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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应对贸易摩擦工作站 2025 年 2月 10 日

（浙江省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外贸易预警点）

【本期导读】本期统计了 1 月 WTO/TBT 通报发布情况，基于我国重

点出口产业筛选 5 项通报推荐企业进行评议，重点介绍了美国拟出台关

于配备自动驾驶系统（ADS）车辆的安全、透明度和评估计划相关通报。

本期技术性贸易壁垒小课堂对 2024 年全球技术性贸易措施数据进行了统

计分析，供相关行业、企业参考。

一、WTO/TBT 通报大数据

2025 年 1 月，WTO 官网共计发布 598 项 WTO/TBT 通报，相比

2024 年同期增长 33.5%；向 WTO 秘书处提交通报的 WTO 成员共计 48

名，同比增长 9.1%。其中，常规通报 455 项，补遗通报 128 项，修

订通报 8 项，勘误通报 7 项；提交通报数量最多的 WTO 成员为美

国，共 78 项，提交通报数量前 10 位的 WTO 成员见图 1；通报内容



主要聚焦农食产品、塑料及其制品、钢铁制品、机电及其零件、饮

品等领域（见图 2）。

图 1 2025 年 1 月向 WTO 秘书处提交通报数量前 10 位的 WTO 成员



图 2 2025 年 1 月 WTO/TBT 通报内容主要聚焦领域

在发布通报的 WTO 成员中，发达国家（地区）发布 134 项，约

占通报总数的 22.4%；发展中国家（地区）发布 235 项通报, 占比

约 39.3%；最不发达国家（地区）发布 229 项，占比约 38.3%。

二、风险预警

（一）评议提醒

经评估，2025 年 1 月下旬发布的 WTO/TBT 通报中，5 项通报对

企业影响较大，主要涉及韩国修订《制造车辆认证和检验方法及程

序条例》，英国修订《化妆品法规》和《家具和室内陈设防火安全



条例》，日本修订《车辆型号认定规定》，美国修订食品标签要

求。建议有关企业积极参与评议。如需获取法规原文或有评议意

向，请及时与我工作站联系。通报内容概述见表 1。

表 1 2025 年 1 月下旬重点关注的 5 项 WTO/TBT 通报

通报主题 通报内容 通报成员 评议截止日期

《制造车辆认证

和检验方法及程

序条例》拟议修

正案

根据《大气环境保护法》第 48 条的规

定，电动汽车与内燃机汽车一样，在进行

制造车辆认证时，可利用制造商自己的检

测设施和人力申请认证。

韩国 2月 11 日

《2025 年化妆品

（ 化 学 物 质 限

制）条例》

这项措施将修订适用于英国的（EC）

1223/2009《化妆品法规》，限制在一些化

妆品中使用水杨酸甲酯。

英国 3月 17 日

对《车辆型号认

定规定》等的部

分修订

近年来，发现多家汽车制造商未能遵

守车辆技术法规，在其车辆型号认定申请

流程中进行伪造。为防止该类事件的发

生，日本国土交通省提出以下措施：

1.在型号认定阶段，应检查汽车制造

商关于型号认定申请过程的内部控制进

展。型号认定后，应对批量生产的车辆进

行测试，并监测其是否符合规定；

2.违反规定的，应当在一段时间内对

其型号申请过程进行进一步审查。

日本 3月 23 日

《2025 年家具和

室内陈设防火安

全修订条例》

本通知旨在提醒各成员注意对《1988

年家具和室内陈设防火安全条例》的修

订。

拟议的法定文书草案将从以下方面对

《条例》进行修订：

修订《条例》适用的产品范围，特别

是将某些婴儿和儿童产品排除在《条例》

范围之外；

取消要求制造商在新产品上粘贴展示

标签的规定；

将提起法律诉讼的时限从 6 个月延长

至 12 个月。

英国 3月 25 日

食品标签：包装

正面的营养信息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建议要

求大多数必须贴有营养成分标签的食品在
美国 5月 16 日



（二）美国拟出台关于配备自动驾驶系统（ADS）车辆的安

全、透明度和评估计划

1 月 16 日，美国发布 G/TBT/N/USA/2178 号 WTO/TBT 通报，提

出了关于配备自动驾驶系统（ADS）车辆的安全、透明度和评估的

全国性计划（AV STEP）。

ADS 技术的发展为交通安全、可持续性、无障碍交通和竞争力

带来了显著提升，然而，ADS 技术目前仍处于发展阶段，在处理复

杂环境时仍面临挑战。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希

望通过 AV STEP 计划，为配备 ADS 的车辆的测试和运营提供一个全

面的监管框架，旨在通过建立透明度机制和加强监督管理，促进

ADS 技术的安全、有序发展，同时为公众提供更多关于 ADS 技术的

信息，以增强其对 ADS 技术的理解和信任。

以下为法规内容摘要：

1.实施阶段

包装正面贴上营养标签。

这将要求在主要显示面上显示一个小

巧的信息框，其中包含某些营养信息。该

信息框将为消费者，包括营养知识水平较

低的消费者，提供标准化的、可解释的营

养信息，帮助其快速、轻松地识别食品如

何成为健康饮食的一部分。

还建议修订某些营养素含量声明法

规，以符合当前的营养科学，避免标签内

的不一致。



AV STEP 计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适用于依赖人工后备人员的车辆。在依赖人工后备人

员的情况下，人类驾驶员需要在 ADS 出现故障时接管车辆；

第二阶段适用于不依赖人工后备人员的车辆。在不依赖人工后

备人员的情况下，ADS 必须能够独立处理所有驾驶场景。

2.参与资格

AV STEP 计划向能够合法在公共道路上运行的配备 ADS 的车辆

以及需要豁免才能运行的车辆开放。申请人需满足以下资格要求：

（1）车辆必须配备 ADS，并且 ADS 需在参与操作中执行全部

动态驾驶任务；

（2）申请人需为机动车制造商、ADS 开发商、车队运营商或

系统集成商之一；

（3）申请人需对 ADS 车辆的运营拥有“运营控制权”，确保

安全责任明确。

3.申请与审查流程

（1）申请材料

参与者需提交以下文件：

运营基线：包括车辆平台、传感器配置、数据记录能力等；

独立安全评估：由第三方机构对安全案例、行业标准符合性及

数据治理进行审查；



豁免申请（如适用）：说明不符合的《美国联邦机动车安全标

准》（FMVSS）条款及安全补偿措施。

（2）审查阶段

初步审查：核实申请完整性，识别缺失信息；

跟进审查：要求补充材料或澄清技术细节；

最终决定：发布包含参与条款的《最终决定书》，明确运营条

件和报告要求。

4.参与者的报告义务

AV STEP 计划要求参与者定期提交报告，包括每季度的常规报

告和特定事件触发的报告：

（1）定期报告

运营数据：车辆数量、行驶里程（VMT）、运营区域（按邮编

划分）；

安全事件：车辆恢复事件（需要由相关车辆上人员以外的人员

回收车辆的任何情况）、接触事件（未达事故标准的碰撞）、紧急

制动次数等。

（2）事件触发报告

交通事故：需在 24 小时内报告，并提交相关视频证据；

交通违法：包括被处罚的违规行为及已知但未处罚的违规行

为。



5.NHTSA 的信息公开

NHTSA 还计划发布关于申请和参与的公开信息，以提高透明

度。

参与者名单：包括运营范围、车辆类型及豁免状态；

安全案例摘要：公开独立评估的关键结论和行业标准符合性；

事故统计数据：增强公众对 ADS 技术风险的认知。

6.豁免要求

AV STEP 计划包括两种豁免类型。申请豁免的车辆需满足特定

的资格要求，并在申请中详细说明豁免的理由和风险缓解措施。

NHTSA 将根据申请的具体情况，评估豁免的必要性和安全性。

美国此项法规草案正处于征求意见阶段，评议期至 3 月 17

日。若想获取法规草案文本，或对草案内容有任何疑问和意见，可

联系我工作站进行反馈。

三、技术性贸易壁垒小课堂

2024 年全球技术性贸易措施数据统计分析

技术性贸易措施是以技术法规、标准、合格评定程序为载体设

置贸易障碍的重要手段，被认为是最重要的非关税措施之一，已成

为各国政府实施宏观调控、参与国际竞争、维护国家利益的惯用工



具。根据海关总署调查统计，2023 年，有 15.48%的企业将技术性

贸易措施作为其出口主要障碍，技术性贸易措施已成为仅次于汇率

和关税的影响中国企业出口的第三大贸易障碍。各国（地区）所发

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也是反应全球贸易规则发展趋势的重要指标，

对企业开展外贸工作起着重要的指导和参考意义。

一、措施数量

根据 WTO 数据统计，2024 年，全球各国（地区）发布技术性贸

易措施通报（以下简称“TBT 通报”）共计 4337 项，相比 2023 年

同期增长 6.4%。

从图 3 可以看到，自 WTO 成立以来，全球历年发布的 TBT 通报

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且在 2024 年创下了历史新高。

图 3 1995-2024 年全球历年发布 TBT 通报数量情况

二、发布措施的 WTO 成员

2024 年，共有 91 名 WTO 成员参与 TBT 通报发布，同比下降

1.1%。发布 TBT 通报数量前十位的成员依次为乌干达、美国、坦桑

尼亚、肯尼亚、卢旺达、埃及、布隆迪、中国、巴西和以色列（见



图 4）。

图 4 2024 年发布 TBT 通报数量前二十位的 WTO 成员

在发布 TBT 通报的 WTO 成员中，发达国家发布 879 项，同比增

长 8.3%，约占 2024 年 TBT 通报总数的 20.2%；发展中国家发布

2076 项，同比增长 18.5%，占比约 47.9%；最步发达国家发布 1382

项通报, 同比下降 8.5%，占比约 31.9%（见表 2 和图 5）。

表 2 2024 年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 WTO 成员发布 TBT 通报情况

国家 TBT 通报数量

TBT 通报数量

对全年数量

占比

TBT 通报数

量同比增长

情况

发达国家 879 项 20.2% 8.3%

发展中国家 2076 项 47.9% 18.5%

最不发达国家 1382 项 31.9% -8.5%



图 5 2024 年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 WTO 成员发布 TBT 通报数量对当

年 TBT 通报总数占比情况

三、措施聚焦领域

2024 年，在全球各国（地区）所发布的 4337 项 TBT 通报中，

约 17.1%的通报聚焦农食产品，其次，约占总数 6.9%的通报内容集

中于机电产品，约占总数 5.0%的通报内容集中化工产品，随后依次

为饮料产品、车辆及其零件、烟草制品及含尼古丁的产品等（见图

6）。



图 6 2024 年 TBT 通报内容聚焦领域

通过表 3 可以看到，2024 年，在信息通信、网络安全、新能源

汽车等高新技术和热点领域 TBT 通报数量激增，尤其是网络领域

TBT 通报数量增长尤其显著，网络安全和物联网领域通报数量涨幅

分别高达 300.0%和 250.0%。此外，通过统计数据可以发现，美

国、欧盟、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是这些产业通报措施的主要制定

和发布者，在全球新兴领域规则走向方面占据主导地位。

表 3 高新技术和热点产业或领域 TBT 通报发布情况

产业或领

域

2024 年

TBT 通报数

量

2023 年

TBT 通报

数量

2024 年 TBT

通报数量同

比增长情况

2024 年通报成员

信息通信 83项 64 项 29.7%
发达国家 58 项，

发展中国家 26项

网络安全 12项 3项 300.0%
发达国家 9 项，

发展中国家 3项



物联网 7项 2项 250.0% 发达国家 7项

新能源汽

车
28项 20 项 40.0%

发达国家 14 项，

发展中国家 14项

电池 19 项 15 项 26.7%
发达国家 10 项，

发展中国家 9项

碳足迹计

算
2项 0项 - 发达国家 2项

四、各区域发布措施情况

通过表 4 可以看到，2024 年，在六大洲中，欧洲、亚洲、中南

美洲国家发布的 TBT 通报数量相比 2023 年都有所增长，其中，亚

洲和中南美洲发布通报数量增幅都超过了 20%，分别为 27.8%和

35.8%。在“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东盟、中东、金砖国家发布 TBT

通报数量也出现了大幅增长的情况，涨幅分别为 59.0%、44.4%和

41.5%。

表 4 全球各区域发布 TBT 通报情况

区域 TBT 通报数量

TBT 通报数量

对全年数量

占比

TBT 通报数

量同比增长

情况

TBT 通报关注领

域

北美洲 511 项 11.8% -10.4%

机电产品、家

具、车辆及其零

件等。

大洋洲 47项 1.1% -11.3%

烟草制品及含尼

古丁的产品、药

品、机电产品

等。

非洲 1925 项 44.4% -2.8%

农食产品、化工

产品、机电产

品、纺织品等。

欧洲 252 项 5.8% 3.7% 烟草制品及含尼



古丁的产品、药

品、饮料产品、

化工产品等。

亚洲 1121 项 25.8% 27.8%

食品、机电产

品、车辆及其零

件、家具等。

中南美洲 481 项 11.1% 35.8%

药品、机电产

品、塑料及其制

品、鞋靴等。

“一带一路”国

家
3229 项 74.5% 9.3%

食品、机电产

品、化工产品

等。

东盟国家 221 项 5.1% 59.0%

机电产品、烟火

制品、饮料产

品、烟草制品及

含尼古丁的产品

等。

中东国家 449 项 10.4% 44.4%

食品、机电产

品、金属制品、

车辆及其零件

等。

金砖国家 853 项 19.7% 41.5%

机电产品、车辆

及其零件、药

品、食品等。

欧亚经济联盟国

家
21项 0.5% -36.4%

食品、药品、家

具等。

APEC 成员 1185 项 27.3% 17.3%

机电产品、车辆

及其零件、药品

等。



信息跟踪、分析及校对：李心楠、于俊

联系方式：0571-85786911/85786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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