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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衛措施法 

2019年聯邦議會法第 35號 

2019年 12月 24日 

 聯邦議會頒布本法 

第一章 

名稱，生效及定義 

第一條  

(a) 本法稱為防衛措施法。 

(b) 本法將在總統發布公告之指定日期起生效。（總統府已於 2020年 7月 1日發

布公告宣布即日生效） 

第二條 本法所包括之下列用詞的定義如下： 

(a) 「委員會」指依本法成立之防衛委員會。 

(b) 「部會」指聯邦政府商務部。 

(c) 「部門」指部會指派執行相關防衛措施之部門。 

(d) 「調查組」指委員會指派執行本法相關規定之小組。 

(e) 「進口增加」指某一貨品的進口數量與國內生產同類或直接競爭產品比較之無

論是相對或絕對增加的數量。 

(f) 「防衛措施」指輸入貨品數量增加到使國內生產同類或直接競爭產品產業遭受

到嚴重損害或有嚴重損害之虞時，所採取的救濟措施。該救濟措施包括課徵臨

時性防衛關稅，課徵防衛關稅或限制輸入數量。 

(g)  「臨時性防衛關稅」指於調查期間內，臨時課徵的附加關稅包含關稅法規定的

關稅，以臨時防衛救濟對國內產業造成的嚴重損害或嚴重損害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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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防衛關稅」指依照調查後的最終決定，在規定期間內課徵的附加關稅包含關稅

法規定的關稅，以防衛救濟對國內產業造成的嚴重損害或嚴重損害之虞。 

(i) 「限制輸入數量」指根據調查後的最終決定，在規定的期間內限制被調查貨品的

進口數量，以防衛救濟對國內產業造成的嚴重損害或嚴重損害之虞。 

(j) 「國內產業」指下列所述之生產商： 

（1）生產同類或直接競爭產品之國內生產商。 

（2）同類或直接競爭產品占該產品主要比例之國內生產商。 

(k) 「嚴重損害」指導致國內產業的整體地位全面遭受明確損害之情況。 

(l) 「同類產品」指其特性與被調查貨品相同或相似的國內產品。 

(m) 「直接競爭產品」指國內生產之產品與被調查貨品雖在化學、外觀或技術相關

特性有差異，但在使用之目的及市場競爭方面，能與被調查產品具有直接競爭

能力之產品。 

(n) 「被調查貨品」指根據本法被調查之從國外進口的產品。 

(o) 「利害關係人」指 

(1) 被調查貨品之國外生產商或國外出口商、 

(2) 被調查貨品之國內進口商 

(3) 由編號(1)或編號(2)內大部分人員組成之貿易及商業協會 

(4) 被調查貨品的出口國政府 

(5) 國內生產商 

(6) 由國內生產商組成之貿易及商業協會 

(p)  「開發中國家」指列入聯合國開發中國家名單之國家。 

 

第二章 

目的 

第三條 本法之立法目的如下： 

(a) 若一貨品進口數量增加對國內生產商造成嚴重損害或有嚴重損害之虞時，能有系

統地進行調查。   

(b) 在一定期限內，輔助國內生產商的競爭力。 

(c) 若發現損害或損害之虞與進口數量增加之間存在因果關係，則對該進口貨品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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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的防衛措施以預防及救濟該損害。 

 

第三章 

成立防衛委員會及其職能 

第四條 聯邦政府 

(a) 防衛委員會需由下列人員不超過 15人成立； 

(1) 商務部聯邦部長       主席 

(2) 計畫、財政暨工業部 副部長     副主席 

(3) 職務不低於局長/司長級的政府相關單位之官員  成員 

(4) 合適的國際貿易經濟學家     成員 

(5) 合適的國際貿易法學家      成員 

(6) 緬甸聯邦工商總會 會長      成員 

(7) 部門之局長        秘書長  

  

(b) 根據 (a) 款成立委員會時，如有必要，可設立一名聯合秘書。 

(c) 如有必要，可重組根據 (a) 款成立之委員會。 

 

第五條 委員會之職能及權力如下:  

(a) 有關申請實施防衛措施，決定是否應對部門提交之初步認定進行調查。 

(b) 成立調查組並指派其進行調查及提出建議。 

(c) 審查調查組通過部門提交之調查結果及建議後，決定採行適當的防衛措施。 

(d) 取得聯邦政府對採行之防衛措施的許可。 

(e) 及時實施防衛措施。 

(f) 向聯邦部會提出建議，以利有效地實施本法。 

(g) 為實施本法，向有關政府部門、組織及利害關係人索取所需之統計數據、資

訊及證據。 

(h) 將委員會的部分權力下放給部門或調查組。 

(i) 如有必要，成立工作委員會。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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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之職責及權力 

第六條 部門之職責及權力如下: 

(a) 審查文件是否符合規定齊全後，向委員會提交申請實施防衛措施的案件。 

(b) 監督調查組。     

(c) 向委員會報告調查組的調查結果及建議。 

(d) 安排召開委員會會議，以盡快決議調查結果。 

(e) 保存自有關部門、組織及利害關係人索取之統計數據、資訊及證據。 

(f) 負責委員會及調查組的所有辦公室工作。 

(g) 負責委員會交辦之事項。 

第五章 

初步認定 

第七條 國內生產商或其代理人因進口量增加受到嚴重損害或有嚴重損害之虞時，

應當按規定向委員會申請進行調查以實施救濟及防衛。委員會應指派部門對該申

請案進行初步認定。 

第八條 部門應在收到申請表之日起 5個工作日內，初步審查申請案件的文件是否

齊全後，向委員會呈報。 

第九條 委員會應根據第 8 條提交的文件作出以下決定： 

(a). 若申請文件不齊全，需指示申請人修改後重新提交申請（或） 

(b). 決定是否進行調查。 

第十條 若部門指示申請人修改後重新提交調查申請，則申請人應在規定期限內完

成並重新提交申請。 

第十一條 委員會決定不予調查的，部門須及時盡快書面通知申請人。 

第六章 

調查 

第十二條 若委員會決定進行調查，則應由具備相關領域專業知識的部門各長官或具

備相關領域專業知識的長官帶領有關部門及組織的專家組成調查組。 

第十三條 調查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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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自成立之日起開展調查工作。 

(b). 通知包含申請人在內的利害關係人將開展調查。 

第十四條 經委員會批准後，調查組可向有關政府部門及政府組織或利害關係人索取

所需之統計數據、資訊及證據進行調查。 

第十五條 調查組可向利害關係人以提問、聽證或採取其他適當方式進行調查。 

第十六條 調查組應將調查期間內的初裁結果以及調查結束後的最終結果，在委員會

規定之期限內，通過部門提交至委員會。 

第十七條 調查組應在調查過程中，對商業機密及其機密相關之統計數據、資訊及證

據予以保密。 

第十八條 除為實施本法之目的事宜外，未經有關人士批准，委員會、部門及調查組

不得公開保密之統計數據、資訊及證據。 

第十九條 若有關人士申請將統計數據、資訊及證據列為保密時，調查組應要求提交

可全面了解問題的公開摘要，倘未能提交，需說明無法向相關人士提供摘要的原

因。   

第二十條 調查組在調查過程中，可不予理會下列統計數據、資訊及證據；  

(a). 無法保證保密的統計數據、資訊及證據。 

(b). 相關人士不允許公開之以公開摘要方式提交之統計數據、資訊及證據。 

第七章 

嚴重損害之認定及徵收臨時性防衛關稅 

第二十一條 在認定進口量增加是否對國內產業造成嚴重損害或嚴重損害之虞時，調查

組應評估與該產業有關之其他必要因素以及下列因素： 

(a). 進口增加的數量及比率 

(b). 進口增加之產品在國內市場中所占的份額 

(c). 銷售水平的變化 

(d). 生產水平的變化 

(e). 生產力水平的變化 

(f). 損益水平的變化 

(g). 就業水平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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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條 僅有證明國內產業受到的嚴重損害或嚴重損害之虞與進口增加之間存在因

果關係，調查組方能認定為是因進口增加對國內產業造成嚴重損害或嚴重損害之

虞。 

第二十三條 若調查組發現國內產業是因進口增加無關之其他原因造成的嚴重損害或嚴

重損害之虞，則不得認定該損害係為進口增加所致。 

第二十四條 若調查組在初步裁定時發現存在國內產業損害難以修復的嚴重危急情況，

則應通過部門向委員會報告在調查期間內對進口貨品實施臨時性防衛關稅。 

第二十五條 委員會可； 

(a). 在做出最終決定之前根據第 24 條決定徵收臨時性防衛關稅。 

(b). 允許徵收最多 200天的臨時性防衛關稅。 

第八章 

防衛措施之決定及實施 

第二十六條 調查組應在規定期限內調查後，通過部門向委員會提交最終調查結果及建

議報告。 

第二十七條 若委員會根據最終調查結果發現無進口增加，亦沒有造成嚴重損害及嚴重

損害之虞，則應決定終止徵收臨時性防衛關稅措施。 

第二十八條 ，若委員會根據最終調查結果發現有進口增加，並且進口增加已經造成嚴

重損害及嚴重損害之虞時，可決定對被調查貨品採取以下一項或兩項的防衛措施； 

(a). 徵收防衛關稅 

(b). 限制輸入數量 

第二十九條  根據第 28 條決定防衛措施時，委員會僅能設定到促進國內產業調整計劃

及防衛和救濟該嚴重損害所必需的程度。 

第三十條 根據第 28 (b)條限制輸入數量時，委員會應以被調查貨品近三年內的進口

數據為基礎，不得設定低於該產品平均進口量的數量。倘發現有充分理由說明需

防衛救濟嚴重損害及嚴重損害之虞時 ，可設定低於該產品平均進口量的數量。 

第三十一條 委員會應— 

(a) 被調查貨品的出口國數量超過一個時，按每個國家分配進口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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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根據(a)款分配配額時 ，試圖與那些對國內供應產品獲重大利益的國家達成協

議。 

第三十二條 若根據第 31 條就進口分配配額未能達成協議，委員會應根據近三年內該

貨品自這些國家進口到國內的總數或總金額的比例為基礎限制及設定配額。 

第三十三條 被調查貨品自開發中國家進口到國內，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的，委員會不

予採取防衛措施： 

(a). 自一開發中國家進口之數量占國內進口總數量的比重不超過 3%。 

(b). 若自個別開發中國家之進口數量占國內進口總數量比重低於 3%，且所有開發

中國家的進口數合計占進口總數比率不超過 9%。 

第三十四條 若委員會就依本法徵收之臨時防衛關稅，作出下列任一決定時，有關部門

及機構應當及時執行； 

(a). 決定退還最終調查後徵收之防衛關稅低於已徵收之臨時性防衛關稅的差額。 

(b). 決定退還根據第 27 條規定終止徵收臨時性防衛關稅時已徵收之臨時性防衛關

稅。 

第九章 

通知及索取資訊 

第三十五條 部門應將有關情況通知申請人及利害關係人，並在規定的期限內公布委員

會的下列決定： 

(a). 決定是否應進行調查以及，倘決定進行調查，則決定開展調查。 

(b). 決定暫停及停止調查。 

(c). 初裁。 

(d). 決定徵收臨時性防衛關稅。 

(e). 有關防衛措施之採行、延長或停止的最終決定。 

(f). 根據檢討結果作出決定 

第三十六條 委員會應及時將決定開始進行調查及有關防衛措施之採行、延長或停止的

最終決定通過部會通報世界貿易組織（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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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條 必要時，委員會可通過部會向相關國家之大使館或雙邊國家同意之任何其

他方式，要求國外出口商、生產商、協會、組織及相關國家之政府提供調查相關

之資料及證據。 

第三十八條 出口商、生產商及利害關係人應在收到根據第 37 條要求的通知之日起 30 

天內或在委員會允許之延長期限內，提供資料及證據。 

第三十九條 利害關係人應按照調查組要求，以摘要方式提供機密統計數據、資訊及證

據。若無法提交，應提供充分理由。 

第十章 

防衛措施的實施期間、放寬及檢討 

第四十條 根據第 28 條規定的防衛措施之實施期間，只能設定到防衛或救濟國內產

業損害及重振產業所需之期限。 

第四十一條 採行防衛措施時： 

(a). 一個產品防衛措施的首次實施期間不得超過 4年。 

(b). (a)款之防衛措施的最長實施期間：包含產品的延長實施期間不得超過 10年。 

(c). 對已實施防衛措施之貨品，若欲再次實施新防衛措施，則須於原措施實施期

滿至少 2年後，方能再次實施措施。 

第四十二條 國內產業應： 

(a). 至遲於原措施實施期滿 6個月前向委員會申請延長依照第 28 條實施之防衛措

施，申請表影本須寄送至部門。 

(b). 根據（a）款申請延長時，按照規定格式提供促進積極調整的證據。 

第四十三條 調查組應依據本法決定是否准予延長，並提交至委員會。 

第四十四條 委員會可根據第 42條之申請，延長防衛措施的實施期間。延長期內所採

行的措施，不得比原措施更具限制性。 

第四十五條 若出現下列情況，委員會可再次對進口產品採行為期 180天或更短時間的

防衛措施： 

(a). 自被調查產品實施防衛措施之日起至少已滿一年； 

(b). 自防衛措施實施之日起五年內，對相同產品實施防衛措施的次數不超過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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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條 根據第 29條實施之防衛措施的期間逾 1年時，委員會可對該措施進行逐

步放寬。 

第四十七條  調查組應定期進行檢討，對於實施期超過三年的案件，最遲應於不超過

原實施期間之中間時點進行檢討後，通過部門向委員會報告，以維持、放寬或停

止該防衛措施。 

第四十八條 若委員會決定維持或放寬或停止防衛措施，部會應及時將該決定發布公告

或指令，並通知包括海關局在內的政府組織及利害關係人。 

第四十九條 根據第 25 條及第 29 條實施防衛措施時，除給予開發中國家之減讓外， 

原產於任何國家的進口產品在防衛措施上應維持實質上同等程度的優惠效果。 

第十一章 

雜項條款 

第五十條 根據本法利害關係人有權在調查期間內，按照委員會規定之程序提交相關

證據，無論調查事項是否涉及公共利益。。 

第五十一條 委員會應駁回利害關係人提交之虛假及錯誤的統計數據、資訊及證據，並

可對此採取適當的行動。 

第五十二條 實施防衛措施時，進口產品徵收臨時性防衛關稅係由計畫、財政暨工業部

以及限制進口配額則由部會根據本法公布之細則、法規、規定、公告、通告、指

示及程序執行。 

第五十三條 與調查有關的利害關係人，有權在公告徵收臨時性防衛關稅及防衛關稅之

日起 30日內依法向稅務上訴法庭提出上訴要求進行複審。 

第五十四條 委員會須指示相關部門執行稅務上訴法庭之決定。 

第五十五條 第 25(a) 及 28(a) 條所述之徵收關稅以及第 34 條所述的退還關稅，應按照

相關稅收法及海關法、法規、規定及程序執行。 

第五十六條 部會應安排執行本法的人員學習法律知識及技能。 

第五十七條 部會可通過發布公告及指令向申請人收取執行調查及檢討過程所需的成本

及費用。 

第五十八條 部會需指派部門執行委員會與調查組的辦公工作。 

第五十九條 部會應從其年度預算中撥款承擔委員會及調查組產生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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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條 部會應經聯邦政府批准制定非公務員之委員會成員的待遇及津貼。 

第六十一條 在實施本法規定時 — 

(a). 經聯邦政府同意，部會可發布所需的細則、法規及規定。 

(b). 部會，計畫、財政暨工業部以及委員會可發布所需的公告、法令、指令及程

序。 

本人根據緬甸聯邦共和國憲法，特此簽署。 

（簽名）Win Myint 

總統 

緬甸聯邦共和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