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境贸易壁垒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文/罗小明 

   近年来，伴随着全球经济的增长,环境恶化问题已成为各国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在国际贸易
领域中，各国以保护环境为名行贸易保护之实的政策法规使环境贸易壁垒逐渐兴起。环境贸易壁垒
又称绿色壁垒，是以保护环境、保护人类和动植物生命为理由构筑的壁垒。环境贸易壁垒具有两重
性：从形式上看,是适应环境保护的要求,对贸易自由的限制；从实质而言,是贸易保护与环境保护
的契合,是贸易保护中一种新型的非关税壁垒形式。 
   一、环境贸易壁垒的特点 
   1、名义上的合理性。在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生态环境遭到极大破坏的背景下，人们开始关心
生活质量，关注生态环境，环境消费心理逐步增强，越来越认同绿色保护措施。而环境贸易壁垒正
是迎合了公众渴望绿色产品的共同心愿，因此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2、形式上的合法性。环境贸易壁垒与其他非关税壁垒的不同之处在于其能用国际、国内的公
开立法加以规定和实施。发达国家推波助澜，大力推行环保立法，为环境贸易壁垒提供法律支持，
具有形式上的合法性。  
   3、保护范围的广泛性。近年来，绿色保护已从产品贸易扩展到服务贸易、技术贸易等领域，
呈现出无所不在的态势，因此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具有极大的挑战性。这些绿色保
护措施，还具有不确定性和可塑性，在具体实施时容易受发达国家的刁难和抵制。 
   4、保护方式的隐蔽性和灵活性。各种绿色贸易壁垒借环境保护之名，隐蔽于具体的贸易法
规、国际公约的执行过程中，不仅隐藏地回避了分配不合理、歧视性等分歧，故不易产生摩擦；而
且各种检验标准极为复杂，往往使出口国难以应付和适应。同时，环保壁垒在其实施过程中还有很
大的可塑性和随意性，可针对来自不同国家的产品做出不同的处理，便于对发展中国家实施歧视性
的贸易政策。  
   二、环境贸易壁垒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由于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发达国家运用环境保护来实施其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限制和歧视行
为，使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被排斥在世界市场之外。而我国正处在发展阶段，近年来因遭受绿色壁垒
而受阻出口的商品价值近达千亿美元。 
   1、影响我国的出口市场。目前我国主要的贸易伙伴有美国、日本、欧盟、韩国、东南亚以及
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与他们的贸易额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85％以上。而这些国家和地区大多数
是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与环境委员会成员”，也是绿色贸易保护主义最为盛行的地区。由于我国长
期忽视环保产业的发展，出口产品很难在短时间内达到发达国家制定的环境标准。如果发达国家凭
借自身在环保方面的优势，制定对发展中国家过于苛刻的环境标准，并通过世界贸易组织将贸易与
环保紧密挂钩，这将使我国的外贸出口市场面临缩小的可能，对我国的外贸出口造成十分不利的影
响。据联合国一份统计资料表明，由于我国不符合国外日益严格的环境标准，每年约有74亿美元的
出口商品受到不利影响。 
   2、削弱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绿色壁垒要求将环境科学和生态科学的原理运用到产品的生
产、加工、储蓄、运输和销售过程中，形成一个完整的无公害、无污染的环境管理体系。在此过程
中，制造商为了达到进口国的环境标准，不得不增加投资，履行有关环境保护的检验、认证、技术
鉴定等繁杂手续；并且在包装装潢、卫生检疫、标签、广告等方面，也必须做出更多的适应性调
整，这势必使产品的中间费用以及附加费用增多，使产品的出口成本进一步增大，削弱出口产品的
竞争力，最终导致出口产品的经济效益下滑。  
   （1）、环保成本增加导致产品成本增加。一方面，我国的环境基础设施落后，环保产业尚不
发达，社会整体的技术水平不高，即便是已经研制成功的技术其普及率也很低，以至国内企业，尤
其是中小型企业获取重要的基础性环保技术的成本居高不下；另一方面，企业本身缺乏经验和技术
人员，投资开发适合自身需要的环保技术势必占用过多资金。获取成本和开发成本的资金大量投
入，导致产品的总成本大幅增加，大大削弱了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2）、取得绿色认证或标志引起的产品成本增加。首先，要达到绿色壁垒中规定的标准必须
先了解这些标准。由于国际上尚没有统一的法规、规章，所以不同国家制定的标准纷繁复杂，要想
获得准确的资料信息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最终会增加成本。其次，取得环保认证或标志的
高额费用或复杂手续也会增加企业产品的成本，进而影响产品的竞争力。 
   3、影响双边或多边贸易关系，引发贸易摩擦。近年来，发达国家以保护环境为名经常采取单

 



方面的贸易措施，限制外国商品的进口，由此引发双边或多边贸易摩擦日益增多。当前世界经济区
域化和集团化趋势的不断加强，像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这一类区域性经济组织的成员基本上都是
发达国家，他们的环保水平和环境标准大致接近，个别成员国存在的差距也在趋于协调一致。因
此，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区域自由化贸易的形式，以低于区域环境标准为由，将来自区域以外的产品
包括中国的产品排斥在巨大的区域市场之外。随着世界经济区域化和集团化趋势的不断加强，中国
将不可避免地与其他发达国家或区域性经济组织因为环境问题产生双边或多边的贸易摩擦，影响双
边或多边贸易关系，不利于我国外贸的稳定发展 (作者单位：唐山广播电视大学经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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