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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出口商


面临全球最严厉环保令的考验


欧盟25国已于今年8月 13 日正式实施〈报废电子

电气设备指令> l 指令要求在今后欧盟市场上流通的

电器生产商，包括其进口商和经销商，必须承担支付

报废产品回收费用。 2006年7月 1 日将正式实施〈关于

在电子电气设备中禁止使用某些有害物质指令》。指

令规定，欧盟市场上将禁止含有特定有害物质的产品

出售及使用O 这两项法令被业内称为"全球最严厉的

环保令"。

对于这两个法案的具体影响，欧盟官方公告的指

令附件明确显示，这两项指令将会涉及产品近20万

种，几乎涵盖了我国主要出口机电产品，初步估计直

接涉及金额达122亿美元。

生死大考迫在眉睫

中国的电子产品似乎总是游离于欧美各种技术壁

垒之间，艰难求存;尤其在环保领域，每一次新环保

法案的实施，对国内企业都是-次"锁喉令"O 继欧

盟对彩电、日光灯、打火机等产品高筑技术壁垒之

后，欧盟这两个新环保法案已成为横亘在我国企业面

前一道更加难以逾越的新环保"门槛"O

对此，欧洲企业和环保领域知名代表、飞开IJ 浦公

司环境协调性设计专家Ab Stevels透露 "这两项指

令的实施都是真正的大规模实验，因为尽管两项指令

的目标非常明确，但目前还没有明确定义详细的可操

作规则。在许多方面，问题的复杂性使得这些规则并

不会事先制定，而最佳实践将最终成为事实标准。所

以中国厂商若现在不做，未来丧失市场机会的压力将

愈来愈大。"

业内专家也认为，如果中国企业不能及时达到欧

盟的新环保要求，那么产品积压、出口锐减、重税制

裁等问题将接踵而至，甚至最终会被逐出欧盟市场。 

..

张轶蓦

但在达到环保要求的同时，如果不能更好地控制

成本，其出口成本将明显增加，中国企业的制造成本

优势将不复存在。

如果欧盟的这-措施顺利实施，很可能会被其他

发达国家借鉴，形成世界潮流，所以这一问题的解决

结果关系整个中国电子机电产品的生死大局。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副会长姚文萍向记者证

实，目前欧盟约占我国家电出口市场的四分之一。欧

盟两项指令付诸实施后，中国受到直接影响的电器产

品出口额将达数百亿美元，占到中国出口欧盟机电产

品总值的 71 %，在 6800家商会会员中 95% 以上都会受

到这两个指令的直接影响。

同时姚还指出，虽然从表面上看，离这两个法案

真正生效还有一段时间，但是由于这两个法案实际上

牵扯整个电子制造和出口的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

而我国此前没有可以借鉴的先例， "所以，时间极其

紧迫， 6800家企业面临严峻考验。"

大企业积极应对

好消息是，中国大型企业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抗风

险能力和适应能力。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副会长

姚文萍称 "商务部的数据表明，我国机电产品出口 

75%都是由合资公司和我国大型企业来完成的，而这

些企业由于研究起步早，抗风险能力强，应对这两个

环保法案没有大问题。"

另一方面，跨国企业将和中国企业遭遇同一难

题。环保问题不同于知识产权纠纷和专利费矛盾。跨

国公司的许多原部件，以及生产基地都在中国， "从

这一点来看他们和中国企业在同一战壤，因此合资公

司和大型企业应对的困难不大。"姚总结说。



Focal Point Surveys

据飞和j浦公司Ab Stevels介绍， 5年前飞利浦就已

经开始对中国的供应商进行引导、培训。中国公司的

合资公司和欧洲的公司同步做好了应对这两个法案的

准备，建立了完善的控制体系。

全 IJ 维多媒体公司副总经理、质量部总质量师曹道

荣向记者透露 "这两个法案会导致整体成本增加大

概 1 %0 "古 IJ维在去年 9月就成立了专门机构导入这两

个法案，首先就是要求上游的供应商提供由 SGS 出具

的针对部品I: tRoHS还要严格的化验报告，以对供应商

进行初步颤另 IJ 。在内部，就是在管理上进行相应的监

测和流程的改造。 

TCl在强化自身原有产品实验认证的同时，专门

成立了由各个事业部负责人组成的"应对欧盟委员

会"，财务方面负责人也参与其中进行成本核算。目

前，除了和飞利浦等大厂加强合作外，整体生产控制

体系的建立工作已经在紧张的进行当中，已经建立了

三条符合欧盟要求的无铅生产流水线。 

SGS通用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中国总部的薛建

博士认为 "大企业自身具有很强的市场推进能力，

通过向上游转移和下游压缩消化，完全可以渡过目前

这一难关。"

中小企业生存危机

与合资企业和大型企业的坦然应对相比，中小型

民营企业则愁容满面，处于产业链末端的他们深切地

感受到了欧盟新环保法案带来的第一波杀伤力。

"短时间来看，这两个环保法案最大的受害者将

是中小民营企业，它们占整个产业链的 30% 左右。"

商务部驻昆明特派员贸管处处长李连忠说。

许多中小民营企业主纷纷向记者抱怨，由于受国

内外大企业应对欧盟法案整合上游供应链的影响，近

来他们的订单大幅下降，还面临着很大的退货压力。

深圳一家电子产品公司的老总跟记者算了一笔

账 "WEEE指令由于各个国家的不同发展水平费用

有所差异，但我了解到我们的产品在不同的国家回收

成本在 5到 20欧元之间，而我们的开 1.1润本来就只有几欧

元，真要我们全部负责回收，我们倒贴还不够呢。" ..

"由于各个企业在解决环保问题过程中同时向上下

游转移风险分摊成本，这就必然会引起整个产业链的

巨变。"李连忠分析说。大企业和合资企业作为适应

欧盟两条指令的发动者具有一定的主动性，而中小民

营企业的市场地位则决定了他们必然处于被动。

化解凤险

"以前中国企业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当时，日

本针对中国的自行车出台了一个环保法令，许多自行

车企业觉得过不去这道坎了，因为我们自行车民营的

小厂占了其中的近 80% ，但是经过行业中介、商会方

面组织相关企业整体应对，最后取得了大家比较满意

的结果。"副会长姚文萍介绍道， "当时打火机面对

欧洲的技术法案难题时，也是以政府支持、商会出

面、企业自身努力共同来解决，同样也得到了较好的

结果。"

业内专家认为要解决好欧盟的这一道新环保难

题，化解行业风险，必须从三个方面来共同努力。

首先，政府方面必须大力支持。据了解，早在两

年前商务部获悉欧盟有意推行这两项环保新指令后，

就立即组织专家翻译相关信息，及时向国内企业通报

进展。包括商务部、科技部、信息产业部在内的国家

九部委针对欧盟法案的新形势，今年初就此特别成立

了协调机构，组织专家研究对策，同时建立专项基金

扶持中小企业渡过难关。

其次，商会以及中介组织方面必须要加大信息传

达和市场服务，机电商会组织会在今后罐罐积极组织

各种银别的研讨会 I I'旬国内机电企业通掘，指导实际

的应对措施。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方面也紧急成立了

"中国 RoHS 自愿认证机构"，为整个行业提供服务。

最重要的是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要加强和行业

的沟通，尽快地制定应变政策，加快企业转型，适应

市场变化。对此深圳 l 万佳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勇先

生颇有体会 "我们知道欧盟这个消息较旱，所以及

时地把企业的生产重心转移到特种监视器方面，而特

种监视器回收成本低 1 利润较高，所以这两个法案对

我们的影响非常有限，而如果我们还停留在传统的 CRT

显示器业务的话，在出口方面肯定就会举步维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