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障措施条例（修正）招警考试 PDF转换可

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_E4_B8_AD_

E5_8D_8E_E4_BA_BA_E6_c24_645431.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

障措施条例（修正）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２６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令第３３０号公布 根据２００４年３月３１日《

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障措施条例〉的决定》

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调查 第三章 保障措施 第四章 保

障措施的期限与复审 第五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促

进对贸易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的

有关规定，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进口产品数量增加，并对生

产同类产品或者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者

严重损害威胁（以下除特别指明外，统称损害）的，依照本

条例的规定进行调查，采取保障措施。 第二章 调查 第三条 

与国内产业有关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下统称申

请人），可以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向商务部提出采取保障措

施的书面申请。 商务部应当及时对申请人的申请进行审查，

决定立案调查或者不立案调查。 第四条 商务部没有收到采取

保障措施的书面申请，但有充分证据认为国内产业因进口产

品数量增加而受到损害的，可以决定立案调查。 第五条 立案

调查的决定，由商务部予以公告。 商务部应当将立案调查的

决定及时通知世界贸易组织保障措施委员会（以下简称保障

措施委员会）。 第六条 对进口产品数量增加及损害的调查和

确定，由商务部负责；其中，涉及农产品的保障措施国内产

业损害调查，由商务部会同农业部进行。 第七条 进口产品数

量增加，是指进口产品数量的绝对增加或者与国内生产相比



的相对增加。 第八条 在确定进口产品数量增加对国内产业造

成的损害时，应当审查下列相关因素： （一）进口产品的绝

对和相对增长率与增长量； （二）增加的进口产品在国内市

场中所占的份额； （三）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的影响，包括

对国内产业在产量、销售水平、市场份额、生产率、设备利

用率、利润与亏损、就业等方面的影响； （四）造成国内产

业损害的其他因素。 对严重损害威胁的确定，应当依据事实

，不能仅依据指控、推测或者极小的可能性。 在确定进口产

品数量增加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时，不得将进口增加以外

的因素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归因于进口增加。 第九条 在调

查期间，商务部应当及时公布对案情的详细分析和审查的相

关因素等。 第十条 国内产业，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同类

产品或者直接竞争产品的全部生产者，或者其总产量占国内

同类产品或者直接竞争产品全部总产量的主要部分的生产者

。 第十一条 商务部应当根据客观的事实和证据，确定进口产

品数量增加与国内产业的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第十

二条 商务部应当为进口经营者、出口经营者和其他利害关系

方提供陈述意见和论据的机会。 调查可以采用调查问卷的方

式，也可以采用听证会或者其他方式。 第十三条 调查中获得

的有关资料，资料提供方认为需要保密的，商务部可以按保

密资料处理。 保密申请有理由的，应当对资料提供方提供的

资料按保密资料处理，同时要求资料提供方提供一份非保密

的该资料概要。 按保密资料处理的资料，未经资料提供方同

意，不得泄露。 第十四条 进口产品数量增加、损害的调查结

果及其理由的说明，由商务部予以公布。 商务部应当将调查

结果及有关情况及时通知保障措施委员会。 第十五条 商务部



根据调查结果，可以作出初裁决定，也可以直接作出终裁决

定，并予以公告。 第三章 保障措施 第十六条 有明确证据表

明进口产品数量增加，在不采取临时保障措施将对国内产业

造成难以补救的损害的紧急情况下，可以作出初裁决定，并

采取临时保障措施。 临时保障措施采取提高关税的形式。 第

十七条 采取临时保障措施，由商务部提出建议，国务院关税

税则委员会根据商务部的建议作出决定，由商务部予以公告

。海关自公告规定实施之日起执行。 在采取临时保障措施前

，商务部应当将有关情况通知保障措施委员会。 第十八条 临

时保障措施的实施期限，自临时保障措施决定公告规定实施

之日起，不超过２００天。 第十九条 终裁决定确定进口产品

数量增加，并由此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可以采取保障措

施。实施保障措施应当符合公共利益。 保障措施可以采取提

高关税、数量限制等形式。 第二十条 保障措施采取提高关税

形式的，由商务部提出建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商

务部的建议作出决定，由商务部予以公告；采取数量限制形

式的，由商务部作出决定并予以公告。海关自公告规定实施

之日起执行。 商务部应当将采取保障措施的决定及有关情况

及时通知保障措施委员会。 第二十一条 采取数量限制措施的

，限制后的进口量不得低于最近３个有代表性年度的平均进

口量；但是，有正当理由表明为防止或者补救严重损害而有

必要采取不同水平的数量限制措施的除外。 采取数量限制措

施，需要在有关出口国（地区）或者原产国（地区）之间进

行数量分配的，商务部可以与有关出口国（地区）或者原产

国（地区）就数量的分配进行磋商。 第二十二条 保障措施应

当针对正在进口的产品实施，不区分产品来源国（地区）。 



第二十三条 采取保障措施应当限于防止、补救严重损害并便

利调整国内产业所必要的范围内。 第二十四条 在采取保障措

施前，商务部应当为与有关产品的出口经营者有实质利益的

国家（地区）政府提供磋商的充分机会。 第二十五条 终裁决

定确定不采取保障措施的，已征收的临时关税应当予以退还

。 第四章 保障措施的期限与复审 第二十六条 保障措施的实

施期限不超过４年。 符合下列条件的，保障措施的实施期限

可以适当延长： （一）按照本条例规定的程序确定保障措施

对于防止或者补救严重损害仍然有必要； （二）有证据表明

相关国内产业正在进行调整； （三）已经履行有关对外通知

、磋商的义务； （四）延长后的措施不严于延长前的措施。 

一项保障措施的实施期限及其延长期限，最长不超过１０年

。 第二十七条 保障措施实施期限超过１年的，应当在实施期

间内按固定时间间隔逐步放宽。 第二十八条 保障措施实施期

限超过３年的，商务部应当在实施期间内对该项措施进行中

期复审。 复审的内容包括保障措施对国内产业的影响、国内

产业的调整情况等。 第二十九条 保障措施属于提高关税的，

商务部应当根据复审结果，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提出保留、

取消或者加快放宽提高关税措施的建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

员会根据商务部的建议作出决定，由商务部予以公告；保障

措施属于数量限制或者其他形式的，商务部应当根据复审结

果，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作出保留、取消或者加快放宽数量

限制措施的决定并予以公告。 第三十条 对同一进口产品再次

采取保障措施的，与前次采取保障措施的时间间隔应当不短

于前次采取保障措施的实施期限，并且至少为２年。 符合下

列条件的，对一产品实施的期限为１８０天或者少于１８０



天的保障措施，不受前款限制： （一）自对该进口产品实施

保障措施之日起，已经超过１年； （二）自实施该保障措施

之日起５年内，未对同一产品实施２次以上保障措施。 第五

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任何国家（地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出口产品采取歧视性保障措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根据

实际情况对该国家（地区）采取相应的措施。 第三十二条 商

务部负责与保障措施有关的对外磋商、通知和争端解决事宜

。 第三十三条 商务部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第

三十四条 本条例自２００２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