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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欧盟化学品新政策和我国纺织品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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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了欧盟化学品新政策对我国纺织品贸易的影响及我国企业应采取的防范措施 对我国纺织品产业的

发展及对欧盟贸易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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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盟继美国和日本后成为我国最重要的贸易伙

伴 ∀从纺织品贸易来看 我国与欧盟纺织服装进出

口贸易不断增长 据统计 目前欧盟已成为中国纺织

品出口的第四大市场 年均对欧盟出口纺织服装

亿美元左右 而中国也已成为欧盟纺织品出口

的第二大市场 ∀尽管中欧纺织品贸易在不断的发

展 但欧盟绝对不会主动向我国让出市场空间 除了

欧盟普惠制新方案≥°的实施 反倾销政策以及

5纺织品和服装协定6×≤实施进程中的等等障碍

外 欧盟化学品/新政策0向我国的纺织品对欧贸易

提出了新的更严峻的挑战 ∀随着欧盟的东扩 这一

影响还会日益显现和加剧 ∀

1  欧盟化学品新政策的提出及相关内容

欧盟委员会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于

年 月通过了5欧盟未来化学品政策战略6白

皮书 提议欧盟对约 万种化学品采用新的注册 !评

估和许可管理制度 ∀年 月 欧盟委员会又在

该白皮书的基础上 出台了5关于化学品的注册 !评

估 !许可办法   ∞≤6 讨论稿 以下简称

 ∞≤ 以征求世界各国的评议意见 ∀

5欧盟化学品政策白皮书6和即将出台的相关法

律 是欧盟经济贸易和经济发展的战略决策 ∀它将

改变现有的化学品生产经营的安全风险关系 把原

由政府承担的各种生产 !经营 !使用的有形和无形的

安全风险转移到了生产经营者身上 强制实施的检

测审批系统将增加产品成本和企业的投资费用 对

现有的企业进行一次重新洗牌 ∀表面上看 这是一

部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规范欧盟成员国内部化

学品管理的法律 但是由于/新政策0中涉及的不仅

仅是化学品的生产商 还囊括了进口商 !下游产业等

多个领域 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 它将对

经贸格局形成巨大冲击 尤其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

国家的相关产业会产生难以预测的影响 ∀

由于不少纺织品及玩具均含有受监管的化学

品 因此纺织品生产商与欧盟有关进口商亦难免受

到牵连 ∀按照欧盟环境理事会于 年 月在布

鲁塞尔开会达成的关于化学品登记 !风险评估及审

批的单一监管制度规定 生产商必须证明其产品不

含有害化学品 ∞≤ 规定 只要一商品在正常使

用或处置中释放大量有害物质 如果该物质尚未注

册 该商品的生产商或进口商要向  ∞≤系统注册

该物质 会议特别指出 新的化学品监管制度应针

对纺织品及玩具等销量庞大产品所含的化学物质 



生产商若未能履行责任 向有关当局提交产品所含

物质的资料 必须受罚 ∀ /新政策0还规定 欧盟的化

学品下游用户 !相关生产商及进口商亦须对含有有

关化学品的产品安全负责 并须提供产品使用及风

险评估资料 制剂生产商及其它下游用户同样有责

任评估其产品的安全性 包括产品寿命已尽或被弃

置时产生的影响≈ ∀

众所周知 我国纺织服装产品的外贸依存度很

高 欧盟又是主要出口市场之一 ∀中国印染行业协

会认为 欧盟的这一/新政策0肯定会对我国印染业

造成影响 进而牵扯到下游的纺织品服装业 但影响

的程度和时间目前尚无法预测 ∀

2  新政策对中欧纺织品贸易的影响

211  成本飙升将使竞争力下降

根据/新政策0的要求估算 仅欧盟内部企业涉

及的几万种产品需要支付的试验费用就高达 亿

欧元 每一项产品的基本试验费用约需 1万欧元

不含长期环境影响的评估费用 每一项新化工产

品则需 万欧元 ∀可以设想 巨额的检测费用一方

面会造成我国进口化学品成本的上升 并转嫁给下

游用户 另一方面 处于下游的相关出口产品将被要

求提供必要的检测证明 从而增加企业的支出 其产

品很可能因缺乏价格竞争优势被欧盟市场拒之门

外 ∀/新政策0规定 下游用户必须对其产品的安全

性承担责任 主管机关应有权要求下游用户进行附

加试验≈ ∀根据 年欧盟企业的5商业影响评估

报告6估算 产业界将要负担的注册和试验的

直接成本将达 1亿欧元 估算的最大可能值为

亿欧元 根据欧盟委员会服务机构的测算 在这

些直接成本之外 对于产业界和社会整体而言 直到

年 间接成本将在  亿 ∗  亿欧元之间 ∀

我国纺织服装出口企业的规模都不大 高额的检测

成本和长时间的检测审批周期将极大抑制我国对欧

盟的贸易 削弱我国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 ∀

212  市场准入门槛提高

欧盟化学品新政策提高了纺织品贸易的市场准

入门槛 ∀新政策下的  ∞≤ 系统包括注册

 !评估∞√∏和许可∏

等一系列规定 其涵盖产品范围广 操作起来非常复

杂 所以有评价称 该政策事实上是一项贸易壁垒措

施 不符合 • ×的自由贸易竞争和最大简化贸易手

续的原则 ∀尽管中国已经加入了 • × 但纺织品贸

易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 ∀欧盟化学品新政策的出台

对纺织品贸易又设置了一道屏障 纺织品属于化工

产品的下游产品 受化学品新政策的影响 出口到欧

盟的纺织产品将受到限制 ∀

213  阻碍优势纺织企业向欧盟转移和发展

纺织服装行业是我国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传统

出口行业 目前 许多强势企业开始了国际化经营的

脚步 ∀有专家指出 国际化经营是国内企业接轨世

界 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同时也是实现利润

最大化的需要 ∀但是 欧盟化学品新政策阻碍了我

国部分纺织优势产业向欧盟国家的转移和投资发

展 ∀受成本飙升 市场准入下降的影响 我国部分纺

织行业刚刚开始的国际化脚步不得不放缓 ∀

3  应对欧盟化学品新政策的策略

311  积极取得欧盟/绿色标签0认证

目前在欧盟市场上最常见的纺织服装产品的绿

色标签主要有欧盟 / 生态标签∞20和 2

¬标签 ∀欧盟/生态标签0体系是由欧盟委员会

年建立的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 /生态标签0已

逐渐被欧盟消费者认可 加贴/生态标签0的商品又

称为/贴花产品0受欢迎程度逐渐增高 ∀ / 生态标

签0在纺织品服装领域发展的比较早 也是发展的最

好的 由于其申请标准非常严格 所以目前获此/生

态标签0的企业数量较少 ∀标签的前身是 年奥

地利 ≥×标签 年 国际纺织品生态研究检

测协会2¬成立 在 ≥× 基础上创立了

2¬标签 ∀目前该标签在欧盟的发展比生态

标签要好得多 加贴该标签的产品非常普遍 2

¬协会在我国上海设立分公司帮助中国企业申请

该标签 ∀

从目前的发展来看 拥有这两类标签的企业就

等于拿到了进入欧盟市场的通行证 就可以开拓更

广泛的欧盟纺织品市场空间 也可以适当提高价格 

获取更多利润 ∀对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来说 应积极

申请这两类标签的认证 可鼓励有条件的企业申请

2¬标签 在生态保护领域杰出的企业也可

以申请欧盟/生态标签0 ∀

312  加强与政府合作增强应对能力

年 月 国家发改委等 个部门会同中国

纺织工业协会等 家协会在国家质检局开会紧急通

报并研究欧盟/新政策0情况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

下 应由政府牵头 以行业协会为主 开展调查 做出

评价 找出解决的方法和途径 并进行专题调研 研究

欧盟白皮书对中国纺织产业的影响 或联合相关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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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一些新型匀染剂

在锦纶纤维使用酸性染料染色时 还可以使用

聚乙烯吡啶和聚乙烯吡咯烷酮等聚合物作为匀染

剂 匀染性甚至超过常用的阴离子型匀染剂 ∀

Β2环糊精通过与酸性染料分子形成包合物 可

减慢染料的上染速度并提高染料的移染性 以提高

酸性染料的匀染性 ∀并且在染色中使用 Β2环糊精作

匀染剂 不影响织物的表面色深 对织物的日晒牢度

也没有影响≈ ∀

2匀染剂适合于某些酸性染料 !媒介染料及

金属络合染料 尤其适合于媒介染料≈ ∀ 2匀染

剂主要有效成分为膨润土 ∀膨润土是一种层状铝硅

酸盐的无机高分子聚合物 ∀由于类质同象置换作用

使膨润土层面具有过剩的负电荷 从而在层间吸附

了可交换性阳离子如 
 ! !≤ ! 等 而粒

子端面的电荷则随介质 值的不同可正可负 ∀在

水溶液中 膨润土易形成对有机物有强烈吸附作用 !

具有空间网状结构的胶体 从理论上分析 膨润土既

可作为缓染剂 又可作为移染剂 ∀

2  酸性染料用匀染剂研究展望

随着染整工艺的发展以及各种新型纤维和混纺

织物的广泛应用 匀染剂的重要性日益显著 ∀酸性

染料用匀染剂的发展有以下趋势 ∀

211  开发通用型匀染剂

酸性染料品种较多 但以往各种染料都有特定

的匀染剂以解决匀染问题 工厂使用时比较复杂 ∀

近年来各化工厂开发出通用型毛用匀染剂 可以适

应各种毛用酸性染料 诸如一般酸性染料 !金属络合

染料 !媒介染料等的染色 ∀

212  开发新型环保匀染剂

随着 ≥的颁布与实施以及国内外市场

对生态纺织品和环境保护的要求越来越高 环保型

助剂成为国内外纺织助剂厂商竞相开发的产品 ∀常

用匀染剂中有些品种因含有烷基酚聚氧乙烯醚类和

可吸附的有机卤化物 这些物质已经被要求禁用 ∀

而环糊精 !烷醇酰胺磺基琥珀酸单酯盐和膨润土匀

染剂等都是新开发的环保型匀染剂 ∀

213  开发复配型匀染剂

利用表面活性剂的协同复配增效作用 通过将

两种或两种以上具有不同性能的助剂复配制成的新

品种具有比单组分更优异的性能 这是开发新型匀

染剂的重要方式 ∀酸性染料用匀染剂中大量使用的

都是此类 并获得了优良的使用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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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府和企业 组成利益共同体 利用 • × 的审查

机制 提出评价意见 ∀我国纺织服装企业在加强与

政府合作 研究相关策略的同时应积极争取获得国

家的扶持 特别是中小纺织服装企业 ∀

313  加强生态纺织品建设拓展多元化市场

在我国的纺织品出口结构中 粗加工 !低附加值

的初级纺织产品仍占很大比例 相当一部分纺织产

品达不到欧盟的产品标准 ∀特别是纺织印染业 由

于污染密集已成为我国纺织业的瓶颈问题 因此 我

国纺织企业应提高科技水平 提高产品的技术标准 !

安全标准和环保标准 ∀在进行产品开发时 生产设

备 !产品质量 !包装等都必须符合国际标准 ∀多元化

的市场有利于企业规避风险 特别是政策风险 降低

我国纺织品出口对欧盟市场的依赖 ∀但多元化政策

并不是要放弃欧盟大市场 应该迎难而上 建设我国

的生态纺织品出口市场通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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