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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 对 日 本遭 受美 国频 繁反倾 销调 查 的 背景 和 日 本 的应 对 策略进

行历史 回顾
， 利 用 泊松和 负 二项模型对 影 响 日 本遭 受美 国反 倾销 的 宏观 经 济

因素进行计量分析 ， 得 出 的 回 归 结果符合 经济 学 的预 期 ， 为 制 定反 倾销 政 策

提供 了 方 向 和支持 。 日 本 的 应 对策略 可 以 归 结 为 贸 易 平衡 战 略 、 对外 直接投

资 战 略 、 巧妙利 用 日 元 升值 、 提高创 新能 力 和预 警战 略 等 。 通过对 比 分析 发

现 中 曰 两 国 在遭受美 国反倾销 方面有 许 多 相似 之处 ，
日 本 应对美 国反倾销 的

经验对 中国 具有借鉴 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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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世纪 年代末期至 年代初期 ，
日 本频繁遭受美国的反倾销调查 ，

一度成为美国进行反倾销调查的头号 目标国家 。 年代以来 ， 中 国取代 日本

成为美国对外实施反倾销调查的头号对象 。 中 国遭遇美国反倾销 的状况与 日

本惊人地相似 ，
而且由于意识形态 、 打压潜在战略对手等非经济因素的存在 ，

美国对中国 出手更狠 ， 实施反倾销 的频率更髙 。 昔 日 的 日 本通过
一

系列措施 ，

如出 口地区多元化 、 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等方式 ， 逐步减少同美国 的贸易摩擦 ，

有效地规避了美国 的反倾销调查 。

通过文献梳理可知 ， 虽然研究 日 美贸 易摩擦 的成果很多 ， 但研究 日 本

应对美国反倾销的成果特别是专 门针对 日本遭受美 国反倾销调查进行定量 、

定性综合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见 。 本文试图对影响 日 本遭受美国反倾销 的宏

观 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
并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其应对策略以及中 日两国遭

受美国反倾销调査的异同点 ，
以资对中国应对美国反倾销调查有所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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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的历史回顾

何谓
“

倾销
”

？ 何谓
“

反倾销
”

？ 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规定
，

一国的

出 口商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进人另一国市场 ， 如果因此对成员 国领土 内

巳经建立的某个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或产生实质性威胁 ， 或者对某国产业的

新建形成实质性阻碍 ， 则构成
“

倾销
”

。 成员 国为了抵制这种倾销对本国产业

的损害或者威胁 ， 对来 自该企业或者该国的产品征收一定额度但不超过倾销

差额的进口 附加税来达到抵消倾销压力的 目 的 ， 这便是
“

反倾销
”

。

反倾销制度原本应是自 由 贸易规则下对加入关贸总协定 世贸组织的成员

国合法权益的
一

种保护措施 ， 当然也是对加害国的一种惩罚措施 。 然而 ， 事

与愿违 ， 长期以来反倾销常常被滥用
，

已成为关贸总协定 世贸组织框架下 自

由公平贸昜体系的主要障碍。 更确切地说 ， 反倾销是一种被巧妙设计的保护主

义形式 。 美国对 日本和中 国频繁展开的反倾销调查 ， 就具有非常鲜明的贸易

保护主义色彩 。 正如美国学者所说 ， 反倾销是美国寻求贸易保护的
一种高明

手段 ，
偏离了利用反倾销寻求公平贸易 的初衷 。

世纪 年代中期以后 ，
日本对美贸易顺差不断增加 。 但是 ，

由于 当时

美国的经济发展势头强劲 ， 所以虽面临来 自 日本经济的 巨大竞争压力 ，
美国

也较少采用反倾销等非关税壁垒来保护本国的产业 。 即便对 日本产 品发起反

倾销调查 ，
数量也十分有限 。

年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 ， 美 国经济严重衰退 ， 贸易逆差快速

增长 。 这使得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 ， 开始增设各种贸易壁垒来保护

本国的产业 。 反倾销手段由 于本身的便捷性 、 针对性和髙效性等特点
，

成为

进 口 国实施贸易保护的重要手段 。 特别是在 年关贸总协定第七轮 （东京

回合 ） 谈判后
，

工业化国家的平均关税税率水平下降到 。 在此背景

下
，
各工业化国家纷纷使用反倾销手段来填补利用关税保护本国产业和本国

市场的空缺 ， 致使 年后世界各国发起反倾销调査案件数 目 呈现出爆炸式

的增长 。 而 日本随着经济实力的逐渐增强 ， 产品的 国际竞争力逐渐提高 ， 在

① ：

，

② 参见王林生 、 张汉林 ： 《反倾销热点剖析》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年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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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年代中后期对美 国进行了
“

疾风骤雨
”

式的 出 口 。 日 本的机电产

品
、 半导体和信息产品等资本密集型产 品对美国市场形成重大冲击 ， 日美贸

易摩擦 由个别产业发展为全方位的综合冲突 。

由 图 可 以看出 ，
日 本对美出 口在美国进 口总额中所 占 比重由 年的

上升到 年的 ， 几乎增长 了
一

倍 ， 年代后期也维持着

的高水平 。 特别是在美欧陷入经济
“

滞胀
”

时期 ，
日 本率先走出 经济衰

退 ， 实现了稳定增长 。 因此 ， 在 年代末期和整个 年代 ， 日 本对美 出 口

持续扩大 ， 变成了美 国 的最大经济威胁 ， 自然也就成为遭受美国反倾销调 査

的头号 国家 。

日对美出 口额 在美进口中所占百分比 （ 参照右轴 ）

百万美元

、

、

⋯

■

、

。年

图 日 本对美出 口额及其在美国进 口总额 中所 占 比重

资料来源
： 年 的数据来 源于 《 国际 贸 易 统计 年鉴 》 （

年的数据来源于美国普查局 （ 。

由 图 可以看出 ， 世纪 年代美国实施反倾销数 目 和 日 本遭受美国反

倾销数 目在美国实施反倾销总数中所占 的 比重均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 ， 各

个年份 日本遭受美 国反倾销调查数 目 在美 国进行反倾销调査总数中所 占 比重

均在 以上 ， 最高达到 。 此后
，
日 本采取了

一

系列有效 的应对措施 ，

因此 年代这两个指标逐渐下降并且维持在
一个相对稳定 的水平 。 进人

世纪 ， 由于 日本经济长期衰退 ， 对美 国经济的竞争威胁相对变弱 ， 再加上 中

国经济的崛起 ，
美国开始将矛头转 向 中 国 ， 而对 日 反倾销调查呈现出 明 显的

下降趋势 。

① 参见戴龙 ： 《 日本应对国际贸易摩擦的经验和教训 及其对中 国的启 示》 ， 《 当代亚太》 年

第 期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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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日 反倾销数 目
⋯ ⋯⋯

对 日反倾销在美总反倾销数 目中所占比值 （
参照右轴 ）

起 °

「

年

— — — ■ — — —

图 美国对 日反倾销数 目及其在美国反倾销 总数 中所 占比重

资料来源
：

根据全球反倾销数据库公布 的数据制作 。

二 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影响 因素的实证分析

在 世纪 、 年代 ， 日 本缘何频繁遭受来 自美国的反倾销调查 ？ 其

原因无非是因 为彼时美国经济陷入衰退 ，
而不断上升的 日 本经济又咄咄逼人 ，

对美出 口迅速增加 ， 使美 国感到来 自 日 本的威胁越来越大 ，
因此不得不利用

反倾销手段进行反击 。 日 本遭受美 国反倾销调查的诱发因 素可 以从四个角度

考察 ： 美国的经济状况 、 日 本 的经济状况 、 日 美之间的经济关系 以及政治 因

素 。 虽然反倾销手段的频繁运用始于 世纪 年代中期 ，
但是从 年开

始全球反倾销数据库才有 了对反倾销调査较为完整 的统计 ， 因而本文采用

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 在实证分析中 ， 用 日 本遭受美

国反倾销调査立案数 目 （ 记作 作为 因变量 。 因 为这是典型的离散变量

作为因变量
，
在这种情况下应考虑采用泊松模型或者负二项模型 。

一

） 变量选取和模型预期

本文选取 美 国 的 经济增长率 （ 记为 和美 国 的失业率 （ 记 为

③ 为美国的经济状况的标记
；

选取 日 本对美国 的直接投资在美国经济

① 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 调査立案数 目 序列 为笔者根据全球反倾销数据库公布数据整理得出 。

②
“

美国经济增长率
”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库
（

。

③
“

美国失业率
”

数据来源于美国劳动统计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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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影响力 （记为 、 日本对美国的市场渗透率 （记为 来代表

日本的经济因素 ； 选取 日本对美 国贸 易顺差额的变动数据 （ 记为 、

日美之间的实际汇率变动率 （记为 表示 日 美之间 的经济关系 ； 所

选取的两 国间政治因素是反映美国选举是否会对 日 本遭受美国反倾销造成显

著影响的哑变量 （用 表示 ⑤
。

据此建立的模型为 ：

“

￥

模型中 自变量与 因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及其回归结果预期如下 ：

命题 当美 国 经济状况较好 时 ，
日 本遭 受美 国反倾销 调 查数 目 相对较

少 ；
反之

，
日 本遭受 美 国反倾销调查数 目 相对增加 。

当美国的经济状况较好时 ， 国 内对商品的需求较为旺盛 ， 经济繁荣 ， 同

时企业的年度利润也较大 ， 企业雇用员 工人数趋于增加
，
失业率降低 。 因此

来 自 民众的压力较小 ， 国 内相关企业的反倾销 申诉减少
， 政府发起反倾销调

查的动力不大 。 反之 ， 相关利益集团会游说国会保护相关产业的发展 。

命题 日 本遭受美国 反倾销 数 目 与 日 本对美市场渗透率存在正相 关关 系 。

日本对美国的市场渗透率是指 日本对美出 口额在美国进 口 总额中所占的 比

重。 日本对美国的市场渗透率越高 ， 意味着 日本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越大 ，

美国对 日本出 口 的制约能力越强 ， 实施反倾销制裁的能力也越强 ， 因此 日 本越

有可能遭受美国的反倾销调査 。 反之 ， 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査的可能性降低 。

命题 日 本遭受美 国反倾销调 查数 目 与 日 本对美 国 的直接投资在美 国 经

济 中 的 影响 力存在 负 相 关关 系 。

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规避贸易摩擦的重要作用 。 这是因为 ， 日 本对美国进

行直接投资 ， 可以将生产基地转移到美国
，
生产的产品直接在美国市场上与

①
“

日本对美国直接投资
”

数据中 ， 年的数据来源于 《 》 ，

年的数据来源于美国经济研究局 （ 。

②
“

日美之间货物进出 口额和美国的进出 口额
”

数据中 ， 年的数据来源 于 《国际贸

易统计年鉴》 （
， 年的数据来源于美国普査局 （

③
“

日美之间的进出 口额
”

数据中 ， 年 的数据来源于 《国际贸易 统计年鉴》 ，

年 的数据来源于美国普査局 ， 笔者根据相关数据得出
“

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额 数据 。

④
“

日美之间实际汇率
”

数据来源于美国农业部 （ 。

⑤ 即对选举年份赋值为 ， 非选举年份赋值为 而建立的哑变量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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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资本控制企业生产的产品进行竞争 ， 规避了反倾销诉讼 。 同时 ，
日本可

以通过
“

逆进 口
”

将在美国生产的产品 由在美国 的子公司 出 口 到 日 本市场 ，

加大了美国对 日本的 出 口额 ， 减少了 日 本对美贸易顺差 ， 降低了美国对 日 本

发起反倾销调查的积极性 。 伴随着 世纪 年代 日美贸易摩擦的加剧 ，
曰

本 的对外直接投资集中在美国 ， 这
一

比重直到 年代后期才逐渐降低 。

本文采用 日 本对美国直接投资在美国 国 内生产总值 （ 中所占 的比重衡

量日本对美国直接投资在美国经济中的影响力 。

命题 日 元 兑美元 汇率 贬值会增加 日 本遭 受美 国 反倾销调 查数 目 ； 反

之
，

日 元 升值会减少 日 本遭 受美国 反倾销 调查数 目 。

实际汇率的变化会引起进出 口商品价格的相对变动 ， 从而影响到两国之

间的进出 口 贸易 。
一般来说 ， 日元贬值会增强 日本企业的出 口竞争力 ， 对美

国 出 口增加 ， 自然容易引起美国对 日 反倾销调查 。 但从微观上讲 ，
汇率的变

动对反倾销调查数 目 的影响也具有不确定性。 这种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两个

方面 ： （ 从倾销价格来说 ，
日元升值时 ，

假设商品的美元价格不变 ，
则 以

日 元衡量的 出 口商品的出 口 价格会降低 。 这使得 国外机构在裁定 日 本是否存

在反倾销行为时会得出不利于 日 本的结论 。 （ 从倾销损害判定的角度看 ，

当 日元升值时 ，
以美元衡量的从 日 本进 口 商品的价格会相对上升 ， 进而减弱

该商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 使得进 口商品的数量减少 ，
市场 占有份额降低 ，

这就使得该商品的进 口 不满足造成实质性损害的条件 ， 从而降低了美国企业

对 日 本商品发起反倾销 申诉的可能性 。 日元升值后 ，
日 本

“

出 口 产品以美元

表示的价格到底如何变化在根本上取决于美元汇率传递效应的完全程度
”

。

命题 日 本对美 国 的 贸 易 顺差额 增加 时 ，
日 本遭 受美国 反倾销 调 查数 目

会增加 ；
反之 ，

日 本遭受 美国 反倾销 调查数 目会减少 。

贸易顺差是影响贸易摩擦的重要因素 。 日本对美贸易顺差表明 ： 在对美

国的进出 口贸易中 ，
日 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强 ， 处于有利的地位 ， 美国产品

的竞争力相对较弱 ， 处于不利地位 。 当 日 本对美国 的贸易顺差增加时 ， 美国

企业会通过反倾销起诉来保护本国 的产品和市场 ；
并且 ， 在面对贸易逆差时 ，

美国相关机构更加倾向于通过反倾销起诉解决问题 。 因此 ， 日本对美贸易顺

差额的增加 ， 会引起 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数 目 的增加 。 本文将 日 本对美

① 苏振东 、 严敏 《美国对华反倾销反补贴并用影响因素研究》 ， 《世界经济研究》 年第

期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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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贸易顺差额进行了一阶差分 ， 用以表明贸易顺差额的变化 。

命题 美 国在大选年时对 日 本发起 的反倾销调查数 目会增加 。

在换届选举时 ， 美国的政治利益集团为 了获取美国 民众的选票 ， 往往会

以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和降低本国 的失业率为借 口 实施贸易保护 。 而与美国 贸

易摩擦严重的国家往往会成为其政治利益的牺牲品 。

二
） 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用 进行回归 ， 综合考虑经济的
“

寸滞
”

影响 、 回归系数的符号

是否符合经济意义 、 变量是否显著 ， 并根据赤池准则 、 施瓦茨准则数值极小化

原则和似然比 （ 的极大化原则来选定模型 。 回归结果如表 。

根据泊松和负二项模型的回归结果可知 ，
回归各变量的符号与预期的符

号一致 ， 验证了笔者关于影响美国发起反倾销调查因素的理论分析 ；
回归结

果中各个变量至少通过了 的显著性检验 ， 采用稳健性方差的 回归模型各

表 泊松和负二项模型 回 归结果

因变量
：
日本灃受美国反倾销调査数 目 的期望值

自变量 预期符号 系数 值） 系数 值 ） 系数 值 ）
系数 值 ）

卜

⋯ ⋯ ⋯

—

—

⋯

常数项

注 ： （ 表示 的显著性水平 ； 表示 的显著性水平 ； 表示 的显著性水平 ；

“

系数
”

这列代表采用泊松德型的 回归结果 ； （

“

系数
”

这列代表采用稳健性方差的泊松模

型回归结果 ；

“

系数 这列代表负二项模型 的回归结果 ；

“

系数
”

这列代表采用稳健性方

差的负二项模型 回归结果 ；
通过四舍五人

，
回归系数和 统计值仅保留了小数点后四位 。

资料来源 ： 笔者根据计量回归结果整理得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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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大都通过了 的显著性检验 ，
说明这些因素是影响 日 本遭受美国反倾销

调查的要素 ； 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近似于 表明拟合较好 ；
采用泊松模

型和负二项模型的回归系数的符号相 同 ，
在 四位小数点 内系数大小一致 ，

说

明模型的稳健性较好 。

在泊松和负二项 回归模型中 ，
日 本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査数 目 的期望值作

为因变量是通过对数的形式给 出 的 ， 因此模型实质上是
一个线性对数模型 ，

其系数解释是 自变量变化
一

个单位引起因变量的变化 ，
以百分比计 。 笔者对

采用稳健性方差回归 的负二项模型的计量结果进行分析 （ 具体数据参见表

的最后一列 ） 后
，
得出如下结论 ：

美国 的宏观经济状况与 日 本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査数 目呈现 出十分显著

的负相关关系 ，
符合经济预期 。 美国经济增长率的系数是 这表明

美国经济增长率每下降一个百分点会使得 日 本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数 目 的数

学期望增加
； 美国失业率的系数是 这表明美国失业率每上

升
一

个百分点会使得 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査数 目 的数学期望增加 。

在 的显著性水平上 ，
日本对美国市场的渗透率与 日 本遭受美国反

倾销调査的数 目在统计上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 其回归 系数是 ，

表明 日本对美国市场的渗透率每增加
一

个百分点会使得 日 本遭受美 国反倾销

调查数 目 的数学期望增加 。 由此可见 ， 美国对本国市场和本国产业

的保护十分注重 。

日本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在美国经济中的影响力 与 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调

查数 目的数学期望有统计上十分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 这符合理论预期 。 其回归

系数是 ， 表明 日本对美直接投资在美国 中所占 比重每增加
一

个百

分点 ， 会使得 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査数 目 的数学期望减少 。 这表明 ，

通过直接投资将产品生产转移到国外是
一种规避贸易摩擦的重要手段 。

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额变动与 日 本遭受美 国反倾销调査数 目 的数学

期望呈现出十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 其回 归系数是 ， 这符合经济理

论 ， 表明 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额变动每增加
一

个百分点 ， 会使得 日本遭受

美国反倾销调查数 目的数学期望增加 。

日美之间实际汇率的变动与 日 本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数 目的数学期望

呈现出十分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 其回归系数是 ， 即 日元兑美元汇率贬

值幅度每增加一个百分点 ， 会使得 日 本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査数 目 的数学期望

增加 。 反之说明 ，
日元的合理升值会减少 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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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目
， 因为 日元的升值会降低 日 本出 口产品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力 。

在 的显著性水平之下 ， 美 国大选对 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数 目

的数学期望呈现出十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 其 回归系数为正 ， 表明与非大选

年度相比 ， 在美国的大选年度 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査的数 目会增加 。 这说

明反倾销 已经偏离维护贸易公平的初衷 ， 成为实施贸易保护和美国政治利益

集团获取利益的工具 。

三 日 本应对美国反倾销的策略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 ， 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査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 国

内经济衰退 、 日 本对美出 口 剧增和 日 本对美贸易顺差扩大等等 。 日 本在长时

间应对美国反倾销调查的过程中 ，
正是针对上述原因

“

对症下药
”

， 在刻意减

少对美出 口 和缩小对美贸易顺差方面做足了文章 ， 逐渐形成一整套由 政府 、

行业协会和企业构成的
“

三位
一

体
”

网络 ， 有效地应对了美国的反倾销调查 。

总体来看 ，
日本的应对策略可归结为贸易平衡战略 、 对外直接投资战略 、 巧

妙利用 日元升值 、 提高创新能力和预警战略五个方面 。

一

） 实施贸 易平衡战略应对反倾销摩擦

实行出 口市场多元化战略
，
以减轻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日本政府从 日本的整体利益出发 ， 制定多元化对外经贸战略。 战后以来 ，

美国一直是 日本的主要出 口市场 ， 这也是 日本频繁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的结构

性原因所在 。 为了扭转这一局面 ，
日 本从 世纪 年代起就主动加大了对东

南亚国家的出 口
，
接下来又逐渐强化了与

“

亚洲四小龙
”

的贸易联系 。 至于 中

日 贸易 ， 在中 国改革开放之前 ，
日本就通过官民并举的方式不断扩大与中 国的

贸易往来 ， 在改革开放之后 ， 对华贸易 占 日本对外贸易 的比重更是迅速上升 ，

年以后中 国巳成为 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与此相对 ， 年代以后 日美贸

易占 日本对外贸易的比重逐渐下降 ， 特别是 日 本对美出 口在 日本出 口总额中所

占的 比重下降幅度更大 ， 由 年的 下降到 年的 ， 虽然

在 年代曾反弹到 但进入 世纪后又转人下降趋势 ， 年下降至

。 可以说 ， 日本出 口严重依赖美国市场的局面得到根本性改变 。

① 公益財団法人矢野恒太記念会編集
『

数字 見 么 日 本乃 年 日 本国勢図会 長期統計版 』

改訂第 版 ）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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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的主要做法包括 ： 首先 ， 政府通过行政指导 、 事前审查等方式对 曰

本出 口 企业进行劝告和指示
，
使 日本企业服从政府的多元化经贸战略 ； 其次 ，

行业协会遵循政府的经贸 战略 ， 对不同地区 、 不同行业的 出 口 进行协调 ， 进

而对出 口 的 目标市场和 出 口产品的价格进行指导 ， 使得出 口 产品的价格和数

量控制在相对合理的范围之内 。 这不仅避免了 日 本国 内对同一市场大量出 口

而引起的贸易摩擦 ， 也避免了 因 出 口 恶性竞争导致 出 口 价格下降而引起的反

倾销摩擦 ， 而且还降低了 日 本对某一国市场的过度依赖 。

实行 自愿出 口 限制和推行进 口 自 由化 ， 以减少对美贸易顺差

正如上述实证分析所得出的结论 ， 日本对美贸易顺差的增加与美国对 曰

反倾销调査数 目成正相关关系 。 世纪 年代末以来 ，
日本保持长期贸易顺

差 ， 而且顺差主要来 自于对美贸易 ， 年代对美贸易顺差约 占 日 本贸易顺差

的 以上
， 其中有些年份 ， 例如 年 、 年对美贸易顺差甚至达到 日

本外贸顺差总额的 倍和 倍 。 毫无疑问 ， 日本对美贸易 的巨额顺差引

起美国的强烈不满 。 因此 ， 减少对美贸易顺差
，
就成为平复美国不满的当务

之急 。 减少对美贸易顺差的最有效手段 ，
就是减少对美出 口 ， 增加 自美进 口 。

在减少对美出 口 方面 ，
日 本的主要做法是实行 自愿出 口限制 ，

降低对美

国的市场渗透率。 所谓
“

自愿出 口 限制
”

， 指的是为了防止进 口 国实行其他形

式的贸易壁垒和贸易政策
，
出 口 国对本国 出 口产品实行的 出 口约束 。 自愿出

口 限制同配额的作用相似 ， 均是限制本国商品的出 口 。 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 ，

自愿出 口限制的执行方是出 口 国 ， 而配额的执行方是进口 国 。 世纪 年代

末以来 ，
日本为 了缓解同进 口 国 日趋严重的贸易摩擦 ， 同美国 、 欧盟等出 口

对象进行协商 ， 对本国 出 口产品进行 自愿出 口限制 。 日本同美国达成的 自愿

出 口限制协议主要有
“

对美纺织品出 口 自愿限制
”

、

“

对美钢铁产品出 口 自愿

限制
”

、

“

美彩电出 口 自愿限制
”

、

“

对美汽车出 口 自愿限制
”

和
“

对美半导

体出 口 自愿限制
”

等等。 为了缓解同国外的贸易摩擦 ， 自愿出 口 限制是 曰本

最常用的手段 ， 因此 日本也成为世界上实行 自愿出 口 限制数量最多的 国家 。

据统计 ， 日美贸易 的 被纳人了 日本 自愿出 口 限制的范围 。
②

在增加 自美进口方面 ， 日本的主要做法是推行进 口 自 由化政策 ， 具体来

说 ， 就是降低关税壁垒和取消
一

些非关税壁垒 ，
逐渐开放 日本国内市场 。 在

① 財務省 『貿易統計』 各年版 。

② 参见王厚双 、 邓晓馨 ： 《 日 本
“

三位一体联动
”

应对国际贸易摩擦 的经验与启示研究 》 ， 《东

北亚论坛 》 年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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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方面
，
日 本早在 世纪 年代其关税税率在发达国家中就已 处于最低

平 。 如 年 ， 日 本的关税税率为 ，
低于美 国 的关税税率 ；

年
，
日 本的关税税率为 ， 低于美国 的关税税率。 年代中期

以后
，
日本又多次降低或取消部分产品 的进 口 税 。 例如

，
年分别两次对

种进 口商品降低了 的关税 ， 年取消了 种低税进 口商品的进 口

关税 ， 年又降低了 种进 口商品的进 口税 。 在非关税壁垒方面 ， 日本逐

渐加大了对农产品的进口
， 如在 年逐渐取消了对柑橘和高级牛肉等产品的

进 口配额 。 此外 ，
日本在简化进 口检验程序方面也采取了

一

些实际措施 ，
如 日

本在 年对本国企业和外国企业实行
“

内外企业无差别
”

的原则 。

二
） 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规避反倾销摩擦

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规避反倾销的作用 ， 关于这
一

点在上述实证分析中 已

经得到证明
，
而且在经典经济理论和实际经济活动中也可 以得到证实 。 通过

对外直接投资 ， 日本企业可直接在国外市场进行产品 的生产和销售 ， 使得原

先在 日本本国市场生产并出 口 的产品被直接在美国投资生产的同类产品替代
，

这减少了 日本对美国 的产品 出 口 。 另
一方面 ， 日本将产品 的生产转移到美国

之后 ， 日本本国企业甚至会从美国进 口该种产品
， 使得 日本的进 口数量增加 。

对外直接投资会通过进出 口 的此消彼长来减少 日本对美国 的贸易顺差 ， 缓解

日 美之间的反倾销摩擦 。

日 本第一次对外直接投资高潮 出现在 年 ， 主要是向东南亚国

家转移一部分纺织产品的生产能力 ， 然后再将产品 出 口到美国 ， 通过这种迂

回出 口 战略减少 日本遭受美 国的反倾销调査 。 第二次直接投资高潮 出现在

年 ，
其中对美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家电和汽车行业 ， 主要 目 的就

是为减少美国对 日本彩电 、 汽车等行业的反倾销调査 。 第三次对外直接投资

高潮出现在 年 。 随着 世纪 年代 日 本的半导体 、 汽车等产品

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越来越强 ， 美国对这些行业发起反倾销调査 ， 迫使 日本加

强了这些领域的对外直接投资 。

世纪 年代以后
，
随着中 国成为美国的头号反倾销 目标国 ， 日 本对外

投资数额曾在
一

段时期呈现下降趋势 。 年出现的第四次对外直接

投资高潮和 年以后 出现的第五次对外直接投资髙潮的主要 目标转向对世

界市场的开拓方面 ， 防范反倾销摩擦的色彩越来越淡。

三
） 主动应对 日 元升值 ，

缓解反倾销摩擦

上述实证分析的结论表明 ， 日 元兑美元实际汇率贬值 ，
日本遭受美国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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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销数 目增加 ， 而 日元升值 ，
日 本遭受美 国反倾销数 目减少 。 货币升值具有

抑制本国对外出 口 、 增加进 口 的作用 ， 会减少本国 的贸易顺差 。 这是因为 ，

由于本币升值 ，
以外币 表示的本 国商品价格上升 ， 因此国外同类产品会形成

对本国产品的替代 ， 使得本 国商品 出 口减少 。 同时
，
本币升值使得以本币表

示的国外商品的价格会下降 ， 本国会增加对国外商品 的进 口
。 如此 ， 进出 口

的此消彼长会减少本国的贸易顺差
，
具有缓解贸易摩擦的重要作用 。

虽然 日 本并没有为减少反倾销调査而 自主调整 日元升值 ， 但 年布雷

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 ，
日元兑美元汇率从固定汇率制转为浮动汇率制 ， 日 元

开始对美元逐步升值 。 尤其是在
“

广场协议
”

中 日本积极参与西方 国家干预

外汇市场的活动 ， 使得 日元由
“

广场协议
”

之前的 美元兑 日元升值到

美元兑 日元 ， 升值了一倍。 应当说 ， 如此剧烈的 日元升值主要来 自美国

的压力 ， 对 日本经济冲击很大 ， 但 日本并没有
“

死扛
”

， 而是沉着应对 ， 巧妙

利用强劲的 日元升值缓解了 日美之间 的贸易摩擦 ，
也在客观上大大减少了美

国对 日反倾销调查 。

四 ） 提高创新能力
，

力 争从根本上消 除反倾销摩擦

日本在 世纪 、 年代遭到美国频繁发起反倾销的一个重要原因 ， 在

于 日 本当时出 口 的商品具有较大的替代性 ， 出 口 的商品并不是美国在消费和生

产的过程中不可或缺且非 日本不能提供的 。 因此 ， 美国可以毫无顾忌地对 日 本

产品实施反倾销手段。 针对这种局面 ，
日本积极推动本国产业结构的升级 ， 提

高创新能力和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 日本开始减少最终产品的生产 ， 尽量避

免以最终消费品的形式集中 出 口到美国市场 ， 使产业链条逐渐上移 ， 开发众多
“

世界唯一
”

的产品 ， 其中跨产业创新产品成为 日本出 口 的拳头产品 。 如 年

代的机电一体化技术 、 光机电一体化技术产品 ， 年代的融合光学、 通信 、 电

子以及材料于一体的现代光纤通信技术产品等 ， 其替代性都很小 。 即便是现在
，

日本微电子产品中的元器件、 传感器等许多零部件产品 ， 尽管在世界市场上的

占有率巳经高达 ， 却未遭受反倾销起诉。 其原因就在于这些产品几乎没有

替代性 ， 又是美国所急需的产品 ，
因此即使是进口量再大 ， 美国也无法也不能

对其进行反倾销调查 。 由此可见 ， 提高创新能力 ’
开发

“

世界唯一
”

、 不具有替

代性的产品是 日本解决反倾销贸易摩擦最根本的法宝 。

五 ） 通过预警战略防范反倾销摩擦

预警战略是指在对外经贸活动中对可能发生贸易摩擦的潜在事件进行预

报
，
并且评估这一潜在事件对本国外贸和国 内经济的影响 ， 以便提前做好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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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 预警战略的核心思想 ， 是由事后的应对转变为事前的预防 。

在应对美国反倾销过程中 ，
日 本建立了政府 、 行业协会和企业发挥各 自

作用的
“

三位一体
”

预警机制 。 （ 政府机构 的作用 。 日本政府机构及其外

围组织具有强大的信息功能 。 例如 ， 经济产业省 的外围机构 日 本贸易振兴机

构 （ 在主要贸易对象国家均设立了严密的信息收集系统 ， 这使得 日

本政府能够在第一时间了解主要贸易对象国甚至是其某
一产业的动 向 。 尤其

是对不利于 日本经贸发展的潜在事件进行实时监督和跟踪调查 ，
并将结果迅

速传递给 日 本的行业协会和相关企业 ， 为 日 本的 出 口 企业制定应对策略赢得

先机 。 （ 行业协会的作用 。 行业协会是政府管理进出 口事务的外延 ，
其职

能是协助政府机构管理 日本的进出 口事务 ， 并且具有比政府更加灵活 的特点 。

另外 ， 行业协会又是为 日 本企业提供高质量服务的机构 ， 是企业利益的代表 ，

是沟通政府和企业的桥梁 。 行业协会在处理贸易摩擦方面具有政府机构和企

业所不能企及的优点 。 与政府和企业相比 ， 行业协会更加 了解一个行业的整

体发展状况和对外贸易状况 ， 因此可 以更加迅速和准确地把握对外贸易中的

潜在威胁 ， 能够联合众多企业制定对外贸易摩擦的应对策略 ， 为 日本缓解 日

美之间的贸易摩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 （ 企业的作用 。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

基本单位 ， 是反倾销调査的承受者 。 因此 ，
日本的企业总是积极搜集主要贸

易 国的外贸政策的变化和外贸 活动的相关信息 ， 对收集到 的信息进行分析 ，

形成合理化的分析报告 ， 并将分析报告呈交给行业协会 。 再 由行业协会将分

析报告进一步整理形成更加合理 、 更加准确 的预测 ， 进而提出合理的应对策

略 。 总之 ， 政府 、 行业协会和企业相互配合 、 共同编织的严密的预警网络 ，

为 日本预防贸易摩擦发挥了重要作用 。

由于应对策略得当 ， 使 日 本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査的数 目逐渐下降 ， 到

世纪初 已经下降到很低的水平 ，
年的连续四年 中 日 本均未遭到美

国 的反倾销调査 ， 足以证明 日本的应对策略颇有成效 。 当然 ， 这里还有其他

原因 ， 如 日本经济长期衰退而对美 国经济的威胁相对减弱 ， 日 本通过向 中 国

等新兴市场国家转嫁对美贸易顺差也减弱了来 自美国的压力等等 。

四 中 日 两国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的情形惊人相似

日本在 世纪 年代是美国发起反倾销调査的头号 目 标国家 ， 而中 国

自 年代以来频繁遭遇美国的反倾销调查 ， 替代 日本成为美国对外反倾销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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査的头号 目标国家 。 中 日 在遭受美国反倾销 的成因方面十分相似 ，
如中 日 两

国 的出 口市场都比较集 中 ， 美 国是中 日 两 国最犬的出 口市场 ， 中 日 两国均与

美国存在巨额的贸易顺差等等 。 正 因为如此 ， 年代以后的 中国与 年代 的

曰本遭受美国反倾销的情形呈现出许多相似性 。

一

） 美 国 对中 日 两 国 实施反倾销的 势头猛 、 占 比 高

从 世纪 年代到 年代末 ， 日本遭受美 国反倾销 的数 目呈现 出明显

的上升趋势 ， 年达到最高峰 ， 之后呈减少之势 。 如图 所示 ， 美国对 日

本发起的反倾销在 年 、 年分别是 起和 起 。 而美

国对中 国 发起的反倾销 在 年仅为 起
，
但在 年 、

年和 年这
一

数字爆炸式地上升到了 起 、 起和

起 ， 呈现出更明显的上升趋势 。 从占 比来看 ， 美国在 年代总共发起了

起反倾销调査 ， 其中针对 日 本的反倾销调查为 起 ， 占 比为 ， 最高年

份的 年高达 美国在 年代总共发起了 起反倾销调査 ， 其中

针对 日 本的反倾销调查为 起 ， 占 比为 ，
而针对中 国的反倾销调查为

起 ， 占 比为 在 世纪的头十年 ， 美 国 总共发起了 起反倾销调

查
， 其中针对 日 本的反倾销调査为 起 ， 占 比为 ， 明显下降 ，

而针对

中国 的反倾销调査为 起 ， 占比为 ， 明显上升 。

起

卩

■ 美国对中国反倾销调查数 翻美国对 日 本反倾销调查数

图 美国对中 日 两 国发起反倾 销调查案件数量的比较

资料来源
：
根据全球反倾销数据库公布数据制作 。

二
） 美 国对 中 日反倾销调查的确 定性裁决比例 高 于世界平均水平

世纪 年代以来 ， 尽管美国频繁对别国进行反倾销调査 ， 但是否做出

确定性裁决意味着情形大不
一

样 。 如做出 确定性裁决 ， 则对出 口 国产生实质

性沉重打击
；
若不做出确定性裁决 ， 对出 口 国打击较小 ， 警告性意义更强些。

根据全球反倾销数据库公布的数据进行粗略计算 ： 年
， 美 国的反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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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销确定性裁决对世界的平均水平为 ， 而对 中 日 分别 为 和

；
年对世界的平均水平为 ，

而对中 日分别为

和 年对世界 的 平均水平 为 ， 对 中 国 则 高达

，
而对 日本减少为 。

三
） 美 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均集 中在 中 曰 的 出 口优势产业 ， 并随 中 曰 出

口 优 势的 变化而 变化

在二战后至 世纪 年代中期 的 日 本经济恢复期 ， 纺织产业和杂货产

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是 日本重点发展的产业 ， 其中 年纺织产业在 日 本制

造业产值中所 占 比重为 。 日 本棉纺织产品对美 国 的 出 口 在美国市场

中所 占的 比重 由 年的 上升至 年的 年又上升至

以上 。 这使得美国竞争产业的生产商认为 日 本企业有价格倾销嫌疑。 在

世纪 年代 ，
随着 日 本的产业结构 由纺织业等轻工业向重化工业过渡 ，

日

本重点支持钢铁 、 电子 、
机械 、 合成纤维 、 石油化工等行业 ， 美国 开始对 曰

本的钢铁 、 合成纤维等产业进行反倾销调查 。 世纪 年代 ， 日 本的产

业结构再次由重化工业化逐渐升级为技术集约化 ， 美 国对 日 反倾销调查的重

点又转变 为汽车 、 机床和半导体为代表的 技术密集型 和资本密集型产品 。

世纪 年代 ，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浪潮之下 ， 日本的产业结构 由技术密集型

升级为知识密集型 ， 美国对 日 反倾销调査也逐渐向这
一

产业转移 。

美国对中国发起反倾销的情况也是如此 。 世纪 年代 ， 美国对中 国总

共发起了 起反倾销 调査 ， 主要涉及的行业是化工 、 轻工 、 纺织 、 金属产

品 、 机械和医药 、 冶金等七大类 。 年代 ， 美 国对中 国总共发起了 起反倾

销调査 ， 涉及的产 品在 年代的七类产 品 的基础上又增加 了农产品 、 汽车和

有色金属等三类产品 。 年
，
美 国总共对中 国发起了 起反倾销调

查 ， 进
一

步涉及造纸 、 煤炭 以及建材行业 。 由此可见 ， 美 国对中 国反倾销调

查所涉及的行业范围不断扩大 ， 但是集中 领域逐渐由纺织行业和化工行业向

中 国的重点产业机 电和五矿行业转变 。

当然 ， 美国对中 日两国实施反倾销调查也存在
一些不 同点 。 与 日 本相 比 ，

美国对 中国发起反倾销更频繁 、 更迅速 ，
出手更狠 。 美国在决定是否实施反

倾销调查时 ，
最主要的依据是 自进 口来源 国进 口 的产品是否对本国产业造成

① 参见张季风主编 ： 《 日 本经济概论 》 ，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年 ， 第 页 。

② 参见王厚双 、 刘 向丽 ： 《 国际 贸易 摩擦 ： 理论 、 法理 、 经验与对策研究 》 ， 北 京 ：
九州 出版

社 ， 年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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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 ， 但也不能排除非经济因素 。 因此 ， 即使是同样数量 、 同样程度的进 口
，

由于进口对象国的不同 ， 美国也可能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 。 出于打压中 国这

一政治方面的考量
，
美 国对发起反倾销调查往往实行双重标准 。 由 于意识形

态等的差异 ， 如果是 日本企业 ， 美国就可能网开
一

面 ， 未必采取严厉的反倾

销调查 ； 倘若是中 国企业 ， 美国则会迅速出手毫不 留情地采取反倾销调査 ，

甚至还会开动舆论宣传机器 ，
丑化和妖魔化中 国企业 ，

以达到打压中 国 的

目 的 。

需要注意的是
，
美国对外反倾销还有很强的示范效应 。 由 于美国在全球

市场上有着特殊地位 ，

一旦美国针对某一贸易对象的某种产品发起反倾销调

查 ， 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也会很快效仿 ，
而且其力度与手段的变化 ，

也会影响其他国家实施反倾销的深度与广度 。 例如 ， 在美国对中 国的光伏产

业展开反倾销调査后 ， 欧盟也随之对中国光伏产业展开了反倾销调査 。

五 结 语

在应对美国的反倾销调查与处理 日美贸易摩擦时 ， 日本清醒地认识 自 身

的处境 ， 注意全面把握 日美关系 ，
底线是决不从根本上损害 日美关系 ， 坚持

斗争却掌握火候 ，
利用关贸总协定 世贸组织等多边国际经济组织 ， 尽量争取

利益 。 每次摩擦的结果 ， 表面上都是以 日本的屈服和美 国的胜利而宣告结束 ，

但往往是 日 本从中获得更多 的实际利益 。 这与 日本所采取的应对策略不无

关系 。

近些年 ，
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査的数 目 逐渐下降 ，

一

方面是因为 日本

的经济实力相对下降 ，
日本对美出 口额在美国进 口总额中所占 比重逐渐下降 ，

另
一

方面则因为 日本通过向 中 国 出 口高端零部件 ， 再 由 中 国组装 出 口到美国

市场 ， 表面上减少了 日本对美贸易顺差 ， 而实际上等于将对美顺差转嫁到中

国头上 。 这导致中 国对美出 口额在美 国进 口 总额中所 占 比重逐渐上升 ， 使美

国对外发起反倾销的焦点逐渐 由 日 本转移到中国 。 中 日 贸易当 中 ， 中国长期

保持巨额逆差 ， 也证明 了这一点 。 然而
，
由于 中 国正处于工业化的初 、 中级

阶段 ， 处于产业供应链条的下端 ， 这种局面还将持续
一

段时间 。 此外 ，

年 ， 中 国进出 口 总值首次突破 万亿美元 ， 其中与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 （按

国别统计为第一大贸易伙伴 ） 之间的贸易额达 亿美元 ， 对美出 口

— —



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 的影响因素及其应对策略分析

亿美元 ， 进 口 亿美元 ， 对美贸易顺差高达 亿美元 。
① 今后 ， 随

着中 国出 口总额的不断上升 ， 对美国 的 出 口 额也将随之上升 ，
在可预见的未

来 ， 美国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还可能有所增加 。 对此 ， 应 当予 以高度重

视和积极应对 。

目前中 国遭受美 国 反倾销调查的成因 和特点 ： 与 日 本在 世纪 、

年代所经历的情形惊人相似 ，
彼时 日 本采取的规范进出 口市场秩序 、 实现 出

口多元化 、 扩大对外直接投资 、 建立健全反倾销预警机制 以及提高企业创新

能力等应对策略和经验 ， 尽管由于 国情不 同不能完全照搬 ， 但也颇值得借鉴。

’

，

’

’

力刃 日本 丨
二対卞 冬 了 夕千夂 夕 夂影響要因拐 日 本乃 対策 二関

厶分析 張 季風 房 漢国

了 力 乃 曰本 二対卞 易 千义 夕 背景 曰本 対策 歴史 旮振 返 二上

、

、 于又 項 乇 于 夕 口経済影響要因 奁分析 得 回帰結

果过経済学期待値
一致 厶 。 二 乃分析过 、 対策 作成仁方向

性 理論支之 全提供 亡 。 日本 対策 貿易収支 只戦略 海外直接投資戦

略 円高活用 戦略 未然防止警報戦略 扛 易 。 分析 二 上权

中国 日本 丨

） 力 力⋯ 状況 共通点舻多 、 日本 経験过

中 国《参考 二 思 厶 。

责任编辑 ：
叶 琳 ）

① 参见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 《海关统计》 年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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