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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阁版RoHS与欧盟RoHS指令比较

一兼谈企业‘的应对笨咯

·宁波市标准化研究院 赵北光

日U 吕

从3月 1 日起，由信息产业部等国家七部委出

台的《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法)) ，即中国

版RoHS正式实施。至此，欧盟RoHS指令己实施9个

月。积极研究和应对RoHS指令，寻找合适的解决方

案是每个有作为的企业面临的挑战。中国版RoHS和

欧盟RoHS指令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本文

通过对中国版RoHS和欧盟RoHS指令的研究比较，以

及对后者实施情况的分析提出建议，希望对有关方

面和企业起到积极作用。

一、欧盟RoHS指令和中国版RoHS概要介绍

欧盟RoHS指令 liP «关于在电子电气设备中限

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指令)) , RoHS指令核心内容

是:从2006年7月 1 日起，新投放欧盟市场的电子电

气设备中不得含有以下6种有害物质，其在均质材

料中最高限量分别为:

①铅 (Pb) : 1000mg/Kg;

②京 (Hg) : 1000mg/Kg;

③铺 (Cd) : 100mg/Kg;

④六价铭 (Cr6+) : 1000mg/Kg;

⑤多澳联苯 (PBB) : 1000mg/Kg;

⑥多澳二苯瞠 (PBDE) : 1000mg/Kg

《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法》即中国版

Ro邸，其核心内容是:从 2007年3月 1 日起，对铅、

隶、锅、六价铭等重金属物质和多澳联苯、多澳工

苯瞠等澳化阻燃剂等六种有毒有害物质的控制。从

，凶，=略

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进口等环节开始

做好对这些有毒有害物质的控制，如替代、减量

化。电子信息产品企业所生产的产品中如含有有毒

有害物质，必须将有毒有害物质的名称、环保使用

期限及可否回收等情况在产品上进行标识。同时配

套出台了电子信息产业防污控制三大配套行业标

准，即《电子信息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要

求》、 《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标识要求》和《电

子信息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的检测方法》。

二、欧盟RoHS指令和中国版 Rot恒的意义

(一)欧盟RoHS指令的意义

提出了欧盟关于在电子电气领域的环境保护理

念和法制化措施。客观上是一个欧盟保护其经济体

工业的环保贸易壁垒。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

上任何一个国家制定涉及贸易的法律法规，其作用

与影响都不会仅仅局限在本国范围，所以，一个国

家的立法活动影响往往会超出其国界，特别是制定

涉及国际贸易的法律法规，将更是如此。

(二)中国版RoHS的意义

1.将电子信息产品污染防治作为废旧电子信

息产品回收处理再利用工作的基础性工作，体现

"污染防治，预防在先"环境保护原则，落实"从

源头抓起"的工作思路

2. 将电子信息产品污染防治纳入行业管理，

法制化

3. 实现有毒有害物质在电子信息产品中的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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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或减量化，保护环境，节约资源。

4. 实现电子信息产业结构调整，产品升级换

代，确保电子信息产业可持续发展

5. 对欧盟两指令一一-WEEE和Rot恒的回应。

三、中国版RoHS和欧盟RoHS指令的比较

(一)中国版RoHS和欧盟RoHS指令相同之处

中国版RoHS和欧盟RoHS指令相同之处有四个方

面:

1.都是法律规范性文件:

2. 主要目的都是为实现电子电气类产品中有

毒有害物质的控制(禁止使用和减量化);

3. 都涉及贸易活动(货物贸易) ;

4. 限制和禁止使用的有毒有害物质是一样

的，都是六种:铅、示、铺、六价锚、多滇联苯

(PBB) 、多澳二苯隧 (PBDE) 。

(二)中国版RoHS和欧盟RoHS指令不同之处

中国版RoHS和欧盟RoHS指令指令不同之处有六

个方面:

1.中国版RoHS无需转换低一级的法律规范性

文件就可以直接实施:但欧盟RoHS指令无直接约束

力，需要转换成欧盟成员国法律(法规)才可以实

施。

2. 中国版RoHS调整对象为电子信息产品，欧

盟RoHS指令调整对象为交流电不超过1000伏特、直

流电不超过1500伏特的电子电气设备;欧盟RoHS指

令的调整对象范围比中国版RoHS要更宽、更多。

3. 中国版RoHS对有毒有害物质控制的监督管

理采用目录管理模式:目录以"穷举法"方式形

成:欧盟RoHS指令将WEEE指令中的八大类产品全部

放入，然后再对其中有毒有害物质控制技术尚不够

成熟、经济上不可行产品采用"排除法"予以"豁

免"。

4. 中国版RoHS于2006年2月 28 日颁布， 2007

年3月 l 日开始实施，有毒有害物质限制和禁止时间

尚未确定:欧盟 RoHS指令的时间表是: 2003年2月

13 日《指令》颁布， 2004年8月 13 日转为欧盟成员

国法律(法规) , 2006年7月 1 日开始实施。所以，

欧盟RoHS指令实施时间要比中国的《管理办法》

早。

5. 中国版RoHS贯彻实施需要制定"标准"和

"目录"，制定"目录"需要"标准"支撑:欧盟

RoHS指令的贯彻只需要标准的支撑。

6. 中国版RoHS中对有毒有害物质的控制采取

了"两步走"方式，第一步，在《管理办法》生效

之日起，仅仅要求进入市场的电子信息产品以自我

声明的方式披露相关的环保信息:第二步，对进入

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重点管理目录的产品实施严

格监管，需要实现有毒有害物质的替代或达到限量

标准的要求，然后要经过强制认证 (3C认证)才可

以进入市场;而欧盟RoHS指令对有毒有害物质的控

制采取的是"自我声明"的方式，但欧盟的要求是

"一步到位"， "自我声明"的前提是要做到有毒

有害物质的达标。

此外，中国版RoHS没有关于豁免的条款及豁免

的方法。欧盟RoHS指令首先将所有直流电1500伏特

以下、交流电1000伏特以下的电子电气产品全部放

入约束的范围，然后就其中"技术尚不成熟、经济

上不可行"的产品进行"豁免"，欧盟的"豁免"

不是无限期的:但中国版RoHS对有毒有害物质的控

制采用了"目录管理"的模式，与欧盟RoHS指令采

用的方法不同，中国版RoHS设置了一个"电子信息

产品污染控制重点管理目录"，这个目录一开始是

空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技术上己经成熟、

经济上可行"的实现了有毒有害物质替代的或者符

合了限量标准的产品将被放入目录，不放入目录就

意味着暂时被"豁免"。为了方便业内生产者，中

国版RoHS在颁布时公布了一个按中国国家统计局确

认的电子信息产业分类目录编写的"电子信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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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注释"，这是一个电子信息产品的细目及其释

义，有了这个细目和释义后，业内的每一个生产者

就可以方便地"对号入座"，可以确认自己生产的

产品是否属于"电子信息产品"范畴了。

四、国际社会对欧盟RoHS指令和中国版RoHS

的反映

(一)国外对欧盟RoHS指令的反映

欧盟各国现己将欧盟RoHS指令转化为本国法律

法规，其中部分国家的做法是:

匈牙利RoHS指令己于2004年 10月 8 日经由部长

法令第16/2004号转化为全国法例。

西班牙己采纳2005年2月 25 日的皇家法令，把

RoHS指令转化为全国法例。但RoHS指令的条文则适

用于2006年7月 1 日后推出市面的电器与电子设备。

荷兰的法例与RoHS指令一样，禁止在电器及电

子设备中采用6种有害物质。

此外，日本和美国也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

日本国内有一个日本电子信息技术产业协会

(JGPss I) ，旗下有一个绿色采购调查共同化协议

会。这个协议会制定涵盖RoHS指令的绿色采购标

准，供所有日本企业参考。美国在按照自己的理念

在搞报恩

去执行RoHS指令，他们看重强调符合RoHS指令是我

们的社会责任，而不是单单符合一个指令。总而言

之，美国企业的行动比日企稍慢，标准也比日企宽

松。

(二)国外对中国版RoHS的反映

中国市场的巨大吸引力，使得己于3月 1 日正式

实施的《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法))(中国

版RoHS) 在欧盟各国成为__，..4个热门话题。对于欧盟

的制造商与工程师来说，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

"穷举法"目录。在口:录最终敲定之前，他们都无

法确实自己的产品是否需要符合中国版RoHSo 而日

前日录中所包括的产品目录和重点产品目录都还未

确定，即使在确定后他们产品的认证还需要几个月

的时间。此外，即使制造商己对产品线进行改造并

满足欧盟RoHS指令，但由于中国版RoHS的复杂'性，

所以满足欧盟RoHS指令并不能确保通过中国版

RoHS。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产品列属中国版RoHS 日

录之内，那么制造商与工程师还须进一步重新设计

分析自己的材料。不过，在这 A点上，中国与国外

的工程师都面临着共同的挑战。

中国版RoHS的强制性认证，是让国际制造商和

工程师头痛的另一环节。中国版RoHS特别规定:只

有被中国政府审核的中国实验室才能开展产品测

试。在欧洲、日本或美国进行的测试结果不被承

认。而且，中国政府只批准了18家这样的实验室，

如何更好的与这些中国实验室合作，国际厂商比中

国厂商面临着更大的难题。

(三)国内对欧盟RoHS指令反映

对于出口量巨大，但技术、环保水平偏低的中

国制造商来说，要在短时间内完成整个产业链的调

整，几乎是个"不可能的任务"。目前，中国很多

知名企业，如美的、格兰仕等都在不断摸索，寻求

应对RoHS指令的最佳方法。也有不少企业正下大力

气进行自身生产线改造。 由于RoHS指令设立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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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标准近乎苛刻，严重地影响了我国机电产品对欧

盟的出口。根据有关报道，广东、浙江、江苏等省

对欧盟的机电产品出口都出现了大幅下滑。巾国机

电商会此前预测，我国将至少有300多亿美元产品

受RoHS指令直接影响，占对欧洲出口机电产品的

70%0 RoHS指令导致生产成本的增加。为应对 RoHS

指令，我国企业必须在出口欧盟时用新型的环保材

料代替部分含有害物质的材料，这将增加 5%以上的

生产成本，部分企业成本甚至上升达 20%。此外，

检测费用也须分摊到成本中去。

五、国内外企业的应对策略

日本企业在积极探索应对 RoHS指令的办法，最

著名的就是索尼公司(其在 02年底，由于产品不符

合RoHS指令要求，曾遭受过巨额损失)。索尼公司

主要在推行绿色伙伴 (Green Partner) 制度，以及执

行源头管理 (Source Contro l)以应对RoHS指令。索

尼公司的做法:几年前开始推行 GP体系，在完成对

供应商的体系审核并颁发了 GP证书后，对此供应商

的原材料的环保资料进行一次性收集。供应商在取

得GP后，无须每年更新测试报告，而是只在有变更

原材料成分时，提交给索尼公司更新的 MSDS和 ICP/

GM-MS测试报告，以备索尼公司存档。索尼公司是

充分信任GP供应商的。它要求所有索尼公司的供应

商在采购时，必须从索尼公司认证过的 GP供应商那

儿进行购买。这无疑让大家都觉得 GP证书的分量很

重!而GP供应商作为回报，须积极响应索尼公司不

时发来的环保要求(如对供应商的体系进行自行审

核，加强对原料存储的控制等等。这样既达到了互

赢的目的，也增加了供应商和索尼公司之间的信

任。

如今，索尼公司的这种作法己经被很多日本大

公司所效仿，他们称之为"环境质量管理体系"。

同时日企积极组织研发，添置测试设备，避免由于

在第二方进行测试所花去的巨额费用，几乎所有的

日企都能提前一年半左右符合 RoHS指令要求，而且

其大部分标准比 RoHS指令严格的多，而这并没有对

其生产成本造成多大的影响，反之，由于其率先符

合了RoHS指令的要求，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定单。

而国内的企业精力并没有花在源头控制上。实

际上，客户需要的是体系，不仅仅是几份测试报

告。 客户见中国企业什么都不懂，只好叫他们做

测试，而且每年都要重复做，以保证产品的质量。

即使是这样，一些客户仍然倾向于选择日本或其他

国家的供应商，而不敢冒险选择中国本士的企业。

国内企业的误区有三种表现:

误区1.认为一次拿到了客户的标准后就万事

大吉，以后参照标准去做就没问题。这里的误区是

没有考虑到客户标准的更新。客户的标准一般二年

更新一次，标准里的内容都会根据业内的动态友相

关法律法规的出台或更新而有所变动。如果不及时

在新的客户标准出台时更新手头上的旧的标准，符

合客户的标准就成了一句空话。

误区 2. 把测试报告看作是护身符，以为测试

报告显示每种原材料中的 6种有害物质在客户的标

准范围内就算符合 RoHS指令和客户的要求了。这样

做的风险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二，二份第三方的测

试报告只是样品的测试报告。第二，一般的客户只

需供应商一年测试一次(涉及费用的问题)。

误区 3. 认为取得 ISO 14000的认证，就会满足

RoHS指令的要求。事实是 ISO 14000关心的是工厂

的环境，跟公司的社会责任有关:应对 RoHS指令等

所建立的体系关心的是客户对产品的要求，跟产品

有关。

为避免企业在 RoHS指令的应对中走入误区，应

建立企业的 RoHS指令体系。 RoHS指令的应对是一项

工程，为此应建立→套体系，尽管它可能没有

IS09000那么复杂，但是由于大多数企业普遍刚刚

开始做，而且它不象 IS09000那样广为人知，国此

秒2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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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起来绝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以下事情是必须做

的:

第一步:确定企业产品与RoHS指令的关联度

第二步:在企业内部组建全公司范围的"符合

性"团队

第三步:建立企业RoHS指令符合性的声明

第四步:建立企业内部RoHS指令符合性的实施

计划

第五步:评估企业的供应链与RoHS指令的关联

度

第六步:选择合资格的供应商

血
，
二
、

••

第七步:建立供应链物料声明程序

第八步:进行有限的测试和确保结果的有效性

第九步:与客户充分沟通

第十步:将 RoHS指令符合性的策略融入公司整

体运作

RoHS指令，无论是欧盟 RoHS指令还是中国版

RoHS ，旨在通过对产品材料提出无毒性要求来保护

环镜，从长远来看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如何达到

RoHS指令提出的要求是一个必须的、持续的过程，

需要政府、社会、企业的兰方共同努力，最终为客

户提供无毒性产品、打造一个绿色、和谐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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