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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应对贸易摩擦工作站 2025 年 4 月 23 日

（浙江省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外贸易预警点）

【本期导读】本期基于我国重点出口产业筛选 3 项通报推荐企业进

行评议，涉及泰国拟将汽车和电动汽车定为标签管控产品，印度拟将 14

类数字电信产品纳入 TEC 强制认证范畴，欧盟拟修订智能产品生态设计

要求。本期技术性贸易壁垒小课堂分享观点文章《全球贸易战下的规则

突围》，供相关行业、企业参考。

一、风险预警

（一）泰国拟将汽车和电动汽车定为标签管控产品

4 月 3 日，泰国通过 WTO 通知计划将汽车和电动车定为标签管

控产品。法规草案主要内容如下：

1.定义：

汽车：指未在泰国法律下注册的私人轿车或私人卡车，由发动

机驱动。



电动汽车：指未在泰国法律下注册的私人轿车或私人卡车，由

电力驱动或由发动机与电动机共同驱动。

2.标签要求

标签必须真实、清晰，不得误导消费者。

标签必须用泰语或泰语与外语结合，确保消费者能理解。

标签内容需包括但不限于：商品类型、品牌、制造商或进口商

信息、生产国、尺寸、重量、载重能力、产品细节（如品牌、发动

机型号、型号等）、传动系统、燃料类型、发动机容量、保修信

息、使用说明、安全警告等。

对于电动汽车，还需额外标注：电动汽车类型（如 HEV、

PHEV、BEV、FCEV）、电动机功率、电池类型、电池保修条件、电

池容量、充电条件、续航里程、电力消耗率以及相关安全标准等。

3.不适用情况

法规不适用于为出口而生产的商品，且不在泰国销售的商品。

4.生效时间

该公告将在《皇家公报》上发布后 120 天生效。

泰国此项规定正处于征求意见阶段，评议期至 5 月 3 日。法规

草案原文：

https://members.wto.org/crnattachments/2025/TBT/THA/25

_02628_00_x.pdf

https://members.wto.org/crnattachments/2025/TBT/THA/25_02628_00_x.pdf
https://members.wto.org/crnattachments/2025/TBT/THA/25_02628_00_x.pdf


（二）印度拟将 14 类数字电信产品纳入 TEC 强制认证范畴

4 月 7 日，印度通过 WTO 通报了《电信系统强制性测试和认证

（MTCTE）第六阶段计划》草案。将包括蜂窝电话用户终端设备、

带语音和数据功能的固定无线电话、存储区域网络 (SAN) 交换机

等 14 类产品纳入印度电信工程中心（TEC）强制认证范畴。

该计划拟于 2025 年 8 月 24 日生效。

印度此项计划草案正处于征求意见阶段，评议期至 6 月 6 日。

法规草案原文：

https://members.wto.org/crnattachments/2025/TBT/IND/25

_02661_00_x.pdf

（三）欧盟拟修订智能产品生态设计要求中交付时间和产品部

件更换相关条款

4 月 15 日，欧盟通过 WTO 通报了《智能手机、智能手机以外的

移动电话、无绳电话和平板电脑生态设计要求》（（EU）

2023/1670）修订草案。欧盟指出，原法规中有两处条款内容需要

修正，一是原法规中关于备件供应时间有误，规定前五年五个工作

日、后两年十个工 作日交付，但实际上供应义务可能超七年；二

是产品拆卸要求中显示屏组件更换被重复提及，影响清晰度与一致

性。

修正内容为：

（1）明确前五年收到订单后五个工作日交付备件，五年后为

https://members.wto.org/crnattachments/2025/TBT/IND/25_02661_00_x.pdf
https://members.wto.org/crnattachments/2025/TBT/IND/25_02661_00_x.pdf


十个工作日；

（2）对产品部件更换流程提出要求，如 2025 年 6 月 20 日

起，除电池和显示屏组件外，其他部件的更换需满足紧固件可拆、

易更换等条件，且能在使用环境由非专业人员操作。

该修订法规草案正处于征求意见阶段，评议期至 6 月 14 日。

法规草案原文：

https://members.wto.org/crnattachments/2025/TBT/EEC/25

_02910_00_e.pdf

https://members.wto.org/crnattachments/2025/TBT/EEC/25

_02910_01_e.pdf

若对上述法规草案有任何疑问和意见，可联系我工作站进行反

馈。

二、技术性贸易壁垒小课堂

全球贸易战下的规则突围

自 4 月 2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实施“对等关税”政策以来，

其对我国商品轮番加征报复性关税（高达 245%），对全球供应链和

贸易体系造成巨大影响。这场由美国单边主义挑起的全球贸易战，

让我们面临“退无可退”的生死抉择——是被动防御，还是逆势崛

起？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当下，正是我们勇挑重担之时，携手

https://members.wto.org/crnattachments/2025/TBT/EEC/25_02910_00_e.pdf
https://members.wto.org/crnattachments/2025/TBT/EEC/25_02910_00_e.pdf
https://members.wto.org/crnattachments/2025/TBT/EEC/25_02910_01_e.pdf
https://members.wto.org/crnattachments/2025/TBT/EEC/25_02910_01_e.pdf


同心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闯出破局之路。

一、短期阵痛与全球链变

与 2018 年第一轮中美贸易战相比，此次关税冲击更为猛烈。

范围与税率几乎覆盖了中国对美出口的全部商品类别。美国对华追

加 245%关税，直接冲击中国出口产品在美国市场的价格竞争力，出

口贸易短期承压巨大。而美国对华加征关税也导致相关产品进口成

本激增，部分企业被迫将供应链转向东南亚或加大本土化投资。

但危机背后，中国制造业的韧性开始显现。我们拥有全球最完

整的工业体系、高效的物流网络以及稳定的政策环境。全球 35%工

业产值来自中国，200 余类产品产量世界第一。我们有 14 亿人口市

场+4 亿中产消费升级。近年来，我们通过“一带一路”、金砖合作

机制等深化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构建了更分散、更具弹性的供应

链网络。

美国的“关税大棒”不仅直冲中国，更搅动全球市场。特朗普

政府实施“无差别打击”，实施全球 10%的基准关税，外加对特定

国家的“互惠”报复性关税，如欧洲 20%，越南 46%，加拿大和墨

西哥 25%。欧盟、东盟等 40 余国联合发声反对美单边主义，美国沦

为“国际规则破坏者”。美国霸权主义迫使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加

速区域化重组，反而倒逼全球重新评估对华依赖，为中国提供了整

合全球新兴市场的战略窗口。

二、中国战略纵深与领导力实践



在全球贸易格局重塑、美西方试图与我国“脱钩断链”的背景

下，近年来，全球南方市场已成中国经济的“新腹地”。2024 年，

中国与东盟贸易额突破 1.2 万亿美元，连续四年成为东盟最大贸易

伙伴；对非洲进出口额增长 11%；中拉贸易额达 5000 亿美元。这些

新兴市场潜力巨大，人口众多，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旺盛，消费升级

趋势明显，已成为中国外贸增长的重要支撑点。中国凭借在制造

业、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等领域的优势，通过技术转移、基础

设施投资、产业协同与人才培养，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系统性支

持，推动其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同时也为自身构建了多元化的全

球合作伙伴网络。

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老铁路和雅万高铁作为“一带一路”

倡议下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与老挝以及印尼之

间的贸易往来和区域经济发展。在制造业升级方面，中国在印尼莫

罗瓦利工业园投资建设的不锈钢生产基地，年产能达 300 万吨，助

力印尼从原材料出口转向高附加值制造。数字经济合作中，中国能

建与华为联合承建的埃及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通过卫星遥感技术优

化农业灌溉，提升粮食产量；农业技术输出方面，中国在非洲推广

的杂交水稻项目已覆盖 20 余国，平均增产 30%-60%，并通过“中坦

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培训 2000 余名当地农民。国际贸易物流方

面，中欧班列与陆海新通道作为互联互通多边合作的典型成果，其

服务网络不断扩充，已从单一线路发展为覆盖广泛的“一张网”。



此外，中国在秘鲁钱凯港部署的无人驾驶智能卡车将物流效率提升

30%，而“鲁班工坊”在非洲培训超 10 万人次技术人才，就业率达

85%。

全球南方国家已不仅是中国的资源与市场来源，更是技术标准

落地、产能合作升级的关键伙伴。中国主导的 5G、高铁、特高压等

技术标准已在东南亚、非洲 30 余国落地，形成“硬联通”与“软

规则”的双重绑定。如在印尼雅万高铁项目中，中国输出高铁技术

标准，印尼据此制定本地化规范，推动东南亚首个高铁网络落地，

带动当地钢铁、机电设备出口增长 12%。

这些案例共同印证了在中美的贸易战中，中国已从被动抵御转

为主动反制的成功实践。这些举措不仅缓解了关税冲击，更将中国

技术标准嵌入南方国家发展进程，形成“你中有我”的利益共同

体。

在这场生死攸关的贸易战中，中国或可进一步借势汇聚全球南

方国家合力，以技术、标准、产业链优势重塑全球贸易规则，引领

全球南方大市场。

三、破局之道：规则突围

高举对外开放大旗，推动全球合作共赢一直是中国的坚定选

择。面对这场全球贸易战，短期内中国可以产业链韧性抵御冲击。

但从长远来看，我们要以破釜沉舟的勇气，借势汇聚全球南方国家

合力，加速以关税政策优势和技术、标准、产业链优势重塑全球贸



易规则，构建“去美国化”生态。

优化关税政策，强化国际合作纽带。中国自 2024 年 12 月 1 日

起，已对所有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的 100%税目产品实施零关

税待遇。这一政策不仅有助于提升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经贸合作水

平，还彰显了中国推动多边贸易自由化的决心。随着美国霸权主义

引发众多国家的强烈不满，在国际经贸领域陷入严重的信任危机，

中国应继续巩固并扩大这一政策的覆盖范围，向世界释放出中国坚

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积极推动贸易自由化的强烈信号。在现有

“零关税”政策坚实基础上，中国可率先将部分经济发展水平处于

上升期、与中国经贸往来密切且具备一定产业互补性的中等收入发

展中国家纳入试点范围。通过逐步降低关税门槛，为这些国家的特

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创造更为宽松的环境，推动双多边贸易持续增

长。

加强标准对接，构建“全球南方”标准话语体系。标准作为市

场准入的首要关卡，是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重要属性。在国际贸易

中，标准不仅是产品质量和安全性的保障，更是消除贸易壁垒、促

进贸易自由化的关键手段。特别是美欧近年推行“基于价值观的标

准化”战略，将技术标准作为其遏制新兴经济体发展的制度性工

具。例如欧盟以“碳边境税”捆绑严苛环保标准、美国以“能效法

规”限制中国家电进口。这严重制约了全球南方国家的技术合作与

贸易便利化，更阻碍了全球南方国家通过规则制定参与全球治理进



程。对于中国而言，标准对接是加强全球南方市场布局的重要策

略。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积极推动标准联通，通过建立重点

标准走出去项目库，推动建设标准化海外示范工程，加速了中国标

准在沿线国家的应用。下一步，中国应引领全球南方应加强标准对

接与协调，建立全球南方自己的标准话语体系，加速推进新能源汽

车、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领域建立“技术标准联盟”，将碳排放

核算、可再生能源认证等规则向“一带一路”沿线推广，形成美国

技术标准规则反制。

推动认证互认，畅通国际贸易通道。认证是产品进入国际市场

的“通行证”，更是提升产品竞争力、增强消费者信任的关键手

段。在东盟，中国与越南签署电子电器产品认证互认协议，使越南

对华电子零部件进口成本降低 20%，中国手机品牌在越市场份额翻

倍；在拉美，中巴牛肉出口卫生认证合作使巴西对华牛肉出口激增

50%；在中东，中国主导的光伏组件碳足迹认证被纳入海合会国家

绿色采购标准，带动中国对中东光伏出口增长 28%。这些实践表

明，认证合作不仅降低企业合规成本，更重构区域产业链分工，强

化中国技术标准输出，最终推动“全球南方”市场从要素合作向规

则共建升级。下一步，中国一方面应推动“中国检测认证”国际

化，例如将中药 GMP 认证、工业互联网安全标准推向东南亚、中东

市场。另一方面，可联合全球南方国家建立“区域认证联盟”，推

动形成“标准对接—认证互认—市场共享”的协同机制，在 WTO 框



架下推动建立包容性认证规则，对冲美欧“技术霸权”，为发展中

国家争取平等参与全球治理的权利。

联合应对隐形壁垒，维护共同贸易利益。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

趋缓，贸易保护主义逐步抬头，以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为主要

内容的技术性贸易措施（TBT）已成为美国限制进口的重要手段，

大部分措施演变为技术性贸易壁垒。这类壁垒常具有隐蔽性和复杂

性，成为当前国际贸易中最难应对的非关税壁垒这类壁垒。其常以

“环保要求”“安全认证”“技术标准”为名，实则通过复杂、严

苛的技术门槛形成隐蔽性贸易壁垒，成为发展中国家进入国际市场

的最大非关税壁垒障碍。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在产业链互补、技术

标准对接、市场准入需求等方面存在共同利益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

都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阶段，面临着共同的市场挑战，应建立联合

应对机制、共享美国技术壁垒动态数据，协同开展研究和应对。

当美国试图用关税筑起“贸易高墙”，中国正以“全球南方”

为支点，用技术标准、认证互认、规则反制的组合拳，推动构建公

平、包容的全球化新秩序。单边主义的“关税风暴”或许能制造短

期阵痛，但无法阻挡一个以合作为底色、以创新为引擎的全球化新

时代的到来。

信息跟踪、分析及校对：李心楠、周树华、朱秋玲

联系方式：0571-85786911/85786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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