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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当今市场上，有毒食品、有毒家具不为稀

奇，但当“毒衣”也袭来时，消费者还能再淡定吗？除

企业缺少社会责任，代工厂商与品牌企业的矛

盾也为“毒衣”制造添上一笔。企业在产业

链上，或许有高有低，但是在保证产品

质量，共同为消费者营造健康

的消费环境上，品牌企业

与代工厂商责任

相当。

服装染毒 14家知名企业“光荣”上榜

品牌企业与代工厂：难以“一荣俱荣”必定“一损俱损”

■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霍玉菡 杨 颖 魏小央 实习记者 杨 璠

近日，绿色和平组织发布的一个调查报告让数家知

名服装品牌卷入了“涉毒”风波。该报告题为《毒隐于衣——

全球品牌服装的有毒有害物质残留调查》，其内容显示：今年 4

月至 5 月份，绿色和平组织在中国、阿根廷等全球 18 个国家采购

了 15 个服装品牌的 78 件样品，其中 52 件样品被测出残留有毒有

害物质。其中包括阿迪达斯、耐克、CK、彪马、李宁等 14 个全球知名

运动服装企业。

“毒衣门”一出，立即引发了市场的轩然大波。该报告刚一公布，

各品牌便迅速做出反应：耐克、彪马称将在 2020 年前淘汰供应链中所

有的有毒有害物质。李宁公司则承诺将于 2019 年在供应链中最终消除

影响环境的化学物质。然而，在各大公司的“诚恳态度”背后，并没有务

实的解决方案，也没有具体的“疗毒”措施。

服装“涉毒”，消费者自然会指责服装品牌本身。但是，追查有毒

服装到底来自何方，“毒源”便指向了为这些知名品牌生产衣服

的代工厂商。

公众指责品牌，品牌推脱代工厂商。这场风

波到底责任归谁？

NPE与代工工厂

据 了 解，将 知 名

品 牌 卷 入“ 涉 毒 ”漩

涡 的 物 质 ，名 为

NPE。 这 是 一 种 常

见的表面活性剂，被

广泛用于印染、清洗

等工序。虽然，添加

了 NPE 成分的印染

助剂以后，衣服的印

染 效 果 会 更 好 ，但

是，NPE 被排放到环

境中，其分解出的有

毒 物 质 会 对 生 物 的

性 发 育 产 生 不 良 影

响，严 重 的 甚 至 会 引

发恶性肿瘤。

其 实 ，鉴 于 NPE

对 人 体 和 环 境 的 危

害 ，欧 盟 已 于 2005 年

颁 布《关 于 化 学 品 注

册 、评 估 、授 权 与 限 制

的法规》，禁止纺织生产

行 业 中 使 用 NPE；中 国

环保部和海关总署也在

今 年 年 初 将 NPE 加 入 了

《中国严格限制进出口的

有毒化学品目录》，首次将

NPE 列为禁入进出口物质名单。然而，尽管中国在对外贸易中明令禁止

了 NPE，但国内市场目前尚未有文件对 NPE 施行限制。这就让一些投

机者钻了空子。

该事件发生后，各大品牌自然引来骂声一片，而为这些品牌加工成衣

的代工工厂也难逃苛责。

而这所谓的代工工厂，通常是指不做设计只进行生产加工的企业。

南开大学经济系教授金岩进一步解释道，“代工需求商为了进一步削减成

本，创造更大的收益，向加工制造成本低廉的国家和地区转移制造业。而

这也为经济起步较晚的地区带来了巨大商机。”目前，中国东南沿海分布

着许多代工厂商，这也是为什么，即使你身处欧洲和美国的时装街，也会

随处可见贴着“Made In China”标签的商品。

但是，制造业过于集中也产生了不良效果。在此次 NPE 污染报告中，

78 件样品的生产地均在发展中国家，产自中国的多达 28 件，其中李宁品牌

所有涉及产品均来自于中国。之所以那么多品牌集体沦陷，很大程度上

就在于为其加工衣服的厂商集中过于密集，行业操守也较为一致，后果可

谓是“一损俱损”。

脱节的供应链

虽然弄清楚了 NPE 源于代工厂商，但需要注意的现实是，生产成本

常常压得代工厂商喘不过气来。调查显示，目前，国内已经有替代 NPE

的无毒助剂产品，但由于使用这些产品生产成本要高出 5%至 10%，因此

利润已经很低的代工厂商为了避免亏本并没有选择使用 NPE 的替代

品。这虽然不能成为其制造“毒衣”的理由，却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反映了

制造商的困境。

专家认为，代工企业生产的产品“带毒”的确与自身节约成本有很大

的关联。金岩指出，代工企业的盈利点非常低，很多时候为了扩大盈利，

不得不“过度节约”。

“在不该省的地方也要省，这是代工企业换取经济利益的‘法宝’，出现

原材料以次充好，甚至不惜违规操作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金岩说，“另

外，代工需求方也难脱干系。因为他们往往把代工价格压得非常低，几乎是

以成本价交由代工企业生产，侧面上也加重了产品出现问题的风险。”

专家表示，人们对品牌方的指责往往更加严厉，不仅因为他们是产品

的主要责任者，也是因为从根本上说，代工需求方在商品的生产管理上存

在漏洞，监管不到位，又忽略了代工企业的经济利益，才导致劣质产品频

频出现。

金岩教授告诉记者，在全球代工链条上，代工企业与品牌企业之间往

往处于一种不对等的地位，这几乎是国际产业链分工的潜规则。这也使

得，即便是曾经的韩国三星和现在富士康这样的代工“巨无霸”，也不敢真

正与苹果、戴尔等品牌厂商叫板。

“而且，代工工厂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利润空间较小，为了攫取最大

的利润，唯有从压低劳动力报酬上入手。”金岩继续解释道，“现在不仅人

工成本逐日增加，整个社会物价上涨更是带来了制造业成本的全面上升，

代工企业的日子是异常艰辛的。”

所以，在“毒衣门”事件中，品牌商和代工企业是两大责任人，但大多

数的专家并不倾向于各打五十大板。

“代工需求方的问题的确更多一些，不仅表现在迫使代工企业低价接受

了代工业务，还表现在其对产品监管不到位甚至根本没

有监管，因此是事件发生的主因。”金岩说，“不过，代工企

业也应该对其产品所用原材料设置严格的标准，并在采购时

进行检测，淘汰不合格的产品，这是它必须要承担的责任。”

树立良心底线 建立对话机制

专家建议，要解决代工企业和品牌商之间供应链脱节的问题，

双方首先要建立起积极的对话机制。这样可以帮助品牌商了解代工

企业的处境，合理调整双方合作模式，使代工方能获得更多的利润空

间。此外，品牌企业也应加强对代工方的监督，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

时，保证产品的质量。

而除了品牌商和制造商之间需建立对话机制，企业和政府、政府和相

关社会组织（如环保组织）、企业和社会组织之间，也应加强联系，使原

本相对隐匿的产业链能够公开，这样一来，对产业链的各方都可以

产生监督的作应。

金岩教授指出，建立对话机制，公开供应商或者

供应链，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很直观地监测

和及时查处相关企业，从源头

上 杜 绝 此 类 事 件 的 发

生。

也 有 业 内 人 士 提

出，代工企业的生存压

力过大，应该保留一定

的生存底线。对此，金

岩教授谈道：“这个底

线不能 以 企 业 的 生 产

利 润 来 衡 量 ，否 则 必

然 会 出 现 类 似“ 毒 衣

门 ”的 事 情 。 除 了 相

关 的 监 管 政 策 发 挥 作

用之外，代工企业应以

良 心 标 准 来 设 定 底

线 。 代 工 企 业 应 该 在

保证盈利的前提下，努

力 提 高 产 品 的 质 量，不

能以次充好、以假充真，

更 不 能‘ 带 毒 ’，用 危 害

员 工 和 消 费 者 的 生 命 健

康 和 安 全 来 换 取 利 润 。

归根于一句话，即法律的

底 线不能坐穿，良心的底

线更要守住。”

代工企业的产品遭遇苛责，员工待遇也饱受诟病。

在 2008 年，一位名叫马克·M 的英国顾客在购买了一部新 iPhone 手

机后，意外发现一名中国女孩的可爱照片出现在屏幕上。这张照片被

上传到了互联网，引起了大量网友的“围观”。有网友说，女孩的微笑代

表了一线工人的笑容，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工人的乐观与豁达。有专家

表示，女孩的笑容告诉世人，产品缔造者是美丽的，他们的工作正在为

全球经济做出贡献。

但美好的景象总是不容易保留，没多久，就传出了富士康员工连续

跳楼自杀的消息，而多家代工厂也相继沦为“血汗工厂”。在迪士尼的

代工厂里，工人们要忍受克扣工资、工伤事故频发的待遇；在苹果的代

工厂里，多数工人因正己烷而健康受损。如此来看，这些最美的产品缔

造者，目前正承担着身体与心灵的煎熬。

就 像 那 位 叫 马 克·M 的 英 国 机 主 那 样，使 用 如 iPhone 这 样 的 时

尚 电 子 产 品 的 消 费 者 难 以 想 到，在 产 品 靓 丽、光 鲜 的 表 面 背 后，交

织 着 血 汗 与 暴 利 ，数 千 万 年 龄 在 16 岁 至 24 岁 之 间 的 年 轻 中 国 工

人，拿 着 低 工 资 与 极 少 的 加 班 费，在 高 工 作 强 度 的 流 水 线 上，正 以

消 耗 他 们 一 生 中 最 美 丽 的 青 春 年 华 为 代 价 ，生 产 着 像 iPhone 这 样

高利润率的产品。

而对于资方而言，平心而论，在全球的产业链中，以富士康为代表

的代工企业，也只是处在利润的低端环节，他们只是一群为追逐廉价劳

动力而不断向西部、往北方迁徙的“候鸟”。

恰如《郭台铭与富士康》一书中的描述：“当产品定价下降 30%，你

首先一定要让订单数量增加 30%，接下来再多下超过 30%的订单，才能

增加三成的营收，但问题是你一定不可以增加 30%的人力！”从郭台铭

的表述我们不难看出，在大量增加订单的基础上，只有不增加人力投

入，也才能获得三成的营收。大众可以说，这些代工企业为图薄利不顾

工人死活，一条条鲜活的生命也将拷问以富士康为代表的业者良心。

但这些用中国人口红利换取营收，靠攫取剩余劳动资本盈利的代工厂，

如何谈得上改善工人待遇？

如今，已经爬上利润“金字塔”最顶端的品牌企业，正以“高姿态”俯

视代工企业。毕竟在代工企业生产愈发艰难的时候，这些品牌的订单

就成了他们的“衣食父母”。虽然说品牌企业与代工厂商你来我往，关

系密切，但是想要“一荣俱荣”恐怕没那么容易。品牌企业拿走了大部

分的利润，剩给代工厂商的就会寥寥无几。

不 过，生 存 在 夹 缝 中 的 代 工 厂 商，只 要 面 临 劳 资 关 系 以 及 产 品

质 量 问 题，品 牌 企 业 也 从 未 逃 过 责 任 的 追 究 。 相 反，舆 论 也 都“ 一

边倒”地指责品牌企业未尽其社会责任。企业得到的利润越多，承

担 的 责 任 也 应 该 越 多 。 想 要 把 责 任 完 全 推 给 代 工 厂 商，恐 怕 也 不

容易。

“一荣俱荣”虽然无法做到，但“一损俱损”是肯定的。

法律讲“连带责任”，老百姓说“唇亡齿寒”，品牌企业或许应该更理

解其中含义。与其出事之后推脱显得不大气，不如放低姿态与代工厂

商改善关系。明晰责任与制度，同时，避免过度苛责代工厂商。甚至可

以越过代工厂商，直接为其员工发放福利。要认清，为你服务的代工工

厂与工人，也是品牌企业的重要形象，伤不起。

五年前，时任商务部长的薄熙来曾说，中国卖出 8 亿件衬衫才能买

回一架 A380。龙永图更甚，称中国至少还要再做 20 年衬衫。目前，中

国的人口红利极度透支的情况下，代工厂商生产艰难，那下一个遭遇困

境的，会是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