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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钢铁贸易史上首次遭遇

“337调查”。4月26 Et，美国最大的

钢铁公司美国钢铁集团公司(US．$．eel

Carp0眦．m)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nited

Stales IraematimalTrade蛐'on)提出调查
申请，指控40家中国企业在部分钢材产

品上存在不公平竞争行为，宝钢、河

钢、武钢、首钢、沙钢、鞍钢等国内龙

头钢铁企业都在起诉名单之内。

一个月后的5月26日，“337调

查”正式启动。中国钢铁企业面临着三

项指控：密谋控制价格、盗用商业秘

密、伪造商品原产地。

所谓“337调查”，是指美国国际

贸易委员会根据美国《1930年关税

法》第33"7条款及相关修正案进行的调

查，禁止的是一切不公平竞争行为或向

美国出口产品中的任何不公平贸易行

为。摆在40家中国企业面前的是一场

意义特殊的战争。

钢铁遭遇“337调查”

作为原告的美国钢铁公司指控中方

公司的部分碳钢、合金钢产品在对美出

口、在美进口和在美销售中存在不公平

竞争行为。指控包括三项内容： 第

一，阴谋操纵价格、产量和出口量，违

反了《谢尔曼法》第1条(《美国法

典》第15卷第1条)的规定；第二，

侵占及使用美国钢铁公司的商业秘密；

第三，原产地或制造商虚假标识，违反

了《兰汉姆法》(《美国法典》第

15卷第1125(a)款)的规定。

涉案的40家钢铁企业，受到的指

控不尽相同，有的三项全部涉及，有的

部分涉及。从操纵价格到盗取商业机

密，再到伪造原产地，如此全面的指控

在337调查历史上实属罕见。

5月27日，也就是立案第二日，

中国商务部救济调查局负责人发表谈

话，表达了“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

同一天，作为最主要行业组织的中国钢

铁工业协会发表谈话，表示了“极大愤

慨和坚决反对”。

近年来，中国钢铁因为相对低廉的

价格优势已经引发了欧盟、北美、南美

等多个地区的抵制，这一年中国钢铁在

国内、国际市场的际遇用

“内外交困”来形容并不为

过。2014年，14个国家和

地区对中国钢材产品发起

21起贸易救济调查；

2015年，这一数字上升到了

37起。

从此前频繁的“双反”

调查到如今的“337调

查”，中国对美国出口受到

的限制在增加。而从可能引

起的后果来看，双反调查的

后果是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

贴税，而337调查裁定的是禁止令和排

除令，意味着永远失去美国市场。

中国胜算有多少?

6月16日之前，宝钢向美国国际

贸易委员会提交一份书面答复，对于此

案做出第一次答辩。在这份书面答复

中，宝钢对于原告方的指控提出反驳性

意见，以及做出一些事实层面的确认。

此后则是3至6个月的证据开示，

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组织下，双方

各自提供各种证据。宝钢之外，武钢、

河钢、首钢、鞍钢等企业都将按此程序

展开调查。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国际贸易研究室副主任李春顶表示，

“相比以往，这次‘337调查’的最终

处理结果会比较严重一些；第二，这次

调查涉及到的企业多，有40家企业，

而且多数都是一些重要的大型钢企，影

响范围比较大。企业应该作好积极应诉

的准备。”

以往的“337调查”，中国企业在

很多时候却并非如此积极。数据显示，

在过去已经判决47起“337调查”案

件中，中国企业的败诉率高达60％，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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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国际平均败诉率26％。

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337调查”本身比较复杂，诉讼成本

比较高，一个案子的律师费、证据保全

公司等第三方的费用，可能需要动辄几

百万美元，应诉成本之高令很多企业不

堪重负，放弃应诉就会相对较多。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指控的相关内

容，作为行业重要组织的中国钢铁工业

协会也被美国钢铁公司认作是“垄断组

织”。

“从已经掌握的信息看，美国钢铁

公司的指控不成立。如果美国国际贸易

委员会能够公正审理，中方胜诉的几率

还是很大的。当然，目前不能完全排除

其他因素的影响。”有专家说。

为何是现在?

中国冶金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认

为，有市场需求就是好产品，就代表了

竞争力。美国的反复调查，事实上早已

表现出了对中国钢铁的极大偏见。“美

国此时提出‘337调查’，在我们看来

实在显得突兀。”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市

场调研部进出口协调处的一位负责人则

认为，全球钢铁产业在上个世纪完成产

业转移，从美国为中心转移到了以亚洲

为中心。“钢铁在美国从70年代就已经

被作为夕阳产业，美国对其不投入，不

研究，甚至是学校的钢铁冶金专业都已

经成为混合大专业，不再设立细分专

业。美国钢铁产业自身的落寞，才是发

起调查的最根本原因。事实上，相较于

新兴产业这样的知识产权纠纷热地，钢

铁产业的知识产权纠纷向来极少。”他

说。

这位负责人所说的“突兀”，在代

理宝钢、武钢、首钢三家企业的律师杨

晨看来，还体现在这次“337调查”本

身的特殊性上。

事实上，“337调查”主要是针对

于知识产权有关的贸易争端，盗取商业

机密是比较常见的指控，但反垄断(针

对第一项指控)和反规避(针对第三项

指控)本身不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

传统管辖范围内。

“反垄断一般是由美国的司法部或

者是由联邦法院管辖，美国国际贸易委

员会介入反垄断调查在历史上是第一

次，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反规避问题

传统意义上则是由商务部立案调查。虽

然对于337调查范围的规定比较宽泛，

并不排除知识产权以外的调查权限，但

我们认为如果不是由美国国际贸易委员

会来介入这件本身并不专长的事情，会

更合理一些。”杨晨表示， “这次的

‘337调查’本来就不应该

立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存在审查标准太低的问题。

从立案的角度，我们认为美

国已经具有一定程度的贸易

保护倾向了。”

政治因素则被认为是

此次“337调查”的另一个

重要背景。美国国际贸易委

员会由6个委员组成，3个

是民主党，3个是共和党。

“今年恰逢大选年。在一定

程度上，不排除美国国际贸

易委员会会考虑党派的利益。当然，从

美国的法律角度，对于美国国际贸易委

员会的不公正裁决，可以上诉到美国的

法院。”有专家说。

回顾过去，贸易领域的争端与美国

大选一直如影随行。大选年必有大案，

2004年，2008年，2012年，均是如

此。如今大选在即，美国国内对于中国

钢铁产业并不友好的氛围的确具有存在

的合理性。

除此之外，对于入世进入15个年

头的中国来说，今年也是特殊的一年。

有专家表示，根据w'ro中国人世议定

书的15条，各个国家应该承认中国的市

场经济地位，或者放弃在反倾销当中对

中国适用替代国的方法， “美国和欧盟

一些国家的产业原本不希望各自政府履

行wro的有关承诺，在这个时候提起

诉讼，也是对政府的一种施压。”

15个月之后，也就是2017年8月

左右，针对中国钢铁国际贸易的首个

“337调查”将会经历初裁、终裁，最

终将结果递交美国总统。“从我们目前

的分析来看，已经不能排除美国贸易保

护的动机，美国公司试图借337程序对

自身和所在行业形成保护。如果在中国

钢铁企业反驳证据有力的情况下，美国

国际贸易委员会最终做出不公正裁决，

那么就可以视为滥用贸易救济措施的行

为了。”专家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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