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周刊6 2018年6月18日 星期一

加快推进流通领域绿色采购工作，“绿色采购联盟”成立

绿色产与销 联盟架绿桥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姚 进

近日，商务部推动有

关协会和流通企业成立了

“绿色采购联盟”，加快推

进流通领域绿色采购工

作。什么是“绿色采购”？

成立联盟的意义是什么？

绿色采购联盟如何有效运

转？如何引导绿色消费，

推动消费升级？经济日报

记者采访了相关部门、协

会与专家

“绿色采购”是指企业在采购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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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
来，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积极践行绿
色采购，在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之间
架起一座座桥梁。

搭建开放合作平台，形成合力

“支持绿色生产与产品创新需要
从两方面施策发力。”浙江财经大学
绿色发展研究院院长王建明认为，一
方面从需求端倒逼。如果下游企业
和终端消费者更多地选择绿色生产
企业和产品，那么绿色生产与产品创
新必然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从供给

侧推动来激励。包括绿色理念提升、
绿色行业标准、绿色技术支持、绿色
补贴政策等。

绿色采购联盟的成立，旨在搭建
开放合作平台，覆盖线上线下零售渠
道，积极参与制定实施相关行业标
准，推动零售企业的绿色采购进程和
供应链的绿色管理，支持绿色生产与
产品创新，鼓励企业采购、使用和销
售环境友好的绿色可持续产品，宣传
绿色消费理念，引导社会公众进行绿
色消费。

“绿色采购联盟成立后，制、修订
相关行业标准最为紧要。”商务部流
通发展司相关负责人说，首先，通过
制修订相关行业标准，明确什么是节
能、节水、节材的原材料、产品和服
务，是开展绿色采购的前提和基础；
其次，通过制修订相关标准，明确绿
色采购的规程，可以为企业开展绿色
采购、建立相关绿色采购制度、发展
绿色供应链提供指引；再次，通过相
关标准的宣传贯彻，向流通领域传达
绿色采购理念，鼓励更多企业参与到
绿色采购工作中来。

“一方面，制定行业标准，鼓励绿
色采购，扩大绿色消费，完善促进消费
的体制机制；另一方面，鉴于目前市场
上绿色产品和绿色标准种类繁多，制
定行业标准有利于企业的采购、消费
者的购买和政府的监管，避免各种形
式的‘伪绿式消费’‘漂绿式消费’，实
现真正的绿色消费。”王建明表示。

据了解，商务部目前正委托相关

协会起草《零售企业绿色采购规范》行
业标准，从制定绿色采购制度、供应商
管理、绿色产品选择、绿色采购废弃物
管理等方面对绿色采购进行规范。下
一步，将按照标准立项程序安排有序
推进工作。

如果说制定标准是为了有章可
循、规范运行，那么如何有效运转，则
需要多方的通力合作。“绿色发展不仅
是指生产输入的绿色化（绿色原材料、
绿色供应链），还包括生产过程的绿色
化（绿色工艺、清洁生产、绿色运输、绿
色认证、绿色管理等）和生产结果的绿
色化（绿色产品、绿色标志、绿色包装、
绿色消费、废旧产品回收等）。”王建明
说，这需要企业、社区、投资者、供应
商、政府部门、社会团体、环保组织、研
究机构等利益相关方之间的持续互
动、深入合作。

引导绿色消费，助力消费升级

“绿色采购是绿色消费的前提和
基础。采购是商品进入流通的第一道
环节。发展绿色采购，为消费者提供
健康、环保、高品质的产品，是消费者
进行绿色消费的前提，也是发展绿色
消费的基础。没有绿色采购，就没有
绿色商品进入流通环节，消费者就无
法买到绿色商品，绿色消费就成为无
源之水、无本之木。”商务部流通发展
司相关负责人说。

通过绿色采购，企业一方面可以
引导绿色生产，鼓励制造商生产更多

的绿色产品，为消费升级助力；另一方
面，可通过提供更多的绿色产品引导
绿色消费行为，向社会传递绿色生活
方式和理念。例如国美电器调整了商
品结构，增加了高能效产品采购比
例。通过联合全球空调制造企业、彩
电企业、厨房电器企业等签订健康节
能家电订单，用节能产品订单推动产
业绿色转型。目前国美门店节能产品
已实现100%渗透率，节能产品的能效
标识均为二级及以上标准。

目前绿色消费推行过程中存在一
定的“片面性”或“孤立性”。王建明认
为，例如，尽管在购买环节实现了绿色
消费，但在使用、处理环节并没有同步
实现绿色消费，这导致整体上的绿色
消费水平并没有实质性提高。此外，
绿色消费推行过程中还存在绿色消费
意识不够、绿色产品开发不足、价格偏
高、销售渠道不畅、市场不完善等诸多
问题。

“在产品购买购置环节以及购买
购置后的使用管理、处理废弃环节都
要注重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这才是
完整的绿色消费。”王建明建议，为了
更有效地推动绿色消费和消费升级，
政府相关部门、社区居委会等部门应
更好地合作对接，加强政策顶层设计，
引入多层面、全方位、系统化的法律、
法规和激励制度等。此外，鉴于中国
的独特社会背景和文化特征，不能完
全借鉴西方的制度或政策，必须走自
己的路，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绿色消
费和消费升级政策体系。

在广西兴业县鸿鑫生态养猪产
业示范区，记者看到，这里已建成 8
栋 5000 多平方米的标准化猪舍，
一期生猪养殖规模已达1.35万头。

“现在大家就站在猪舍边，闻闻
看，能闻到臭味吗？几乎没味吧？”
示范区负责人徐世球自信地对记
者说。

原来，这里的猪舍采用“密闭
式+自动刮粪+自动舍内环控+风机
水帘”标准化设计。饲养过程采用
益生菌饲料，粪污处理采用微生物
处理。有这么现代的养殖手段，难
怪闻不到异味。据介绍，示范区采
用现代养殖技术“益生菌+网床+发
酵床”模式养殖，还配套建设了450
亩的柑橘种植基地以消化肥料，形
成了生态种养循环模式，在广西处
于领先地位。

从2015年初开始推进的畜禽现
代生态养殖，正在广西大规模铺开。
近年来，广西在实践中探索并总结出
了生猪“微生物+漏缝地板”“微生物+
平地栏舍”模式、牛“微生物+平地栏
舍”“微生物+高架网床”模式、鸡“微
生物+生物垫料”“微生物+多层笼养”
模式等，已形成具有广西特色、可复
制、可推广、可持续的畜禽现代生态
养殖“广西模式”。

“含有抗生素和重金属超标的
养殖粪肥对作物有危害。畜禽现代
生态养殖能有效解决粪肥抗生素残
留和重金属超标问题，生产出安全
高效的有机肥，有力助推畜禽粪污
资源化利用。”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
厅畜牧与饲料处处长刘翠权说，饲
料中添加微生物，提高了饲料的转
化率和消化吸收率；雨污分离、饮水
器不外漏水和漏缝地板免冲水，可
实现从养殖源头上减少90%以上的
污水产生；用有益微生物发酵处理

粪污，使粪污变成便于保存、运输和
无害、高效的有机肥，使畜禽粪污资
源化还田利用变为现实。目前，广
西 畜 禽 粪 污 综 合 利 用 率 约 占
67.59%，初步构建了农牧结合、生态
循环格局。

刘翠权介绍，为了加快推进畜
禽现代生态养殖，近年来广西壮族
自治区政府出台《广西现代生态养
殖“十三五”规划》，主管部门先后印
发了《广西畜禽现代生态养殖技术
规范（试行）》《关于加快推进现代生
态养殖工作的通知》《广西畜禽现代
生态养殖场认证工作方案（2017—
2020）》等，发布了肉猪、肉鸡、肉
牛、奶牛、肉羊广西现代生态养殖地
方标准，持续开展畜禽规模养殖场
生态养殖认证。截至2017年底，全
区通过生态养殖认证的畜禽规模养
殖场共3929家，其中五星级生态养
殖场 273 家、四星级 1106 家、三星
级2550家，规模养殖场生态养殖比
重达 52.55%；创建“广西生态养殖
助农增收合作社示范点”190 家，

“广西生态养殖助农增收示范村”
79个。

畜禽现代生态养殖禁止使用违
禁药物，提高畜禽免疫力、成活率，
降低发病率、死亡率，减少用药量，
实现取代或部分取代抗生素使用，
减少畜禽产品的抗生素等药物残
留，明显提高了畜禽产品质量安全
和产品品质。“十二五”以来，广西畜
牧业无公害认定产地累计 373 个，
认定产地规模 5 亿多头（只），认证
产品 372个，年产量 113万多吨；有
效期内畜牧业无公害产地 109 家，
产地规模 2 亿多头（只）,无公害畜
产品 109 个，年产量 52 万多吨，累
计有 25 个畜牧产品获得国家农产
品地理标志保护认证。

广西推进畜禽养殖现代化

这村用了那村学
本报记者 童 政 周骁骏

创建绿色商场。2018年，
商务部将创建60家绿色商场，在
继续做好购物中心创建基础上，
逐步向超市业态延伸，同时在绿
色商场重点推广绿色节能先进
技术和应用模式，进一步提高绿
色商场影响力，发挥绿色商场在
门店节能改造、绿色产品销售和
废弃物回收方面的示范作用。

推进绿色采购。制定绿色
采购标准，在原料采购、供应商
选择、产品和服务提供方面加强
采购规范，引导流通企业优先采
购绿色产品，增设绿色产品专
区，促进绿色产品消费。

推动绿色包装。制定流通
领域绿色包装标准，促进绿色包
装规范化。通过全国节能宣传
周等活动，加大对绿色商场“减
塑”工作的宣传引导，逐步形成
少用、不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
袋的良好社会氛围。

开展绿色回收。制修订绿
色分拣中心建设标准，推动分拣
中心绿色发展。编写再生资源
新型回收模式案例集，促进再生
资源行业绿色转型升级。

（姚 进整理）

绿色消费未来看点

在山东济宁市兖州区太阳纸业
厂区内，工人们在小心翼翼地拆除烟
囱。负责施工的房西洪介绍，拆除烟
囱比建设都贵，4根要拆除的烟囱花
费将近1000万元。

花这么大的价钱，太阳纸业董事
长李洪信也是下了很大决心的。这4
根烟囱中有2根是在2003年上马草
浆生产线时建造的，当年，这两根烟
囱支撑起了企业近一半的利润。

太阳纸业是造纸行业的龙头企

业，更是兖州的利税大户。厂区内高
耸的8根烟囱见证了企业的辉煌，然
而，在环保倒逼压力下，高污染的草
浆生产线仅仅运营了 5 年就被关停
了，不达标的大气排放让企业感到岌
岌可危。

转型和治理才是企业真正的出
路。考察了 20 多家企业，经过专家
论证后，太阳纸业决定从草浆向木浆
转型。他们累计投入70亿元进行环
保治理和技术改造，在全球首创溶解
浆“连蒸连煮”工艺。“之前的造纸工
艺，生产出的料均匀度不好。现在采
取连蒸连煮工艺，提取的纯度提高

了，排放的污染物也随之减少了。”太
阳纸业制浆事业部技术经理张宝源
告诉记者。

近年来，随着环保门槛的提高，
倒逼企业通过精细化管理、加大技术
含量等方式优化产品结构，在治污中
寻找企业转型升级之路。太阳纸业
向生物质新材料、快消品行业进军，
不断拉长延伸产业链。最近，企业推
出世界第一张“无添加”生活用纸，通
过美国、欧盟等食品级鉴定；35万吨
溶解浆项目投产，成为全国最大、世
界前三的溶解浆供应商。“所谓溶解
浆，是生产粘胶纤维的原料，溶解后

能够抽丝，可以代替棉浆做内衣。”太
阳纸业制浆工艺负责人翟丙彦说。

“治污没有成为负担，反而让企业
步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李洪信告
诉记者，水污染是造纸产业饱受诟病
的主要原因，他们采用新技术对废弃
物“吃干榨净”，利用水处理厌氧过程
中产生的沼气发电，水的重复利用率
达到90%以上。近10年来，太阳纸业
浆纸产量增长了10倍，而污染物化学
需氧量排放则锐减八成，吨纸排污量
只是原来的 1/36。他们还对原来的
炉内脱硫设施进行优化，增加炉外脱
硫设施，使SO2的排放量减少２/3。

“8根烟囱去掉4根，减少一半的
排污点，同时，我们再加大投入做到
超低排放，这样排污点不断减少，排
污总量不断降低。现在是烟囱少了，
经济效益更高了，发展质量更好了。
目前，太阳纸业最先进的设备就是治
污设备，最先进的技术就是治污技
术。我们要在碧水蓝天下真真切切地
收获‘金山银山’。”李洪信说。

拆了烟囱“见”蓝天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张美荣

韩江是广东唯一一条主要发源地在省内又独流入海的重要河流，它为

粤东地区1800多万群众提供了生活生产用水，是养育了粤东的母亲河。近

年来，韩江流域各地积极推进“河长制”，组织开展污染源整治、清淤清障等

专项行动，深入推进“水岸同治”，全方位建设韩江生态走廊，韩江水质常年

达到地表水Ⅱ类，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影报道

横跨韩江的潮州广济桥，中间有一段用船只连接，遇有洪汛，可解开船

只让出航道。

志愿者在梅州市韩江岸边的景观带中清理垃圾。

潮州市在韩江岸边建起湿地公园，具有帮助河道水质净化、涵养水源

和满足生态观光的多重功能。

粤东美丽母亲河

本报讯 记者于泳报道：由中
国连锁经营协会（CCFA）主办的“新
消费论坛——2018中国绿色消费年
会”日前在北京举行，本次年会的主
题是“责任消费，创绿未来”。年会
上发布了《CCFA零售企业可持续发
展实践调研报告——战略、行动、案
例》。报告显示，可持续理念和产品
已经逐步深入消费者内心。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会长裴亮表
示，消费者对产品标识的认知度已经
产生变化，如：能效标识从78%上升到
89%，绿色食品从58%上升到83%。

据介绍，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于
2013年成立中国零售业可持续消费
圆桌，圆桌由大型零售和餐饮企业
以及可持续领域的专业机构组成。
其任务集中在可持续消费、可持续
供应链和可持续营运3个领域。

可持续消费的主要工作是消费
者教育。裴亮说，依靠遍布大街小
巷的零售网点，圆桌每年组织可持
续消费宣传周活动，2013 年参与范
围是 4 个城市，80 家门店，到 2017
年扩大至120个城市，1500家门店。

在可持续供应链方面，协会先后

推出了水产品、禽类、农产品等不同
品类的采购指南和最佳实践研究报
告。2016 年发出了“负责任采购倡
议”。今年成立了绿色采购联盟，还
要完成绿色采购标准框架的制定。

在可持续营运方面，从 2010 年
开始，协会已经累计评出 54 家零售
商 195家低碳商店。2015年引入了

“碳排放指标”，2016年推出“二氧化
碳制冷示范超市”。协会还发布了
门店能耗管理规范和低碳商店评价
标准，使得低碳商店的评价体系越
来越完善。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报告展望绿色未来

可持续理念和产品逐步深入消费者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