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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浙江省“四位一体”贸易预警机制 

跨越国外贸易壁垒 

朱 简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义乌 322000） 

【摘 要】受欧美债务危机的影响，世界经济增长缓慢，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浙江是我国的外贸出口大省，也是

遭遇贸易摩擦最多的省份之一，因此建立和完善对外贸易摩擦预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构建“四位一体”的

贸易摩擦预警机制，企业、行业协会、政府和专业技术机构共同努力，建立服务网络，给企业提供相关培训，调整

出口方向等，发挥各自的作用，帮助企业度过难关，积极跨越国外贸易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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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近年来，我国对外贸易不断增长，2010 年全年进出口总额为 2.97 万亿美元，而 2011 年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了 

3.6 万亿美元，比同期增长了 20%，创历史新高。一方面，我国贸易顺差快速增加；另一方面，当前世界经济动荡不安，以美国

和欧盟为首的发达国家深受债务危机的困扰。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针对我国的贸易摩擦日益增多。据世界贸易组织

统计，2008 年共有 20 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发起反倾销调查 73 起、反补贴调查 10起；2009 年，我国遭受反倾销、反补贴、

保障措施及特殊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调查达 58 起，涉案金额超过 80 亿美元；2010 年我国遭遇贸易摩擦 64 起，涉案金额约 

70 亿美元。我国是全球遭遇贸易调查最多的国家。在目前这样的经济背景下，建立对外贸易预警机制就显的非常有必要。对外

贸易预警机制是指由能灵敏、准确地昭示风险前兆，并能及时提供警示的机构、制度、网络、举措等构成的预警系统，其作用

在于超前反馈、及时布置、防风险于未然。 

浙江是外贸出口大省，也是我国遭遇国际贸易摩擦最多的省份之一。为了提高外贸企业抗御国际市场风险的能力，浙江省

政府近年来致力于建立对外贸易预警示范点，在容易产生贸易摩擦的敏感区域设立“信息采集点”，动态监测贸易摩擦、出口订

单等数据信息。2007 年首批 20 个“对外贸易预警示范点”成立后，预警点的数量逐年在增加。目前，浙江已有 50 个国际贸

易摩擦敏感度较高的块状产业区设立了“对外贸易预警示范点”，目标是 2012 年预警示范点将达到 100 个，实现重点产业全

覆盖。 

二、近年来浙江省遭遇国际贸易摩擦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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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2 年至 2008 年，浙江省共遭遇来自美国、欧盟、印度等 25 个国家和地区提起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 （含

特别保障措施和纺织品特别暴涨措施，以下间称“两反一保”）和“美 337调查”等贸易摩擦案件 296起，占全国总案件数的三

分之一；直接涉案金额近 60亿美元，约占全国的四分之一。在 2009年，全省共遭遇了来自美国、土耳其、印度、欧盟等 16个

国家和地区提起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337调查”等贸易摩擦案件 90起，涉案金额 36.07亿美元。2010年，共有 15

个国家对浙江发起 80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总金额约 14.07亿美元。涉案数量同比减少 10起，涉案金额同比减少约 22亿美元，

减少约 61%。2010年浙江省涉案金额占全国的 21.3%。 

（一） 贸易摩擦从低附加值产品逐步向高附加值产品转移 

最近几年，浙江经济开始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并且逐步深入，这样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正面冲突开始加剧。发达国家为

了保持自己的经济垄断优势，运用各种贸易保护手段，如技术性贸易壁垒等，对我国进行遏制。浙江省涉及的贸易摩擦开始从

以前的低附加值产品向高附加值产品转移。以前浙江遭遇的贸易摩擦，涉及的产品基本上以纺织品、打火机、玩具等劳动密集

型产品为主，但是近年来涉案产品中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的产品正在逐渐增多。以 2011 年 1～6 月份为例，美国对我国新立

案的贸易摩擦案件中，涉及浙江省的有共有 9 起，其中有 7 起案件的涉案产品是较高技术含量的钢轮毂、汽车起动机和交流

发电机等机电化工产品。又如 2010 年浙江省遭遇美国发起的“337 调查”知识产权案件为两起，但是在 2011 年 1～7 月份，

浙江的涉案数量就已达到四起，是 2010年的两倍。 

（二） 贸易摩擦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印度、墨西哥、巴西、印尼、土耳其等一些发展中国家目前也处于工业发展的快速时期，为了保护本国相关产业发展，他

们纷纷都加强了贸易保护。而以上这些国家的工业产品和我们出口的差不多，这样就容易和我们发生贸易摩擦。2011年 1月份，

土耳其发动对我国的梭织面料的保障措施案，其中浙江省涉案金额约为 2.5 亿美元，这个是由土耳其发起的浙江涉案金额最大

的贸易摩擦案件。据统计，2011 年 1～7 月份，浙江省遭遇来自南美洲地区的贸易摩擦案件为 12 起，占同时期浙江贸易摩擦

案件总数的 1/3，而其中巴西就占到了 5 起。在东盟地区，2011 年 7 月份，泰国政府就 5 种产品同时对我国发动 5 起反倾销

调查，而 5 起案件中都有浙江企业涉案。 

（三） 贸易摩擦从单个企业的产品扩展到整个产业 

刚加入 WTO 那个时候，浙江省遭遇的贸易摩擦案件，基本局限在产品层面，如温州打火机事件。而现在国外贸易摩擦已经

从产品层面向产业层面扩散，影响到浙江相关的整个产业安全。2009 年，浙江的无缝钢管行业和玻璃纤维行业的相关产品被竞

争对手从欧盟、印度、土耳其等多个市场发起反倾销调查，相关产业安全受到严重影响。 

（四） 贸易摩擦中技术性贸易壁垒越来越多 

近年来，世界各国颁布的各种各样的技术性贸易壁垒越来越多，对浙江出口的影响已经超过了反倾销、反补贴等传统贸易

保护手段。一方面，这种贸易壁垒具有合理性，它对于人类健康、安全以及环境保护具有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

由于自身技术科研方面的原因，很难达到相关要求。因此，其保护效果良好，发展中国家很难跨越。近年来，欧盟的 REACH 法

规是对浙江出口影响最为广泛、深远的技术贸易壁垒。还有欧盟玩具安全新指令生效后，美国玩具安全新规也于 2011 年 8 月 14 

日开始正式实施。出口美国的儿童产品中的铅含量上限由原来的 300ppm 降低至 100ppm，这是继 2009 年以来美国第三次加严

儿童用品铅总量限制。 

三、构建贸易预警机制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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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预警机制主要是负责预警信息的收集、分析、发布和预警措施的研究、落实，定期对本行业出口企业在重点市场

的出口动态进行监测及统计分析。预警信息同时报送本地和上级外经贸部门、行业组织后，统一向企业发布。组织对企业及相

关人员进行应对国外“两反一保”、技术贸易壁垒的培训等项工作。它的主要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信息收集方面的作用 

预警机制能及时接收、预报可能发生的贸易摩擦风险，并能迅速传送到有关部门、协会组织和企业。预警机制的建立扩大

了预警信息获取渠道，使得预警信息更加及时、丰富；使预警信息传递从原来的单向变为现在的双向，企业从预警信息的被动

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提供者，提高了企业参与外贸预警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前都是行业协会给下属企业提供信息，现在

企业也会主动把他们掌握的信息告诉协会。 

（二） 对行业自律的作用 

要求企业对自身的管理进一步加强，对出口产品的质量、价格、品牌建设等工作规范管理，提高了对行业自律和互律重要

性的认识，促使企业努力提高产品质量，抵制低价竞销，进一步规范了外贸出口经营秩序。 

（三）抱团合力，应对国外贸易摩擦 

以前面对“反倾销”调查之类的贸易摩擦，一般都是涉案企业自己处理，单兵作战，效果很不理想。有了预警机制后，由

行业协会出面，组织行业内专家、律师，大家抱团作战，没有涉案的企业也要求主动提供帮助，大家步调一致，提高了应对贸

易摩擦的能力。浙江省义乌市出口的拉链在两年前曾经遇到土耳其政府的反倾销调查，于是由拉链协会出面，直接和土耳其的

企业、政府沟通，经过努力，使得征收的关税由 17%降到了 0.3%。 

（四） 规避国外贸易壁垒 

建立贸易预警机制有利于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尽早掌握世界各国贸易摩擦动态，实现案件预警、市场预警和政策预警。搭

建好贸易摩擦应对工作平台，有利于应对贸易摩擦的关口前移，防患于未燃，尽可能将贸易摩擦化解在萌芽状态，优化外经贸

发展环境。比如如果知道某国政府打算对浙江某地的某项出口产品实施立案调查，发出预警后，协会可以马上和该国的协会组

织、企业取得联系，互相沟通，争取不立案，把贸易摩擦提前化解掉。因为一旦立案，就必须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了。 

（五） 企业及时调整产品策略与出口方向 

对外贸易预警机制示范点建立以后，通过收集出口世界各国的出口数量、出口额、出口市场变化和供求关系等信息，供有

关企业在市场决策时作参考。比如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经济遇到困难时候，可以考虑南美洲、亚洲、非洲等国的市场。又或者某

国政局不稳，企业出口有风险，就要调整出口方向。比如浙江金华汽配产品，受欧美汽车业遭受重创和贸易壁垒增多影响，2009

年出口美国和欧洲的汽车产品分别下降 45.5%和 51.4%。预警点及时发出信息，于是有关出口企业调整策略，亚洲市场成为金华

汽车产品出口的最大市场。金华对亚洲出口汽车用品达 5408.29万美元，占比 38.63%，对拉丁美洲、非洲出口也呈增长趋势。 

四、构建浙江省“四位一体”的贸易预警机制 

2004 年，浙江就开始实行对外贸易预警报告制度，定期编印“对外贸易预警报告”，跟踪重点出口产品和重点出口市场应

对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贸易壁垒的动态。我们要想避免国外贸易摩擦，跨越国外贸易壁垒，保持出口的持续健康发展，

就有必要建立一个包括政府、企业、行业协会和其他社会中介机构在内的稳定的“四位一体”贸易预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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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企业是主体，要转变观念，积极主动应对 

面对众多的贸易壁垒和措施，企业应冷静地看待，以平常心应对，并进行积极的调整和适应。重视产品质量、消费者保护、

环境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已经成为一种国际趋势，企业要坚持“以质取胜”战略，变被动受限为主动适应调整。浙江省是打火

机的生产和出口大省，产品出口包括欧盟、美国在内的 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 1994 年开始，欧美各国逐步推行的 CR 法案，

使浙江省许多打火机出口企业在技术壁垒前止步。但是宁波新海公司通过自主创新，研制出了带 CR 装置的打火机，成功地突

破了欧美各国的技术壁垒，在很多出口企业退出欧美市场的情况下，“新海”打火机的出口不降反升。目前，“新海”已经有 3 款

产品在美国申请专利成功，另两款在欧盟也取得专利证书。 

（二） 行业协会在预警机制中起主导功能和作用 

行业协会作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桥梁，是一个中介组织。由于政府不会花过多的精力参与预警机制的具体运行，那么就可

以把这个具体的工作交给行业协会来完成，把行业协会放到一个具体运作的部门的位置上。行业协会有自己独特的人才优势、

信息优势和专业优势等，应该在预警机制中积极牵头，发挥主导作用。作为本行业中心，要及时把握本行业发展的最新动态信

息，及时把信息发布给下属企业。2002年欧盟参考德国推出新的 “偶氮”染料标准，但浙江大部分企业均能从容应对。原来几

年前，浙江省有关部门和皮革行业协会就对德国的“偶氮”标准给予关注，曾数次召集相关出口企业研究对策，同时对全省制

革企业使用的染料进行普查，对染料生产企业自荐的非“偶氮”安全染料进行检测，将不含德国禁用芳香胺基团的染料分批推

荐给皮革及制品生产企业。所以当欧盟推出新的标准后，对浙江相关出口企业几乎没有影响。 

（三） 政府部门应该发挥其组织和协调作用 

在对外贸易预警机制的建设中，有众多的政府部门参与，包括中央和地方。例如商务部、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技术

监督局和地方政府部门等。但是政府不会过多的参与预警机制的运行，因为政府属于行政部门，过多参与会同 WTO 规则相违背，

而行业协会属于民间组织，刚好可以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同时，政府把一些微观的具体的职能交出去，也可以减少费用支出，

节省人力。政府应该发挥好宏观作用，利用政策对企业进行协调和导向，给企业提供支持。为了积极应对国际贸易壁垒，更好

地为企业服务，应当将贸易预警机制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2004 年浙江省政府就开始实行对外贸易预警报告制度，定期编

印“对外贸易预警报告”。另外，商务部已经颁布了《对外贸易壁垒调查暂行规则》，根据这一规则，我国企业在海外市场遇到

不公平贸易待遇时，可向商务部提出申请，要求商务部对外国政府采取调查，这是商务部为企业服务应对贸易壁垒提供的一项

重要的支持工具。 

（四） 充分发挥其他社会中介机构的积极作用 

其他社会中介组织可以包括科研院校的专家学者、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行业内专家等。他们能够利用自身的专业技术和人

才优势，为企业提供服务的平台。这样就可以动员一切力量，预警的功能也能够放大。在这四者之间，应该建立长期有效的互

相联动的机制，不能单兵作战。也就是各部门，如政府、行业协会、企业，社会中介组织之间有长期有效的联动。国外一有风

吹草动，就应该主动通报，大家可以一起商量对策。同时，在海外设立预警联络点，第一时间发布信息。浙江商人遍布世界各

地，很多国家都有浙江商会，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建立海外预警联络点，由他们负责海外的信息收集，充当我们的雷达预警。

其中，对重点市场进行重点监控，对欧盟、美国、日本等几个主要的出口市场投入主要的精力进行监控，一有最新的信息，就

应该及时公布。 

企业、行业协会、政府和其他社会中介机构组成的对外贸易预警机制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该机制以提高企业质量

技术水平、跨越国外贸易壁垒为目标。通过政府部门的政策引导和宏观调节，在专业技术机构的技术支撑下，行业协会积极牵

头主导，广大企业充分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积极参与，形成相互联动的稳定的有机整体。这四个方面只有紧密协调，相互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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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才能保持该机制的有效运转，实现跨越国外贸易壁垒目标，促进企业健康、持续、快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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