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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福建省出口鞋类检测市场,整理收集各主要出口市场国家及区域的技术法规要求、主要出口鞋类

欧美买家测试要求及其认可的检测机构,摸清福建鞋类出口检测市场规模,为稳外贸、促发展,指导国内检测机构

在出口鞋类检测业务领域打破外资第三方检测机构贸易垄断,增强国际市场话语权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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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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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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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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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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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rt
 

footwear
 

buyer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ir
 

recognized
 

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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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urse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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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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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福建省是鞋类出口大省,是中国的制鞋基地之

一。 鞋类作为福建省的传统优势产业,在出口创汇,
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
其产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品种齐全的产业格

局,省内形成福州、泉州、莆田三大产业集群区。 其中

福州地区产品类型为运动鞋和拖鞋,泉州则以运动

鞋、休闲鞋为主,莆田地区以运动鞋、硫化鞋为主。 据

统计,近几年鞋类的出口额在福建省出口产品的年度

总金额中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2019 年中国鞋类出

口额约 480 亿美元,福建省出口额约占全国五分之

一,鞋类出口额近 100 亿美元。 我省鞋类出口主要市

场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主,中东市场、北美市场以及亚

洲和非洲市场占据小部分,出口鞋类检测市场主要被

国外大型第三方检测公司牢牢把控,如瑞士的 SGS、
法国的 BV、英国的 Intertek、德国的 TUV 以及美国的

UL 等。 按照检测费为出口额的 0. 3%估算,预计目前

福建出口鞋类检测市场规模在 2. 0 亿元左右。

1　 各主要出口市场国家及区域的技术法规要求

我省鞋类主要出口市场为美国和欧盟,小部分出

口至中东、日本和韩国等国家,不同国家对鞋类产品

进口有相应的技术法规要求,这些技术法规制约着鞋

类贸易出口,构成贸易技术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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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美国消费品安全改进法案(CPSIA)

美国消费品安全改进法案( CPSIA)即 2008 年 8
月 14 日由美国总统布什签署生效的安全改进法案。
该法令是自 1972 年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CPSC)成立

以来最严厉的消费者保护法案。 新法案除了对 12 岁

及以下儿童产品中铅含量的要求更为严格外,还对用

品中的有害物质邻苯二甲酸酯的含量做出新的规

定[1] 。 此外,该法案还要求建立消费品安全公共数据

库。 对儿童产品所有部件的铅含量实行分阶段限制,
要求在 3 年期限内,最终将产品任何可接触部分总铅

含量的限值由不得超过质量的 600
 

mg / kg(0. 06%),
降至不得超过质量的 100

 

mg / kg(0. 01%)。 法规生效

180
 

d 后起(2009 年 2 月 10 日),任何人提供以下产

品属违法行为。
生产和销售任何含有浓度高于 0. 1%的邻苯二甲酸

二(2-乙基)己酯(DEHP)、邻苯二甲酸二丁酯(DBP)或
邻苯二甲酸丁苄酯(BBP)的儿童玩具或儿童保育物品

均为违法行为;在一个过渡期内禁止生产或销售含有浓

度高于 0. 1%的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DINP)、邻苯二

甲酸二异癸酯( DIDP)或邻苯二甲酸二辛酯( DnOP)
的可被放入口中的儿童玩具和儿童护理产品。

1. 2　 欧盟 REACH 法规

REACH 法规是欧盟对进入其市场的所有化学品

进行预防性管理的法规,其主要内容包括注册、评估、
授权(许可)和限制,取其英文名称的第 1 个字母组合

而成, 即 “ Registration, Evaluation,
 

Authorization
 

and
 

Restriction
 

of
 

Chemicals”,中文名称是“化学品注册、
评估、许可和限制”,该法规于 2007 年 6 月 1 日正式

实施[2] 。 欧盟《关于化学品注册、评估、许可和限制的

法规》(简称“ REACH”)已正式实施。 根据该法规要

求,欧盟委员会将建立统一的化学品监控管理体系,
并于 2012 年前完成所有相关化学品的管理。 与近年

来欧盟实施的各项指令相比,REACH 法规的影响范

围更广,它将欧盟市场上约 3 万种化学产品及其下游

的纺织、轻工、制药等产品分别纳入注册、评估、许可

3 个管理监控系统,未纳入该管理系统的产品不能在

欧盟市场上销售,REACH 是欧盟对进入其市场的所

有化学品进行预防性管理的法规。

1. 3　 日本第 112 号法令

1973 年 10 月 12 日,日本第 71 次特别国会通过

第 112 号法规—《含有害物质家庭用品控制法》,第 2
届田中内阁也批准了该法规。 该法规涉及 11 个方

面,共 12 条。 在此后的 30 多年中,该法规以法律和

政令的方式几经修改,内容也得以不断充实和完善。
其中有关对甲醛含量的控制要求已经被世界各国的

相关法规所广泛引用,而有关甲醛含量测定方法的日

本标准也已成了国际标准和世界各国标准的 “ 蓝

本”。 这个法规就是著名的第 112 号日本法规。 目前

根据该法案要求,针对鞋类产品,婴儿鞋甲醛含量≤
20

 

mg / kg,其他鞋类甲醛含量≤75
 

mg / kg。
 

1. 4　 韩国 KC-MARK 认证

韩国知识经济部( MKE)于 2008 年 8 月 25 日宣

布,国家标准委员会将在 2009 年 7 月至 2010 年 12 月

实行一个新的国家统一认证标志,名为" KC
 

Mark" 标

志,代表 Korea
 

Certification。 现行的 13 种强制标志将

被最终统一到这个新标志下。 此举措带来的一个结

果是,减少供应商在认证费用方面的支出,使韩国 KC
 

Mark 逐步成为一个世界品牌的认证。 但是有个缺

点,最近刚刚颁布的 KCC 标志,将只能实行几年,最
终将被统一到这个新的 KC 标志下。 针对 3 岁以下儿

童产品,包括鞋类采取强制性认证。

1. 5　 沙特阿拉伯 SASO 认证(中东)

SASO 是英文 Saudi
 

Arabian
 

Standards
 

Organization
的缩写,即沙特阿拉伯标准组织。 SASO 负责为所有

的日用品及产品制定国家标准,标准中还涉及度量制

度、标识等。 沙特阿拉伯工业及商务部及 SASO 要求

所有 SASO 认证标准包含的产品在进入沙特海关时

有 SASO 认证证书。 没有 SASO 证书的产品会被沙特

港口海关拒绝入境。 针对鞋类和服装纺织产品 SASO
要求测试项目主要集中在物理测试方面。 企业需要

先和 SASO 沟通,SASO 会给出测试项目,测试要求在

SASO 认可的实验室完成。

2　 主要出口市场买家情况

2. 1　 美国市场主要买家

美国是福建鞋出口的第一大市场,美国各大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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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百货公司及鞋子品牌等主要买家均有下单给福建

出口鞋类工厂,尤其集中在福建莆田地区,像鞋类品

牌耐克 ( Nike )、 安德玛 ( Under
 

Armour )、 斯凯奇

(Skechers)、沃尔玛超市 ( Wal - mart)、好市多超市

(Costco)、塔吉特超市( Target)、多来店超市( Dollar
 

General)、梅西百货公司( Macys)、科尔士百货公司
 

(Kohls)
 

、西尔斯百货( Sears)、彭尼百货( J. C.
 

Pen-
ney)、家庭美元百货公司(Family

 

Dollar
 

Stores)等买家

均有下单给福建出口鞋类工厂。 其中订单数排名及

指定测试买家如表 1 所示。

表 1　 美国市场主要买家排名及指定测试机构

Table
 

1
 

The
 

ranking
 

of
 

major
 

buyers
 

in
 

US
 

market
 

and
 

approved
 

testing
 

companies

序号 买家名称 指定测试机构

1 耐克 通标 SGS、必维 BV、天祥 ITS

2 沃尔玛 UL 认证

3 塔吉特超市 通标 SGS、必维 BV、天祥 ITS

4 多来店超市 通标 SGS、必维 BV、天祥 ITS

5 斯凯奇 通标 SGS、必维 BV、天祥 ITS

6 科尔士百货 通标 SGS、必维 BV

7 好市多超市 通标 SGS、必维 BV、现代 MTS

8 西尔斯百货 通标 SGS、必维 BV、天祥 ITS

9 家庭美元百货 通标 SGS、必维 BV、天祥 ITS

10 梅西百货 通标 SGS、必维 BV、天祥 ITS

11 安德玛 通标 SGS、必维 BV、天祥 ITS

12 彭尼百货 通标 SGS、必维 BV、天祥 ITS、南德 TUV

2. 2　 欧盟市场主要买家

欧盟是福建鞋出口的第二大市场,欧盟各大

超市、百货公司及鞋子品牌等主要买家均有下单

给福建出口鞋类工厂, 尤其集中在福建泉州地

区,像 鞋 类 品 牌 阿 迪 达 斯 ( Adidas) 、 彪 马 ( Pu-
ma) 、 爱 步 ( Ecoo ) 、 健 乐 士 ( Geox ) 和 其 乐

( Clarks) 、迪卡侬超市( Decathlon) 、戴希曼鞋服超

市(Deichmann)、乐购超市(Testco)、奥乐齐超市( Al-
di)、LIDL 超市、ZARA 鞋服连锁店、H&M 鞋服连锁

店、玛莎百货公司( Marks&Spencer) 等买家均有下单

给福建出口鞋类工厂。 其中订单数排名及指定测试

买家如表 2 所示。

表 2　 欧盟市场主要买家排名及指定测试机构

Table
 

2
 

The
 

ranking
 

of
 

major
 

buyers
 

in
 

EU
 

market
 

and
 

approved
 

testing
 

companies

序号 买家名称 指定测试机构

1 戴希曼鞋服超市 通标 SGS、必维 BV、天祥 ITS、南德 TUV

2 阿迪达斯 通标 SGS、必维 BV、天祥 ITS、南德 TUV

3 乐购超市 通标 SGS、必维 BV、天祥 ITS

4 奥乐齐超市 通标 SGS、必维 BV、天祥 ITS、南德 TUV

5 LIDL 超市 通标 SGS、必维 BV、天祥 ITS、南德 TUV

6 ZARA 通标 SGS、天祥 ITS

7 H&M 通标 SGS、必维 BV、天祥 ITS

8 彪马 通标 SGS、必维 BV、天祥 ITS

9 迪卡侬超市 通标 SGS、南德 TUV、天祥 ITS

10 玛莎百货 通标 SGS、必维 BV、天祥 ITS

11 健乐士 通标 SGS、南德 TUV、天祥 ITS

12 其乐 通标 SGS、必维 BV、天祥 ITS、南德 TUV

13 爱步 通标 SGS、必维 BV、天祥 ITS、南德 TUV

2. 3　 其他市场主要买家

美国和欧盟是福建鞋类出口的第一大和第二大

市场,两者约占 75%,其余一些中东市场、日本、韩国

等国家总计约占 25%,中东地区主要买家有零售巨头

Landmark,日本优衣库、韩国乐天玛特超市等。 其指

定的检测机构大部分为通标 SGS、必维 BV、天祥 ITS
等几家大型外资检测公司。

3　 讨论与建议

综上,不难看出,福建省出口鞋类检测市场基本

上被外资检测机构垄断。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检验

检测行业作为服务行业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世
界知名检测机构瑞士 SGS、法国 BV、英国 ITS、德国

TUV、美国 UL 等大批国外检测机构都早已经进入了

国内。 经过 20 多年发展,已完成在国内检测、认证、
检验等领域的业务布局。 同时新增的民资检测机构

也大量涌现。 截至 2020 年 6 月底,全国各类第三方

检测机构数量突破 4. 4 万家,目前检测市场资源已充

分配置,行业竞争激烈,恶性竞争加剧,价格战、周期

战此起彼伏,检测机构的盈利空间被极度压榨。 近几

年随着沿海制造业因为经营成本抬高及中美贸易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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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素影响,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东南亚国
家,第三方检测机构对中国检测市场的发展已不再那
么看好。 尤其是 2020 年受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全球经济陷入停顿或大萧条,第三方检测机构
影响尤为突出,在公布的 2020 年半年财务报表中,瑞
士 SGS 运营利润同比下降 32. 5%,法国 BV 利润同比
下降 43. 3%,英国 Intertek 利润同比下降 32. 4%[3] 。
大型外资检测机构开始在中国裁员或撤掉部分办公室,
很多检测机构安排员工强制休假或停止人员招聘计划。

疫情过后,行业面临重新洗牌,大部分小微检测
机构面临倒闭或被兼并的可能。 未来,随着疫情结
束,鞋类出口订单恢复,鞋类出口检测市场逐渐好转,
当下培育国内检测机构品牌尤其重要,检验检测服务
业作为技术密集型产业,信誉和品牌是其主要的进入
壁垒,也是行业内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与国际和国
内知名的第三方检测机构相比,国内检验检测机构整
体品牌影响力较小,市场份额少,百姓总体认知度不
高。 国际很多大型检测机构特别注重品牌培养,形成
独有的企业文化和品牌影响力,并配有专门的品牌运
营和维护团队。 通过广告、新闻媒体及互联网等多种
途径,进行品牌宣传和推广,扩大品牌影响力。 为此,
笔者认为,培育属于我国的民族品牌至关重要。

综上,提出以下几方面建议:一是扶持一批龙头
民族第三方检测企业,以龙头企业为抓手,对标国际
知名第三方检测机构,在市场营销、品牌战略、信息化

管理、流程管控、质量体系建设方面与国际接轨,通过
5~ 10 年的努力,缩小与国际同行业间的差距,增强国
际知名度。 二是通过兼并整合,形成合力,构建集团
化经营,按产品线管理,增强整体市场竞争力。 我国
第三方检测机构现状是多而不精,事业单位、国营、民
营企业良莠不齐,小、散、弱居多。 通过同行业、跨领
域间的机构整合与兼并,形成集团化管理和经营,配
合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聘请职业经理人管理,激发市
场活力。 三是为国内检测机构提供融资平台。 通过
培育一批上市企业来树立品牌,降低融资与交易成
本,迅速做大做强,使其走出国门,增强国际市场开拓
能力。 如今,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国内也涌现出了
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民族品牌,像华测检测、中国检验
认证集团、谱尼检测等一批上市公司和知名企业,它
们正在检测市场上书写着中国故事,期待未来有更多
的民族品牌,走出国门,享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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