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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系统回顾了中国绿色贸易政策的发展进程ꎬ总结了中国绿色贸易政策发展特点及变化特征ꎬ提出了新发展

阶段中国绿色贸易政策的发展趋势和推进方向ꎮ 中国绿色贸易政策发展主要分为前绿色贸易政策阶段、起步阶段、发展

阶段、深化阶段四个阶段ꎮ 随着中国绿色贸易政策体系逐渐完善ꎬ绿色贸易政策导向、政策范围、政策手段、政策制定主

体等方面发生了重大转变ꎮ 研究认为ꎬ中国未来应积极推动国际环境与贸易规则制定ꎬ加强国内环境政策与贸易政策的

融合ꎬ大力推动绿色产品与服务贸易ꎬ同时还要防范对外贸易投资中的生态环境风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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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ꎬ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建

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
(国发〔２０２１〕４ 号)ꎬ明确将“建立绿色贸易体系”
列为重点任务之一ꎮ 不仅如此ꎬ在立足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ꎬ
发展绿色贸易不仅有助于推动碳达峰和碳中和等

环境目标实现ꎬ而且对贸易高质量发展、国际竞争

力提升以及高水平“双循环”发展都具有重要意

义ꎬ需要重点关注和进一步推动ꎮ

１　 中国绿色贸易政策发展历程

回顾中国绿色贸易政策发展历程ꎬ依据其相

关特征可划分为 ４ 个阶段:(１)前绿色贸易政策

阶段ꎻ(２)中国绿色贸易政策起步阶段ꎻ(３)中国

绿色贸易政策发展阶段ꎻ(４)中国绿色贸易政策

深化阶段ꎮ
１ １　 前绿色贸易政策阶段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到 ２１ 世纪初ꎬ中国绿色贸易

政策尚未起步ꎬ主要是对国际环境与贸易议题和

政策进行跟踪并开展探索性研究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期ꎬ环境与贸易投资的关

系开始被国际社会认识并列入相关议程ꎮ 关贸总

协定 ( ＧＡＴＴꎬ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ａｒｉｆｆ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于 １９７１ 年设立“环境措施与国际贸易工作

组”ꎻ１９７２ 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发表«工业污染

控制与国际贸易» 研究报告ꎻ１９９２ 年 « ２１ 世纪

议程»提出“通过贸易自由化促进可持续发展ꎬ使
贸易与环境相辅相成”ꎻ１９９５ 年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ꎬ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成立贸易与环境

委员会ꎻ同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ＵＮＥＰꎬ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设立专门的经济

与贸易处ꎮ 这些研究成果的产出和机构的设立为

国际绿色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发展奠定了基础ꎮ
在此背景下ꎬ中国逐渐开始关注环境与贸易

议题ꎮ １９９４ 年ꎬ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

设立了环境与贸易专家工作组ꎬ原国家环境保护

局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作为主要技术支持和

组织协调机构ꎬ在国内率先针对环境与贸易重要

议题进行专题性和前沿性研究ꎮ 一些大学和研究

机构专家也逐步开始关注该领域议题ꎮ
１ ２　 中国绿色贸易政策起步阶段

２０００ 年到“十二五”时期是中国绿色贸易政

策起步阶段ꎬ该阶段的绿色贸易政策主要以防御

性应对中国加入 ＷＴＯ 后的绿色贸易壁垒为主ꎮ
２００３ 年ꎬ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发布«关于中

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 (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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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２００３〕１９６ 号)ꎬ提出“为了落实可持续发展战

略ꎬ促进有益于环境保护的生产和消费ꎬ顺应绿色

贸易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ꎬ建立中国环境标志

制度并组织推动其发展”ꎬ这是迄今所能查阅的

公开政策文件中首次提及“绿色贸易”ꎮ
此后ꎬ中国开始在环境保护专项规划中提及

应对“绿色贸易壁垒”的问题ꎬ如«国务院关于印

发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 规划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０７〕３７ 号)提出ꎬ“加强环境与贸易的协调ꎬ积
极应对绿色贸易壁垒”ꎻ«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环

境保护 “十二五” 规划的通知» (国发 〔 ２０１１〕
４２ 号)提出ꎬ“推动开展绿色贸易ꎬ应对贸易环境

壁垒”ꎮ 除环境领域关注以外ꎬ商务部等十部门

也在«关于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指导意见»
(商贸发〔２０１２〕４８ 号)中指出ꎬ积极应对国外技

术性贸易措施和“碳关税”等绿色贸易措施ꎮ 由

此可见ꎬ此阶段的绿色贸易政策更多关注的是

“应对绿色贸易壁垒”ꎮ
中国加入 ＷＴＯ 之后ꎬ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成立了 ＷＴＯ 环境与贸易工作领导小组ꎮ 该小组

的专家组提出“资源环境逆差”的概念ꎬ建议通过

关税等贸易措施减少和避免资源环境密集型产品

出口的环境影响ꎬ得到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１]ꎮ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１８ 日发布的«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调低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 规定ꎬ自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 日起ꎬ调整部分“两高一资”产品出

口退税政策ꎮ ２０１０ 年前后ꎬ中国对大批出口商品

取消出口退税ꎬ包括钢材、化工产品等ꎬ控制高耗

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ꎮ 国内外学者研究

认为ꎬ中国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受环境保护目标驱

动ꎬ具有显著的环境效益[２－４]ꎮ
２００６ 年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与贸易工

作领导小组的专家组开发研究贸易政策环境影响

综合评价方法ꎬ并针对中国加入的主要自由贸易

区或协定开展环境影响评价案例研究ꎬ研究编制

中国贸易协定环境影响综合评价技术导则ꎬ为中

国进一步开展贸易政策环境影响综合评价提供决

策支持[５]ꎮ
２００８ 年ꎬ商务部发布«关于推动外商投资企

业开展节能减排工作的若干意见» (商资发

〔２００８〕４１６ 号)ꎬ促进外商投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

业升级ꎬ推动外商投资企业提高节能减排水平ꎬ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ꎮ 相关研究表明ꎬ中国在外商直

接投资(ＦＤＩꎬ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环境治理

方面取得了稳步进展[６]ꎮ
２０１３ 年ꎬ«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快环境保护、投资保

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等新议题谈判ꎬ形成面向

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ꎬ并对于自由贸

易区环境议题谈判提出相应要求ꎮ 在中国—新西

兰、中国—瑞士等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过程中ꎬ协定

伙伴都高度重视环境议题并主动磋商ꎮ ２００５ 年

签署的«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协定»是中国最早

出现环境条款的自贸协定ꎮ ２０１３ 年签署的«中
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是中国第一个纳入独立

环境章节的自贸协定[７]ꎮ ２０１２ 年后ꎬ以«中日韩

投资协定»为代表的新一轮投资协定中的环境条

款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ꎬ绿色贸易的内涵逐步拓

展[８] ꎮ 此外ꎬ中国还积极参与国际绿色贸易规

则制定ꎬ比如 ２０１２ 年达成的 ５４ 个 ＡＰＥＣ(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ꎬ亚洲太平洋经济合

作组织ꎬ简称亚太经合组织)环境产品清单中有

超过一半产品由中国率先提出[９]ꎻ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ＷＴＯ 启动«环境产品协定»谈判ꎬ中国作为发起方

之一ꎬ为推动谈判取得进展作出了重要贡献[１０]ꎮ
１ ３　 中国绿色贸易政策发展阶段

“十二五”期末到“十三五”期初是中国绿色

贸易政策发展阶段ꎬ此阶段绿色贸易政策开始寻

求环境与贸易关系的协调融合ꎮ
２０１５ 年ꎬ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

(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１５〕１９ 号)ꎬ明确提出“鼓励开展绿色贸易”ꎮ
此后ꎬ商务部发布的«商务部关于支持自由贸易

试验区创新发展的意见»(商资发〔２０１５〕３１３ 号)
再次强调“支持天津市鼓励开展绿色贸易”ꎬ
对于探索开展绿色贸易指明了方向ꎮ

与此同时ꎬ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对于绿色贸易

的要求也更加系统化、精准化ꎮ «国务院关于印

发“十三五” 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１６〕６５ 号)提出要“建立健全绿色投资与绿色

贸易管理制度体系”ꎮ ２０１７ 年ꎬ原环境保护部等

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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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导意见» (环国际〔２０１７〕 ５８ 号)ꎬ明确提出

“推进绿色贸易发展ꎬ促进可持续生产和消费”ꎬ
体现出绿色贸易对于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

用ꎮ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８ 日ꎬ国务院印发的«禁止洋垃

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

案»ꎬ有效地实现了防范进口固体废物的环境风

险、保护生态环境安全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目

标ꎮ 相关研究认为ꎬ中国禁止洋垃圾入境措施将

促进全球回收产业发展ꎬ中国得以进口更“干净”
的再生物料[１０－１２]ꎮ

这一阶段ꎬ中国在自贸协定谈判中越来越多

地关注环境议题ꎬ不仅态度更为积极ꎬ环境条款内

容也更加丰富ꎮ ２０１５ 年«中国—韩国自由贸易协

定»的环境章节进一步纳入了环境影响评价内

容ꎬ«中国—格鲁吉亚自由贸易协定» «中国与新

加坡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纳入了环境章节ꎬ体
现出环境保护对于中国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建

设的支撑作用ꎮ
１ ４　 中国绿色贸易政策深化阶段

“十三五”期末至今是中国绿色贸易政策深

化阶段ꎬ绿色贸易政策的覆盖面越来越广泛ꎬ要求

也越来越具体ꎬ中国已成为全球环境治理的贡献

者和引领者ꎮ
２０１９ 年ꎬ«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贸易高

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对于发展绿色贸易已不仅

仅是原则性表述ꎬ而是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ꎬ包
括“严格控制高污染、高耗能产品进出口ꎮ 鼓励

企业进行绿色设计和制造ꎬ构建绿色技术支撑

体系和供应链ꎬ并采用国际先进环保标准ꎬ获得

节能、低碳等绿色产品认证ꎬ实现可持续发展”ꎬ
体现出绿色贸易是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手段ꎮ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ꎬ为加强自由贸易试验区生态环

境保护、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ꎬ生态环境部等八部

门发布«关于加强自由贸易试验区生态环境保护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ꎬ提出“深入推进绿

色贸易”ꎬ并结合自贸试验区的产业特色和外向

型特征ꎬ提出一系列绿色贸易具体要求ꎮ
２０２０ 年底已完成谈判的«中欧投资协定»对

环境和气候等可持续发展议题作出承诺并列入专

门章节ꎬ２０２１ 年签署的«中国—新西兰自贸协定

升级议定书»中也纳入专门的环境章节ꎬ体现出

在贸易与投资协定中纳入环境议题已成为中国发

展趋势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把
新发展理念完整、准确、全面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

领域ꎬ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

济新体制” “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

展秉持绿色、开放、廉洁理念” “积极参与全

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新兴领域经济治

理规则制定”等要求ꎬ为“十四五”及更长时期中

国绿色贸易发展指明了方向ꎮ

２　 中国绿色贸易政策发展的特点

以上梳理中国绿色贸易政策的发展特点及变

化特征发现ꎬ随着中国绿色贸易政策体系的逐渐

完善ꎬ其政策导向、政策范围、政策手段、政策制定

主体等方面发生了重大转变ꎮ
２ １　 政策导向由绿色贸易壁垒防御转向主动推

动绿色贸易政策深入发展

在政策导向方面ꎬ中国绿色贸易政策目标开

始主要侧重于绿色贸易壁垒防御ꎬ例如«国家环

境保护“十一五”规划»和«国家环境保护“十二

五”规划»所提出的绿色贸易目标主要是“应对绿

色贸易壁垒”ꎻ后来发展到环境政策与贸易政策

相协调ꎬ例如«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贸易高

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推进贸易与环

境协调发展”ꎮ 绿色贸易政策的要求由原则性表

述向具体任务转变ꎬ例如«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

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建
立绿色贸易体系”ꎬ并对产品进出口、标准制定、
国际合作等方面做出具体要求ꎮ 又如ꎬ中国自贸

区建设由原来的环境与贸易脱钩向推动在贸易协

定中纳入环境与贸易内容转变ꎬ现阶段中国新参

与的贸易与投资协定中都会考虑环境议题ꎮ 中国

对外开放也从努力扩大出口向优化贸易结构、大
力发展高质量高附加值绿色产品贸易转变ꎮ
２ ２　 政策范围由个别领域转向多载体多对象多

区域管理

围绕 ＷＴＯ 多哈发展议程ꎬ中国决策支持机

构深入探讨环境与贸易议题ꎬ在 ２１ 世纪初陆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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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ＷＴＯ 新一轮谈判环境与贸易问题研究系列丛

书»«中国加入 ＷＴＯ 环境影响研究»«环境保护与

ＷＴＯ»等成果ꎬ为绿色贸易政策范围的拓展提供

了理论支持[１３－１５]ꎮ 在绿色贸易政策的载体方面ꎬ
中国绿色贸易政策从贸易协定中纳入环境议题发

展到贸易和投资协定中均需考虑环境议题ꎬ例如

自 ２００５ 年的«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协定»起ꎬ中
国签署的所有自由贸易协定都包含环境条款ꎮ 中

国绿色贸易政策的对象最初只针对部分危害和影

响环境的产品ꎬ对其采取进出口管制措施ꎬ例如

１９９９ 年印发的«消耗臭氧层物质进出口管理办

法»和 ２０００ 年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对消耗

臭氧层物质进行进出口管理ꎬ１９９５ 年发布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对化学品进

行进出口管理[１６]ꎻ而后逐步发展到全面控制高污

染、高耗能产品出口ꎬ例如 ２０１９ 年«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

提出“严格控制高污染、高耗能产品进出口”ꎮ 此

外ꎬ中国绿色贸易政策从防范国内生态环境风险

到兼顾对外贸易投资的生态环境风险ꎬ从自贸区

扩展到国内的自由贸易试验区ꎬ区域范围不断拓

展ꎬ例如«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

意见»要求“加强对外投资的环境管理”ꎮ
２ ３　 政策手段由单一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转变

为综合利用多种手段

在政策手段方面ꎬ中国绿色贸易投资政策手

段最开始较为单一ꎬ例如 ２００３ 年环境标志产品认

证ꎻ后来逐步发展为综合利用禁止 /限制 /许可 /鼓
励性进出口措施、关税、市场准入等贸易投资手

段ꎬ例如 ２０１９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贸易

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鼓励国内有需求

的资源性产品进口”“持续放宽外资市场准入ꎬ鼓
励外资投向新兴产业、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现代

服务业等领域”等ꎮ 贸易投资协定中环境条款的

内容也呈现出从无到有、从粗略模糊到详细明确

的发展趋势ꎬ例如 ２０１５ 年签署的«中国—韩国自

由贸易协定»设置的环境章节内容较丰富ꎬ首次

涉及环境保护水平、环境法律法规的执行以及环

境影响评价等内容ꎬ较好地平衡和协调了环境与

贸易政策ꎮ

２ ４　 政策制定主体由生态环境、商务等部门上升

到国务院层面

　 　 中国绿色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发布最初只是生

态环境部门或商务部门ꎬ侧重于追求单方面利益ꎬ
例如应对绿色贸易壁垒以保障贸易利益ꎬ禁止、限
制部分危害和影响环境的产品进出口以维护环境

利益ꎮ 随着绿色贸易政策的逐步融合发展ꎬ国务

院层面开始积极推动绿色贸易政策ꎬ例如«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

见»«国务院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

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等ꎬ强调推进贸易与环

境协调发展ꎬ争取环境与贸易等多目标共赢ꎮ
尽管中国绿色贸易政策各方面都发生了较大

转变ꎬ取得了一系列进展ꎬ但是ꎬ随着中国对外开

放的不断深化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ꎬ环
境政策和贸易政策的融合与当前需求还存在一定

差距ꎮ 例如ꎬ原则性表述多ꎬ实操性措施少ꎻ在贸

易政策制定中环境利益没有被充分考虑或被统筹

考虑等ꎬ需要进一步完善和细化中国绿色贸易政

策体系[１７－１８]ꎮ

３　 中国绿色贸易政策发展展望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 ２０３５ 年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ꎬ包括广泛

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
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
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

新优势明显增强ꎮ 要实现这些目标ꎬ需要切实统

筹环境政策与贸易政策ꎬ不断完善绿色贸易政策

体系[１９－２１]ꎮ
３ １　 积极参与国际环境与贸易规则制定

当前ꎬ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ꎬ积极参

与并推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ꎮ 众多国内外学者认

为中国将引领全球绿色贸易行动ꎬ在全球推广生

态文明理念[２２－２３]ꎮ 未来ꎬ中国需要进一步向全球

规则制定者、引领者身份转换ꎬ主动参与全球和区

域贸易投资机制的规则制定ꎮ 一是在对贸易协定

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基础上ꎬ研究制定中国国际

贸易和投资协定环境章节范本ꎬ并主动推动在国

际贸易协定和投资协定中设置环境章节ꎬ将环境

利益作为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二是推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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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环境公约与贸易协定的融合ꎬ考虑制定并发布

贸易与气候倡议等ꎮ
３ ２　 加强国内环境政策与贸易政策的融合

尽管中国当前积极推动绿色贸易政策ꎬ加强

环境政策与贸易政策融合ꎬ但现有环境政策与贸

易政策的个别地方仍存在矛盾冲突ꎬ下一步应该

深入细化绿色贸易政策并推动落地ꎮ 一是加征环

境关税ꎬ对高耗能、资源性和污染严重产品出口加

征环境关税ꎮ 二是降低直至取消重污染行业出口

退税ꎬ例如建议对原料药行业出口量较大的部分

低端工艺产品取消出口退税ꎮ 三是进一步加强自

由贸易试验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ꎬ将自由贸易试

验区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排头兵”ꎬ加强对其环

境制度创新的考核ꎮ
３ ３　 大力推动绿色产品与服务贸易

当前ꎬ中国环保产业仍存在底数不清、状况不

明等问题ꎬ严重制约绿色产品和服务贸易ꎮ 因此ꎬ
建议未来中国大力推动绿色产品与服务贸易ꎬ推
动其成为新的贸易和经济增长点ꎮ 一是应加快完

善环境产品和服务分类与统计体系ꎬ推动制定环

境产品清单和环境服务分类体系ꎬ明确环境产品

和服务边界ꎬ加强统计体系建设ꎮ 二是促进环境

产品与服务贸易自由化ꎬ推动降低环境产品和服

务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ꎬ搭建环境产品和服务贸

易信息交流平台ꎬ例如组织“一带一路”环境产品

和服务博览会等ꎬ带动中国环保产业“走出去”ꎮ
三是利用好绿色供应链管理对于环境产品与服务

贸易的正向带动作用ꎬ促进中国绿色供应链与全

球供应链相融合ꎮ
３ ４　 防范对外贸易投资中的生态环境风险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和外向型

经济的不断深化ꎬ中国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走
出去”发展和投资ꎬ也会进一步加大国内有需求

的资源性产品进口ꎬ未来中国应进一步加强进口

与对外投资的环境管理[９ꎬ２４]ꎮ 一是防范扩大进口

的生态环境风险ꎬ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ꎬ例
如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提出“零森林破坏”认证、
签署绿色采购承诺等ꎮ 二是防范对外投资中的生

态环境风险ꎬ建议进一步修订和完善«对外投资

合作环境保护指南»ꎬ明确中国“走出去”企业的

生态环境保护责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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