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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全国绿色制造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３３７）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中环联合（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中联认证中心（北京）

有限公司、北京国建联信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浙江世友木业有限公司、浙江升华云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戴尔（中国）有限公司、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美国环保协会、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浙江美欣达纺

织印染科技有限公司、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海信容声（广东）冷柜有限公司、

新凤鸣集团湖州中石科技有限公司、中策橡胶集团有限公司、江苏新春兴再生资源有限责任公司、天能

电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用电气（中国）有限公司、莱州市莱玉化工有限公司、特变电工国际工程有限

公司、山东御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新疆河润水业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格林曼环境技术有限公司、浙江海

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三峰卡万塔环境产业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奚道云、张小丹、周育清、贾轶卓、尹靖宇、于永淼、孙婷婷、赵锋、单明威、

倪月忠、赵建忠、韩培信、朱莉萌、高鹏、马奇菊 、张晋、龙方胜、银波、李伟杰、刘志军、管永银、卢青、

杨春明、毛书彦、卢罡、李云霞、肖锋、邵波、王宏志、刘路、陈浩、彭泽均、靳熠成、高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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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绿色供应链是在传统供应链基础上，将绿色制造、产品生命周期和生产者责任延伸理念融入企业业

务流程，综合考虑企业经济效益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人体健康安全要求的供应链系统。实施绿色供

应链管理是提升企业竞争力，实现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

绿色供应链管理评价是制造企业绿色发展及绿色供应链管理的重要环节，企业进行自我评价，可以

发现绿色供应链管理薄弱环节，持续改进和不断完善供应链管理系统；第二方（相关方）或第三方绿色供

应链管理评价结果，可以为采购商或消费者提供绿色采购依据。

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涉及产品全生命周期过程，还涉及整个供应链系统供应商、物流商、销售

商、用户和回收利用及废弃物处置等相关方，绿色供应链管理要素多、评价指标多。本标准依据

ＧＢ／Ｔ３３６３５—２０１７制定的原则和框架，以及ＧＢ／Ｔ３９２５９、ＧＢ／Ｔ３９２５８及ＧＢ／Ｔ３９２５６等标准要求，

参考国内外绿色供应链先进企业的管理实践，遵循全面、系统、客观和公正等原则，建立绿色供应链管理

评价指标体系，明确计算方法及评价流程。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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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制造　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评价规范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评价的目的和范围、企业基本要求、评价原则及要求、评价

流程及评价报告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的评价和改进，可用于企业自我评价、第二方（相关方）评价

或第三方组织评价。

２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２．１　

供应链　狊狌狆狆犾狔犮犺犪犻狀

生产及流通过程中，涉及将产品提供给最终用户所形成的网链结构。

注：供应链可包括供应商、制造商、物流商、内部配送中心、分销商、批发商以及联系最终用户的其他实体。

［ＧＢ／Ｔ２４４２０—２００９，定义３．１］

２．２　

绿色采购　犵狉犲犲狀狆狉狅犮狌狉犲犿犲狀狋

企业在采购活动中，推广绿色低碳理念，充分考虑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安全健康、循环低碳和回收

促进，优先采购和使用节能、节水、节材等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原材料、产品和服务的行为。

［ＧＢ／Ｔ３３６３５—２０１７，定义３．２］

２．３　

绿色供应链　犵狉犲犲狀狊狌狆狆犾狔犮犺犪犻狀；犌犛犆

将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理念贯穿于企业从产品设计到原材料采购、生产、运输、储存、销售、使用

和报废处理的全过程，使企业的经济活动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上下游供应关系。

［ＧＢ／Ｔ３３６３５—２０１７，定义３．３］

３　评价目的和范围

３．１　评价目的

依据绿色供应链管理目标和要求，基于企业业务流程，通过对制造企业供应链全过程、各环节有关

绿色要素的识别、分析和评价，评估企业供应链绿色化程度，发现问题，识别可改进和提升空间，为企业

绿色供应链管理的提升以及相关方绿色采购提供依据。

３．２　评价范围

３．２．１　涵盖制造企业从产品设计、材料选用、采购、生产、运输、储存、包装、使用、回收利用、直至最终处

置全生命周期过程。

３．２．２　涉及制造企业及有关的供应商、物流商、销售商、最终用户以及回收、拆解、再利用及废弃物处置

等相关方。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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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３　包括产品和物料的正向物流和信息流，还包括产品和物料的逆向物流和信息流。

３．２．４　绿色供应链信息化管理及信息披露。

４　企业基本要求

４．１　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企业建设和经营过程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

４．２　具有明确的绿色供应链管理工作目标和具体的实施规划和措施，依据相关绿色供应链管理国家标

准建立了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相关信息化管理系统并有效运行。

４．３　提供的评价文件和数据资料真实有效。

５　评价原则及要求

５．１　评价原则

评价指标全面、系统、科学。评价依据完整、准确、可信。评价过程规范，评价文件完整、统一、清晰、

可追溯。评价结果客观、准确、公正。

５．２　评价方式

绿色供应链管理评价可由第一方（企业自我评价）、第二方（相关方，如采购方）或第三方组织实施。

第一方评价结论可用于企业绿色供应链改进或企业自我声明。当评价结论用于对外宣告时，应由具备

评价资格、独立于企业的第三方评价机构进行。第二方和第三方评价前，应对企业基本要求（第４章）符

合情况予以核实、确认。

５．３　评价方法

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评价采用打分法。依据绿色供应链管理评价指标、要求和评价依据，文件评审

和现场评审相结合，通过综合打分进行评价。

５．４　评价指标选择原则

５．４．１　全面性和系统性原则

评价指标应涵盖的评价范围见３．２，评价指标体系应全面系统、层次清晰。

５．４．２　可量化和可测量（或可评价）原则

评价指标应可量化、可测量或可评价，满足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水平定量分析和客观评价需要。

５．４．３　独立性和代表性原则

评价指标应相对独立并且具有代表性。指标及权重应体现产品（或行业）特征，突出企业（或行业）

重要绿色属性。

５．５　评价指标体系及要求

５．５．１　 指标构成

绿色供应链管理评价指标分为三级，表１给出一级和二级评价指标，其中一级评价指标７项，二级

评价指标３５项，三级评价指标由企业、行业或评价方自行确定。

根据指标的重要程度，二级评价指标分为必选指标和可选指标两类，其中７个为必选指标，２８个为

可选指标。根据指标可量化程度，评价指标分为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两类。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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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绿色供应链管理一级和二级评价指标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说　　明

１

２

３

４

战略及目标

绿色发展规划和目标Ｘ１０１ 必选指标

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Ｘ１０２ 必选指标

机构、职责和资源Ｘ１０３ —

持续改进Ｘ１０４ —

５

６

７

８

绿色设计

产品绿色设计Ｘ２０１ —

工艺绿色设计Ｘ２０２ —

包装绿色设计Ｘ２０３ —

重点管控物料清单Ｘ２０４ 必选指标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绿色采购

管理文件Ｘ３０１

绿色采购要求Ｘ３０２

绿色供应商选择Ｘ３０３

供应商风险评估Ｘ３０４

供应商审核监督Ｘ３０５

供应商绩效评价Ｘ３０６

应急管理和响应Ｘ３０７

文件及信息管理Ｘ３０８

沟通与培训Ｘ３０９

必选指标

必选指标

—

—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绿色生产

生产合规性Ｘ４０１ 必选指标

重点管控物料管理Ｘ４０２ —

污染物排放Ｘ４０３ —

用能设备Ｘ４０４ —

用能和用水计量系统Ｘ４０５ —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Ｘ４０６ —

用水量控制Ｘ４０７ —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绿色物流

管理制度Ｘ５０１ —

物流方案Ｘ５０２ —

产品运输、储存要求Ｘ５０３ —

运输工具Ｘ５０４ —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回收利用及末端处置

回收体系Ｘ６０１ —

下游企业协同Ｘ６０２ —

无害化处理Ｘ６０３ —

回收利用绩效Ｘ６０４ —

回收利用标识Ｘ６０５ —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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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说　　明

３４

３５

绿色信息管理及披露
绿色信息管理Ｘ７０１ —

绿色信息披露Ｘ７０２ 必选指标

５．５．２　指标选取及要求

５．５．２．１　评价指标选取应根据企业（或行业）产品特点、行业要求以及相关法规、政策、标准、相关方（如

采购方）要求或企业绿色制造要求，指标应包括表１一级评价指标，二级评价指标由企业或评价方依据

表１选取或增加，三级指标由企业或评价方参考附录Ａ表Ａ．１指标说明自行确定，但应对指标的选取

和确定的原则及依据予以说明。

５．５．２．２　必选评价指标为企业必须达到的指标，如企业或行业有特殊原因可调整，但应详细说明。

５．５．２．３　企业或评价方应对可选评价指标选取和新增评价指标做出相应说明，根据指标对产品生命周

期和供应链系统资源、生态环境和健康安全影响的重要程度，确定指标权重和分值。

５．５．２．４　定量指标主要包括重点管控物料使用情况、污染物排放量或浓度、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单位产

品用水量控制、回收利用绩效等。定量指标应统一计算方法，数据要求准确、统一、真实，必要时，对数据

来源和数据质量进行分析和说明。

５．５．２．５　指标选取应考虑动态性（如政策、法规和标准的变化，指标的时间特性等），适时进行调整。

５．５．２．６　定性评价指标应说明评价的依据。

５．６　评价过程

第三方评价过程应根据评价流程（参见附录Ｂ，企业自我评价和第二方评价流程可适当简化）和企

业绿色供应链管理关键环节，收集评价信息，核实各种信息的可靠性、合理性和合规性，进行综合评价，

主要过程：

———查看资质文件、管理文件、报告文件、统计报表、原始记录；

———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对相关人员的座谈；

———实地调查、抽样调查；

———对评价证据进行分析；

———评价企业是否满足评价指标要求。

５．７　评价结果

５．７．１　评分计算方法

必选指标为企业应达到的基本要求，必选要求不符合，不能评为绿色供应链合格企业。指标总分值

为１００分，指标权重和分值可由行业、企业或评价方确定，评价综合得分（犳）为各项指标值的总和。某

电子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评价指标案例参见附录Ｃ。

５．７．２　评价结论

评价结论分为合格和不合格。共分为５个等级，详见表２。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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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评价结论分级

评价结论 分　　级 条　　件

合格

一级 必选项符合，且犳≥９０

二级 必选项符合，且８０≤犳＜９０

三级 必选项符合，且７０≤犳＜８０

四级 必选项符合，且６０≤犳＜７０

不合格 五级
必选项指标缺失或不符合要求；

或必选项符合，但犳＜６０

６　评价报告

６．１　评价报告内容及要求

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评价报告应充分体现评价组在现场开展评价的实施过程，内容简要、证据

充分支撑评价结论。针对每一项评价条款的要求，详细阐述评价的过程和判定企业符合情况的充分依

据，对引用的关键内容给出证据文件来源，对计算给出详细的计算过程和数据依据，做到证据和信息可

信、内容精要、判定准确。

评价报告应包括（不限于）以下内容：

———企业产品及工艺过程简述；

———供应链管理及其绿色性指标；

———评价信息（评价范围、评价数据来源、评价依据和记录等）；

———评价方法、指标选取、指标权重和分值、结果解释等其他说明；

———数据来源和数据分析说明；

———评价结论及说明等；

———问题及风险分析；

———改进建议等。

６．２　评价报告责任要求

第三方评价机构对出具的绿色供应链管理评价报告负责，对报告内容的真实性承担责任。企业或

相关方对评价报告内容有异议时，评价机构有责任进行解释说明。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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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评价指标

表 Ａ．１给出了绿色供应链管理评价指标构成、指标说明、评价依据及证明材料说明。

表犃．１　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评价指标

序号
一级指标

及权重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评价依据及证明材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战略及

目标

绿色设计

绿色发展规划、目

标Ｘ１０１

将绿色发展战略纳入企业规划，制定３年～

５年供应链绿色提升目标，确定每一年的分目

标，如：

●　绿色发展战略规划；

●　绿色供应链提升目标（尽可能量化）

管理文件

绿色供应链管理

体系Ｘ１０２

建立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可与企业现有管理

体系整合），建立统一、协调的管理程序文件

（或标准），如：

●　产品绿色设计；

●　绿色采购；

●　绿色生产；

●　绿色物流；

●　绿色回收及末端处置；

●　绿色信息管理及披露等

管理体系文件及相关标准等

机 构、职 责、资

源Ｘ１０３

建立有效的组织机构（或对现有机构及资源进

行整合），满足绿色供应链管理需要。提供必

要的人力、财力、设备、信息及知识等资源，以

保障机构的有效运行；

明确绿色供应链管理相关部门、人员和职责

管理文件及相关支持性文件

持续改进Ｘ１０４

持续改进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关注供应商和

回收处理企业（包括产品和服务）的绿色持续

改进，以满足绿色供应链管理持续改进需要

管理体系文件及运行记录

产 品 绿 色 设

计Ｘ２０１

对产品进行绿色设计或对现有产品进行绿色

改进设计。提高产品绿色性（如资源消耗、环

境排放、有害物质使用、回收利用性等）；

产品满足相关方绿色性要求（来自标准、采购

方或其他相关方）

法规、政 策、产 品 标 准、相 关 方

要求；

设计管理程序和过程文件、产品设

计文件、产品说明书等；

产品检测或评价报告等

工 艺 绿 色 设

计Ｘ２０２

对工艺技术、流程及工艺设备进行绿色属性识别

和核查，针对重点问题进行工艺优化和改进

相关法规、政策、标准、设计开发文

件及其他支持性文件

包 装 绿 色 设

计Ｘ２０３

对包装物进行减量化、可回收、可降解、无害化

设计

相关法规、政策、标准、设计文件及

其他支持性文件

重点管控物料清

单Ｘ２０４

识别与核查产品及生命周期物料的绿色属性；

明确重点管控物料清单及要求。满足法律法

规、产品相关方及企业绿色制造总体目标要求

相关法规、政策、标准、设计文件；

ＧＢ／Ｔ３９２５９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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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序号
一级指标

及权重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评价依据及证明材料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绿色采购

管 理 制 度 及 标

准Ｘ３０１

绿 色 采 购 要

求Ｘ３０２

绿 色 供 应 商 选

择Ｘ３０３

供 应 商 风 险 评

估Ｘ３０４

供 应 商 审 核 监

督Ｘ３０５

供 应 商 绩 效 评

价Ｘ３０６

应 急 管 理 和 响

应Ｘ３０７

文 件 及 信 息 管

理Ｘ３０８

沟通与培训Ｘ３０９

制定系统的绿色供应商选择原则及绿色供应

商评估、监督、业绩评价管理程序，形成标准或

管理制度文件

明确产品／服务绿色采购要求，并有效落实

制定绿色供应商准入条件，对新增供应商进行

资格认证，对发生生产变更的供应商重新进行

评估，定期对合格供应商进行抽查，以确保供

应商符合准入条件

对供应商进行风险评估，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对

供应商实施分类管理

对合格供应商定期审核监督，推动供应商持续

改进

对供应商定期进行绿色绩效评价，如：

●　产品绿色化程度；

●　生产过程绿色化程度；

●　生产变更情况；

●　审核监督与改进；

●　异常事件与整改；

●　管理过程综合评价等

制定供应商管理应急预案，定期收集供应商合

规性信息，检验、测试供应商的产品／服务的符

合性，出现异常情况启动应急管理和响应程

序，对异常情况进行有效应对

建立并保存绿色采购过程记录文件，确保采购

管理过程的可追溯性

企业绿色采购要求及时传递给供应商，如必

要，对供应商进行培训或相应指导

ＧＢ／Ｔ３９２５８；管理文件

采购技术要求及过程文件、记录等

ＧＢ／Ｔ３９２５８；

管理文件、过程文件和记录等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绿色生产

生产合规性Ｘ４０１

企业生产和经营活动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政

策、法规和标准要求，包括节能减排和环保

合规

相关政策、法规和标准；

企业节能减排合规性证明；

企业执行的法律法规清单；

企业环保合规性证明等

重点管控物料管

理Ｘ４０２

依据重点管控物料清单及要求，确定生产过程

重点管控物料管理程序，并进行有效管理

相关国家、行业标准；企业管理程

序文件和记录等

污染物排放Ｘ４０３
监测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温室气体排放以

及噪声数据，并满足国家和地方的标准

相关法规、政策及标准；

环境监测数据或报告及支持性

材料

用能设备Ｘ４０４
不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淘汰设备；

使用节能机电推荐目录中的设备

国家节能设备目录和淘汰设备

目录；

企业重点用能设备台账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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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序号
一级指标

及权重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评价依据及证明材料

２２

２３

２４

绿色生产

用能和用水计量

系统Ｘ４０５

建立和健全用能计量系统，监测和记录生产过

程中的能源及水资源消耗；

定期进行分析，识别企业的节能减排潜力，制

定节能减排的计划

ＧＢ１７１６７、ＧＢ２４７８９；

企业用能计量设备台账；

企业能耗监控记录；

管理文件及记录

单位产品综合能

耗Ｘ４０６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符合相关国家、行业标准中

的限额要求；

没有相关标准的，应达到行业平均水平。（装

备、电子、电器等离散制造业可采用单位产值

或单位工业增加值指标）

相关国家或行业标准；企业近三年

产品综合能耗值

用水量控制Ｘ４０７
开展节水评价工作，且满足行业取水定额要求

（如果有）

ＧＢ／Ｔ７１１９、ＧＢ／Ｔ１８９１６（所有部

分）及相关支持性文件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绿色物流

管理制度Ｘ５０１
企业内部物流和外部（原材料供应商以及产品

和回收产品的承运方）物流符合绿色物流要求

企业绿色物流管理文件及有关

记录

物流方案Ｘ５０２

对物流方案进行优化，满足产品运输有关绿色

性要求（如果有），减少运输过程中能源消耗和

污染物及噪声排放；

产品及包装物可回收的企业，建立逆向物料渠

道和管理程序

（特殊）行业物流要求；

相关管理文件和记录

产品运输、储存要

求Ｘ５０３

根据产品特性，如需要，制定保证产品完整性

及防止有害物质泄漏的运输、储存要求，如：运

输过程特殊要求，仓储环境条件要求（如：温

度、湿度、光照等要素）等

相关管理文件和记录

运输工具Ｘ５０４
定期检查运输工具安全状况，防止运输过程中

物品丢失、散落及危险品泄漏
运行记录

２９

３０

３１

回收利

用及末

端处置

回收体系Ｘ６０１

识别产品／包装物回收利用的可能性，以及识

别产品／包装物生产过程及运输、使用过程废

品、废弃物或消耗品的回收利用的可能性；

产品及包装物可回收利用的企业，建立生产者

责任延伸制度

相关法规、政策或相关国家／行业／

产品标准；

企业程序文件、管理流程及相关

文件

下 游 企 业 协

同Ｘ６０２

指导下游企业回收、拆解及再利用，建立产品

及包装物回收拆解文件，并传递给下游相

关方；

通过培训和现场辅导等方式提高零部件、原材

料以及产品的回收率；

防止在回收利用过程中产生二次污染

相关文件和记录

无害化处理Ｘ６０３

对没有再利用价值的废弃物进行无害化处理，

有害或危险废弃物应交给有相应资质的组织

处理，并保留相关记录

一般固体废弃物处置相关记录；

危险废弃物处置合同、处置单位资

质、转移联单等资料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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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序号
一级指标

及权重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评价依据及证明材料

３２

３３

回收利

用及末

端处置

回 收 利 用 绩

效Ｘ６０４

定期统计产品／包装物回收利用指标，如：

●　产品可回收利用率；

●　实际回收利用率；

●　循环利用材料的使用率；

●　材料利用率；

●　废品率等

相关标准及行业基准数据（如果

有）；

计算方法等

回 收 利 用 标

识Ｘ６０５

对可回收利用的产品／材料及包装物进行

标识；

对再生利用品和再制造品按规定进行标志

相关标准及企业文件

３４

３５

绿色信

息管理

及披露

绿 色 信 息 管

理Ｘ７０１

绿 色 信 息 披

露Ｘ７０２

对企业及供应商绿色信息进行规范管理，信息

可查询、可追溯，并在供应链系统有效传递；

建立绿色供应链管理信息平台（可与企业信息

化系统融合），功能包括：

●　基础信息管理；

●　绿色设计系统；

●　绿色物料管控；

●　绿色供应商管理；

●　绿色生产信息管理；

●　绿色物流和末端处置；

●　绿色信息披露等

披露企业绿色供应链相关信息，如：

●　绿色发展战略、目标及企业合规性声明；

●　政府及相关管理部门的要求定期披露企

业的环境排放、能源等数据；

●　产品绿色属性及有害物质使用情况；

●　产品拆解、回收处理及循环利用信息；

●　绿色供应商信息等

ＧＢ／Ｔ３９２５６；

企业信息化管理系统；

管理文件及记录等

ＧＢ／Ｔ３９２５６；

相关文件及信息披露媒介

　　注：序号带的为必选指标，其他为可选指标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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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评价流程及要求

犅．１　评价基本流程

第三方评价基本流程包括申请评价、评价前准备、评价、技术评审及出具报告等阶段，详见图Ｂ．１。

图犅．１　绿色供应链管理评价流程图

犅．２　实施评价

犅．２．１　评价机构受理绿色供应链管理评价申请时，应对制造企业申请要求的符合性和评价活动的可行

性进行评审，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地方环保、安监网站等渠道对申请企业的合规性与信用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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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进行调查，审核企业基本要求的符合性，在企业满足第４章要求基础上进行评价工作。

犅．２．２　评价组由组长及数名组员构成，评价机构应确保评价组具备覆盖绿色供应链管理评价需要的各

种知识和能力，包括绿色制造、环保、低碳、节能、安全、质量、循环经济、可再生能源等。

犅．２．３　评价机构受理评价申请后，应通过对企业提交的全部资料进行文件评审，识别出后续现场评价

的重点。

犅．２．４　评价机构应根据文件评审结果、制造企业工艺复杂程度、规模大小、厂区数量和分场所位置、相

关数据量的大小、计划的抽样数量等因素，策划现场评价方案和企业准备材料清单。

犅．２．５　通过走访生产现场及相关人员、查阅文件和记录、访谈相关主管部门负责人（必要时）、汇总数据

等方式对企业实际的绿色供应链管理水平进行评价，并提出改进建议。评价组在现场获取的信息必须

确保真实有效，能够满足评价要求。

犅．３　编写评价报告

完成现场评价工作后，评价组长应负责按时完成评价报告的编制工作，评价报告内容及要求见第

７章。

犅．４　技术评审

犅．４．１　评价机构应建立技术评审制度对评价活动进行内部质量管控，应安排至少１名具备能力的非评

价组成员对评价报告进行技术评审。技术评审可采取文件审核的形式，对评价组的所有工作文件以及

企业提供的证据资料进行评审，必要时可访问评价组成员和企业。

犅．４．２　技术评审发现评价证据不能支撑评价结果的情况，应开出澄清项给评价组整改，如果有影响评

价结果的问题评价组不能解决，技术评审人员应根据问题的性质调整评价分数，必要时可改变评价

结论。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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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资料性附录）

某电子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评价案例

犆．１　本案例给出某电子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评价指标权重、部分二级指标分值及符合性说明。表Ｃ．１

为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评价表。

表犆．１　某电子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评价表

序号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指标

要求

评分

标准

评价依

据及证

明材料

符合性

说明
得分

１ 战略及目标 １０％ 略

２ 绿色设计 １５％ 略

３ 绿色采购 ３０％

管理制度及标准Ｘ３０１

绿色采购要求Ｘ３０２

绿色供应商选择Ｘ３０３

供应商风险评估Ｘ３０４

供应商审核监督Ｘ３０５

供应商绩效评价Ｘ３０６

应急管理和响应Ｘ３０７

文件及信息管理Ｘ３０８

沟通与培训Ｘ３０９

略

１０分

１０分

１５分

１５分

１５分

１５分

５分

１０分

５分

略

见Ｃ．２（本案例在绿色采购

评价中仅选取管理制度及

标准、绿色采购要求、供应

商风险评估、供应商绩效评

价和沟通与培训五项指标，

给出简要的符合性说明 ）

４ 绿色生产 １５％ 略

５ 绿色物流 １０％ 略

６
回收利用及

末端处置
１０％ 略

７
绿色信息

管理及披露
１０％

绿色信息管理Ｘ７０１

绿色信息披露Ｘ７０２

略
６０分

４０分
略 见Ｃ．３

总分

犆．２　绿色采购符合性说明

犆．２．１　管理制度及标准

犆．２．１．１　受评价方有较为完善的绿色采购制度和程序文件，如绿色采购目标、标准；绿色采购流程；绿

色供应商筛选、认定的条件和程序；绿色采购合同履行过程中的检验和争议处理机制；绿色采购信息公

开的范围、方式、频次等；绿色采购绩效的评价；实施产品下架、召回和追溯制度。

犆．２．１．２　受评价方建立了供应商评价体系，发布了《供应商手册》，要求所有制造类供应商必须通过责

任商业联盟行为准则（ＲＢＡ）审核，直接采购的元部件供应商必须高于１２０分，优先采购类供应不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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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分。受评价方还要求供应商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必须通过环境和社会责任相关管理体系认证，如

ＩＳＯ１４００１、ＩＳＯ４５００１、ＩＳＯ５０００１、ＳＡ８０００等管理体系认证，将供应商的管理体系建设纳入风险评估

范围。

犆．２．２　绿色采购要求

在选择原材料管控方面，受评价方不使用对环境和人体有害的物质，尽量使用低毒无害的原料，并

将低毒无害的要求写入采购要求传递给相关方，采购的原材料需检验合格后才用于生产。受评价方坚

持从源头抓产品的合规性，严格监管供应商。受评价方要求供应商对产品进行生态设计，保证了产品全

面符合欧盟ＲｏＨＳ法规的要求，并逐步规划有毒有害物质的减量化及技术替代。受评价方要求所有供

应商都必须签署一致性公告，该公告以ＩＳＯ／ＩＥＣ１７０５０１为蓝本，确保所有产品材料均符合受评价方的

环境政策。要求供应商在对自身资源能源消耗、污染物排放、有害物质使用等进行有效管理，受评价方

定期在污染物排放与转移数据（ＰＲＴＲ）平台进行环境绩效披露，供社会各界监督。

犆．２．３　供应商风险评估

犆．２．３．１　受评价方收集供应商现已公开的环境数据，结合环保政策及环境执法行动，对供应商的环境

风险进行大数据分析，根据后台的逻辑计算，对现有的供应商的环境风险进行分类，分为高风险、中风险

和低风险供应商。针对高风险供应商，增加对其进行环境现场专项审核及培训和能力提升项目。

犆．２．３．２　受评价方的供应商，包括二级供应商，如果属于高风险的，必须按照要求每两年做责任商业联

盟行为准则（ＥＩＣＣ）的审核，供应商必须将审核结果通知受评价方，并对不符合项进行整改。供应商应

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不符合项的整改，严重不符合项需要在７２ｈ内完成整改。对于到期仍未整改的情

况，受评价方保留终止供应商合同的权利。

犆．２．４　供应商绩效评价

犆．２．４．１　受评价方建立了供应商审核机制，每个季度都对供应商的环境绩效进行季度考核，并将考核

结果纳入下一个季度采购计划。根据绩效考核结果进行订单量的分配，对于绩效较差的供应商，会逐渐

减少其订单，直到其退出受评价方供应链。

犆．２．４．２　受评价方全球供应链社会环境责任团队负责供应商环境责任审核结果改善的跟进工作，要求

供应商对突出的环境等问题限期改善，并将改善进度加入供应商季度绩效考核中，对于改善不力的供应

商，采取采购策略推动其改善。在供应商改进过程中，受评价方针对供应商的突出问题，对其进行培训

和能力建设，以帮助和提升供应商社会环境责任管理能力，与受评方共同改进。

犆．２．４．３　受评价方对所有潜在及现有供应商进行社会环境责任审核，以确保产品生产过程完全满足社

会责任要求。对于潜在供应商进行电子行业行为准则审核，该审核涵盖环境保护、能源管理、职业安全

及健康、人力资源、工时、商业道德等多方面，供应商必须通过该审核并满足受评价方设定的最低准入标

准，方可进入企业供应链，为企业提供产品和服务。对于现有的供应商，每两年进行社会环境责任再次

审核，审核结果较前一审核周期有所改善方可保留供应资格。

犆．２．５　沟通与培训

犆．２．５．１　建立供应商培训和合作机制，受评价方供应链社会环境责任部门制定年度供应商培训计划，

根据供应商社会环境责任管理方面的薄弱环节，举办针对性的主题培训，对于供应商现场管理的不足，

进行一对一的辅导及远程咨询服务，确保供应商能够满足受评价方供应链环境管理要求。

犆．２．５．２　受评价方通过培训平台发布培训信息，对供应商进行绿色供应链培训和技术辅导，培训内容

包含质量、能效、排放、有害物质管控等方面，供应商可根据需求选择培训项目、名称、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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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３　绿色信息管理及披露符合性说明

犆．３．１　绿色信息管理

犆．３．１．１　全面绿色信息管理

犆．３．１．１．１　受评价方收集最新的环保法律、法规要求、工厂所在区域重要的环境监督执法行动及重大事

件等可能对工厂的正常生产造成重大冲击的外部关键信息，保证受评价方及供应链企业可以及时应对

因外部政策法规变化或环保督查等事件带来的管理挑战。

犆．３．１．１．２　受评价方建立了绿色供应链信息平台，收集绿色设计、绿色采购、绿色生产、绿色回收等过程

的数据。

犆．３．１．１．３　受评价方绿色供应链地图能够全面、自动、及时地获取供应商公开的环境绩效数据，如工厂

实时在线废水排放数据、历史违规记录、周边居民环境投诉、环境组织曝光记录等信息，并将环境绩效数

据及时纳入工厂的环境数据档案，实现对供应链企业的全方位、实时监测。

犆．３．１．１．４　受评价方的绿色供应链地图还能够及时获取供应商工厂周边的敏感信息，以便于评估工厂

周边环境对工厂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及生产中断。例如，绿色供应链地图可自动获取工厂周边自然水

体断面污染监控数据、工厂所在区域的空气污染指数、工厂周边的环境敏感点（如学校、医院、居民住宅、

商业综合体等），使供应商能够根据周边环境变化及时调整相应生产工作。

犆．３．１．２　绿色信息平台建设

犆．３．１．２．１　供应商管理信息系统

受评价方建立了统一的供应商管理、评估管理信息化平台。建立统一的供应商档案，可实时显示供

应商绩效评估状况，系统可以显示供应商环境地图、供应商数据分析、进行审核管理及用户管理操作。

例如在系统数据分析界面中，可以清晰看到各级供应商分布情况及数量。

犆．３．１．２．２　产品生产及溯源系统

受评价方实施对生产产品的全生命周期数据跟踪，以车间生产过程执行系统（ＭＥＳ）为建设核心，

受评价方对每一个零部件进行了身份二维编码，确保每一台产品的数据可追踪。

受评价方可通过产品可追溯查询（ＰＰＩＤ）系统实现产品溯源，在窗口中输入产品唯一编码即可查询

该产品所有零部件的信息。

犆．３．２　绿色信息披露

犆．３．２．１　采购及供应商管理信息披露

受评价方绿色信息披露平台完善，每年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企业及供应商的节能减排等信息、

供应商审核结果。将企业的供应链管理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向社会披露，从而建立起了企业与上下游的

供应商、公众和相关方等的交流和信任。

受评价方对核心供应商有关绿色信息在其主页网站进行披露，涵盖了企业９５％采购额供应商，在

数据平台上披露供应商环境绩效，并形成绿色地图。

受评价方通过绿色供应链地图对３５５家重点污染供应商进行全天候的不间断环境风险监控，对其

中的已经识别的６５家高环境风险供应商进行了预警，并制定了风险管控方案，有力地保障了受评价方

供应链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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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３．２．２　供应商生产绿色信息披露

犆．３．２．２．１　为确保供应链环境信息透明度，受评价方要求９５％采购额供应商在碳排放信息披露平台

（ＣＤＰ）每年披露其年度碳排放及水资源消耗数据，并要求其对公众进行披露。对于污染排放较大的供

应商，要求其在ＩＰＥ网站进行污染物产生与转移信息（ＰＲＴＲ）信息披露，以确保其污染排放信息透明。

受评价方还要求重污染供应商在其公司主页网站或工厂门口信息栏等方式对外公布其环境污染信息，

并接受公众监督。

犆．３．２．２．２　受评价方每年通过官网发布上一财年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２０２０福祉传承计划年度更新报

告》，报告中有专门的章节主要披露受评价方在节能排放、资源使用、绿色发展和供应链管理等方面的相

关情况。

犆．３．２．３　销售及回收信息披露

受评价方通过其社会责任报告《２０２０福祉传承计划年度更新报告》披露绿色产品信息、销量和产

品回收信息，在“环境”栏目中对可回收电子产品的目标进行披露。并且通过专栏宣传鼓励客户返还老

旧电子设备，以提高电子设备返回率。

犆．３．２．４　有害物质在供应链中的流向披露

受评价方通过工艺化学品管控项目，主要针对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化学品对员工可能造成的职业伤

害，实施风险管控和替代、减量、工程控制和个体防护。实现了高毒高危害化学品禁用的披露。

犆．３．２．５　发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指南

受评价方针对其产品制定了拆解和处理指南，受评价方在其官方网站上对外发布了产品拆卸指南，

将电脑主机、显示器、笔记本电脑、液晶面板、线路板、阴极射线管等产品或零部件的处置流程传递到相

关方，内容包括可再生零部件清单、拆解方法、步骤及各部分利用方式等。

注：本案例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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