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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反补贴法律制度 

一、判断题 

1.  在认定补贴时，只有存在政府的财政支持或存在任何形式的收入或价格支持，而也因此

获益，补贴就视为存在。 

2．因为《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的达成，因此以前其他有关补贴的协议条款已失效。 

3．在美国，负责反补贴的机关一个是商务部，负责调查和裁决补贴是否造成了损害，由商

务部负责调查和裁决补贴是否存在。 

4．根据 SCM 协议的规定，自反补贴调查案件立案之日起两个月内，各国不得采取临时措

施。 

5．临时反补贴措施的期限最长为 4 个月。 

6．反补贴措施的实施程序主要依据的是各成员国国内法，而反击措施主要依据 SCM 协议

而实行的。 

7．《农业协议》下可免于削减的国内支持措施包括“绿箱措施”和“蓝箱措施”。 

8．中国承诺在加入 WTO 后，不再维持任何农业出口补贴。 

二、选择题 

1．美国反补贴案件的司法审查机关有两个是： 

A．国际贸易委员会 

B．国际贸易法院 

C．美国海关与专利上诉法院 

D．商务部   

2．在 WTO 补贴与反补贴法律制度中，补贴可分为： 

A．禁止性补贴 

B．可申诉补贴 

C．不可申诉补贴 

D．特向性补贴 

3．根据 SCM 协议及各国的实践，临时反补贴措施的形式有： 

A．临时反补贴税 

B．能确保最终反补贴税得以征收的现金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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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价格承诺 

D．能确保最终反补贴税得以征收的保函 

4．在 SCM 协议项下，征收最终反补贴税的条件为： 

A．拟征收反补贴税的成员业已为完成磋商而作出了合理的努力 

B．就补贴之存在及性质和补贴金额已做出最终裁定 

C．裁定补贴法定损害存在 

D．裁定因果关系存在 

5．根据 SCM 协议，受到补贴法定损害的国家可以采用的救济有： 

A．临时反补贴措施 

B．反补贴措施 

C．反击措施 

D．价格承诺 

三、名词解释 

1. prohibited subsidies 

2. actionable subsidies  

四、简答 

1. SCM 协议下的补贴措施有哪些类型？ 

2．在反补贴领域，中国在《加入议定书》中承担了哪些“额外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