半年，



21

倾销进口产品占中国国内市场份额分别为 4.99%、6.05%、

11.85%、5.36%和 3.77%，其中 2020 年比 2019 年增加 1.06

个百分点，2021 年比 2020 年增加 5.80 个百分点，2022 年

比2021年下降6.48个百分点，2023年上半年同比下降1.28

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2019—2021 年倾销进口产品数量和市场份

额大幅增加，2021 年进口数量比 2019 年增长 1.88 倍，市

场份额增加 6.86 个百分点。2022 年倾销进口产品数量大幅

下降，但仍比调查期初高 13.09%，市场份额高 0.37 个百分

点。2023 年上半年进口数量出现下降。损害调查期内，倾

销进口产品数量呈先升后降、总体增长趋势。

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马铃薯淀粉生产地区，具有大量的

闲置产能。2019 年至 2022 年，欧盟马铃薯淀粉产量呈总体

增长趋势，闲置产能占其总产能的比例分别为 34%、22%、

16%和 19%，可供出口的能力占总产能的比例分别为 48%、

39%、40%和 37%。欧盟 40%左右的生产能力无法通过欧盟市

场进行消化，需依赖欧盟以外的国际市场。根据申请人提交

的数据，2019 年至 2022 年，中国马铃薯淀粉的市场需求量

分别为 54.50 万吨、61.93 万吨、66.09 万吨和 57.33 万吨。

2013 年上半年，中国马铃薯淀粉的市场需求量为 27.13 万

吨，较上年同期增长 17.50%。中国是全球第二大马铃薯淀

粉消费市场，需求量总体保持增长趋势，对欧盟生产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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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商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是其重要的目标市场。在实施反倾

销和反补贴措施的情况下，原产于欧盟的进口马铃薯淀粉仍

然对中国大量出口，并呈大幅增长趋势。前述倾销调查结果

表明，原产于欧盟的进口马铃薯淀粉对中国市场的倾销很可

能继续或再度发生。

综上，调查机关认为，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欧

盟的马铃薯淀粉对中国的出口数量可能大量增加。

2.倾销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可能造成的

影响。

调查机关在 2007 年第 8 号公告中认定，原产于欧盟的

倾销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产生了抑制，导致国

内产业同类产品未能达到合理的价格水平，国内产业亏损状

况呈恶化趋势，受到了实质损害。

在本次调查中，国内产业主张倾销进口产品与国内产业

同类产品在物理特征和化学特性、产品外观和包装方式、生

产工艺流程、原材料和生产设备、产品用途、销售渠道和市

场区域、客户群体和消费者评价等方面基本相同或相似，二

者可以相互替代，具有竞争关系。中国马铃薯淀粉市场竞争

充分，价格是市场竞争的主要手段之一。如果终止反倾销措

施，倾销进口产品价格可能对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产生影

响。

调查机关认为，未有证据显示倾销进口产品与国内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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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产品的上述条件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倾销进口产品与国

内产业同类产品可以相互替代，具有竞争关系。损害调查期

内，即使有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的实施，欧盟生产商、出口

商仍在用倾销方式向中国市场出口马铃薯淀粉，并呈大幅增

长趋势。

根据申请人提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数据，2019

年、2020 年、2021 年、2022 年和 2023 年上半年，倾销进

口产品价格分别为 1012 美元/吨、835 美元/吨、737 美元/

吨、904 美元/吨和 1082 美元/吨，按当年汇率、进口关税

（15%）和反补贴税调整后（注：皇家艾维贝合作社公司、

德国艾维贝马铃薯淀粉工厂和其他欧盟公司的反补贴税税

率均为 12.4%，自德国和荷兰进口的马铃薯淀粉数量占欧盟

总进口量的 87%—91%，因此反补贴税税率按 12.4%进行计

算），倾销进口产品的人民币价格分别为 8891.83 元/吨、

7339.73元/吨、6057.28元/吨、7740.32 元/吨和9546.17

元/吨。其中 2020 年比 2019 年下降 17.46%，2021 年比 2020

年下降 17.47%，2022 年比 2021 年增长 27.79%，2023 年上

半年同比增长 32.89%。调查期末倾销进口产品价格比期初

增长 7.36%。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2022 年和 2023 年上半年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销售价格分别为 6432.67 元/吨、

6815.02 元/吨、6459.27 元/吨、6428.89 元/吨和 703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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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吨。其中 2020 年比 2019 年增长 5.94%，2021 年比 2020

年下降 5.22%，2022 年比 2021 年下降 0.47%，2023 年上半

年同比增长 12.74%，比调查期初价格高 9.34%。

调查机关比较了倾销进口产品价格（含关税和反补贴

税）和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销售价格，倾销进口产品价格呈

先降后升的趋势，波动较大，损害调查期内最高价与最低价

的价差达 3488.89 元/吨，而且倾销进口产品价格与进口数

量密切相关，2019—2021 年倾销进口产品数量大量增加，

进口价格持续下降；2022 年和 2023 年上半年倾销进口产品

数量大幅下降，进口价格又回升至调查期初水平。国内产业

同类产品价格 2020 年比上年同期增长，2021 年和 2022 年

持续下降，2023 年上半年回升至高于期初价格。损害调查

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最高价与最低价的价差为

604.54 元/吨，价格波动远小于倾销进口产品。

2019 年倾销进口产品价格高于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两

者价差为 2459.16 元/吨。2020 年倾销进口产品价格较上年

下降 17.46%，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增长 5.94%，两者价差

缩小至 524.70 元/吨。2021 年倾销进口产品价格持续下降，

含反补贴税的进口价格比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低 402 元/

吨。2022 年倾销进口产品价格回升至高于国内产业同类产

品价格水平，两者价差为 1311.43 元/吨。2023 年上半年倾

销进口产品价格继续增长，比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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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2.74 元/吨。

调查机关认为，倾销进口产品与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在产

品质量、下游用途、销售渠道、客户群体等方面基本相同，

二者在中国市场存在直接竞争关系。倾销进口产品与国内产

业同类产品之间竞争条件基本相同，可互相替代，价格因素

将继续成为倾销进口产品同国内产业争夺市场的重要手段。

损害调查期内，倾销进口产品价格随进口数量变化，波动较

大，2019—2021 年倾销进口产品数量增长 1.88 倍，市场份

额增加 6.86 个百分点，同时价格下降 31.88%，即使受到反

补贴措施的制约，2021 年倾销进口产品价格都比国内产业

同类产品价格低 402 元/吨。2022 年和 2023 年上半年倾销

进口产品数量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价格出现大幅反弹。

2019—2021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期末库存持续增加，经营

活动现金净流量持续下降，2021 年转为净流出。税前利润

和投资收益率 2019—2022 年持续下降，2021 年以后国内产

业由盈转亏，2022 年亏损继续扩大。

如前所述，中国马铃薯淀粉市场需求量和倾销进口产品

数量均呈总体增长趋势，中国仍然是欧盟出口的重要目标市

场，损害调查期内，倾销进口产品价格波动幅度相对较大，

甚至出现低于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的情况。如果终止反倾

销措施，倾销进口产品数量可能大量增加，并将对国内产业

同类产品价格造成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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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调查机关认为，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虽然获

得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仍处于生产经营不稳定、抗风

险能力较弱的状态，仍然容易受到倾销进口产品的冲击和影

响。如果取消反倾销措施，倾销进口产品数量可能大量增加，

对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销售造成不利影响，导致国内产业盈

利能力和财务状况恶化，国内产业遭受的损害可能继续或再

度发生。

（三）调查结论。

综上，调查机关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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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淀粉产业造成的损害可

能继续或再度发生。

七、复审裁定

根据调查结果，调查机关裁定，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

原产于欧盟的进口马铃薯淀粉的倾销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

对中国马铃薯淀粉产业造成的损害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

附：马铃薯淀粉反倾销期终复审案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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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马铃薯淀粉反倾销期终复审案数据表

项 目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2 年 1-6

月

2023 年 1-6

月

全国总产量

（吨）
439,700 636,700 653,300 488,200 116,500 92,100

变化率 - 44.80% 2.61% -25.27% - -20.94%

需求量（吨） 545,000 619,300 660,900 573,300 230,900 271,300

变化率 - 13.63% 6.72% -13.25% - 17.50%

被调查产品

进口数量

（吨）

27,196 37,454 78,285 30,755 11,670 10,234

变化率 - 37.72% 109.02% -60.71% - -12.31%

被调查产品

进口价格（美

元/吨）

1,012 835 737 904 870 1,082

变化率 - -17.49% -11.74% 22.66% - 24.37%

被调查产品

市场份额
4.99% 6.05% 11.85% 5.36% 5.05% 3.77%

变化率

（百分点）
- 1.06 5.80 -6.48 - -1.28

产量（吨） 243,541 285,996 362,218 277,202 80,484 61,578

变化率 - 17.43% 26.65% -23.47% - -23.49%

产能（吨） 776,650 780,600 802,000 811,030 234,750 234,750

变化率 - 0.51% 2.74% 1.13% - 0.00%

开工率 31.36% 36.64% 45.16% 34.18% 34.29% 26.23%

变化率

（百分点）
- 5.28 8.53 -10.99 - -8.05

国内销售量

（吨）
282,021 266,836 302,262 293,429 117,713 155,777

变化率 - -5.38% 13.28% -2.92% - 32.34%

国内销售收

入（元）

1,814,151,9

57

1,818,496,5

13

1,952,395,3

94

1,886,421,7

88
734,332,992

1,095,649,7

21

变化率 - 0.24% 7.36% -3.38% - 49.20%

期末库存

（吨）
153,137 175,664 252,620 235,559 204,746 130,320

变化率 - 14.71% 43.81% -6.75% - -36.35%

国内销售价 6,432.67 6,815.02 6,459.27 6,428.89 6,238.36 7,03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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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元/吨）

变化率 - 5.94% -5.22% -0.47% - 12.74%

税前利润

（元）
109,094,988 22,535,812 -3,181,366 -72,582,771 -55,179,618 25,648,058

变化率 - -79.34% 由正转负 2181.50% - 由负转正

投资收益率 3.64% 0.69% -0.09% -1.81% -1.48% 0.66%

变化率

（百分点）
- -2.95 由正转负 -1.73 - 由负转正

现金流量净

额（元）
173,322,947 96,136,770 -23,877,115 118,260,806 106,622,605 460,466,951

变化率 - -44.53% 转为净流出 转为净流入 - 331.87%

就业人数

（人）
1,827 1,928 2,245 2,197 1,746 1,489

变化率 - 5.53% 16.42% -2.13% - -14.69%

人均工资

（元/人）
33,685 35,437 38,638 40,718 18,796 19,235

变化率 - 5.20% 9.03% 5.38% - 2.33%

劳动生产率

（吨/人）
133.29 148.33 161.36 126.17 86.08 85.17

变化率 - 11.28% 8.79% -21.80% - -1.06%

市场份额 52.04% 43.46% 46.17% 51.82% 52.14% 59.70%

变化率

（百分点）
- -8.59 2.72 5.65 - 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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