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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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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根据我国参与的国际经贸规则，企业可参与政府的对外贸易投资壁垒交涉，要求国外调整其法律法

规。在此基础上开展“走出去”合规工作，可增强企业合规的主动性、有效性并降低合规成本。 

为进一步做好企业“走出去”合规管理与服务工作，相关部门在全国各地创建了技术性贸易措施评

议研究基地，按照世贸组织（WTO）及自贸协定（FTA）相关规则组织企业对国外法律法规进行评论，就

影响我国企业对外经贸活动的国外法规进行交涉。 

技术壁垒的本质的健康、安全、环保等监管措施导致的壁垒，是企业“走出去”合规的主要内容。 

本指南用于介绍企业与政府沟通，开展影响我国企业贸易投资的国外法律法规评论和交流交涉的工

作程序和内容。企业可在了解本指南内容后，根据自身需要调整企业合规管理体系，将参与政府对外交

涉、应对海外贸易投资壁垒工作纳入企业常规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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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走出去”合规管理与服务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主要介绍根据世贸组织（WTO）协定等国际规则对其他国家通报的贸易投资措施的跟踪、分

享、评议，通过提出具体贸易关注（specific trade concerns）进行对外交涉的流程和内容，以及企

业合规建议等内容。 

本文件主要适用于公共机构组织企业评议其他国家通报的贸易投资措施。企业可参加相关机构组织

的技术壁垒评议并将相关工作纳入企业合规管理体系，帮助企业识别风险，更好做好合规相关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XXXXX-XXXX 技术性贸易措施评议指南 

SN/T 4499-2016 技术性贸易措施工作规程 

T/QDAS XXX—2023 企业“走出去”合规管理与服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走出去 go-out  

中国境内企业及其境外子公司、分公司、代表机构等境外分支机构对外贸易、境外投资、对外承包

工程等“走出去”相关业务。 

3.2  

合规 compliance  

企业及其员工的经营管理行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国际条约、监管规定、行业准则、商业惯例、道

德规范和企业依法制定的章程及规章制度等要求。  

3.3  

措施 measure  

措施包括任何法律、法规、程序、要求或做法。 

3.4  

评议 comment 

对某个主题、议题、计划、行动或决策进行全面评估和讨论的过程。评议方就相关问题提出观点、

分析数据和信息，并就特定目标或标准进行评估和判断。 

本指南框架下，评议具体指世贸组织、自贸协定等规则中对成员通报的措施进行研究、提出评议意

见的过程。 

http://www.baidu.com/link?url=XB4ha9TwhvFXGOI7NQpfmME43BBDTMf_CBMbx4aqFiuMc-D48U3OeXvrq5vBb3sC&wd=&eqid=ebd36db90002545b0000000264fc1e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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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具体贸易关注（STCs） 

由政府提交世贸组织相关委员会正式讨论的具体（specific）贸易关注议题。 

3.6  

咨询点 enquiry point 

按照世贸组织要求设立，回答其他成员和其他成员中的利害关系方提出的所有合理询问的机构。我

国的咨询点为 TBT国家通报咨询中心和 SPS国家通报咨询中心，均设在海关总署国际检验检疫标准与技

术法规研究中心，其网站为中国 WTO/TBT-SPS国家通报咨询网。 

4 评议流程 

4.1 评议流程应根据评议期限进行设计，确保在评议期截止前将评议意见发送至其他国家咨询点。评

议期限一般为 60天，紧急措施除外。 

4.2 评议流程应包括以下环节： 

a) 措施跟踪及风险预警； 

b) 评议组织及意见形成； 

c) 交涉跟踪及合规准备； 

d) 后续应对及持续合规。 

4.3 评议机构和主体 

4.3.1 主要包括 TBT 国家通报咨询中心、SPS国家通报咨询中心、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及其委托机构、

商协会、技术机构和企业等。 

4.3.2 评议机构和主体宜与标准化、合格评定等领域具备相关资质、具有工作经验的机构、企业开展

评议合作，建立评议工作机制，组建工作团队并设立技术性贸易措施评议专家库。 

4.4 评议专家 

4.4.1 评议专家建议由以下构成： 

a) 企业代表：建议合规部门牵头销售、技术等部门选派代表； 

b) 协会代表：进出口商会、行业协会、技术协会等组织代表； 

c) 政府代表：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及其委托机构代表； 

d) 中介代表：评议可委托律所、咨询公司等专业机构独立或代表企业、协会等参加。 

4.4.2 评议专家专业要求包含： 

a) 精通行业专业知识，具有相关工作经验； 

b) 了解相关领域最新经济技术发展和国家相关产业现状； 

c) 把握出口企业的技术需求动态； 

d) 掌握国内外贸易措施信息； 

e) 掌握世贸组织等国际规则相关条款并能灵活运用； 

f) 了解相关国际标准化动态； 

g) 具有良好的外语阅读和理解能力。 

5 措施跟踪 

http://www.tbt-sp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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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评议机构和主体应跟踪并获取其他国家通报的贸易措施，包括尚未通报的贸易措施以及与通报的

贸易措施相关联的其他措施。 

5.2 其他国家通报的贸易措施，可从世贸组织、国外相关官方机构网站、国内相关网站等渠道获得。 

5.3 其他国家尚未通报以及与通报的贸易措施相关的其他措施，可从国外相关官方机构网站、国内市

场主体在国外的业务合作方、与国外相关机构有合作关系的国内代理机构等渠道获得相关信息。 

6 措施分发 

6.1 评议机构和主体等可通过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方式与国内利益相关方分享国外通报的技术性贸易

措施。 

6.2 评议机构和主体可根据实际需求定向有需求的利益相关方推送相关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 

6.3 对于其他国家已通报但未公布的贸易措施全文，且国内相关部门、机构拥有该措施全文信息的分

享，应遵循该措施版权保护政策。 

6.4 对于分享其他国家尚未通报以及与通报的贸易措施关联的其他措施应遵循该措施版权保护政策。 

7 措施筛选 

7.1 概述 

对其他国家通报的贸易措施开展评议，一般遵循应评尽评的原则，可从覆盖产品、覆盖的措施等方

面进行筛选，确定是否对相关技术性贸易措施开展评议。 

7.2 覆盖产品 

按照覆盖产品筛选可主要考虑： 

a) 中国出口的重点产品； 

b) 中国出口同比降幅较大的产品； 

c) 在国际市场上对中国产品构成竞争力的产品； 

d) 地区出口的重点产品； 

e) 企业出口的重点产品； 

f) 企业在当地生产和销售以及销往第三国的产品参照处理。 

7.3 覆盖措施 

覆盖措施主要包括： 

a) 对中国产业发展影响较大的法规，包括但不限于国家安全要求，防止欺诈行为，保护人类健

康或安全、保护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及保护环境等相关措施。 

b) 已经评议过的法规的修改版； 

c) 其他措施。 

8 组织评议 

8.1 发起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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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评议的方式包括： 

a) 相关部门（授权机构）发起； 

b) 地方政府（授权机构）发起； 

c) 商协会发起； 

d) 企业自行或通过协会发起； 

e) 其他发起方式。 

8.2 评议方法 

8.2.1 概述 

根据通报表格等提供的路径，搜集整理国外措施全文等信息。逐条分析国外措施，重点针对核心条

款与要求等进行逐条逐项、逐字逐句研究，分析措施的科学性、合理性及规则一致性等。 

8.2.2 国际标准比对 

国际标准比对内容包括： 

a) 其他国家是否是相关国际组织成员； 

b) 其他国家是否参与相关国际标准、规则制定工作； 

c) 其他国家措施核心要求是否与相关国际标准、规则相冲突； 

d) 其他比对分析内容。 

8.2.3 与我国比对 

与我国比对分析内容包括： 

a) 与我国现行相关法规进行比对分析； 

b) 与我国现行相关标准、认证等进行比对分析； 

c) 与国内行业发展现状进行比对分析； 

d) 与国内企业总体及本企业生产现状进行比对分析； 

e) 与国内技术发展水平进行比对分析； 

f) 其他比对分析内容。 

8.2.4 与其他成员比对分析 

与其他成员比对分析包括： 

a) 与其他成员现行技术法规进行比对分析； 

b) 与其他成员相关标准、认证等进行比对分析； 

c) 与其他成员行业发展现状进行比对分析； 

d) 与其他成员企业生产现状进行比对分析； 

e) 与其他成员技术发展水平进行比对分析； 

f) 其他比对分析内容。 

8.3 影响分析 

8.3.1 概述 

影响分析可包括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对我国出口企业的影响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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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对出口贸易的影响 

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包括： 

a) 出口产品的生产； 

b) 出口产品的检验检测； 

c) 出口产品的认证获取； 

d) 其他因素。 

8.3.3 对出口企业的影响 

对出口企业的影响包括： 

a) 能否达到对方要求； 

b) 与对方要求的差距； 

c) 达到对方要求的难易程度； 

d) 对达到对方要求所需的时间做出预测； 

e) 是否有等效（可替代）措施； 

f) 其他因素。 

8.3.4 对当地投资的影响 

对当地投资的影响包括： 

a) 能否达到对方要求； 

b) 与对方要求的差距； 

c) 达到对方要求的难易程度； 

d) 对达到对方要求所需的时间做出预测； 

e) 是否有等效（可替代）措施； 

f) 对出口至第三方的影响。 

g) 其他因素。 

9 意见形成 

9.1 概述 

对措施的评议意见可包括措施对我国对外经贸的影响，与 WTO等经贸规则的一致性分析等内容。 

9.1.1 措施是否违反非歧视原则，包括国民待遇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主要关注措施

是否给予外国企业低于本国企业的待遇，最惠国待遇原则主要关注措施给予一国的待遇是否给予其他成

员。 

9.1.2 措施是否采用国际标准。如偏离国际标准，是否说明理由，理由是否充分、合理。 

9.1.3 措施是否造成对贸易不必要的障碍（必要性测试）。如可能，如可能，可提出能够实现对方公

共管理目标但对贸易限制更小的替代措施。必要性测试具体意见可咨询相关法律、规则等领域专家意见。 

10 意见处理 

10.1 对外评议意见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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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评议意见的提出机构应准备意见的英文或是其他语种的外文版。 

10.1.2 评议意见一般经由国家或地方政府部门及其授权机构通过国家咨询点对外发送。 

10.1.3 国家或地方相关部门及其授权机构形成的评议意见可借助其外事渠道与其他国家相关机构进

行沟通。 

10.1.4 进出口商会、行业协会、技术机构、企业形成的评议意见，可通过国家或地方相关部门及其授

权机构、驻外分支机构、国外代理商等渠道及其自身的国际合作资源与其他国家相关机构进行沟通。 

10.1.5 国家或地方相关部门及其授权机构对于接收到的评议意见，认为对我国重点产业、地区、企业

影响重大，或是认为评议意见需进一步论证时，可对评议意见进行评估、完善，并将相关情况予以反馈、

确认后，发送至其他国家相关机构。 

10.2 对内工作建议的处理 

对内工作建议的处理包括： 

a) 将意见反馈给国家相关部门； 

b) 将意见反馈给相关全国专业技术机构； 

c) 按照相关工作流程要求，提出项目提案建议，并跟进后续工作； 

d) 其他处理方式。 

10.3 对外评议意见应在评议期内形成并发送至其他国家有关部门。 

10.3.1 评议时间一般为 60天；如需要，可通过国家 TBT、SPS 咨询点向外方提出延长评论期的要求。 

10.3.2 对外评论意见可通过地方政府（商务等部门）报送海关、商务等部门。 

11 意见跟踪 

11.1 评议意见发送至其他国家咨询点或相关机构后，应跟踪意见的接收与处理情况。 

11.2 接收到其他国家的意见反馈后，应将意见翻译成中文，并将中文、外文一并及时转交给意见提出

机构。 

11.3 对于长时间未接收到意见反馈的情况，咨询点、国家或地方相关部门及其授权机构应再次与其他

上合组织国家咨询点或相关机构进行联系，或与该国驻中国领事馆等相关部门联系，督促其反馈意见。 

11.4 对于进出口商会、行业协会、技术机构、企业自行发出的评议意见未收到反馈时，可寻求咨询点、

国家或地方相关部门及其授权机构帮助，督促其反馈意见。 

11.5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成员出台措施，包括企业在内的相关人员可以不低于其给予

本国相关人员待遇的方式，参与缔约方为制定技术法规、国家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而向公众提供的磋商

程序。 

12 后续应对 

12.1 概述 

12.1.1 对于其他国家的反馈意见，认为合理的，建议遵守相关措施。 

12.1.2 认为反馈意见不合理的，可进行以下方式处理： 

a) 针对反馈意见再次提出评议意见； 

b) 提出具体贸易关注（STC）议题； 

c) 提出双边磋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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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其他处理方式。 

12.2 对于尚未通报的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处理 

对于尚未通报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可督促其他上合组织国家进行通报，待其通报后，在评议期内开

展相关评议工作。 

12.3 具体贸易关注（STC） 

12.3.1 概述 

具体贸易关注（specific trade concerns）指经由商务部世贸组织谈判负责部门提交世贸组织技

术性贸易措施（TBT）委员会和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SPS）委员会例会进行正式讨论的议题。具体

贸易关注可基于前述工作的内容，按照以下方式提供相关材料。 

12.3.1.1 背景情况 

所关注措施的具体内容； 

a) 措施发布机关； 

b) 发布（生效）时间，或拟发布（生效）时间； 

c) 对我国产品出口已经或可能造成的影响； 

d) 已经开展的多双边交涉情况； 

e) 前期相关评议意见以及对方回复情况等。 

12.3.1.2 议题意见 

议题意见主要是对所关注措施与国际相关规则的不符合之处进行分析、评论，包括但不限于： 

a) 涉嫌违反国民待遇和/或最惠国待遇原则； 

b) 与国际标准或国际通行做法有实质性差异； 

c) 能够实现其公共管理目标但对贸易限制更小的替代措施； 

d) 措施没有科学依据或科学依据不充分。 

12.3.1.3 意见诉求 

应明确提出具体的意见诉求，主要可包括： 

a) 要求说明、澄清有关规定、做法、提供有关信息； 

b) 要求采纳对通报的措施草案或紧急措施的评议意见； 

c) 要求推迟新近通报的措施的评议期； 

d) 要求推迟发布或实施有关措施； 

e) 要求修改或废止有关措施或其具体内容； 

f) 要求提供特殊与差别待遇和技术援助等； 

g) 其他诉求。 

12.3.2 议题评估 

具体贸易关注议题接收机构应对征集到的相关议题进行评估，评估的内容可主要包括： 

a) 是否基于前期的评议意见； 

b) 前期的评议意见是否收到其他国家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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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议题诉求与前期评议意见的差异性； 

d) 议题诉求是否仍为贸易障碍； 

e) 议题诉求的提出是否符合国际相关规则； 

f) 其他评估要求。 

13 专项合规 

13.1 概述   

专项合规指国家安全、网络安全、知识产权、反垄断、ESG等相对专门专业领域的合规工作。这些

领域的壁垒一部分属于技术壁垒的范畴，有的从国际规则角度看尚未定论。企业可参考技术壁垒评议常

规做法，将合规工作纳入合规管理体系。 

13.2 国家安全，如基于技术标准和认证的网络安全措施经常被视为 TBT措施，成员有向 WTO通报，企

业可进行评论。 

13.3 ESG 相关措施传统上被视为产品生产方法（PPM），贸易规则是否管辖尚无定论。目前，碳关税

等措施可被视为技术壁垒，企业可进行评论。 

13.4 重大贸易壁垒可在世贸组织等场合技术壁垒委员会以外的其他机构如货物贸易理事会等提出关

注。 

13.5 贸易投资关注可在多边、区域框架提出的同时，在双边场合如双边经贸、知识产权、竞争政策等

机制项下提出，并进行交涉。 

13.6 对外投资企业可由适格主体在所在国向司法机构等提起针对相关行政部门的行政诉讼。 

13.7 对外投资因征收等引发纠纷，可通过国际仲裁寻求解决方案。仲裁框架下争端解决所涉法律和司

法问题与 WTO争端解决有一定相通性。 

13.8 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壁垒应对可参照《对外贸易壁垒调查规则》有关内容，并与商务部门沟

通；同时关注有关国家和地区针对电动汽车等行业的相关动向。 

13.9 知识产权包括标准必要专利等、竞争政策包括数字平台治理等相关国际规则和国内政策仍处于调

整中，或规则不清甚至匮乏，企业可参与相关规则和政策讨论。 

14 合规建议 

14.1 可将评议经验纳入企业合规管理体系。 

14.2 可基于对外交涉结果和企业自身技术、产业情况提出企业合规建议，包括技术研发等方面建议。  

14.3 可通过推进企业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推进所参与的团体标准国际化、牵头创建国际性标准化组织

等方式为企业合规做技术支撑。 

14.4 可提出希望政府提供相关支持的政策诉求。 

14.5 可将国际政治动态、国情（风险）、国际经贸规则、国内国际经贸形势作为企业常规合规培训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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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报送技术壁垒评议材料内容指示 

中国政府相关部门通过各种方式向国内协会、企业和地方政府等征集技术壁垒相关信息，以便在世

贸组织、自贸协定以及中外商贸联委会等场合提起关注、交涉，甚至争端解决诉讼，也会通过双边途径

进行交涉。国内相关方在提供信息的时候可按照以下模板提供，以利相关部门整理、分析，高效地组织

交涉和应对。 

本模板不是官方本文，所列内容仅是指示、例式性的。企业和机构提供信息可能不能符合全部要求，

也可酌情提供其认为有必要提供的更多信息。 

A.1 壁垒内容 

A.1.1 国外法规（中英文文本或相关内容）。 

A.1.2 具体产品（HS编码）。 

A.1.3 限制性措施。 

A.1.4 其他与该法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做法。 

A.1.5 时间节点 

A.1.5.1 是否临时措施。 

A.1.5.2 发布时间（评论期）。 

A.1.5.3 生效时间。 

A.1.5.4 实施时间。 

A.1.6 是否向世贸组织（WTO）通报 

A.1.7 法规背景 

A.1.7.1 加强国内监管。 

A.1.7.2 保护国内产业。 

A.1.7.3 其他。 

A.2 2  技术标准 

A.2.1 法规是否援引技术标准。 

A.2.2 相关国际标准（中英文文本或相关内容）。 

A.2.3 与国际标准偏离情况。 

A.2.4 国外标准不合理、不科学之处。 

A.2.5 我国出口企业标准符合情况。 

A.2.5.1 技术符合情况。 

A.2.5.2 成本增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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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5.3 出口影响情况。 

A.3  贸易影响 

A.3.1 国内相关产业 

A.3.1.1 产量、产值、利润。 

A.3.1.2 企业数量、分布、吸纳就业。 

A.3.2 我国出口影响 

A.3.2.1 出口总量、出口占国内总产比例、出口分布、受损情况。 

A.3.2.2 出口企业数量、出口企业分布、员工数量、企业经营影响。 

A.3.3 经贸关系及影响 

A.3.3.1 我国出口占该国进口比例。 

A.3.3.2 该国国内产量、就业、相关监管情况。 

A.3.3.3 新法规对当地生产和我国出口的影响比较。 

A.4 前期交涉 

A.4.1 我国前期交涉情况 

A.4.1.1 企业交涉。 

A.4.1.2 协会交涉。 

A.4.1.3 政府交涉。 

A.4.1.3.1 当地政府。 

A.4.1.3.2 行业主管部门。 

A.4.1.3.3 经商参处。 

A.4.2 联合交涉 

A.4.2.1 与出口国国内机构联合。 

A.4.2.1.1 当地主要企业、进口商及其立场。 

A.4.2.1.2 是否做过当地企业和进口商工作，效果如何。 

A.4.2.2 与其他出口国联合。 

A.4.2.3 是否适用其他国家。 

A.4.2.3.1 其他出口国立场。 

A.4.2.3.2  是否与他国进行过联合应对，效果如何。 

A.4.3 交涉建议 

A.4.3.1 国外负责机构。 

A.4.3.2 国外法规调整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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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3.3 国外法规调整需要的大概时间。 

A.4.3.4 交涉预判。 

A.4.3.4.1 主要难点。 

A.4.3.4.2 交涉切入点建议。 

A.5 联系方式 

A.5.1 当地政府联系方式。 

A.5.2 行业协会联系方式。 

A.5.3 主要出口企业联系方式。 

A.5.4 国外负责部门及其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