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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纺织等日用消费品的生态安全性能的关注正在成为新的热点
。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全球纺织品服装贸易自由化的实现，技术性贸易壁垒已
经取代传统的贸易壁垒而成为目前纺织品服装国际贸易中新的贸易障碍。
鉴于国际贸易中传统的关税壁垒正在被逐步弱化，而传统的非关税壁垒的活动空间也日渐缩小，人们
开始注意到各国在生产、经营、管理的技术标准、技术水平和技术传统上的不同而形成的“贸易技术
壁垒”（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简称TBT）。
欧共体是最先认识并研究国际贸易中的TBT的，为加快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和协调各国的技术标准，
欧共体于1985年发布了《关于技术协调和标准化的新办法》，有效地消除了其内部市场的技术性贸易
障碍。
随后，人们对TBT的关注扩展到了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fade Organization，简称WTO）的前身——
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 and Trade，简称（GATT）。
关贸总协定各缔约方认为，技术规则和工业标准是重要的，但各国的规则和标准各不相同，给生产者
和出口商造成了困难，如果标准是随意设置的，则可以被用作贸易保护主义的借口，成为贸易的障碍
。
在此基础上，各缔约方共同签署了《贸易技术壁垒协议》（Agreement on Tr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简
称TBT协议）。
协议认为，各国为了国家安全要求，防止欺诈行为，保护人身健康或安全，保护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
，保护环境，有权采用其认为适当的标准。
此外，协议不禁止成员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满足标准。
为防止太多的差异，协议鼓励各国使用适当的国际标准，但不要求他们为此而改变其自身的保护水平
。
中国已于2001年正式加入WTO，自然也已成为WTO／TBT协议的签约方。
TBT协议是一把“双刃剑”。
从可持续发展战略角度看，TBT协议对推进科技进步、保护人类和环境的健康和谐发展具有积极的意
义。
但在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TBT协议有可能被滥用，而成为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
借口和工具。
在国内，人们习惯于从贸易保护主义的角度去审视国际贸易中的贸易技术壁垒，并将其视为发达国家
专门针对欠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一种贸易歧视或贸易保护。
但现在，这种观念正悄悄地发生变化，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促使人们学会更多地从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和保护消费者的利益，特别是保护消费者的健康与安全的角度出发来看待国际贸易中的贸易技术壁垒
。
而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其各级政府也已更多地从正面的角度引导各方通过产业和产品升级、
加快技术进步、全面提升质量和管理水平，去积极应对国际贸易中形形色色的贸易技术壁垒，变被动
为主动。
事实上，在国际贸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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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法律与法规、问题与埘策、检测与标准三个方面，详细解读了最新的生态纺织品的法律、法规
，总结了中国纺织业面临的问题和积极的应对措施，阐述了生态纺织品的检测技术与标准等，内容之
全面、详实、准确、权威和实用前所未见。
     本书可作为政府相关决策层、生产和流通企业、标准化和质量监督、检验认证、国际贸易、科研和
教学等相关机构的领导、管理人员、技术和业务人员、研究人员实用的案头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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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进口减幅最大（14％）的地区是那些亚洲较为发达的经济体（如香港、台湾及韩国）。
美国从欧盟25国的进口尽管在2005年尚超过从印度进口规模，2006年却减少了2.5％。
上述供应国对美出口的下降为六个亚洲国家两位数的增长所弥补。
来自中国的进口增长了15％，接近美国全部纺织品服装进口的30％。
与此同时，来自印度尼西亚、越南、孟加拉国、柬埔寨的进口增幅甚至超过了中国。
来自印度的进口增长了12％，略低于中国的增幅。
欧盟进口市场份额的重新洗牌与美国市场类似。
一些传统的主要供应国（如土耳其、罗马尼亚、摩洛哥、突尼斯）失去了市场份额，而亚洲发展中国
家增加了份额。
如同在美国市场一样，中国进一步巩固了头号供应国地位，但来自亚洲小国的进口比中国增长得还要
快。
与美国不同的是，2006年欧盟从香港进口的服装大幅增长，这与欧盟动用“242条款”对中国10类纺织
产品重新设限有某种程度的联系。
在发达市场中，日本的纺织品服装进口是最集中于中国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两国距离较近，同时也是
因为日本不实施进口配额。
2006年日本进口纺织品服装的四分之三以上来自中国，在服装进口中的份额超过80％。
加拿大以9％的进口增幅位居2006年四大主要发达市场纺织品服装进口增幅的首位。
来自中国的进口增幅超过20％，进口市场结构发生的变化与美国市场相类似。
（二）贸易壁垒的多样化[4]伴随世界纺织品服装贸易的迅猛发展，世界各国出于各种利益的考虑，设
置了各种形式的贸易壁垒，使全球纺织品服装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在磕磕碰碰中艰难地前行。
在国际贸易中，我们把影响和制约商品自由流通的各种手段和措施称之为贸易障碍或贸易壁垒，其中
包括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
关税壁垒是指进出口商品经过一国关境时，由政府所设置海关向进出口商征收关税所形成的一种贸易
障碍。
关税按征收的目的可分为两种，一是财政关税，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二是保护关税
，其主要目的是为保护本国经济发展而对外国商品的进口征收高额关税。
保护关税愈高，保护的作用就愈大，甚至实际上等于禁止进口。
非关税壁垒是指除关税以外的一切限制进口措施所形成的贸易障碍，又可分为直接限制和间接限制两
类。
直接限制是指进口国采取某些措施，直接限制进口商品的数量或金额，如进口配额制、进口许可证制
、外汇管制、进口最低限价等；间接限制是通过对进口商品制定严格的条例、法规等间接地限制商品
进口，如歧视性的政府采购政策、苛刻的技术标准、卫生安全法规、检查和包装、标签规定以及其他
各种强制性的技术法规。
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传统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正在被逐渐弱化，而各种间接限制甚
至更隐蔽的贸易壁垒形式正在迅速成为当今国际贸易自由化的主要障碍。
其主要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反倾销措施不断增强反倾销的最初目的在于抵制国际贸易中的不公平行为，消除价格歧视。
然而一些国家却把它作为一种战略竞争的手段，借此打击竞争对手和防止对手强大的武器来使用，从
而给其带上了浓重的贸易保护色彩。
从其发展趋势看，它将成为21世纪国际贸易壁垒的主导。
在近年来的所谓反倾销大潮中，中国仍然是最大的受害国。
一些工业发达和消费品主要进口国，出于政治、经济等诸方面的考虑，置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于不顾，拒绝或有意拖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以图在配额等传统贸易壁垒被取消的情况下，
可以利用所谓反倾销的“大棒”，继续对中国的产品出口进行制约或以此为条件达到某种政治或经济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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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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