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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国《反倾销条例》的规定，商务部在收到申请人提交
的反倾销立案申请书和有关证据之日起 60 天内，要对申请人资
格、申请书内容及所附证据等进行审查，然后做出立案调查或者
不立案调查的决定。如果决定立案，在立案公告发布之前，应当
通知有关出口国或地区政府，以便被诉方知晓，这是世界贸易组
织《关于实施 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 6条的协定》，也就是我
们通常所称的世贸组织《反倾销协定》所规定的义务。一旦商务
部发布立案调查公告，一个反倾销案件就立案了，紧接着就要启
动立案调查程序。

立案调查讲程序，利害关系方要知晓

反倾销立案调查的决定由商务部予以公告。公告除了在商务
部网站和相关媒体上公布之外，调查机关还要做大量细致的通知
工作。被通知对象一般统称为利害关系方，包括案件申请人、已知
的出口经营者和进口经营者、出口国（地区）政府以及其他有利害
关系的组织、个人。在确保利害相关方知晓了立案消息之后，调查
取证工作就随即开始了。调查机关可以采用问卷、抽样、听证会、
现场核查等多种方式向利害关系方了解情况、进行调查，主要宗旨
是为各利害关系方提供充分的陈述意见和论据的机会。如有必
要，调查机关还会派工作人员赴有关国家（地区）进行实地调查，但
如果有关国家（地区）对调查提出异议就无须安排了。通常情况
下，调查机关进行调查时，利害关系方应当如实提供资料和证据。
如果利害关系方不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或没有在合理时
间内提供必要信息甚至以某种方式严重妨碍调查，调查机关可以
根据已经获得的事实和可获得的最佳信息做出裁定。因此，反倾
销案件利害关系方积极提供对自己有利的信息资料和证据是十分
重要的。如果不提供资料，甚至不参加、不配合调查，很可能失去
争取有利裁决结果的机会。利害相关方无需担忧所提供的信息资
料和证据涉及自身商业秘密，因为《反倾销条例》有专门的保密条
款来保障利害相关方的权益。正常情况下，反倾销调查的期限是
自立案调查决定公告之日起 12 个月，特殊情况可以延长，但延长
期不得超过6个月。

把握案件“三要素”，由表及里做调查

前面讲过，反倾销申请人提起诉讼申请必须提供足够的证据
来证明自身权利受到了侵害，主要证据集中在三大方面：一是申请
调查的进口产品存在倾销；二是对申请人所代表的国内产业造成
了损害；三是倾销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三方面通常被称
为反倾销案件的“三要素”。申请人的申请资料中这三方面的证据
不可缺少，那么案件的调查取证也就会围绕这三个要件展开。一
般情况下，我们把对进口产品是否存在倾销的调查称为“对倾销的
调查”，简称“倾销调查”；把对进口产品倾销是否对国内产业造成
了损害的调查和确定称为“对损害的调查和确定”，简称“损害调
查”。在我国，依据《反倾销条例》规定，“对倾销的调查和确定，由
商务部负责。”“对损害的调查和确定，由商务部负责；其中，涉及农
产品的反倾销国内产业损害调查，由商务部会同农业部进行。”
2018年机构改革以后，涉及农产品的反倾销国内产业损害调查由
商务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进行，这也是农产品反倾销案件与其他产
品不同的地方之一。两项调查如果取得了有利于申请人的证据，
那么就要确定“倾销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需要明确的是，
这种因果关系并非指唯一因果关系，而是倾销事实是对国内产业
造成损害的原因之一即可成立，不过这要在前两项调查取得证据
基础之上才能确定。

“正常价值”是尺度，去伪存真辨“倾销”

“倾销”在我们的印象里很容易同“低价抛售”联系在一起，但在国际贸易中，
“倾销”则有着严格的定义。我国《反倾销条例》第三条规定，“倾销，是指在正常
贸易过程中进口产品以低于其正常价值的出口价格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
在世界贸易组织《反倾销协定》第二条里明确规定，“如一产品自一国（地区）出口
至另一国（地区）的出口价格低于在正常贸易过程中出口国（地区）供消费的同类
产品的可比价格，即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进入另一国（地区）的商业，则该产品
被视为倾销。”因此，“低价”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是倾销，“高价”也不一定就不存在
倾销，关键是要以产品的“正常价值”为尺度。所以，我们消费者欢迎“物美价廉”
的商品，只要不是低于这些商品的“正常价值”，对我国同类产品生产者造成损
害，开展不公平竞争就可以，这样更能促进我国消费市场的繁荣和发展。

那么如何确定一项进口产品的正常价值？确定正常价值又需要取得哪些
必要的证据？取得正常价值后又怎样确定倾销幅度？这些问题我们将继续为
大家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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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唐园结

或许是中国新闻代表团中有“三农”媒
体记者的缘故，印度尼西亚记协安排的访
问行程里特意有一天的乡村考察，这在我
以往的出访中还没遇到过。对印尼记协的
周到安排，我由衷高兴。

在雅加达顺利完成与相关新闻机构和
国家旅游部交流任务后，印尼记协秘书长
等5人陪同代表团到爪哇岛的日惹市访问，
开始乡村体验之旅。按照已定的接待方
案，主要是考察乡村旅游产业，具体是参观
民俗、陶艺和蜡染制作。直到 7 月 25 日午
饭时，我们才得知下午要去一个离市区 40
多公里的巴旺村，参观猫屎咖啡生产企
业。这个意外的消息，让我十分惊喜。印
尼猫屎咖啡闻名于世，但我心里一直有诸
多疑惑：为什么经麝香猫过腹后的咖啡香
味浓郁？猫屎咖啡是怎样生产的、是否卫
生？昂贵的价格成因何在？能有机会现场
求解，很是幸运。

大约15时，怀着一睹为快的心情，代表
团一行抵达巴旺村。这家企业的厂房有几
百平方米，看上去并不现代化，设备更不是
高科技工具。然而，养猫区、晾晒区、冲洗
区、加工区、品尝区倒是一应俱全，来来往
往人流不断。在接待处，服务人员热情递
上一小杯香气袭人的咖啡，游客们尝后赞
不绝口，不少人盘算着带点回去。现场售
卖的基本上是 50 克一袋的小包装，售价约
为 30 美元，可用人民币支付。游客少的买
上1-2袋，多的要买上几十袋。

在陪同人员的协调下，工厂负责人愉
快地接受了记者采访，详细回答了我们关
心的问题。

猫屎咖啡的由来是这样的：18世纪初，
荷兰人在印尼殖民地苏门答腊和爪哇岛一
带建立了咖啡种植园，同时严格禁止种植

咖啡的农民自行采摘和食用。可没想到，
当地的麝香猫特别喜食新鲜成熟、果肉超
甜的咖啡果，经常到种植园偷吃。种植园
农民无意中看到，麝香猫在大便时会把豆
子原封不动地排出来，有人便从猫屎中捡
出咖啡豆，学着荷兰人磨咖啡尝鲜，觉得味
道浓香甘甜。这种现象也引起了荷兰人的
好奇，对比后发现，经猫过腹后的咖啡比普
通的更加香醇可口。

猫屎咖啡为何别具风味？其原因是
果肉被消化后，咖啡果核在麝香猫肠胃里
虽无法被消化，但强酸性的消化液已经腐
蚀了果核的外壳，这些消化液里所含的一
种特殊蛋白酶，能打破咖啡豆原本的蛋白
质链，将长链结构的蛋白质分解成小微
粒，形成短链肽类，整个过程还产生了一
种氨基酸类副产品，从而降低了咖啡的苦
涩味。

另外，麝香猫身上有一组腺体，能分泌
乳白色的麝香油，这是香水业珍贵的原
料。麝香猫在排泄咖啡豆时，咖啡豆会沾
上麝香油，便带有了独特的麝香气味。

“猫屎咖啡为何这么香”算是弄清楚
了。但具体是怎样生产出来的、卫生状况
如何，还没有答案。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进
了厂房，只见一排排单杠似的架子上，每隔
一米悬挂着一个笼子，里面养着一只通体
深灰、尖嘴长尾的麝香猫。它们的食物主
要是木瓜、芒果、香蕉和咖啡果拌在一起的
混合物。笼子下面装有一个抽拉式的接粪
盘，存储猫的固体排泄物。印尼地处热带，
分雨旱两季。猫屎的处理，雨季用机器烘
干，旱季靠自然晾晒，分离出的杂质用作有
机肥，咖啡果核用清水冲洗干净后去壳、取
豆、磨粉，最后包装成袋。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生产的每个环节
都有严格标准和操作规程，很卫生、很干
净，不会带一点猫屎。不过，这个过程也相

当繁复耗时、费工费力，成本很高。
虽然，印尼的猫屎咖啡已经实现了工

厂化生产，但产量依然很低，常年供不应
求，市场价格不菲。即便在巴旺村咖啡加
工厂，喝一小杯也得200元人民币。这也难

怪，猫屎咖啡会被消费者称作“咖啡钻石”。
猫屎咖啡的诸多疑惑总算搞明白了。

物以稀为贵，地以名为荣。人们来到这里，
看的是稀奇，买的是品牌，喝的是信誉，带
走的是记忆。

咖啡香得游人醉

本报讯（记者 操戈 邓卫哲）日前，为
期 25 天的 2019 年发展中国家热带水果生
产与加工技术培训班在海南省海口市结
业，本次培训班由商务部主办，中国热带农
业科学院承办。来自萨尔瓦多、加纳、肯尼
亚、菲律宾、南非、南苏丹、乌干达 7个国家
的28名学员参加了培训。

本次培训班分为公共课和专业课两部
分，公共课着重通过介绍我国国情概要、热
带农业新技术发展现状与前景等，与学员
们共享中国发展知识，让其更加全面真实
地了解中国。专业课则围绕热带水果生产
与加工技术展开，涵盖了香蕉、芒果、柑橘、
菠萝、椰子、火龙果、百香果、油梨、荔枝等
重要热带水果的种苗繁育、种植管理、病虫
害防控、精深加工和品牌营销。

萨尔瓦多是此次派员最多的国家，共
有 10 人参加培训班。2018 年 8 月，我国与
萨尔瓦多建交，今年 4 月 6 日-14 日，应萨
尔 瓦 多 农 牧 业 部 部 长 奥 斯 特（Orestes
ortez）邀请，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刘
国道率团对萨尔瓦多开展热带农业资源调
查，并在当地举办了热带农业新技术新产
品展示会，可可、咖啡、香草兰、椰子、菠萝
麻等系列产品深受青睐。奥斯特对热科院
研发的巧克力产品赞不绝口，希望该院帮
助其研发具有自主品牌的巧克力产品。

为此，热科院专门增加了可可加工和
巧克力制作技术课程，安排到海南兴隆咖
啡生产企业实地参观，还特地组织了巧克

力DIY体验，颇受学员欢迎。
“中国发展之快完全超出了我们的想

象。”萨尔瓦多农牧业部部长顾问梅达多
说，25 天的培训，大家不仅收获了知识，还
收获了信任和友情。希望萨中两国加强农
业贸易合作，尤其将萨尔瓦多的牛油果和
咖啡更多出口到中国，并承诺指导海南进
行牛油果种植和推广。

在热科院椰子研究所种苗繁育基地，来
自肯尼亚马赛马拉大学的教授朱迪（Judy）
听到该所选育的矮种椰子新品种一年可产
果200多个以上，当场提出希望能够引进这
些矮椰新品种到肯尼亚试种，并邀请热科院
椰子所的专家前往开展学术交流。

来自菲律宾的学员托马斯·杰拉德·塞
拉菲卡一直从事菠萝、火龙果等热带水果种
植和贸易，在海南乐东的火龙果种植基地，
除了解了该公司的经营现状和销售渠道外，
他还反复向技术人员咨询高效生态种植、夜
间LED补光灯的原理和操作细节，感叹中国
拥有如此先进实用的种植技术。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培训中心副主任
汪志军认为，举办国际交流培训班是热科
院发挥热带农业科研优势，践行“一带一
路”倡议，服务中国农业“走出去”的具体举
措。近年来，热科院已举办热带农业技术
援外培训班94期，培训了来自世界95个国
家的3766名学员。热科院将继续做好热带
农业援外培训工作，为促进世界热区粮食
安全与农业发展贡献力量。

▲印尼记协秘书长鲍勃（Bob，右三）向记者介绍猫屎咖啡果核的晾晒情况。
本报记者 唐园结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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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吕珂昕

每年的 6-8 月，正是鲜食玉米“上鲜”
老百姓餐桌的时候。今年，当上海市民享
用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研发的新品种甜玉米
时，在近 4000 公里外的马来西亚，有几位
农场主也在翘首盼望着收获下半年的“申
科甜2号”。

“申科甜 2号”甜玉米是上海市农科院
历经 10 年选育的优质、多抗甜玉米新品
种。2018 年，上海市农科院在马来西亚开
展了该品种的国际测试，一举获得成功，
2019 年已经开始示范推广。最初试种的
4-5家农场大获丰收，产量可达1000-1200
公斤/亩，经济效益可达3000-4500元/亩。

“申科甜 2 号”是如何走进马来西亚
的？背后又有什么故事？这还要从一个国
际研究中心的成立说起。

玉米是世界三大粮食作物之一，为人
类社会作出了巨大贡献。而到了上世纪80
年代中后期，我国的一些鲜食玉米品种开
始变成人们餐桌上的“新宠”。进入新世纪
以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鲜食玉米
已成为广大民众消费的重要果蔬。2016
年，原农业部公布的《全国种植业结构调整
规划（2016-2020年）》中指出，要适当发展
鲜食玉米，适应居民消费升级的需要，扩大
鲜食玉米种植面积。

面对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鲜食玉
米消费需求的增长以及国家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号召，上海市农科院加大
了鲜食玉米育种的研究力度，一系列甜

玉米、糯玉米、甜糯玉米杂交新品种被研
发出来。在此过程中，为充分利用国际
资源，实现种质资源研究和分子育种的
强强联合，上海市农科院与国际玉米小
麦改良中心（CIMMYT）人才交流频繁、合
作不断。2018年3月，双方签署合作协议，
正式成立了“CIMMYT-中国特用玉米研
究中心”。

“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是国际农业研
究磋商组织下属的15个国际农业研究中心
之一。50多年来，CIMMYT的研究成果对
世界农业产生了巨大影响，就玉米来说，发
展中国家有超过1300万公顷的玉米种植面
积采用了带有CIMMYT亲本的玉米品种，
其中50％种的是玉米改良品种。”上海市农
科院作物所玉米中心主任、CIMMYT-中国
特用玉米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郑洪建告诉
记者，成立 CIMMYT-中国特用玉米研究
中心是上海市农科院开放搞科研、提升上海
鲜食玉米研究在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和产业
变革中的影响力和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将有
助于上海农业科研成果走出国门，通过借力
国际大舞台和 CIMMYT 全球协作网络优
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将上海特用
玉米学科优势转化为造福沿线国家的重要
力量。

事实证明，上海市农科院的选择是正
确的。一年多来，在 CIMMYT-中国特用
玉米研究中心框架下，双方在特用玉米种
质资源引进、交流互访、人才培养等合作方
面更加通畅。特用玉米育种研究方面，上
海市农科院引进了包括优质营养（维生素

A、优质蛋白、高锌等）和抗逆（抗旱、抗热、
耐涝等）资源 500余份，并对引进和保存的
种质资源进行品质评价，开展重要的非生
物和生物胁迫抗逆性研究，通过育种培育
优良特用玉米杂交品种。

同时，通过 CIMMYT，上海市农科院
还加快了特用玉米杂交种在“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培育和推广。如从位于肯尼亚和
津巴布韦的 CIMMYT 育种中心引进优质
特用玉米自交系和杂交种，开发适用于撒
哈拉以南非洲农业生态系统的特用玉米自
交系和杂交种；在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进
行种植示范和国际测试评估，鉴定筛选适
应当地的甜、糯鲜食玉米杂交种……

2018 年，上海市农科院与越南农业科
学院南部农业科学研究所、越南国家玉米
研究所签署了农业科技国际合作协议，拟
在作物种质资源、作物分子育种技术、开发
与优化分子遗传标记等多个领域开展合
作。目前双方在鲜食玉米种质资源研究和
交换、玉米分子育种技术和分子遗传标记
优化等方面的合作有了实质性进展，特别
是在鲜食玉米杂交种的国际推广示范方面
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好的科研合作成果能顺利落地，离不
开企业的推动。在鲜食玉米品种“一带一
路”推广过程中，上海市农科院也联合国内
企业，实现科研成果的商业转化。

“我们在马来西亚主推的就是上海市
农科院研发的‘申科甜2号’甜玉米。”上海
华耘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永平告诉记
者，“申科甜2号”在当地很受欢迎，主要原

因有两个，一是适应性、抗逆性好，在当地
生长旺盛，病虫害少，田间管理并不需要特
别精细；二是市场效益好，2018年该品种在
当地的市场价可以卖到 3元/公斤，远远高
出当地品种的价格。

说起与鲜食玉米的渊源，徐永平还有
一段小故事。上世纪 90年代，他出国考察
的时候发现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国家的
消费者都喜欢吃鲜食玉米。他品尝过后发
现，这些甜玉米的口感格外好，而这么好吃
的品种中国当时还没有。徐永平认为，这
会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市场领域。这个小触
动让他留意多年，并让他逐渐成为一个“追
玉米的人”，哪里有好的鲜食玉米品种，他
总是想要了解一下。2008 年，他成立了上
海华耘种业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鲜食玉米
品种选育、生产、加工、销售，并出资成立了
上海华耘鲜食玉米研究所，开始跟上海市
农科院、国家玉米改良中心、北京市农林科
学院等科研机构展开深入合作。

“我去过 CIMMYT-中国特用玉米研
究中心的育种基地，他们选育的甜玉米品
种‘申科甜 2 号’和糯玉米品种‘申科糯
602’田间表现好，品质口感佳，还耐运输，
我一看一尝就知道市场效果会好。”徐永平
说，做企业得对市场敏感，科研和销售结合
起来，才能找到对的市场路子。

夏末秋初，国内的“申科甜 2 号”甜玉
米已经基本收完，徐永平正在准备种子，

“去年种得好，今年都想买，上半年的种子
供不应求。今年我们在国内种的量足够
大，下半年的出口没问题了。”

“申科”甜大马

热区学员海南学热科 上半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情况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额

1086.5 亿美元，同比增 1.4%。其中，出口
368.1 亿美元，减 2.5%；进口 718.4 亿美元，
增3.5%；贸易逆差350.3亿美元，增10.6%。

谷物：上半年，谷物进口 941.0 万吨，
同 比 减 31.7% ，进 口 额 28.1 亿 美 元 ，减
27.2%。出口 170.8万吨，增 69.1%；出口额
6.6 亿美元，增 38.9%；净进口 770.2 万吨，
减39.6%。

棉花：上半年，进口 123.0 万吨，同比
增75.0%；进口额23.4亿美元，增74.0%。

食糖：上半年，进口 106.9 万吨，同比
减22.5%；进口额3.7亿美元，减30.6%。

食用植物油：上半年，进口 492.0 万

吨，同比增 37.0%，进口额 31.7 亿美元，增
17.3%；出口 11.8 吨，减 21.7%，出口额 1.2
亿美元，减 19.7%；贸易逆差 30.5 亿美元，
增19.5%。

蔬菜：上半年，出口 72.2亿美元，同比
减1.3%；进口4.7亿美元，增16.2%；贸易顺
差67.5亿美元，减2.3%。

水果：上半年，出口 24.7亿美元，同比
减21.3%；进口59.8亿美元，增27.4%；贸易
逆差35.1亿美元，增1.3倍。

畜产品：上半年，进口 167.4 亿美元，
同比增 15.2%；出口 32.2 亿美元，减 4.3%；
贸易逆差135.2亿美元，增21.1%。
来源：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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