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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等关税”对中国光伏制造行业影响 

 

联合资信 工商评级三部   蔡伊静 

 

美国宣布自 2025 年 4 月 5 日起，对所有出口至美国的商品征收 10%的

最低基准关税。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光伏组件出口国，自 2011 年 11 月起，

美国对中国光伏组件实施了一系列的出口限制措施。2021 年以来，中国光伏

组件对美国区域直接出口占比很低；此外，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议》，预计

美国未来光伏装机新增规模空间有限。但因本次“对等关税”的征税对象为

全球各国，在东南亚区域布局产能并最终出口至美国的中国光伏企业将受到

一定影响。综上，基于中国光伏组件目前出口区域、出口量及产能布局等情

况，本次“对等关税”对光伏行业信用水平影响有限，风险总体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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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等关税”事件背景 

截至美国当地时间 2025 年 4 月 2 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自 2025 年 4 月 5

日起，将对所有出口至美国的商品征收 10%的最低基准关税。同时，自 4 月 9 日起，

针对贸易逆差较大或被认定为“不公平贸易”的国家加征附加关税，税率根据各国对

美综合关税水平（含非关税壁垒）折半计算。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于 4 月 4 日果断采取多项反制措施，宣布自 4 月 10 日起，

对原产于美国的所有进口商品加征 34%关税。4 月 8 日（当地时间），美国总统特朗

普宣布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税率由 34%提至 84%。4 月 9 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

员会宣布，自 4 月 10 日 12 时 01 分起对原产于美国的所有进口商品加征 84%关税。

4 月 9 日（当地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宣布，立即对超过 75 个国家暂停加征“对

等关税”90 天，同时将对华关税提至 125%。 

表 1： 部分国家的关税清单 

国家 对等关税税率 国家 对等关税税率 

中国 125% 印尼 32% 

欧盟 20% 泰国 36% 

日本 24% 马来西亚 24% 

巴西 10% 越南 46% 

英国 10% 菲律宾 17% 

瑞士 31% 沙特阿拉伯、卡塔尔 10% 

印度 26% 南非 30%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 

二、“对等关税”对中国光伏制造行业影响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光伏产品生产基地以及出口国，光伏组件和电池等产品大量

销往欧盟、美国等国际市场。自 2011 年 11 月美国商务部对原产于中国大陆的晶体硅

光伏电池开启第一轮反倾销和反补贴立案调查起，美国陆续对中国光伏组件实施了一

系列的出口限制措施，具体如下： 

表 2  2011 年以来美国对我国光伏企业出口限制措施 

发起时间 调查区域 限制情况 

2011 年 11 月 中国大陆 
2012 年 3 月,美国商务部对中国企业征收反倾销税率 18.32%~249.96%,反补

贴税率 14.78%~15.97% 

2017 年 4 月 
中国及中国之

外的生产基地 

2018 年 1 月 23 日，美国宣布对进口光伏产品采取为期 4 年的 201 保障措

施，对组件及超过配额的光伏电池第一年征收 30%关税，此后三年递减为

25%、20%、15%。 

2017 年 8 月 中国 美国对中国发起 301 调查，加征 7.5%~25%的 301 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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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4 月 

中国、越南、

泰国、马来西

亚柬埔寨 

2023 年 8 月 18 日，美国商务部认定比亚迪、New East、阿特斯、天合光

能、Vina Solar（隆基控股公司）均存在“反规避行为”；以及对于未作出

回应的其他公司，均认为是存在“反规避行为”。 

2024 年 5 月 
中国及中国之

外的生产基地 

美国白宫宣布将取消“201”政策对进口双面组件的关税豁免，且于 6 月 6

日将按期取消为期两年的东南亚进口光伏组件关税减免政策 

2024 年 12 月 中国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根据 301 条款将中国太阳能硅片和多晶硅的关

税税率提高一倍至 50%，于 2025 年 1 月 1 日生效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 

近年来，美国实施的多项出口措施已经很大程度限制了中国光伏组件在美国的市

场空间。根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数据统计，2024 年，中国光伏组件出口前十名市场占

比维持在 62%左右，美国市场并未排入前十名。此外，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议》，

预计美国未来光伏新增装机规模空间有限。整体看，本次新增的“对等关税”对中国

光伏组件制造行业直接影响不大。 

表 3  2011 年以来中国光伏组件出口情况 

指标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组件出口量（GW） 98.5 153.6 211.7 235.93 

欧洲占比 45% 42% 40% 40% 

中东占比 8% 12% 15% 18% 

非洲占比 3% 5% 7% 8% 

美国直接出口占比 <1% <1% <0.03% <0.03% 

资料来源：中国光伏行业协会、InfoLink、海关总署 

在本次加征“对等关税”之前，为避免美国对中国光伏组件产品出口的制裁，中

国光伏制造企业通过布局海外光伏生产基地（主要布局在东南亚区域）等方式来灵活

应对。但由于本次“对等关税”美国对所有进口商品统一征收最低 10%的基准关税，

其中对部分东南亚国家（越泰柬马）征收关税达 20%~50%，在东南亚区域布局产能

并最终出口至美国的中国光伏制造企业将受到一定影响。但中国在东南亚区域布局组

件整体产能规模较小1，且美国于 2025 年 4 月 9 日（当地时间）宣布对超过 75 个国

家暂停加征“对等关税”90 天，目前影响程度尚可控。 

最后，中国光伏组件出口区域持续呈多元化发展。2021 年以来，中国光伏组件出

口欧洲区域占比较高；同时，以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为主的中东市场以及非洲市场的

光伏装机规模快速扩张，中国光伏组件出口占比逐年攀升。中国光伏组件出口区域的

全球化布局将进一步平滑因部分国家贸易政策变化而带来的贸易风险。 

三、结论 

中国光伏制造行业自 2011 年以来一直承受美国多项贸易限制，导致目前直接出

 
1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底，中国光伏企业在东南亚的组件产能总计约 50GW；2024 年，中国光伏组件产量为 588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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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美国的光伏组件占比不高。同时，考虑到中国光伏制造行业出口区域和产能布局的

多元化，本次“对等关税”对光伏行业信用水平影响有限，风险总体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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