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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供应链管理研究概述

α 汪　波, 申成霖

(天津大学 管理学院, 天津　300072)

　　摘　要: 绿色供应链管理是指从产品寿命角度对整个供应链进行生态设计, 通过链中各企业内部部门和各企

业之间的紧密合作, 使整条供应链在环境管理方面协调统一, 以较高的资源效率来实现整个供应链的经济效益、环

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优化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目前绿色供应链理论还不够系统, 尚处在形成阶段, 可以划分绿色制

造、绿色采购、绿色物流、绿色营销四个研究领域。环境法规完善、政府的环境监督职能强化、培养消费者环境意识、

企业信息技术与环保技术的提高是我国企业实行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必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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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环境问题也愈

来愈严重。为了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各国纷纷制

定更加严格的环境保护法规, 加强对环境的保护和

管理。随着人类环境意识的增强, 人类社会逐步进入

绿色时代。因此环境问题也成为影响企业生存与发

展的问题, 不顺应绿色时代的潮流, 企业将会被市场

淘汰出局。进入 21 世纪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明显,

竞争加剧。企业间的竞争不是企业与企业的竞争, 而

是供应链与供应链的竞争。[1 ]

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 将环境生态意识融入供

应链管理之中, 促使供应链企业合理利用资源, 减少

对环境的危害, 全面提高企业的“绿色竞争力”, 是现

代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一、绿色供应链的概念与研究现状

20 世纪 90 年代初, 国外学者对返回物流进行

了研究, 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制造商如何通过环

境准则来选择合适的原材料, 合理回收利用产品和

包装物, 以达到成本最低、对环境影响最小的目

的。[2 ]后来的学者采用了产品寿命周期的分析方法,

把企业生态学的理念引入到供应链的研究中, 用生

态评估工具来评估整个供应链的环境影响。[3 ]

1996 年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制造研究协会

(M RC) 进行了一项“环境负责制造 (ERM )”研究,

正式提出了“绿色供应链”概念。[4 ]在 H art 的文献

中作者分析了企业价值链对整个环境的影响。[5 ]

1999 年, Beamon 设计了考虑环境因素在内的供应

链模型。[6 ]Hock 研究了供应链实际操作过程中的生

态平衡问题。[7 ]绿色供应链理论从本质上来说就是

在实施供应链管理的同时注重对环境的保护, 强调

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它是绿色制造与供应链的

学科交叉。由于供应链本身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所以绿色供应链至今也没有一个成熟的定义。本文

认为绿色供应链管理就是: 从产品寿命角度对整个

供应链进行生态设计, 通过链中各企业内部部门和

各企业之间的紧密合作, 使整条供应链在环境管理

方面协调统一, 以较高的资源效率来实现整个供应

链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优化的现代企

业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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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际上的绿色供应链理论研究还比较分

散, 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定性研究居多, 定量分析

甚少。具体实践也主要局限在欧美一些大的公司, 如

惠普 (H P)、IBM、通用汽车 (GM ) 等, 这些公司都或

多或少地实施了某种形式的绿色供应链管理方

式。[8 ]我国的一些学者认为绿色供应链是绿色制造

的一个组成部分, 他们更多的是从制造的角度去看

待绿色供应链管理。[9 ]绿色供应链的决策支持技术、

节点企业战略合作关系以及整体绿色性评估系统是

目前研究的热点。[10, 11 ]

二、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内容

绿色供应链管理包括供应链的四个环节: 供应、

生产计划、物流和需求, 可划分为绿色制造、绿色采

购、绿色物流、绿色营销四个研究领域。绿色供应链

管理吸收了环境管理的思想, 但不同于一般传统意

义的环境管理。绿色供应链管理需要把企业内部、以

及链内节点企业间的业务流程看作是一个整体过

程, 形成集成化供应链管理体系。

(一)绿色制造

绿色制造是综合考虑环境影响和资源效率的现

代制造模式。它的特点是从产品生命周期的角度去

进行制造, 努力做到从设计、制造、包装、运输、使用

到报废处理的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中, 对环境影响 (负

作用)最小, 资源利用率最高。绿色制造是绿色供应

链的核心组成部分。

1. 产品设计是制造工程的起点。起初的国内外

的提法是“绿色设计”, 随着生态学观点的引入, 更多

的学者采用生态设计、环境可靠设计、环境敏感设

计、环境健康设计等提法。但总的来说, 生态设计包

括原材料设计、产品设计及工艺设计。产品设计的总

原则是, 力争使新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过程中对环

境产生最小的影响。设计方法有生命周期法、质量分

析法、为环境设计等。引进生命周期分析法可以对新

产品的耐用性、再使用性、再制造性、再循环性、加工

过程的能耗以及最终处理难度等进行综合评价。在

绿色供应链管理战略下, 设计活动不只是制造商的

事, 而是制造商与供应商共同的责任, 需要设计人

员、采购人员和供应商之间的通力合作, 即在三方甚

至更多方之间充分沟通、协作的基础上共同改进

设计。

2. 选择绿色材料。采用产品生命周期方法并结

合价值工程中的方法对产品进行“ 价值—功能”分

析, 选取原材料努力做到既符合生态设计要求又不

降低材料的经济价值; 全面分析产品从原材料获取

到消费的最终阶段的全过程对环境的影响, 做到对

环境的破坏作用最小。

3. 绿色工艺流程的规划。从整个供应链的角度

优化工艺流程, 选择物料和能源消耗最小, 废弃物

少, 对环境的影响小的工艺流程方案与工艺路线。

4. 绿色包装。遵循经济循环理论的“3R”原则

(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的特

点, 选择合适的包装材料, 做到包装材料消耗少、无

毒、少公害、易分解以及可回收循环利用的材料。可

循环材料与一次性材料应该根据具体的情况来选择

使用。包装物的标识图案和文字应体现绿色标志, 便

于消费者合理处理和使用包装物。

(二)绿色采购

供应端是供应链的上游, 供应端的绿色化能极

大地提高整个供应链的环境效应。采购对环境友好

实践具有很大的影响, 通过与供应商的良好沟通, 企

业根据绿色制造工程的需要向供货方提出要求, 选

择环保材料作原料, 一方面尽量降低材料的使用, 减

少废物的产生。同时帮助供应商一起解决环境问题,

努力做到需求方、顾客、整个环境的“三赢”。在供应

过程的管理中, 主要有三点:

1. 选择供应商。选择能与企业在环境管理上合

作的供应商, 发挥供应商在优化企业供应链环境绩

效方面的重要作用。问卷调查是目前常用的选择供

应商的常用方法。

2. 推行全面环境质量管理。供应链核心企业一

般是通过供应商会议来管理供应商。供应商会议为

企业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共同解决问题的机会和

平台。

3. 共同学习, 第三方培训。制造商与供应商可以

共同学习, 相互探讨, 努力提高自身素质, 也可以通

过第三方机构培训的方式来提高供应链企业的环境

管理水平。

(三)绿色物流

物流过程中减少对环境造成的危害, 使物流资

源得到充分利用。具体的说, 绿色物流就是在输送、

保管、流通加工、包装和装卸过程中注重生态效应。

做好企业外部、内部物流管理, 把物流管理中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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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好作为绩效评价的重要指标, 降低企业的物流成

本。

(四)绿色营销

企业开展绿色营销活动, 增加消费者使用产品

的环境意识。主要包括:

1. 绿色促销。在市场研究中考虑顾客对绿色产

品的关注程度及环境问题对顾客购买行为的影响等

因素。使价格应反映绿色产品的成本或需求的状况。

采取广告、公关等形式, 营造市场营销的绿色氛围,

加强引导消费者的环境消费意识, 树立企业及产品

的环保形象。

2. 绿色分销。建立绿色分销渠道, 遵循在商品的

售前、售中、售后服务过程中注重环保的原则。企业

可利用返回物流返回受损、顾客不满意的产品以及

废弃的包装物, 减少对环境的破坏, 节省资源。

三、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的措施

供应链管理作为是一种战略管理思想, 需要企

业从全局出发进行规划, 从战略性的角度去考虑供

应链的地位。本文认为要成功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

需要以下条件:

(一)改革企业的经营思想

必须提高对供应链管理的思想认识, 真正理解

供应链。目前我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供应链, 企业

整体对供应链的理解水平极低, 企业要想在激烈的

国内外市场中立足, 亟待提高对供应链的理解水平,

了解国外企业对供应链管理的现状。绿色供应链的

核心企业可以带头实施全面环境质量管理

(TQ EM )规范、国际环境质量标准 ( ISO 14000 系列)

等标准。制定更严格的环境质量标准以节约资源、减

少废物, 提高整个供应链的环保水平。

(二)组织战略

我国的商业市场已经基本上实现了 由卖方市

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 企业之间的关系逐渐演变为

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双赢关系, 这为企业建立供应

链管理创造了条件。企业必须从组织结构上重新设

计, 以便适应供应链管理的要求。以业务流程为中

心, 进行业务流程重构 (BPR ) , 重组管理部门, 建立

基于BPR 的企业组织结构是适应供应链管理的大

趋势。建立供应链管理部门, 使之能够真正协调企业

的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绿色供应链内的节点成员,

企业内部各职能部门必须确立环境管理目标, 树立

集体协作、信息共享、友好配合的团队精神。

(三)技术支持

供应链管理能够获取优势的基础是要有先进的

技术做支撑, 同时要紧随技术的发展, 加强企业应用

和集成技术的能力。这方面的技术比如: 物流过程自

动化、企业资源计划 (ER P)、业务流程重组 (BPR ) 以

及电子数据交换 (ED I) 等。而建立绿色供应链还需

要特别的环保技术作支持。把先进技术与绿色供应

链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 从而提高企业的环境管理

水平。企业还应该重视管理咨询的作用, 寻求相应的

咨询管理专家的支持, 对企业领导、员工加强绿色供

应链管理理念的培训, 可以提高企业绿色供应链管

理的成功率。

(四)建立有效的绿色供应链绩效测量与评价

体系

只有确切知道绿色供应链的实施效果, 管理者

才能做出有效的决策。绿色供应链的绩效评价的特

点是: 更为集成化, 反映整个供应链的优化程度; 更

加注重未来的发展性, 加强绩效管理的前馈性; 除了

对企业内外部运作的基本评价之外, 还关注外部供

应链的测控; 非财务指标与财务指标并重, 并且注重

指标之间的平衡; 产品符合绿色环保指标等等。目前

可以应用在供应链管理中的绩效评价方法有ABC

成本核算法、平衡计分法等。[12 ]

四、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实施前景

我国企业间的长期合作关系基本已经确立,“横

向一体化”的步伐正在加快, 已经初步具备了实行供

应链管理的基础。调查显示绝大多数企业没有供应

链管理部门, 供应链部门的职能仅仅限于管理物流

这一单一职能, 缺乏统一协调物流、信息流、资金流

的能力, 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供应链管理。供应链管

理需要强大的信息技术做支撑。我国企业的计算机

化集成生产、条码技术应用、库存自动化管理已经初

具水平, 但网络技术的应用还流于肤浅, 实行的电子

数据交换 (ED I) 的企业为数不多, 网上定购在我国

远没有普及[13 ] , 整体环保技术水平远落后于发达国

家, 企业承担环保成本的能力有限。[14 ]企业进行环

保技术开发, 装配先进环保设备, 建立绿色供应链管

理将是一笔很大的投资。这些都将成为影响绿色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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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链管理实施的因素。

从宏观上讲, 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建立有待于环

境保护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 需要发挥政府相关

职能部门的监督协调职能, 消除地方保护主义的影

响, 培养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识。从微观上讲, 企业

应逐步提高环境意识; 加强和建立企业间的合作和

战略信任关系; 进一步完善企业管理制度, 提高信息

技术的应用水平, 加大对环保方面的物质、人力投

入; 投资上要合理预算, 发挥优势, 不必面面俱到。总

之, 绿色供应链管理在我国还处在萌芽状态, 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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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 iza tion of Green Supply Cha in M anagem en t

W AN G Bo, SH EN Cheng2lin
(Colleg e of M anag em en t, T ianj in U n iversity , T ianj in 300072, Ch ina)

Abstract: Green supp ly chain m anagem en t (GSCM ) is a modern m anagem en t model w h ich design s

supp ly chain in eco logica l m ethod from the view po in t of p roduct life cycle. In o rder to op t im ize the

econom ic perfo rm ance, environm en ta l and socia l benefit w ith h igh resou rce eff iciency, green supp ly chain

needs clo se coopera t ion betw een sect ion s in side the company and the en terp rises, thu s in tegra t ing

environm en ta l m anagem en t in to the supp ly chain m anagem en t harmon iou sly. T he theo ry of green supp ly

chain m anagem en t is st ill no t system at ic bu t p rogressive. GSCM can be divided in to fou r research fields:

green m anufactu ring, green pu rchasing, green logist ics, green m arket ing. Perfect ing the environm en ta l

law , st rengthen ing the supervising ab ility of governm en t, cu lt iva t ing the environm en ta l hab it of

con sum ers, advancing the info rm at ion and environm en ta l p ro tect ion techno logy of en terp rises w ill be

needed in carrying ou t GSCM in ou r coun try.

Key words: g reen supp ly chain; supp ly chain m anagem en t; su sta inab le developm en t; environm en ta l

m anagem en t

89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 4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