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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了绿色壁垒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 , 并且提出了在 WTO 框架下我国规避绿色壁垒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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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studied the i nfluence of green barrier on agricultural products’export trade .And the strategies avoiding the green barriers were put
forwa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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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统计 ,1997～2002 年我国出口因遭绿色壁垒而受阻的

商品价值400 亿美元。2002 年我国有71 % 出口企业、39 % 出

口产品遭遇绿色壁垒, 造成损失170 亿美元。2004 年我国农

产品出口首次出现逆差。资料显示,2004 年1 ～10 月贸易逆

差达到57 .3 亿美元。造成这一逆差的最大原因仍然是近年

来层出不穷的绿色壁垒。

绿色壁垒是指在国际贸易活动中使外国产品无法进口

或进口时受到一定限制, 以实现保护本国市场为目的的新型

非关税壁垒。1990 年美国禁止进口墨西哥金枪鱼及其制成

品, 就是绿色壁垒的典型案例。在 WTO 框架下 , 绿色壁垒主

要涉及TBT 协议和SPS 协议。这2 个协议中的一些条款界

定比较模糊, 从而使得某些发达国家为树立绿色壁垒找到了

借口。这些发达国家凭借其雄厚的资金和技术, 根据本国的

经济发展水平, 对一些产品制定严格的环境技术标准, 而这

些标准是发展中国家很难达到的。这就对发展中国家出口

到发达国家的产品无形中设置一道“绿色屏障”, 最终导致某

些产品被排斥在发达国家市场之外。目前, 由于我国绿色壁

垒措施处于较低水平, 对国外进口起的作用不大。因此, 绿

色壁垒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出口方面。

1  绿色壁垒对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消极影响

1 .1 绿色壁垒对我国农产品出口市场范围的影响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我国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美国、欧盟、日本等发

达国家以及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它们约占我

国农产品出口总额的80 % 。这些国家和地区多数都是 WTO

“贸易与环境委员会”成员, 公众环保意识强, 环保行动起步

早。它们通过立法手段, 制定严格的强制性技术标准, 这些

标准对于发达国家是可以达到的, 但对于发展中国家, 由于

受到生产水平和生产条件的限制 , 在短时间内很难达到这些

进口国的制定标准, 从而面临着出口市场范围缩小的可能。

如, 日本依据《食品卫生法》、《植物防疫法》、《家畜传染预防

法》对入境的农产品、畜产品及食品实行了近乎苛刻的检疫

防疫制度。这些标准对人类健康和环境是有利的, 但在一定

程度上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贸易。

  同时, 发达国家对我国农产品设置的绿色贸易范围呈不

断扩大趋势。从水产品、畜产品、禽肉等动物源性农产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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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花生、水果等植物产品、加工产品, 均面临绿色壁垒的

限制。2002 年1 月欧盟以我国出口的小龙虾所含氯霉素超

标为由, 宣布全面禁止我国动物源产品进口。这不仅使我国

农产品、畜产品、禽产品难以出口到欧盟国家 , 而且使蜂蜜等

与动物有关的产品也无法出口到欧盟, 造成我国10 多亿美

元的农产品无法进入欧盟市场。

1 .2  绿色壁垒对我国农产品出口成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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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藏、运输和销售等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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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发达国家大力

发展绿色包装制度, 制定了许多含有明确环保措施的包装法

律和指令。《德国包装废弃物处理法令》、《回收条例》等均以

立法的形式规定禁用某些包装材料, 建立存储返回方法。这

些绿色包装措施的实施保护了生态环境, 适应了环保时代的

国际贸易要求。但对于我国 , 要达到这些环保技术要求 , 就

必须投入比发达国家高出很多的资金和人力。这无形增加

了我国农产品出口的成本, 提高了市场价格, 削弱了我国农

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1998 年9 月中旬, 美国农业部

提出中国出口商品的包装使用了未经处理的木材 , 将亚洲地

区的长刺蜂带进美国。该部向中国发出90 d 的最后通牒, 要

求中国商品在此期间改换包装, 否则将禁止该包装材料的商

品出口到美国。

1 .3  绿色壁垒对我国农产品出口增长速度的影响  1978 ～

1996 年我国外贸出口以年均15 % 的速度增长, 其中, 农产品

出口大约每年增长5 % 。但随着绿色壁垒的扩大 , 我国农产

品出口呈现下降趋势。1997 ～1999 年我国农产品出口由

144 .22 亿元下降到128 .51 亿元, 下降了10 .9 % 。我国的劳动

密集型产品和特色农产品虽然有成本比较优势, 但是并未形

成竞争优势 , 同时由于绿色壁垒, 使得我国农产品进入发达

国家市场受到了很大限制。据统计, 青岛海关2002 年1 ～3

月被退运的冻鸡产品为505 .4 t , 比2001 年同期增长了9 .2

倍, 主要原因是进口国实行了新的检疫标准。

同时, 绿色壁垒的扩散效应显著。2002 年初, 欧盟从我

国进口的蜂蜜中发现了氯霉素残留物, 因此欧盟宣布对包括

蜂蜜在内的多种动物源性产品实行全面的进口禁止。接着

安徽农业科学,Journal of Anhui Agri . Sci .2006 ,34(22) :6016 - 6017                   责任编辑  刘月娟 责任校对 孙能森



欧盟又提出了更为苛刻的氯霉素残留限量, 比原先严格了

100 倍。欧盟委员会的这一指令很快引起了其他国家的连锁

反应。英国、日本的许多商场陆续停止出售我国蜂蜜。

另外, 在乌拉圭回合谈判后, 签署的文件中包含农产品

贸易的环境保护问题。如果发达国家以保护本国市场为目

的, 肆意推进环境壁垒, 这必将减缓我国农产品的出口速度。

单从农产品贸易来看, 绿色壁垒措施已经取代反倾销成为出

口的主要障碍。我国每年受反倾销影响所减少的出口额仅

占全年出口额的1 % 左右 , 而受绿色壁垒措施影响的出口额

已超过25 % , 约为500～600 亿美元。

2  绿色壁垒对我国农产品贸易的积极影响

2 .1  为我国出口贸易开辟了广阔的绿色市场  国际农产品

市场消费结构化趋势表明, 绿色产品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欢

迎。环保产业已经构成了发达国家新的经济增长点, 同时也

成为发展绿色经济的重点。我国的绿色产业才刚刚起步, 与

国际水平还有很大差距。开发绿色产品和市场, 发展环保服

务不仅可获得良好的环境和社会效益, 而且还有助于企业增

强竞争优势, 扩大市场份额。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具有一

种“后发优势”, 可以利用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来发展我国的

环保产业 , 从而站在较高的起点参与竞争。国际上对我国有

机农产品有着浓厚的兴趣, 很多外商想进口我国的有机大

豆、花生、茶叶、有机蜂蜜等。所以 , 在加入 WTO 后 , 我国国

内市场在逐渐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同时, 应该顺应这一绿色潮

流, 抓住时机。

2 .2  促进农产品经营企业的技术创新 绿色壁垒实际上是

一种绿色的“高科技”壁垒。由于技术和使用范围的广泛性 ,

它比配额、许可证等非关税壁垒更为复杂。我国是一个经济

发展水平不平衡的国家 , 和发达国家相比, 经济发展水平落

后, 农业科技投入不足, 农业基础设施薄弱 , 高新农产品较

少。面对绿色经济的发展, 我国政府不断进行调整, 使得国

家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我国企业在产品的生产、加工、工

艺流程、流通、销售等环节上也不断提高技术水平, 并通过相

应行业的国际认证 , 调整和优化产品结构, 突破“绿色瓶颈”

的制约, 提升了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例如, 自1996 年8 月起,

欧盟禁止从我国进口禽肉, 到2001 年5 月解除该禁令, 共5 年

时间。在此期间, 我国已建立起较为先进的卫生质量管理体系

和全方位的兽医卫生防疫体系, 提高了禽肉产品的质量。

绿色壁垒具有名义上的合理性、提法上的巧妙性、手段

上的隐蔽性和发展上的动态性等特点。从长远看, 绿色壁垒

可以促进新产品的开发 , 促进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从保

护资源和人类健康看, 绿色壁垒属于一种引起发展中国家高

度重视并逐步加以适用的发展趋势。因此, 发展中国家首先

要采取适当措施, 尽量减少绿色保护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 ,

努力使自己的产品向国际标准靠拢, 加强国内环境保护和环

境管理 , 积极开拓国际环保市场, 开拓新的国际贸易视点。

3  策略

3 .1  从观念上正确认识绿色壁垒 一些发达国家在国际贸

易单边设立的绿色壁垒会使我国农产品出口受到阻碍 , 并可

能因此使我国长期处于一种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的廉价提

供者的地位。但为了全球社会的持续发展, 在国际贸易中引

入法规制度以约束、惩治破坏环境的行为是极其必要的。我

国农产品经营企业应顺应这股绿色浪潮, 认识到绿色壁垒是

一把双刃剑, 充分利用国际环保浪潮给企业带来的良好机遇

与潜在利益。

3 .2  加强与农产品质量安全有关的立法  目前世界上主要

发达国家都制定了比较系统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规, 而我国

在该方面仍比较落后。这导致了我国在应对国外农产品贸

易绿色壁垒以及抵制国外污染转移方面处于极为不利的地

位。因此, 我国要在 WTO 体制下借鉴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 ,

修改和完善现有相关法律法规, 使国内法律与国际相关法律

接轨。同时, 农产品经营企业要掌握 WTO 协议、规则, 充分

利用 WTO 运行机制,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3 .3 通过龙头企业带动实现产业化 以农副产品加工、营

销企业为龙头, 对外开拓国内外市场, 对内连接生产基地和

农户, 采用合同、契约、股份制等形式与农户结成互惠互利的

经济共同体。企业为农户提供系列化服务, 实行产品保护价

收购政策, 定向生产、定向销售 , 为龙头企业提供稳定的批量

原料货源。同时, 要对农产品进行全程质量监督和控制 , 实

现从农场到餐桌的全程监控。

3 .4  建立农业保险体系  建立农业保险体系的目的在于增

强农业的风险承受能力 , 降低机会成本 , 保护农业生产稳定

发展和维护农民的利益, 从而提高农产品竞争力。目前 , 保

险取代灾害救济及价格补贴, 已成为 WTO 体制框架下世界

农业政策的新走向之一。从我国当前状况来看, 首先要把农

业保险制度建设列入政府农业宏观政策目标范围之内 ; 其

次, 政府可以出资建立初始资本和准备金, 适当放宽农业保

险经营的进入门槛; 最后 , 要确定对保险费的补贴标准, 并应

对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单位给予免税等优惠政策。

此外, 我国应充分利用 WTO 农业协议, 调整农业“绿箱”

支持政策, 降低农产品价格; 改革农业“黄箱”支持政策, 降低

农产品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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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经济区划模型研究仍处于不成熟阶段, 尚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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