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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发展的机遇，极大抑制对欧盟的经济贸易，

可能导致欧盟的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原

料型工业向我国转移， REACH 法规对保护转

出国居民健康与友好环境有实质帮助，但对于"污

染转移"目标国所要付出的代价是不可估量的。

积极应对的建议

鉴于 REACH 法规对我国印染产品的生

产、出口存在潜在而巨大的影响，共商冲破壁垒

走向世界发展大计迫在眉睫。

1.政府要紧密跟踪 REACH 法规的立法动

态，加强与欧盟的交涉，在叭厅O 框架下争取平

等权利，在政府层面上进行谈判，以保证各成员

国执法的一致性和公平性，将 REACH 法规的

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

2. 政府要加强对 REACH 法规的研究，逐

步建立和完善适合我国国情、适应 REACH 法

规的管理政策，加大宣传力度，为企业引航。

3 国家在安全信息、检测实验室建设和资

质认证方面应给予大力支持，筹建欧盟承认检

测数据的实验室，以规范额外的或不必要的测试。

4. 行业要不断完善预警系统，规范贸易行

为，创造健康协调发展的公平竞争环境，建立有

效监管机制。

5. 建立行业协调机制，加强国内市场监测

分析和信息引导，严格市场准入制度。

6. 企业要提高管理水平和环保意识，增强

产品创新能力，关注国际市场发展动态，注重贸

易技巧，为扩大出口争取主动权。

面对 REACH 法规，我国政府、行业协会、

企业要团结一致，沉着应对，不断完善和提高产

品国际竞争力，脚踏实地做好产业升级，提高国

际贸易中的快速反应能力，建立双边或多边的

国际合作伙伴关系和对话交流渠道，通过优势

五补、行业合作，实现共存共赢共同发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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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阕际生态、纺织标准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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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黄 23" 的基础上，将"分散橙 149" 也列

入7 禁用名单。

2.经检测证明，某些»酷腔物质中含有可

致癌的游离膛，新版标准对未经染色的»酷腔

材料作出了加强检测的要求。

3. 过去对邻苯二甲酸盐的使用限制仅限

于一类纺织产品(婴幼儿用品)，新版标准对二

类产品(与皮肤直接接触的产品)中 DEHP、

DSP 和 SSP 等邻苯二甲酸盐类.物质的使用

也伸出了限量要求。

国内纺织品生产企业及时了解最新版

Oeko-Tax Standard100 标准的参数要求，尽

快改进生产工艺，加强产品生态安全把关，避

免出现因产品生态指标不合格而造成出口受

阻的情况。纺织品生态认证方兴未艾，相关企

业应进一步树立主动参与生态认证的意识，有

针对性地做好生态纺织产品的研发工作，将提

高产品附加值和技术含量作为参与国际竞争

的前提条件，从而推动我国实现从"纺织大国"

向嗡织强国"的升级转变。国

·傅科杰

如 ·近日，国际环保纺织协‘会出台了最新版本

剧。睐。-Tax Standard 100 标准。新版标准

时搜及鼓痛和鼓敏蝇料，禁用芳香脏、邻苯二

喃踵矗等多种有害物质的技术参数作出了更

为F格的事求，典中，分散橙149 被慧。

。睐。-Tex 是 B 前全球纺织行业公认的

奴·威生态纺银标准，通过谊项认证的产品素有

呼倩非蜻织品"的奠誉。欧美地区许多大型采购

，.髓部将"Oako-Tax Standard100 标准作为产

J晶靠躏的技术依据。目前，全世界有近 80 个国

审的 70∞多京制造商严格按照 Oak。一Tax

标准进行生产管理和质量控制。

根据市场帽求的变化和纺织品生态科学

的研究进展，国际环保纺织协会每年都会对

Oel«l-"(ex 标准的各项检测参数以及检测要

事遭持更蜡。 .2007 军最新版本的标准在以下

几个方面伸出了修订:

且幢雹~..~-氧摹偶氮苯检测法"的逐步推广，挠

'伊卢敢擅 149"也被证真含有有害物债 4-氨

罄懦篝壁、新版标准在 2006 年最止使用染料

回II 纺织晶突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