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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S制度在发达国家和我国的实施情况、
对比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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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研究了欧盟、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我国的GHS制度实施情况，对上述发达国家和我国GHS

制度实施请况进行了对比，对我国GHS制度的下一步发展提出合理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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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and compares the implementation status of the GHS system in the European Union, the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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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通过决议，建

议“建立全球统一的危险分类和配套的标签制

度，包括物质的安全数据单和易懂的符号”，从而

减少化学品对人类和环境造成的危害，同时减少化

学品国际贸易由于必须符合各国不同标识规定造

成的成本。为此，国际劳工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危险物品运输专家

委员会联合制定“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

度”（Globally Harmonized System of Classification 

and Labelling of Chemicals，以下简称GHS）。该文件

于2003年正式出版，每2年更新一次。

世界各国的GHS实施进展并不平衡，相对活跃

的地区和国家包括欧盟、日本、韩国、美国、澳大利

亚等。他们将GHS制度转化为本国的化学品危险分

类制度和危险公示制度，出台了相关法律法规和国

家标准，对危险分类、标签和安全数据单提出了具

体要求，并随着GHS的修订不断更新。他们的实施

方式和具体实施措施对我国具有良好的借鉴和指

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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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外GHS制度实施情况

2.1  欧盟

欧盟在REACH法规（欧盟化学品的注册、评

估、授权和限制法规）、1999/45/EC（危险配制品指

令，简称DPD指令）和67/548/EEC（危险物质指令，简

称DSD指令）指令基础上，将GHS制度本地化，发布

了(EC) No 1272/2008（化学物质和混合物分类、标签、

包装法规，简称CLP法规）。2008年12月31日，欧盟正

式公布CLP法规，并于2009年1月20日开始实施。

之后，欧盟连续发布了6次适应技术进步案

（Adaptations to technical progress, ATP），对CLP法规

进行修订。主要修订内容包括：设置CLP法规的实施

过渡期、与GHS更新保持一致（如新增呼吸敏化和皮

肤敏化的子类别，长期危害水生环境的分类标准的

变化，新增危害臭氧层危险类别，以及标签中用于保

护对特定化学品极易敏感人群的规定等）、对CLP法

规附件VI第3部分的“有害物质统一分类和标签列表”

进行更新。

2.2  美国

2012年3月26日，美国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局

公布新修订的危险公示标准（Hazard Communication 

Standard，HCS），标志着美国在工作场所开始正式实

施GHS制度。新修订的HCS基于GHS第三修订版，该

标准于2012年5月25日生效，2015年6月1日起强制实施。

2.3 日本

日本涉及GHS制度的法律法规包括：劳动安全卫

生法和有毒有害物质控制法。GHS国家标准包括JIS 

Z 7250（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内容和项目顺序）、

JIS Z 7251（基于GHS的化学品标签）和JIS Z 7252（基

于GHS的化学品分类）。2012年，整合JIS Z 7250和JIS 

Z 7251，发布JIS Z 7253（基于GHS标签和安全数据表

的化学品危险公示信息），在新标准中，补充有关工

作场所的标签信息，并与GHS第四修订版一致。

日本国家技术和评价研究院在网站上公布了

1,500余种化学物质的GHS分类结果，为企业制作

GHS标签和SDS提供帮助指导，该分类结果不是强制

性的。经济产业省发布混合物分类在线工具和GHS

分类指导，分为政府部门适用及企业适用两个版本，

意在协助相关人员对化学品进行有效而准确的分类。

政府GHS分类指导包含了纯物质的分类方法以及相

关的信息来源，帮助各个部委与机构就GHS的分类

达成一致。企业GHS分类指导针对分类步骤提供了

更详细的阐述和解释。同时增加了对混合物的分类

信息与指导，对企业自行分类提供了有力的帮助。

2.4 韩国

韩国实施GHS制度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包括：

工业安全卫生法、有毒化学品控制法、危险货物安全

管理法、KSM 1069:2006（基于GHS的化学品标签）。

2008年，在www.kosha.net上发布3,410种根据

GHS分类和标签的物质清单（该分类结果不是强制

的），启动对混合物GHS分类和标签的项目；2009

年，在www.kosha.net上发布11,377种物质的GHS分类、

标签和SDS，发布混合物SDS编写规定和物质和混

合物GHS分类和标签规定。

2.5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于2012年1月1日正式实施工作健康与

安全法规，其主要基于GHS第三修订版，包括了化

学物质分类和危险公示的要求。设置了5年过渡期

（2012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0日）。

3   中国GHS制度实施情况

2011年2月修订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是中国GHS制度实施的最高法律，使GHS的实施具

有法律依据。在条例的框架内，各部委出台了相关

法规、规章和公告，在各自管辖范围推进GHS制度

的实施（见表1）。

我国重新修订的GB 30000.2~GB 30000.29《化

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系列标准分别对应了GHS的

28个危险类别，其危险类别和分类标准与GHS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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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该系列标准与GHS第四修订版一致，于2014年

11月1日起实施，而GB 13690则修订为GB 30000.1成

为该系列标准的通则部分。

4   国外与我国实施GHS情况对比

（1）欧盟、美国、韩国、澳大利亚都设置了GHS

实施过渡期，欧盟、韩国在过渡期的设置上更为详

细，对纯物质和混合物规定不同的实施时间，从而

帮助企业先易后难逐步开展，有利于GHS制度的顺

利推进（见表2）。而我国只对安全标签设置了一年

的缓冲期，GHS分类和SDS编写未设置过渡期。

（2）GHS的危险分类采用“积木式原则”，即每

个危险种类细分为若干类别和子类别。GHS 制度

允许各国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选择不同的危险性

种类和不同的危险性类别，作为本国的危险性分类，

只需遵循统一的分类标准和危险公示要素。如果将

GHS的所有种类与类别全部作为危险化学品的分

类，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数量就会大幅度增加。因

此欧盟、美国、韩国、日本均未采用如易燃液体类

别4、急性毒性类别5等危险性较低的危险分类和类

别。我国在分类方面制定的GB 30000系列国家标准

与GHS制度完全一致。（见表3）

表2  欧盟、美国、韩国、澳大利亚、中国GHS实施过渡期

的时间节点和实施内容

国家和地区 过渡期截止时间 实施内容

欧  盟

2010年11月30日
CLP法规取代DSD指令，

纯物质须符合CLP法规

2015年5月31日
CLP法规取代DPD指令，

混合物须符合CLP法规
美  国 2015年5月31日 HCS标准强制实施

韩  国

2010年6月30日
纯物质须符合修订后的

工业安全卫生法

2013年6月30日
混合物须符合修订后的

工业安全卫生法

2011年6月30日
纯物质须符合修订后的

有毒化学品控制法

2013年6月30日
混合物须符合修订后的

有毒化学品控制法

澳大利亚 2016年12月30日
工作健康与安全法规

强制实施

中  国 2011年4月30日
GB 15258-2009实施

过渡期为1年

（3）欧盟、日本、韩国分别建立本国的GHS分类

数据库，欧盟和日本颁布了自己分类指南, 指导企业

进行GHS分类，欧盟在CLP法规的附录7中列出了欧

盟原有分类与GHS分类的转化方式。我国目前还没

有建立相关指南和GHS分类数据库，企业自行分类

时还存在很大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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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实施时间 要  求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2011年12月1日实施
明确规定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应当提供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

书和化学品安全标签，其内容应当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
危险化学品登记管理办法

（安监总局第53号令）
2012年8月1日施行 登记内容包括分类和标签信息、危险特性、安全信息等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

（交通部2013年第2号令）
2013年7月1日施行

危险货物托运时应当提交与托运的危险化学品完全一致的安

全技术说明书和安全标签

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

（环保部第7号令）
2010年10月15日施行

新化学物质的申报应附具按照“化学品分类、警示标签和警

示性说明安全规范”等国家有关标准进行的分类、标签和化

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国家质检总局2012年第30号公告 2012年2月29日发布
规定了进出口危险化学品报检时应提供中文危险公示标签

（散装产品除外）、中文安全数据单的样本
危险化学品名录 2002年发布 共收录3,823 种化学品

表1  我国的危险化学品管理行政法规、规章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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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欧盟、美国、韩国、日本、中国采用GHS

“积木式原则”情况

国家和地区 采用“积木式原则”情况
欧盟 未采纳易燃液体类别4、急性毒性类别5、皮

肤腐蚀/刺激类别3、吸入危险类别2和急性

危害水生环境类别2和类别3
美国 未采纳急性毒性类别5、皮肤腐蚀/刺激类别

3、吸入危害类别2和环境危害分类
韩国 未采纳以下危险类别：易燃液体类别4、急性

毒性类别5、皮肤腐蚀/刺激子类别1A、1B和类

别3（只采纳类别1和类别2）、严重眼损害/眼

刺激子类别2B、危害水生环境类别2和类别3
日本 未采纳易燃液体类别4、急性毒性类别5、皮

肤腐蚀/刺激类别3、吸入危害类别2，
中国 GB 30000系列国家标准的分类与GHS制度完

全一致

5   我国GHS制度实施建议

（1）合理设置GHS制度实施缓冲期。GHS的实

施涉及安监、环保、交通、质检等众多领域，主管部

门在各自监管领域内合理设置GHS实施缓冲期，可

以降低企业由于突然应对GHS造成的困难。

（2）编制GHS分类指南文件。GHS分类可以在

现有的纯物质或混合物的理化性质、健康危害数据、

环境危害数据基础上，利用计算公式、判定法则等

原理进行分类。发布GHS分类指南文件，帮助企业

自行分类，可以提高企业应对GHS的积极性，履行

好企业的主体责任。

（3）加快修订《危险化学品名录》。2002年发布

的《危险化学品名录》涵盖具有爆炸、燃烧、氧化性、

腐蚀性、急毒性的3,823 种危险化学品。修订《危险

化学品名录》，补充新的危险化学品种类，增加环境

危害类别，可以减少危险化学品事故，保障人身健

康和保护环境。

（4）灵活利用“积木式原则”，划定危险化学品范

围。对健康和环境危害较低的危害类别，如急性毒性

类别5、皮肤腐蚀/刺激类别3、危害水环境－急性毒

性类别2和类别3，不列入危险化学品范围，可以降低

政府的监管成本和企业的经营成本，做到事半功倍。

（5）编制我国GHS分类数据库。我国化学品生产

企业以中小型企业居多，如全部化学品都需要经过

实验室检测，会大大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也会造

成检测资源的浪费。研究收集欧盟、日本、韩国等国

家的化学品分类数据，以“不完全分类”和“最低分

类”为指导原则（即产品实际GHS分类可以多于或高

于指导分类），建立我国常见化学品GHS分类数据库，

为企业编制危险公示提供分类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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