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减碳划重点｜可持续采购及

供应链干什么？怎么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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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各行各业，低碳减碳已是大势所趋。面对监管与投资方的压力以

及消费者偏好的改变，企业皆在减少自身活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对许多

企业而言，设计、采购及供应链环节是碳排放的“主力军”。以全新的视

角看待上述环节，在保证产品性能与质量达标（甚至超标）的同时，力减

产品全生命周期内的资源消耗，建立可持续的供应链管理体系并落地保障

机制，已成为各行各业的当务之急。 

在本主题的上篇中，我们聚焦产品设计环节进行了探讨。本文将聚焦

采购与供应链环节，进一步分析提升可持续性的工具、系统与机制。 

采购及供应链环节对可持续性影响的重要性已愈益凸显。对中国先进

制造商而言，提升可持续性已成为企业转型的一大核心驱动力，其效益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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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将直接影响先进制造企业的品牌形象和风险管控，也直接影响到中国

企业的海外市场拓展。 

先进制造企业在提升采购及供应链环节的可持续性时，通常较为关注

三大话题：一是对供应链能源结构现状的梳理；二是确定企业自身的碳排

放基线；三是建立减碳目标，包括建立减碳成本曲线等。针对第一点，企

业可以充分利用可持续发展工具，深入了解自身情况，合理调整企业内部

能源结构，并制定合适的目标以及行动路径。但在后两点上，并不是所有

企业都重点明确，思路清晰。针对这一现状，我们相应提出了三大问题供

企业思考，并列举了能够对症下药的分析工具。 

验证碳排基线、优化减碳路径 

问题一：与同业可持续发展先驱相比，企业关注的碳排放范围是否存

在差距？差距能否得到优化？ 

巧用数字工具对标全球领先企业，跨行业实现碳排放范围的测量与对

比。基于本地排放因子数据库，对温室气体排放源进行分析，再将结论以

数据仪表盘概要及可视化分析的方式呈现。该方法可以验证企业测算碳排

放基线的方法论，并在发现差距时及时进行优化（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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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二：企业减碳目标是否符合行业及第三方认证机构认可的最佳实

践？与同行对比是否具备足够的前瞻性？ 

企业广纳专业洞见，并从行业研究报告中获取必要的数据支持。通过

结合专业数据库（如 GreenVault），企业可验证自身的减碳目标与行业最

佳实践是否一致，并借助行业减碳目标对标，以及业界访谈来分析其前瞻

性。与此同时，企业也可通过工具寻找已完成碳足迹核准的零部件，设计

出权威第三方认证机构认可的方案。 

问题三：如何测算新产品带来的碳排放变化？如何为新产品制定合适

的减碳目标？ 

评估新产品的碳排放表现时，企业可上传材料清单，“零碳产品”方

案（Zero Carbon Product）便会自动生成各材料排放基线，并以报告的

形式呈现产品减碳路径（见图 2）。此外，专家访谈和零碳制造行业专业洞

见等手段也能帮助企业梳理供应链能源结构现状，优化升级产品的碳基线

测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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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供应链管理体系及落地保障机制 

企业若想搭建一个完整的可持续供应链管理体系，并落地保障机制，

需要锁定五大方面进一步细化设计： 

一：以碳中和为目标优化供应商准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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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挑选新的供应商时，需要有一套坚实的业务政策和指南作支撑，

这样才能在源头上确保筛选出不满足标准的供应商。此外，企业也需纳入

监管考量，并参考客户和公众需求，实现供应商准入流程的持续优化。某

领先汽车制造商将碳中和纳入企业价值主张，实现了采购环节的供应商准

入流程优化： 

首先，该汽车制造商在企业层面宣布了生产和价值创造，以及产品与

服务方面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在汽车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电动汽车销量、

全球环境信息研究中心（CDP）供应链计划中与生产相关的采购量份额等

方面制定了详细的数字。同时，明确将“可持续运营”纳入企业的价值主

张。 

其次，该企业在范围三，即价值链上下游设定了明确的排放目标，并

在供应商行为准则中纳入可持续发展要求，以推动供应商做出相关承诺。

比如： 

二、建立完善的供应商评估与管理机制 

挑选出合适的供应商后，企业需在供应商评估、管理与赋能方面制定

宽严并济的机制，并视具体情形提供定制化选择。考虑到各供应商在排放

量、排放范围，及减碳旅程所处阶段等方面存在差异，我们建议供应商基

于碳排量/足迹成熟度等指标进行分类，以制定差异化的减碳路线图（见图

3）。这样一来，企业在与供应商互动时便可分清主次，并在扩张过程采取

差异化的互动方式。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69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