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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和服装贸易在世界货物贸易中占有重要的

地位。长期以来，欧洲、美国等发达国家对渐渐失去

竞争优势的本国纺织品与服装产业，实现贸易保护主

义政策，针对特定国家实行进口配额限制。后来，在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不懈努力和坚决斗争下，在“乌

拉圭回合”，各谈判方达成了《纺织品与服装协议》

（ATC），为最终取消配额限制制定了过渡性安排。ATC

协议具有十年的过渡期，分成四个时段。从1995年1

月 1日开始，到2004年12月31日终止，前三个阶段

的任务已经完成，第四个阶段，即最后一个阶段，必

须取消仍然维持的49% 的进口配额，任务非常艰巨。

因为在ATC的前三个阶段，被纳入WTO规则的产品只

有21%涉及到配额，到2004年12月底，要完全取消

剩余的80%的配额，其中加拿大拥有239项配额，欧

盟167项以及美国701项，这个阶段对纺织品贸易的

冲击将是巨大的。从2005年 1月起，WTO成员的纺织

品可以无限制地进入美国、欧盟和加拿大市场，所有

的纺织品和服装产品的贸易都将纳入WTO规则，各成

员将有权利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解决在这一领域出

现的任何贸易争端。这是世界纺织工业界一次具有建

设性的、期待已久的发展，数百万消费者将从更开放、

非歧视和透明的贸易环境中获得实惠。

一、欧盟应对纺织品配额取消采取的
行动计划

欧盟一直是纺织品和服装贸易中的佼佼者，在

这个时尚领域中缔造了高档次的全球领袖地位，而

且正随着产品系列的小型化、时尚高档的品位和交

货迅速、适应市场需求快等特点不断地提高着他的

比较优势。2001 年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出口

国，占15% 的份额，世界第二大纺织品和服装出口

国，占11% 的份额，仅次于中国。在2002 年，欧

盟进口了710 亿欧元的纺织品和服装，约占世界进

口额的20%，据美国之后占第二位。因此一旦取消

纺织品配额，欧盟国家所受的冲击比北美国家大，

服装所受的冲击比纺织品大，因为欧盟服装市场受

配额的保护比北美地区（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

大，而北美地区的纺织品从税费优先体系中获得的

保护比配额保护大。纺织品配额的取消将导致进口

量的明显增加，其结果直接引起欧盟纺织服装工业

生产的下降和雇用人员的减少。

欧盟非常重视向无配额国际贸易环境的平稳过

渡。在2003 年的 5 月,欧盟委员会贸易专员PASCAL

LAMY组织了一场名为“纺织行业的未来”的研讨会,

参加会议的有来自80 个国家的各国政府代表、企业

界代表、社会合作者代表以及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共

800多人，大家就取消纺织品和服装的配额问题进行

了广泛讨论。同年10月 28日 PASCAL LAMY举行了新

闻发布会，就应对取消纺织品配额，提出了包含四个

方面的行动计划。

行动计划一：欧洲工业界将推行新政策。

1.开拓新的纺织品市场。目前欧盟纺织业就业人

员210万人，加上欧盟候选国的50万人，总数达260

万人，因此欧盟纺织工业的惟一出路就是要开拓新的

国外市场，要进入目前仍然受30%～40%关税保护的

市场。欧盟积极建议在WTO协议的框架内，实质性地

降低关税，以及消除非关税壁垒，以开放对开放。

2.推销纺织品形象标记。欧洲的纺织工业已经取

得了形象战役的胜利，世界各地一致公认纺织品是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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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最美丽的制造业标志。欧盟将通过使用“欧洲制

造”标签来强化这种形象。欧盟将在遵守 WTO 规则

的前提下，开发一个带有欧洲标记的纺织品标签，

以增加消费者的信任度。

3.公平竞争。欧盟将继续与假冒伪劣行为作斗

争以补偿欧洲在革新和创造方面做出的努力。

行动计划二：加强与欧洲战略伙伴（欧洲地

中海区域内的国家）的协作。

欧洲希望纺织产品在地中海大区域内的自由流通

在2005年成为现实。在2003年 7月召开了欧洲地中

海全会，就各国通用的原产地规则达成了一致，这

是为纺织品自由流通迈出的实质性一步。因为这意

味着一个产品在其生产的各个阶段都可以在这个区域

的国家内自由流通。为了尽可能真正“激活”这

次行动，委员会正着手对可行的解决办法进行检

查，在欧洲地中海区域内尽快实现原产地整合。

行动计划三：帮助最穷、最弱发展中国家发展

纺织品贸易。

欧洲愿意确保国际劳动力的公正分配，但利益

不应该只给印度或中国，还要惠及毛里求斯或斯里

兰卡，因此欧盟研究的一致意见是把优惠集中起来

给那些最不发达、最弱小的国家。

行动计划四：促进纺织业的可持续性发展。

欧洲希望能提升纺织品和服装的生产方法，要求

纺织品生产企业要遵守环境标准和社会标准，比如：

产品标签的标注要明确，要能向消费者保证其所购买

的产品在生产时企业遵守了环境标准和国际劳工组织

规定的社会责任标准。欧盟支持纺织工业界为了适应

环境的新条件所做出的努力。

二、中国纺织界面临的挑战及应采取
的应对措施

1．中国纺织业存在的问题

中国目前控制了大约 20％的全球纺织品市场，

每年的纺织品营业额超过2 900亿美元。国际社会普

遍认为中国是纺织品配额取消后最大的赢家，但我

们不能盲目乐观，仔细分析欧盟提出的“四大行动

计划”，笔者认为我们面临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方

面，由于配额取消，使纺织企业获得了更多的出口

机会，但出口企业不赚钱、出口产品大多价格低

廉、档次较低或纯粹为国际品牌加工已是普遍形

象，要想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遇，摆脱目前这种危

机重重的局面，在与泰国和印度这些纺织大国的竞争

中脱颖而出，只有在产品质量、产品档次上来一次凤

凰涅媻般的蜕变，那么就应整合我国纺织企业优势，

摆脱自相残杀的无序竞争局面；大幅度提高产品质

量，创造自己的品牌，提升中国纺织产品在国际上的

形象和地位是企业生存和获得可持续性发展所面临的

严峻挑战；第二方面：美国和欧盟在如何应对配额取

消问题时都提出了产品质量、产品安全、环境保护和

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要求，我国企业如何从容应对，如

何在寻找应对措施的过程中，在逆境中自我发展、自

我完善，这也是必须重视的问题。这两个方面的问题

是我国纺织和服装业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只有把这

两个问题解决好了，才能使我国的纺织品从低级的价

格竞争的漩涡中摆脱出来，进入高层次的、高技术含

量的竞争，才能稳步占领国际市场。

2．中国企业应采取的应对措施

应对措施1：用国际标准指导纺织品生产，全面

提升企业的质量管理水平。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标

准化机构，成立于一九四七年，成员包括一百四十多

个国家或地区的标准化团体，ISO的标准制修订涉及

除电工、电子以外的各个领域。ISO成立后首批发布

的两个推荐标准，其中就有一个纺织品标准。目前，

ISO已经发布国际标准11 900 个。制定国际标准的

工作由ISO的 TC和 SC 负责，TC和 SC 是制定标准的

技术核心部门。纺织品技术委员会（TC38）的秘书国

是英国，其下设的8个分委员会（SC）的秘书国，有

5个掌握在美国手中，其余由德国、葡萄牙和南非瓜

分。纺织机械技术委员会（TC72）的秘书国是瑞士，

其下设的7个分委员会（SC）的秘书国，德国占了3

个，其余分别是瑞士、美国和法国。因此纺织品和纺

织机械国际标准的制修订权基本上全部掌握在发达国

家的手中，其制定的标准代表了发达国家的意志，反

映了国际纺织品技术发展的水平和方向。目前ISO已

发布纺织国际标准千余个，包括纺织纤维、纺织辅料、

纺织加工、纺织机械、纺织产品、服装、皮革、羽绒

等诸多方面，能够基本满足企业生产的需要；另一方

面，美国、加拿大、英国、欧盟、澳大利亚、日本等

主要纺织品进口国及地区制定的纺织品性能方面的标

准，如：纺织品尺寸稳定性、染色坚牢度、耐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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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毛球性等项标准都等同或等效采用了国际标准化组

织的标准，因此用国际标准指导生产，不但能全面提

高企业的产品质量，提升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还

能跨越发达国家设置的贸易技术壁垒，减少国际贸

易摩擦。而且由ISO制定的ISO 9000族质量管理标

准风靡全球，已经成为企业产品顺利进入国内外市

场的通行证，其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对产品质量提

供了可靠的保证，企业可通过制定质量管理规范提

高操作效率、降低非质量成本，提高产品和服务的

市场信誉。当然除ISO 标准外，还可根据出口产品

的不同目的国，采用国际羊毛组织、美国试验与材料

协会和美国染化工作者协会等标准机构制定的纺织产

品和试验标准来指导纺织品的生产，满足各地区不同

的要求，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适应力，

然后再通过技术创新，科研攻关，开发出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真正属于中国的品牌。

应对措施 2 ：积极采用国际生态纺织品标准，

加快发展绿色生态纺织品的生产。

纺织企业获得可持续性发展的核心就是在生产、

使用和回收处理产品时保护环境并且承担社会责任。

近年来欧盟连续发布纺织品安全指令，2002 年 9 月

11日欧盟委员会发出了2002/61/EC指令，禁止使用

在还原条件下分解会产生22 种致癌芳香胺的偶氮染

料，并规定在2003 年 9 月 11 日之后，欧盟15 个成

员国市场上销售的欧盟自产或从第三国进口的有关产

品中，含有会分解产生22 种致癌芳香胺的偶氮染料

含量不得超过30×10－6的限量。2003年1月6日，

欧盟委员会又发出了2003/3/EC 指令，规定在欧盟

纺织品、服装、皮革制品市场上禁止使用和销售蓝

色染料。接着2004 年 2 月 24 日又发出了2004/21/

EC 指令，要求在检测纺织品和皮革中的偶氮染料时

一定要采用CEN ISO/TS 17234-2003、EN 14362-1-

2003和 EN 14362-2-2003标准。欧盟连续发出禁用

部分偶氮染料和蓝色染料的指令，并规定了偶氮染

料的检测方法，反映了欧盟意欲逐步建立“绿色壁

垒”以应对纺织品配额取消的意图。因此我国企业

必须主动采取应对措施，使壁垒不攻自破，笔者认

为采用国际生态纺织品委员会制定的Oeko-Tex Stan-

dard 100(使用 Oeko-Tex 标准 100 标志的通用及特

别技术条件)、Oeko-Tex Standard 200(使用 Oeko-

Tex 标志的检测程序)和Oeko-Tex Standard 1000系

列标准，加快发展绿色环保纺织品的生产也许是我

国纺织业获得可持续发展的较好选择。

Oeko-Tex Standard 100 标准将产品分成四类：

第一类产品 - 婴儿产品:婴儿产品是指所有物

品、供生产婴儿和两岁以下儿童用物品的基础材料和

辅料，皮革服装除外。

第二类产品-直接与皮肤接触的产品:与皮肤直

接接触的产品是指那些在穿着时，其表面的大部分

与皮肤直接接触（例如：衬衫、恤衫、内衣等）。

第三类产品-与皮肤不直接接触的产品:与皮肤

不直接接触的产品是指那些在穿着时，其表面只有一

小部分与皮肤直接接触（例如：填充物、衬里等）。

第四类产品-装饰材料:装饰材料在本标准中是

指用于装饰的初级产品和辅料在内的所有产品（例

如：桌布、墙面覆盖层、家具织物和窗帘、座椅

套用织物、地面覆盖层和床垫）。

Oeko-Tex Standard 100中列出了限定值和色牢

度的各项要求，如产品符合相关要求，可加贴Oeko-

Tex Standard 100标志。

Oeko-Tex Standard 200 描述了Oeko-Tex Stan-

dard 100中不同参数的试验方法。其中规定使用的

试验方法全部采用了国际标准、欧洲标准或发达国

家标准。比如：PH 值的检测标准是 EN 1413、游

离甲醛和不完全释放甲醛含量的定量测定方法是日本

法令《家用产品含有害物质控制法令 1 1 2 号》、偶

氮染料的检测方法是德国食品和消费品法令规定的标

准,色牢度方法标准基本都是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的

标 准 。

Oeko-Tex Standard 1000的目标就是为纺织企

业提供一套环境友好生产的论证体系，此认证体系

通过不断前进的独立的审核和持续改进的试验措施来

完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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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A部分包含生产场地的论证要求，B部分

涉及纺织产品的标签要求。

生产场地满足了Oeko-Tex Standard 1000部分

A的要求，并且经过了相关的论证，可以加帖标签。此

标签只能用于生产场地，不能用于产品。

产品满足了Oeko-Tex Standard 1000部分 B的

要求，并且经过了相关的论证，也可加帖标签，但此

标签只能用于已经通过Oeko-Tex Standard 100论证

的产品。

应对措施 3 ：关心劳工福利，承担社会责任。

随着欧美国家对进口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的劳工标

准要求越来越高，劳工标准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越

来越重要，正在逐渐形成我国出口欧美市场的新障

碍。中国进出口商会在调研中发现欧美等国进口商

以“人权标准”检查我国劳动密集型出口生产企

业，如纺织、服装、鞋帽、体育用品等的情况越

来越多，超过10%的买家非常关注中国生产企业的工

作条件。劳工问题与环保问题一样与国际贸易挂上了

钩，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海外采购订单的附加条件中。

我国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大国，由于经济发展水

平低，对劳工的保护虽已开始，但与发达国家相比，

还有较大差距，大多数企业对社会责任重视不够。随

着纺织品配额的取消，欧盟将更加重视劳工的权利问

题。因此我国企业必须要了解社会责任国际组织

（SAI）制定的SA 8000社会责任国际标准。SA 8000

标准是基于国际劳工组织宪章（ILO宪章）、联合国儿

童权利公约、世界人权宣言而制定的。和ISO 9000质

量管理标准一样，也有独立的认证机构提供认证，获

得认证的企业可以向客户展示良好的工作条件，从而

获得更大的商业便利和优先权。SA 8000主要有以下

几个方面的要求：

1.劳工标准：（1）童工。公司不得使用或者

支持使用童工，应与其他人员或利益团体采取必要的

措施确保儿童和尚需接受义务教育的青少年获得必要

的教育，不得让其在不安全或不健康的工作环境和条

件下从事劳动。

（2 ）强迫劳动。公司不得使用或支持强迫劳

动的行为，也不得要求员工在受雇起始时交纳“押

金” 或寄存身份证件。

（3 ）公司应尊重所有员工结社自由和集体谈

判 权 。

（4 ）歧视。公司不得因种族、社会阶层、国

籍、宗教、残疾、性别、性取向、工会会员或

政治归属等而对员工在聘用、报酬、训练、升职、

退休等方面有歧视行为；公司不能允许强迫性、虐

待性或剥削性的性侵扰行为，包括姿势、语言和身

体的接触。

（5 ）惩戒性措施。公司不得进行或支持体

罚、精神或肉体胁迫以及言语侮辱。

2.工时与工资：（1）公司应在任何情况下都

不能经常要求员工一周工作超过48 小时，并且每7

天至少应有一天休假；每周加班时间不超过 12 小

时，除非在特殊情况下及短期业务需要时不得要求

加班；且应保证加班能获得额外津贴。

（2 ）公司支付给员工的工资不应低于法律或

行业的最低标准，并且必须足以满足员工的基本需

求，并以员工方便的形式如现金或支票支付；对工资

的扣除不能是惩罚性的；应保证不采取纯劳务性质

的合约安排或虚假的学徒工制度以规避有关法律所规

定的对员工应尽的义务。

3.健康与安全：公司应为员工提供安全健康的

工作环境，采取足够的措施，降低工作中的危险因素，

尽量防止意外或健康伤害的发生；为所有员工提供

安全卫生的生活环境，包括干净的浴室、厕所、洁净

安全的宿舍，卫生的食品存储设备等。

4.管理系统：高层管理阶层应根据本标准制定

公开透明、各个层面都能了解并实施的符合社会责任

与劳工条件的公司政策，要对此进行定期审核；委派

专职的资深管理代表具体负责，同时让非管理阶层自

选一名代表与其沟通；建立并维持适当的程序，证明

所选择的供应商与分包商符合本标准的规定。

我国广大的纺织企业，特别是出口企业，要树立

危机意识，在了解SA 8000标准的基础上，自觉提高

劳工标准，加强国内职业安全卫生管理，并参考职业

安全卫生管理体系（OHSAS 18001）和 SA 8000中的

合理成分，在中国建立类似的管理体系，在劳动密集

型的出口行业推广应用并开展认证，自觉提高劳工标

准以积极应对2005 年纺织品配额取消后欧美继绿色

壁垒后又设置的社会责任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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