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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绿色壁垒主要有：第一，“绿色关税”，又称环境进口

附加税，是指以保护环境为理由，对某些进口产品除征收一

般关税外，再加征环境税。第二，“绿色技术标准”，以保

护环境的名义，通过立法手段制定苛刻的强制性环保技术标

准，限制或禁止外国商品进口。第三，“绿色检疫”，某些

国家制定严格的卫生检疫标准，对商品中农药残留量、放射

性物质残留量、重金属含量等要求十分严格，限制或禁止外

国产品的进口[1] 。第四，强制性措施，一般是以进口产品的

生产制造环境、方法、过程等不符合本国环境要求为理由，

强行禁止某些产品进口。第五，环境贸易制裁，即一国以另

一国违反国际环境条约为理由采取的强制性进口限制措施。

第六，环境许可证制度、环境配额等其他形式。其限制的又

多是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出口产品，如初级产品、粗加工产品

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客观上保护了发达国家利益，给发展中

国家的出口贸易增加了难度。 WTO建立了一整套多边贸易规

则，在国际经贸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多轮谈判

，WTO成员的关税被大幅度削减，传统的配额、许可证等数

量限制手段也受到约束。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越来越采

用反倾销、反补贴、技术标准、环保标准等新兴的非关税壁

垒，对本国的产业进行保护。其中，以环保标准为内容的绿

色壁垒更是渐受瞩目[2] 。本文将从绿色壁垒的成因和特点出

发，对其进行分析。 一、绿色壁垒的成因 绿色壁垒是新贸易



保护主义和环保运动结合的产物，其形成有深刻的历史背景

和现实原因。 （一）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选择引发了全球性的

环境保护运动，是绿色壁垒产生的思想根源。工业革命以来,

世界经济和科技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全球生态环境

却日益恶化,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面对工业化带来

的酸雨、荒漠化、气候变暖等日益严重的全球性环境问题,人

类逐步认识到,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应建立在生态环境良性循

环的基础上,使人、自然、社会重新结合成有机和谐的统一体

。于是各国政府纷纷制定了关于环境和贸易的法律法规,并在

此基础上形成了限制和约束国际贸易的合法的壁垒,绿色壁垒

正是顺应国际贸易生态化的潮流而产生的。 （二）人们消费

观念的更新，对绿色产品需求的扩大，是绿色壁垒形成的内

在原因。人们在解决了温饱问题后，开始注重生活的质量，

对各种绿色食品、生态能源、无污染产品等绿色消费的比例

不断增加。与这种变化相一致，发达国家出现了许多绿色环

保组织，要求政府在经济发展和贸易谈判中更注重环境问题

，他们经常采取激烈措施向WTO、IMF等国际经济组织施压

，要求制定全球统一的人道的绿色的贸易规则。在欧洲一些

国家，代表环保组织的绿党开始执政，制定了较高的环保标

准和严格的执行措施，形成了各种绿色贸易壁垒。1999年西

雅图举行的 WTO部长会议由于包括环保组织的各种“反全球

化”运动的组织的抵制无果而终，反映了环境标准进入多边

贸易体制以不可避免。因此，在多哈举行的WTO部长理事会

经过谈判达成一致，同意启动贸易与环境问题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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