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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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修改采用ISO20400:2017《可持续采购 指南》。
本文件与ISO20400:2017的技术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删除了“不论规模、从事何种活动”“正如ISO26000所描述”解释性说明(见第1章);
———更改了“尊重人权”列项表述,将“尊重人权”列项“尊重国际公认的人权”更改为“尊重人权”(见

4.2);
———删除了“人权”“劳工实践”相关议题内容,以适应ISO26000转为国家标准GB/T36000后,进

行的可持续性议题调整(见4.3);
———删除了与我国采购实践不适应的举例(见7.4.2、7.4.3)。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64)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招标投标协会、天津工业大学、中国石油物资有限公司、

之江实验室、浙江财经大学、重庆市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西藏天虹科技股份有

限责任公司、天台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宁波市江北区行政服务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娜娜、曹俐莉、潘洋、张磊、刘军、曾毅、刘娜、曹凌霞、郑娟尔、陈鸥、李小林、

耿洁、周幸窈、王巧慧、张旻旻、张敖、张春颖、刘晓霞、陈雯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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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每个组织都会对环境、社会、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采购是组织承担社会责任、致力可持续发展和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有力工具。通过将可持续性融入采购的政策与实践中去(包括供应链),组织能

对风险(包括机遇)进行管理,以实现可持续的环境、社会、经济发展。
可持续采购通过提高生产力、评估价值和绩效、促进采购方和供应商及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沟

通、鼓励创新,为组织提供了一个创造更多价值的机会。
本文件旨在帮助组织履行可持续性责任,通过阐明:
———什么是可持续采购;
———可持续性对采购活动不同方面的影响和考虑因素:

● 政策;
● 战略;
● 组织;
● 过程;

———如何实施可持续采购。
本文件的结构如图1所示。
本文件适用于任何组织(公共或私营),不论其规模或所在地区。本文件旨在让所有参与或受采购

决策和流程影响的利益相关方都能理解。本文件的实施需要考虑每个组织的特定背景和特点,根据组

织的规模调整概念的应用。大型组织采用本文件将为其供应链中的中小型组织提供更多机会。
第4章给出了可持续采购的概述,描述了可持续采购的原则和核心主题,讨论了组织为什么进行可

持续采购。该章重点阐述了风险(包括机遇)管理、通过尽职调查应对不利可持续性影响、确定优先级、
施加积极影响以及防止串通。

第5章给出了如何在战略层面将可持续性融入组织采购实践,以确保组织实现其愿景、方针以及关

键的可持续性优先事项。该章旨在帮助最高管理者确定可持续采购政策和战略。
第6章描述了可持续采购成功实施与持续改进所需的组织条件与管理技术。组织确保这些条件和

做法到位,以协助负责采购货物或服务的采购人将可持续性考虑融入采购流程。
第7章描述了采购流程,适用于组织内负责实际采购的采购人。该章还描述了相关职能部门较为

关注的,如何将可持续性融入现有的采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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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可持续采购指南内容框架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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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采购 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为组织将可持续性融入采购中提供了指南。
本文件适用于参与或受采购决策和流程影响的所有利益相关方。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循环经济 circulareconomy
区别于技术和生物循环,通过设计使产品、零件和材料达到最优效用和价值的可恢复、可再生的

经济。

3.2 
体面工作 decentwork
在自由、平等、安全和尊重的环境下工作。

3.3 
尽职调查 duedeligence
作为决策和风险管理(3.22)的一个组成部分,组织(3.16)主动识别、评估、预防、减轻和说明处理其

实际及潜在负面影响的过程。

3.4 
环境标志 environmentallabel
用来表述货物(3.7)或服务(3.23)的环境因素的声明。
注:环境标志或声明的形式可以是出现于产品或包装标签上,或置于产品文字资料、技术公告、广告或出版物等中

的说明、符号或图形。

[来源:GB/T24020—2000,3.1,有修改]

3.5 
合乎道德的行为 ethicalbehaviour
符合特定背景情况下被公认为正确或良好行为准则的行为。
[来源:GB/T36000—2015,3.4]

3.6 
公平运行实践 fairoperatingpractices
组织(3.16)与其他组织,如供应商(3.30),在交往过程中的行为道德运行实践。
注:在可持续采购(3.38)领域,公平运行实践可包括组织之间、供应商和组织之间,以及和其他与供应商有交往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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