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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规定起草。

本文件评价实施规则依据：GB/T33635-2017《绿色制造 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导则》及

GB/T39257-2020《绿色制造 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评价规范》制定，作为公司对各类组织开展绿色供

应链管理活动的基本规则。

本文件由广东赛欧认证检测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广东赛欧认证检测有限公司起草。

本文件由广东赛欧认证检测有限公司批准。

本文件首次发布 2024 年 07 月 01 日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杨芳芳、张树明、王小霞、李新华、李静岩、洪君志、柯立良、杨裕中、孔明、

赵云乌兰、张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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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供应链管理认证实施规则

1 目的

1.1 本规则用于规范绿色供应链管理认证活动。

1.2 本规则依据认证认可相关法律法规，结合相关技术标准，对规范绿色供应链认证过程作出规定，明确企

业绿色供应链认证过程中德相关责任，保证绿色供应链认证活动的规范、有效。

2 范围

2.1 本文件适用于广东赛欧认证检测有限公司（下称 SOCC 或本机构）对申请组织实施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

管理认证活动，以满足第三方认证制度要求以及作为提供认证服务的规范。

2.2 本文件规定了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认证应遵循的原则、方法以及信息通报等内容。

2.3 本文件是对 SOCC 从事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认证活动的基本要求，并在双方签订认证合同时予以确

认和采用。

3 认证依据

3.1 GB/T 33635-2017《绿色制造 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导则》

3.2 GB/T 39257-2020《绿色制造 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评价规范》

说明：为简化文字描述，本文件中的“审核、审查、评价、评估、检查、审定、核查”等活动均表述

为“审核”。

4 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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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33635 绿色制造 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导则

GB/T 39257 绿色制造 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评价规范

GB/T 39256 绿色制造 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信息化管理平台规范

GB/T 39258 绿色制造 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采购控制

GB/T 39259 绿色制造 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物料清单要求

GB/T 43145 绿色制造 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逆向物流

GB/T 28612 绿色制造 术语

GB/T 28616 绿色制造 属性

ISO/IEC 17021 合格评定 管理体系审核与认证机构的要求 第 1 部分：要求

ISO 19011 管理体系审核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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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5.1 供应链 supply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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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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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绿色采购 green procu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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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绿色制造 green manufacturing

现代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其目标是使得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中，资源消耗极少、生态环境负面

影响极小、人体健康和安全危害极小，并最终实现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持续协调优化。

注：绿色制造包含绿色设计和绿色生产。

绿色设计 green design：是一种全新的设计理念，又称为生态设计、环境设计、生命周期设计。是在

产品全部生命周期内着重考虑产品的环境属性，包括节能性、可拆卸性、寿命长、可回收性、可维护性和

重复利用性等。

绿色生产 green production：绿色生产要求比常规生产方法能显著节约能源和资源，同时，在生产过

程中，最大限度地避免或减少对人体伤害和环境污染，例如：减少辐射、噪音、有害气体及液体等对人体

的伤害和对环境的污染。

5.4 绿色销售 green sales

企业在销售过程中充分满足消费需求、争取适度利润和发展水平的同时，能够确保消费者的安全和健

康，遵循在商品的售前、售中、售后服务过程中注重环境保护的资源节约的原则。

5.5 绿色消费 green consumption

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倡导消费者在消费时选择未被污染或有助于公众健康的绿色产品；二是在消费

过程中注重对垃圾的处置，避免环境污染；三是引导消费者转变消费观念，崇尚自然、追求健康，在追求

生活舒适的同时，节约资源和能源，实现可持续消费。

5.6 绿色回收 green recycling

考虑产品、零部件及包装等的回收处理成本与回收价值，对各方案进行分析和评价，确定出最佳回收

处理方案。

5.7 绿色物流 green logistics

在整个物流活动的过程中，尽量减少有害物质的产生，如：降低废气排放量和噪声污染、避免化学液

体等商品的泄漏对土壤和水源的污染等，尽可能减少物流对环境造成的危害，实现对物流环境的净化。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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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使物流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如：降低能耗、提高效率等。绿色供应链的物流过程包括前向物流和逆

向物流。

5.8 有害物质 hazardous substance

对人、动物、植物或生态环境具有直接、间接或潜在危害性的物质。

注：包括产品及其生命周期中使用以及生产的物质，分为禁用物质和限用物质。

5.9 生命周期 life cycle

产品系统中前后衔接的一系列阶段，从原材料获取或自然资源的生成，直至最终处置。

5.10 逆向物流 reverse logistics

与传统供应链反向，为价值恢复或处置合理而对原材料、中间库存或最终产品实施的从消费地到起始

点的物流活动过程。

5.11 智能仓储 intelligent warehousing

一种利用信息化技术和先进管理手段，实现入库、出库、盘库、移库管理的信息自动抓取、识别、预

警及智能管理功能的仓储管理方法。

5.12 绿色供应链 green supply chain(G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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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绿色供应链包括绿色采购、绿色制造（绿色设计和绿色生产）、绿色销售、绿色消费、绿色回收

以及绿色物流等，结构组成如下图所示：

前向物流 逆向物流

绿色供应链管理

绿色

采购

绿色

制造

绿色

运输、

销售

绿色

消费

绿色

回收
分类

检验

废物

处置

再生

资源

无 害

处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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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供应商绿色管理 green management of supplier

在保证采购产品质量和性能的前提下，为降低上游供应链资源、能源、环境负面影响和健康安全风险，

对供应商进行协调和控制活动。

5.14 绿色属性 green attributes

组织、过程、产品和物料的资源、能源、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安全特性。

5.15 绿色 green

以有利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人体健康为主旨，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理念。

5.16 边界 boundary

组织确定的物理界限、场所界限、原辅材料界限或产品、物流区域界限、服务内容界限或上下游组织

界限。

注 1：边界可以是一个物理界限或场所界限、一个或一组过程界限、一个完整的组织或一个组织所控制

的多个场所、一种或一系列原辅材料或产品的界限等。

注 2：围绕核心产品的供应链评价边界由组织识别并确定。

5.17 绩效指标 performance indicator

表达组织对其特定因素（如环境因素、风险因素以及关键过程或指标）进行管理所取得的可测量结果

相关信息的特定形式。这些指标应当是客观的、可验证的、可测量和可再现的。

6 认证基本原则

6.1 公正性。保持公正是提供第三方认证的必要条件。SOCC 通过申请评审、审核方案策划、现场审核与认

证决定等过程控制，确保审核过程的公正、客观。

6.2 能力。能力是指经证实的应用知识和技能的本领。SOCC 通过审核人员管理机制，保障的人员能力是提

供可建立信心的认证审核的必要条件。

6.3 责任。SOCC 基于获取的客观证据基础上进行审核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做出认证决定。

6.4 公开性。为确保诚信性与可信性，SOCC 采用透明运营的方式，公布有关认证审核过程和状态的适宜、

及时的信息，或提供获取上述信息的公开渠道。

6.5 保密性。SOCC 采取措施对任何关于认证客户的专有信息予以保密（除书面授权或法律要求外），但 SOCC

享有获取充分评价认证审核符合性所需的信息的特别权利。

7 绿色供应链管理评价原则及要求

7.1 评价原则

1）评价指标全面、系统、科学。

2）评价依据完整、准确、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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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评价过程规范，评价文件完整、统一、清晰、可追溯。

4）评价结果客观、准确、公正。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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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评价范围

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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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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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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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3 绿色供应链信息化管理及信息披露。

7.4 评价指标选择原则

7.4.1 全面性和系统性原则。评价指标应涵盖评价范围，评价指标体系应全面系统、层次清晰。

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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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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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评价指标

7.5.1 绿色供应链管理评价指标分为三级，其中一级指标包括战略及目标、绿色制造（绿色设计/绿色生产）、

绿色采购、绿色物流、绿色消费与回收利用及末端处置、绿色信息管理及披露等；二级评价指标 35 项；需

要时，三级评价指标根据企业或行业的特性设定。

7.5.2 二级评价指标设定了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必须达到基本要求的必选评价项。若必选项评为无（得分

0），则不能评选为绿色供应链合格企业。

7.5.3 评价指标分为定量和定性两类指标。评价指标详见附录 A。

7.6 级别划分

7.6.1 根据绿色供应链企业评价指标体系，必选项符合后，将各二级指标评分相加（即将二级指标满分分值

归一化为 100 分，实际打分分值对应转换，确定最终分值），依据最终得分对供应链企业进行绿色评级。

7.6.2 指标总分值 100 分，评价换算得分（f)为各项二级指标值得总和，评价结果分为 5 个等级。级别划分

详见详见附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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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绿色供应链管理评价（审核）流程

通过

不通过

9 认证人员要求

9.1 审核人员需取得 CCAA 质量和环境管理体系审核员或具有供应链管理体系审核资质，并应具备 ISO 19011

中 7.2.2 所述的职业素质和 7.2.3.2 所述的通用知识和技能以及通过绿色供应链管理要求的培训且合格。

9.2 实施申请评审以确定所需的审核组能力、选择审核组成员并确定审核时间的人员，与复核审核报告并做

出认证决定的人员应具备 ISO/IEC 17021-1 中规定的相关知识以及通过绿色供应链管理要求的培训且合格。

10 认证程序

10.1 认证申请

10.1.1 申请组织基本条件

1）持有法定的登记注册证明，如独立法人地位证明文件等。如果申请方为组织的一部分（无

独立的法人资格），应持有组织的授权证明等。

2）具有较完善的能源资源、环境管理体系，各项管理制度健全，符合国家和地方的法律法规及标准规

范要求，近一年无重大安全和环境污染事故；没有被执法监督部门责令停业整顿或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系

统中列入“严重违法企业名单”。

3）拥有数量众多的供应商，在供应商中有很强的影响力，与上下游供应商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4）有完善的供应商管理体系，对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有明确的工作目标、思路、计划和措

施；建立健全的供应商认证、选择、审核、绩效管理和退出机制。

5）认证客户获得 SOCC 的认证后，按认证合同规则支付认证费用，并接受 SOCC 的监督；并承诺始终遵

守认证有关的规定，承担与认证有关的法律责任。

6）认证客户获得 SOCC 的认证后，需按照 SOCC 的规定，及时通报可能影响绿色供应链管理活动的能力

和有效性的信息。

10.1.2 申请组织提供的基本信息

企业

评审

申请

企业

信用

与合

规性

评估
不 予

受理

成立

审核

组、

确定

审核

时间

文件

评审

现场

审核

技术

评审

出具

审核

报告

与评

价星

级证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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