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策与法规 欧盟 REACH法规的挑战及应对措施
———REACH法规对我国染料和印染行业影响的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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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欧盟 REACH法规生效实施在即 ,通过分析实施该法规后对我国染料行业和纺织行业在进出口、竞

争力和研发新产品等方面的影响及带来四个方面的挑战 ,提出四大应对措施 ,即加大 REACH法规宣传力

度 ;加快我国化学品和纺织品管理法规与国际接轨 ;提高染料和纺织印染行业自身的实力以及加快应对

REACH法规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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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 llenges and m ea sures for REACH agreem en t
———Re2ana lyz ing the influence of REACH on Ch inese dyestuff and textile industr ies

ZHANG J ie

Abstract: REACH ag re em e n t issned by EU w ill becom e effec tive and p u t in to effec t afte r five m o n th s. The e ffe c ts o f REACH
o n Ch ine se dye s tuff indu s try and textile indu s try w e re fu rthe r ana lyzed in a sp ec ts o f expo rta tio n, im po rta tio n, com p e titive pow 2
e r, c re a tio n o f new p ro duc ts, and so o n. It w a s po in te d o u t tha t Ch ine se re la tive indu s trie s sho u ld d ire c tly m ee t the cha llenge s
o f REACH re gu la tio n, and do suffic ien t p rep a ra tio n s in goo d sea so n to dea lw ith them , such a s re info rc ing the p rop aga tio n o f
REACH ag reem e n t, qu icke n the p ace o f m anagem en t re gu la tio n s o f Ch ine se chem ica ls and textile s to co nne c t the in te rna tio na l
leve l, e nhance the com p e titive ne ss o f Ch ine se dye s tuff and textile indu s trie s, a s w e ll a s p u t fo rw a rd the m ea su re s to e nco un2
te r the R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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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 11月 30日 ,欧洲议会和欧盟成员国代表

最终就 REACH 法规议案达成一致 ,欧洲议会批准

REACH法规于 2007年 6月 1日起正式生效实施。

尽管欧盟 REACH法规的整个谈判过程受到欧盟

内外的广泛批评和猛烈抨击 ,但最终没有改变欧盟的

立场。REACH法规最早在 2001年 2月 27日出台 ,当

时名为《欧盟未来化学品战略 (草案 ) 》白皮书。经过

修改 , 2003年 3月 17日又重新发表了《未来化学品政

策战略 (草案 ) 》白皮书。同年 5月 7日发表了与之配

套的《关于化学品注册、评估、许可和限制的咨询文

件 》[ 1 ]
; 5月 15日欧盟就此白皮书发布征求意见函 ; 10

月 29日 ,针对欧盟内外提出的 6 400多条批评意见 ,欧

盟被迫对此白皮书进行修改 ,并形成了 COM ( 2003 )

644最终稿 ,即 REACH法规议案。2004年 1月 21日 ,

为了加速实施这项法规 ,欧盟通过 W TO秘书处发布了

关于 REACH法规议案的通报 ,但遭到了世界各国的

猛烈抨击 , 6月 21日评议截止。2005年 11月 17日 ,

欧洲议会在对其作了 1 000余项修正后 ,一审通过了

该法规议案。但欧盟产业界和环保主义者对修正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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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CH法规议案都不满意 ,前者认为企业负担过重 ,

会削弱欧盟化工行业的竞争力 ,且带来大量失业 ,后者

则认为 ,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的目标将难以达到。因

此 ,原定 2005年底前被欧盟理事会批准并在 2006年

生效实施的计划被推后。如前所述 , 2006年 11月 30

日 ,历时 5年 9个月后 ,这项法规议案终于尘埃落定。

REACH法规不仅是关于化学品注册、评估、许可

和限制的法规 ,也是一个涉及化学品生产、贸易和使用

安全的法律 ,还是一个包括技术性壁垒、环境壁垒和社

会壁垒在内的新型贸易壁垒。它包含的 7个目标中 ,

首要目标是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 ,其次是保护市场活

力和加强欧盟化学工业的竞争力。为了实现这一目

标 ,欧盟将建立统一的化学品监控管理体系 ,该体系将

欧盟市场上约 3万种化工产品及其下游的纺织、轻工、

医药等产品 ,分别纳入注册、评估和许可 3个管理监控

系统。对不同吨位的化学品 ,规定了注册时间表 ,以及

严格的检测标准和检测费用。据估算 ,每种化学品的

基本检测费用约需 8. 5万欧元 ,每种新化学品的检测

费用约 57. 5万欧元 ,这些费用全部由企业承担。企业

必须向欧盟设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新主管机构 ,注

册其生产的化学品 ,并列出其潜在危害 ,相关产品只有

在得到许可后方可在欧盟市场上销售。显然 ,这项法

规的生效实施 ,将对我国的染料工业以及纺织工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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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次前所未有的冲击 ,严重影响这些行业的发展。

1　对我国染料工业和纺织工业的影响
1. 1　我国与欧盟染料、颜料及纺织品贸易概况

欧盟是我国染料、有机颜料、染料颜料中间体 ,以及

下游产品纺织品服装的主要出口地之一。2003～2005

年我国出口到欧盟的染料和有机颜料如表 1所示 :

表 1　2003～2005年我国出口到欧盟的染料和有机颜料量

年份
染料 有机颜料

出口量 /万 t 占染料总出
口量比例 / % 出口量 / t 占有机颜料总

出口量比例 /%

2003 < 1. 5 < 10 17 800. 4 20. 78

2004 < 1. 7 < 10 32 317. 7 30. 49

2005 < 1. 8 < 10 30 572. 8 26. 66

　　注 :海关统计的有机颜料出口量中 ,均含涂料印花浆和色

母粒等颜料制品。

表 1中 ,我国年均出口到欧盟的染料约 1. 7万 t,

占我国年均染料总出口量的 7. 8%左右 ,创汇金额约

为 9 000万美元。我国年均出口到欧盟的有机颜料约

为 3. 0万 t,占我国年均有机颜料总出口量的 29. 4%左

右 ,创汇金额约 1. 5亿美元。另外 ,我国年均出口到欧

盟的染颜料中间体约 4. 0～5. 0万 t,占我国年均染料

颜料中间体总出口量的 15% ～20% ,创汇金额约 1. 5

亿美元。此三者之和估计年创汇约 3. 9亿美元。尽管

我国直接出口到欧盟的染料数量不多 ,但若加上用染

料、助剂等纺织化学品加工出口到欧盟的纺织品服装

数量 ,总量就比较可观了。

据我国驻欧盟使团商务处的有关人员介绍 ,近几

年我国出口到欧盟的纺织品服装约占纺织品服装出口

总创汇的 11. 5% ,以 2005年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创汇

1 175亿美元计 ,即约 130亿美元。

欧盟 REACH法规中规定 ,“注册人指提交注册申

请的制造商或进口商 ”,“制造商指在欧盟内定居并生

产物质的自然人或法人 ”。因此 ,我国向欧盟出口的纺

织印染产品必须通过欧盟境内的生产商或进口商进行

注册 ,使用未能按期注册生产商的产品则不能进入欧

盟市场。同时 ,法规中还规定 ,“处于下游的相关出口

产品 ,将被要求提供必要的检测证明 ”等。这些都将使

我国出口到欧盟的纺织品服装严重受阻。据测算 ,其

影响程度不会低于 30% ,即约 40亿美元。

我国每年从欧盟进口不少染料和有机颜料 , 2003

～2005年的进口量大致如表 2所示。

表 2中 ,我国从欧盟进口的染料年均约 8 000 t,占

我国年均染料总进口量的 12. 4%左右 ,耗汇约 6 800

万美元。我国从欧盟进口的有机颜料年均约 4 000 t,

表 2　2003～2005年我国从欧盟进口的染料和有机颜料量

年份
染料 有机颜料

进口量 / t 占染料总进
口量比例 /% 进口量 / t 占有机颜料总

进口量比例 /%

2003 7 092. 1 11. 01 3 807. 7 11. 26

2004 7 938. 1 12. 27 4 035. 3 12. 29

2005 8 227. 3 12. 75 4 036. 8 12. 93

　　注 :海关统计的有机颜料进口量中 ,均含涂料印花浆和色

母粒等颜料制品。

占我国年均有机颜料总进口量的 12. 5%左右 ,耗

汇约 3 200万美元。另外 ,我国每年还从欧盟进口一

定量的染料颜料中间体 ,耗汇约 1 000万美元。此三

者之和估计年耗汇约 1. 1亿美元。

1. 2　REACH法规带来的挑战

显然 ,欧盟 REACH法规的生效实施 ,将对我国染

料行业和纺织行业的进出口、生产与发展带来严峻的

挑战 ,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

1. 2. 1　我国染料和纺织行业产品出口受到更大的阻碍

欧盟 REACH法规中规定了针对化学品的 42种检

测方法 ,以评估化学品对人体健康和环境的影响。这

些标准比较全面地覆盖了化学品在生态毒理性和毒性

等方面的指标。根据该法规 ,当化学品的市场投放量

分别达到 1 t、10 t、100 t和 1 000 t时 ,需要进行的检测

量逐渐增多。法规还规定 ,年产量为 1～10 t的所有化

学品 ,其注册和基本单元检测费用为 7. 2万欧元 (不含

长期环境影响的评估费用 ) ;年产量为 10～100 t的化

学品注册和基本单元检测费用为 50. 4万欧元 ;年产量

为 100～1 000 t的化学品 ,其注册和基本单元检测费

用超过 72. 1万欧元。这些检测要求同样适用于化学

品的下游产品 ,包括纺织品等。由于我国染料行业的

生产企业规模都比较小 ,长期以来 ,出口的染料等产品

采用自身商标的不多 ,所以利润不高 ,注册检验费用过

高 ,染料行业的生产成本上升 ,这必将影响到纺织行业

的生产成本。据测算 ,两个行业的生产成本至少提高

5% ～10%。因此 ,我国有出口潜力的染料、有机颜料、

染料颜料中间体和纺织品等将受到更大的贸易阻碍 ,

有的产品甚至只能退出欧盟市场。

1. 2. 2　我国从欧盟进口染料等产品的价格将上升

由于 REACH法规对欧盟自身生产染料、有机颜

料及其中间体等产品的企业冲击也很大。据测算 ,其

冲击指数不会低于 70% ,因此 ,它们的生产成本也大

幅增加 ,我国从欧盟进口的染料等产品的价格也会上

升 ,这势必会提高我国纺织品服装的出口成本。

1. 2. 3　不利于我国染料行业和纺织行业的创新

由于加入 W TO后知识产权问题 ,以及取代禁用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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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禁用颜料、禁用中间体和禁用助剂等法规的颁布 ,

再加上环境保护要求日益严格等原因 ,我国染料行业

和纺织行业近年来加快了技术创新速度。但 REACH

法规中规定 , 1981年 9月 30日以后研发的化学品皆属

新物质 ,其检测费用高达 57. 5万欧元 ,这将大大增加

染料行业和纺织行业开发新产品的成本 ,不利于其创

新工作的开展。

1. 2. 4　将改变我国在国际纺织化学品和纺织品服装

贸易市场竞争中的地位或竞争格局

欧盟 REACH法规生效实施后 ,较高的注册与评估要

求、昂贵的注册与评估费用 ,以及欧盟对评估、许可审批的

复杂程序 ,都提高了准入欧盟市场的门槛 ,使我国染料等

纺织化学品和纺织品服装的优势逐渐丧失 ,大大地削弱了

其在欧盟市场上的竞争格局 ,迫使我国生产企业去开拓欧

盟以外的市场 ,以建立新的贸易渠道。此外 ,该法规所产

生的链锁反应或“多米诺骨牌效应”,将导致国际贸易环

境恶化。如美国受欧盟的影响已在 2003年启动了立法提

案 ,并针对 2 800种生产量大的化学品进行检测 ;日本也

在 2003年 5月 28日宣布建立商品检验注册制度。这些

新法规如同其它“绿色壁垒”或技术贸易壁垒一样 ,将会

呈现迅速蔓延的趋势 ,这对我国染料行业和纺织行业出口

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目前 ,我国年出口染料已超过 23万 t,有机颜料已

达 11. 5万 t,染料中间体约 26万 t,合计出口创汇超过

15亿美元。欧盟实施 REACH法规及因其而产生的链

锁反应 ,对我国染料行业出口的影响将超过 7. 5亿美

元 ;初步估算 ,我国纺织行业所受的影响将达到几十亿

美元 ,甚至 100亿美元。由此产生的结果 ,势必影响到

我国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和竞争格局。

2　应对欧盟 REACH法规挑战的措施
欧盟 REACH法规规则多、要求高、费用贵 ,它对

我国染料行业和纺织行业的影响非常大。因此 ,对这

项法规的生效实施 ,我们必须正视它、重视它 ,直面迎

接、充分准备、从容应对。

2. 1　加大对欧盟 REACH法规的宣传力度

目前 , REACH法规即将正式生效实施 ,我国染料

行业和纺织行业正面临紧迫而严峻的形势。该法规有

7卷 16部分和 17个附件 ,共 1 152页 (英文 ) ,约 32万

字。其中既有法律条文 ,又有技术标准 ,但国内上万家

相关企业对其了解的程度很不乐观。这就要求我国染

料行业和纺织行业的有关领导部门要有紧迫感和战略

眼光 ,并就该法规对我国染料和纺织行业的制约作用

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加快了解 REACH体系的细节和

复杂性 ,加强信息收集和研究工作 ,共同研究应对措

施 ,努力把欧盟 REACH法规对我国染料和纺织行业

的影响降到最低。

2. 2　加快我国相关管理法规与国际法规接轨

对待 REACH法规 ,一方面应充分认识到它确实

会对我国相当一部分化学品和纺织品的稳定出口造成

限制 ,而且由于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制约 ,短期内这种严

峻的形势难以好转 ;另一方面 ,也应看到重视产品质

量、保护消费者、保护环境以及保护知识产权 ,已成为

国际趋势 ,要想保持我国化学品和纺织品出口贸易稳

定 ,并可持续发展 ,就必须顺应这一趋势。美国和日本

针对欧盟 REACH法规都已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对应的

化学品管理办法 ,我国虽然发布了一些化学品和纺织

品的管理规定与办法 ,但还需根据国际市场的变化不

断完善 ,并与国际接轨 ,以应对欧盟 REACH法规和其

它国家的相关法律。

2. 3　提高染料行业和纺织行业自身的实力

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 ,染料行业和纺织行业的企

业不能只关注眼前利益 ,还必须关心国际市场的发展

动态。REACH法规中有些内容和实施方法 ,违反了世

界组织的有关规定或不符合国际惯例等 ,并对我国染

料和纺织行业的出口企业或产品带有歧视性 ,需要我

国政府和中介组织有针对性地进行交涉 ,但同时 ,这两

个行业也应加快发展速度 ,练好“内功 ”,提高自身实

力 ,把产品做到“新高优好 ”。

2. 3. 1　立足于创新 ,加快新产品开发的步伐

由于国际市场上对环境保护和人体健康的要求越

来越严格 ,我们必须加大对各种环保型纺织化学品和

绿色纺织品的开发力度 ,特别是要能满足对毒性、诱

变、致癌、遗传、神经、免疫和过敏等方面的严格要求 ,

不断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同时 ,要更新检测仪器

和设备 ,完善检测技术 ,做到与国际接轨 ,以争取与欧

盟检测机构互认。

2. 3. 2　立足于高精 ,加快提高整体技术水平的步伐

当前 ,在染料行业和纺织行业中 ,高新技术和精细

化技术不少 ,例如染料制造中的催化技术、连续硝化技

术、液体三氧化硫磺化技术、定向氯化技术、组合增效

技术以及各种清洁生产工艺等。特别是催化技术 ,是

目前国际上研究和开发活跃 ,发展最快的“绿色制造技

术”,它能将“三废 ”消灭在工艺过程中 ,因此要加大其

推广应用力度 ,快速提高染料和助剂等纺织化学品的

精细化程度。此外 ,纺织印染加工中的一浴精练、染色

和固着技术、RFT染色技术、无盐和尿素的活性染料连

续染色技术、超低浴比染色技术、真空条件下用少量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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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剂的还原染料染色技术 ,以及其它清洁生产工艺等

高精技术 ,可大大降低物耗和能耗 ,提高生产效率 ,也

应大力推广和应用。

加大行业相关的新型“三废 ”治理技术的开发力

度 ,也是高精技术的重要内容。目前已开发成功的新

型治理技术有持续高活性铁床技术、立式氧化床技术、

湿式催化氧化技术、升流式厌氧淤泥床生化技术、渗透

膜技术、树脂吸附技术和离子交换萃取技术等。

2. 3. 3　立足于优化 ,加快产品结构调整的步伐

当前 ,两个行业产品结构调整的重点是应用环保

型或绿色产品 ,因此必须淘汰污染严重的产品 ,严格控

制低技术含量生产装置的重复建设。同时 ,也要进一

步加强与国外各大公司的合作与交流 ,正确引导外来

投资 ,为加快优化调整我国两个行业的产品结构 ,创造

更加有利的条件。

2. 3. 4　立足于服务 ,加快国内外市场开拓的步伐

由于国内外市场上应用染料和助剂等纺织化学品

的领域不断扩大 ,对它们的要求也越来越多、越来越

杂、越来越高 ,因此做好应用服务 ,帮助客户选好、用好

这些纺织化学品 ,是两个行业生产企业的一项很重要

的工作。它们对纺织化学品和纺织品的市场开拓与产

品开发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4　加快应对欧盟 REACH法规的准备速度

为了从容应对 REACH法规 ,企业必须加快准备

速度 ,并做好以下几点 :

(1)产品检查

对企业生产、进口或接受的化学品 (制剂、制品 )

等进行检查 ,以确保其符合 REACH法规规定。

(2)战略影响分析

①检查产品的特定信息 ,包括本征特性 (如致癌

性、突变性、生殖毒性等 )、数量、已有数据、如何填补数

据空白、替代品可用性、竞争产品和替代品的状态、预

期竞争对手的行为 ,以及预期应用 /机密性等。

②确定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 (或弱点 )。

③制订战略措施 ,包括预注册和注册 (如时间选

择、对客户的影响和竞争等 )、测试 (如程序和成本

等 )、研发、内部能力和资料 ,以及对第三方协助的需

求 ,与客户和供应商进行交流 ,并进行内部沟通等。

(3)时间安排和成本测算。

(4)由于我国企业普遍缺乏熟悉欧盟注册要求和

程序的人才 ,企业自行准备在欧盟注册的相关资料会

有较大的难度 ,需加快培养这方面的人才 ,或借助于中

介服务机构帮助解决。

3　结语
如今 ,欧盟 REACH法规即将生效实施 ,对此 ,我

们必须高度重视 ,及早做好准备 ,从容应对挑战。同

时 ,企业应不断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脚踏实地地做

好产业升级 ,加强国际贸易中的快速反应能力 ,建立双

边或多边国际合作伙伴关系和对话交流渠道 ,通过优

势互补、行业合作 ,实现中外染料行业和纺织行业的

“共存共赢、共同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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