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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欧盟设置新绿色壁垒的速度不断加快，力度不断加大。新绿色壁垒主要内容包括《关于化
学品注册、评估、授权与限制制度》《用能产品生态设计框架指令》《纺织化学品生态标签》（2011年版）及
《欧盟化妆品法规》。其主要特点表现为：范围越趋广泛，标准越趋严格；突出预防性，强化全生命周期管

理；隐蔽性加强，操作的灵活性增大等。我国应当采取以下策略：主动适应，变挑战为动力；改变传统设

计，大力开展生态设计；建立和完善国内资源环境法规体系，切实加大执法力度；尽力规避绿色贸易壁垒

不合理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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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recent years, EU has accelerated its pace in setting up new green barriers with more intensity. New green
barriers include“Regulations Concerning the Registration, Evaluation, Authorization and Restriction of Chemical”, “Eco-
Design of Energy-using Products”,“Oeko-tex Standard 100”(2011 edition) and “EU Cosmetics Regulation”. Their main
characteristics are reflected as the range becoming wider, the standards increasingly stringent, preventive more strengthened,
the full life cycle management emphasized with more implicity and more flexibility in operation. The following strategies
could be suggested as adapting proactively, turning challenges into driving force, reforming the traditional design, vigor-
ously promoting the eco-design,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domestic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and effectively increasing law enforcement efforts in order to avoid unreasonable green trade barr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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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欧盟是世界范围内环境保护意识最强、设置绿

色贸易壁垒最多的地区，其绿色贸易壁垒体系主要

包括如下 4个方面的内容：

1）技术标准和法规。凡进口产品均需符合有关
欧洲标准（european norm，EN），取得欧洲标准化委
员会（Comite Europeen De Normalisation，CEN）认证
标志；并须取得 1SO 9000合格证书。

2）安全认证制度。凡涉及人身安全的产品，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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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欧洲的安全 / 健康 / 环保 / 卫生认证标志
（conformite europeenne，CE），特别是玩具、食品、药
品、压力设备。食品生产还须符合良好加工规范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GMP）的规定。

3）绿色包装制度及标签制度。典型的绿色包装
制度有欧盟“ 94 /62 /EC （即包装和包装废物，packag-
ing and packaging waste）指令”和与食品接触的包装

材料安全法规。前者对包装材料含有的有毒有害成

份、减量化及回收再利用性质进行了严格限制，后者

对食品包装材料中的有毒有害成份的总迁移量和特殊

迁移量进行了严格限制。产品标签则主要有对进口的

纺织品加贴纺织化学品生态标签（oeko-tex standard
100），转基因食品加贴特殊标签、食品警示标签等。

4）绿色环境标志和绿色卫生检疫制度。进口产
品只有获得 ISO 14000的环境标志或欧盟各国的生态
标志，才能拥有绿色通行证；欧盟绿色卫生检疫制

度严格，尤其是针对食品安全卫生的农药残留、放

射性残留、重金属含量的要求日趋严格。

近年，由于欧盟环境保护标准不断提高，对市场

准入的限制不断增强，再加之欧元升值及通货膨胀

压力，出于保护本地区各国相关产业的目的，欧盟

对绿色壁垒的设置速度不断加快，力度不断加大，准

入门槛不断抬高。先后制定了《关于化学品注册、评

估、授权与限制制度》（regulation concerning the
registration, evaluation, authorization and restriction of
chemicals，REACH）（2008年 6月开始实施）、《用能
产品生态设计框架指令》（Energy-using Pro-ducts，

EuP）（2007年8月实施，各类产品的具体环保指标在

3 年时间内先后执行）、《纺织化学品生态标签》
（oeko-tex standard 100 2011版本）、《欧盟化妆品法规》
（EC No 1223/2009， 2013年7月开始实施）。这些绿色
壁垒不仅对相关产品，而且还对产品包装的环保要

求进行了更严格限制。因此，我国必须予以认真研

究和对待。

2 新绿色壁垒的主要内容

2.1 REACH
REACH法规适用所有含化学成份的材料及产品，

包括各类包装材料、包装油墨、黏结剂和涂料。

REACH的宗旨是在化学品污染增加而使环境和人类
健康越来越多地受到化学品侵害的大形势下，鼓励

使用危险性较小的化学品替代现行危险性较大的化

学品，并最终将其淘汰，从而保证化学品使用安全。

REACH收集美国市场上2 800种高产量化学品的
毒性和生态毒性信息，以及联合国经济合作和发展

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
velopment ，OECD）对高产量化学品（HPV/ICCA）的
筛选信息数据集（SIDS）的试验结果后[1]，提出在化

学品管理中采取以注册、评估、许可、限制为主要元

素的新框架，以建立起严格的化学品监管新体制。新

体制取代了以前欧盟对化学品管理的 40余项法规。
“注册”要求无论是己经使用还是新发明的化学

品，只要生产或进口量超过 l t/a，生产商或进口商就
必须进行产品注册，向REACH中央数据库提供信息，
并交纳注册费用。非欧盟企业可选择以下方式进行

注册：自设欧盟分公司，合伙设立欧盟分公司，委

托欧盟境内或已经在欧盟设立公司的国内代理机构

作为“唯一代表”进行注册。

“评估”由企业根据欧盟成员国主管部门提出的

问题给予回应或提交进一步的信息。评估分为卷宗

评估和物质评估。卷宗评估是防止不必要的动物实

验，物质评估则是在怀疑相关物质对人类健康或环

境存在风险的情况下进行。

“许可”程序的设置是为了确保危险物质得到充

分控制。进口商可从风险、技术和经济方面考察并

寻找适当的物质或技术替代危险物质，并取得成员

国主管部门的许可。

“限制”则是对那些有证据显示对人类健康和环

境具有不可接受风险的化学物质，不管是其本身还

是含在配制品或物品中，均须予以限制：或限制在

某些产品中使用，或限制消费者使用，或限制所有

的用途。

2.2 EuP
为强化环境保护，降低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

响，欧盟继《关于在电子电气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

有害物质指令》《关于报废电子电气设备指令》和

REACH之后，又出台了 EuP，使机电产品的准入门
槛不断抬高。该指令所涉及的具体产品包括锅炉、热

水器、计算机、传真机、复印机、打印机、空调、电

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照明装置、电动马达、电

风扇、洗碗机等。欧盟进口机电产品的 80%为中国
提供，这一指令使中国的相关企业面临全面挑战。

欧盟表示，推出EuP指令的宗旨在于推广生态设
计理念，即产品从设计阶段就应综合考量该产品在

生命周期全过程中对能源、资源与环境的影响。用

能产品对原材料的消耗和对环境产生的排放都将对

环境和气候变化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欧盟认为提

高产品环保性能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进行产品生态设

计，如洗衣机的设计，就应对其消耗能源、水与洗

洁剂的水平，产生噪音的分贝，对废水的回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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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进行综合考量，甚至需细化到洗衣粉添加剂的使

用是否会导致能耗与水耗的增加，以最大化地保护

环境[2]。EuP将在 3年内通过对不同类别产品设立具
体的环保指标，建立起向欧盟进口的绿色壁垒。不

达标的产品（含包装），无论是在欧盟区内还是区外

生产的，都将无法进入欧盟市场。

2.3 Oeko-tex Standard 100  2011版本
美欧等国对纺织、服装等商品的进口均有严格

限制，要求服装产品从生产前到制造、销售、使用

以及最后处理各阶段都达到 ISO9000系列标准，方可
参加其举办的展销会；贴上生态标签的纤维、服装

方可进入欧盟市场。

oeko-tex standard 100是由“国际生态纺织品研究和
检验协会”于 1992年发布的有关纺织品所含有害物质
的限定值和检验规则，对纺织品的 pH值、甲醛含量、
偶氮染料、颜色坚牢度、重金属（铅、镉等）残留物、

6种含氯有机农药残留物、防霉变物质、防静电剂等
均制定了严格的控制标准。每隔 2年或 1年会对前一
年的版本作重要修订，以不断提高进口门槛[3]。

2011版本较 2010年版本又增加了被检测和禁用
的纺织化学品，主要变动内容包括：在禁用的阻燃

剂清单中增加了短链氯化石蜡（short chain chlorinated
paraffins，SCCP）和磷酸三(- 2- 氯乙酯)（tr is(2-
chloroethyl)phosphate，TCEP），它们用于特殊用途时
限值为 0.1%；对于金属组件限量，Ⅰ类从 200 mg/kg
减少为 90 mg/kg；婴幼儿类产品中的消解铅质量比也
由45 mg/kg改为90 mg/kg。过去，我国许多纺织品（包
括其包装）因使用偶氮染料而被进口国拒之门外，今

后将会受到更多的限制。

2.4 EC No 1223/2009
该法规规定：严禁使用致癌、诱导有机体突变或

对生殖有毒害的物质；考虑到非常小的纳米材料粒

子可能影响其化学甚至毒物学特征，故规定化妆品

及其包装中凡使用纳米材料，包括二氧化钛、氧化

锌、二氧化硅、黑烟末、氧化铁和氧化铝等必须经

过额外的详细审查[4]。

法规还规定化妆品生产必须严格执行GMP；提
供涉及化妆品安全性的成份、稳定性、微生物及包

装材料等信息及安全评估报告，并具有标明原产国

和有效期的标签。

3 新绿色壁垒的主要特点

2007年以来，欧盟设置的新绿色壁垒较已设壁
垒在设置内容和要求上呈现出范围越趋广泛、标准

越趋严格，突出预防性、强化全生命周期管理，隐

蔽性加强、操作的灵活性增大等特点。

3 . 1 范围越趋广泛，标准越趋严格

EuP指令限制范围涉及除汽车以外的整个机电
产业链，产品品种接近 20万种[5]；REACH法规影响
的范围除全部化工产品外，进一步扩大到使用化工

产品的纺织、轻工、包装、电子、汽车、制药等下

游产品。

EuP指令基于产品对能源、原材料和环境的影响
而设置的环保指标众多且严格，并需附上CE标志才
算获得了进口欧盟的“绿色通行证”。 REACH法规规
定进口欧盟的化学品必须经过严格的注册、评估、授

权与限制 4阶段程序，通过众多安全性和环保指标审
查。没有按期纳入管理监控体系的化学产品，一律

不能进入欧盟市场销售。

此外，REACH还要求进口企业承担高昂的检测
费，一种化学物质的基本检测费用约需 8.5万欧元，
一种新物质的检测费用达 57万欧元，从而使对欧盟
的出口成本提高了 5％以上[5]。

3 . 2 突出预防性，强化全生命周期管理

1987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发表“我们共同的
未来”宣言中提出，控制污染不应只放在污染产生

之后，而应放在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调整之中。自

此，“预防为主”的思想成为生命周期评价、清洁生

产、环境保护、保障安全的重要指导原则。在欧盟

设置的新壁垒中，REACH法规的监管程序，EuP要
求产品从设计开始就综合考量对能源、资源与环境

的影响，oeko-tex standard 100要求产品从生产前到制
造、包装、销售、使用以及最后处理各阶段都达到

ISO9000系列标准，EC No 1223/2009规定化妆品生产
必须严格执行良好生产规范等，都体现了上述从源

头抓起，避免出现问题再纠正的预防性原则。与此

相联系，EuP, oeko-tex standard 100还强调要从产品生
命周期全过程加强管理，或要求生态设计，或要求

对产品进行生命周期评价，以获得产品的最佳环境

性能。欧盟新壁垒基于“预防为主”和“ 生命周期
全过程”2个重要环保原则而制定绿色法规的做法值
得我国借鉴。

3 . 3 隐蔽性加强，操作的灵活性增大

新壁垒的出台，实际上是欧盟基于欧元区货币

升值、通货膨胀压力以及对本地区相关产业实行保

护的需要，同时又迫于WT O 和各国自由贸易的压
力，因此新壁垒中“贸易保护主义”的内容就显得

更为隐蔽。如《用能产品生态设计框架指令》中要

求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对能源、环境、自然资源

的影响要小，但却不对“影响要小”的技术细节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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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体规定[ 6 ]。这就会导致执行时具有更大的灵活

性，在具体操作中能向本国产业可以达到的指标倾

斜，从而达到保护本国相关产业的目的。

4 应对新绿色壁垒的策略

绿色贸易壁垒一般均具有 2个方面的性质：一是
为进口国建立起保护生命、环境和生态安全的屏障，

因符合WTO规则而具有合理性；二是设置严格甚至
苛刻的技术标准，为实行贸易保护主义、阻碍国际

贸易发展建立起屏障，而表现出贸易的岐视性。因

此，制定合理的绿色贸易法规必须在这 2个方面掌握
和处理好“度”。我国也应据此认识绿色贸易壁垒并

制定应对绿色壁垒的对策。

4 .1 主动适应，变挑战为动力

欧盟新绿色壁垒的制定，适应了全球环境保护

和减少碳排放的需要，是大势所趋。基于此认识，我

国应当积极应对，迎接挑战，变压力为动力，积极

主动地适应绿色标准的高要求，通过自身努力不断

提高技术实力和产品的环境性能。日本丰田汽车欧

洲公司在得知欧盟将于 2012年把汽车二氧化碳排放
量限制在 130 g/km的标准后，虽有抱怨和牢骚，但同
时加倍努力，紧跟欧洲标准，最大限度地实现“本

土化”。正是由于丰田公司用严要求应对高标准，才

得以在国际市场挺立潮头[4]。

4 . 2 改变传统设计，大力开展生态设计

实现 EuP指令，关键是要采用“生态设计”，以
实现产品对能源、资源的消耗与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最小化。生态设计也称为产品生命周期设计，它将

环境因素纳入产品的设计之中，并以此确定设计决

策的方向。生态设计的目标是在产品生命周期中最

大化地保护生态环境，使资源利用率或循环再生利

用率达到最高，将排放的污染物减至最少。生态设

计应遵循三原则：

1）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环境保护并重原则。选用
材料应以维护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良性循环

为核心，降低资源和能源消耗，减少废弃物的产生。

2）生态学原则。它包括物质循环再生原则、能
源利用最优化原则、废物最小化原则等。

3）生命周期设计原则。凭借产品生命周期评价
原理（principles of life cycle assessment ，LCA），对
产品生命周期的各阶段和全过程进行评价、规划和

总体设计。

产品的生态设计贯穿于能源选择、原材料选用、

结构设计、产品包装设计等各个环节。包装是为产

品服务的，在使用中量大面广，结构相对简单，其

生态设计更宜先行一步。

4.3 建立和完善国内资源环境法规体系，切实加

大执法力度

建立和完善与世界接轨的国内资源环境法规体

系，加大执法力度，是指导和帮助企业突破欧盟绿

色壁垒的重要保证。

随着我国环保意识的增强，尤其是进入新世纪

以来，我国已采取了许多相关措施。相继制定了《环

境保护法》《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包装资

源回收利用暂行管理办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循

环经济促进法》《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资源法》《食

品卫生法》《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法》等；

国务院陆续颁布了“节能减排”“控制二氧化碳排放

量”和“发展新能源”等有关法规和控制指标；在

全国先后开展了“ISO9000”“ISO14000”“环境标志”
“食品安全QQ标志”“食品良好生产规范GMP”的认
证。但从总体来看，有关资源、环境和安全的法规

尚未形成体系，指标的水平与世界上工业发达国家

还有较大差距[7-8]。

在建立完善的资源环境法规体系上，今后工作

的重点应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以安全性为主的绿色技术标准。凡与人体接
触的产品及包装，其中所含有毒有害物质超量或通

过挥发、渗透、迁移或被人触摸，均会影响人体健

康。因而应该基于病理学、毒理学制定包括食品安

全、食品包装材料（含辅材）安全、纺织服装安全、

化妆品安全、玩具安全、农产品安全等技术标准。同

时，还应制定相应的安全标签。

2）废资源再资源化法规。重点对废汽车、废家
电、废金属、废塑料、废纸、废玻璃等废旧资源制

定回收再利用的法规和相关指标。

3）能耗法规。基于生命周期分析，制定产品的
能耗标准和二氧化碳排放标准，同时建立产品清单

数据库，大力推动基于生命周期评价的生态设计。

4）绿色核算法规。包括绿色会计制度、绿色审
计制度、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等，以促进循环经

济的发展。

约束性的资源环境法规对国内企业可形成技术

层面的压力，迫使企业加快技术改造，不断提高检

测水平和加工质量；对外则可构筑我国的绿色贸易

壁垒，保障我国的生命安全、环境安全和生态安全。

4 . 4 规避绿色贸易壁垒不合理的方面

规避不合理方面，一是指充分利用世贸组织《技

术性贸易壁垒协议》的例外条款：1）在标准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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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面，如果由于气候、地理因素或基本技术问

题等使某种国际标准不适用时，则不要求勉强与该

标准一致；2）执行本协议要给予发展中国家更优惠
的待遇，照顾他们特殊的发展、资金与贸易上的需

求，允许他们保护当地技术，而不需与国际标准一

致。二是对过于苛刻、有岐视性的技术标准，要敢

于向WTO提出申诉，尽力争取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所应有的权利。

总之，面对欧盟不断推出的绿色壁垒，我国应当

积极应对。在以上策略中，改变传统设计，大力开

展生态设计，加快建立和完善与世界接轨的国内资

源环境法规体系，并加大执法力度显得尤为重要。因

为这二者是指导和帮助我国企业加快技术改造，突

破欧盟绿色壁垒的重要保证。欧盟新壁垒采用的“预

防性”“ 生命周期全过程”等重要原则，在我国制定
法规时，值得借鉴。

5 结语

对于我国包装产业来说，突破欧盟新绿色壁垒，

推行生态设计是关键。产品生态设计的时代已经到

来，我国企业要普遍落实 ISO14000认证、清洁生产
和建立产品清单数据库等基础工作。生态设计是社

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国家有关部门应当制定生态产

品的标志和法规，引导我国企业走上生态设计与绿

色生产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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