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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非洲国家和地区相对贫困落后，通报意识薄弱，

通报机构设置不完善，技术法规、标准及合格评定程序欠缺

且不透明，相关政府部门能力不足，严重阻碍了贸易便利化

及其自身的发展。我国如何应用标准高质量推进中非经贸合

作值得深入研究。研究和借鉴美国“标准联盟”的实践经验，

一方面对加强我国与非洲国家的交流合作，稳步扩大规则、

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提升我国国际影响力和话

语权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我国有效破除技术性

贸易壁垒，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产业的转型

升级。文章介绍了美国“标准联盟”对非开展技术援助工

作的基本情况及成效，借鉴美国经验并结合我国现状从战

略思路、保障机制和实践操作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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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坚持推进高水平

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

制度型开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2015 年以来，中非合作论坛举办的约翰内斯堡峰

会、北京峰会及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分别宣布实施了

“十大合作计划”“八大行动”及“九项工程”，

将中非经贸合作水平推向历史新高。中国自 2009

年起连续 14 年稳居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

中非贸易额占非洲整体外贸总额比重连年上升。标

准构成了世界贸易的基础 ,我国如何应用标准高质

量推进中非经贸合作，研究美国“标准联盟”对非

技术援助的方法和策略，借鉴美国对非标准合作的

思路，探讨中非标准合作等制度性开放路径，显得

十分必要。

一、美国“标准联盟”对非援助计划简介

美国“标准联盟”（SA）是一项由美国赞助

的援助机制，倡议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帮

助他们更好地实施和遵守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

WTO）技术性贸易壁垒（以下简称 TBT）协定，并

改善发展中国家标准和监管的发展。该机制成立于

2012 年 11 月，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下简称

USTR）和美国国际开发署（以下简称 USAID）在日

内瓦世贸组织 TBT 委员会宣布建立，其目的是为美

国的互惠贸易创造沃土，为双边贸易便利化做好准

备。

2013 年 5 月，USAID 和美国标准协会（以下

简称 ANSI）建立了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正式组建

标准联盟机构，最初的 ANSI&USAID 协议涵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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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的计划，初步预算 500 万美元，其中 50% 由

USAID 出资，50% 由 ANSI 和其他私营部门合作伙

伴出资。联盟负责协调来自私营部门主导的美国标

准化系统的专家向感兴趣的国家提供培训和其他

技术援助，共同推进新机制的运行。

美国“标准联盟”援助计划分两个阶段，第

一阶段于 2013 年 5 月开启，持续至 2021 年，历

经 8 年，TBT 相关培训是第一阶段的重点。第二阶

段于 2019 年开启，与第一阶段的活动同时开展，

计划将在五年期间（2019—2024 年）开展活动，

该阶段的主要工作目标是提高发展中国家实施公

认的国际最佳实践的能力，从而减少出现低质量、

低安全性的产品、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情况，使受援

国能更好地采用国际标准，最终能在全球范围内提

高商品和服务的质量和安全。两个阶段均旨在向发

展中国家提供能力建设援助，但重点领域及活动项

目有所差异。

二、美国“标准联盟”对非援助取得的成效

美国相关组织通过与非洲受援国相关机构签

署系列谅解备忘录，例如，ASTM International

与 CODINORM和 ASN签署了两份谅解备忘录(MoU)。

这些协议授 CODINORM 和 ASN 免费访问 ATSM 的

12 000 多个标准的完整库，并允许采用、参考、

咨询或用作国家标准的基础。该协议对 ASN 特别有

利，在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ASN 维护的标准库仅

包含约 2000 个标准。免费获取 ASTM 标准和咨询

将使 ASN 及其不到 20 名员工能够通过以现有 ASTM

模型为基准来降低与标准开发相关的财务和时间

成本。这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用于采用或制定国家

标准的技术知识和专业知识，同时允许美国营造国

外的监管环境。

此举为美国标准和美国公司赢得市场准入的

机会，为美国与非洲国家长期开展技术与标准的合

作和交流奠定了基础，同时为美国对外投资和出口

铺平了道路，据“标准联盟”报告显示，援助活动

的开展使美国利益相关者的市场壁垒下降了 39%；

美国国家商务部国际贸易管理局也表示，该计划使

美国制造的汽车产品实现销售数亿美元，为整个美

国提供了可观的就业机会。同时，美国“标准联盟”

对非洲国家的影响也不容小觑。

成效一：非洲受援国的技贸措施透明度显著

提高。

透明度的提高是“标准联盟”的三大战略支

柱之一。非洲国家和地区相对贫困落后，通报意识

薄弱，通报机构设置不完善，技术法规、标准及合

格评定程序欠缺且不透明，严重阻碍了贸易便利化

及其自身的发展。但是，非洲的战略地位显著，市

场和经济发展潜力不容忽视。因此，非洲成为“标

准联盟”进行援助的重要区域。他们针对非洲 18

个国家组织了大量的线上线下培训交流活动，通过

培训提高了非洲国家的标准意识。“标准联盟”项

目援助前（1995—2012），非洲提交过通报的国

家有 32 个，共计通报 1483 条。援助项目实施后，

非洲国家通报意识显著增强，提交通报的国家增长

到35个,成功设立多个TBT咨询点。近十年（2013—

2022）非洲国家共计发布通报 8640 条，最近 10 年

的通报总量与援助前的 17 年相比，增加了 5.8 倍。

根据 WTO-EPING 网站公布的数据，2022 年全球发

布通报排前十位的国家中有4个非洲国家，分别是：

乌干达（通报665条，排名全球第一）、坦桑尼亚（通

报 314条，排名全球第五）、肯尼亚（通报 267条，

排名全球第六）、卢旺达（通报 188 条，排名全球

第八），透明度大大提高。

成效二：非洲受援国对国际标准机构的参与

度明显提升。

目前，受标准联盟援助的非洲国家基本都已

成立了标准管理机构，并加入了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标准化体系的建设日益完善。据标准联

盟报告显示，在联盟的援助下，塞内加尔成为国际

电工技术委员会（IEC）的附属国家，在 ISO 技术

委员会中的活动参与度提高了 180%；莫桑比克和

赞比亚加入了 IEC，均为 ISO 的通讯成员，在 ISO

技术委员会中的活动参与度也大大提高，其中：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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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比克参与了 9 个技术委员会及 3 个政策制定委员

会；赞比亚参与了 24 个技术委员会，并且是 3 个

政策制定委员会的观察员。

成效三：非洲受援国家的国家质量基础设施

（NQI）不断完善。

NQI 的建设也是“标准联盟”的三大战略支柱

之一，与贸易便利化、出口竞争力及市场准入紧

密相关，对国家各方面的发展至关重要。标准联盟

对非洲国家的NQI建设援助包括：制定了NQI手册，

以提高受援国对 NQI（标准、计量和合格评定程序）

重要性的认识，该手册的创建将成为援助相关的信

息、知识和资源的存储库，还将为分享国际最佳实

践和建设高效的 NQI 系统提供重要支撑；开发 QI

评估工具草案，编写了详细的问题清单，以补充现

有的世界银行评估工具包，助力伙伴国家的自力更

生。

成效四：增强了受援国家的韧性。

韧性是“标准联盟”的第三大战略支柱，也

是“标准联盟”的最终目标。韧性主要是指政府部

门和关键管理部门的能力，该项目实施的目的是使

受援国的管理方法和水平与美国私营部门相关领

域相匹配，从而加强受援国政府和美国利益相关者

之间的联系，实现可持续增长计划，为未来美国公

司的准入和成功铺平道路。相关项目包括：良好监

管实践、监管影响评估和相关培训；针对美国重视

的优先行业，包括太阳能、建筑规范及自然资源等

行业的政府主管部门开展培训等。如：“标准联盟”

对塞内加尔能源部门进行改造，并对技术人员开展

了太阳能微型电安装、维护和效率提升的实践培

训，为 60% 的塞内加尔缺乏电力的农村区域提供电

力供应。这些项目的实施不仅大大增强了非洲国家

相关管理部门的治理能力，更促使了双方长期可持

续的合作和技术交流，为美国私营部门相关领域进

入非洲市场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借鉴与思考

为有效破除技术性贸易壁垒，提升我国企业

国际竞争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2022 年，市场

监管总局出台了《关于加强技术性贸易措施工作的

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为我国统

筹国际国内规则，促进外贸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提

供了准则和引领。实践表明，我国在合规意识与合

规能力方面，与国际规则还存在一定差距；标准的

国际化程度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尚有距离；与境外经

济体在规则、标准、合格评定程序方面的联动尚处

于起步阶段。

根据美国经验，美国“标准联盟”布局长远，

从国家支持、非盈利组织落地、文化输出、国际标

准、国际规则叠加影响，加上人才培养计划、分国

别渗透，考虑十分周全，影响深远。研究和借鉴美

国“标准联盟”的实践经验，对加强我国与非洲国

家的交流合作，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

等制度型开放，提升我国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具有

重要意义。

鉴于此，笔者建议如下：

（一）借鉴美国“标准联盟”援助战略思路，

服务我国高质量发展大局

美国“标准联盟”有针对性地帮助发展中国

家增强透明度、NQI 和政府部门的韧性，通过减少

贸易壁垒、提高透明度、改善监管发展和促进市场

可预测性，来改善受援国的营商环境、治理能力和

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美国私营部门的市场信心，

为美国与受援国之间的互惠双向贸易提供了有力

的保障。

标准是基础，也是保障。我国《十四五规划

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推进战略、规划、

机制对接，加强政策、规则、标准联通。2021 年，

我国颁布实施《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以下简称

《纲要》），将标准化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

局的战略高度。《纲要》将深入拓展标准化国际合

作作为发展目标，促进标准化发展由数量规模型向

质量效益型转变，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更大作

用。如何实现中非规则、标准、合格评定程序的互

联互通，推动中非高质量发展：一是加强对全球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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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贸易规则的理解和运用，积极参与国际技术贸易

规则标准建设：一方面，要密切跟踪多双边贸易体

制和区域性技术贸易协议的新趋势，不断根据国际

规则调整国内相关政策，系统推进与国际贸易投资

规则相衔接的体制机制。另一方面，要推动我国具

有优势、特色技术标准转化为国际标准，推进我国

与贸易伙伴国家的标准互认，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和

标准制定，提高我国技术贸易规则的话语权。二是

搭建中非技术贸易措施合作平台：积极组建“中非

标准联盟”，实施针对性的援助与合作，推动重要

技术成果、标准、技术法规走出去，积极推进与非

方贸易国的标准与技术法规的互认，为中非命运共

同体向更高水平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二）以美国“标准联盟”的经验为参考，为

推进中非标准合作提供保障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指出：“技术性贸易

措施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其战略性、系统性和关

联性较强，需要站在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谋划和

推进。技术性贸易措施工作涉及中央、地方多个层

级，需要强化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从机制上保障

统一协调、信息共享和快速反应，提高技术性贸易

措施工作的效率。”

在机制保障方面，建议在厘清国家标准化管

理委员会、海关总署标法中心、海关总署国际业务

司、商务部中国政府世界贸易组织通报咨询局等部

门职责边界的基础上，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通过

“中非标准联盟”整合全国自上至下的标准化组织、

40 余个技术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对非龙头企

业、行业协会、学术机构、科研院所，通过共享资源、

共享信息、互相补位，推动中国标准在非洲国际化

应用的进程和落地实施。

在经费结构方面，建议由国家国际发展

合作署牵头，提供国家资金支持（建议出资

60% ～ 70%）；中非论坛等非盈利组织实施，联

合中国对非合作重点产业、央企国企、民营龙头

企业、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等资源（建议出资

30% ～ 40%），成立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在非洲，

建议与非洲国家政府部门、行业协会、标准组织、

科研机构、龙头企业、建立连接，实现信息互通；

在国内，由海关总署牵头，充分发挥部际联席会议

制度的作用，按需构建多层次的协调管理机构和快

速反应机制，提高系统整体的服务效能，更好地服

务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在人才培养方面，要重视技术贸易人才的培

养，尤其是精通技术贸易国际规则、涉外技术贸易

诉讼与谈判的专业人才。通过开展技术贸易专业综

合教育和培训，建立健全技术贸易领域人才的职业

能力评价和激励机制，参与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的

实战训练，造就一支熟练掌握技术贸易国际规则、

精通专业技术的国际化、职业化、可持续的人才队

伍。

（三）结合中国国情，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对非

标准合作方案

1. 深入调查评估 ,制定符合中非实际的合作战略

海关统计数据，2020—2022 年，中国对非贸

易的重点国别分别为：尼日利亚、南非、埃及、加纳、

肯尼亚、坦桑尼亚、阿尔及利亚、利比里亚、摩洛哥、

塞内加尔，而南非、埃及、加纳、肯尼亚、坦桑尼亚、

摩洛哥、塞内加尔均是美国“标准联盟”援助国家；

其中，肯尼亚、坦桑尼亚、加纳、埃及和南非的通

报十分活跃，且是美国“标准联盟”援助的重点国

家。我国应在积极应对美国“标准联盟”影响的同

时，避开其输出的重点国别和重点产业，以受美

国等发达国家影响较小的国家和地区为切入口，

推动中非标准合作。此外，建议在合作之前对目

标国家做详细的调查评估，包括：经济发展程度、

NQI 水平、政府机构的态度、相关重点产业的发

展状况、相关企业的参与意愿等，依据评估结果，

采取相应的合作策略。

2. 依托政产学研力量，加速中非标准联盟的

试点和落地

借鉴美国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建议依托政、

产、学、研力量，共同助推中国标准进入非洲。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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