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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关于原产于韩国、泰国和马来

西亚的进口共聚聚甲醛所适用反倾销措施的

期终复审裁定

2022 年 10 月 23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以下称调

查机关）发布 2022 年第 29 号公告，对原产于韩国、泰国和

马来西亚的进口共聚聚甲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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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和

马来西亚的进口共聚聚甲醛的倾销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

性，以及对中国共聚聚甲醛产业的损害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

能性进行了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倾销条例》（以下称《反倾销条例》）第四十八条，作出

复审裁定如下：

一、原反倾销措施

2017年10月23日，商务部发布2017年第61号公告，决定

对原产于韩国、泰国和马来西亚的进口共聚聚甲醛征收反倾

销税，实施期限为5年。韩国公司税率为6.2%-30.4%，泰国

公司税率为18.5%-34.9%,马来西亚公司税率为8.0%-9.5%。

2018 年 2 月 6 日，商务部发布 2018 年第 10 号公告，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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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将商务部 2017 年第 61 号公告中泰国聚甲醛有限公司的英

文名称更改为“THAI POLYACETAL CO., LTD.”。

二、调查程序

（一）立案及通知。

1．立案。

2022年7月12日，商务部收到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开封龙宇化工有限公

司、兖矿鲁南化工有限公司、唐山中浩化工有限公司和中海

石油天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代表国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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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和马来西亚的进口共聚聚甲醛对中国的倾销

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对中国产业造成的损害可能继续或再

度发生，请求商务部对原产于韩国、泰国和马来西亚的进口

共聚聚甲醛进行期终复审调查，并维持对原产于韩国、泰国

和马来西亚的进口共聚聚甲醛实施的反倾销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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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23日发布公告，

决定对原产于韩国、泰国和马来西亚的进口共聚聚甲醛所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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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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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产业损害调查期

为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2．立案通知。

2022 年 10 月 14 日，调查机关通知韩国驻华使馆、泰国

驻华使馆、马来西亚驻华使馆已正式收到中国共聚聚甲醛产

业提交的期终复审调查申请。2022 年 10 月 23 日，调查机关

发布对原产于韩国、泰国和马来西亚的进口共聚聚甲醛所适

用的反倾销措施进行期终复审调查的立案公告。同日，调查

机关将本案立案情况通知了韩国驻华使馆、泰国驻华使馆、

马来西亚驻华使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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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审调查相关信息的公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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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工程塑料株式会社、泰国聚甲醛有

限公司、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

有限责任公司、开封龙宇化工有限公司、兖矿鲁南化工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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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唐山中浩化工有限公司和中海石油天野化工有限责任

公司登记参加本次反倾销期终复审调查并以《登记参加调查

的参考格式》提交了相关材料。

（三）发放调查问卷和收取答卷。

2022 年 11 月 15 日，调查机关向利害关系方发放了反倾

销措施期终复审国外出口商或生产商调查问卷、反倾销措施

期终复审国内生产者调查问卷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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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了问

卷通知及问卷。

在规定期限内，韩国生产商韩国工程塑料株式会社提交

了延期提交调查问卷答卷的申请。经审查，调查机关同意该

企业延期提交调查问卷答卷。

至答卷递交截止日，韩国工程塑料株式会社、云南云天

化股份有限公司、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开

封龙宇化工有限公司、兖矿鲁南化工有限公司、唐山中浩化

工有限公司和中海石油天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向调查机关

提交了调查问卷的答卷。

（四）接收利害关系方评论意见。

2023 年 4 月 26 日，申请人向调查机关提交了《共聚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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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醛反倾销期终复审案补充更新材料》。

2023 年 5 月 16 日，韩国工程塑料株式会社向调查机关

提交了《关于共聚聚甲醛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案倾销及产业

损害继续或再度发生可能性的意见》。

2023 年 7 月 19 日，申请人向调查机关提交了《共聚聚

甲醛反倾销期终复审案申请人对 KEP 相关意见的评论意见》。

（五）听证会。

应韩国工程塑料株式会社申请，调查机关决定召开本案

听证会，并于 2023 年 5 月 31 日和 6 月 19 日分别发布《关

于召开共聚聚甲醛反倾销期终复审听证会的通知》和《关于

召开共聚聚甲醛反倾销期终复审听证会的进一步通知》，向

利害关系方通知了听证会相关事项。

2023 年 6 月 28 日，调查机关召开听证会，就本案被调

查产品的进口对中国国内产业的影响，终止反倾销措施是否

可能导致倾销和损害的继续或再度发生，继续实施反倾销措

施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等问题听取了利害关系方的意见。本案

申请人、韩国驻华使馆、韩国工程塑料株式会社及其关联公

司、禹鹤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等进口商/经销商及用户参加

听证会。其中，申请人、韩国驻华使馆、韩国工程塑料株式

会社、广州市珅亚贸易有限公司、禹鹤贸易（上海）有限公

司、河南省秉宸塑胶有限公司、瑞安市亚伯兰塑料贸易有限

公司、宁波中目贸易有限公司、山东山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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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江苏特铄工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等利害关系方代表在听

证会上发言，并于会后规定的时间内向调查机关提交了发言

的书面材料。

（六）实地核查。

为了解国内产业状况，核实国内生产企业提交材料的完

整性、真实性和准确性，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二十条规定，

2023 年 7 月 5 日至 7 日，调查机关对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

司进行了实地核查。实地核查结束后，上述被核查企业向调

查机关提交了补充材料。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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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信息披露。

根据《反倾销条例》、《反倾销调查信息披露暂行规则》

和《产业损害调查信息查阅与信息披露规定》，2023年9月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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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0月7日，

韩国工程塑料株式会社向调查机关提交了对裁决披露的评

论意见。调查机关在裁定中予以了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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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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第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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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韩国。

在规定时间内，韩国工程塑料株式会社登记参加调查并

提交了调查问卷答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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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向调查机关提供了

韩国共聚聚甲醛产业的相关数据及证据材料。

1.倾销调查情况。

调查机关在 2017 年第 61 号公告中认定，原产于韩国的

进口共聚聚甲醛存在倾销，倾销幅度为 6.2%-30.4%。

韩国工程塑料株式会社。

（1）正常价值。

调查机关审查了该公司被调查产品和同类产品的型号

划分情况。该公司在答卷中主张被调查产品不分型号。经审

查，调查机关决定接受公司关于型号划分的主张。

调查机关审查了该公司在韩国国内销售的情况。经审

查，倾销调查期内该公司同类产品国内销售数量占同期向中

国出口销售被调查产品的比例超过 5%，符合作为确定正常价

值基础的数量要求。倾销调查期内，该公司主张韩国国内产

业同类产品全部销售给非关联客户。调查机关决定依据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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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销售给韩国国内非关联客户的价格作为确定正常价值的

基础。

调查机关审查了该公司提交的生产成本和费用数据。关

于生产成本，公司答卷表 7-4 和表 7-4-2 显示，公司有部分

被调查产品通过委托加工生产，但公司答卷未就委托加工问

题进行说明和解释。公司答卷在表 7-1 中提供了甲醇的采购

清单，没有提交其他原材料和辅料的采购清单。根据调查问

卷填答要求，公司应当在表 7-1 中提供从生产开始到结束各

阶段的所有原材料投入的情况。由于公司未提供其他原材料

的采购成本明细，无法核实公司报告的其他原材料成本数据

的真实准确性。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调

查机关决定根据已经获得的事实和可获得的最佳信息为公

司确定生产成本。调查机关通过审查申请书、公司答卷、查

阅相关网站和公开刊物等渠道，对调查中获得的信息进行比

较和分析，决定采用申请人提供的原材料生产成本占比，确

定被调查产品生产成本数据。关于销售、管理和财务费用，

调查机关决定接受公司主张的分摊方法和数据。

调查机关根据上述调整后的生产成本和费用数据，对公

司同类产品在韩国国内是否低于成本销售进行了测试。经审

查，倾销调查期内公司同类产品在国内低于成本销售的数量

占同类产品国内全部销售数量的比例超过 20%。根据《反倾

销条例》第四条的规定，调查机关决定以排除低于成本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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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韩国国内销售作为确定正常价值的基础。

（2）出口价格。

调查机关审查了公司向中国出口销售被调查产品的情

况。倾销调查期内，公司通过多种渠道对中国出口，一是通

过韩国国内非关联贸易商出口至中国；二是直接销售给中国

的非关联客户；三是通过位于中国的关联贸易商出口至中国

非关联客户；四是通过位于韩国的关联贸易商出口至中国非

关联客户。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五条的规定，对第一和第二种销

售方式，调查机关决定以该公司销售给非关联贸易商和中国

非关联客户的价格作为确定出口价格的基础；对于第三种销

售方式，调查机关决定采用中国关联贸易商与中国非关联客

户之间的销售价格作为确定出口价格的基础；对于第四种销

售方式，调查机关决定采用韩国关联贸易商与中国非关联客

户之间的销售价格作为确定出口价格的基础。

（3）调整项目。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六条的规定，为公平合理比较，

调查机关对该公司影响价格可比性的调整项目逐一进行了

审查。

关于正常价值。

经审查，调查机关决定接受该公司主张的内陆运费－工

厂到分销仓库、内陆运输-工厂/仓库至客户、售前仓储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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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信用费用等调整项目。

关于出口价格。

经审查，调查机关决定接受该公司主张的内陆运输－工

厂/仓库至出口港、国际运输费用、国际运输保险费、港口装

卸费等相关费用、包装费用、信用费用、内陆运费－港口至

仓库、售前仓储费用、内陆运输－仓库至非关联客户、进口

海关关税、反倾销税、报关代理费、其他需要调整的项目等

调整主张。

此外，对于通过中国关联贸易商转售的交易，调查机关

对中国关联贸易商的间接费用和利润进行了补充调整。

（4）关于到岸价格（CIF 价格）。

经审查，调查机关决定接受该公司到岸价格数据。

调查机关认定，本次复审调查期内，在调整了销售条件

和贸易水平等影响价格可比性的因素后，韩国工程塑料株式

会社向中国出口的共聚聚甲醛存在倾销。

韩国工程塑料株式会社在听证会上主张，希望调查机关

能够适用“从低征税”规则等多样化的调查方法，在本案中

重新确定其适用的反倾销税率。对此调查机关认为，本次期

终复审调查不重新确定反倾销税率，不接受该公司主张。

韩国工程塑料株式会社在对裁决信息披露的评论意见中再

次提出类似主张，调查机关不予接受。

其他韩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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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0 月 23 日，调查机关发起本次期终复审调查。

当日，调查机关通知了韩国驻华使馆及申请书中列明的生产

商和出口商，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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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案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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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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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调

查机关已尽通知义务但没有提供必要信息配合调查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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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韩国工程塑料株式会社

共聚聚甲醛销售渠道存在特殊性，调查机关审查了申请人提

交的相关数据和证据材料，并结合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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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海关统计的韩国共聚聚甲醛的对华

出口价格为基础计算出口价格，以韩国进口甲醇的平均价格

为基础构造正常价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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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韩国公司的共聚聚甲醛向中国的出口存在倾销。

综上，调查机关认定，在本次复审倾销调查期内，原产于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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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进口共聚聚甲醛存在倾销。

2.韩国共聚聚甲醛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情况。

本案申请人提供了《关于全球共聚聚甲醛生产消费情况

的说明》，包括韩国产能、产量、消费量等，根据韩国海关

统计提供了韩国总出口数据，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提供了中国

自韩国进口共聚聚甲醛的相关数据，并提交了相关证据。韩

国工程塑料株式会社在反倾销答卷、《关于共聚聚甲醛反倾

销措施期终复审案倾销及产业损害继续或再度发生可能性

的意见》、听证会发言书面材料中提交了韩国国内共聚聚甲

醛供需情况相关数据。其他韩国生产商、出口商未配合调查，

没有提交调查问卷答卷，也未提供韩国共聚聚甲醛市场总体

情况信息。

调查机关对两组数据进行了审查。首先，韩国工程塑料

株式会社提交的数据没有严格依据答卷要求的调查期时间

填写，没有提供 2021 年 1-6 月和 2022 年 1-6 月的数据，而

申请人提交的数据包含了 2021 年 1-6 月和 2022 年 1-6 月的

数据。其次，韩国工程塑料株式会社虽然提交了韩国国内总

产能、产量、销售量及开工率等数据，但该公司在反倾销答

卷里指出“由于韩国另外两家生产企业的被调查产品产能、

产量及销售情况等属该公司商业秘密，本公司无法获取，本

公司填报了本公司可获取的信息”，其在答卷中标明数据来

源于韩国进出口统计资料及该公司内部资料，并未对相关数

据的获取途径进行说明，导致调查机关无法对相关数据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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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性和真实性进行核实。而申请人提交的相关数据为第三方

中国合成树脂协会提供。基于以上原因，调查机关决定在调

查中采用申请人提供的相关数据。

（1）产能、产量及闲置产能。

2018 年至 2021 年韩国共聚聚甲醛产能分别为 26 万吨、

29.5 万吨、29.5 万吨和 29.5 万吨，2021 年比 2018 年增加

了 13.46%，2022 年 1-6 月产能为 14.75 万吨，与上年同期

持平。2018年至2021年韩国共聚聚甲醛产量分别为24万吨、

24 万吨、23 万吨和 26 万吨，2021 年比 2018 年增长了 8.33%，

2022 年 1-6 月产量为 13 万吨，与上年同期持平。2018 年至

2021 年韩国共聚聚甲醛闲置产能（产能减去产量）分别为 2

万吨、5.5 万吨、6.5 万吨和 3.5 万吨，2021 年比 2018 年增

长 75%，2022 年 1-6 月为 1.75 万吨，与上年同期持平。2018

年至2021年闲置产能占总产能的比例分别为7.69%、18.64%、

22.03%和 11.86%，2022 年 1-6 月为 11.86%。数据表明，韩

国拥有较强的共聚聚甲醛生产能力和较大的闲置产能。

（2）韩国共聚聚甲醛市场需求情况。

2018 年至 2021 年，韩国国内对共聚聚甲醛的需求量分

别为 9.4 万吨、9.7 万吨、9.2 万吨和 9.3 万吨，2022 年 1-6

月为 4.6 万吨，总体保持稳定，略有下降。2018 年至 2021

年，韩国共聚聚甲醛可供出口的能力（产能减去国内需求量）

分别为 16.60 万吨、19.80 万吨、20.30 万吨和 20.20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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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总产能的比例分别为 63.85%、67.12%、68.81%、和 68.47%。

2022 年 1-6 月可供出口的能力为 10.15 万吨，占总产能的比

例为 68.81%。数据表明，韩国国内市场对共聚聚甲醛的需求

有限，对韩国共聚聚甲醛产能的消化能力明显不足，超过 60%

的产能须依赖国际市场消化。

（3）韩国共聚聚甲醛出口情况。

2018 年至 2021 年，韩国共聚聚甲醛的年出口量分别为

15 万吨、14.5 万吨、14 万吨和 17 万吨，占年产量的比例分

别为 62.50%、60.42%、60.87%和 65.38%。2022 年 1-6 月出

口量为 8.5 万吨，占产量的比例为 65.38%。韩国每年有 60%

以上的产量需要通过出口进行消化，对外出口一直是其重要

的销售方式。

上述产能、产量、市场需求及出口情况的相关数据表明，

调查期内，韩国仍存在较大的共聚聚甲醛生产能力和闲置产

能，其自身需求量总体保持稳定，对其产能的消化能力不足，

国际市场是其主要的销售市场，对外出口是其重要的销售方

式。

3.韩国共聚聚甲醛在中国市场竞争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数据，2018 年至 2021 年，

中国自韩国进口共聚聚甲醛的数量分别为 3.50 万吨、2.44

万吨、3.26 万吨和 4.26 万吨，占当年中国进口共聚聚甲醛

总数量的 17.43%、12.98%、17.01%和 19.51%。2022 年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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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自韩国进口量为 2.01 万吨，占中国总进口比例为 17.97%。

自韩国进口共聚聚甲醛的数量总体呈增长趋势。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共聚聚甲醛消费市场。根据申请人提

交的数据，损害调查期内，国内共聚聚甲醛产品的需求量呈

持续增长趋势。2018 年至 2021 年，需求量分别为 54.0 万吨、

55.4 万吨、58.4 万吨和 63.0 万吨，2021 年比 2018 年增长

了 16.7%。2022 年 1-6 月，需求量为 31.7 万吨，比上年同

期增长了 1.28%。对韩国共聚聚甲醛生产商而言，中国市场

有很强的吸引力，仍是其重要目标市场。在中国共聚聚甲醛

市场上，进口产品与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之间市场竞争激烈，

价格因素是竞争的重要手段之一。如果取消反倾销措施，为

维持其在中国市场份额，韩国共聚聚甲醛可能继续以倾销方

式对中国出口。

以上证据表明，韩国有较强的共聚聚甲醛生产能力，国

内市场需求不足，存在大量过剩产能，极度依赖国外市场，

而中国共聚聚甲醛市场需求呈持续上升趋势，一直是韩国对

外出口的重要目标市场。在实施反倾销措施的情况下，韩国

共聚聚甲醛对中国出口数量仍总体呈增长趋势，中国仍是其

重要的出口市场。在倾销调查期，韩国共聚聚甲醛对中国的

出口仍然存在倾销，同时也在向第三国（地区）市场大量出

口来消化其过剩产能。在中国共聚聚甲醛市场上，不同来源

的产品竞争激烈，价格因素是竞争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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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韩国共聚聚甲醛很可能继续以倾销方

式大量涌入中国市场。

调查机关认定，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韩国的进

口共聚聚甲醛对中国的倾销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

韩国工程塑料株式会社在对裁决信息披露的评论意见

中主张，韩国工程塑料株式会社的具体情况不同于与韩国产

业整体情况，要求对其单独考量。对此，调查机关认为本次

期终复审调查需要对原产于韩国的进口共聚聚甲醛倾销继

续和再度发生的可能性进行考察，韩国工程塑料株式会社的

主张不成立。

（二）泰国。

本次期终复审调查中，泰国聚甲醛有限公司登记参加调

查，但未提交调查问卷答卷。泰国其他生产商、出口商既未

登记参加调查，也未提交调查问卷答卷。调查机关已通过公

告等方式尽最大能力通知了所有利害关系方并提醒其不配

合调查的后果。鉴于泰国生产商和出口商未能提供必要信息

配合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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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产于泰

国的进口共聚聚甲醛对中国的倾销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

性作出裁定。

调查机关审查了申请人提交的相关数据和证据材料，并

通过对比海关统计数据等方式进行了分析核实。调查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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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利害关系方对申请人提交的数据提出不同意见。经审

查，调查机关认定申请人提交的数据和信息为可获得的最佳

信息，并据此对原产于泰国的进口共聚聚甲醛对中国的倾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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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第 61 号公告中认定，原产于泰国的

进口共聚聚甲醛存在倾销，倾销幅度为 18.5%-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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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产于泰国的进口共聚

聚甲醛存在倾销。

本次期终复审调查中，泰国生产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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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泰国的生产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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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的相关数据

和证据材料，并结合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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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海关统计的泰国共聚聚甲醛的对华

出口价格为基础计算出口价格，以泰国进口甲醇的平均价格

为基础构造正常价值。经审查，调查机关决定接受其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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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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产于泰国的共聚聚甲醛向中国的出口存在倾销。

2.泰国共聚聚甲醛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情况。

（1）产能、产量及闲置产能。

2018 年至 2021 年，泰国共聚聚甲醛产能保持稳定，均

为 11 万吨，2022 年 1-6 月产能约 5.5 万吨。同期产量总体

也保持稳定，2018 年至 2021 年分别为 9 万吨、9 万吨、8 万

吨和 9 万吨，2022 年 1-6 月为 4.2 万吨，比上年同期下降了

6.67%。闲置产能（产能减去产量）总体保持稳定，2018 年

至 2021 年分别为 2 万吨、2 万吨、3 万吨和 2 万吨，2022 年

1-6 月为 1.3 万吨。2018 年至 2021 年闲置产能占总产能的

比例分别为 18.18%、18.18%、27.27%和 18.18%，2022 年 1-6

月为 23.64%。数据表明，泰国拥有较强的共聚聚甲醛生产能

力和较大的闲置产能。

（2）泰国共聚聚甲醛市场需求情况。

2018 年至 2021 年，泰国国内对共聚聚甲醛的需求量分

别为 3.8 万吨、4 万吨、3.9 万吨和 3.8 万吨，2022 年 1-6

月为 1.8 万吨，总体保持稳定。2018 年至 2021 年，泰国共

聚聚甲醛可供出口的能力（产能减去国内需求量）分别为 7.2

万吨、7 万吨、7.1 万吨和 7.2 万吨，占总产能的比例分别

为 65.45%、63.64%、64.55%和 65.45%。2022 年 1-6 月可供

出口的能力为 3.7 万吨，占总产能的比例为 67.27%。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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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泰国国内市场对共聚聚甲醛的需求有限，对泰国共聚聚

甲醛产能的消化能力明显不足，超过 60%的产能须依赖国际

市场消化。

（3）泰国共聚聚甲醛出口情况。

2018 年至 2021 年，泰国共聚聚甲醛的年出口量分别为

6.2 万吨、6.3 万吨、5.1 万吨和 6.2 万吨，占年产量的比例

分别为 68.89%、66.67%、63.75%和 68.89%。2022 年 1-6 月

出口量为 3.9 万吨，占产量的比例为 69.05%。泰国每年有

63%以上的产量需要通过出口进行消化，对外出口一直是其

重要的销售方式。

上述产能、产量、市场需求及出口情况的相关数据表明，

调查期内，泰国仍存在较大的共聚聚甲醛生产能力和闲置产

能，其自身总体需求量总体保持稳定，对其产能的消化能力

不足，国际市场是其主要的销售市场，对外出口是其重要的

销售方式。

3.泰国共聚聚甲醛在中国市场竞争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数据，2018 年至 2021 年，

中国自泰国进口共聚聚甲醛的数量分别为 1.26 万吨、1.11

万吨、1.72 万吨和 1.55 万吨，占当年中国进口共聚聚甲醛

总数量的 6.26%、5.92%、8.99%和 7.11%。2022 年 1-6 月自

泰国进口量为 0.92 万吨，占中国总进口比例为 8.26%。自泰

国进口共聚聚甲醛的数量总体呈增长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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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共聚聚甲醛消费市场。根据申请人提

交的数据，损害调查期内，国内共聚聚甲醛产品的需求量呈

持续增长趋势。2018 年至 2021 年，需求量分别为 54.0 万吨、

55.4 万吨、58.4 万吨和 63.0 万吨，2021 年比 2018 年增长

了 16.7%。2022 年 1-6 月，需求量为 31.7 万吨，比上年同

期增长了 1.28%。对泰国共聚聚甲醛生产商而言，中国市场

有很强的吸引力，仍是其重要目标市场。在中国共聚聚甲醛

市场上，进口产品与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之间市场竞争激烈，

价格因素是竞争的重要手段之一。如果取消反倾销措施，为

维持其在中国市场份额，泰国共聚聚甲醛可能继续以倾销方

式对中国出口。

以上证据表明，泰国共聚聚甲醛产能巨大，国内市场需

求不足，存在大量过剩产能，极度依赖国外市场，而中国共

聚聚甲醛市场需求呈持续上升趋势，一直是泰国对外出口的

重要目标市场。在实施反倾销措施的情况下，泰国共聚聚甲

醛对中国出口数量仍总体呈增长趋势，中国仍是其重要的出

口市场。在倾销调查期，泰国共聚聚甲醛对中国的出口仍然

存在倾销，同时也在向第三国（地区）市场大量出口来消化

其过剩产能。在中国共聚聚甲醛市场上，不同来源的产品竞

争激烈，价格因素是竞争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如果终止

反倾销措施，泰国共聚聚甲醛很可能继续以倾销方式大量涌

入中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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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机关认定，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泰国的进

口共聚聚甲醛对中国的倾销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

（三）马来西亚。

本次期终复审调查中，马来西亚生产商和出口商未登记

参加调查，也未提交调查问卷的答卷。调查机关已通过公告

等方式尽最大能力通知了所有利害关系方并提醒其不配合

调查的后果。鉴于马来西亚生产商和出口商未能提供必要信

息配合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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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产于

马来西亚的进口共聚聚甲醛对中国的倾销继续或再度发生

的可能性作出裁定。

调查机关审查了申请人提交的相关数据和证据材料，并

通过对比海关统计数据等方式进行了分析核实。调查期间，

没有利害关系方对申请人提交的数据提出不同意见。经审

查，调查机关认定申请人提交的数据和材料为可获得的最佳

信息，并据此对原产于马来西亚的进口共聚聚甲醛对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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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第 61 号公告中认定，原产于马来西

亚的进口共聚聚甲醛存在倾销，倾销幅度为 8.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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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产于马来西亚的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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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聚聚甲醛存在倾销。

本次期终复审调查中，马来西亚生产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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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马来西亚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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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的相关数据和证据材料，并结合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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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海关统计的马来西亚共聚聚甲醛的

对华出口价格为基础计算出口价格，以马来西亚进口甲醇的

平均价格为基础构造正常价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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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产于马来西亚的共聚聚甲醛向中国的出口

存在倾销。

2.马来西亚共聚聚甲醛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情况。

（1）产能、产量及闲置产能。

2018 年至 2021 年，马来西亚共聚聚甲醛产能保持稳定，

均为 16 万吨，2022 年 1-6 月产能约 8 万吨。同期产量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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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保持稳定，2018 年至 2021 年分别为 13 万吨、13 万吨、

12 万吨和 13 万吨，2022 年 1-6 月产量为 6.4 万吨，比上年

同期下降了 1.54%。闲置产能（产能减去产量）总体保持稳

定，2008 年至 2021 年分别为 3 万吨、3 万吨、4 万吨和 3 万

吨，2022 年 1-6 月为 1.6 万吨，较上年同期增加 6.67%。2018

年至 2021 年闲置产能占总产能的比例分别为 18.75%、

18.75%、25.00%和 18.75%，2022 年 1-6 月占比为 20.00%。

数据表明，马来西亚拥有较强的共聚聚甲醛生产能力和较大

的闲置产能。

（2）马来西亚共聚聚甲醛市场需求情况。

2018 年至 2021 年，马来西亚国内对共聚聚甲醛的需求

量分别为 3.2 万吨、3.3 万吨、3.1 万吨和 3.1 万吨，2022

年 1-6 月为 1.5 万吨，总体保持稳定，略有下降。2018 年至

2021 年，马来西亚共聚聚甲醛可供出口的能力（产能减去国

内需求量）分别为 12.8 万吨、12.7 万吨、12.9 万吨和 12.9

万吨，占总产能的比例分别为 80.00%、79.38%、80.63%和

80.63%。2022 年 1-6 月可供出口的能力为 6.5 万吨，占总产

能的比例为 81.25%。这表明，马来西亚国内市场对共聚聚甲

醛的需求有限，对马来西亚共聚聚甲醛产能的消化能力明显

不足，超过 79%的产能须依赖国际市场消化。

（3）马来西亚共聚聚甲醛出口情况。

2018 年至 2021 年，马来西亚共聚聚甲醛的年出口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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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 10.6 万吨、10.5 万吨、9.7 万吨和 10.7 万吨，占年产

量的比例分别为 81.54%、80.77%、80.83%和 82.31%。2022

年 1-6 月出口量为 5.1 万吨，占产量的比例为 79.69%。马来

西亚每年有 79%以上的产量需要通过出口进行消化，对外出

口一直是其重要的销售方式。

上述产能、产量、市场需求及出口情况的相关数据表明，

调查期内，马来西亚仍存在较大的共聚聚甲醛生产能力和闲

置产能，其自身总体需求量总体保持稳定，对其产能的消化

能力不足，国际市场是其主要的销售市场，对外出口是其重

要的销售方式。

3.马来西亚共聚聚甲醛在中国市场竞争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数据，2018 年至 2021 年，

中国自马来西亚进口共聚聚甲醛的数量分别为 3.42 万吨、

2.05 万吨、1.93 万吨和 2.64 万吨，占当年中国进口共聚聚

甲醛总数量的 17.03%、10.93%、10.04%和 12.08%。2022 年

1-6 月自马来西亚进口量为 1.00 万吨，占中国总进口比例为

8.99%。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共聚聚甲醛消费市场。根据申请人提

交的数据，损害调查期内，国内共聚聚甲醛产品的需求量呈

持续增长趋势。2018 年至 2021 年，需求量分别为 54.0 万吨、

55.4 万吨、58.4 万吨和 63.0 万吨，2021 年比 2018 年增长

了 16.7%。2022 年 1-6 月，需求量为 31.7 万吨，比上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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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增长了 1.28%。对马来西亚共聚聚甲醛生产商而言，中国

市场有很强的吸引力，仍是其重要目标市场。在中国共聚聚

甲醛市场上，进口产品与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之间市场竞争激

烈，价格因素是竞争的重要手段之一。如果取消反倾销措施，

为维持其在中国市场份额，马来西亚共聚聚甲醛可能继续以

倾销方式对中国出口。

以上证据表明，马来西亚共聚聚甲醛产能巨大，国内市

场需求不足，存在大量过剩产能，极度依赖国外市场，而中

国共聚聚甲醛市场需求呈持续上升趋势，一直是马来西亚对

外出口的重要目标市场。在实施反倾销措施的情况下，马来

西亚共聚聚甲醛对中国出口数量仍总体呈增长趋势，中国仍

是其重要的出口市场。在倾销调查期，马来西亚共聚聚甲醛

对中国的出口仍然存在倾销，同时也在向第三国（地区）市

场大量出口来消化其过剩产能。在中国共聚聚甲醛市场上，

不同来源的产品竞争激烈，价格因素是竞争的重要手段之

一。因此，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马来西亚共聚聚甲醛很可

能继续以倾销方式大量涌入中国市场。

调查机关认定，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马来西亚

的进口共聚聚甲醛对中国的倾销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

五、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和国内产业

（一）国内产业同类产品认定。

调查机关在 2022 年第 29 号公告中规定，本次反倾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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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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第 61 号公告中公布的产品范围一致。

调查机关在 2017 年第 61 号公告中认定，原产于韩国、

泰国和马来西亚的进口共聚聚甲醛与中国国内产业生产的

共聚聚甲醛是同类产品。

申请人主张，在本次复审调查中，原产于韩国、泰国和

马来西亚的进口共聚聚甲醛与国内企业生产的共聚聚甲醛

在物理特征、原材料构成、生产工艺、外观、质量、用途、

销售渠道、客户群体等方面均未发生实质性变化。没有证据

表明上述情况发生了变化。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十二条规定，调查机关认定，原

产于韩国、泰国和马来西亚的进口共聚聚甲醛与中国国内产

业生产的共聚聚甲醛是同类产品。

（二）国内产业的认定。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十一条的规定，国内产业是指中

国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全部生产者，或者其总产量占国内产

业同类产品总产量的主要部分的生产者。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

责任公司、开封龙宇化工有限公司、兖矿鲁南化工有限公司、

唐山中浩化工有限公司和中海石油天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向调查机关提交了国内生产者调查问卷答卷，并主张其构成

了本次反倾销期终复审调查的中国共聚聚甲醛产业。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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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2019 年、2020 年、2021 年和 2022 年 1-6 月，上述六家

答卷企业的合计产量占国内产业同类产品总产量的比例分

别为 78%、79%、82%、82%和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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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答卷的 6 家国内生产者的合

计产量已占国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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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聚聚甲醛产业，其数据可以

代表国内产业情况。没有利害关系方对此提出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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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内产业损害继续或再度发生的

可能性进行了审查。

（一）国内产业状况。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七条和第八条规定，调查机关对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共聚聚甲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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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共聚聚甲醛产品的需求量呈持续增

长趋势。2018 年至 2021 年，需求量分别为 540,000 吨、554，

000 吨、584,000 吨和 630,000 吨。2019 年至 2021 年与上年

相比分别增长了 2.59%、5.42%和 7.88%。2022 年 1-6 月，需

求量为 317,000 吨，比上年同期增长了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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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能。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产能呈上升趋势。

2018 年至 2021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产能分别为 299,000

吨、319,000 吨、359,000 吨和 382,000 吨，2019 年至 2021

年与上年相比分别增长了 6.69%、12.54%和 6.41%。2022 年

1-6 月，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产能为 194,000 吨，比上年同期

增长了 1.57%。

3. 产量。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产量呈先增后降趋

势。2018 年至 2021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产量分别为

277,886 吨、299,993 吨、333,383 吨和 350,778 吨，2019

年至 2021 年与上年相比分别增长了 7.96%、11.13%和 5.22%。

2022 年 1-6 月，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产量为 170,465 吨，比上

年同期下降了 4.44%。

4. 国内销售量。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国内销售量呈现先增

后降趋势。2018 年至 2021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国内销售

量分别为 264,765 吨、294,227 吨、337,057 吨和 341,704

吨。2019 年至 2021 年与上年相比分别增长了 11.13%、

14.56%、1.38%。2022 年 1-6 月，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国内销

售量为 146,486 吨，比上年同期下降了 15.58%。

5. 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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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市场份额先增后降，

总体下降。2018 年至 2021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市场份额

分别为 49.26%、53.41%、58.05%和 55.70%。2019 年、2020

年分别比上年增加 4.15、4.64 个百分点，2021 年比上年下

降 2.35 个百分点。2022 年 1-6 月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市场份

额为 47.91%，比上年同期下降 8.59 个百分点，也低于调查

期初的市场份额。

6. 销售价格。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销售价格呈先降后升

趋势。2018 年至 2021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国内销售价格

分别为 12,079.83 元/吨、9,496.89 元/吨、8,924.83 元/吨

和 14,148.98 元/吨。2019 年、2020 年与上年相比分别下降

了 21.38%、6.02%，2021 年比上年上升了 58.54%。2022 年

1-6 月，国内产业同类产品销售价格为 18,853.63 元，比上

年同期上升了 56.15%。

7. 销售收入。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销售收入呈现先降后

升趋势。2018 年至 2021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国内销售收入

分别为3,198,315,795元、2,794,242,127元、3,008,170,533

元和 4,834,759,726 元。2019 年比上年下降 12.63%，2020

年、2021 年与上年相比分别增长了 7.66%、60.72%。2022 年

1-6 月，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国内销售收入为 2,761,793,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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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 31.83%。

8. 税前利润。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税前利润先降后升。

2018 年至 2021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税前利润分别为

602,778,630 元 、 186,040,109 元 、 355,425,775 元 和

1,239,945,430 元，2019 年比上年下降了 69.14%，2020 年、

2021 年与上年相比分别增长了 91.05%和 248.86%。2022 年

1-6 月，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税前利润为 1,142,783,599 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132.19%。

9. 投资收益率。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投资收益率先降后

升。2018 年至 2021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投资收益率分别为

9.95%、3.05%、5.66%和 17.27%。2019 年比上年下降了 6.90

个百分点，2020 年、2021 年与上年相比分别增长了 2.62、

11.60 个百分点。2022 年 1-6 月，国内产业同类产品投资收

益率为 17.43%，比上年同期增长 10.72 个百分点。

10. 开工率。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开工率总体呈下降趋

势。2018 年至 2021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开工率分别为

92.94%、94.04%、92.86%和 91.83%。2019 年比上年增长 1.10

个百分点。2020 年、2021 年与上年相比分别下降了 1.18、

1.04 个百分点。2022 年 1-6 月，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开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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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87.87%，比上年同期下降 5.52 个百分点。

11. 就业人数。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就业人数呈增长趋

势。2018 年至 2021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就业人数分别为

1,550 人、1,551 人、1,560 和 1,700 人。2019 年至 2021 年

与上年相比分别增加了 0.02%、0.61%和 8.99%。2022 年 1-6

月，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就业人数为 1,758 人，比上年同期增

加 9.25%。

12. 劳动生产率。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劳动生产率先升后

降。2018 年至 2021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劳动生产率分别

为 179.25 吨/年/人、193.48 吨/年/人、213.70 吨/年/人和

206.31 吨/年/人。2019 年、2020 年与上年相比分别增长了

7.93%、10.46%，2021 年比上年下降 3.46%。2022 年 1-6 月，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劳动生产率为 96.95 吨/人，比上年同期

下降 12.53%。

13. 人均工资。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人均工资先降后升。

2018 年至 2021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人均工资分别为

98,124 元/年/人、93,910 元/年/人、93,427 元/年/人和

117,412 元/年/人。2019 年、2020 年与上年相比分别下降了

4.29%、0.51%，2021 年比上年增长了 25.67%。2022 年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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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人均工资为 59,343 元/人,比上年同期

增长 7.84%。

14. 期末库存。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期末库存呈现波动。

2018 年至 2021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期末库存分别为

18,927 吨、20,743 吨、12,306 吨和 8,739 吨。2019 年比上

年增加 9.55%，2020 年、2021 年与上年相比分别减少了

40.65%、28.99%。2022 年 1-6 月,国内产业同类产品期末库

存为 25,346 吨，比上年同期增加 96.15%。

15.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经营活动现金净流

量先降后升。2018 年至 2021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经营活动

现金净流量分别为 1,375,476,359 元、1,317,612,746 元、

1,042,168,235 元和 2,563,794,701 元。2019 年、2020 年与

上年相比分别减少了 4.21%、20.90%，2021 年比上年增加

146.01%。2022 年 1-6 月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经营活动现金净

流量 1,280,377,492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76.13%。

16. 投融资能力。

损害调查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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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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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国内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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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

类产品的产能、产量、国内销量、内销收入、内销价格、税

前利润、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就业人数、人均工资等指标

均总体呈增长趋势。

经调查，损害调查期内中国共聚聚甲醛需求总体呈增长

趋势，2021 年比 2018 年增长了 16.67%，2022 年 1-6 月比上

年同期又增长 1.28%。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产能随之增加，2021

年比 2018 年增长 27.76%，2022 年 1-6 月比上年同期增加

1.57%。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产量 2021 年比 2018 年增加了

26.23%，2022 年 1-6 月比上年同期减少了 4.44%，低于产能

的增长速度，开工率总体呈下降趋势，调查期末比期初下降

了 5.07 个百分点，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产能未能得到充分利

用。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国内销售量总体呈增

长趋势，但 2022 年 1-6 月比上年同期下降 15.58%，由于销

售价格调查期末比期初上升 56.08%，带动国内产业同类产品

销售收入总体呈增长趋势。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库存总体呈下

降趋势，但 2022 年 1-6 月比上年同期增加 96.15%。国内产

业同类产品市场份额先增后降，总体出现下降，2019 年、2020

年与上年比分别增加 4.15 个百分点和 4.64 个百分点，2021

年比上年下降 2.35 个百分点，2022 年 1-6 月比上年同期下

降 8.59 个百分点。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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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出现大幅度波动，2019 年比 2018 年大幅下降 69.14%，

尽管 2020 年比 2019 年增加 91.05%，但与 2018 年比仍下降

了 41%，2021 年比 2020 年增加 248.86%，2022 年 1-6 月比

上年同期增加 132.19%。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投资收益率在

调查期内波动较大，2019 年比 2018 年大幅下降 6.9 个百分

点，尽管 2020 年比 2019 年增加 2.62 个百分点，但明显低

于 2018 年的投资收益率水平，2021 年比 2020 年增加 11.60

个百分点，2022 年 1-6 月比上年同期增加 10.72 个百分点。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经营活动的现金净流量在调查期内也呈

现波动，2019 比上年减少 4.21%，2020 年比上年继续减少

20.90%，2021 年比上年增加 146.01%，2022 年 1-6 月比上年

同期增加 76.13%。国内产业盈利能力和财务状况仍处于不稳

定和较脆弱的状态。

韩国工程塑料株式会社主张，损害调查期内中国国内产

业经济指标总体表现良好，随着中国国内需求的持续扩大，

中国国内产业的产销量稳步增长，库存逐年下降，利润及投

资收益等关键经济指标均实现了大规模增长。国内产业获得

了恢复和发展，损害影响已经消除。进口产品对国内市场的

影响力在逐渐减小，终止反倾销措施也不存在损害再度发生

的可能。

国内产业评论指出，在反倾销措施以及需求持续增长的

共同作用下，本案国内 6 家共聚聚甲醛生产企业的答卷合并



35

数据显示，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生产、销售、

价格、利润、人员、工资等指标总体呈增长趋势。国内产业

获得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但国内产业产能未能获得充分利

用，开工率总体呈下降趋势，市场份额 2021 年以来持续下

降，调查期末库存大幅增加，内销价格、人均工资、税前利

润、投资收益率及现金净流量波动较大。国内产业为建设和

扩建共聚聚甲醛装置而投入的巨额资金尚未得到有效回收，

且面临着折旧和摊销的巨大压力。而且，国内产业的集中度

和规模效应偏低，竞争力也明显偏弱。因此，尽管国内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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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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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

对此，调查机关认为，在分析相关经济指标时，应结合

国内产业的特点以及特定市场状况，从各个经济指标整体变

化和相互关系来考察，某个或某几个指标的变化不一定能客

观反映出国内产业的现状。在国内需求持续增加和反倾销措

施实施的背景下，国内产业同类产品某些经济指标向好是正

常的，体现了反倾销措施的效果。然而在损害调查期内，国

内产业开工率、市场份额总体下降，且税前利润、投资收益

率、经营活动的现金净流量等经济指标大幅波动，说明国内

产业盈利能力和财务状况仍处于不稳定状态。同时，相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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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企业，中国国内产业个体规模较小，抗风险能力不足。

在上述背景下，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倾销进口产品可能继

续或再度对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因此，韩国工程塑料

株式会社的主张不成立。

综上，调查机关认定，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在实施

反倾销措施的情况下获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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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倾销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的可能影响。

调查机关在 2017 年第 61 号公告中认定，原产于韩国、

泰国和马来西亚的进口共聚聚甲醛与中国国内产业生产的

同类产品之间竞争条件基本相同。在本次复审调查中，没有

证据显示上述竞争条件发生了显著变化。因此，调查机关在

评估韩国、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倾销进口产品的进口数量和进

口价格时，将韩国、泰国和马来西亚数据合并进行考虑。

韩国工程塑料株式会社评论指出，中国共聚聚甲醛产品

主要集中在中低端领域，中高端产品供应能力不足，特别是

在高附加值的汽车配件行业以及高端电子电器行业，中国国

产共聚聚甲醛应用较少或由于门槛较高不具备进入条件，且

韩国工程塑料株式会社的产品价格高于国内产业同类产品

价格，韩国产品与中国同类产品面向的细分市场不同，互不

产生竞争。因此，在本案中对被调查产品进行累积评估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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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的，为了得出更加客观的结论，应单独评估韩国产品对

国内产业造成的影响。听证会上，广州市珅亚贸易有限公司、

禹鹤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对韩国工程塑料株式会社的观点

表示支持。

国内产业对此评论指出，原审最终裁定中，调查机关已

明确裁定包括韩国在内的被调查产品与国内产业同类产品

之间存在竞争和替代关系。而且，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国

内产业同类产品在汽车领域的销售量及应用范围与措施实

施之前相比有了明显提升，由 2016 年的几千吨增加至 2022

年的上万吨。下游用户多达几十家，很多用户同时采购和使

用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以及包括韩国产品在内的被调查产品。

在听证会上，5 家经销商和下游用户的发言也明确表达了国

内产业同类产品可以用于汽车配件领域，并与韩国等进口产

品存在明显的竞争和替代性。目前，在包括汽车零部件、电

子电器等在内的下游应用领域，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与包括韩

国产品在内的被调查产品之间存在明显的竞争和替代关系，

且竞争和替代性进一步增强，应将韩国、泰国和马来西亚的

进口共聚聚甲醛对国内产业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累积评估。

调查机关经审查认为，原审已认定被调查产品与国内产

业同类产品在物理特性和化学特性、生产工艺流程、产品用

途、销售渠道和客户群体、产品可替代性、消费者和生产者

评价等方面基本相同，不存在实质性的区别,具有相似性和

可比性,可以相互替代，具有竞争关系。本次复审调查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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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证据表明上述情况发生了变化。调查显示国内产业同类

产品已广泛应用于汽车零配件和电子电器行业，韩国产品与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存在着竞争和替代关系。因此韩国工程塑

料株式会社的主张不成立。

1.倾销进口产品数量大量增加的可能性。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2018 年至 2021 年，原产于韩

国、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倾销进口产品数量分别为 81,792 吨、

56,036 吨、69,121 吨、84,512 吨，2019 年比 2018 年下降

31.49%，2020 年比 2019 年上升 23.35%，2021 年比 2020 年

上升 22.27%。2022 年 1-6 月进口数量为 39,308 吨，比上年

同期下降 4.18%。

2018 年至 2021 年，倾销进口产品占中国国内市场份额

分别为 15.15%、10.11%、11.84%和 13.41%。2019 年比 2018

年下降 5.03 个百分点，2020 年比 2019 年上升 1.72 个百分

点，2021 年比 2020 年上升 1.58 个百分点。2022 年 1-6 月

市场份额为 12.40%，比上年同期下降 0.83 个百分点。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2021 年及 2022 年 1-6 月，

倾销进口产品数量占中国国内总进口量的比例分别为

40.72%、29.83%、36.05%、38.70%和 35.22%。

数据显示，在损害调查期间，倾销进口产品数量在 2019

年下降，2020 年和 2021 年出现连续大幅增长，2022 年 1-6

月同比略有回落，倾销进口产品占中国市场份额也出现同样

的趋势。这表明，在反倾销措施作用下，韩国、泰国和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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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亚的生产商、出口商以倾销方式向中国大量出口被调查产

品的行为在损害调查期初虽然得到一定程度遏制，但自 2020

年开始倾销进口产品数量再次呈现增长趋势，2021 年倾销进

口产品数量已经超过期初 2018 年的水平。

根据申请人提供的证据，2018 年、2019 年、2020 年、

2021 年及 2022 年 1-6 月，韩国、泰国和马来西亚合计的共

聚聚甲醛产能分别为 53 万吨、56.5 万吨、56.5 万吨、56.5

万吨和 28.25 万吨；合计产量分别为 46 万吨、46 万吨、43

万吨、48 万吨和 23.6 万吨；闲置产能分别为 7 万吨、10.5

万吨、13.5 万吨、8.5 万吨和 4.65 万吨；需求量分别为 16.4

万吨、17 万吨、16.2 万吨、16.2 万吨和 7.9 万吨；需依赖

出口的产能分别为 36.6 万吨、39.5 万吨、40.3 万吨、40.3

万吨和 20.35 万吨。

数据表明，损害调查期内，韩国、泰国和马来西亚的产

能巨大且保持相对稳定，调查期内年闲置产能占比由期初的

13.21%上升到期末的 16.46%；而韩国、泰国和马来西亚合计

需求量不足，调查期内需依赖出口的产能占比由期初的

69.06%上升至期末的 72.04%，大量产能需要依赖出口市场来

消化。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共聚聚甲醛消费市场，损害调查期

内，国内共聚聚甲醛产品的需求量呈持续增长趋势。在韩国、

泰国和马来西亚存在大量闲置产能的情况下，需求日益增长

的中国市场对韩国、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共聚聚甲醛生产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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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商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是其重要的目标市场。调查结果

表明，在实施反倾销措施的情况下，韩国、泰国和马来西亚

生产商仍在以倾销方式向中国出口共聚聚甲醛。因此，如果

终止反倾销措施，为消化其闲置产能，严重依赖出口市场的

来自韩国、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共聚聚甲醛可能继续以倾销价

格进入中国市场。随着反倾销措施终止，上述倾销进口产品

很可能以更低的价格进入中国市场，倾销进口产品的数量可

能会大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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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第 61 号公告中认定，原产于韩国、

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共聚聚甲醛对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造

成了大幅压低。

本次复审中申请人主张，被调查产品与国内产业同类产

品在物理特性和化学特性、生产工艺流程、产品用途、销售

渠道和客户群体、产品可替代性、消费者和生产者评价等方

面基本相同，不存在实质性的区别,具有相似性和可比性,可

以相互替代，具有竞争关系。经审查，调查机关认为，目前

和今后一段时间内，没有证据显示上述竞争条件将会发生变

化，价格因素是倾销进口产品与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争夺市场

份额的主要手段。

2018 年至 2021 年，原产于韩国、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共

聚聚甲醛平均进口价格分别为 1,703 美元/吨、1,677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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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1,509 美元/吨和 1,829 美元/吨。其中，2019 年比 2018

年下降 1.53%，2020 年比 2019 年下降 9.97%，2021 年比 2020

年上涨 21.14%。2022 年 1-6 月进口价格为 2,197 美元/吨，

同比上涨 31.67%。按当年汇率和进口关税调整后 2018 年至

2021 年的人民币进口价格分别是 11,491 元/吨、11,783 元/

吨、10,604 元/吨和 12,000 元/吨。其中，2019 年比 2018

年上涨 2.54%，2020年比 2019年下降 10.00%，2021年比 2020

年上涨 13.17%。2022 年 1-6 月人民币进口价格为 14,464 元

/吨，同比上涨 31.74%。损害调查期内，倾销进口产品价格

先下降后上升，总体呈上升趋势，期末价格比期初价格上升

了 25.87%。

2018 年至 2021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国内销售价格分

别为 12,079.83 元/吨、9,496.89 元/吨、8,924.83 元/吨和

14,148.98 元/吨。2019 年、2020 年与上年相比分别下降了

21.38%、6.02%，2021 年比上年上升了 58.54%。2022 年 1-6

月，国内产业同类产品销售价格为 18,853.63 元，比上年同

期上升了 56.15%。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同

样先下降后上升，总体呈上升趋势，期末价格比期初价格上

升了 56.08%。

调查机关认为，现有证据表明，倾销进口产品价格与国

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在损害调查期内的变化趋势总体一致，

反映出联动性，均在 2020 年出现下降并在 2021 年后出现明

显上升，损害调查期末价格均高于损害调查期初价格。共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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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甲醛市场是充分竞争的市场，进口产品之间、进口产品与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之间无实质差别，价格是其在中国市场上

竞争的主要手段之一，价格因素是倾销进口产品与国内产业

同类产品争夺市场份额的主要手段。在实施反倾销措施的情

况下，韩国、泰国和马来西亚的生产商、出口商仍在以倾销

方式向中国市场出口共聚聚甲醛。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韩

国、泰国和马来西亚的生产商、出口商为消化其大量的闲置

产能，很可能继续或再度采用倾销手段进一步获得中国市

场，并可能对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造成不利影响。

综上，调查机关认为，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在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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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销进口产品的生产商和出口商很

可能继续或再度采用倾销手段，可能对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

格造成不利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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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关系方评论意见。

1. 韩国进口数量与价格。

韩国工程塑料株式会社主张，根据世贸组织《反倾销协

定》第 3.1 条、《反倾销条例》第八条、《产业损害调查规

定》第五条及第六条的规定，在确定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

时，应当审查倾销进口产品的数量，即是否存在倾销进口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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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绝对数量大量增加，或者相对于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生产

或消费数量是否大量增加。调查期内韩国产品的进口数量先

减后增，总体呈现出增长趋势，2021 年较 2018 年累计增加

21.68%，2022 年第一季度比前一年同期则仅增加 2.49%。同

期，中国国内总需求量累计增加约 16.67%，国内总产量增加

约 26.23%，相较而言，韩国产品的进口数量并未有大量增加。

且调查期内各年韩国产品的市场份额有升有降，2021 年比

2018 年累计增长 0.27%，总体保持在约 6.5%的水平，未有实

质性增加。

该公司同时主张，根据世贸组织《反倾销协定》第 3.1

条、《反倾销条例》第八条与《产业损害调查规定》第六条

的规定，调查机关在确定倾销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时，应当

审查被调查产品的价格，即被调查产品是否存在价格削低，

或者对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价格产生大幅度压低或抑制等

影响。而韩国产品进口价格、中国市场价格及上游主要原料

甲醇的国际市场价格的宏观走势是一致的，均呈现出 2018

年至 2020 年下降，2020 年之后上升的态势。韩国产品不存

在大幅削价销售的情况，韩国产品没有压低或抑制国内产业

同类产品的价格。综上，该公司认为中国国内产业的损害并

不是韩国产品进口造成的。

国内产业评论指出，韩国工程塑料株式会社通过分析损

害调查期内韩国被调查产品进口数量和价格变化情况，进而

认为韩国被调查产品没有对国内产业造成影响和损害，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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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反倾销原审调查与期终复审调查的性质和概念。从相关争

端解决案件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裁定和精神来看，原审调查

和期终复审调查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阶段，两者适用的法律或

者调查机关在不同阶段所负有的义务不能直接相互适用，也

就是说，世贸组织《反倾销协定》第 3 条关于损害的确定不

能自动地适用于第 11.3 条关于期终复审的认定。韩国工程

塑料株式会社主张不成立。

调查机关认为，调查显示，在存在反倾销措施的情况下，

损害调查期内韩国共聚聚甲醛对中国出口量仍总体保持了

增长趋势，2021 年比 2018 年增长了 21.7%，且韩国生产商

仍在以倾销方式向中国出口共聚聚甲醛。从国内产业情况

看，在国内需求持续增加和反倾销措施实施的背景下，损害

调查期内国内产业虽然得到一定恢复和发展，但开工率、市

场份额总体下降，税前利润、投资收益率、经营活动的现金

净流量等经济指标大幅波动，仍处于生产经营不稳定、抗风

险能力较弱的状态，容易受到倾销进口产品的冲击和影响。

而韩国有较大的共聚聚甲醛生产能力和过剩产能，国内市场

需求不足，严重依赖国外市场，一旦取消措施，韩国产品和

其他涉案国家产品可能会以倾销方式大量进入中国市场，对

国内产业造成冲击。

2.韩国产品对中国出口增加的可能性。

韩国工程塑料株式会社主张，根据该公司内部资料，韩

国的共聚聚甲醛产能及产量均已进入下降通道，产能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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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处于高位。2018 年-2022 年韩国共聚聚甲醛出口数量占总

产量的比重从 79.75%下降至 74.25%，呈现总体下降趋势。

说明韩国的共聚聚甲醛市场已经形成良好的平衡，并不过度

依赖国外市场，其国内市场具备消化产能的潜力。损害调查

期内韩国共聚聚甲醛对中国出口数量总体保持平稳态势，损

害调查期内对中国出口数量占韩国总产量的比重始终维持

在年平均 20%的水准。可见，韩国共聚聚甲醛对中国出口已

基本稳定，在无扩大、新增产能，开工率始终保持高位的情

况下，也不存在大量富余产量进一步流入中国市场的可能。

未来全球范围内共聚聚甲醛需求仍呈增长趋势，目前的供应

量和需求量相适应，不会出现供求严重失衡的情况；韩国共

聚聚甲醛产品对中国出口已基本稳定，在采取多元化出口策

略的情况下，未来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度将进一步下降。因此，

终止反倾销措施，不存在韩国共聚聚甲醛产品大量倾销到中

国而使中国国内产业再度遭受损害的可能。

国内产业主张，在本案中，应将韩国、泰国和马来西亚

的进口共聚聚甲醛对国内产业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综合性

的累积评估。即使考虑韩国单个国家共聚聚甲醛产品的情

况，韩国工程塑料株式会社的观点也明显与事实不符。近年

来，除中国以外的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美国和欧盟的共

聚聚甲醛产能均大于其需求，导致全球共聚聚甲醛一直明显

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而且，短期内这种严重供过于求的状

况难有改变。判断一个行业的供需状况，应该同时考虑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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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开工状况，也就是说闲置产能因素的影响。因此，用产

能和需求量之间的对比关系更能真实准确反映全球的供需

状况，韩国工程塑料株式会社用产量替代产能的做法明显是

故意回避了闲置产能的问题。

国内产业主张，根据权威第三方机构提供的证据，全球

共聚聚甲醛存在巨大的闲置产能和过剩产能。2018 年至 2021

年，闲置产能（产能与产量的差额）年均高达 22 万吨，过

剩产能（产能与需求量的差额）年均高达 27 万吨。同时，

韩国、泰国和马来西亚三国拥有大量共聚聚甲醛的过剩和闲

置产能，具有强大的出口能力。三国共聚聚甲醛对境外市场

的依赖程度高，中国市场是三国共聚聚甲醛重要的出口市

场。三国邻近中国，运距短，运费成本低，对中国市场的销

售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即便受到措施的约束，2021 年三国

共聚聚甲醛合计对中国的出口数量相比 2018 年仍呈上升趋

势。可以合理预见，一旦终止措施，三国厂商大量的过剩以

及闲置产能将会更多地转向邻近的中国市场，其对中国出口

数量很可能会大量增加。

调查机关认为，调查显示韩国仍存在较大的共聚聚甲醛

生产能力和闲置产能，其自身需求量总体保持稳定，对其产

能的消化能力不足，国际市场是其主要的销售市场，对外出

口是其重要的销售方式，韩国每年有 60%以上的产量需要通

过出口进行消化。而中国共聚聚甲醛市场需求呈持续上升趋

势，一直是韩国对外出口的重要目标市场。在实施反倾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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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情况下，韩国共聚聚甲醛对中国出口数量仍总体呈增长

趋势，中国仍是其重要的出口市场。实施反倾销措施的情况

下，韩国生产商仍在以倾销方式向中国出口共聚聚甲醛。如

果终止反倾销措施，严重依赖出口市场的韩国倾销进口产品

很可能以更低的价格进入中国市场，数量可能会大量增加。

3.其他问题。

韩国工程塑料株式会社主张，中国国内产业的产能、产

量不能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需求，需求缺口需要进口产品弥

补。中国国内下游企业特别是高附加值的汽车零配件和高端

电子电器行业对韩国工程塑料株式会社的产品具有特定需

求，该公司产品与国内产业同类产品拥有不同的细分客户和

市场。继续对韩国产品采取反倾销措施，只会加重下游企业

的负担，对下游产业造成无法估量的负面影响。尤其随着中

国汽车行业的高速发展及其对轻量化、高性能及环保的要求

提高，汽车行业对共聚聚甲醛的需求将持续增长，终止反倾

销措施有利于下游产业的发展。延长反倾销措施，将会加剧

中国国内产业的产能结构性过剩和内部竞争，起不到促进国

内产业升级的作用。

国内产业主张，从数量上看，目前国内共聚聚甲醛产业

已具备较大规模的产能，已成为下游用户长期、稳定的原料

供应来源。从质量上看，国产共聚聚甲醛质量与被调查产品

基本相当，能够相互替代，可以满足下游用户的要求。反倾

销并不排斥正常进口，事实上被调查产品 2021 年比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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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进口量甚至还增长了 3%。即便继续采取措施，被调查产

品仍可以以公平、合理的价格出口，其正常的出口不会受到

任何限制。另外，未涉案的美国、欧盟、日本、沙特阿拉伯

等共聚聚甲醛产能高达近 70 万吨，具备较大的出口能力。

因此，国内产业的正常产量、自被调查国家公平贸易下的正

当进口量、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进口量，加起来完全能够满

足我国下游需求。继续采取措施不会对国内共聚聚甲醛的正

常供应造成不利影响。反倾销的目的是让市场价格回归到正

常合理的水平，反倾销措施采取之后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价

格出现一定程度的回升，这种回升是价格逐渐恢复到正常价

值的表现，是有限的、合理的回升，并非额外增加下游用户

的成本和负担。

国内产业指出，韩国工程塑料株式会社有关国内产业将

过度扩充产能的指控，没有提供确凿的证据，与事实不符，

不应采信。对利益的评估不应仅限于上、下游利益，还包括

产业链安全、经济安全、产业政策导向、竞争环境、市场秩

序等方面的内容。继续维持反倾销措施符合国家整体利益，

符合上下游产业的根本利益。

调查机关认为，调查结果显示，国内生产的共聚聚甲醛

与倾销进口产品属于同类产品，二者可以相互替代，在质量

上并不存在明显差别，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已广泛应用于汽车

零配件和电子电器行业，能够满足下游客户需求。而且反倾

销措施的实施不是禁止被调查产品进口，而是要纠正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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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行为，目前国内共聚聚甲醛产量加上进口产品数量能够

满足国内下游产业需求。根据调查结果继续采取反倾销措

施，将有助于维护公平贸易环境，稳定国内市场秩序，让价

格回归到正常、公平的水平，有利于中国产业及相关产业链

的恢复和发展，符合下游企业的长远利益。

（四）调查结论。

综上，调查机关认为，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韩

国、泰国和马来西亚的进口共聚聚甲醛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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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产于韩国、泰国和马来西亚的进口共聚聚甲醛对中国的倾

销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可能继续或

再度发生。

附:共聚聚甲醛反倾销期终复审案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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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共聚聚甲醛反倾销期终复审案数据表

项 目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1 年 1-6

月

2022 年 1-6

月

中国总产量

（万吨）
35.5 38.0 40.5 43.0 21.6 21.5

变化率 - 7.04% 6.58% 6.17% - -0.46%

需求量（万

吨）
54.0 55.4 58.4 63.0 31.3 31.7

变化率 - 2.59% 5.42% 7.88% - 1.28%

被调查产品

进口数量

（吨）

81,792 56,036 69,121 84,512 41,021 39,308

变化率 - -31.49% 23.35% 22.27% - -4.18%

被调查产品

进口价格

（美元/吨）

1,703 1,677 1,509 1,829 1,668 2,197

变化率 - -1.53% -9.97% 21.14% - 31.67%

被调查产品

市场份额
15.15% 10.11% 11.84% 13.41% 13.23% 12.40%

变化率（百

分点）
- -5.03 1.72 1.58 - -0.83

产量（吨） 277,886 299,993 333,383 350,778 178,381 170,465

变化率 - 7.96% 11.13% 5.22% - -4.44%

产能（吨） 299,000 319,000 359,000 382,000 191,000 194,000

变化率 - 6.69% 12.54% 6.41% - 1.57%

开工率 92.94% 94.04% 92.86% 91.83% 93.39% 87.87%

变化率（百

分点）
- 1.10 -1.18 -1.04 - -5.52

国内销量

（吨）
264,765 294,227 337,057 341,704 173,511 146,486

变化率 - 11.13% 14.56% 1.38% - -15.58%

市场份额 49.26% 53.41% 58.05% 55.70% 56.50% 47.91%

变化率（百

分点）
- 4.15 4.64 -2.35 - -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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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销售收

入（元）

3,198,315,7

95

2,794,242,

127

3,008,170,5

33

4,834,759,72

6

2,094,946,27

0

2,761,793,7

41

变化率 - -12.63% 7.66% 60.72% - 31.83%

期末库存

（吨）
18,927 20,734 12,306 8,739 12,922 25,346

变化率 - 9.55% -40.65% -28.99% - 96.15%

加权平均内

销价格（元/

吨）

12,079.83 9,496.89 8,924.83 14,148.98 12,073.87 18,853.63

变化率 - -21.38% -6.02% 58.54% - 56.15%

税前利润

（元）
602,778,630

186,040,10

9
355,425,775

1,239,945,43

0
492,171,117

1,142,783,5

99

变化率 - -69.14% 91.05% 248.86% - 132.19%

投资收益率 9.95% 3.05% 5.66% 17.27% 6.71% 17.43%

变化率（百

分点）
- -6.90 2.62 11.60 - 10.72

现金流量净

额（元）

1,375,476,3

59

1,317,612,

746

1,042,168,2

35

2,563,794,70

1
726,931,367

1,280,377,4

92

变化率 - -4.21% -20.90% 146.01% - 76.13%

就业人数

（人）
1,550 1,551 1,560 1,700 1,609 1,758

变化率 - 0.02% 0.61% 8.99% - 9.25%

人均工资

（元/年/

人）

98,124 93,910 93,427 117,412 55,027 59,343

变化率 - -4.29% -0.51% 25.67% - 7.84%

劳动生产率

（吨/年/

人）

179.25 193.48 213.70 206.31 110.84 96.95

变化率 - 7.93% 10.46% -3.46% - -12.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