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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纺织品最大国外消

费区，欧盟对纺织品要求极为严

格。早在 2001年，欧盟就设立非食

品 类 消 费 品 快 速 预 警 系 统

（RAPEX），限制或防止销售对消费

者健康及安全有威胁的产品。而

纺织品因其需求高、供应来源复

杂、管控难度大等特点，成为

RAPEX通报的重点关注对象。2019

年中国纺织品出口欧盟遭遇通报

的数量为 61例，占 RAPEX纺织品

通报总数的 35.67%，这也是中国

连续十五年成为欧盟纺织品最大

通报来源国。欧盟 RAPEX的通报召

回不仅会给中国企业带来直接经

济损失，也不利于“中国制造”声

誉的维护。在此背景下，如何降低

被通报频率、数量及占比，是提升

中国纺织品出口竞争力所面临的

重要挑战。

一、中国纺织品出口欧盟

遭遇 RAPEX通报的情况及面

临的惩治措施

（一）中国纺织品出口欧盟遭

遇 RAPEX通报的情况

1. 被通报产品数量。根据欧

盟 RAPEX 官网信 息，2010-2019

年，RAPEX 共通报 19680 例产品，

其中涉及到纺织品共 3963 例，占

通报总数的 20.1%。其中原产国为

中国的有 1992例，约占纺织品通

报总数的 50.3%。图 1 为 2010-

2019年间欧盟 RAPEX纺织品通报

召回的基本情况，无论是 RAPEX通

报的纺织品总数还是中国产纺织

品通报总数，都呈现出明显的下

降趋势。中国纺织品通报次数更

是由 2010 年的 328 次缩减到

2019 年 的 61 次 ， 同 比 降 低

437.7%。虽然通报次数得以有效

缩减，但观察占比可以发现，欧盟

对中国纺织品的关注度从未减弱，

2019年中国纺织品被通报占比为

35.67%，仍然是占比最高的通报来

源国。可见，尽管近年来中国出口

至欧盟的纺织品被通报情况有所

好转，但离根本性解决还有一定

距离。

2. 被通报产品种类。中国身

具“世界工厂”属性，是世界最大

的纺织品出口国，也是纺织品出

口种类最多的国家。与之相对应，

中国纺织品出口欧盟遭遇 RAPEX

通报的种类也最多。2010-2019年

期间，中国被通报纺织品种类包括

服装、家纺、手套、帽子等多个种

类。其中，服装是欧盟 RAPEX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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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0-2019年欧盟 RAPEX纺织品通报召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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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通报的主要对象，在全部被

通报产品中占比为 62.7%。家纺类

产品排名第二，占全部被通报产品

的 28.5%，其他种类产品占比为

8.8%。

3. 通报国分布情况。表 1为

2010-2019 年 RAPEX 对中国纺织

品发布通报的主要通报国。可以

发现，匈牙利、保加利亚、塞浦路

斯三个国家是纺织品通报大国。

三者通报数量之和为 1204次，占

总通报数量比重高达 59.5%。其

中，保加利亚通报次数为 471次，

排名第一；匈牙利通报次数为 454

次，排名第二；塞浦路斯通报次数

为 279次，排名第三。值得一提的

是，塞浦路斯是最近两年通报中

国纺织品最多的国家，2019 年通

报次数为 21次，占总通报次数的

34.4%。

（二）被通报纺织品面临的惩

治措施

1.召回 /从市场撤回产品。召

回或从市场撤回产品是欧盟对被

通报纺织品最常采用的措施。在

2019 年发生的 61 起中国纺织品

通报案中，有 54起最终措施为召

回或从市场撤回，占比高达

88.5%。典型案例为中国生产的

MISS IMAGE、HASHTAG 等多个品牌

的童装、童鞋因存在安全风险被

要求从市场上撤回。被召回或从

市场撤回的产品依据其所违背条

例，可能会退到原产地进行返工，

甚至被直接销毁。产品一旦被召

回或从市场撤回，意味着企业前

期所付出的生产、营销、物流成本

大概率会白白流失。因此，这也是

对纺织品出口企业利益影响最大

的惩治措施。

2.禁止销售 /营销。禁止销售

/ 营销也是欧盟对 RAPEX 通报产

品采取的措施之一。在中国 2019

年 61起纺织品被通报案中，共有

5 起案例中的产品被禁止销售 /

营销。涉及品牌分别是 Super

Brother Boy、Vanity Chic、MG

Fashion、Xtreme Boxing、Tam-

force。另外，禁止销售 /营销有时

候并不会单独执行，如 Tamforce

一案中，芬兰在禁止销售 /营销的

同时，还进行了从市场撤回产品的

处理。

3. 拒绝进口。拒绝进口这一

惩治措施主要发生在通关环节，

即纺织品货物在安检、标准审查

等方面不符合欧盟相关规定，进而

被拒绝入境。2019年中国生产的

Scalpers男鞋因鞋底中铬含量过

高，被西班牙拒绝进口。同样被拒

绝的还有因产品水钻易脱落违反

UNE59300的一款童靴。绝大多数

情况下，这种情形并不容易发生。

上述案例也是 2019年仅有的两例

被拒绝进口的案例。对于这类纺

织品，中国企业需依法做退货、销

毁处理或改做他用，虽然所承担

的损失低于被召回 / 从市场撤回

产品，但同样不可忽视。

4. 从电商平台移除产品。作

为新增处置措施之一，从电商平

台移除并无多少实质案例。但随

着网络销售特别是跨境电商的普

及，欧盟对线上平台销售产品的

审查力度趋严。例如，2020 年 2

月，欧盟化学品法规检查机构宣布

开展一项针对在亚马逊、eBay 等

电商交易平台销售产品的检查项

目。项目集中查验了纺织品、玩具

等产品是否符合化学品标签 CLP、

有害物质标签等要求。针对此次

官方检查项目，相关检测机构对

在亚马逊及 eBay等在线平台的线

上卖家发出提醒，要求其紧急检

查产品是否符合标准要求。因此，

对于注重线上营销的纺织品企业

而言，应当重点关注这一处置措

施的实施条件与要求。

二、中国纺织品出口欧盟

遭遇 RAPEX通报的原因

（一）中国纺织品本身质量原

因

1. 涉及受伤及窒息风险等问

题。欧盟高度重视儿童服装安全，

与之相关的纺织品绳带及附件安

全性是 RAPEX重点关注对象。在中

国近两年被通报的纺织品中，最常

表 1 2010-2019年 RAPEX对中国纺织品发布通报的主要国家

数据来源：欧盟 RAPEX官网

排名 通报国家 数量 占比%

1 保加利亚 471 23.3%

2 匈牙利 454 22.4%

3 塞浦路斯 279 13.8%

4 西班牙 175 8.6%

5 德国 124 6.1%

6 希腊 91 4.5%

7 芬兰 33 1.6%

8 法国 32 1.6%

9 意大利 28 1.4%

10 斯洛文尼亚 21 1.0%

国际规则与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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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通报理由就是“可能导致使用

人窒息或受伤”。2019年中国因受

伤及窒息风险而被通报的纺织品

占比高达 75.75%。导致窒息或受

伤的原因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儿

童服装上的小零件易被儿童误吞

导致窒息。中国的 Supercool儿童

鞋在 2019年被通报，通报原因就

是“装饰性小零件很容易脱落，可

能造成小孩窒息的风险”。另一类

是儿童服装的拉绳、腰带容易缠绕

儿童造成窒息或受伤。2020年中

国生产的一款女童裙因其腰部纺

织带过长，被 RAPEX 以“在儿童的

各种活动中容易缠绕，导致儿童

受伤”的理由通报并要求撤出市

场。

2. 涉及化学风险问题。从近

几年纺织品通报情况来看，RAPEX

的关注重点有从物理指标向化学

物质限量超标倾斜的趋势。因拉

绳、小部件脱落等物理指标缺陷

被通报的比例，从 2013年最高的

79.1%开始下降，2017年到达最低

点 51.9%，随后又在 2018、2019年

有所上涨。而因六价铬、偶氮染料

等化学指标超标而被通报的比例，

则从 2013 年的 20.9%开始上升，

在 2017年到达最高峰 48.2%。中

国纺织品服装大多数产品生产技

术较为落后，多数采用传统的化

学物质漂染、洗涤制造工艺，而这

些化学物质正是 REACH 法规重点

监管的产品。例如，中国生产的女

童裙 Cutey Pie在 2019年遭到通

报的原因是“衣服中含有偶氮染

料，释放芳香胺 4-甲基 -间苯二

胺（检测浓度为 342mg/kg），不符

合《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法规》和

REACH法规。”

（二）欧盟环保、安全“双门槛”

原因

1. 环保门槛。欧盟涉及到纺

织品的环保法规主要来源有两

个，一是 2006年通过并在后期历

经多次完善的《关于化学品注册、

评估、许可 和限制 的法规》

（REACH）。该法规明确规定要检测

评估超过阀值的化学物质危害

性。SVHC清单是 REACH法规给出

的高关注度物质清单，包括可能

对消费者健康或环境产生严重影

响的物质。第一批清单 SVHC公布

于 2008年 10月，包含 15项物质。

最近一次更新在 2020 年 6 月 25

日，更新后清单已包含 209 项物

质。在最新版本的清单中，与纺织

品直接相关的有阻燃剂、挥发性有

机化合物、致癌芳香胺重金属等几

十种。而中国纺织品由于工艺和

成本的限制，在这些物质的含量

上常常会超标，导致被通报。另外

一个是欧盟《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法

规》（POPs），其宗旨是限制持久性

有机污染物流入欧洲市场。2019

年 6月 25日，欧盟对 POPs做出修

订，对物质、物品、混合物等概念

进行了重新定义，新增五氯苯酚

及其盐和酯类列入管控范围，要求

除非有豁免条款，否则不得生产、

不得投放市场和用于物质、混合

物或物品。而五氯苯酚是中国纺

织品制作过程中极为常用的一种

防霉防腐剂。按照中国生态纺织

标准，纺织品中五氯苯酚不得超

过 0.5mg/kg（婴幼儿用品不得超

过 0.05mg/kg）。相较于 POPs，中国

现行标准明显较宽，按照中国生态

纺织标准生产出来的纺织品很有

可能不符合 POPs,进而遭遇通报。

2. 安全门槛。针对纺织品领

域，欧盟的安全标准同样极为严

格。其中，对中国纺织品出口影响

最大的是欧盟儿童服装安全标准。

该标准最早版本出台于 2004年，

至今已经历 3次改版，里面明确规

定了 14岁以下儿童服装上绳带的

安全要求。相比之下，中国直至

2016年才出台了第一部专门针对

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的强制性

国家标准 GB 31701-2015《婴幼儿

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

这一领域的长期空白是此前中国

纺织品因绳带零件安全性不符合

欧盟规定而被 RAPRX 通报的重要

原因之一。GB 31701实施之后，虽

然因安全问题导致的通报总数量

有所下降，但所占比例却没有明显

降低。这是由于同 GB 31701相比，

欧盟现行版本 EN 14682：2014 更

为细致严格。如 EN 14682：2014

按照人体结构对人体进行了基本

分区，并对各区域绳带要求进行

相应规范。对于绳带，也围绕其形

态和功能将之分为拉带、装饰性

绳索、功能性绳索和带袢，每种绳

带均有相应标准进行规范。而在

GB 31701中，不仅未对人体区域

做明显划分，绳带的定义也较为

宽泛，并未做专门的区分。可见，

在安全标准方面，中国距欧盟还有

一定距离，这也容易导致中国纺织

品得不到 RAPEX的认可。

（三）贸易过程的不当操作原

因

除上述两方面原因外，贸易过

程中的不当操作也是导致中国纺

织品被 RAPEX通报的原因之一。可

能发生的情况主要有两种，一是贸

易合同内容不明确、贸易习惯不良

引发的被通报。前者主要指贸易

双方签订合同时未明确相关技

术、质量、设计条款等内容，卖方

国际规则与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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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时并不熟悉 RAPEX 要求达

到的标准，进而导致被通报。后者

主要指某些买家在样品确认阶段、

产品生产阶段持续提出修改意见，

而卖家根据修改意见完成的商品

并不能达到 RAPEX要求，导致货物

被通报。二是因包装、仓储制度不

健全，以及运输过程出现问题导致

的被通报。部分企业在产品包装、

仓储等环节会出现错贴标签、错发

规格等失误，造成本无质量问题的

产品却遭遇退运的情况。并且，一

些纺织品运输时间长、环节多，如

果包装材料、装卸方式、外部环境

等因素安排不当，很容易出现包

装破损、产品变质等现象，进而导

致纺织品退运。欧盟委员对其《纺

织规例》的执行情况进行阐述时，

就明确指出一些进口纺织品之所

以遭遇 RAPEX通报，就是因为其标

签不符合规定。

三、中国纺织品出口欧盟

的升级对策

（一）以提高纺织品环保与安

全水平为根本，加强自检自控体

系建设

欧盟关于纺织品的双门槛本

质上是一种强制性标准技术壁

垒，要想从源头降低被 RAPEX通报

风险，提高纺织品本身的环保及

安全水平是根本途径。首先，纺织

品生产企业应从设计源头重视纺

织品的安全与环保性能，在考虑

产品造型与功能的基础上，根据

欧盟检验标准，积极采用绿色工

艺。其次，注意原材料的选择，欧

盟消费者对纺织品的面料、质地

要求较高，偏爱纯天然和绿色环

保产品。因此，中国纺织品企业应

选择符合欧盟要求和消费者需求

的原材料，重视供应链上的信息

控制和验证，并强化生产过程的

监控，避免发生由原材料问题带

来的产品不符合要求的后果。最

后，全面增强检验力度，如增加专

业的检测设备，培养熟悉安全标

准与检测方法的专业人才，以及加

大产品重点环节抽检率。

（二）以纺织品面临“双门槛”

为导向，精准掌握 SVHC等重要

清单更新动态

欧盟 RAPEX 中针对纺织品的

强制性标准要求，除了 REACH 法

规给出的 SVHC清单以外，还包括

其他与纺织品有一定关联的环保

法规。这些清单与法规时刻处于

修改更新当中，日益呈现出包含物

质更全面、物质检测限值更低的趋

势。一方面，中国纺织品出口企业

应主动掌握 SVHC等清单的更新动

态，更新产品调查报告，避免发生

因为使用过期标准与法规而造成

产品被召回的事件。在实际生产

中，纺织品企业可对标欧盟国家普

遍认可的纺织品绿色标签，如

STANDARD 100 by OEKO-TEX、全球

有机纺织品标准，并按照其具体

要求进行生产。另一方面，政府应

当组织专门机构研究欧盟针对纺

织品的技术标准，及时收集、整

理、跟踪欧盟的纺织品标准信息，

建立咨询机构，为纺织品出口企

业提供专业快捷的信息服务和指

导。对此，日本对于德国包装法修

改的跟进值得借鉴。在德国修改

本国包装法之初，日本就开始关

注其修改过程，等到德国新包装

法正式生效时，日本出口德国的

产品已经全部采用新包装法所要

求的包装方式，成功避免了可能

产生的贸易损害。

（三）以规范全流程贸易行为

做补充，做好关键信息记录工作

应对贸易过程中不当操作导

致的纺织品被 RAPEX 通报情况，

中国纺织品出口企业应规范全流

程贸易行为。在合同敲定环节，重

点核对相关技术、对应标准、设计

条款等关键信息。如果对方在交

易前提出修改设计，则应做好证

据记录，提前与对方商定因不当

设计要求引发的被通报己方不承

担或者承担部分责任。在运输环

节，严格遵循欧盟关于标签、包装

等方面的规定，特别是匈牙利、塞

浦路斯等纺织品通报大国的特殊

规定，防止在贸易环节产生低级

失误导致被通报。另外，对于处于

电子平台上的纺织品跨境电商企

业，平台应做好产品信息登记工

作，并留存产品质量检验证书等

有关文件，保证平台纺织品质量

安全不存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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