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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全球价值链需要大量不同来源的原材料，因此可能对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生态功

能以及商品产地社区的权利和生计产生重大负面影响。 商品价值链的绿色化是应对这些挑

战的有效策略。 绿色价值链为实现对自然危害更小的经济和更安全、更稳定的生产、贸易

和消费提供了双重前景。 越来越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者正在通过负责任的商品生产和采购

以及循环经济实践来追求更绿色的价值链，以延长产品寿命、促进材料再利用和减少浪

费。   

中国正处于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 2050 年建成“美丽中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迈进的新发展阶段。 “十四五”开启了新征程的序幕，强调发展的质量、安全和可持

续性高于增长的数量。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经济的背景下，中国正在推进以国内大循

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格局。 中国还承诺力争在 2030 年二氧化碳

排放达到峰值，到 2060年实现碳中和。这些战略目标凸显了价值链稳定、绿色发展的必要

性。 绿色价值链也与中国的“六稳”“六保”政策紧密契合，供应链安全被列为 “六

保”之一。 构建绿色价值链将为实现上述目标提供解决方案和现实路径。 

作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中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核心。 得益于全球价

值链带来的历史性经济增长，中国现在可以利用其影响力为全球价值链的绿色化做出贡

献。 为此，2020 年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持开展全球软性商品价值链绿色化

专题政策研究 (CCICED, 2020)，分析了中国在全球软性商品价值链绿色化中的意义和行动

策略。 本研究正是基于上述研究基础，可视为对上述研究中描述的行动理由的补充。  

本研究对软性商品价值链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提供了更详细的法规和技术分析，以

鼓励软性商品价值链的尽职调查和可追溯性，以及相关的贸易和金融措施。 本研究探讨了

软性商品价值链合法性和可持续性的新规范，以及国内外在尽职调查和可追溯性措施（包

括技术的作用）方面的经验。 要点包括： 

 主要市场正在制定法律，要求对软性商品采购的合法性/可持续性进行尽职调

查。   

 许多提供软性商品的国家都有限制森林转化和退化的法律，并有追溯系统来核实

商品的生产是否符合这些法律。 对于在法律严格但治理薄弱的国家生产的大宗商

品，中国可以通过要求或鼓励中国企业开发和应用自己的尽职调查和可追溯系

统，来管理从非法或不可持续来源采购的风险。 在此过程中，中国可以汲取其木

材行业开展木材合法性核查计划的经验。   

 WTO 规则允许中国在双边和多边贸易协议中纳入措施，以打造软性商品价值

链。 中国可以与加入此类协议的软性商品生产国合作，共同设计相关的绿色标准

和实施机制。   

本研究还探讨了循环经济如何助力中国价值链绿色化，通过回收再利用、减少消费和

食物浪费，以减少对原材料的需求及对生产国的相关环境影响。 重点关注服装、食品、木

材和塑料，因为这些行业对气候的影响很大，而且与这些行业相关的废物和污染数量巨

大。 此外，服装、食品和木材与软性商品价值链有直接联系。要点包括： 

 采用循环经济的做法，通过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3Rs）来减少生产中的原

材料投入，可以减轻上游软性商品生产的压力。这些做法提供了大幅减排的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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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有助于中国实现碳中和承诺。   

 循环经济的方法，包括绿色消费和生活方式、可持续采购、产品共享平台、产品

即服务、二级市场等，与全球范围内的持续增长是一致的，是创新的催化剂，这

些创新将为国家和企业提供商业机会和竞争优势。   

 在 3Rs 中，减量化是影响最大的，其次是再利用，然后是资源化。减量化从影响

习俗和习惯开始。这与中国的整体理念和生态文明理念是一致的。然而，需要有

创新的政策和金融工具，通过影响、管理和鼓励大规模的可持续的实践来加速社

会转型。   

 主要发达国家普遍在全球价值链下游开展循环经济实践。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

国，中国拥有巨大的全球贸易机遇，但这需要政策的培育和支持。中国的政策制

定者必须保持开放的心态，不断更新政策，跟踪并借鉴国际经验，引领全球循环

经济趋势。   

本研究最后提出了支持中国绿色价值链战略的建议措施。 这些措施有助于中国实现

“十四五”新发展模式、“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及 2030 年碳达峰、2060 年碳中和的目

标。 研究建议，中国应抓住历史机遇，加快全球价值链绿色化进程，采取以下行动： 

 针对软性商品价值链，完善尽职调查相关法规要求，推动追溯体系技术进步，开

发绿色金融工具，采取有助于价值链绿色化的贸易政策，进而推动经济社会整体

实现绿色转型。   

 在价值链上游的生产环节和下游的消费环节中纳入循环经济原则，运用提高产品

标准、绿色金融、先进技术、强化监管、创新商业模式等手段，鼓励全球范围内

生产和消费的可持续转型。 

 加快构建覆盖价值链上下游的绿色价值链推进机制与技术支撑体系，以落实上述

优先行动。   

具体建议包括： 

 构建并宣传中国绿色价值链战略框架； 

 完善软性商品尽职调查和追溯系统建设法规体系； 

 推动尽职调查和追溯体系建设技术进步； 

 开发有利于绿色价值链的创新金融工具； 

 将绿色价值链相关要求纳入贸易协定中； 

 将循环经济原则纳入主流，促进绿色消费和可持续采购。   

最后，本研究提出了成立中国绿色价值链部际协调委员会，构建中国绿色价值链推进

机制的建议。基于该机制，在“全球绿色价值链研究所”的支持下，制定中国绿色价值链

五年发展计划和路线图，并开展相关研究和政策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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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    言 

 

一、研究背景 

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GVCs）指从生产开始到消费结束各个阶段商品不断增值

的过程，各阶段的执行者是世界各地的参与者。在全球价值链中，生产过程被划分到不同的国

家，由不同企业承担特定工作。全球价值链在许多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但其对环境的影响不容忽

视。由于全球价值链需要来自不同地区的大量原材料，因此它可能对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生

态功能以及商品生产地区的社区权利和生计产生较大负面影响。商品价值链绿色化是应对这些挑

战的有效策略，它提供了一种经济发展的双重前景，即对自然危害更小的同时，生产、贸易和消

费过程也更安全和稳定（国合会，2020）。越来越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者通过负责任的商品生产

和采购以及循环经济实践来追求绿色价值链，以增加产品的寿命、材料的重复利用率和最大限度

地减少浪费。 

作为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中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核心。中国受益于全球价

值链在经济上实现历史性增长的同时，也可以发挥其影响力为全球价值链的绿色化做出积极贡

献。为此，2020 年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持开展了全球软性商品价值链绿色化专题研

究课题，分析了中国推动全球商品价值链绿色化的重要意义和行动策略。2021 年的研究正是基于

上述工作基础开展的。 

中国正处于从小康社会迈入建设美丽中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发展阶段，“十四五”

开启了新征程的序幕，强调发展的质量、安全和可持续性高于增长的数量。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

全球经济的背景下，中国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并郑重承诺力争于

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些战略目标都对价值链的稳

定和绿色化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绿色价值链也与“六稳六保”政策中的确保供应链安

全有密切关系，构建绿色价值链将为实现上述目标提供解决方案和现实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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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题政策研究第一阶段成果回顾 

2020 年国合会专题政策研究报告《全球绿色价值链——中国软性商品价值链绿色化》将大

豆、牛肉、棕榈油等与热带雨林砍伐有关的软性商品作为研究对象，关注对生态和气候影响最大

的生产和贸易环节，为中国领导层在全球软性商品价值链绿色化方面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理由和具

体的政策建议（专栏 2）。此专题政策研究提出的建议得到了国内外专家和利益相关方的一致好

评。 

专栏 1 关键术语定义 

软性商品：指农业（农作物、牲畜）、海产品（水产养殖和渔业）和林业种植或生产的原材料及其衍生物，尽管相

关研究更多地集中在四大森林风险软性商品——牛肉、棕榈油、大豆和木材。 

全球价值链：由世界不同地点完成的从生产到消费的不同阶段增加价值的过程（国合会，2016）。 

供应链：价值链的一个组成部分，主要是企业层面的物流联系（国合会，2016）。 

生产国：生产大量相关商品并经常出口这些商品的国家。 

消费国：消费大量商品并经常进口这些商品的国家。 

尽职调查：企业实施的一种风险管理程序，用于识别、预防、减轻和说明如何应对其运营、供应链和投资中的环境

和社会风险及影响。 

可追溯性：指在供应链的各个阶段（如生产、加工、制造和分销）追踪产品或其组件的能力。 

绿色化：减少经济投资、活动和生产过程对环境和社会负面影响的政策与实践的简称。 

循环经济：强调材料及产品价值和寿命的整体方法，在充分利用产品和材料的同时将废弃物减少至最低。 

生态设计：在设计阶段将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对环境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的原则，包括设计产品的可修复性、可回

收性、灵活性、再利用性、可拆卸性、节能性、减少包装、材料和化学品安全性以及产品生命周期等。 

再利用：原材料和产品能尽可能长时间地重复利用。 

公正转型：在向更可持续的经济转型过程中确保社会包容、人人享有体面工作、和消除贫困的概念。 

绿色金融：用于确保在投资活动中考虑环境效益的金融工具。 

可持续性采购：政府、企业、公民和非营利组织利用其购买力来鼓励有利于环境的产品和服务，以促进可持续生产

和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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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中国利益相关者认识到价值链绿色化的重要性。2020 年，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

交流中心成立了绿色价值链研究所。商务部正在制定包括软性商品供应链可持续性在内的供应链

安全指数。“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于 2020 年开展了绿色供应链政策研究，其中一项是为

中国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制定“绿色商品供应链指数”，以评估与商品供应链长期安全稳定相

关的主要环境和社会风险。该指标提出了森林流失、水资源压力、产量增长、违法风险和人类发

展 5 个指标来衡量供应链安全与稳定的风险。在国际上，中国最近参加了森林、农业和商品贸易

对话（FACT）的启动活动。作为第二十六届联合国气候大会（COP26）的一部分，该对话旨在促

进生产国和消费国在可持续软性商品供应链方面的合作。 

三、新形势下中国绿色价值链面临的机遇 

新冠疫情和国际贸易摩擦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影响，并带来未来的不确定性。为尽快实现经

济复苏，世界各国都酝酿出台提振经济的刺激措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将保障供应链

的安全和稳定作为经济政策的重点之一。中国 2020 年出台的“六稳六保”政策将供应链安全列为

确保就业、金融市场、贸易、国内外投资及市场预期稳定的“六保”之一。以玉米、大豆、牛

肉、咖啡、木材等为代表的软性商品作为工业基础原材料，其供应直接影响着产业链、供应链的

安全。对于软性商品而言，绿色价值链有助于降低供应链环境风险，确保供应的长期稳定，从而

稳定供应价格。作为一个与未能实现绿色价值链相关风险的例子，最近的一项研究估计，巴西亚

马逊和塞拉多地区（1985 年至 2012 年）失去的森林和稀树草原植被导致的极端高温，在 2012-

2013 年的生长季节导致大豆收入损失超过 2000 美元/公顷（Flach 等，2021）。 此外，热带森林流

失会延迟和缩短雨季，从而减少雨养农业收入（Leite-Filho 等，2021）。 

中国提出了 “双循环”发展新格局，即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

华社，2021）。绿色价值链可以通过支持价值链参与者（农民、制造商、供应商、消费者等）对

国内业务的注重，助力“双循环”战略。循环转型将有助于促进生态设计、再利用模式以及贸易

标准全球化等，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某些商品进口的过度依赖。在中国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国

内措施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生态文明愿景的背景下，绿色价值链为中国减少商品价值链的国际环

专栏 2 2020 年国合会专题政策研究报告《全球绿色价值链》的主要建议 

1. 实施国家绿色价值链战略，建立政策与机构支持框架。 

1) 宣布实施中国绿色价值链发展战略。 

2) 筹划设立绿色价值链高层协调机制。 

3) 推动组建绿色价值链技术支持机构。 

2. 加强监管与市场手段结合，逐步推进价值链绿色化进程。 

1) 加强进口软性商品的合法性管理。 

2) 推动尽职调查和可追溯体系应用。 

3) 发展新兴产业以推动可持续饮食。 

3. 推动绿色价值链理念融合，充分发挥协同增效作用。 

1) 在多双边贸易协定中纳入绿色价值链理念。 

2) 利用南南合作支持生产国可持续生产转型。 

3) 发挥绿色金融及绿色“一带一路”机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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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足迹提供了契机，也对这些国内措施形成了有力补充。此外，中国还可以通过自然资源管理、

减少废弃物、促进价值链中的低碳足迹推动循环经济。 

绿色价值链符合“十四五”规划（2021-2025）的最新政策重点和新发展模式。五年规划有史

以来第一次没有设定具体的 GDP 增长目标，而是强调发展的质量、安全和可持续性。在供应链方

面，该规划建议建立关键资源和大宗商品全球供应链预警系统，加强贸易和供应链国际合作，创

新供应链融资模式。绿色价值链管理作为创新型管理工具，可以成为构建现代环境管理体系、打

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抓手，符合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推动全球价值链韧性和可持续性发

展。 

绿色价值链对于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承诺，建设生态文明以及推动全球气候变化、生物多

样性和可持续发展议程至关重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2020年宣布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力争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2021 年 2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

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该文件强调以全生命周期理念发展，即涵盖原材料生产、加

工、制造、产品使用和报废的全过程。绿色价值链管理与这一全生命周期理念相结合，可以以系

统的方式在整个价值链上实现节能减排。2021 年 7 月,商务部和生态环境联合印发《对外投资合作

绿色发展工作指引》,明确了政府机构和公司“向绿色转型”和“为新发展范式奠定基础” 的主要

工作领域（商务部和生态环境部，2021）。这些工作包括：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推动绿色生产和

经营（包括开展尽职调查，识别潜在环境风险，打造绿色供应链，实施绿色采购，实现产品全周

期绿色环保），推动企业主体绿色转型（包括健全绿色合规体系建设，规范境外经营行为，补齐

绿色短板），防范环境风险（包括在东道国没有相关法律法规，或者环保标准过低的情况下，鼓

励企业采用国际组织或多边机构通行标准或中国标准开展投资合作活动）。   

中国还实施了多项循环经济政策，以延长产品寿命、促进材料再利用和减少浪费。目前，中

国已经建立了规范循环经济活动的法律体系，同时将“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循环经济理

念作为国家战略经济增长的优先事项（赵家荣, 2015）。这些政策通过减少价值链中的原材料投入

量和工业废物产生量来促进价值链的绿色化。 例如 2018年，中国与欧盟签署了一项关于交流知识

和制定政策框架的谅解备忘录，以大力推进双方发展循环经济。2019 年，上海出台了强制性垃圾

分类条例，以促进绿色发展和循环经济实践。2021 年，国务院强调了在纺织等行业建立低碳、循

环和清洁生产体系的必要性。 国务院还呼吁中国公民追求低碳生活方式，尤其是减少食物浪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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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循环经济促进绿色价值链示意图 

 

来源：世界资源研究所 

四、中国实现价值链绿色化的挑战 

当前的经济环境为中国价值链绿色化提供了新的机遇，但要实现这些机遇，还需要应对一些

重大挑战。 首先，中国在绿色价值链方面缺乏清晰、有凝聚力的、与生态文明愿景、碳中和承诺

和其他近期政策重点相联系的战略。绿色价值链的推动工作跨部门、跨领域，贸易、金融、环

境、农业、林业和海关都涉及价值链管理（国合会，2020）。 虽然每一种软性商品或循环经济的

实践都有其独特的背景，需要量身定制的政策响应，但跨部门合作对于创建一致、高效和连贯的

绿色价值链的全经济政策框架至关重要。 本研究第 4.2 节提出的在中国发展绿色价值链协调和支

持体系的建议，正是对这一挑战的直接回应。此外，中国可以对绿色价值链作出高级别的政策承

诺，为政府机构、企业、金融机构和民间社会组织合作建立和实施强有力的绿色价值链战略提供

动力。 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15次缔约方会议的东道主，中国有机会宣布一项雄心勃勃的全

球绿色价值链的承诺，同时鼓励其他国家作出贡献。    

第二个主要挑战是，许多中国公司及其供应商还没有建立提供绿色产品所需的尽职调查和可

追溯系统。没有这些系统，消费者就无法在日常采购中轻松做出绿色选择，企业以及为其提供融

资的机构仍面临着价值链中不可持续的做法或非法活动带来的风险。本研究第 4.1节中的许多建议

都针对这一挑战，包括引入与尽职调查相关的法规、采用新技术以支持可追溯性、创建新的金融

工具以及在将绿色价值链措施纳入贸易协定。 

第三个挑战是缺乏整体、系统的提升循环经济理念和标准的方法来作为绿色价值链的驱动

力。尽管中国在循环经济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仍然存在许多挑战。例如，循环经济在主流经

济中的规模化发展受到了重点行业资源产出效率低，缺乏回收再利用标准体系，回收产品作为原

材料的生产强度高、利用率低，回收产品相关标准和认证方法不成体系，缺乏足够的财政激励和

基于无节制消费的商业模式等问题的制约（“十四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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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研究主要内容 

与 2020年的研究相比，2021年的研究将对第一阶段研究的问题和建议进行深化，深入探讨在

中国推动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相关的挑战和机遇。主要内容包括： 

 提供更详细的法规和技术分析，以鼓励软性商品价值链的尽职调查和可追溯性，以及与

贸易和金融相关的措施。 

 探讨循环经济解决方案如何有助于使价值链更加绿色化。 

 提出支持中国绿色价值链战略发展和实施的协调机制和技术保障体系建设顶层框架设计

和政策建议。 

关于软性商品价值链，本研究基于 2020 专题政策研究 （专栏 2） 的政策建议，探讨了软性商

品价值链合法性和可持续性的新兴规范（章节 2.1），国际和中国对选定软性商品的尽职调查和可

追溯性措施的经验，以及技术在软性商品价值链绿色化方面的作用（章节 2.2）。 

本研究还探讨了循环经济理念对中国绿色价值链的贡献。报告首先讨论了循环经济在绿色价

值链中的作用和潜力，将循环经济与中国政府提出的战略举措联系起来（章节 3.1）；然后探讨了

四个跨领域推进循环经济政策和实践的因素（章节 3.2）。本专项政策研究尤其关注服装、食品、

木材和塑料行业，因为它们对气候影响巨大且产生大量废弃物和污染。此外，服装、食品和木材

行业与软性商品价值链存在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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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软性商品价值链生产和溯源的绿色化 

 

一、软性商品价值链合法性、可持续性及可追溯性的新兴规范 

 

（一） 法规和公共政策 

许多生产或消费森林风险商品的国家已经或正在制定支持价值链内软性商品生产绿色化的监

管措施和政策（见表 1、图 2）。其中包括： 

1) 消费国尽职调查法——此类法律要求企业进行尽职调查，以确保其采购的商品在原产国

是合法生产和/或符合关键的社会和环境保障措施。尽职调查在木材行业取得了巨大的进

展。欧盟、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都要求进行某种形式的尽职调查以确保木材产

品不是由非法采伐的木材制成的。这些国家木材的进口量占世界林产品进口的 52%（粮

农组织，2020）。此外，近年来联合国《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已将数百种

木材物种列入保护名单，以防止非法贸易。随着欧盟、英国和美国正在制定相关法律，

要求企业对特定的农产品进行尽职调查以确保它们与非法砍伐没有关联，对毁林风险的

农产品采取类似措施正在中国和国际上形成趋势。 

2) 生产国禁止森林和其他自然生态系统的转化——大多数国家都有法律限制将森林和其他

自然生态系统转化为牧场、农田或种植园。这些措施包括界定农业发展“禁区”的土地

利用规划、土地清理或伐木许可证条例，以及禁止将特定的生态系统转为其他土地用途

的规定。例如，印度尼西亚永久暂停原始森林或泥炭地内新的种植园森林清理或伐木许

可。巴西的《森林法》规定了每个生物群落中每个农场可用于农业的最大土地面积（例

如亚马逊地区为 20%，塞拉多地区为 65% -80%）（Soares-Filho 等，2014）。 

3) 生产国核实合法性系统——越来越多的生产国正在建立政府管理或独立的追踪系统和程

序，以核实出口或国内消费的商品是合法和/或可持续生产的。例如，15 个热带国家已与

欧盟签订了自愿伙伴关系协议，以确保向欧盟出口的木材来自合法来源。这些协议通常

要求生产国建立强制性的公共木材追溯系统和报告平台。欧盟已经认可了印尼在建立此

类体系方面取得的进展，向印尼颁发了许可证，有效地免除了印尼木材在欧盟木材法规

下验证合法性的相关要求。加蓬则更进一步地规定了林业特许权持有人必须在 2022 年前

获得 FSC 认证。生产国开始对有毁林风险的农产品采取类似措施。例如世界上最大的两

个棕榈油生产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都要求生产商获得国家棕榈油可持续性标准的认

证。 

4) 生产国管辖办法——许多生产国在国家层面以下的管辖区（省、州、区和市）正在划定

和实施商品生产限制区，这样的管辖区作为“绿色”辖区获得优先进入市场的优惠。

专栏 3 关键要点－软性商品价值链合法性、可持续性及可追溯性的新兴规范 

 主要市场正在制定立法，要求对软性商品采购的合法性/可持续性进行尽职调查。 

 许多提供软性商品的国家都有限制森林转化和退化的法律，并有追溯系统来核实商品是按照这些法律生产

的。对于在法律严格但治理薄弱的国家生产的大宗商品，中国可以通过要求或鼓励中国企业开发和应用自己

的尽职调查和追溯系统，来管理从非法或不可持续来源采购的风险。在此过程中，中国可以汲取其木材行业

开展木材合法性核查计划的经验。 

 WTO 规则允许中国在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中纳入措施，以打造软性商品价值链。中国可以与加入此类协议的

软性商品生产国合作，共同设计相关的绿色标准和实施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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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发布的一份热带雨林联盟（TFA）报告记录了热带森林地区的 34 个管辖项目，这

些项目支持棕榈油、大豆、咖啡、可可、纸浆和牛肉价值链内的可持续采购和生产战略 

（TFA，2017）。这些项目通常将公共土地利用规划和治理改革与企业活动相结合，以促

进可持续的商品生产。公私结合意味着这些项目能够很好地促进数据和最佳实践的共

享、聚合并为小农户提供激励，并有利于在单个生产者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基础上发挥规

模化效应 （Taylor 和 Streck，2018）。这些方法也可以在国家层面执行。例如，科特迪瓦

和加纳政府与主要的可可和巧克力企业一起参与了可可和森林倡议，共同努力促进可持

续的小农可可生产、社会包容和森林保护（Kroeger 等，2017）。 

5) 绿色商品优先的公共采购政策——公共部门可以通过绿色公共采购为采购绿色软性商品

设置优惠或提供激励措施。在全球范围内，绿色采购在建筑（包括木材）、办公用品（包

括纸张）和能源（包括生物能源）等领域有着更为先进的实践经验。此外，一些部门已

做出承诺要求在食品和餐饮方面进行无毁林采购。 

图 22 各国制定的软性商品绿色价值链相关政策 

 

 

来源：世界资源研究所 

表 11 软性商品绿色价值链相关监管措施和政策的国家实例 

发展中国家 

印度尼西亚  木材合法性保证系统（当地称为 SVLK）核实用于国内消费的出口木材的合法供应。印度

尼西亚还实行原木出口禁令。 

 根据印度尼西亚可持续棕榈油（ISPO）法规，棕榈油种植园必须获得合法经营认证。 

 2019 年，印度尼西亚总统宣布永久暂停原始森林或泥炭地内新的种植园森林清理或伐木许

可。 

 印度尼西亚与欧盟签订了自愿伙伴关系协议（VPA），目前是唯一可以颁发 FLEGT 许可证

的国家，以确保向欧盟出口的木材来自合法来源。印度尼西亚也有原木出口的禁令。 

英国：认定使用与非法毁

林相关的产品为非法 

法国：到 2030年终止进口农

林产品带来的毁林 美国：就认定进口非法

毁林相关农产品为非法

起草法案（法案已对木

材施用） 

 
欧盟：探讨认定进口与非法

毁林相关产品为非法（已对

木材实施尽职调查） 

哥伦比亚：关于棕榈油、奶

制品、肉类和可可的零毁林

协议 
巴西：《森林法案》

认定大面积清除天然

林和热带草原为非法 

巴拉圭：林区内的

农村财产必须保持

25%的天然林比例 

利比里亚：依欧盟

要求对木材合法性

进行认证 

加蓬：到 2022年

所有森林特许都要

得到 FSC认证 

加纳和科特迪瓦：可

可相关毁林的木材合

法性认证和认证 

刚果盆地：依欧

盟要求对木材合

法性进行认证 
印度尼西亚：暂停为棕榈

油和木材生产而进行的原

始森林和泥炭地清理 

澳大利亚：进口非法

收货的木制品非法 

日本和韩国：进口非

法收货的木制品非法 

马来西亚：2020年起要

求可持续棕榈油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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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个省和 36 个区有减少毁林的司法倡议。 

马来西亚  依照 MPOB（许可）2005 年第 15 号法规，从 2020 年开始，棕榈油生产商必须获得马来西

亚可持续棕榈油标准认证，否则将面临处罚和吊销许可证的风险。 

 沙巴州有减少毁林的司法倡议。 

巴西   《森林法》规定了每个生物群落中每个农场可用于农业的最大土地面积（例如亚马逊地区

为 20%，塞拉多地区为 65% -80%）。 

 马托格罗索州制定了“生产、保护和纳入”战略，通过在现有退化土地上实施商品生产集

约化，将其他退化土地恢复为森林，并向生产者提供更好的推广服务和农村信贷，推进可

持续农村发展议程。 

 巴西央行对金融部门的可持续性尽职调查有详细规定，包括禁止/防止向非法砍伐森林地区

提供贷款的要求，银行如不遵守将被罚款。目前还正在对新的农村信贷可持续发展规则进

行公众咨询。 

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签署了《可可、森林与和平倡议》，旨在消除与可可有关的毁林。 

 哥伦比亚签订了棕榈油、乳制品、肉类和可可行业零毁林协议。 

巴拉圭  《森林法》要求，在林区超过 20 公顷的农村财产，除河岸林外必须保持 25%的天然林 。 

利比里亚  利比里亚与欧盟签订了自愿伙伴关系协议，以确保出口到欧盟的木材是合法来源。 

科特迪瓦  科特迪瓦与欧盟签订了自愿合作协议，以确保出口到欧盟的木材是合法来源。 

 科特迪瓦是可可和森林倡议的签署国，该倡议旨在结束可可产区的毁林，并恢复森林面

积。 

加纳   加纳与欧盟签订了自愿伙伴关系协议，以确保出口到欧盟的木材是合法来源。 

 加纳是可可和森林倡议的签署国，该倡议旨在结束可可产区的森林砍伐，以恢复森林面

积。 

喀麦隆  噶麦隆与欧盟签订了自愿伙伴关系协议，以确保出口到欧盟的木材是合法来源。 

加蓬  加蓬强制要求林业特许权持有人在 2022 年前获得 FSC 认证。 

 加蓬与欧盟签订了自愿伙伴关系协议，以确保出口到欧盟的木材是合法来源。 

中非共和国  中非共和国与欧盟签订了自愿伙伴关系协议，以确保出口到欧盟的木材是合法来源。 

刚果民主共和国  刚果民主共和国与欧盟签订了自愿伙伴关系协议，以确保出口到欧盟的木材是合法来源 。 

刚果共和国  刚果共和国与欧盟签订了自愿伙伴关系协议，以确保出口到欧盟的木材是合法来源。 

发达国家 

欧盟  《欧盟木材条例》（2010年）禁止在欧洲市场上销售非法来源的木材产品，并要求经营者和

贸易商进行尽职调查，将进口非法采伐木材的风险降至最低。 

 《欧盟关于加强欧盟保护和恢复世界森林行动的信息通报》（2019 年）强调了 5 个重点事

项，包括减少欧盟陆地消费的足迹、和鼓励消费来自欧盟无毁林供应链的产品。 

 欧盟 LULUCF 法规（2018 年）要求欧盟国家，确保在 2021 年至 2030 年期间，土地使用、

土地使用变化或林业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至少与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去除量相平衡。 

法国  法国的 《企业警戒责任法 》（2017 年） 要求法国大企业通过发布年度公众警戒计划，评估

和应对其活动对人类和地球的不利影响。  

 2017 年，法国通过了《国家反进口毁林战略》，目标是到 2030 年结束因进口不可持续的森

林和农产品而导致的毁林。 

英国  英国正在提出一项环境法案，要求企业进行尽职调查，以确保毁林风险商品的生产符合当

https://jaresourcehub.org/wp-content/uploads/2021/02/Buku_LTKL-TFA-Report_Final.pdf
http://led.mpob.gov.my/wp-content/uploads/2016/12/MALAYSIAN-PALM-OIL-BOARD-LICENSING-REGULATIONS-2005.pdf
https://news.bloomberglaw.com/environment-and-energy/brazil-fines-spanish-bank-santander-in-amazon-deforestation
https://www.worldcocoafoundation.org/initiative/cocoa-forests-initiative/
https://www.minambiente.gov.co/index.php/acuerdos-cero-deforestacion
https://www.worldcocoafoundation.org/initiative/cocoa-forests-initiative/
https://www.worldcocoafoundation.org/initiative/cocoa-forests-initiative/
https://ec.europa.eu/environment/forests/timber_regulation.htm
https://ec.europa.eu/info/publications/eu-communication-2019-stepping-eu-action-protect-and-restore-worlds-forests_en
https://respect.international/french-corporate-duty-of-vigilance-law-english-translation/#:~:text=In%202017%20the%20French%20Parliament,publish%20annual%2C%20public%20vigilance%20plans.
https://www.gouvernement.fr/en/ending-deforestation-caused-by-importing-unsustainable-product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government-sets-out-world-leading-new-measures-to-protect-rainfo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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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保护森林和其他自然生态系统的法规。 

美国  美国《莱西法案修正案》（2008）禁止非法来源木材产品的贸易。 

 美国国会正在讨论参议员布莱恩·沙茨（Brian Schatz）撰写的一份关于非法毁林的法案草

案。此法案将禁止进口与非法毁林相关的产品。 

日本  日本的《清洁木材法》（2016 年）要求企业确保合法采伐国内或进口木材 

韩国  韩国《木材可持续利用法》（2017 年）要求企业确保合法采伐国内或进口木材。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禁止非法伐木法》（2012 年）禁止进口非法采伐木材制成的木材、纸浆和纸制

品，或禁止加工此类木材的原木。 

 

（二）  私营部门自愿规范及最佳实践 

除了政府支持绿色价值链的措施外，越来越多的私营部门也开始致力于绿色价值链，新的最

佳实践正在出现。 “全球冠层森林 500”项目评估了对有森林风险供应链具有高度影响的 350 家

企业和 150 家金融机构。2021 年，承诺停止与软性商品相关的森林砍伐的企业比例为：棕榈油

71%，木材 66%，纸张 48%，大豆 31%，牛 28%，皮革 25%。在软性商品相关投资方面拥有毁林

政策的金融机构比例为：棕榈油 32%，木材 32%，大豆 24%，牛 20%（全球林冠，2021） 。 

企业追求绿色价值链的商业原因有很多，包括：确保大宗商品供应以及价格的长期稳定；减

轻法律和声誉风险；预测未来市场，在这样的市场中消费者更关心他们所购买的商品的影响；满

足跨国零售商和制造商的可持续发展标准；更好地管理价值链中的物流和财务原则；新技术使可

追溯性变得更容易，也更实惠。   

在私营部门采取绿色软性商品价值链行动的最前沿，森林积极行动联盟中的企业正在寻求 

“推动集体变革，以消除关键商品供应链中的毁林、森林转化和退化现象，并支持森林积极行

动”。 联盟有两个核心战略： 

 从无毁林和无转化的供应链转型到无毁林和无转化的业务（即他们希望供应商的所有业

务是绿色的，而不仅仅是他们所购买的供应商的特定商品）；  

 通过与利益相关者的合作，采取更加综合的土地利用方式，鼓励关键生产领域发生更大

变革（这与上文所述的管辖方法密切相关）。 

问责框架倡议为如何实现软性商品绿色价值链提供了一套基于共识的规范、定义和指导。它

为企业实现价值链无毁林、无转化和无侵犯人权提供了设定承诺、采取行动和监控流程等方面的

指导。 

人们对于企业如何在其陆地业务和软性商品价值链中核算温室气体排放问题的日益关注，推

动了《温室气体议定书》的产生。该议定书是一个多方利益相关者组成的全球联盟，就如何计量

和管理温室气体排放制定规则和标准，并就企业和组织如何在其温室气体清单中计入土地利用、

土地利用变化、生物能源和相关主题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和碳清除量制定新的指南。 

越来越多的龙头企业正在呼吁制定强制性的尽职调查法规，保证公平竞争的环境（见专栏

4）。 

https://forestlegality.org/policy/us-lacey-act
https://www.forest-trends.org/blog/meaningful-supply-chain-legislation-lessons-from-the-us-tariffs-act-for-demand-for-regulating-the-trade-in-forest-risk-commodities/
https://www.forest-trends.org/blog/meaningful-supply-chain-legislation-lessons-from-the-us-tariffs-act-for-demand-for-regulating-the-trade-in-forest-risk-commodities/
https://www.euflegt.efi.int/publications/a-comparison-of-the-japanese-clean-wood-act-and-the-eu-timber-regulation
https://www.euflegt.efi.int/publications/comparing-south-korea-s-act-on-the-sustainable-use-of-timbers-and-the-eutr
https://www.legislation.gov.au/Details/C2012A00166
https://www.theconsumergoodsforum.com/environmental-sustainability/forest-positive/
https://accountability-framework.org/
https://ghgprotoco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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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金融部门规范和最佳实践 

2017 年，G20 绿色金融工作组的一项研究结论显示，金融决策者的环境风险分析可以改善信

贷和投资政策，降低投资组合和公司层面的风险，促进产品创新，重新分配资本和加强利益相关

者的参与。然而，更广泛采用环境风险分析实践的障碍可能包括：缺乏明确和一致的政策信号、

方法和相关数据有限、金融机构的能力限制、时间范围、投资条件和绩效激励。 该研究还发现，

缺乏和难以获得公开可用的环境数据，限制了金融公司和其他机构分析和管理环境风险暴露的能

力。 它还阻碍了为绿色投资机会进行融资的资源重新分配（G20 绿色金融工作组，2017）。    

在中国，2016 年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银监会、证监会、

保监会联合印发《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以激励和推动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

色基金、绿色保险、环境信息强制披露等形式的绿色金融（中国人民银行等，2016）。   

随着绿色金融日益受到关注，许多银行正在开发新产品和服务，以支持客户的行动，使其价

值链绿色化。例如，银行提供与可持续性挂钩的贷款，其条款与借款人价值链的可持续性相关的

非金融关键业绩指标挂钩。人们对森林砍伐导致的气候风险的认识也在增加，同时也呼吁更多地

披露这类风险。下面给出一些例子，包括： 

1) 2019 年，巴西牛肉生产商马尔弗里格（Marfrig）发行了一份可持续转型债券，其收益将

用于确保其购买的牛不来自森林砍伐地区、保护区或侵犯土著土地权利的地区。2021

年，“Impact fund & Green”向马尔弗里格提供了一笔 3000 万美元的 10 年期可持续发展贷

款，用于将其追踪牛群和森林砍伐监测系统的覆盖范围扩大到间接供应商。潜在的利率

下调与 Marfrig 能够比贷款协议中设定的目标日期更快地对其间接供应商进行追溯有关。 

2) 新兴金融机制，如低碳农业信贷额度和低成本作物融资等，有助于提高无毁林和无转换

耕作的竞争力，以替代清除原生植被来创造新的耕地。 在农民已经拥有带有原生植被的

土地的情况下，可以实施农民补偿计划，以激励农民在其土地上保留原生植被（大自然

保护协会，2019）。 

3) 2019 年，中粮国际从包括中国银行在内的 20 家银行组成的财团获得了 21 亿美元的可持

续贷款，因其在环境、社会和治理目标（包括巴西可持续采购大豆）方面的表现节省了

利息（Wragg，2019）。 

专栏 4 龙头企业呼吁制定强制性的尽职调查法规 

2020 年 10 月，多家企业联合致信英国政府，鼓励英国政府引入强制性尽职调查要求，以应对全球毁林问题

（Aldi Stores GB 等，2020）。这些企业表示支持英国政府 “建立一个以可持续的商品为常态的公平竞争环境”的意

图。 他们要求政府考虑以下问题： 

1. 将无毁林的定义与实现净零排放的要求相一致，并将问责框架倡议和全球资源倡议作为毁林和土地转换定

义的来源（问责框架倡议，2021a；全球资源倡议，2020）。 

2. 采用反映公司规模影响的阈值。 

3. 为公司行动提供有利环境。 

4. 落实特定行业的要求。商品应基于其生产和供应链环境的差异有不同的实用途径。 

5. 保护弱势群体，认识到小农户往往是供应链中最边缘化的部分。 

6. 激励良好的行为，而不仅仅是避免问题领域。 

7. 允许恢复和补救。 

8. 继续与私营部门协商和合作。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30287&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55743&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62591&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204358&ss_c=ssc.citiao.link
https://accountability-framework.org/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881395/global-resource-initiative.pdf
https://accountability-framework.org/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881395/global-resource-initiativ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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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2019 年发布《加强欧盟保护和恢复世界森林行动》时，欧盟委员会表示，有兴趣采取

措施改善企业对森林砍伐和退化相关活动的披露。与自然相关的财务披露工作组已经开

始制定与自然相关的报告框架，希望在 2023 年发布和推广前对其进行测试和完善。设想

是有关自然相关风险的标准化报告将提高与毁林有关的透明度和问责制，并激励金融机

构履行零毁林承诺。 

5) CDP 全球环境信息研究中心运行着一个全球环境披露系统，有超过 9600家企业通过 CDP

报告了气候变化、水安全和森林问题。投资者利用这些数据为决策提供信息，与公司合

作，降低风险，并发现机遇。 

6) 2019 年，代表 16.2 万亿美元管理资产的 230 家机构投资者呼吁企业，在亚马逊地区毁灭

性的森林火灾之后采取紧急行动（Ceres，2019）。 2020 年，Ceres 发布了《毁林和气候变

化投资者指南》，提供了一个框架以帮助投资者了解其投资组合中毁林驱动的气候风险，

并提出投资者可以采取的解决毁林风险的具体措施(Ceres，2020)。 

（四）  贸易规范 

多边和双边贸易协定只要符合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规则，就可以成为绿色价值链的推动

者。WTO 规则不仅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发挥重要作用，还为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奠定了基础（Erixon

和 Lamprecht，2020）。 

世界各国正越来越多地利用贸易措施来实现环境目标。2019 年，世贸组织记录了 672 份成员

国提交的环境通告（WTO，2021b）。约有六分之一的世贸组织成员国已通报了包括环境因素在

内的贸易措施；2018年通报的此类措施的国家中有 51％来自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WTO，

2020a）。大多数以环境为导向的贸易措施在 WTO 中并未引起任何分歧。WTO 仅裁定了 10 项涉

及环境措施的争端，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从未质疑环境目标的有效性（WTO，2020a）。 

在符合《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规则或属于这些规则的例外情况下，世贸组织成员

可以为实现环境、健康和保护政策目标采取与贸易有关的措施 （WTO，2021a）。 GATT 要求环

境措施不违反基本贸易规则，例如非歧视原则（见专栏 5）和禁止数量限制原则； 然而，世贸组

织成员为实现合法的政策目标也有例外。关于可持续性和环境措施，GATT 第二十条关于一般例

外的第二十条允许世贸组织成员采取不符合 GATT 的政策措施，但为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

命或健康，或与保护可耗竭的自然资源有关的政策措施 （见专栏 5）。世贸组织成员自主决定自

己的环境目标已在若干案例中得到重申（WTO，2021a）。 

 

资料来源: WTO, 2021 

贸易措施的重点是防止自然森林和其他自然生态系统的退化、支离破碎或被转化，这符合

GATT 第二十条中关于保护植物生命和保护可枯竭自然资源的例外情况。 因此，在强有力的科学

专栏 5  WTO 非歧视原则和 GATT（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例外情况 

根据 WTO 的非歧视原则，成员不得在下列产品间构成歧视： 

 来自不同贸易伙伴的“同类”产品（给予它们同等的“最惠国”或最惠国地位，关贸总协定第一条）;  

 本国产品与同类外国产品之间（给予它们“国民待遇”，关贸总协定第三条）。 

GATT 关于一般例外的第二十条列出了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可以免除 GATT 规则约束的若干具体情况。与可持

续性和环境有关的两个例外情况在第二十条（b）款和（g）款中作了说明。 

 （b）为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  

 （g）与保护可耗竭自然资源有关，如果这些措施在限制国内生产或消费同时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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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下，与软性商品价值链绿色化有关的非歧视措施是被允许的（Erixon 和 Lamprecht，2020;  

WTO，2020a）。 

各国有多种选择设计措施，以支持和实施贸易协定中的软性商品绿色价值链（见专栏 6）。 

例如，欧盟已与七个木材生产国签署了自愿伙伴关系协定（VPA），以确保向欧盟出口的木材和

木材产品均来自合法来源（EFI，2020）。 自愿伙伴关系协定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贸易协定，其

中包括木材生产国对合法木材进行监控、核查和许可的措施，以及欧盟仅接受生产国许可的进口

木材的措施。美国-秘鲁贸易促进协定（PTPA）是一项一般性自由贸易协议，但包括一项具有法

律约束力的森林治理附件。该附件规定了降低秘鲁非法采伐木材进入美国的风险的具体政策和体

制机制（国合会，2020）。 

 

资料来源: OECD, 2014 

除了官方贸易协定外，各国还可以支持在区域或国际贸易对话中促进绿色软性商品价值链的

多边倡议。 例如 2020 年， 50 个世贸组织成员发起了一项倡议，倡导世贸组织就贸易和环境可持

续性（包括信息共享、环境合作和能力建设）进行有组织的讨论。 以中国和斐济为首的七个世贸

组织成员就塑料污染和环境可持续性塑料贸易建立了不限成员名额的非正式对话（WTO，

2020b）。 

二、软性商品尽职调查和可追溯系统 

 

专栏 6 贸易协定中环境条款的类型 

一般环境条款： 

 序言中的引用 

 基于关贸总协定第二十条的一般和具体例外 

 承诺维护环境法，而不是削弱环境法以吸引贸易 

实质性环境条款： 

 环境合作 

 公众参与 

 争端解决 

 特定环境问题 

 关于多边环境协定（MEAs）的具体规定 

 实施机制 

 事前相关影响评估 

专栏 7 尽职调查和可追溯性的关键要点 

 监测和追踪技术的革命使尽职调查和可追溯性变得更加可行、实用和负担得起，它使得生产者（特别是

中小型企业）更容易验证自身是否符合绿色标准。   

 通过采用这些系统，中国企业更便于遵守进出口商品国家的新规定。   

 中国已经就政府和企业在建设重点商品可追溯体系方面的作用发布了详细的指导意见。 政府部门和企

业可以借鉴中国在肉类和蔬菜、酒类产品、药品和草药等行业获得的经验，加强其他软性商品的可追溯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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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国际经验 — 软性商品合法尽职调查和价值链可追溯措施的可行性、实用性、

成本和策略  

尽职调查和可追溯性相结合可以验证商品的原产地和产销监管链是否合法、可持续和/或符合

安全标准。这可以使企业能够更好地管理物流，确保整个价值链的财务纪律，并为证明从已知和

可持续的来源采购商品的企业提供竞争优势，具有良好的商业意义。 

就本研究而言，尽职调查是评估和降低价值链或金融投资组合内的商品生产与非法或不可持

续做法相关的风险的过程。 它包括收集有关供应商及其生产、收获或采购商品地点的相关信息，

以及有关这些地点的生产实践和控制措施的信息。 该过程使公司能够评估不符合法规或可持续性

标准的风险，并采取措施减轻风险并验证合规情况。   

可追溯性是指在供应链的生产、加工、制造和分销阶段跟随产品或其组件的能力。 实现可追

溯性通常需要企业识别其供应链中的不同参与者，并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一过程被称为供

应链映射（问责框架倡议，2021）。  充分的可追溯性是绿色价值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式各样的

工具和方法（例如，在线森林监控系统可提供对卫星及其相关数据的访问以评估正在进行森林砍

伐的位置；自愿认证系统可提供第三方验证，证明商品是否符合可持续性标准以及监管链是否得

到充分控制；供应商保证和相关供应商报告系统；计算机化产品跟踪；区块链技术）可用于支持

尽职调查和可追溯性。 

（二）  跨国和当地企业尽职调查和可追溯性系统的案例研究 

1) 大品牌和零售商 

沃尔玛（Walmart）致力于在 20 种商品实行更可持续地采购，并采取了多种实践来实现这一

目标。它要求其供应商在一个名为“10 亿吨减排计划”（沃尔玛可持续发展中心，2021）的中央

管理项目中设定目标并报告关键的可持续性指标。此外，沃尔玛还与亚马逊地区的主要牛肉供应

商合作，全面追踪直接牛肉供应，并承诺到 2021 年底其从巴西、阿根廷和巴拉圭采购的牛肉

100％无毁林（Eastham，2020）。自 2018 年以来，沃尔玛一直在使用区块链技术追踪其所有绿叶

供应商（Corkery和 Popper，2018）。 沃尔玛与中国 3,000 多家供应商合作开展绿色采购。它还完

成了一项概念验证试点，利用区块链将猪肉产品追溯到其在中国业务中的农场（沃尔玛，

2019）。 

亿滋国际（Mondelez）绘制并公布了其全部直接棕榈油供应商的工厂位置（亿滋国际，

2021）。该企业正在安装系统，以实现其棕榈油的完全可追溯性（即工厂前的可追溯性），到

2021 年实现到全部供应到种植田层面的可追溯性（亿滋国际，2020）。亿滋国际还绘制了西非 9

万多小农可可种植者的地图，并利用卫星软件不断监控此处供应的森林砍伐情况（Charles，

2019）。 

联合利华（Unilever）同样绘制了其全球全部棕榈油加工供应商的地图，并公布了因不遵守

尽职调查要求而停止与之开展业务的供应商（联合利华，2020b）。该企业正在使用卫星数据和手

机远程追踪来自种植园的间接供应（联合利华，2020a）。 

2) 跨国食品企业 

邦吉集团（Bunge）将其直接购买的大豆 100%追溯到巴西大豆相关毁林风险较高地区的农场

层面，并发布了季度可追溯性报告（邦吉，2020）。它还启动了一项史无前例的计划，将其 100%

的间接供应追溯到农场层面（邦吉，2021）。 

https://www.walmartsustainabilityhub.com/climate/project-gigaton
https://corporate.walmart.com/newsroom/2020/12/22/walmart-continues-to-prioritize-forest-conservation-by-stepping-up-efforts-toward-2025
https://www.nytimes.com/2018/09/24/business/walmart-blockchain-lettuce.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18/09/24/business/walmart-blockchain-lettuce.html
https://corporate.walmart.com/media-library/document/2019-environmental-social-governance-report/_proxyDocument?id=0000016c-20b5-d46a-afff-f5bdafd30000
https://www.mondelezinternational.com/-/media/Mondelez/Snacking-Made-Right/ESG-Topics/Palm-Oil/Mills_Data2125.pdf?_ga=2.197746159.1575485632.1615751747-700356646.1615751747
https://ir.mondelezinternational.com/news-releases/news-release-details/mondelez-international-advances-sustainable-palm-oil-sourcing
https://www.npr.org/transcripts/746192595
https://www.npr.org/transcripts/746192595
https://www.unilever.com/Images/suspended-unilever-palm-oil-suppliers-and-growers_tcm244-554815_en.pd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lxNOllpW9E
https://www.bunge.com/sites/default/files/bunge_scf_dec2020.pdf
https://www.bunge.com/news/bunge-launches-unprecedented-program-monitor-soybean-crops-its-indirect-supply-chain-brazilian
https://www.bunge.com/news/bunge-launches-unprecedented-program-monitor-soybean-crops-its-indirect-supply-chain-brazil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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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国际（COFCO International）最近宣布在 2023 年前将实现全面追踪其在巴西的直接大

豆供应（中粮国际，2020）。 

JBS 和玛弗里格集团（Marfrig）是世界上第一大和第二大动物蛋白生产商，近十年来一直在

亚马逊地区追踪其 100%的直接牛肉供应。它们加起来占中国从巴西进口牛肉总量的 50%以上

（Trase，2021）。两家公司最近都承诺采用新系统，100% 追踪他们的间接供应商到农场一级，

并在巴西实现零森林砍伐（彭博社，2020）。玛弗里格集团已筹集了一笔混合融资的长期重点投

资为上述努力提供资金，而 JBS 公司将运用区块链技术（AndGreen Fund，2021b；JBS，2020)。

玛弗里格集团还建立了一个名为“Marfrig Club”的生产者支持计划，牧场主可以通过这个计划获

得技术援助和信息以支持他们的业务。JBS 还宣布了一项“Together for the Amazon”基金，为符

合森林保护要求的林区牧场主提供资金。 

3) 本地及中型企业 

哥伦比亚零售商Grupo Exito使用免费的全球森林观察专业版系统为其牛肉供应商绘制地图，

任何企业都可以随时随地使用卫星来管理其供应链风险。Grupo Exito 已经绘制了超过 37,000 公顷

的农田供应地图，并确定其 65%的区域符合公司禁止毁林的政策。该公司声称自己是哥伦比亚

“生产性畜牧业转型”的领导者（Semana，2020）。 

拉丁美洲银行 Banco Sudameris 已对管理其投资组合中的可持续性风险作出重要承诺，使其

能够从美洲开发银行的私营部门（IDB Invest）获得优惠发展资金。Banco Sudameris 银行一直利用

地理空间监测系统对新投资进行尽职调查，验证其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合规性，并为其客户、拉丁

美洲的农民提供支持。在一个报告的案例中，银行收到全球森林观察专业版系统的警报，称某客

户的农场发生火灾，并通知该客户，以便其及时控制火势（Guthrie，2018）。通过巴拉圭可持续

金融圆桌会议，该国许多银行现在使用全球森林观察专业版系统来监控毁林事件或客户财产附近

的森林砍伐事件（Sarsfield，2019）。这个系统被来自 30 多个国家的大小企业使用。 

DSNG 是印度尼西亚的一家中型棕榈油生产商，它致力于供应无砍伐森林的棕榈油，并正在

通过系统提供其供应商的全面可追溯性。 这项行动使该企业从一个专业投资者那里获得了 3000万

美元的长期贷款。根据公司声明，“在受新冠疫情影响的全球信贷市场动荡的背景下，长期贷款

便利为 DSNG 提供了多样化资金来源的灵活性”（DSNG，2021）。据投资者称，“随着 NDPE 

（无毁林、无泥炭、无剥削政策）的实施，预计有 8000 名小农户和 11 000 人将从就业、服务和收

入改善中受益” （AndGreen Fund，2021c）。 

 

https://www.cofcointernational.com/stories/cofco-international-aims-for-full-traceability-of-all-directly-sourced-soy-across-brazil-by-2023/
https://www.andgreen.fund/portfolio-marfrig/
https://www.latinfinance.com/magazine/2018/march-april-2018/latin-american-banks-hone-socially-responsible-lending-policies
https://dsn.co.id/esg/culture-of-transparency-accountability/green-loan-from-green/
https://www.andgreen.fund/portfolio-pt-dharma-satya-nusantara-tbk-ds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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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技术在加强尽职调查和可追溯性系统方面的作用 

图 33 技术支持整个价值链的尽职调查和可追溯性示意图 

  

全球价值链具有复杂性，且不同国家的政策和追溯系统之间缺乏一致性，这对追踪和监管软

性商品整个生产过程中的可持续性和合法性提出了许多挑战。 然而，新的科学技术为克服这些挑

战提供了可选的方法和工具。 以下列举了部分科学技术支持尽职调查和可追溯性的案例。 

基于卫星的遥感：遥感和云计算的进步为大规模森林和土地监测创造了一系列全新的选择。

这些技术使更频繁、更大面积、更低成本地更好地探测土地覆盖变化成为可能。与此同时，地理

定位系统（GPS）使外地工作人员能够为其观测记录更详细的坐标点，并将这些数据上传到地理

信息系统。这将产生更丰富的数据和地面真相的手段，并完善自动系统，用于解释、可视化和分

析全球、大陆或国家尺度的卫星数据（Taylor 等，2020）。卫星图像的空间分辨率和可用性不断

提高。欧洲航天局提供来自“哨兵”雷达卫星的开放 10 米数据，可以穿透云层、烟雾和雾霾

（Reiche 等，2016）。越来越多的商业卫星公司（例如 Planet、TerraSar）提供高空间分辨率数据

（低于 3 米）。虽然一些高分辨率对于大规模的系统分析来说可能是昂贵的，但对于验证、校准

和验证来说，它们是具有成本效益的。例如使用低分辨率的自由图像进行大比例尺制图的训练算

法。此外，它们的成本逐年显著下降。2020 年，Planet（图像提供商）与挪威政府合作，向所有

热带森林地区免费开放近实时、高分辨率的图像 （O’Shea，2020）。 

在线地理空间智能平台：利用基于卫星的遥感，在线工具现在可以监测商品供应链的影响。

例如，全球森林观察专业应用程序结合了遥感数据和云计算，以帮助企业评估、监测和报告森林

砍伐的风险，发生在农场或供应棚周围的磨坊、筒仓或屠宰场，他们的来源（Amaral 和 Lloyd，

2019）。Agroideal 是一个区域情报系统，允许商业规划，以更可持续地扩大投资和采购在南美的

关键软性商品。IBAT（综合生物多样性评估工具）提供有关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地图或报告等权威

的明确地理信息。 

在线透明度工具：“开放木材门户”提供有关参与国家和公司森林管理实践和法律合规的信

息。该门户网站使地理空间数据、木材生产者信息、法律文件和第三方森林监测员的观察资料得

以合并，并以用户友好的格式提供。可持续发展政策透明度工具包（SPOTT）追踪棕榈油公司的

透明度。它每年对热带林业、棕榈油和天然橡胶公司进行评分，以 100 多个行业特定指标为基

准。 

基于卫星的监控方案可以识别影响 

（地面上发生的事件） 

信息      

商品 

透明和区块链工具可以识别行动者 

（商品如何流动及其负责人） 购买方 

结合起来可以使政府和企业以有

效且可扩展的方式进行基于数据
的决策 

生产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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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 跟踪系统：这些系统通过跟踪陆地或海上货运船队的移动来支持跟踪。卫星探测安装在

船只或车辆上的应答器发出的信号，这些应答器可以识别船只的位置、路线、速度和类型。这些

数据可以通过云计算进行近乎实时的处理，并应用于改善供应链物流（例如，重新规划路线以避

免延误或更新客户的预期交付时间），并跟踪商品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移动。 

区块链：区块链技术在确保信息的真实性上有明显的优势，可用于提高供应链中交易的可追

溯性和可见性。许多最近的科学出版物探索了区块链技术满足消费者可追溯需求的潜力。例如，

IBM 提供了一项名为 IBM 食品信托（IBM Food Trust）的可追溯服务，该服务曾被用于创建“牛

肉链”（Beefchain）工具，以追踪美国的肉类来源，追踪牲畜中的疾病暴发。其它例子包括沃尔

玛(Walmart)的鸡蛋项目和家乐福（Carrefour）的家禽项目。这些可追溯性解决方案改善了可持续

性，同时也解决了动物蛋白供应链中的健康、安全和弹性（Patelli和Madrioni，2020）。星巴克正

在采用区块链使消费者可以将在商店购买的咖啡追溯到肯尼亚北部某个种植园。航运巨头马士基

（Maersk）创建了 TradeLens，这是一个基于区块链的平台，使复杂供应链中的每个人都可以跟踪

与业务相关的所有文档。森林管理委员会使用区块链来避免对其认证系统的欺诈使用。区块链验

证认证产品在整个价值链中的可追溯性，从采购区域到贸易伙伴以及最终用户。 

监管链系统中的标识和数据记录技术：这些便利了大量数据的快速收集，这些数据可以通过

电子、时间戳和其他检查点的记录进行交叉核对，以检测和阻止篡改（ITTO，2012）。含有纳米

分子或条形码的标签可以被电子扫描。其他的如 RIFID 标签，可以使用无线电信号访问。越来越

多的数据记录设备支持现场的数据捕获，以便立即或随后传输到在线数据库。这些设备可以是手

持设备，也可以集成到现有的机械中，如卡车和收割机器。这类技术比手工方法更有效，因为它

们减少了对容易出错的手工信息传输的需求。通过每个报告事件自动收集的元数据（例如，谁通

过用户账户报告，何时通过时间戳收集信息，以及通过设备中的 GPS 模块收集信息的位置）也支

持验证（Baldwin，Markowitz，Koparova，Gerardu 和 Zaelke，2015)。 

“大数据”分析战略：“大数据”方法正在国际层面上用于识别农产品供应链中的森林砍伐

风险。可持续经济透明度（TRASE）工具利用公开可得的生产、贸易和海关数据和建模，在确定

相关行动者的同时，追溯商品流回生产环境。它识别出出口、运输和进口特定商品的个别公司，

并应用一种改进的物质流分析形式，将它们与特定的生产地点联系起来。链锁反应研究（Chain 

Reaction Research）等举措还结合了多种数据类型（森林砍伐警报、托管链和贸易数据、企业财务

和治理数据），以评估单个企业在农产品链中面临的重大财务风险（Graham 等，2018）。BVRio

研究所为巴西热带木材贸易运行了一个尽职调查和风险评估系统。该系统从公共可追溯系统、违

规和定罪登记、商业物种分布和密度的公开数据以及全球森林观察、巴西政府和其他非政府组织

的空间数据中提取，以确定采伐许可报告可疑或不现实的数量（BVRio，2016）。 

法医学方法：这些方法被用于查询或核实有关农业、森林和野生动物产品的来源或内容的声

明。例如，稳定同位素分析用于确定食品和木材的来源和合法性（Camin 等，2017；Dormontt

等，2015）。DNA 基因分析被用于支持对非法野生动物和木材贸易的起诉（Janjua 等，2017；

Wasser 等，2018）。新的木材鉴定工具被检查人员用来筛查入境口岸的可疑材料，实验室的科学

家用其生成针对被指控非法采购木材的实体的起诉证据。当从一种木材物种的自然范围内收集了

大量的物理参考样本时，这些技术可以验证或否定关于产品或其来源的内容的声明（Taylor 等，

2020）。 

计算社会科学和自然语言处理：它提供了系统的方法来研究媒体和文本的在线互动。通过自

动翻译、解释和定位在线文本信息（如当地新闻和媒体），该技术可以理解社会运动和创建危机

早期预警系统（Buckingham等，2020）。例如，GDELT项目每天持续监测来自 100多种语言的全

球广播、印刷和网络新闻。它可用于自动识别问题并标记这些信息，在非结构化数据周围放置结

构。这些数据库可以用于解决几个问题。例如，一些研究人员使用这种方法创建了印度的环境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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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地图（Gupta，2019）。世界资源研究所已经在巴西和印度尼西亚试点使用同样的方法创建与土

地有关的冲突警报的近实时系统。如果将这些信息与追踪软性商品供应的努力结合起来，就可以

提供关于供应链潜在中断的重要见解，进一步提高供应链的弹性。 

（四） 中国环境尽职调查和产品追溯体系建设现状 

1) 尽职调查政策与实践 

在软性商品价值链的背景下，“尽职调查”是企业实施的风险管理过程，以识别、预防、减

轻和说明其如何应对其运营、供应链和投资中的环境和社会风险及其影响。 在中国，尽职调查的

概念出现在许多政策和标准中，要求系统地识别环境和合规风险，以达到财务目的，如获得或维

持股票交易所的上市地位、收购和合并以及再融资建议等。 

但是，目前中国没有明确要求企业在软性商品价值链中进行尽职调查的法规。 2019 年全国人

大常委会通过的修订后的《森林法》第 65 条规定，个人和企业“不得明知而购买、加工、运输非

法采伐或非法毁林等非法来源的木材”。修订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但实施细则尚未出台。 

2009 年，中国和英国启动了“中国木材合法性认定体系研究项目（CTLVS）”，旨在借鉴国

际上木材合法性认定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森林管理体系，开发一个程序简单、成本低的整

体框架，以促进木材生产国的可持续森林管理。该框架主要包括以政府主导的同协议国签署双边

协议的认定机制（CGTVS）和以行业协会主导的同非协议国之间建立的自愿性认定机制

（CATVS），并从建立的基本原则、协议内容、木材合法性认定的执行管理办法、相关机构和职

能、需要提交的材料、木材合法性证明文件和海关管理办法等方面加以说明。为了检验认定办法

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在国家林业局的指导下，国家林业局林产品国际贸易研究中心与

中国林产工业协会合作在国内开展了木材合法性认定企业试点工作。这些试点为确保木材利用遵

守《森林法》第 65 条，或经调整后适用于除木材以外的其他商品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2) 产品追溯系统政策与实践 

中国自 2010年开始，由商务部和财政部牵头，开展了商品追溯体系建设的探索。2014年，国

务院发布的《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20 号）中提

出“利用物联网建设重要产品等追溯体系，形成‘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的信息链

条”。此后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推进国内贸易流通现代化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意见》1（国发

〔2015〕49 号）从建设重要商品追溯体系、完善重要商品追溯体系的管理体制、扩大重要商品追

溯体系应用范围等方面明确了构建重要商品追溯体系的内容和任务。2015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关于加快推进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的意见》（国办发〔2015〕95 号），明确了国家重要产品

追溯体系建设的目标是：到 2020 年，追溯体系建设的规划标准体系得到完善，法规制度进一步健

全；全国追溯数据统一共享交换机制基本形成，初步实现有关部门、地区和企业追溯信息互通共

享；食用农产品、食品、药品、农业生产资料、特种设备、危险品、稀土产品等重要产品生产经

营企业追溯意识显著增强，采用信息技术建设追溯体系的企业比例大幅提高；社会公众对追溯产

品的认知度和接受度逐步提升，追溯体系建设市场环境明显改善。该文件还强调了企业、政府机

构、行业协会和第三方服务平台在可追溯系统中的不同角色。 

2017 年，商务部和其他六部门2联合发布《关于推进重要产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的指导意

见》（商秩发〔2017〕53 号），从追溯管理体制、标准体系、信息服务、数据共享交换、互联互

通和通查通识、应急管理等方面提出了重要产品信息化追溯体系的建设目标。《指导意见》从基

                                                           
1 重要产品包括食用农产品、食品、药品、农业生产原料、危险品、稀土产品等（国务院办公厅，2015）。 
2 其他六部门包括：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农业部、质检总局、安全监管总局、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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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任务和分类任务两个维度提出了建设任务。基本任务方面，提出要建立重要产品目录管理制

度、完善追溯标准体系、健全认证认可制度、推进互联互通、促进线上线下融合、强化追溯信用

监管等六大任务；分类任务方面，则分别从食用农产品、食品、药品、主要农业生产资料、特种

设备、危险品、稀土产品和产品进出口等八个方面提出建设任务，突出不同类别产品个性化建设

需求。对于食品行业，它建议建立一个可追溯平台，汇集有关原产国和地区、生产公司、品牌、

出口商或代理商、国内接收者以及进出口记录，与海关和检验检疫所需信息协调，以实现从生产

到贸易和消费的可追溯性。 

根据上述文件的要求，由商务部牵头，会同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农业农村、市场监管等

部门，负责组织构建重要产品追溯体系，以强化全过程质量安全管理与风险控制。 

2016 年，商务部、财政部在山东、上海、宁夏、厦门启动重要产品追溯体系示范建设，并于

2018 年下半年顺利完成四地追溯示范工程的评估验收，随后针对肉类蔬菜、酒类产品、中药材等

重要产品，在全国开展追溯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工作。截至目前，全国共有五批 58 个城市开展肉菜

流通追溯试点，三批 18 个省市开展中药材流通追溯试点，四个省市的 8 家企业开展酒类流通追溯

示范。 

在示范试点的引领下，追溯体系覆盖领域不断扩大。“建立健全养殖、加工、流通等全过程

乳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写入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奶业振兴保障乳品质量安全的意见》；

国家药监局将“实现药品可追溯”写入了《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印发了《关于药品信息化

追溯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还将“建立疫苗全程追溯制度”写入了《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

条例》。“建立完善的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采取有效防伪、追溯技术，确保发放的每枚

认证标志能够溯源到其对应的认证证书和获证产品及其生产、加工单位”、“保证认证过程和结

果具有可追溯性”等内容写入《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在 2020 年实施的新版《有机产品认证

实施规则》中，将产品追溯体系实施的有效性列入了有机产品认证的检查要点。 

在国家政策引导下，各省也分别针对食用农产品、食品、药品、农业生产资料、特种设备及

其他重要产品大力推进追溯体系建设，朝着省级重要产品追溯体系管理平台全覆盖的目标稳步迈

进。一些地方还将追溯体系建设与精准扶贫工作有机结合，例如，国家级贫困县四川南江县在

2017 年年初启动了以丹参为主的中药材追溯体系建设。追溯体系一方面甄选优质中药材，提升产

品质量，一方面建立起长效造血机制，帮助扶贫地区扩大产业规模，实现提质增效。 

在新冠疫情全球爆发蔓延的背景下，为降低病毒通过冷链食品传播的风险，2020年 11月国家

卫生健康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冷链食品追溯管理工作的通知》，提出以畜禽肉、水产品等为

重点，实现重点冷链食品从海关进口查验到贮存分销、生产加工、批发零售、餐饮服务全链条信

息化追溯（国家卫健委，2020）。2020年 11月，北京市冷链食品追溯平台正式启用，拉开各省市

进口冷链追溯平台上线的序幕。督促引导进口冷链食品生产经营单位严格落实食品追溯主体责

任，及时准确上传货物来源、去向、数量、位置等关键数据，实现进口冷藏冷冻肉类、水产品

“来源可追、去向可查”。截止到 2021 年 6 月，全国进口冷链食品追溯管理平台已有多个省市接

入，冷链食品首站进口量占全国 90%以上，另外的 10%主要通过纸质台账、进货凭证等方式来记

录追溯信息，也在掌控之中。 

当前主要的物品溯源方式是通过在商品上粘贴二维码标签或RFID标签标识商品身份，在每个

流通环节，对商品进行扫码，记录重要信息，并将信息上传保存到云平台系统上。需要追溯商品

来源信息时，仅需要通过扫码标签，即可网络访问商品页面，查询相关商品流通、质检等信息。

建立物品信息溯源的核心是实现一物一“码”，即每一件物品上，都贴上一个物理标签，作为物

品的“身份证”。从成本上考虑，整个行业应用更倾向于成本低廉的二维码标签。如果是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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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D 标签，则可对标签写入较为丰富的信息（不可擦写），并在生产、装箱、出入库等环节，做

到半自动化应用。 

 

  



 

21 
 

第三章   促进价值链中的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在中国不是个新概念。近 20 年来，中国在循环经济试点、政策和国家战略等方面取

得了巨大进展 ，到 2020 年 “十三五”结束之时，中国循环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果(新华社，

2021a) 。主要成效包括 ：  

 主要资源产出率3较 2015 年提高了约 26%;   

 单位 GDP 能源消耗继续大幅下降，单位 GDP 用水量累计降低 28%;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86%以上，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达到 56%;   

 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达到 50%;   

 再生资源利用能力4显著增强;   

 废纸利用量约 5490 万吨;   

 废钢利用率约 2.6 亿吨，替代 62%品位铁精矿约 4.1 亿吨;   

 再生有色金属产量 1450 万吨，占全国十种有色金属总产量的 23.5%，其中再生铜、再生

铝和再生铅产量分别为 325 万吨、740 万吨、240 万吨。   

显然，在绿色价值链的设计中引入循环经济模型可以提高国内制造和消费的资源效率，减少

整个软性商品价值链中的原材料投入和废物量。中国在钢铁、煤炭、化工、有色、建材等重点行

业工业园区内建立并试点了行业内、多行业和跨行业的循环经济模式。循环经济实践极大地提高

了关键材料的资源利用效率和回收率，显著降低了污染物排放和能源消费。中国还开展了产业价

值链上循环经济的实践，涵盖再生资源、固体废物、废水、余热等。例如，一些“城市矿产示范

基地”成功整合了产品价值链中的回收、分类、深度加工、高价值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环节。产品

部件被拆解回收，成为未来生产的原料。园区企业互相联系成一个整体，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

水、余热、固废等实现闭环回收再利用。 

同样的循环经济设计原则可以应用到许多软性商品制造商，以帮助其价值链绿色化和扩大循

环经济试点的应用。 反过来，绿色价值链的实施也可以促进中国循环经济的发展。 特别是，专注

于价值链可追溯性和透明度的新技术可以用来收集数据，这些数据也可以用于改进对材料和最终

用户的分类，从而进一步提高最终产品的再利用和回收率。此外，绿色价值链采用的全球可持续

标准可用于验证和跟踪国际贸易的回收材料和再利用产品。      

如 2.4 节所述，尽管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中国在循环经济升级方面仍面临重大挑战。因此，

本章探索了价值链中生产和消费部分的绿色化潜力。研究关注的循环经济概念被定义为在地球边

界内设计、制造和使用事物的新方法。它包含的价值链整体分析方法侧重于在设计阶段减少废物

和污染，保持产品、材料的使用性和自然系统的再生。 

尽管本研究主要关注软商品，但一旦商品进入生命周期的生产、消费和回收阶段，软性商品

和硬性商品通常会结合在一起，例如食品的塑料包装或金属框架和纺织品覆盖的家具。因此，循

环经济的整体分析方法必然也包括硬性商品。 

                                                           
3 主要资源产出率（元/吨）= GDP（亿元，不变价格）÷主要资源实物消费量（亿吨）。 主要资源包括：化

石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钢铁资源、有色金属资源（铜、铝、铅、锌、镍）、非金属资源（石灰

石、磷、硫）和生物质资源（木材、粮食）。   
4 “十四五”规划中，可再生资源是指废钢铁、废有色金属、废塑料、废纸、废轮胎、废手机和废动力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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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循环经济对于价值链绿色化的重要性 

 

（一） 全球循环经济潜力 

以 2011年为基线，采用循环经济的方法，全球到 2030年可以减少 39%的温室气体排放、28%

的原材料消耗（Haigh等，2021），减少 80%的海洋塑料垃圾（Reddy和 Winnie，2020）。由此带

来的经济效益十分可观。向循环经济转型可以缩小全球 80 亿吨的自然资源供需缺口，相当于到 

2030 年创造 4.5 万亿美元经济机会，到 2050 年创造 25 万亿美元经济机会（Accenture，2015 ）。

到 2030 年循环经济可增加 600 万就业机会，并有助于减少由塑料污染造成的每年 130 亿美元的费

用经济损失（Von Weizsacker，2014）。 

约 45%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来自原材料的提取和加工以及土地利用（见图 4）（艾伦·麦克

阿瑟基金会，2019）。农业是排放中和大一部分的核心：全球粮食系统（包括生产、加工和分销

过程）每年排放 160 亿吨二氧化碳（粮农组织，2021），纺织业每年排放的 16 亿吨二氧化碳中

23%来自棉花种植 （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2017；世界自然基金会，2013）。 

图 44 全球按部门划分的温室气体排放——45%源于原材料生产和土地管理 

 

专栏 8 关键要点－循环经济在绿色中国价值链中的重要性 

 采用循环经济的做法，通过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3Rs）来减少生产中的原材料投入，可以减轻上游软性

商品生产的压力。这些做法提供了大幅减排的附加收益，有助于中国实现碳中和承诺。 

 循环经济的方法，包括绿色消费和生活方式、可持续采购、产品共享平台、产品即服务、二级市场等，与全球

范围内的持续增长是一致的，是创新的催化剂，这些创新将为国家和企业提供商业机会和竞争优势。 

 在 3Rs 中，减量化是影响最大的，其次是再利用，然后是资源化。减量化从影响习俗和习惯开始。这与中国的

整体理念和生态文明理念是一致的。然而，需要有创新的政策和金融工具，通过影响、管理和鼓励大规模的可

持续的实践来加速社会转型。 

 主要发达国家普遍在全球价值链下游开展循环经济实践。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中国拥有巨大的全球贸易

机遇，但这需要政策的培育和支持。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必须保持开放的心态，不断更新政策，跟踪并借鉴国际

经验，引领全球循环经济趋势。 

每年 1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2010 

建筑能源 

交通能源 

能源系统 

农业、森林和其他土地

利用 

0.4 

其他（非能源） 

工业（原材料生产） 

商品生产和土地管理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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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2019 年 

循环经济的“3R”理念是“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减量化”是指由于消费者减少购

买而导致的需求的绝对减少。它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包括在价值链的所有阶段减少浪费。然

而，需要注意的是，“减量化”与制造商及其在概念和设计生命周期等上市前阶段的角色紧密相

关，强调每单位产品使用更少的材料。“再利用”是指产品在其制造形式下的重复和优化利用，

理想地用于其设计预期的目的，而不是用于较低的价值目的。再利用过程涉及各类利益相关者，

从消费者到收集者、零售商和生产者。“资源化”是对产品的单个材料部件进行再加工，使其成

为可用的原材料，以替代原始原材料。去掉原始产品结构的回收材料也被称为“二次”材料，可

以在任何地方重新应用（Reike 等，2018）。 

在水泥、铝、钢、塑料等关键材料的生产中，采取循环经济措施，到 2050 年可减少 37 亿吨

二氧化碳排放。此外,食物系统的循环经济战略，如向更自然的农业系统转型、更有效地利用已生

产的食物，到 2050 年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56 亿吨。这相当于将所有交通运输的排放降至零

（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2019a）。 

（二） 循环经济对于中国的意义 

研究显示，到 2040 年，全面实施循环经济有可能为中国企业和家庭节省在高质量产品和服务

方面的支出约 70 万亿元（11.2 万亿美元），约占中国预期 GDP 的 16%。它还可以减少 23%的温

室气体排放和 50%的细颗粒物，从而改善中国城市人口的健康和福祉（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

2018a）。 

循环经济实践在全球价值链消费端的主要发达国家盛行。中国制造商需要满足其他地区对可

持续产品不断增长的需求，这也将加强中国在软性商品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的努力。 这一转变的核

心是中国与世界更广泛的联系。中国已经有了完善的循环经济框架（以 2008 年《循环经济促进

法》为代表），还可以通过完善政策以跟上全球循环经济趋势并借鉴国际经验，继续成为该领域

的领导者。这些趋势有助于提高中国循环经济实践的雄心——从工业战略转向可持续消费。通过 

2018 年签署的《中欧谅解备忘录》，中国已与欧盟结成联盟，就协调关键的循环经济机制、产品

标准和体系进行政策交流。这些合作有助于推动创新循环经济实践的广泛采用，并支持全球低碳

经济的发展（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2018）。此外，这是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地贸易关系的绝佳

机会。根据循环经济实践重新构建这些关系，为环境、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双赢合作提供了机会。 

综合来看，中国的“十四五”规划、“六保”“六稳”和近期的 2030/2060 碳减排承诺，在

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全面采用循环经济来解决，这将有利于中国全面实现“十四五”规划提出的

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目标，对于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复苏和实现中国梦至关重要（国合会，

2020）。 

（三） 循环经济对于中国 2060 年碳中和目标的重要贡献 

减少材料的使用可以显著减少碳排放。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占全球产量的

57%）、塑料生产国（占全球产量的 25%）和水泥生产国（占全球产量的51%）（Ritchie和Roser, 

2018；Garside，2021；Zhang，2021）。中国农业粮食系统的温室气体（GHGs）排放也不容忽

视，2018 年中国农业粮食系统的温室气体排放约为 10.9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占全国温室气体总排

放的 8.2% （Fan 等， 2021）。 因此，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可以显著减少农业食品工业的排

放。 可以采用以下循环经济措施减少排放：   

首先，通过改进产品设计和生产流程，尽可能减少原材料的使用，增加回收材料的使用，延

长产品的使用寿命。 在这方面，需要创新来提高材料的机械化回收效率。 例如，苹果改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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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hone的设计，使人工智能机器人每小时可以拆卸200部 iPhone，回收的手机部件可以循环再用，

使得 iPhone 中使用的稀土磁铁回收率达到 100%（苹果公司，2020；Garrison，2020）。 

其次，通过预防和减少生产、加工、分销和零售中的材料损耗和浪费，可以减少原材料的使

用。 目前，中国粮食损失和浪费量超过总产量（3500 万吨）的 6%（Marchisio，2020）。 减少粮

食损失和浪费每年可望减少 1300 万公顷农业用地的需求（“释放”边际农业用地，通过重新造林

重建国家的碳汇），显著减少化肥污染（减少 N2O 的排放）（Fang， 2020），缓解农业生产对自

然的压力。 

第三，减少消费可以有效地减少总需求，从而降低与之匹配的生产产出。 这就需要对我们当

前的消费模式进行重大转变，减少食物浪费，鼓励共享经济，并通过二级市场和租赁市场提高产

品的使用率。总之，这些措施可以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降低制造新产品所需的材料投入，从而

降低上游生产压力和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排放。 

从减排的角度来看，重复使用产品可以节约用于生产不同产品的资源和过程中的能源。因

此，一种产品被重复使用得越多，不仅避免使用更多资源来生产新产品，还可以避免产品报废处

理过程（如填埋或焚烧）中产生的排放，减排量和经济性就越大。 

在产品再利用之后，材料回收是下一个优先事项。通过回收利用减排的潜力因材料而异。下

面的表 2 列出了初级和次级生产中不同材料的温室气体清单5，显示了通过回收利用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的明显潜力。值得注意的是，铝是回收后减排潜力最大的材料之一，其次是钢、塑料、玻

璃、纸和纸板。这表明，某些材料的回收可带来比其他材料多 3 倍的减排量，因此应优先考虑这

些材料的气候减缓战略。然而，证据也表明，并非所有的材料都可以无限循环利用。例如，铝、

玻璃和金属等元素可以一次又一次地回收，而不会发生任何结构变化，而塑料平均回收次数为 3

次。在这个过程中，塑料失去了它的结构特性，因此只能用于低价值的产品，然后被扔进垃圾填

埋场(Holmes, 2017)。 

表 22 不同材料的二氧化碳减排潜力 

材料 初级产品  

(Kg二氧化碳当量/ Kg 材

料) 

次级产品 

(Kg二氧化碳当量/ Kg 材

料) 

通过回收利用的减排潜力 

(Kg二氧化碳当量/ Kg 材料) 

玻璃*  0.9 0.5 -0.4 

铝*  11 0.4 -10.6 

钢*  2.4 0.3 -2.1 

塑料*  2.1 1.3 -0.8 

纸和纸板*  1.1 0.7 -0.4 

棉花** 11 4.3 -6.7 

 来源: *Hillman等 (2015); ** Liu等 (2020)  

（四） 循环经济对于中国“双循环”政策的贡献 

2019 年，中国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89%，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贡献率达到 58%（国合会，2020）。当我们接近地球自然和矿物资源的极限时，目前

的消费模式将不可持续，除非找到产生需求的其他模式，否则将阻碍增长。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

和越来越多的年轻“网民”为中国消费的升级和绿色转型创造了这样一个机会，即转向更可持续

                                                           
5 初级生产是指在生产过程中使用原材料作为投入的生产，而二次生产是指在生产过程中使用回收材料作为

投入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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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费模式以及可持续溯源采购和生产的产品。以促进中国的绿色消费为重点，循环经济实践可

以为有限资源条件下的持续增长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更特别的是，从生产的角度来看，新的循环经济模式通过强化从设计到生产全过程中的 3R原

则，促进材料在生产过程中的循环，提高资源效率，减少生产的影响，进而改善环境质量和人类

健康。例如，随着消费者越来越关注可持续性和生态友好性，Lush等美容品牌在 2018年开设了第

一家“裸体”商店，根据生态设计原则对产品进行重新设计，完全去掉了塑料包装。其他公司也

开始效仿。2019 年，玛莎百货（Marks & Spencer）开始在其托尔沃斯（Tolworth）门店推出 90 多

种完全不使用塑料包装的散装水果和蔬菜，预计在两年内节省 580 吨塑料垃圾。此外，训练有素

的蔬菜水果销售商可为顾客提供选择和保存蔬菜水果的建议，以避免在家浪费食物（可持续品

牌，2019）。如今，零废生活方式开始在欧洲兴起，仅英国一国就有超过 100 家提供无塑料购物

的零废商店。 

在价值链的下游，循环经济还可以通过可持续采购、共享平台、“产品即服务”模式、二级

市场等方式促进绿色消费，培育绿色生活方式。上述再利用模式延长了产品的使用寿命，并减少

了上游生产的压力。与此同时，国内市场对高品质和可持续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将加速进口原

材料可持续和/或安全标准的采用，这也将巩固全球绿色价值链战略。下面，我们举几个具体的例

子来说明循环经济如何支持中国的双循环政策。 

 减少不可持续原材料的使用，以满足中国国内不断增长的绿色消费需求 

目的性设计是循环经济的指导原则之一。产品未来对环境的影响约有 80%是在设计阶段决定

的（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为了品质、耐用性和健康，谨慎地对材料进行溯源采购和使用是

关键。无论是长期拥有、基于服务的消费模式，还是重新利用一种材料，好的设计都可以激励消

费行为，促进产品的修复、再利用和资源化。因此，这可以减少生产原材料的用量。在某些情况

下，根据法律或认证的要求提高设计标准，可以加快价值链绿色化进程，提高资源效率和促进可

持续溯源采购，以减少环境影响。 

以生态设计为例，这个概念并不新鲜，但挑战在于如何激励生产商和制造商启动循环价值

链。世界各国已经开展了旨在促进生态设计的立法和认证。例如，在欧洲，生态设计指令（Eco-

design Directive）为影响能源消耗的欧盟产品(如加热器、用水设备和绝缘材料)提供了设计指导。

预计到 2030 年，该措施每年可节省能源 167 太瓦/小时，相当于丹麦每年的能源消耗（欧盟委员

会，2019）。法国在这一框架上更进一步，出台了 2020 年的《循环经济法》，对修复权、未售出

商品销毁和废物管理提出了严格规定。例如，该法律将要求生产商和进口商告知消费者其产品的

环境属性，从可回收成分到可重复使用的可能性（Sauvignon，2020）。欧盟近期更新了其生态设

计指令，以涵盖产品使用寿命设计领域。新指令要求产品备件应更长时间供应市场，以便后续更

简单易行的维修（欧盟委员会，2019）。 

作为循环经济的早期倡导者，中国传统上关注的是末端废物管理、污染预防和清洁生产。但

在近期发布的循环经济“十四五”发展规划中，中国政府明确提出完善循环经济指标体系和绿色

设计规范是未来五年的重点工作。通过向更系统的模式过渡，尤其是鼓励智慧的生态设计，中国

可以继续管理这些问题，同时与循环的整体方法保持一致。同样，在城市地区推广绿色建筑，也

是通过良好设计减少环境影响的范例。为了遏制建筑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减少其对整个价值

链的自然资本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中国政府最近对房地产实施了更严格的监管。中国的“十三

五”规划明确要求，到 2020 年，50%的城市新建建筑需达到绿色建筑标准，绿色建筑材料的比例

需达到 40%。与此同时，在 2012 年至 2017 年期间，中国有兴趣购买绿色住宅的人数增长了三倍

（Loupan，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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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法规和消费者行为的转变已经开始推动向采用更可持续建筑材料的绿色建筑的转变。

2016 年，“中国房地产绿色供应链”倡议应运而生。“中国房地产绿色供应链”倡议是由房地产

企业和上游(如建筑施工、建材制造)、下游(如家具制造)等关键利益相关者组成的商业联盟。

(《中国房地产行业绿色供应链行动》，2015)。截至 2019 年，已涉及 100 家房地产公司和 3669 家

国内外白名单供应商。这些企业的年销售额为 2900 亿美元，约占中国房地产行业总量的 20%

（《中国房地产行业绿色供应链行动》，2015）。 

该倡议提出以来，取得了显著成效。自 2018 年起，所有成员企业将“白名单”标准纳入认可

的联合采购招标文件中，为促进中国房地产行业对木材的合法和负责任采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

全球森林和贸易网络的技术支持下，联合采购政策明确规定，绿色木材不得来源于具有高生态价

值的森林、《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所列树种、没有明确确定所有权的森林地区，正在

进行森林和农地转换的地区，或转基因木材。这些努力使得大约 2800 万美元的源自合法采伐森林

土地的木地板被采购（相当于中国总市场的 22%）,这也是在森林保护和消除木材收获对生物多样

性的负面影响方面的一项重要努力（《中国房地产行业绿色供应链行动》，2015）。该倡议的目

标是到 2025年扩大这一努力，使超过 50%的中国地板公司改用 FSC认证的木材，使超过 500万公

顷的森林得到可持续管理，并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做出贡献（世界自然基金会，2016）。 

注重高质量的设计将使中国企业更好地解决国内日益增长的绿色消费，同时减少不可持续材

料的使用和环境影响。然而，中国政府必须确保一个功能完善的监测和评估体系，以支持市场转

型。例如，可以开发绿色价值链认证机制，并纳入其他已完善的全球认证计划和可持续标准，如

FSC 木材认证。此外，强化相关法规和执法也是取得预期效果的重要途径。 

 基于数字解决方案的再利用商业模式可以助推中国实现资源约束下的经济增长 

重复使用产品可以减少资源消耗，共享经济是一种新兴的商业模式，在共享出行、服装、充

电宝等领域都已有具体应用。它通过个人或公司拥有产品并将其作为一种服务提供给消费者来实

现对商品和服务的临时使用。最终，环境效益源于不同商品和资产利用度的提升，及其使用寿命

的延长，节约隐含能源和其他有价值的资源，避免新材料生产和报废处理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  

（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2019b）。 

以时尚行业为例，共享经济模式在过去十年中越来越受欢迎，尤其是设计师产品，包括中产

阶级在特殊社交活动中偶尔使用的服装、鞋子和配饰。例如，2009 年，“Rent the Runway”作为

一个电子商务平台出现，允许用户租用、订制或购买设计师服装和配饰。自 2016 年以来，该业务

通过加速订制业务开始大幅扩张并开始盈利。截至 2019 年，该公司的估值超过 10 亿美元

（Segran，2019）。这种商业模式可以在中国市场复制，对于快速增长的中产阶级来说可能有更

大的商业潜力，预计到 2030 年，中产阶级的占比将从 2015 年的 57%增长到 75% （Verot，

2021）。事实上，类似的概念早在 2014 年就在中国出现，如女神派（MsParis）、衣二三（Y-

Closet）、Yeechoo、星洞（Starluxe）、一起贷（Yiqidai）和兜宝宝（Dou Baobao）（Forslund，

2019）。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人热衷于新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奢侈品市场有望扩大和增长。这种

快速增长的需求可以通过分享经济得到部分满足，其交易额预计将从 2020年的 3.38万亿元人民币

（5224.7 亿美元）每年增长 10%（《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2021）。此外，电子商务将加速

奢侈品品牌的在线销售，使其可以到达一线城市以外的 Z 世代，因为 80%的中国人更喜欢在网上

购买奢侈品（GMA，2021）。 

最后，在二手市场购买二手服装或家具也可以达到再利用的目的。虽然租赁在奢侈品市场运

作良好，但转售在中端市场更有效。中国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集团（Alibaba Group）运营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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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名为“闲鱼”的二手消费市场，用户可以在这里买卖二手产品，并可以选择使用母公司的物流

系统。 

总之，创建新的共享经济和再利用模式可以提高产品的使用率。这既能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

高品质生活消费需求，也能在不增加生产的情况下拉动新需求的增长，进而实际减少原材料提取

和生产的需求。这将成为“十四五”规划中强调的高质量发展和绿色增长的引擎。 

尽管有这些重要的好处，共享经济可能产生的反弹效应（或称为杰文斯悖论）也不应被忽

视。这里的反弹效应是指因增加共享需求的行为改变而导致共享产品带来的资源利用效率提高的

预期收益减少。共享经济模式使得消费者租用奢侈品比拥有奢侈品更便宜，这可能会增加对这些

产品的需求。为了将意外反弹的风险降到最低，需要正确的政策激励措施来引导健康消费习惯的

发展。 

 增加回收可以提供替代解决方案，以满足由收入增长驱动的国内消费增长 

在通过再利用使商品和材料保持在经济循环中的同时，不可再利用的部分则可以通过回收来

保持价值。提高木质材料的回收率，有助于中国作为进口国减少对木材进口的依赖，从而减轻热

带森林的压力。这可以通过对建筑施工、家具制造和造纸行业等方面的干预来实现。 

中国房地产行业市值位居世界第四 （5400 亿美元）（Teuben 和 Bothra，2018）。它的扩张速

度也是最快的，中国快速增长的城市每年增加 20 亿平方米的建筑面积（Huang 等，2018）。此

外，中国房地产行业将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扩大其海外建筑业务。这种持续的扩张在国内和国

际上都具有重要的环境影响。 

2019 年，建筑和家具制造业占中国木材消费的 51%，其中 60%是进口的（研究与市场，

2018）。预计中国的木材消费量和进口总量将继续增长，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然而，由

于对国内伐木的限制，国内资源难以满足中国的木材需求。因此，再生木材作为地板材料的市场

迅速增长。在减轻上游生产压力的同时，中国政府必须完善和加强对再生材料使用的规范，最大

限度地降低对人体健康的潜在风险。这是因为在生产阶段存在的有害物质将保留在回收材料中。

一些国家已经制定了管理可回收材料的政策，以避免对健康造成负面影响。例如，欧盟

（528/2012）的生物杀虫剂法规明确禁止在人造板上存在甲醛树脂等有害物质。 

中国造纸行业自 2010年以来已经位居世界第一，占全球产量的 25% （Boqiang和 Moubarak， 

2014）。在过去的十年里，纸张的消费量大幅增长，这很大程度上是受电子商务和相关包装的蓬

勃发展的推动。2017 年，该行业处理了 400 亿份订单，相当于每天处理 1 亿个包裹，产生了 790

万吨包装废物。其中 86%是瓦楞纸片，3.6%是塑料。目前国内资源无法满足造纸生产的原生纤维

的需求（Shang 等，2021）。 

在国际上采购木材和提高纸张回收率是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案。然而，前者对采购国具有显著

的当地影响。因此，以资源化为重点的循环实践可以让作为买方的中国减轻对大卖方国的压力

（Pacheco 等，2021）。在满足对纸张不断增长的需求方面，回收利用具有巨大的潜力。例如，

2017 年，60%的纸包装和几乎全部的塑料都没有得到回收（Duan 等， 2019）。 

然而，虽然提高回收率至关重要，但仅靠生产方面解决方案并不能解决我们当前不可持续增

长模式的深层次问题：人口和收入的快速增长导致消费的不可持续扩张和增长。因此，另一种方

法是完全取消纸和纸板包装，用可重复使用的容器和全面的逆向物流系统取而代之。后者也需要

改变现有的消费模式。RePack 的商业模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该公司是一家为在线商店提供邮

政包装产品的供应商。 消费者可以选择 RePack 的包装服务，并在将包装寄回后获得代金券。 虽

然消费者可以在任何其他在线平台上使用优惠券，但零售商可以将自己与无害环境的送货服务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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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起来，并培养忠诚的客户，减少他们日常生活对环境的影响。 与一次性塑料包装相比，这使得 

RePack 的碳足迹减少了 80%（SITRA，2017b）。 

（五） 以可持续消费为核心的循环经济为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同样重要的是，循环经济的 3R理念可以应用于加速消费者行为向“减少和再利用”模式的转

变。这将减少对原材料的需求，同时增加对由回收材料制成的产品的需求，进而减少对用作生产

投入的进口原材料的需求。以下列举了此类基于消费的策略的示例。 

 转变消费模式，以减少食物损失和浪费以及塑料的使用 

粮食损失和浪费（FLW） 日益成为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 中国每年损失和浪费的粮食约 

3500 万吨，约占其粮食总产量的 6%，这一数量可以养活 30 至 5000 万人（Marchisio，2020）。 

大约一半的粮食损失和浪费 发生在供应链的下游端，无论是在零售店还是在消费者手中。 餐馆和

食堂平均占粮食损失与浪费的 28%（Liui，2014）。 与此同时，中国正面临着用于种植粮食的耕

地的萎缩，这主要是由于土地退化——大约 40% 的土壤已经中度或严重退化（Patton，2014）。 

这意味着中国必须通过下游消费解决粮食损失与浪费问题，以提高粮食安全并减轻农业扩张的压

力。 

中国已经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2020 年，中国宣布发起“光盘行动”，鼓励消费者在餐馆点

餐时减量（“中国发起‘光盘行动’，反对食物浪费”，2020）。此外，中国新的《反食品浪费

法》将对任何在流行社交媒体渠道（如暴食视频）上宣扬暴饮暴食的人处以最高 10 万元人民币的

罚款。餐厅如果诱导或误导消费者“点餐过多，造成明显浪费”，也会面临罚款（Zuo 和 Cai，

2020）。为响应反食品浪费运动，中国各地都开展了以地方为主导的行动。例如，自 2020 年 4 月

起，合肥市中心的金陵大酒店向带走剩菜的食客提供 10% 的折扣或 50 元（7.19 美元）的优惠券

以供下次使用（Xing 等，2020）。 

然而，需要更多的创新来促进人们习俗和文化态度的改变，从而减少浪费食物的消费习惯，

并鼓励健康饮食（Zuo 和 Cai，2020）。例如，技术驱动的政策激励措施或新商业模式可以促使零

售商打折出售可能被浪费的食品。再例如，为了应对不确定的波动需求，Lunchie 和 ResQ 开发了

一个移动应用程序，允许餐饮场所以折扣价向在特定时间窗口取餐的当地客户出售剩余食品。该

应用程序提供了一个双赢的解决方案，既使消费者可以轻松地以较低价格获得高品质食物，也避

免了当地餐馆的实物浪费和相关收入损失（“餐饮服务运用移动技术” ，2017）。 

除了食品垃圾，塑料的一次性使用也亟待解决。中国每年生产约 2000 万吨一次性不可降解材

料，其中包括 300 万吨购物袋（“中国对一次性塑料的企业采取强硬态度”，2020），迫切需要

政策创新来推动公民降低塑料包装的消费量。 2020 年 1 月 16 日，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NDRC）和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禁令，禁止在餐厅、购物塑料袋和含有微塑料的化妆品中使用

一次性塑料。该禁令已于 2021 年 1 月 1 日生效（Zhang, 2021），预计到 2025 年，城市外卖塑料

使用量将减少 30%。该政策的效果尚待观察，但全国各省已发布了实施该国家政策的计划。 

 同时，塑料的替代产品研究也在增加。例如，快餐店开始提供由高粱、大米和小麦粉制成的

勺子、叉子，甚至筷子。 EnviGreen 是一家印度公司，发明了由淀粉制成的储物袋，使用后可以

成为动物的食物（Byrnes，2019）。已经有许多商业化的发明，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替代塑料的

选择，从而支持减少塑料使用的行为转变。 

 改变消费者的行为，鼓励塑料再利用，减少对原材料投入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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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利用模式是循环经济减少对原材料投入的需求，带来经济和环境效益的一个明显例子。例

如，在全球范围内，再利用 20% 的塑料总量将产生 100 亿美元的经济效益（艾伦·麦克阿瑟基金

会，2019a）。  

包装再利用对中国非常重要。仅在 2010 年，中国公民就产生了 6000 万吨塑料垃圾（Albert， 

2020）。与此同时，中国也是塑料的主要生产国，生产了全球 20% 的塑料（Wang 等，2019）。

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由于对个人防护设备和一次性塑料（如外卖容器和在线购买包装）的

需求增加，塑料产量猛增。通过解决塑料的生产和使用，中国还能够减少化石燃料的消耗和进

口，这是塑料生产的重要原材料（Barron，2020）。 

有四种实用的方法可以通过 B2C（企业对消费者）服务模式在价值链末端鼓励塑料再利用。

首先，消费者可以在家里使用塑料容器重复灌装。为推广这种新商业模式，行业龙头企业应当联

合起来重新设计标准化的容器。例如，总部位于美国的社会企业 TerraCycle 开发了 Loop 平台，旨

在为全球消费者购买重复灌装包装产品提供便捷得体的购物方式。其次，企业可以提供取货服务

以使用塑料容器重复灌装并将其退还给客户。第三，消费者可以选择在商店和其他零售地点重新

填充容器。最后，消费者可以选择将他们的容器丢弃在特定地点，而企业可以从这些地点收集容

器并进行清洁和重新灌装，以使产品可以再次在零售店销售。例如，Splosh 洗发水装在一个容器

中，最多可重复使用 20 次。这样可以减少 95% 的材料使用以及塑料容器生产过程中所需的能源

（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2019b）。  

总而言之，从环境和经济的角度来看，塑料容器的再利用模式是有益的。同时，它们是多样

的，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实施，适用于大量的产品。然而，推广再利用模式需要政府和企业创造激

励措施来吸引更多消费者参与。 

 转变消费，引领新的时尚潮流，促进环保材料的使用 

纺织业由于生产、提取和利用原材料生产天然纤维而对环境产生重大影响。例如，棉花占欧

洲市场使用的所有纤维的 43%，其特点是水足迹高。羊毛是另一种重要的纤维材料，其生产会产

生大量温室气体排放（Šajn，2019）。  

随着消费者越来越意识到时尚行业的肮脏程度，他们已经开始采取行动向行业提出更多的要

求。消费者对更可持续消费的需求可以推动商业实践的改进，并促进新的可持续时尚趋势的出

现。例如，标志性奢侈品牌 Hermes 与美国初创公司 MycoWorks 合作，使用 Sylvania（一种由菌

丝体或蘑菇根制成的材料）重新打造其广受欢迎的 Victoria 行李袋（Lutze，2021）。 

此外，原材料的稀缺迫使时尚界的许多品牌利用回收利用来满足对服装日益增长的需求。在

过去的几年里，“纤维到纤维”作为原材料的可持续替代品已经开始出现。然而，回收纤维作为

新产品原料的做法尚处于起步阶段，难以实现规模经济。不断变化的消费者需求可能会导致对技

术创新的投资增加，这些创新将解决纤维回收转变过程中的问题，例如长度缩短、服装中纤维混

合物的使用以及生产过程中的杂质。此外，消费者偏好的变化还可以推动时装设计中越来越多地

使用回收和可回收材料，为时装业的可持续转型做出贡献。例如，Muiccia Prada 和 Raf Simons 的

合作系列已开始生产由 100% 再生尼龙制成的服装（Lutze，2021）。H&M 与香港研究机构 

HKRITA 合作开发了一种技术，可以在不损坏纤维的前提下将棉花与再生聚酯纤维分离。 再生聚

酯纤维随后被用于童装系列产品，为公司的减排目标做出了贡献（Joe，2021）。 

作为全球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国，国内外消费模式的变化对中国影响巨大。更环保的消费方式

已经越来越受欢迎，尤其是在中产阶级中。如今，消费者通过社交媒体、活动和同行影响越来越

意识到纺织品生产对环境的影响，并愿意为更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买单。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也可

以通过公共绿色采购支持向可持续消费的转变。例如，在荷兰，国防部在一份提供毛巾、衣服和

工装裤的大型合同中明确规定优先使用回收纤维（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2017）。设计师在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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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材料融入时装设计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可以创造支持全球向绿色消费和更健康生活方

式转变的时尚潮流。 

（六） 循环经济可以为中国企业带来新的商机 

 全球贸易动态和政策变化对中国企业的影响  

随着各国对循环经济的兴趣不断增强，全球贸易政策和实践在设计时也需要考虑循环性。这

种对各国如何看待贸易的重要重构充满了机遇。虽然循环经济转型历来是通过国内政策（如上一

节中提到的政策）推动的，但越来越明显的是，贸易也很重要，因为大多数商品以某种方式与全

球价值链相关联（经合组织，2018）。作为全球贸易的主导力量，中国认识到跨境流动的经济、

环境和社会影响至关重要。  

在全球贸易发展过程中，单个国家可以制定政策推动国际贸易更具循环性。例如，生产者责

任延伸 （EPR）要求生产者将其对产品的责任延伸到产品生命周期的消费阶段之外。EPR 政策通

常适用于国内销售的产品，但也可以扩展到出口产品，生产商负责在出口国对商品进行收集、分

类和使用后回收（Schleicher ，2021）。 

与循环经济相关的全行业举措通常也需要支持贸易政策和实践才能取得成功。 例如，通过优

先考虑生态设计，一个行业可以通过更好的产品设计来减少浪费，并使产品的零部件更容易拆卸

以再利用或回收。 然而，这种做法需要“需求拉动”来推动供应。 各国可以利用贸易法规以及统一

的标准在多个跨境市场中创造这种需求。 

以循环为理念设计的全球贸易提供了环境效益之外的好处，例如经济多样化、技术增长和创

新，以及新技能开发（Wellesley、Preston 和 Lehne，2019）。如果监管得当，它可以将废物和材

料运送到有更好分类和处理能力的目的地（经合组织 2018）。开放市场可以成为有益的强大工

具，而经过深思熟虑的贸易政策可以获得积极的商业利益，特别是中国可以通过将贸易和循环经

济视为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来提高供应链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此外，随着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中

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中国将产生新的循环经济商业模式，特别是那些小微科技公司，例如那些与

循环经济相关的交易量巨大的服务，包括 IT 服务，其他专业、技术和商业服务（如技术测试或环

境咨询服务），无运营商的租赁服务，研发服务，维护、 维修和安装（建筑除外）服务，污水和

废物收集服务以及与建筑服务相关的专业服务（Tamminen 等，2020）。 

此外，中国有重要的机会在贸易和循环经济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特别是在这两者之间的联

系仍处于起步阶段的情况下。 例如，中国可以利用全球市场供给可回收或可重复使用的材料，同

时鼓励其 14亿公民转变消费习惯。 同时，多边合作可以有利于国家间关系的健康发展，并从贸易

扩展到其他事务。中国已经具有全球合作的精神，最近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率先发起了减塑倡议。

如今，大多数商品以某种方式与全球价值链相关联（OECD，2018）。 作为全球贸易的主导力

量，中国应该认识到跨境流动对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影响。  

 中国循环经济市场的蓬勃发展和商业创新 

循环经济商业模式已经开始在中国的许多经济领域出现。其中许多企业创造了可观的市场收

入，并创造了大量体面的就业机会。 

共享经济和提供服务的机遇。如前所述，共享平台和产品即服务不仅带来了环境效益，也带

来了经济机会。仅在中国，共享经济在 2019 年就支持了 6 亿人的 5000 亿美元交易，预计到 2025 

年将占中国 GDP 的 20%（Campbell，2018）。2018 年，中国约有参与 7.6 亿人共享经济，其中，

服务提供者约 7500 万人（iiMedia Research，2019）。 2020 年，共享经济从业人员规模达到 8400

万人，其中 631 万人直接受雇于网络销售平台（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1）。将共享经济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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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扩展到租赁名牌服装和家具等领域，可能会进一步增加共享商品的市场机会。像 YCloset 这样

的在线平台已经开始接受这一趋势，为每月支付订费的消费者提供服装租赁服务。 YCloset 吸引

了阿里巴巴等知名投资者和 H&M 等品牌合作伙伴，截至 2019 年，已拥有 1500 万注册用户

（Ringstrom，2019 年）。新经济模式要求企业从产品供应商向服务供应商转变，这可以产生可观

的经济效益。例如，2019 年全球维护和维修市场的价值为 1.3 万亿美元（BusinessWire，2019）。 

再利用模式的机遇。据估计，全球每年有价值 4600 亿美元的未被充分利用的服装被丢弃。如

果一件衣服的平均穿着时间增加一倍，纺织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可能会减少 44%（Lisca 等，

2021）。此外，二手服装市场预计在未来五年内将增长五倍，达到  6400 万美元（ThreadUp，

2020）。  

在国内，再利用模式不仅可以减少中国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还可以创造商机。在中国，每年

丢弃的约 2600 万吨纺织品中，只有 10-15% 得到回收和再利用，这表明有充足的机会进行更多的

再利用（Spuijbroek，2019）。此外，奢侈品的二手市场在中国有着巨大的潜力，自 1990 年以来

需求量稳步上升，到 2017 年总销售额达 80 亿元，预计还将以 20%的速度增长。同年，二手奢侈

品专卖店总数约为 2500 家，其中专门经营二手新用品的商店有 400 家。对二手奢侈品的需求已成

为日益壮大的中国中产阶级的可行选择（Cui 等，2019）。  

再利用模式在包装领域也有显著的发展势头，有三分之一的包装最终被填埋（艾伦·麦克阿

瑟基金会、世界经济论坛和 McKinsey & Company，2016）。这种日益增长的兴趣源于人们越来越

认识到，再利用模式不仅提供了一系列新的塑料污染解决方案，而且还具有释放巨大商业利益的

潜力。例如，联合利华承诺到 2025 年将原始塑料包装减少 50%，其中三分之一来自绝对塑料减

少，包装生产商 Amcor 的可重复使用和可再填充 PET 容器的销售额在过去两年翻了一番（艾

伦·麦克阿瑟基金会，2020）。智利初创公司 Algramo 旨在通过其智能自动售货机消除塑料包

装，这些自动售货机将家用清洁产品等产品分配到可重复使用的包装中（Closed Loop Partners，

2020）。这种创新也伴随着巨大的经济潜力。事实上，将全球 20% 的塑料包装转化为可重复使用

的替代品，可以带来 100 亿美元的商机（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2019）。 

科技赋能回收新商业模式。在中国，越来越多的科技公司参与回收业务。物联网、大数据等

新技术已被应用于改造家庭回收业务。它们可以改善生活垃圾的分选，大幅提高家庭回收率，并

根据家庭的喜好创造包括礼物、信用、代金券等不同形式的奖励。高科技公司的参与将改变人们

对回收行业的态度，创造更多体面的工作，尤其是对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一代。  

中国全国性的大规模回收系统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发展迅速。例如，2019 年中国启动了创建

“无废城市”的试点计划，到 2020 年底，该计划预计将新建 200 个大型回收基地来处理固体废物

（路透社，2019）。新技术可以在扩大中国小规模回收模式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针对最终

消费者。例如，押金返还的回收模式在很多城市已经存在了几十年。装瓶公司通过当地社区商店

有效地收集最终消费者的空玻璃瓶（例如啤酒和可口可乐）。这些瓶子可以由同一家装瓶公司清

洗和重复使用，这是一项重要的成本节约策略。其原理类似于西方国家的存款返还计划

（DRS）。通过它，消费者被要求在交付他们购买的产品时支付一次性金属/玻璃或塑料容器费

用。最常见的例子是瓶装饮料。退回瓶子后，消费者会收回押金（Snowdon，2019）。中国可以

采用 DRS 来扩展其现有的全国范围押金返还回收模式，并使用新技术更好地对废物进行分选，以

提高回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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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动中国价值链中循环经济发展的五个因素 

 

正如我们所讨论的，循环经济的机遇是巨大的，中国有无数种方法可以来应用最新的实践和

趋势。 在此过程中，中国可以利用五个跨领域的推动因素，以加强和促进其循环经济政策，我们

将在下一节重点介绍。由于这些推动因素的交叉性要求采取协调的方法，因此可以将其与全球绿

色价值链研究所的职能相结合。 

（一） 循环经济设计和产品标准及认证体系 

中国有充分的条件发展符合最高标准的国内循环经济政策，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引领作用。

中国可以成为设计和创新领域的公认力量，摆脱目前对其制造成本低、质量低的看法。制定更明

确的产品标准和认证体系，并通过中国绿色价值链推进机制加以实施，既可以支持更好的废物管

理国家战略，也可以增强跨境贸易的透明度。通过建立法规和产品认证体系，中国可以直接支持

可回收原材料、商品和废物的二级市场，并间接促进消费者对更高质量的回收产品的需求。 

中国为减少塑料制品而采取的有关产品标准的法律和指南，为中国制定此类法规和标准提供

了范例。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制定了两项产品标准：2013 年的塑料（特别是聚苯乙烯化合

物）产品标准，以及 2014 年的纸和塑料（包括食品包装用复合薄膜和小袋）产品标准。但是，这

些标准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Garcia 等，2019）。   

法规和标准促进循环经济主流化的例子还包括：要求延长所有电子设备的保修期限; 关于产品

可修复性和再利用性的标准化信息，以及鼓励产品修复和再利用的相关激励措施。   

还需要协调和整合针对价值链不同阶段的认证体系。 例如，软性商品生产的认证标准可以更

好地与产品中可回收成分的认证、产品全生命周期分析工具、环境产品披露以及与产品设计和使

用相关的标准（如建筑认证体系）相结合。 这种整合可以帮助消费者和采购部门减少对于特定产

品或服务各种声明和认证系体系的困惑。中国机构应梳理已建立的国际标准和相关认证体系的清

单，以便在中国的政策指导下更好地整合、采用或认可这些标准。 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需要密切

的多边合作，以协调跨境贸易不同产品标准的一致性。  

（二） 利用绿色金融支持循环商业模式 

采用长期循环商业模式的中小企业短期投资回报通常较低，因此难以获得适当的融资。 

中国政府、央行和金融监管机构可以帮助缓解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可以直接投资于循环经济

活动和创新，通过定价外部性等方式确定方向和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其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机构

专栏 9 关键要点－更高的产品标准、绿色金融、先进技术、加强监管和新商业模式的结合是促进中国循环经济的关

键。协调的绿色价值链机制可以确保方法的整体性，以实现系统性变革。 

 建立基于循环经济原则的设计和产品标准以及认证体系，可以支持更好地进行废物管理的国家战略，鼓

励跨境贸易的透明度。 设立法规和产品认证，支持可回收原材料、商品和废物的二级市场，间接支持消

费者对更高质量的可回收产品的需求。    

 需要创新的绿色金融解决方案来打破循环经济商业模式融资的障碍，尤其是中小企业所寻求的融资模

式。  

 机器人、区块链和物联网等先进技术可以通过颠覆性的变革来帮助加速向循环经济的过渡，从提高透明

度到提高产品的可回收性或再利用性。 

 需要适当的监管来激励整个价值链中的循环经济。 生产者责任延伸 (EPR) 和押金返还计划 (DRS)已被证明

对开发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再利用和回收利用非常有用，需要加强机构能力和执法以确保其成功。 

 需要新的循环商业模式来确保企业在循环经济中蓬勃发展，并促使消费者做出优化的循环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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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将循环概念整合到风险评估和建模中，扩展专用循环性衡量工具，并将循环指标集成到现有

框架中（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2020）。  

中国可以利用现有的绿色金融发展势头。中国发行的绿色债券数量已经超过除美国外的任何

国家（Fleming，2020），中国在“十三五”期间投入了大约 17 万亿元人民币（2.5 万亿美元）用

于环保项目。  

中国政府可以制定政策，确保中小企业更好地获得金融服务——或许可以通过提供风险缓解

融资计划作为贷款担保。例如，他们可以通过各种金融工具来帮助规模较小的废物管理和回收行

业筹集资金，特别是当回收行业对投资者的吸引力普遍较低时（Cochu Bengtsson，2019） 。例

如，韩国向废物管理公司提供了财政援助。这种支持对于中国成为生态可持续的国家至关重要。

《欧盟绿色金融分类》提供了一份有用的清单，列出了包括循环经济在内的环境可持续经济活

动，可以为推动中国循环经济主流化的绿色金融优先事项的设定提供参考。 

（三） 利用 21 世纪的先进技术 

中国已经是颠覆性技术的世界领先者之一，北京和上海等城市中心在量子计算、人工智能和

大数据等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毕马威，2020）。中国可以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引进新的理念和

做法，完善循环经济政策，成为全球循环经济的先锋。机器人、区块链和物联网等先进信息技术

可以通过颠覆性变革来帮助加速向循环经济的过渡。从提高材料的透明度到提高产品的可回收性

或再利用性，此类创新使循环实践变得容易和可被采用，并有助于社会向更加循环的世界转变。

这些技术还可以使追踪材料的来源变得更容易，从而鼓励全球通用的贸易标准，并通过嵌入的产

品信息普遍提高材料的可追溯性。 

世界各地的公司已经在上述建议领域将这些技术付诸实践。例如，Miniwiz 开发了一种专利

塑料，通过制造过程将城市塑料垃圾与稻壳结合在一起，与传统工艺相比，该工艺的二氧化碳排

放量减少了 40%（ Gyebnár 等，2018），而海尔利用 3D 打印快速制造家用电器的原型，允许迭

代设计过程来提高产品质量。 

（四） 强化国内外法规和制度建设 

中国需要通过加强法规和制度建设来推广循环经济原则。押金返还计划、生产者责任延伸制

度和禁止塑料购物袋等产品，是可以更广泛应用的监管工具。 

自 2015 年以来，中国已经建立了法律框架和法规，指导从产品设计到零售、消费、再利用、

回收和废物管理的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中实施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在“十四五”期间，政府可以

在“十三五”电子产品、汽车产品、纸制饮料包装和铅酸电池等重点生产者责任延伸试点的基础

上扩大试点。 这需要新的机构来大规模推动这些计划，以产生预期的影响。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押金返还计划和延长保修期等，已被纳入中国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文件中，包括 2008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 2015 年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

方案》和 2016 年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行方案》。但其有效实施，需要建立配套的回收系统

等基础设施以及其他相关领域的政策支持，如促进生产企业、回收企业和电子商务平台之间的信

息共享和协作。 

“十三五”期间，中国已开展电气和电子产品的生产责任者延伸试点项目。 “十四五”规划

要求汽车产品也开展生产责任者延伸试点。 但是，重要的是要迅速将押金返还计划和生产者责任

延伸制度扩展到其他部门，特别是在商品和食品的电子商务递送服务中使用包装材料。 阿里巴

巴、京东和苏宁等中国电子商务巨头已经通过各种激励措施（例如，价格折扣和购物券）鼓励消

费者在网上订单中选择绿色包装，如无胶带包装盒和可生物降解的包装材料。 然而，需要更多的

激励措施来鼓励更多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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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可以通过生产者责任延伸法律鼓励中国的造纸行业进行更多的回收利用。电子商务业

务的责任也可以扩展到其他包装材料，包括约占二手包装的 40%纸包装和塑料包装 （Duan 等， 

2019）。2017 年，中国政府立法推动生产者责任延伸和生态设计，表明如果将考虑了可修复性和

回收性的产品投入市场，我们不仅会减少材料的使用和影响，还会在不增加售出产品的情况下创

造更多价值。   

此外，生产者责任延伸计划可以跨境推广，以推动生产商生产高质量产品，扩大产品使用范

围并减少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环境影响。跨境生产者责任延伸计划的实施需要受到国际公约（如

巴塞尔公约）框架下严格的国内政策的监管，该公约限制了有害或难以回收的塑料废物的出口。

欧盟在其废物运输条例（EU 2020/2174）中已将限制塑料废物清单内化，但需要加强执法以确保

该条例的有效性。  

押金返还计划可以推动消费者支持包装回收的行为。迄今为止，全球约有 40 个国家/地区设

立了押金返还计划（英国议会，2017）。精心设计和实施良好的押金返还计划 可以提高饮料容器

的收集率，并提高高纯度和高质量材料的捕获率，如德国、挪威和荷兰，都实施了押金返还计

划，并报告塑料饮料瓶的收集和回收率达到 95% 以上（自愿和经济激励工作组，2018）。这里也

有潜在的排放效益：苏格兰估计，其 2022 年在全国范围内对废旧瓶罐进行押金返还的计划，将在 

25 年内减少 400 万吨温室气体的排放（Zero Waste Scotland）。目前落后于西方国家的中国，可以

实施押金返还计划以提高国内回收率。 

（五） 发展新型循环商业模式，支持向绿色消费转型   

循环经济的转型引入需要新的商业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企业可以不依赖无节制消费而得到蓬

勃发展。  

从提供产品转向提供服务是最常见的方法，通常由先进的信息技术推动。 公司保留资产的所

有权，并从向客户出售服务中获得利润，从而确保最大限度地利用资产，并相应地减少对环境的

影响。 如 4.1.5 节所述，为避免共享经济的意外反弹后果，需要政策激励和新的经营理念。  

荷兰照明公司飞利浦就是一个例子。 该公司早在 2009年就推出了“循环照明”，即“按勒克

斯付费”，客户可以与飞利浦签订个人服务合同，为以勒克斯为单位的设备设定特定亮度。 飞利

浦不销售灯泡，而是提供完整的安装、供电和维护服务，并鼓励安装寿命最长、效率最高的设

备，而不是数量最多的灯泡（经合组织，2019）。将这些服务内容整合到实体产品的价值主张

中，可以建立高质量的品牌和消费者对品牌的忠诚度（Bocken 等，2016）。     

服装和家具行业的企业已实施回购、修理或翻新后再转售的模式，确保了品牌的二手价

值。 这最大限度地延长了使用寿命，并支持了为更长的寿命和可修复性而设计的必要性。 

政府部门应继续开展相关倡议行动，如习主席倡导的反对食物浪费的“光盘行动”，加快促

进消费者向“减量化和再利用”消费模式转变。抓住机遇，在政府、学校、国企和私营部门推动

绿色采购主流化，在建筑和餐饮等行业采用循环经济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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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政策建议 

新冠疫情爆发和气候变化影响，给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的同时，也增强了人们对生产和消

费绿色转型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中国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了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

展格局的“双循环”战略，确立了 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为支持这些战略与

目标的实现，中国应抓住历史机遇，采取如下优先行动，加快推进全球价值链的绿色化步伐： 

 针对软性商品价值链，完善尽职调查相关法规要求，推动追溯体系技术进步，开发绿色

金融工具，采取有助于价值链绿色化的贸易政策，进而推动经济社会整体实现绿色转

型； 

 在价值链上游的生产环节和下游的消费环节中纳入循环经济原则，运用提高产品标准、

绿色金融、先进技术、强化监管、创新商业模式等手段，鼓励全球范围内生产和消费的

可持续转型； 

 为落实上述优先行动，加快构建覆盖价值链上下游的绿色价值链推进机制与技术支撑体

系。 

表 3 政策建议汇总 

六大优先事项 

宣传交流 构建并宣传中国绿色价值链战略框架 

法规体系 完善尽职调查和追溯系统建设法规体系 

技术体系 推动尽职调查和追溯体系建设技术进步 

金融体系 开发有利于绿色价值链的创新金融工具 

贸易体系 将绿色价值链相关要求纳入贸易协定中 

循环经济 将循环经济原则纳入主流，促进绿色消费和可持续采购 

加快推进中国绿色价值链技术支撑体系建设 

机制建设 构建中国绿色价值链协调机制框架 

规划制定 制定绿色价值链发展规划及优先领域  

研究和政策对话 促进科学研究和政策对话，支持整个价值链的绿色化 

 

一、现阶段中国绿色价值链发展六大优先事项 

（一） 构建并宣传中国绿色价值链战略框架 

中国可以在国内相关高层活动上传达构建绿色价值链的意愿，为国内外的领导人、政府机

构、企业、金融机构、民间社会组织和合作伙伴共同创建和实施一个强有力的全球绿色价值链战

略提供动力。 中国可以与国际合作伙伴交流其在绿色价值链方面的雄心和承诺，具体的安排包

括：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15 次缔约方会议上宣布一项雄心勃勃的全球价值链绿色化承

诺，同时鼓励其他国家共同参与并作出贡献。 

 推动将构建全球绿色价值链作为议题之一纳入 G20 峰会，供全球领导人讨论，争取形成

共识并采取共同举措。 

 借助《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6 次缔约方会议的契机，介绍中国推动全球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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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化、通过绿色价值链推进“双循环”战略和实现“双碳目标”等方面的主张和立

场。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15 次缔约方大会的“生态文明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和

“商业与生物多样性”论坛上设置绿色价值链相关议题和环节，宣介本研究成果，促进

关键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和交流，推动中国软性商品绿色价值链战略框架构建。 

（二） 完善尽职调查和追溯系统建设法规体系 

开展尽职调查和推动追溯体系应用，有助于进口商、金融机构、政府部门和消费者正确识别

商品来源的合法性和可持续性。为此，中国需加强相关法规体系建设，明确全球价值链参与方对

商品来源开展尽职调查的责任和义务，同时，推动追溯体系建设与应用，增强商品来源合法性和

可持续性方面的透明度，促进中国与全球主流市场相互协同，增强全球价值链的安全性和韧性。 

这一法规体系的核心是要求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履行尽职调查义务，核查商品

来源的合法性，确保商品生产符合原产国法律法规。在此基础上，可鼓励企业和金融机构利用尽

职调查，进一步评估商品生产的可持续性。对尽职调查的强制性要求应适用于全球价值链上的所

有企业，以及为商品生产和贸易提供融资的所有金融机构。 

这一法规体系将与《对外投资合作绿色发展工作指引》（商务部和生态环境部，2021）中的

要求保持一致。 《工作指引》中的相关要求包括： 

 推动绿色生产和经营，包括开展尽职调查，识别潜在环境风险，打造绿色供应链，实施

绿色采购； 

 推动企业主体绿色转型，包括健全绿色合规体系建设，规范境外经营行为，补齐绿色短

板； 

 防范环境风险，包括推动企业按照东道国法律法规要求，采取合理、必要措施降低或减

缓投资合作可能产生的不良生态环境影响；在东道国没有相关法律法规，或者环保标准

过低的情况下，鼓励企业采用国际组织或多边机构通行标准或中国标准开展投资合作活

动； 

 优化绿色监管服务，包括加强企业绿色发展情况监测分析，提升信息化监管水平。 

这一法规体系的构建可与“一带一路”环境大数据平台、“一带一路”国际绿色发展联盟的

工作相协同，确保其与“一带一路”绿色价值链发展指数对接。该法规体系还应有助于为相关政

府机构提供与绿色采购、供应链、贸易和金融未来相关的政策指导。  

（三） 推动尽职调查和追溯体系建设技术进步 

中国应利用当前监测和追踪技术正在不断创新的良好时机，有效提高尽职调查和追溯体系应

用的可行性、实用性和经济性，使得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能够更加方便地对其绿色标准符合

性，商品来源合法性进行审查。对于循环经济而言，在追溯体系中采用区块链和数字标签技术可

以提高原料来源的透明度，增强产品的可回收性或重用性，同时，加强上游生产者和下游消费者

之间的联系，使循环经济的实践变得更加方便可行。 

中国已经针对肉类和蔬菜、酒精产品、药品和中草药等重点商品开展了追溯体系建设的实

践，发布了详细的指导意见。可以借鉴在这些领域取得的经验，加强其他软性商品和产品的追溯

体系建设。绿色技术创新也被列为中国对外投资合作绿色发展的重点工作之一（商务部和生态环

境部，2021）。在此过程中，中国应让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参与进来，以确保尽职调查和可

追溯系统与业务流程相匹配，并且在实施时具有成本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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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开发有利于绿色价值链的创新金融工具 

中国应利用金融机构的力量，通过创新金融工具促进绿色经济实践。这些工具反过来也将帮

助金融机构对非可持续行为导致的金融风险（例如，合规性，客户的社会和市场风险，银行的违

约和声誉风险等）进行有效管理。这些工具可以包括向符合绿色绩效标准的生产商、制造商和贸

易商提供低利率和/或快速支付发票等创新贸易融资，以激励借款人实现可持续性、可追溯性和循

环经济目标。此外，绿色债券、政府担保贷款等创新金融工具也可用于促进循环经济实践，为采

用循环经济商业模式的中小企业打破融资障碍。 

中国应探索如何更好地落实和利用《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为绿色价值链和

循环经济发展创造新的金融激励措施。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CBIRC）可与主要银行合

作，对新金融工具进行试点，并提供在中国环境下构建绿色价值链的具体指南，包括： 

 修订绿色信贷指引和绿色信贷统计制度； 

 扩大绿色信贷范围，以包括对满足相关可持续性和可追溯性要求的软性商品的融资，以

及与循环经济实践相关的融资； 

 更新《关于促进银行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强化数据披露的有关要求。 

这些绿色价值链金融工具的开发和应用，可以以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的工作，以

及正在开展的用以评估“一带一路”投资环境绩效的“交通灯系统”项目为基础。如果一个项目

涉及软性商品的生产和加工，或涉及有可能间接鼓励扩大软性商品生产的基础设施建设，那么，

对其应用“交通灯系统”将对价值链的绿色化提供有效支持。“交通灯系统”中应包括减少软性

商品生产对环境和社会负面影响，并同时提高可持续林业和农业实践水平的有关要求。 

中国应继续参与 G20 可持续金融工作组的工作，推动更广泛地采用环境风险分析做法，改善

环境数据的公众可得性和可获取性，使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分析和管理环境风险，并为绿色投资

机会融资分配资源。 

（五） 将绿色价值链相关要求纳入贸易协定中 

中国可以在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中纳入绿色软性商品进口相关措施。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

下，参与对绿色软性商品贸易提供关税优惠的相关工作。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和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RCEP）框架下，从一些试点和森林、农业和商品贸易（FACT）对话（在该对话

框架下，各国承诺共同努力保护世界森林，促进可持续贸易）开始，开展软性商品生产和贸易可

持续性标准协调工作。在森林、农业和商品贸易（FACT）对话框架下，各国承诺共同努力保护

世界森林，促进可持续贸易。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CIDCA）可通过南南发展援助，支持出口国加强绿色商品供应能力建

设。这种援助可以包括赠款、无息贷款、优惠贷款和技术援助，以便在现有农业用地上增加商品

产量（避免毁林），改进商品可追溯性，提高政策制定能力。其目的是确保商品生产的合法性，

改进生产的可持续性，建立核查和追溯体系，从而支持对森林等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恢复，进而保

护生物多样性、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与此同时，尊重和满足当地农民、社区和土著居民的需

要。 

这些行动将与《对外投资合作绿色发展工作指引》(商务部和生态环境部，2021) 中“优化绿色

监管服务”的要求相一致。 该文件要求，“加强与有关国家绿色发展战略对接和政策沟通，为企业

创造良好外部发展环境”，“鼓励境外中资企业商（协）会研究制定在东道国开展投资合作的绿色

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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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国对循环经济的兴趣不断增强，全球贸易政策和实践的设计需要考虑到循环性。 通过

这种方式，贸易协定可以在促进绿色消费的同时，鼓励跨境贸易增加透明度。 最终，如果将贸易

和循环经济视为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中国和其他国家将在更安全、更稳定的供应链中受益。 

（六） 将循环经济原则纳入主流，促进绿色消费和可持续采购 

中国应采取整体、系统的方法，将循环经济理念作为价值链中绿色消费和可持续采购的驱动

力。 为此，中国应利用好循环经济的五个关键推动因素（如第 4.2 节中所述）： 

 循环经济设计和产品标准及认证体系 

 利用绿色金融支持循环商业模式 

 利用 21 世纪的先进技术 

 强化国内外法规和制度建设 

 发展新型循环商业模式，支持向绿色消费转型 

由于这些推动因素具有跨部门交叉性，应授权绿色价值链协调机制（如第 5.2 节中描述）探

索循环经济解决方案如何促进价值链绿色化，并协调和支持循环经济措施的实施，包括国内标准

和方法如何与国际标准和协议相衔接。 

二、加快推进中国绿色价值链技术支撑体系建设 

2020 年国合会全球绿色价值链研究课题第一阶段研究报告中提出了筹划设立中国绿色价值链

协调机制并组建绿色价值链技术支持机构“全球绿色价值链研究所”的建议。该机制将推动中国

的绿色价值链战略，以支持中国的“十四五”规划、“双碳目标”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同时，

确保各相关部委和国际机构对绿色价值链的协调和技术支持，包括落实上述建议采取的优先行

动。 

（一） 构建中国绿色价值链推进机制框架 

初步考虑，中国应成立一个由相关部委和主管部门（如生态环境部、商务部、工信部、农业

部、林草局、海关总署、银监会、国合署等）参加的部际协调委员会，负责审查和批准中国绿色

价值链战略、政策和行动计划，组织协调各成员单位推进工作任务。 

各成员单位可委派业务司局及其负责人员作为联络机构和联络人，组成指导委员会，建立日

常协调沟通机制，监督各项工作的实施及其效果。同时，相关行业协会、研究机构、国际组织和

非政府组织等合作伙伴组成咨询/顾问委员会，为绿色价值链推进工作提供智力、技术、资金、项

目等方面的支持。各类利益相关方可作为支持单位，为各项任务的实施提供资源和协助（如图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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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中国绿色价值链推进机制示意图 

 

（二） 制定绿色价值链发展规划和优先事项 

中国已于 2020 年在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交流中心组建了“全球绿色价值链研究所”，作为中

国绿色价值链推进机制的核心技术支持机构。其机构能力建设应尽快得到加强，同时，应尽快策

划提出中国绿色价值链推进技术体系框架，形成多方参与的长效合作机制，启动相关技术支持工

作，特别是谋划落实上节提出的优先行动建议。 

此外，在全球绿色价值链研究所支持下，中国还应着手制定一个中国绿色价值链五年发展规

划和路线图，并开展相关科学研究和政策对话。 

基于本专题研究的结论，规划和路线图可优先考虑与软性商品价值链绿色化相关的行动，以

及针对特定行业（如木材和粮食等）以促进可持续消费和规范循环经济实践为目标的措施，并逐

步将范围扩大至硬性商品或其他行业部门。 

应该就中国和其他主要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绿色化方面可以做什么、如何做（包括试点应用）

以及谁需要做哪些事，制定针对大宗商品和行业的具体计划。为此，全球绿色价值链研究所应建

立合作网络和信息交流平台，推动各利益相关方就促进中国绿色价值链影响最大化的国家战略达

成共识。路线图应明确所提出的行动如何与中国的生态文明愿景、经济绿色复苏和其他主要政策

框架相关联。路线图应鼓励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的参与，包括致力于社会和性别相关问题的利益

攸关方。 

（三）促进科学研究和政策对话，支持整个价值链的绿色化 

围绕软性商品尽职调查和可追溯系统的开发以及选定领域的循环经济实践，中国绿色价值链

研究所应组织开展科学研究和政策对话，并在五年规划和路线图中对科学研究和政策对话的优先

领域和排序予以明确。 

对于软性商品价值链的研究和政策对话，应针对重点商品，确保其在原产国的生产是合法的

和可持续的。例如，软性商品尽职调查和可追溯系统的初步工作可以集中在拉丁美洲的牛肉和大

豆、刚果盆地的木材和印度尼西亚的棕榈油上。研究还应关注支持中国发展尽职调查和追溯系统

的不同技术和工具的效益、成本和局限性。确保商品生产的合法性和可持续性的措施设计应包括

能力建设，以确保整个价值链上的中小企业以及相关生产国的利益攸关方(从政府机构到小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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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参与。 在能力建设中，应注重和发挥先进的大公司在联合、其供应商和召集竞争前全行业平

台或管辖方案方面的作用，以便能够采用协调一致的体系。 应根据相关政策路径和制度分析，明

确哪些政府部门和行业需参与到这些商品的尽职调查和追溯体系建设当中。 

对于循环经济方面的研究和政策对话，应借鉴国际最新循环经济政策和实践以及现有的法规

和激励政策，支持可回收原材料、商品和废物的二级市场，引导和培育对高质量、可回收产品的

消费需求。更绿色的消费可以促进市场对绿色产品的需求，这是推动生产实践发生重大变革以适

应需求的重要诱因。在软性商品采购和生产环节以及循环经济优先行动取得进展之后，绿色价值

链研究所应将研究和对话的重点扩展到更多商品或其他循环经济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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