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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贸易壁垒是指以保护自然环

境、生态资源、人类和动植物健康为由

的限制进口措施。绿色贸易壁垒是新

贸易保护主义与环境保护运动相结合

的产物，对国际贸易秩序产生极为重大

的影响。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应对

其进行深入分析，并找出对策，以便保

持出口贸易的持续增长。

一、绿色贸易壁垒的形式

尽管绿色贸易壁垒形式多样，但都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以保护环境

为名，以 达到限制国外产品进口的目

的。其形式主要有：
（一）绿色关税和市场准入。这是

绿色贸易壁垒的初期表现形式，是指发

达国家以保护环境为名对入境后可能

造成环境污染的产品、设备征收进口附

加税或限制进口。如 1994 年美国环保

署规定 9个城市出售的汽油中含有硫、

苯等有害物质的量，并对原油及一些石

油化学品征收环境进口附加税，其税率

比国内同类产品高出 3.5美分/桶。
（二）绿色环境和技术标准。基于

保护环境和生态资源，确保人类和动植

物免受污染物、毒素、微生物、添加剂等

的影响，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制定

了严格的环境与技术标准。近年来绿

色技术标准都是根据发达国家的技术

和生产水平制定的，发达国家易于达

到，但发展中国家却很难达到，貌似公

平，实则不公平，使发展中国家产品进

入发达国家十分困难。1995 年发达国

家国际标准化组织实施国际环境监察

标准制度，即 ISO9000。欧洲联盟后又

启动 ISO14000环境体系认证制规定，只

有达到该体系所要求的环保标准的有

关产品，才被允许进入欧盟市场。
（三）绿色环境标志。绿色标志、再

生标志又被称为“绿色通行证”，是指对

于那些从生产到消费直至回收处理的

一系列过程中不会对生态环境和人身

健康造成危害的产品，经有关政府主管

部门审查批准，可在其商品和包装上使

用表明其已达到环保要求或可回收再

用的特定标志。企业若要取得绿色标

志，必须向有关部门申请，经评审并符

合环境标准后才能被授予绿色标志。
取得绿色标志的企业可以将标志印刷

在商品或其包装上，也可以通过广告加

以宣传，有助于树立企业商品的绿色形

象。发展中国家产品要想进入发达国

家，必须向他们提出申请，检验后方可

发给此“通行证”，并将此作为进入市场

的前提。
（四）绿色包装制度。要求包装材

料达到节约资源，减少废弃物，减少环

境污染。现在这一制度成了贸易歧视

的手段。
（五）绿色卫生检验（疫）制。许多

国家在其海关实行严格的卫生检疫制

度，以“对人、动物和植物保护”或“对自

然资源的保护”为由，规定复杂繁琐的

检验程序和要求苛刻的检验标准以限

制有关商品的进口。

二、绿色贸易壁垒与贸易保护主义

绿色贸易壁垒是一种新型的非关

税壁垒，它的出现是新贸易保护主义抬

头的表现。自 18 世纪以来，贸易保护

主义就一直以不断变化的形式活跃于

国际贸易领域。进入 90 年代，贸易与

环境的关系问题成为世界范围内最热

门的话题之一。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世

界经济的全球化与环境问题的全球化

相并存，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之间似乎

存在着难以协调的矛盾。将环境与贸

易挂钩，用经济手段解决环境问题，符

合当代环境问题发展趋向，各国为保护

本国环境，有权将对环境有害的产品拒

于国门之外。因此，在国际贸易中更多

地考虑环境因素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是

环境问题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绿色贸易壁垒这种新型非关税壁垒的

使用，符合现代人们的消费时尚——绿

色消费，所以得到许多国家的大多数消

费者的赞同，也为它打上了合理合法的

印记。绿色贸易壁垒的保护内容具有

广泛性，涉及绝大部分商品的生产和销

售，而且，它的保护方式具有很大的隐

弊性。其他的非关税壁垒有表面上的

不公平性，但绿色贸易壁垒以保护人民

健康为表面现象，实际上是限制进口，

同时它使用的都是高科技水平上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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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合理与否还难以定论。所以，有些

国家正是利用这一趋向，以保护环境为

名，行贸易保护之实。

三、绿色贸易壁垒与贸易自由化

目前各国普遍采用的各种绿色贸

易壁垒的措施多是以牺牲贸易自由化

为代价的。从表面上看，环境保护与自

由贸易二者似乎是矛盾的，相互排斥

的。贸易自由化的政策会促进矿业、渔

牧业、冶金业、制造业、化学工业的发

展，带来诸多环境问题；某些珍稀动植

物的进出口会诱使滥捕滥杀、滥砍乱

伐，造成某些动植物种濒临灭绝等等。
而另一方面，采取环保措施必然会限制

某些产品（如象牙、兽皮）的进出口，严

格的环保技术标准会使某些外国产品

无法得到市场准入，这些都是自由贸易

与环境保护相互矛盾的一面。但是，从

本质和长远观点看，自由贸易与环境保

护二者又是相互依存的，可以 相互促

进。原因在于，一旦人类生存的基本生

态环境都被破坏，那么经济发展和贸易

增长的前提条件也就不复存在；另一方

面，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停止

经济贸易活动而单纯去从事环境保护，

只能在发展经济贸易的同时来加强环

境保护。因此，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化

二者之间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甚至

冲突。
“通过贸易自由化可促进可持续性

发展”这一命题已在联合国环发大会决

议中得到公认。《关于贸易与环境的决

定》也确认：“坚持和维护一个开放的、

非歧视性的和平等的多边贸易体制与

保护环境以及促进可持续发展两者之

间不应当也无必要有任何政策上的抵

触。”世界贸易组织在这一方面也出台

了新的举措，认定国际贸易体系应与环

境政策相容，试图以国际协调避免缔约

国用国内立法将自由贸易和环境保护

对立起来。世界贸易组织建议缔约国

不把贸易禁运作为武器，制裁它国环境

保护方面的不力；同时，为迫使发展中

国家尽快提高其环境标准，世界贸易组

织支持与贸易相关的国际环境协定。
但是，这样的协定一方面会促进国际贸

易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另一方面也为缔

约国的贸易保护提供了借口。所以，在

实施环保限制和标准时应符合世界贸

易组织的有关国际贸易基本原则和规

则，避免歧视性措施，提高透明度和可

预见性，保证国际贸易的正常流通，防

止不合理地滥用环保措施来作为保护

主义手段，使贸易增长与环境改善形成

良性循环。

四、我国应采取的贸易对策

随着人们的环保意识不断增强，绿

色消费逐渐成为人们的消费时尚，尤其

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绿色产业的发展近

年来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贸易的商

品结构因此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国际

环保热潮正促使绿色产品迅速扩大其

国际市场，而一些高污染的产业和产品

也正在由于不断失去市场而逐渐退出

历史舞台。与此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

正面临贫困与环境恶化的双重挑战，环

境意识非常薄弱，环境法规极不健全，

环保意识相对低下，且无力承担改善这

种状况的高昂费用。因此，当前国际贸

易秩序的主要矛盾是发达国家与发展

中国家之间贸易得益相冲突的南北矛

盾。反映在绿色贸易壁垒方面，双方由

各自发展状况所决定的环保水平、标准

的差异正是这一问题的症结所在。发

达国家要求来自发展中国家进口品在

短时间内迅速提高其环保标准，否则就

实施贸易限制，使发展中国家面临两难

选择：要么失掉进入世界市场的机会，

要么被迫采纳超出其资源偿付能力的

环保标准。结果是使发展中国家的国

际贸易地位降低，经济增长和发展受到

影响。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应

看到这对于我们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应

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利用绿色消费时尚

促进我国贸易的增长。
（一）树立双向意识，加强环境管

制。在坚决抵制发达国家的不平等性

的同时，开拓环保市场，发展绿色产品，

迎接 21 世纪绿色世纪的到来。我们应

充分认识到，一方面，作为维护人类共

同生存家园的全球性公益事业，环境保

护已发展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在

谋求经济发展的同时，环保事业也不可

偏废；另一方面，由于形形色色的绿色

壁垒充斥国际贸易领域，只有那些符合

较高环保标准和要求的绿色产品才更

有发展前景和市场。当前必须顺应这

一趋势，要在全民中开展环保知识的宣

传活动，使大众认识到保护环境是关系

到切身利益的大事，对于人类的生存与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要使企业

充分认识到破坏环境的严重后果，从而

在经营活动中协调环境目标与效益目

标，自觉、主动地采取环保措施，减少污

染，而不是等到污染发生后再来治理。
相应地也应该利用合理性保护我国的

生态环境，努力提高环保技术，防止国

外的环境污染转嫁。
（二）完善贸易法规，强化环境问题

执法。在污染防治方面，我国虽制定了

一些法律、法规，但因与现实需要不相

适应，可操作性差，处罚力度不够，因

此，应逐步完善各项环保法规，以预防

为主，强化监督管理，加强外贸、环保和

生产部门的合作，形成高效、统一的环

保机构和机制。加强环保职能部门的

技术监督，使其充分行使职权，严格执

法，不给损坏环境者留退路。
（三）推行严格的技术规则与环保

标准，争取早日与国际标准接轨。在符

合自己经济发展水平和承受力的最大

限度内，推行较高标准的环保认证体

系，以期尽早消除在这一方面存在的与

发达国家之间的明显差距。目前，各国

纷纷推出各自的产品技术规则和环保

标准，要求进口商品符合自己国内的规

则标准和要求，因此，我国制定相应的

技术规则和环保标准，可以增强我国出

口商品的竞争力，使之能够顺利地进入

国际市场，避免引起贸易纠纷，造成不

必要的损失。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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