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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11+侈问题岛对策

!如:

纺织工业是我国出口创汇支柱性产业，也是外

贸依存度很高的行业。 2005年，我国纺织品和服装

出口总值达 1175. 35 亿美元，比 2004 年增长 

20. 69%，占全国外贸出口总值的 15.42%。但是，

由于在种植储存、织造加工过程中存在诸多污染

源，我国纺织品不符合环保标准的数量较多。

现状 E 问题较多 法规设备不健全

在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发达国家为

保护本国利益，不断制定各种环保法规和环保标

准，而且越来越严格。但我国对国外的法令法规研

究甚少，在保护人身健康安全和环境保护方面更显

示缺乏，许多还处于红头文件阶段。如涉及服装要

求的甲醒含量，我国不同的行业、部门各自制定不

同的要求，有的仅要求少于 300PM，没有严格统一

与国际接轨的强制性标准。而对其他涉及安全卫生

环境保护等方面，也尚未提出有科学依据的控制指

标。

此外，我国的纺织品检测标准与国外有很大差

别，尤其是对产品有害物质的检测还没有形成规

定。我国环保局于 

1998年8 月 3 日颁布

了"绿色植物纤维

纺织品"环境标

准。但是，我国技

术标准约有 18000 多

个，采用的国际标

准仅有 7000个，不到 38. 9% 。同时由于检验设备

帮后，专业技术人员缺乏，在检测技术方法的广泛

性、准确性和可靠性上也与国外有较大差距。

检验及环境标志认可不足

除了对进口服装制定-整套技术标准外，发达

国家还将绿色壁垒延伸到进 H服装检验及环境标志

认可方面。目前，已有 40多个国家实行环境标志认

可制度，并趋向协调一致，相互承认。我国对纺织

品服装的毒理检测和环保污染保护检测鉴定起步

晚，技术落后，一直以来，对产品环境标志的认证

重视不够，而欧美等发达国家对新技术、新材料的

开发利用，如绿色纤维、无毒染色、无污染染整工

艺、无水染色、喷射印花等染整新技术正在迅速发

展，走向成熟，新一轮"绿色"贸易保护主义的进

一步发展，很可能成为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新的制

约因素。

禁用染料仍普遍使用

我国国家工商局在德国政府颁布偶氨染料禁令

后曾对国内的印染纺织品生产企业就德国禁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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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种偶氮染料使用情况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其中

有 104种正在广泛使用。上海一家针织品进出口公

司向欧洲某国出口的童装内衣，因含禁用偶氯染

料，且甲醒超标被迫停止出口，仅此→项年减少外

销额500万美元。据关数据显示，近几年，我同纺

织染料生产企业虽然提供了许多代用品，但生产的

属于国外禁用的直接染料仍有37种，占我国直接染

料总数的62.7%，年产量达2500吨，占我国直接染

料总产量的30%左右。

环保开发尚处起步阶段

许多发达国家都意识到或己经开始实施用高科

技产品增强竞争力。高科技含量、知识密集型产品

及技术随着市场的畅销和价格的t扬，比重日渐加

大。而我国服装业由于设备落后、技术薄弱，尚未

改变以量取胜，以低价争市场的发展状况，高附加

值、高技术含量的环保产品少。我国符合环保要求

的纺织纤维原料及纺织品服装生产，与发达国家相

比，有较大的差距。环保(生态)型纺织品的开

发，是我国纺织产业较薄弱的一个环节。一些符合

环保要求的纺织材料，如Lyocell纤维素纤维、王

米PLA纤维、 modal样木纤维、大豆蛋白纤维、牛奶

纤维等的生产还处于试验阶段，远远达不到规模和

成衣的批量生产的阶段。

药方z 综合应对

入世后，如果国内服装企业不重视服装的绿色

问题，不仅出口受到重创，而且面临国际绿色服装

大量进入我国，去夫大量市场份额的境地。针对绿

色贸易壁垒方面我国纺织品出口存在的问题，可采

销售企业所能决定的事情，取决于→国纺织品供应

链是否是一种生态型， ~IJ所谓绿色的供应链。政府

部门在这条供应链各个环节上管理能力的提高将最

终保证我国绿色纺织品出口能力的整体提升。一旦

同内绿色纺织品的生产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我

同纺织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自然也会得到加

强。

建立培训和咨询机构

企业通过加强国内和国际间的合作，全面了解

绿色壁垒的最新动态。由于各方面信息不灵，收集

国外服装新标准、新规定的很少，特别是涉及环境

保护、生命安全的项目更是少之又少，z一旦碰到

一I点小问题，就会给出口企业带来意想不到的巨

大损失，甚至会遭受灭顶之灾。因此，必须积极研

究对各种绿色壁垒的措施，包括积极开发和采用各

种"绿色"原料、改进生产工艺、扩大信息渠道和

提高信息技术水平、加强检测技术的研究和提高技

术装备水平、建II完善的质量管理和监督体系。

建立权威检测机构

当环境标准升级之后，对标准的全面使用和解

释就需要一个专业性、权威性共存的国家级检测机

构。这个检测IJ机构必须同时兼备纺织测试领域和化

学分析领域里的能力和经验。它不但能对纺织品是

否符合环境标准作出定性分析，还要能进行准确的

定量分析。它应拥有一流的检ill!~设备，制定准确的

检测规程，聘用纺织测试领域和化学分析领域的专

业人才，要能代表我国纺织鉴定界的最高水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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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绿色"保障机制。一国绿色纺织品生产能力的 加强管理体系和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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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滥用。中国作为 WIO成员，要承认建立技术法

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是人类社会生产和消费的

进步，对国际贸易具有促进作用。当务之急，是要

提高我国的技术标准水平，努力与国际水平接轨。

同时，要正视国外提出的不合理技术要求，积极开

展评议，提出我们的意见和建议。 

(2) 实施出口可持续发展战略

可持续发展战略已经成为我国国家的基本战

略，出口贸易也就必须服从于这个基本战略，这就

要求出口不仅要追求增长的数量，还要追求增长的

质量，及其与生态环境保护、劳动保障和整个社会

的协调发展。在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中，粗加工、

低附加值的初级水平仍占很大比例，相当一部分农

副产品及工业品达不到进口国的产品标准。为此，

我国企业要坚持走以品质赢国际市场道路，要提高

科技水平，努力增加出口商品附加值，提高产品的

技术标准、安全标准、卫生标准和环保标准。提高

自身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优化贸易商品结构。 

(3) 完善我国技术法规体系

我国应当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健全和完善认证

制度，建立有放完善的国内技术性贸易壁垒体系。

在建立技术法规时，要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

加快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我国也应当积极参与

或承担国际标准的制定。 

(4) 加快建立技术性贸易壁垒预警机制

我国应加快建立技术性贸易壁垒预警机制。要

从贸易与产业发展、环境保护、人身健康和安全保

障兰个方面，建立我国技术性贸易措施应对战略和l

技术性贸易措施预警系统建设方案。对技术性贸易

壁垒造成多大影响要有」个预警。组织专门的人

力、物力研究技术性贸易壁垒体系，及时收集、整

理、跟踪国外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状况，建立技术性

贸易壁垒数据库。 

〈上接第14页〉认证常被人们称作国际贸易的绿

色通行证。我国在1993年 5月成立了中国环保标志

产品认证委员会。 1997 年5月又成立了中国环境管

理体系认证指导委员会。目前取得双认证企业寥寥

的原因既有企业环保意识差的问题，但也不能否认

和两个机构的宣传力度不够有很大关系。今后，两

个认证机构的宣传、引导工作有待加强。为保证认

证工作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颁

发工作应加强管理，严格规程。环保标志认证应向

国外先进的认证学习，以满足纺织品生产链上所有

纺织产品的认证需求，保证获得双认证的中国纺织

品在国际市场上畅通无阻。

鼓励开发环保型产品

世界"绿色消费"的潮流是纺织产品升级换代

的契机。我国政府应设立专项国家研发基金，鼓励

企业结合白己的研发费用在纺织纤维打面去积极研

发彩色棉纤维、纤维京纤维、玉米纤维、牛奶纤

维、大豆蛋白纤维等环保型纺织材料，在纺织染料

及化学助剂方面去积极开发生物可降解的染料及添

加剂，实现少污染或无污染。一旦我国在这两个领

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将f使更处在纠纣.织生产链F

装生产企业的绿色产品生产能力的提高抉得极大的

支持，从而最终促进我国服装出u的竞争能力的大

幅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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