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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苯乙烯反倾销期终复审案 

裁决所依据的基本事实 

 

2023 年 6 月 2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以下称调

查机关）发布 2023 年第 22 号公告，决定自 2023 年 6 月 23

日起对原产于韩国、台湾地区和美国的进口苯乙烯所适用的

反倾销措施进行期终复审调查。 

调查机关对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韩国、台湾地

区和美国的进口苯乙烯倾销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以及

对中国大陆苯乙烯产业造成的损害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

性进行了调查。 

一、原反倾销措施 

2018 年 6 月 22 日，调查机关发布 2018 年第 43 号公告，

决定自 2018 年 6 月 23 日起，对原产于韩国、台湾地区和美

国的进口苯乙烯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 5 年。韩国公司

税率为 6.2%－7.5%，台湾地区公司税率为 3.8%－4.2%，美

国公司税率为 13.7%-55.7%。 

二、调查程序 

（一）立案及通知。 

1.立案。 

2023年4月18日，调查机关收到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齐鲁分公司、中石化巴陵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中国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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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炼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安

庆分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石化分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独山子石化分公司、中国石油

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庆石化分公司、天津渤化化工发展有

限公司、安徽昊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利士德化工有限

公司10家申请企业和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

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新阳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安徽

嘉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青岛海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利

华益利津炼化有限公司、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大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大陆某苯乙烯生产商（应

企业要求企业名称不对外披露）9家支持申请企业代表中国

大陆苯乙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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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产于韩国、台湾地区和美国

的进口苯乙烯对中国大陆的倾销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对中

国大陆产业造成的损害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请求调查机关

进行期终复审调查并维持对原产于韩国、台湾地区和美国的

进口苯乙烯实施的反倾销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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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6月21日发布公告，

决定自2023年6月23日起对原产于韩国、台湾地区和美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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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苯乙烯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进行期终复审调查。本次复

审的倾销调查期为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产业损

害调查期为2018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2.立案通知。 

2023 年 6 月 13 日，调查机关通知韩国驻华使馆及美国

驻华使馆，并通过常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团通知台湾、澎湖、

金门、马祖单独关税区常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团，已正式收

到中国大陆苯乙烯产业提交的期终复审调查申请。 

2023 年 6 月 21 日，调查机关发布立案公告，向韩国驻

华使馆及美国驻华使馆，并通过常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团向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单独关税区常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

团，正式提供了立案公告和申请书的公开文本。同日，调查

机关将本案立案情况通知了本案申请人及相关企业。 

3.公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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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下载或通过商务部贸易救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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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文本。 

立案当天，调查机关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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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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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生产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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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齐鲁分公司、中石化巴陵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中国石化

青岛炼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安

庆分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石化分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独山子石化分公司、中国石油

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庆石化分公司、天津渤化化工发展有

限公司、安徽昊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利士德化工有限

公司以及中国大陆以外出口商或生产商韩华道达尔能源株

式会社、丽川 NCC 株式会社登记参加本次期终复审调查并提

交了相关材料。 

（三）发放调查问卷和收取答卷。 

2023 年 7 月 14 日，调查机关向有关利害关系方发放了

《中国大陆以外出口商或生产商调查问卷》《中国大陆生产

者调查问卷》和《中国大陆进口商调查问卷》，要求答卷企

业在规定时间内提交准确、完整的答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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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登记参加调查的各利害

关系方发放了问卷通知及问卷。 

2023年 8月 10日，韩华道达尔能源株式会社和丽川 NCC

株式会社提交了延期答卷申请。经审查，调查机关决定给予

适当延期。 

至答卷递交截止日，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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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中石化湖南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中国石化青岛炼油化

工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中科（广东）炼化

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九江分公司、中国石

化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

林石化分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独山子石化分

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庆石化分公司、天津

渤化化工发展有限公司、江苏利士德化工有限公司、浙江石

油化工有限公司、天津大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利华益利津

炼化有限公司、安徽昊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安徽嘉玺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青岛海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万华化学集

团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提交了中国大陆生产者问卷答卷。韩华

道达尔能源株式会社、丽川 NCC 株式会社提交了中国大陆以

外出口商或生产商调查问卷答卷。 

2024 年 3 月 15 日，针对韩华道达尔能源株式会社提交

的答卷中存在的问题，调查机关向该公司发放了补充问卷。

在规定时间内，调查机关收到了补充问卷的答卷。 

（四）接收利害关系方评论意见。 

2023 年 12 月 12 日，韩华道达尔能源株式会社向调查

机关提交了《苯乙烯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产业损害抗辩书》。 

2024 年 4 月 1 日，韩华道达尔能源株式会社向调查机

关提交了《苯乙烯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产业损害抗辩书补充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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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4 月 8 日，申请人向调查机关提交了《苯乙烯

反倾销期终复审案申请人对韩华道达尔抗辩意见的评论意

见》。 

（五）实地核查。 

为了解中国大陆产业状况，核实中国大陆产业提交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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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11 日至 13 日，调查机关对中国石油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九江分公司进行了实地核查。实地核查结束

后，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九江分公司向调查机关提交

了实地核查后补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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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trb.mofcom.gov.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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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复审产品范围 

本次反倾销期终复审产品范围是反倾销措施所适用的

产品，与商务部 2018年第 43号公告中公布的产品范围一致。 

四、倾销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 

2023 年 6 月 21 日，商务部发布 2023 年第 22 号公告，

决定自 2023 年 6 月 23 日起对原产于韩国、台湾地区和美国

的进口苯乙烯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进行期终复审调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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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调查机关通知了韩国驻华使馆、美国驻华使馆，通过常

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团通知了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单独

关税区常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团，并通知了相关企业，将立

案公告登载在商务部网站上，任何利害关系方均可在商务部

网站上查阅本案立案公告。立案后，调查机关给予各利害关

系方 20 天的登记参加调查期，给予所有利害关系方合理的

时间获知立案有关情况。调查机关将调查问卷登载在商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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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韩国。 

  在规定时限内，韩华道达尔能源株式会社、丽川 NCC 株

式会社提交了调查问卷答卷。韩华道达尔能源株式会社先后

提交了《苯乙烯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产业损害抗辩书》、《苯

乙烯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产业损害抗辩书补充材料》。韩国

其他生产商、出口商既未登记参加调查，也未提交调查问卷

答卷。申请人在申请书中提交了全球及被调查国家和地区苯

乙烯产能、产量、需求量等信息。同时，申请人提交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数据及被调查国家和地区的有关海关

统计数据。调查机关对上述信息进行了审核并据此对原产于

韩国的进口苯乙烯对中国大陆倾销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

性进行了分析。 

1.倾销调查情况。 

调查机关在 2018 年第 43 号公告认定，原产于韩国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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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苯乙烯存在倾销，倾销幅度为 6.2%－7.5%，实施期限为 5

年。原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没有韩国苯乙烯生产商或出口

商向调查机关申请倾销及倾销幅度期间复审或新出口商复

审。 

在规定时限内，韩华道达尔能源株式会社、丽川 NCC 株

式会社提交了调查问卷答卷。调查机关对相关问卷答卷进行

了审查。韩华道达尔能源株式会社在答卷中提供了计算的倾

销幅度显示被调查产品存在倾销，同时主张倾销调查期内，

除其通过非关联客户对中国大陆出口 2 笔数量很少的交易

外，没有其他原产于韩国的被调查产品对华出口，韩国对中

国大陆被调查产品出口是微量的。丽川 NCC 株式会社在答卷

中主张，在调查期内没有对中国大陆出口被调查产品。调查

机关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数据，对韩国出口商或生

产商答卷进行比对审查，认为倾销调查期内，韩国对中国大

陆出口被调查产品数量很少。鉴此，调查机关决定，不对本

次复审的倾销调查期内原产于韩国的被调查产品是否存在

倾销作出认定。 

2.韩国苯乙烯对全球市场的依赖情况。 

（1）产能、产量及闲置产能。 

根据申请人提交的数据，2018 年至 2022 年，韩国苯乙

烯产能保持稳定，均为 326 万吨；2018 年至 2022 年，其产

量分别为 309 万吨、271 万吨、259 万吨、286 万吨和 250

万吨；其闲置产能（产能减产量）分别为 17 万吨、55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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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万吨、40 万吨和 76 万吨。 

调查机关审查了韩国公司提交的相关数据和证明材料，

其中，韩华道达尔能源株式会社问卷答卷与《苯乙烯反倾销

措施期终复审产业损害抗辩书》（下称“《抗辩书》”）提

交的产能数据不一致。调查机关向其发放补充问卷，韩华道

达尔能源株式会社在补充问卷答卷中主张，数据不一致是由

于部分韩国公司停产，《抗辩书》中的产能数据剔除了停产

产能。调查机关在审核相关材料后认为，停产并不必然导致

产能消失，未有证据表明部分韩国公司停产将导致其苯乙烯

生产线永久退出生产。调查机关将申请人提交的数据和韩国

公司答卷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发现韩国公司答卷中提交的韩

国苯乙烯的产能、产量、闲置产能水平和总体变化趋势与申

请人提交的数据基本一致。 

综上，数据表明，韩国苯乙烯的产能保持稳定，产量总

体呈下降态势，闲置产能总体呈上升态势，闲置产能较大。 

（2）市场需求情况。 

根据申请人提交的数据，2018 年至 2022 年，韩国国内

市场对苯乙烯的需求量分别为 255 万吨、252 万吨、255 万

吨、260 万吨和 242 万吨，同期可供出口产能（产能减韩国

国内需求量）分别为 71 万吨、74 万吨、71 万吨、66 万吨和

84 万吨，可供出口产能占总产能的比例分别为 22%、23%、

22%、20%和 26%。根据韩国公司提交的答卷信息，韩国苯乙

烯的需求量、同期可供出口产能占总产能的比例的水平和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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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变化趋势与上述数据大致相同。数据表明，韩国市场对苯

乙烯的需求总体呈萎缩态势，对韩国苯乙烯产能的消化能力

有限。 

（3）出口情况。 

根据申请人提交的韩国海关出口数据，2018 年至 2022

年，韩国苯乙烯的出口量分别为 84 万吨、67 万吨、77 万吨、

69 万吨和 56 万吨，占其产量的比例分别为 27%、25%、30%、

24%和 22%。根据韩国公司提供的答卷信息，韩国苯乙烯出口

量、占产量的比例的水平和总体变化趋势与上述数据大致相

同。数据表明，2018 年以来，韩国生产的苯乙烯出口始终占

总产量较大比例，仍需要通过大量出口进行消化，对外出口

仍是韩国苯乙烯的一种重要销售方式。 

上述证据表明，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韩国苯乙烯维持

较大的产能，产能闲置状况严重，韩国国内市场对苯乙烯产

能的消化能力有限，韩国苯乙烯对全球市场依赖性较强。 

3.韩国被调查产品在中国大陆市场竞争情况。 

根据申请人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数据，2018

年至 2022 年，受反倾销措施制约，中国大陆自韩国进口苯

乙烯的数量分别为 34.91 万吨、15.15 万吨、18.35 万吨、

6.89 万吨和 0.59 万吨，占当年中国大陆进口苯乙烯总数量

的 11.98%、4.67%、6.48%、4.08%和 0.51%，总体呈大幅下

降趋势。 

申请人在申请书中主张，中国大陆是全球最大的苯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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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市场，且需求量持续大幅增长。根据申请人提交的数据，

2018 年至 2022 年，中国大陆苯乙烯的市场需求量分别为

1081 万吨、1179万吨、1260 万吨、1346 万吨和 1358 万吨。

中国大陆需求量在五年内实现连续增长，由 2018 年的 1081

万吨增长至 2022 年的 1358 万吨，大幅增长了 25.62%，占全

球需求量比重亦由 37%增长至 44%，同时，申请人在申请书

中主张，2018 年至 2022 年，全球除中国大陆的其他区域需

求量总体萎缩，由 1845 万吨下降至 1720 万吨，降幅 6.78%，

并且全球其他区域市场的消费规模均远小于中国大陆市场。

中国大陆市场消费需求规模大，保持持续快速增长态势，对

于被调查国家和地区的苯乙烯生产商具有很强吸引力，是其

重要目标市场。如终止反倾销措施，其可能继续或再度以倾

销方式抢占中国大陆市场。 

韩华道达尔能源株式会社在评论意见中主张，中国大陆

产业产能得到明显提升，虽然中国大陆需求有所增长，但产

能的增长已导致中国大陆供应过剩，中国大陆的市场价格已

低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中国大陆市场没有吸引力。同时，

韩国出口商正增加向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出口比例，降低向中

国大陆出口比例，已在其国内市场达成供求平衡，并获得其

他国家和地区的稳定出口客户，反倾销措施终止后没有增加

对中国大陆出口的动机。 

申请人在评论意见中主张，综合考虑市场规模、价格走

势以及其他市场状况等方面，中国大陆市场对被调查企业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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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强大吸引力。市场规模方面，中国大陆是全球最大的苯乙

烯消费市场，需求量持续大幅增长，相比而言，其他消费市

场需求萎缩且规模有限。价格走势方面，不同市场或地区内

影响苯乙烯价格高低的因素不尽相同，韩华道达尔能源株式

会社在评论意见中提出的相关价格不一定具有可比性，不能

客观得出中国大陆市场不具吸引力的结论。同时，如以价格

衡量中国大陆市场吸引力，近期中国大陆市场价格走势已逐

步高于全球市场价格。其他市场状况方面，韩国邻近中国大

陆，运距短，有利于降低成本和风险，相对其他进口来源国

家和地区，韩国苯乙烯在中国大陆市场享受更低关税，有利

于提高韩国苯乙烯在中国大陆市场的竞争优势。综上，中国

大陆市场对韩国苯乙烯仍具有强大吸引力。 

经审查，调查机关发现，韩国维持较大的苯乙烯产能，

产能闲置状况严重，对韩国苯乙烯生产商而言，韩国国内市

场需求量有限，对韩国苯乙烯产能的消化能力不足，需依赖

出口的产能较大。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闲置产能极有可能

转化为实际的出口能力。中国大陆是全球最大的苯乙烯消费

市场，需求量总体呈稳定增长态势，近期价格走势已逐步高

于全球市场价格。全球除中国大陆的其他区域需求量总体萎

缩且规模较小。 

综上，调查机关认为，韩国市场需求量有限，供过于求，

对全球市场依赖性较强。中国大陆是苯乙烯第一大消费市场

且需求量稳定持续增长。在其他国家和地区需求量有所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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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对韩国苯乙烯生产商而言，中国大陆市场有很强吸

引力，仍是其重要目标市场，且在中国大陆市场竞争激烈，

进口产品之间、进口产品与中国大陆产品之间无实质差别，

价格因素是竞争的主要手段。反倾销措施实施之前，中国大

陆是韩国苯乙烯的最主要的出口市场。在实施反倾销措施的

情况下，韩国苯乙烯对中国大陆出口呈大幅下降趋势。如果

终止反倾销措施，为获取中国大陆市场份额并消化韩国闲置

产能，韩国苯乙烯很可能继续或再度以倾销方式对中国大陆

出口。     

（二）台湾地区。 

在规定时限内，台湾地区生产商、出口商既未登记参加

调查，也未提交调查问卷答卷。申请人向调查机关提供了相

关数据及证据材料。 

经审查，调查机关认为，调查机关已尽最大能力通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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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台湾地区的生产商、出口商仍未配合调

查，未提供调查所需的必要信息。因此，根据《反倾销条例》

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调查机关决定依据已经获得的事实和可

获得最佳信息对台湾地区被调查产品倾销继续或再度发生

的可能性作出裁决。 

申请人在申请书中提交了全球及被调查国家和地区苯

乙烯产能、产量、需求量等信息。同时，申请人提交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数据及被调查国家和地区的有关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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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世界银行集团对台湾地区出口环节费用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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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对海关统计数据等方式进行了核实，调查机关认定申请人

提供的材料为可获得的最佳信息并据此对原产于台湾地区

的进口苯乙烯对中国大陆倾销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进

行了分析。 

1.倾销调查情况。 

调查机关在 2018 年第 43 号公告认定，原产于台湾地区

的进口苯乙烯存在倾销，倾销幅度为 3.8%－4.2%，实施期限

为 5 年。原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没有台湾地区苯乙烯生产

商或出口商向调查机关申请倾销及倾销幅度期间复审或新

出口商复审调查。 

本次期终复审调查中，申请人主张，在调整影响价格可

比性的因素后，复审倾销调查期内，原产于台湾地区的苯乙

烯存在倾销。 

本次期终复审调查中，台湾地区生产商、出口商均未提

交调查问卷的答卷，未能提供必要信息配合调查。调查机关

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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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台湾地区的生产

商、出口商仍未配合调查，未提供调查所需的必要信息。因

此，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调查机关决定依

据已经获得的事实和可获得的最佳信息对被调查产品倾销

继续或再度发生可能性作出裁决。调查机关审查了申请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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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的相关数据和证据材料，并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

数据进行了分析核实，认定申请人提交的数据和信息为可获

得的最佳信息。 

申请人主张，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的自台湾地区

进口苯乙烯的价格作为基础计算出口价格；同时，以台湾地

区海关统计的对除中国大陆以外的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印度

的出口价格为基础计算正常价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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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本次复

审倾销调查期内，原产于台湾地区的苯乙烯向中国大陆的出

口存在倾销，具体数据参见本案申请书公开文本第一部分第

四点（32-39页）。 

2.台湾地区苯乙烯对全球市场的依赖情况。 

（1）产能、产量及闲置产能。 

根据申请人提交的数据，2018 年至 2022 年，台湾地区

苯乙烯产能保持稳定，2018 年至 2020 年均为 203 万吨，2021

年至 2022 年略有上升并保持在 204 万吨；2018 年至 2022

年，其产量分别为 211 万吨、201 万吨、196 万吨、199 万吨

和 185 万吨；其闲置产能（产能减产量）分别为-8 万吨、2

万吨、7 万吨、5 万吨和 19 万吨。数据表明，台湾地区苯乙

烯的产能略有上升，产量总体呈波动下降态势，闲置产能总

体呈波动上升态势。 

（2）市场需求情况。 

根据申请人提交的数据，2018 年至 2022 年，台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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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对苯乙烯的需求量分别为 188 万吨、189 万吨、186 万

吨、207 万吨和 173 万吨，同期可供出口产能（产能减台湾

地区需求量）分别为 15 万吨、14 万吨、17 万吨、-3 万吨和

31 万吨，可供出口产能占总产能的比例分别为 7%、7%、8%、

-1%和 15%。数据表明，台湾地区市场对苯乙烯的需求总体呈

先升后降态势，损害调查期末，可供出口产能明显增加。 

（3）出口情况。 

根据申请人提交的台湾地区海关出口数据，2018 年至

2022 年，台湾地区苯乙烯的出口量分别为 54 万吨、41 万吨、

44 万吨、36 万吨和 37 万吨，占其产量的比例分别为 26%、

20%、22%、18%和 20%。数据表明，2018 年以来，台湾地区

生产的苯乙烯出口始终占总产量较大比例，仍需要通过大量

出口进行消化，对台湾地区以外出口仍是台湾地区苯乙烯的

重要销售方式。 

上述证据表明，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台湾地区苯乙烯

维持较大的产能，闲置产能总体大幅增加，台湾地区市场对

苯乙烯产能的消化能力有所减弱，台湾地区苯乙烯对全球市

场依赖性较强。 

3.台湾地区被调查产品在中国大陆市场竞争情况。 

根据申请人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数据，2018

年至 2022 年，受反倾销措施制约，中国大陆自台湾地区进

口苯乙烯的数量分别为 38.42 万吨、38.25 万吨、35.60 万

吨、26.54 万吨和 19.27 万吨，总体呈下降态势，占当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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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大陆进口苯乙烯总数量的 13.19%、11.79%、12.58%、15.69%

和 16.86%，总体呈上升态势。 

中国大陆是全球最大的苯乙烯消费市场。2018年至 2022

年，中国大陆苯乙烯的市场需求量分别为 1081 万吨、1179

万吨、1260 万吨、1346 万吨和 1358 万吨，分别占全球总需

求量的 37%、39%、42%、42%和 44%，数据表明中国大陆市场

是全球最大的苯乙烯消费市场，且需求量总体呈稳定增长态

势。对台湾地区苯乙烯生产商而言，中国大陆市场有很强的

吸引力，是其重要的目标市场。在中国大陆苯乙烯市场上，

进口产品之间、进口产品与中国大陆同类产品之间无实质差

别，市场竞争激烈，价格是市场竞争的主要手段之一。 

综上，台湾地区苯乙烯产能较大，台湾地区苯乙烯对全

球市场依赖性较强，在实施反倾销措施的情况下，台湾地区

苯乙烯对中国大陆出口呈下降趋势。而中国大陆苯乙烯市场

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是其重要目标市场，且价格是市场竞争

的主要手段之一。反倾销措施实施之前，中国大陆是台湾地

区苯乙烯的重要市场。在实施反倾销措施的情况下，台湾地

区苯乙烯对中国大陆市场出口呈下降趋势。本次倾销复审调

查期内，原产于台湾地区向中国大陆市场出口的进口苯乙烯

仍存在倾销。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台湾地区苯乙烯很可能

继续或再度以倾销方式大量涌入中国大陆市场。     

（三）美国。 

在规定时限内，美国生产商、出口商既未登记参加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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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未提交调查问卷答卷。申请人向调查机关提供了相关数据

及证据材料。 

经审查，调查机关认为，调查机关已尽最大能力通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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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美国的生产商、出口商仍未配合调查，

未提供调查所需的必要信息。因此，根据《反倾销条例》第

二十一条的规定，调查机关决定依据已经获得的事实和可获

得最佳信息对美国被调查产品倾销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

性作出裁决。 

申请人在申请书中提交了全球及被调查国家和地区苯

乙烯产能、产量、需求量等信息。同时，申请人提交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数据及被调查国家和地区的有关海关

统计数据。调查机关审查了申请人提交的相关数据和证据材

料，并通过核对海关统计数据等方式进行了核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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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据

此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苯乙烯对中国大陆倾销继续或再度

发生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 

1.倾销调查情况。 

调查机关在 2018 年第 43 号公告认定，原产于美国的进

口苯乙烯存在倾销，倾销幅度为 13.7%-55.7%。原反倾销措

施实施期间，没有美国苯乙烯生产商或出口商向调查机关申

请倾销及倾销幅度期间复审或新出口商复审调查。 

申请人在申请书中主张，本次倾销调查期内，美国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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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大陆出口苯乙烯的数量几乎为零，故申请人无法测算其倾

销幅度。经审查并核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数据，调查机关

认定，考虑到本次倾销复审调查期内对中国大陆出口数量很

少，不足以认定倾销情况，因此不对本次复审倾销调查期内

原产于美国的被调查产品是否存在倾销作出认定。 

2.美国苯乙烯对全球市场的依赖情况。 

（1）产能、产量及闲置产能。 

根据申请人提交的数据，2018 年至 2022 年，美国苯乙

烯产能保持稳定，均为 499 万吨；2018 年至 2022 年，其产

量分别为 421 万吨、468 万吨、444 万吨、397 万吨和 344

万吨；其闲置产能（产能减产量）分别为 78 万吨、31 万吨、

55 万吨、102 万吨和 155 万吨。数据表明，美国苯乙烯的产

能保持稳定，产量呈先升后降总体大幅下降态势，闲置产能

先降后升总体大幅上升态势，产能闲置状况严重。 

（2）市场需求情况。 

根据申请人提交的数据，2018 年至 2022 年，美国国内

市场对苯乙烯的需求量分别为 304 万吨、284 万吨、259 万

吨、270 万吨和 254 万吨，同期可供出口产能（产能减美国

需求量）分别为 195 万吨、215 万吨、240 万吨、229 万吨和

245 万吨，可供出口产能占总产能的比例分别为 39%、43%、

48%、46%和 49%。数据表明，美国国内市场对苯乙烯的需求

总体呈大幅下降态势，对美国苯乙烯产能的消化能力明显不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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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出口情况。 

根据申请人提交的美国海关出口数据，2018 年至 2022

年，美国苯乙烯的出口量分别为 182 万吨、239 万吨、242

万吨、175 万吨和 130 万吨，占其产量的比例分别为 43%、

51%、55%、44%和 38%。数据表明，2018 年以来，美国生产

的苯乙烯出口始终占总产量很大比例，仍需要通过大量出口

进行消化，对外出口仍是美国苯乙烯的重要销售方式。 

上述证据表明，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美国苯乙烯维持

大量产能，产能闲置状况严重，美国国内市场对苯乙烯产能

的消化能力明显不足，美国苯乙烯对全球市场依赖性较强。 

3.美国被调查产品在中国大陆市场竞争情况。 

根据申请人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数据，2018

年至 2022 年，受反倾销措施制约，中国大陆自美国进口苯

乙烯的数量分别为 13.32 万吨、5.43 万吨、0.48万吨、0.50

万吨和 0.02 吨，总体呈大幅下降态势。占当年中国大陆进

口苯乙烯总数量的 4.57%、1.67%、0.17%、0.30%和 0%，总

体呈大幅下降趋势。 

中国大陆是全球最大的苯乙烯消费市场。2018年至 2022

年，中国大陆苯乙烯的市场需求量分别为 1081 万吨、1179

万吨、1260 万吨、1346 万吨和 1358 万吨，分别占全球总需

求量的 37%、39%、42%、42%和 44%，数据表明中国大陆市场

仍然全球最大的苯乙烯消费市场，且需求量总体呈稳定增长

态势。对美国苯乙烯生产商而言，中国大陆市场有很强的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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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力，是其重要的目标市场。在中国大陆苯乙烯市场上，进

口产品之间、进口产品与中国大陆同类产品之间无实质差

别，市场竞争激烈，价格是市场竞争的主要手段之一。 

综上，美国苯乙烯产能较大，美国国内市场需求明显不

足，可供出口产能较大，美国苯乙烯对全球市场依赖性较强，

而中国大陆苯乙烯市场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是其对外出口的

重要目标市场，且价格是市场竞争的主要手段之一。反倾销

措施实施之前，中国大陆是美国苯乙烯的重要出口市场。在

实施反倾销措施的情况下，美国苯乙烯对中国大陆出口呈大

幅下降趋势。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美国苯乙烯很可能继续

或再度以倾销方式大量涌入中国大陆市场。 

五、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和中国大陆产业 

（一）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认定。 

调查机关在 2018 年第 43 号公告中认定，原产于韩国、

台湾地区和美国的进口苯乙烯与中国大陆生产的苯乙烯是

同类产品。在本次复审调查中，没有利害关系方就此提出不

同意见，也未有证据显示，原产于韩国、台湾地区和美国的

进口苯乙烯与中国大陆生产的苯乙烯在物理特征和化学性

能、生产工艺、产品用途、销售渠道和客户群体等方面发生

了显著变化，因此，根据《反倾销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

调查机关认定，中国大陆生产的苯乙烯与被调查产品是同类

产品。 

（二）中国大陆产业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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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反倾销条例》第十一条和《反倾销产业损害调查

规定》第十三条规定，调查机关对本案中国大陆产业进行了

审查和认定。 

申请人在其提交的《苯乙烯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调查申

请书》中表示，上海赛科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宁波镇海

炼化利安德化学有限公司、宁波镇海炼化利安德巴赛尔新材

料有限公司、宝来利安德巴赛尔石化有限公司、中海壳牌石

油化工有限公司均与此次申请调查国家的相关苯乙烯出口

经营者存在关联关系。应将上述五家企业排除在中国大陆苯

乙烯产业之外。 

调查机关对上述申请予以了考虑，对本案中国大陆产业

的范围进行了审查。根据《反倾销条例》第十一条和《反倾

销产业损害调查规定》第十三条的规定，中国大陆生产者与

出口经营者或者进口经营者有关联的，或者其本身为倾销进

口产品的进口经营者的，可以排除在中国大陆产业之外。本

案反倾销调查申请书所附证据显示，上海赛科石油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与英力士苯领美国有限责任公司具有关联关系；宁

波镇海炼化利安德化学有限公司、宁波镇海炼化利安德巴塞

尔新材料有限公司、宝来利安德巴赛尔石化有限公司与美国

利安德巴塞尔工业公司具有关联关系；中海壳牌石油化工有

限公司与韩国（株）LG 化学具有关联关系。调查期间，上述

企业未对本案立案公告发表评论，也未提交调查问卷答卷或

提供其他材料。调查机关认为，申请人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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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将上海赛科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宁波镇海炼化利安

德化学有限公司、宁波镇海炼化利安德巴赛尔新材料有限公

司、宝来利安德巴赛尔石化有限公司和中海壳牌石油化工有

限公司排除在本案中国大陆产业之外。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十一条的规定，中国大陆产业是

指中国大陆同类产品的全部生产者，或者其总产量占中国大

陆同类产品全部总产量的主要部分的生产者。本案中，中国

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中石化湖南石油化工有

限公司、中国石化青岛炼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石油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分公司、中科（广东）炼化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九江分公司、中国石化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中

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石化分公司、中国石油天然

气股份有限公司独山子石化分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

限公司大庆石化分公司、天津渤化化工发展有限公司、江苏

利士德化工有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天津大沽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利华益利津炼化有限公司、安徽昊源化工

集团有限公司、安徽嘉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青岛海湾化

学股份有限公司、万华化学集团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提交了中

国大陆生产者调查问卷答卷。经审查，将上海赛科石油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等 5家关联企业排除在本案中国大陆产业之外

后，调查问卷答卷显示，答卷企业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2021 年和 2022 年的产量占中国大陆同类产品总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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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在 49%-58%之间，根据《反倾销条例》第十一条的规定，

调查机关认定在本次期终复审调查期内，上述答卷企业的产

量占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总产量的主要部分，构成了本次

反倾销期终复审调查的中国大陆产业，其数据可以代表中国

大陆产业情况。本裁决所依据的中国大陆产业数据，除特别

说明外，均来自以上特定的中国大陆生产者。 

六、损害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五十一条的规定，调查机关对如

果终止原反倾销措施，中国大陆产业损害继续或再度发生的

可能性进行了审查。 

（一）中国大陆产业状况。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七条和第八条规定，调查机关对

损害调查期内中国大陆苯乙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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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观消费量。 

2018年至2022年，中国大陆苯乙烯的表观消费量分别为

1081万吨、1179万吨、1260万吨、1346万吨和1358万吨。其

中2019年比2018年上升9.07%,2020年比2019年上升6.87%，

2021年比2020年上升6.83%，2022年比2021年上升0.89%。损

害调查期内，中国大陆苯乙烯的表观消费量呈上升趋势。

2022年比2018年增长了25.62%。 

2.产能。 

2018 年至 2022 年，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的产能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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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315.33 万吨、334.50 万吨、458.50 万吨、493.50 万吨和

653.00 万吨。2019 年比 2018 年上升 6.08%，2020年比 2019

年上升 37.07%，2021年比 2020年上升 7.63%，2022年比 2021

年上升 32.32%。损害调查期内，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的产

能呈上升趋势。2022 年比 2018 年增长了 107.30%。  

3.产量。 

2018年至2022年，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的产量分别为

306.58万吨、327.40万吨、427.13万吨、474.51万吨和560.40

万吨。2019年比2018年上升6.79%，2020年比2019年上升

30.46%，2021年比2020年上升11.09%，2022年比2021年上升

18.10%。损害调查期内，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的产量呈上

升趋势。2022年比2018年增长了82.79%。  

4.销售量。 

2018 年至 2022 年，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销售量分别

为 183.22 万吨、200.95 万吨、296.20 万吨、325.70 万吨和

417.98 万吨。2019 年比 2018 年上升 9.68%，2020年比 2019

年上升 47.40%，2021年比 2020年上升 9.96%，2022年比 2021

年上升 28.33%。损害调查期内，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的销

售量呈上升趋势。2022 年比 2018 年增长了 128.13%。  

5.市场份额。 

2018 年至 2022 年，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占中国大陆

苯乙烯市场的份额分别为 28.51%、28.12%、34.97%、35.35%

和 42.79%。2019 年比 2018 年下降 0.39 个百分点，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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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2019 年上升 6.85 个百分点，2021 年比 2020 年上升 0.38

个百分点，2022 年比 2021 年上升 7.44 个百分点。损害调查

期内，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占中国大陆苯乙烯市场的份额

总体呈上升趋势，2022 年比 2018年增长了 14.28个百分点。  

6.销售收入。 

2018 年至 2022 年，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销售收入分

别为 165.33 亿元、142.99 亿元、154.25 亿元、252.69 亿元

和 334.54 亿元，其中 2019 年比 2018 年下降 13.51％，2020

年比 2019 年上升 7.87％，2021年比 2020 年上升 63.82％，

2022 年比 2021 年上升 32.39％。损害调查期内，中国大陆

产业同类产品销售收入总体呈上升趋势，2022 年比 2018 年

增长了 102.35％。  

7.销售价格。 

2018年至2022年，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加权平均销售

价格分别为9023.94元/吨、7115.57元/吨、5207.58元/吨、

7758.47元/吨和8003.66元/吨，其中2019年比2018年下降

21.15％，2020年比2019年下降26.81％，2021年比2020年上

升48.98％，2022年比2021年上升3.16％。损害调查期内，

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加权平均销售价格总体呈下降趋势，

2022年比2018年下降了11.31％。 

8.税前利润。 

2018年至2022年，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的税前利润分

别为15.44亿元、6.93亿元、1.61亿元、23.15亿元和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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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7亿元。其中2019年比2018年下降55.12％，2020年比

2019年下降76.77％，2021年比2020年上升1337.89％，2022

年出现亏损，比2021年下降227.30％。损害调查期内，中国

大陆产业同类产品的税前利润总体呈波动下降状态，调查期

后期由盈利转为亏损。 

9.投资收益率。 

2018年至2022年，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投资收益率分

别为9.89%、4.26%、0.54%、6.39％和－7.01％；其中2019

年比2018年下降5.63个百分点，2020年比2019年下降3.72个

百分点，2021年比2020年上升5.85个百分点，2022年转为负

值。损害调查期内，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投资收益率呈波

动下降态势，调查期后期投资收益率由正值转为负值。 

10.开工率。 

2018 年至 2022 年，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的开工率分

别为 97.22%、97.88%、93.16%、96.15%和 85.82％。其中 2019

年比 2018年上升 0.66个百分点，2020年比 2019年下降 4.72

个百分点，2021 年比 2020 年上升 2.99 个百分点，2022 年

比 2021 年下降 10.33 个百分点。损害调查期内，中国大陆

产业同类产品开工率呈波动下降态势。2022 年比 2018 年下

降 11.40 个百分点。 

11.就业人数。 

2018年至2022年，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就业人数分别

为1154人、1207人、1304人、1566人和1919人。其中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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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2018年增加4.59％，2020年比2019年上升8.04％，2021年

比2020年上升20.09％，2022年比2021年上升22.54％。损害

调查期内，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就业人数呈增加趋势，

2022年比2018年增加66.29％。 

12.劳动生产率。 

2018年至2022年，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劳动生产率分

别为2656.68吨/年/人、2713.66吨/年/人、3276.78吨/年/

人、3031.07吨/年/人和2919.62吨/年/人。其中2019年比

2018年上升2.14％，2020年比2019年上升20.75％，2021年

比2020年下降7.50％，2022年比2021年下降3.68％。损害调

查期内，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的劳动生产率呈现总体上升

趋势，2022年比2018年上升9.90％。 

13.人均工资。 

2018年至2022年，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就业人员平均

工资分别为12.46万元/人、14.21万元/人、14.76万元/人、

15.52万元/人和16.35万元/人，其中2019年比2018年上升

14.05％，2020年比2019年上升3.87％，2021年比2020年上

升5.15％，2022年比2021年上升5.35％。损害调查期内，中

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的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呈上升趋势，2022

年比2018年上升31.22％。 

14.期末库存。 

2018年至2022年，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期末库存分别

为5.74万吨、4.85万吨、4.78万吨、10.64万吨和16.19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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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2019年比2018年下降15.51％，2020年比2019年下降

1.44％，2021年比2020年上升122.59％，2022年比2021年上

升52.16％。损害调查期内，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的期末

库存总体呈上升趋势，2022年比2018年上升182.06％。 

15.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2018年至2022年，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经营活动现金

净流量分别为11.88亿元、1.33亿元、2.19亿元 、18.03亿

元和-14.81亿元。其中2019年比2018年下降88.80％，2020

年比2019年上升64.66％，2021年比2020年上升723.29％，

2022年比2021年下降182.14％。损害调查期内，中国大陆产

业同类产品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先为净流入，后转为净流

出，总体来看，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不稳定。 

16.投融资能力。 

调查期内，没有证据显示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投融资

能力受到被调查产品进口的影响。 

调查机关对中国大陆苯乙烯产业有关经济因素和指标

进行了调查。相关数据及证据材料表明，反倾销措施实施期

间，中国大陆产业获得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是并不稳

定，而且在调查期后期呈现恶化趋势。损害调查期内，在中

国大陆苯乙烯市场需求旺盛，表观消费量持续上升的情况

下，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产能和产量有所增长，在实施反

倾销措施的情况下，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销售数量增长，

市场份额和销售收入总体呈增长趋势，就业人数、人均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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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劳动生产率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中国大陆苯乙烯产业发

展呈现一定恢复和发展，但与此同时，损害调查期内，中国

大陆苯乙烯产业同类产品的销售价格出现与被调查进口产

品价格相同趋势的下降，税前利润、投资收益率、现金流量

净额和开工率等指标呈现总体下降或恶化趋势，期末库存出

现明显增长，而且税前利润 2022 年出现亏损，投资收益率

相应转为负数，这表明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经营状况出现

恶化趋势。 

综合考虑影响产业状况的所有有关经济因素和指标，调

查机关认定，损害调查期内，中国大陆苯乙烯产业处于较为

脆弱的状态，抗风险能力较弱，容易受到进口产品等相关因

素的冲击和影响。 

（二）被调查产品对中国大陆产业的可能影响。 

调查机关在商务部 2018 年第 43 号公告中认定，原产于

韩国、台湾地区和美国的进口苯乙烯之间，以及其与中国大

陆产业生产的同类产品之间竞争条件基本相同。 

在本次复审调查中，韩华道达尔株式会社在其提交的

《苯乙烯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产业损害抗辩书》中提出，复

审调查期内，美国、台湾地区产品和韩国产品在中国大陆市

场的竞争条件完全不同，韩国生产商均为一体化生产商，而

在美国、台湾地区生产商中，仅有一家一体化生产商，且美

国由于其独特的乙烯生产方法而在其原材料上享有优势，同

时，韩国产品的进口量大幅下降，韩国产品不应当与美国、



 31 

台湾地区产品进行累积评估。 

申请人在其提交的《苯乙烯反倾销期终复审案申请人对

韩华道达尔抗辩意见的评论意见》中提出，本次日落复审案

中,没有证据表明相比原审期间，被调查产品之间的替代性、

竞争性以及竞争条件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且生产经营模式

是否一体化不能决定最终产品之间的竞争性不同，韩国被调

查产品进入中国大陆市场，必然会对市场产生影响，与中国

大陆同类产品之间存在竞争关系，韩华道达尔关于韩国进口

被调查产品不应参与累积评估的主张不能成立。 

调查机关对韩华道达尔株式会社的主张以及申请人的

主张及证据进行了审查。调查机关认为：第一，调查机关在

2018 年第 43 号公告中认定，来自韩国、台湾地区和美国的

进口苯乙烯产品与中国大陆产业生产的同类产品在物理化

学特性、生产工艺流程、产品用途等方面基本相同，销售范

围和区域基本相同，进口被调查产品之间以及进口被调查产

品与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之间具有可替代性，存在相互竞

争关系，未有证据显示，在复审调查期内上述竞争条件发生

了实质性变化。第二，无论是一体化生产企业还是非一体化

生产企业，虽然两者的生产工艺或生产流程有所差别，不同

生产工艺或生产流程所使用的原材料也存在不同，但生产出

的苯乙烯产品在物理和化学特性、产品用途和主要技术指标

方面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区别，且产品质量相当，可以互相替

代使用。第三，来自韩国、台湾地区和美国的进口被调查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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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以及中国大陆生产的苯乙烯产品均通过直接销售、代理销

售等方式在中国大陆市场销售，各生产商或销售商均根据中

国大陆市场状况或条件，与客户协商确定销售价格，中国大

陆下游企业可以自由采购和使用韩国、台湾地区和美国的苯

乙烯产品，来自韩国、台湾地区和美国的进口被调查产品以

及中国大陆生产的苯乙烯产品在中国大陆市场存在竞争关

系，来自韩国的进口被调查产品进口数量的变化并不能证明

其在中国大陆市场不存在竞争。 

因此，调查机关将合并考虑原产于韩国、台湾地区和美

国的进口苯乙烯对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的损害继续或再

度发生的可能性。 

1.被调查产品进口数量大量增加的可能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数据和申请人提交的证

据材料，2018 年至 2022 年，中国大陆自韩国、台湾地区和

美国进口被调查产品的数量分别为 86.65 万吨、58.83 万吨、

54.43 万吨、33.94 万吨和 19.86 万吨，2019 比 2018 年下降

32.11%,2020 年比 2019 年下降 7.48%，2021 年比 2020 年下

降 37.64%，2022年比 2021 年下降 41.49%。 

进口被调查产品占中国大陆市场份额分别为8.02%、

4.99%、4.32%、2.52%和1.46%，2019年比2018年下降3.03个

百分点，2020年比2019年下降0.67个百分点，2021年比2020

年下降1.80个百分点，2022年比2021年下降1.06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2018年至2022年，反倾销措施实施以后，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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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进口产品的数量和市场份额下降趋势，表明韩国、台湾

地区和美国的生产商或出口商以倾销方式向中国大陆大量

出口苯乙烯的行为在损害调查期内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韩

国、台湾地区和美国仍具有较大的苯乙烯闲置产能和可供出

口产能，而且可供出口产能占总产能的比重较高。2018年至

2022年，韩国、台湾地区和美国的苯乙烯合计产能分别为

1028万吨、1028万吨、1028万吨、1029万吨和1029万吨，合

计产量分别为941万吨、940万吨、899万吨、882万吨和779

万吨；合计闲置产能分别为87万吨、88万吨、129万吨、147

万吨和250万吨；合计闲置产能占合计总产能的比例分别为

8.46%、8.56%、12.55%、14.29%和24.30%。同期，韩国、台

湾地区和美国苯乙烯的合计需求量分别为747万吨、725万

吨、700万吨、737万吨和669万吨，可供出口产能分别为281

万吨、303万吨、328万吨、292万吨和360万吨，可供出口产

能占其总产能的比例分别为27.33%、29.47%、31.91%、28.38%

和34.99%。上述数据显示，韩国、台湾地区和美国的苯乙烯

闲置产能较大，且呈持续快速增长的趋势，闲置产能占其总

产能的比例呈持续快速增长趋势，同时由于韩国、台湾地区

和美国的市场需求量不足，可供出口产能较大，且总体呈增

长趋势，可供出口产能占其总产能的比例较高，其可供出口

产能必须依赖全球市场，被调查产品对全球市场依赖性较

强，具有较强的扩大出口能力。 

2018 年至 2022 年中国大陆苯乙烯需求量占全球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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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比重分别为 38％、39％、42％、42％和 44％,由此可见

中国大陆仍然是全球重要的苯乙烯消费市场之一，除中国大

陆外，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苯乙烯市场需求由 2016 年的

1796 万吨减少至 2022 年的 1720万吨，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

需求呈现萎缩趋势的情况下，中国大陆苯乙烯市场需求仍呈

持续增长趋势，对韩国、台湾地区和美国的苯乙烯生产商和

出口商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是其重要的目标市场。损害调查

期内，在采取反倾销措施的情况下，韩国、台湾地区和美国

的苯乙烯生产商和出口商仍在向中国大陆市场出口，在

2018-2022 年期间，被调查产品进口数量占中国大陆总进口

数量的比重在 17%-30%之间。可以合理预见，如果取消反倾

销措施，被调查产品进口数量可能大量增加。 

前述倾销调查结果表明，原产于韩国、台湾地区和美国

的进口被调查产品对中国大陆市场的倾销很可能继续或再

度发生。因此，终止反倾销措施很可能导致被调查进口数量

大量增加。 

韩华道达尔株式会社在其提交的《苯乙烯反倾销措施期

终复审产业损害抗辩书》和《苯乙烯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产

业损害抗辩书补充材料》中提出，根据油价资讯服务公司（以

下简称 OPIS）的信息，韩国 LG 化学和 SK 全球化学已关闭其

苯乙烯产能，韩国国内苯乙烯产能已大幅减少，反倾销措施

终止后，韩国被调查产品进口量不可能增长至显著水平。 

申请人在其提交的《苯乙烯反倾销期终复审案申请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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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华道达尔抗辩意见的评论意见》中主张，韩国 LG 化学停

产并不能排除日后重启并恢复生产的可能性，韩华道达尔提

供的产能数据与原审案件提交的数据存在矛盾，不应予以采

纳。 

调查机关认为，第一，韩华道达尔在《苯乙烯反倾销措

施期终复审产业损害抗辩书》提供的韩国产能数据来自于

OPIS，该产能数据与其提交的《苯乙烯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

中国大陆以外生产商调查问卷答卷》中的产能数据不一致，

主要差异在于 OPIS 的产能数据不包括韩国 LG 化学和 SK 全

球化学已经关闭的苯乙烯生产装置的产能。调查机关认为，

韩国 LG 化学和 SK 全球化学虽然关闭了苯乙烯生产装置，但

没有证据显示其生产装置不再具备生产苯乙烯的能力，在市

场好转的情况下，其生产装置仍可能再度投入使用，该装置

产能在关闭情况下为闲置产能，仍应计入韩国苯乙烯总产

能。第二，如前所述，调查机关认定，对原产于韩国、台湾

地区和美国的进口被调查产品的影响进行合并考虑是适当

的。调查机关将综合考虑原产于韩国、台湾地区和美国的进

口苯乙烯对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的损害继续或再度发生

的可能性，不单独对来自韩国的进口被调查产品对中国大陆

产业造成的影响进行评估。 

综上，调查机关认为，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韩

国、台湾地区和美国的被调查产品对中国大陆的出口数量可

能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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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被调查产品对中国大陆同类产品价格可能造成的影

响。 

调查机关在 2018 年第 43 号公告中认定，原产于韩国、

台湾地区和美国的进口被调查产品价格对中国大陆同类产

品的销售价格产生了价格削减和压低作用。 

在本次复审调查中，申请人主张，被调查产品与中国大

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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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苯乙烯市场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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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调查产品很可能继续或再度以倾销的价格大量涌入

中国大陆市场，其进口价格很可能大幅下滑，中国大陆产业

同类产品的价格很可能受到被调查产品的价格削减、压低和

价格抑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数据，2018年至2022年，

进口被调查产品加权平均含关税价格分别为8976元/吨、

6913元/吨、4977元/吨、7438元/吨和8233元/吨。其中2019

年比2018年下降22.98%，2020年比2019年下降28.00%，2021

年比2010年上升49.45%，2022年比2021年上升10.69%。损害

调查期内，进口被调查产品价格总体呈下降趋势，2022年比

2018年下降了8.28%。 

2018年至2022年，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销售价格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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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9024元/吨、7116元/吨、5208元/吨、7758元/吨和8004元

/吨。其中2019年比2018年下降21.15％，2020年比2019年下

降26.81％，2021年比2020年上升48.98％，2022年比2021年

上升3.16％。损害调查期内，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销售价

格总体呈下降趋势，2022年比2018年下降了11.31％。 

调查机关认为，现有证据表明，损害调查期内进口被调

查产品价格与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价格的变化趋势完全

同步，变化幅度基本一致，反映出价格联动性。中国大陆苯

乙烯市场属于充分竞争的市场，进口被调查产品与中国大陆

产业同类产品之间无实质差别，价格是在中国大陆市场竞争

的主要手段之一，价格因素是进口被调查产品与中国大陆产

业同类产品争夺市场份额的主要手段。如前所述，如终止反

倾销措施，原产于韩国、台湾地区和美国的进口苯乙烯对中

国大陆的倾销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在实施反倾销措施的情

况下，被调查产品仍然继续向中国大陆市场出口，其进口数

量占中国大陆总进口量的 30％左右，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

韩国、台湾地区和美国的生产商为消化其可供出口产能，抢

占中国大陆市场份额，可能继续或再度采用倾销手段向中国

大陆大量出口被调查产品。原产于韩国、台湾地区和美国的

被调查产品很可能仍将会对中国大陆同类产品的价格产生

明显不利影响。 

综上，调查机关认为，损害调查期内，中国大陆产业在

实施反倾销措施的情况下获得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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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生产经营不稳定、抗风险能力弱的状态，仍然容易受到进

口被调查产品的冲击和影响。如果取消反倾销措施，进口被

调查产品数量很可能将大量增加，进口被调查产品很可能继

续或再度倾销，对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价格造成不利影

响，导致中国大陆产业盈利能力和财务状况恶化，中国大陆

产业遭受的损害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    

（四）利害关系方评论。 

韩华道达尔株式会社在其提交的《苯乙烯反倾销措施期

终复审产业损害抗辩书》中提出：第一，损害调查期内，被

调查产品的韩国进口量与市场份额均显著下降，韩国进口价

格下跌是由生产成本的变动导致的，就数量与价格而言，在

损害调查期内，韩国进口被调查产品并没有对中国大陆产业

造成任何损害。第二，损害调查期内，中国大陆产业并非处

于脆弱状态，产能、产量持续扩张，中国大陆产业的市场份

额持续提升，并在损害调查期的绝大部分时间内保持较强的

盈利能力。第三，中国大陆市场中苯乙烯产品供应过剩已经

导致其市场价格处于较低水平，进而导致中国大陆市场不如

其他出口目标市场具有吸引力，倾销措施终止后，韩国被调

查产品进口量仍不可能增长至显著水平。第四，继续实施反

倾销税是不符合公共利益的。 

申请人在其提交的《苯乙烯反倾销期终复审案申请人对

韩华道达尔抗辩意见的评论意见》中主张：第一，复审调查

期内,韩国被调查产品进口数量和市场份额呈下降趋势，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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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产业经营状况获得一定恢复和发展，是反倾销措施效果

的体现,不构成终止措施后损害继续或再度发生可能性不存

在的理由。第二，在采取反倾销措施的情况下，中国大陆产

业获得恢复性的发展是十分正常的，尽管中国大陆产业获得

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但生产经营状况仍然不稳定且较为脆

弱。在中国大陆产业对进口产品的数量和价格比较敏感的情

况下，一旦终止反倾销措施，被调查产品的进口量大量增加、

价格大幅下滑很可能继续或再度对中国大陆产业造成实质

性损害。第三，在全球出口市场大幅萎缩且规模有限的背景

之下，中国大陆市场未来对苯乙烯的需求将大幅增加，仍然

对韩国苯乙烯厂商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

被调查产品的进口数量增长是可以预期的，其数量和价格的

变化将对中国大陆市场、中国大陆产业产生不利影响。第四，

中国大陆苯乙烯产业完全能够满足下游市场需求的进一步

增长,继续实施反倾销措施不会对中国大陆苯乙烯的市场供

应造成不利影响，不会对下游产业造成实质性的不利影响。 

调查机关对韩华道达尔株式会社以及申请人的主张及

证据进行了审查。调查机关认为： 

第一，关于损害调查期内韩国被调查产品进口数量和市

场份额下降以及价格下跌，没有对中国大陆产业造成任何损

害的主张。首先，如前所述，调查机关认定，对原产于韩国、

台湾地区和美国的进口被调查产品的影响进行合并考虑是

适当的。调查机关将综合考虑原产于韩国、台湾地区和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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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口苯乙烯对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的损害继续或再度

发生的可能性，不单独对来自韩国的进口被调查产品对中国

大陆产业造成的影响进行评估。其次，本次复审主要考察如

果取消反倾销措施，倾销和损害是否会继续或再度发生，反

倾销措施实施期间，进口被调查产品的数量虽呈现下降趋

势，但价格并未出现明显回升，反而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且

进口被调查产品价格与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价格的变化

趋势完全同步，变化幅度基本一致，反映出价格联动性。如

果终止反倾销措施，韩国、台湾地区和美国的生产商、出口

商为消化其可供出口产能，抢占中国大陆市场份额，可能继

续或再度采用倾销手段向中国大陆大量出口被调查产品，原

产于韩国、台湾地区和美国的被调查产品很可能仍将会对中

国大陆同类产品的价格产生明显不利影响。综上，调查机关

认定韩华道达尔株式会社的上述主张不成立。 

第二，关于措施已经有效，中国大陆产业取得积极发展

的主张。损害调查期内，在中国大陆苯乙烯市场需求旺盛，

表观消费量持续上升的情况下，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产能

和产量有所增长，在实施反倾销措施的情况下，中国大陆产

业同类产品销售数量增长，市场份额和销售收入总体呈增长

趋势，就业人数、人均工资和劳动生产率都有不同程度的增

长，中国大陆苯乙烯产业发展呈现一定积极状态，但与此同

时，中国大陆苯乙烯产业同类产品的销售价格、税前利润、

投资收益率、现金流量净额和开工率等指标呈现总体下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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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化趋势，而且税前利润 2022 年出现亏损，投资收益率相

应转为负数，这表明中国大陆产业处于较为脆弱的状态，抗

风险能力较弱，容易受到进口产品等相关因素的冲击和影

响。因此，调查机关认为中国大陆产业发展呈现一定积极状

态，与中国大陆产业遭受的实质损害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的

结论并不矛盾。 

第三，关于中国大陆产业产能过剩导致市场价格水平

低，中国大陆市场不具有吸引力等有关情况的主张。调查机

关认为，首先，中国大陆苯乙烯市场价格水平低并不代表中

国大陆市场不具有吸引力，现有证据表明，中国大陆是全球

最大的苯乙烯消费市场，损害调查期内中国大陆苯乙烯市场

需求持续大幅增长，由 2018 年的 1081 万吨增长至 2022 年

的 1358 万吨，大幅增长了 26%，占全球苯乙烯需求量的比重

亦由 37%增长至 44%。与此同时，除中国大陆外，全球其他

国家和地区的苯乙烯市场需求则由 2016年的 1796万吨减少

至 2022 年的 1720 万吨，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需求呈现萎缩

趋势的情况下，中国大陆苯乙烯市场需求仍呈持续增长趋

势，且近期中国大陆市场苯乙烯价格走势已逐步高于全球市

场价格。对韩国、台湾地区和美国的苯乙烯生产商和出口商

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是其重要的目标市场，被调查国家和地

区存在对中国大陆低价出口的能力和内在动因。其次，相关

证据显示，韩国苯乙烯市场需求不足，闲置产能和可供出口

产能较大，对全球市场依赖性较强，在全球市场需求萎缩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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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有限、中国大陆苯乙烯市场需求仍持续增长的背景之

下，中国大陆市场仍然对韩国苯乙烯厂商具有较大的吸引

力，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其可以随时释放产能，并可能继

续或再度通过倾销来获得中国大陆市场。综上，调查机关认

为韩华道达尔株式会社的上述主张不成立。 

第四，关于其他主张。首先，调查机关注意到，韩华道

达尔株式会社在其评论意见中提出关于继续征收反倾销税

不符合公共利益的主张，但未提交相关证据材料证明其主

张。其次，没有证据显示对原产于韩国、台湾地区和美国的

进口苯乙烯实施反倾销措施不符合公共利益，调查机关认为

韩华道达尔株式会社的上述主张不成立。 

 

附表：苯乙烯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案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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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苯乙烯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案数据表 

项    目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总产量（万吨） 600 670 792  933  964 

变化率 - 11.67% 18.21% 17.80% 3.32% 

表观消费量（万吨） 1081  1179 1260  1346  1358  

变化率 - 9.07% 6.87% 6.83% 0.89% 

被调查产品进口数量(万吨） 86.65  58.83  54.43  33.94  19.86  

变化率 - -32.11% -7.48% -37.64% -41.49% 

被调查产品进口价格（美元/吨） 1,333  984  709  1,132  1,201  

变化率 - -26.18% -27.95% 59.66% 6.10% 

被调查产品人民币价格（元／吨） 8976 6913 4977 7438 8233 

变化率  -22.98% -28.00% 49.45% 10.69% 

被调查产品市场份额 8.02% 4.99% 4.32% 2.52% 1.46% 

百分点 - -3.03 -0.67 -1.80 -1.06 

产量（万吨） 306.58  327.40  427.13  474.51  560.40  

变化率 - 6.79% 30.46% 11.09% 18.10% 

产能（万吨） 315.33  334.50  458.50  493.50  653.00  

变化率 - 6.08% 37.07% 7.63% 32.32% 

开工率（％） 97.22% 97.88% 93.16% 96.15% 85.82% 

百分点 - 0.66 -4.72 2.99 -10.33 

销售数量（万吨） 183.22  200.95  296.20  325.70  417.98  

变化率 - 9.68% 47.40% 9.96% 28.33% 

市场份额（％） 28.51% 28.12% 34.97% 35.35% 42.79% 

百分点 - -0.39 6.85 0.38 7.44 

销售收入（亿元） 165.33 142.99 154.25 252.69 334.54  

变化率 - -13.51% 7.87% 63.82% 32.39% 

期末库存（万吨） 5.74  4.85  4.78  10.64  16.19  

变化率 - -15.51% -1.44% 122.59% 52.16% 

销售价格(元／吨） 9,024  7,116  5,208  7,758  8,004  

变化率 - -21.15% -26.81% 48.98% 3.16% 

税前利润（亿元） 15.44 6.93 1.61  23.15 亏损 29.47 

变化率 - -55.12% -76.77% 1337.89% - 

投资收益率（％） 9.89% 4.26% 0.54% 6.39% -7.01% 

百分点 - -5.63 -3.72 5.85 - 

现金流量净额（亿元） 11.88 1.33  2.19 18.03 -14.81 

变化率 - -88.80% 64.66% 723.29% - 

就业人数（人） 1,154  1,207  1,304  1,566  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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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率 - 4.59% 8.04% 20.09% 22.54% 

人均工资（万元/年/人） 12.46  14.21  14.76  15.52  16.35  

变化率 - 14.05% 3.87% 5.15% 5.35% 

劳动生产率（吨/年/人） 2,656.68  2,713.66  3,276.78  3,031.07  2,919.62  

变化率 - 2.14% 20.75% -7.50% -3.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