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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的某些内容有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鉴衡认证中心有限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装

风电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T/CRES）归口及发布。 

本标准起草单位：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鉴衡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天诚同创电气

有限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装风电股份有限公司、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福建省长汀

金龙稀土有限公司、南京高速齿轮制造有限公司、上海电气风电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泰胜风能装

备股份有限公司、中材科技风电叶片股份有限公司、远东电缆有限公司、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电力实业有限公司、上海绿色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熊伟、刘登峰、王凯、任建强、田雯、曾宪伟、李勉、刘政、李沐、董

巧、陈志鹏、满义、刘世丽、杨强、韩花丽、傅新鸿、薛振峰、陈艳、许德钦、吉金亮、郭园、唐

大威、吕增亮、王亮、张松松、栾国庆、孙雷、张智伟、唐征歧、俞晓峰、黄琛。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https://www.baidu.com/link?url=aDq0xphupBYUt94KnuY66eGp11NfB7auKXxBOoc1f1KBhOjqoO_M4oBcH99pbM4VoiuDazn09e9osbTTiV-xhYS0yMNiHlZNKdv_i8fCYRDMrZFY3X0YHIN1jMWW67W4eT_UQGZYI3d1h6PicucC1nEvRO3UpA5gKxcxTbeuNnPD3nnjbCT2IvCRIsKg41-QjJYUv8Sq1T5WEwJ50EWvnK&wd=&eqid=fa0d0853000be3b6000000035c6cf526


T/CRES0004-2020 

 

 

III 

 

引  言 

风力发电装备制造业属于离散型行业，风电机组生命周期相关能耗、产生的废物集中在零部

件生产过程。所以如何在风力发电装备制造业零部件供应链各个环节充分考虑环境问题，是绿色

供应链管理的核心。本标准目的是促进零部件供应商绿色管理和绩效水平的提升。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编制本标准，为风力发电装备制造业绿色供应链的建立提供参考，指导

零部件供应商提高绿色环保与节能减排意识，推动风电行业的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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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力发电装备制造业 

绿色零部件供应商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风力发电装备制造业绿色零部件供应商的评价原则、评分要求、评价指标、评价流程

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对风力发电装备制造业零部件企业开展绿色零部件供应商评价。评价范围包括：提供

零部件制品的产品类供应商、提供物流等服务的服务类供应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标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标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凡是不标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 16716    包装与环境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3331    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4256   产品生态设计通则 

GB/T 2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 

GB/T 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GB/T 32161    生态设计产品评价通则 

GB/T 33635   绿色制造 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导则 

GB/T 36132   绿色工厂评价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绿色供应商 

建立了质量、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污染排放符合法定要求，履行社会责任的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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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绿色产品 

在全生命周期过程中，符合环境保护要求，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无害或危害小，资源能源消耗少、

品质高的产品。 

[GB/T 36132，定义 3.1] 

3.3   

绿色工厂 

实现了用地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的工厂。 

[GB/T 36132，定义 3.2] 

3.4   

绿色供应链 

将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理念贯穿于企业从产品设计到原材料采购、生产、运输、储存、销售、使

用和报废处理的全过程，使企业的经济活动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上下游供应关系。 

[GB/T 33635，定义 3.3] 

3.5   

温室气体  

大气层中自然存在的和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的能够吸收和散发由地球表面、大气层和云层所产生的

波长在红外光谱内的辐射的气态成分。 

注：如无特殊说明，本标准中的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 

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化碳（PFCS）、六氟化硫（SF6）。 

[GB/T 32150，定义 3.1] 

4 供应商基本要求 

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符合必选指标要求。 

5 评价原则及评分要求 

5.1 评价原则 

5.1.1 完整性 

供应商提供产品或服务的所有场所都应参与评价。 

5.1.2 真实性 

评价过程应以真实可靠的资料、文件和现场数据反映供应商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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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专业性 

零部件企业应委托第三方机构，基于“公平、公正”的原则开展评价工作。参与评价的人员应熟悉

供应商的生产工艺流程和绿色供应商评价指标体系，知悉相关评价所需数据资料的采集和分析，能够对

采集数据结果的可靠性和准确性进行判断。 

5.2 评分要求 

5.2.1 必选指标必须全部符合，否则本次评价总得分为 0。 

5.2.2 可选指标根据满足程度得分，得分取整数。 

5.2.3 供应商评价得分 

n

ii=1
x

M=
n


            公式 1 

其中： 

M——供应商评价总得分； 

n——供应商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工厂或场所数； 

X——供应商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单个工厂或场所的评价得分。 

5.2.4 供应商绿色等级 

供应商的绿色等级分为5个星级，根据附录A中表A.1、A.2绿色供应商评价指标表的评价结果得

出，各级对应的评价得分情况如下表。 

表1 绿色等级 

序号 绿色等级 产品类供应商绿色等级评价得分达标值 服务类供应商绿色等级评价得分达标值 

1 5 星级 25-30 13-15 

2 4 星级 19-24 10-12 

3 3 星级 13-18 7-9 

4 2 星级 7-12 4-6 

5 1 星级 1-6 1-3 

6 评价指标 

供应商的评价指标分为两级，各级对应的指标如下表。 

表2 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产品类供应商 服务类供应商 

管理 基础管理 

专人负责 专人负责 

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 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 

能源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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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管理 

绿色设计 —— 

采购管理 采购管理 

设备管理 设备管理 

绿色包装 绿色包装 

污染排放 污染排放 

能效平台建设 —— 

使用可再生能源 —— 

绩效 

基础管理绩效 
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认证 

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

认证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 

过程管理绩效 

有害物质使用 —— 

可再生能源电力使用 —— 

单位产品能耗 —— 

温室气体排放 —— 

7 评价要求 

7.1 管理 

7.1.1 基础管理 

a）供应商应安排专职人员，负责有关绿色制造的制度建设、实施、考核及奖励工作，建立目标责

任制； 

b）供应商应建立、实施并保持满足 GB/T 19001 要求的质量管理体系，供应商应建立、实施并保持

满足 GB/T 24001 的要求的环境管理体系，供应商应建立、实施并保持满足 GB/T 28001 的要求的职业

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c）供应商宜建立、实施并保持满足 GB/T 23331 要求的能源管理体系。 

7.1.2 过程管理 

a）供应商宜根据 GB/T 24256 对生产的产品进行设计，并根据 GB/T32161 对生产的产品进行生态

设计产品评价； 

b）供应商应建议其上游供应商开展绿色工厂的建设、绿色供应链的管理相关工作，供应商向其上

游供应商提供的采购信息中宜包含有害物质限制使用、可回收材料使用、能效、环保等要求； 

c）已明令禁止生产、使用的不得生产和使用；能耗高、效率低的设备宜限期淘汰、更新； 

d）供应商宜制定并实施包装规范，考虑包装的可持续性（减量化、重复利用、回收再生等），符

合 GB/T 16716 及地方标准的要求； 

e）供应商污染物排放应达到国家、地方和行业标准的最高要求； 

f）年综合能耗 300 吨标煤以上的工厂宜采用电子信息化手段，建立能效管理平台，对外购的电力、

蒸汽、天然气等能源进行管理； 

g）供应商宜减少化石能源的投入，使用可再生能源代替化石能源，直接使用风能与光伏等可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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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电力，或通过购买绿色电力证书的方式间接使用可再生能源。 

7.2 绩效 

7.2.1 基础管理绩效 

a）供应商应通过质量管理、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第三方认证； 

b）供应商宜通过能源管理体系第三方认证。 

7.2.2 过程管理绩效 

a）供应商宜根据RoHS与REACH指令评估生产中使用的有害物质，减少有害物质的使用，降低有

害物质使用率或提出有害物质替代可行方案； 

b）供应商宜使用可再生能源电力，可再生能源电力使用率≥1； 

c）供应商宜进行节能管理，根据附录B计算的单位产品综合能耗降低率宜为正值； 

d）供应商宜进行温室气体排放管理，根据附录B计算温室气体排放强度降低率宜为正值。 

8 评价过程 

8.1 评价流程 

绿色供应商评价流程可细分为委托方提出评价申请，供应商基本要求审查、组建评价组、现场评价、

编写评价报告、技术复核、出具评价报告等阶段，评价流程如图 1 所示。 企业自我评价流程可简化。 

  

图 1 绿色供应商评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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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供应商基本要求审查 

评价机构可通过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地方环保、安监网站等渠道对供应商的合规性进行审查，

通过企业提交的自评价报告（参照附录C格式）对必选指标满足程度进行审查，有一项不符合要求的，

不予评价。 

8.3 组建评价组 

组建评价组负责开展绿色供应商评价工作。评价组成员应具有相应能力，能够对采集数据结果的可

靠性和准确性进行判断。评价组与供应商联系，确认现场评价时间。 

8.4 现场评价 

通过查看报告文件、统计报表、原始记录，与相关人员座谈等形式，了解供应商现状；采用实地调

查、抽样调查等方式收集评价证据，并确保证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8.5 编写评价报告 

完成现场评价工作后，评价组长应负责按时完成评价报告的编制工作，评价报告内容及要求见参考

附录 D。 

8.6 技术复核 

评价机构应安排至少 1 名具备能力的非评价组成员对评价报告进行技术复核。技术复核发现评价

证据不能支撑评价结果且评价组不能解决，技术复核人员应根据问题的性质调整评价分数，严重时改

变评价结论。 

8.7 出具评价报告 

通过技术复核后，评价报告最终批准签发，评价组将评价报告提交给委托方。 

9 评价结果的申诉 

9.1 委托方在收到评价结果一周内向评价机构提出申诉意见，评价机构在一周内回复申诉处理结果。 

9.2 评价机构申诉受理及最终评价结果，均参照供应商提供的文件以及自身掌握的信息客观评价，并

根据评价机构审批流程执行。 

10 突发紧急事件预防、准备与应对 

10.1 “突发紧急事件”是指供应商发生污染物排放或自然灾害、生产安全事故等，需要采取紧急措施

予以应对的事件，主要包括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等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和辐射污染事件。 

10.2 供应商应制定突发紧急事件应急预案，建立应急处置工作小组，跟据紧急情况和潜在环境影响

的程度，采取相适应的措施以预防或减轻紧急情况带来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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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表 A.1产品类绿色供应商评价指标表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要求 
指标 

类型 
分值 

1 

基本要求 基本要求 

企业建设和经营过程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三年内无重大安全、环保及质量事故。 必选 0 

2 应安排专职人员，负责有关绿色制造的制度建设、实施、考核及奖励工作，建立目标责任制。 必选 0 

3 
应建立、实施并保持满足 GB/T 19001 的要求的质量管理体系、GB/T 24001 的要求的环境管理体系、GB/T 28001 的要求的职

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必选 0 

4 应向其上游供应商提供的采购信息中宜包含有害物质限制使用、可回收材料使用、能效、环保等要求。 必选 0 

5 应无国家明令禁止生产和使用的设备。 必选 0 

6 污染物排放应达到国家、地方及行业标准要求。 必选 0 

7 

管理 

 

基础管理 建立、实施并保持满足 GB/T 23331 的要求的能源管理体系。 可选 1 

8 

过程管理 

根据 GB/T 24256 对生产的产品进行设计。 可选 3 

9 根据 GB/T32161 对生产的产品进行生态设计产品评价。 可选 1 

10 能耗高、效率低的设备宜限期淘汰、更新，得 1 分，已经淘汰更新得 2 分。 可选 2 

11 制定并实施包装规范，考虑包装的可持续性（减量化、重复利用、回收再生等），符合 GB/T 16716 及地方标准的要求。 可选 2 

12 建立绿色回收工作方案，通过自主回收、联合回收或委托回收等方式，回收处理产品。 可选 2 

13 污染物排放宜达到国家、地方及行业标准中更高等级的要求。 可选 2 

14 
年综合能耗 300 吨标煤以上的工厂采用电子信息化手段，建立能效管理平台，对外购的电力、蒸汽、天然气等能源进行管理，

得 2 分；对能效及环境信息对外发布得 1 分。 
可选 3 

15 减少不可再生能源的投入，使用可再生能源代替化石能源，直接或间接使用风能与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电力。 可选 1 

16 

绩效 

基础管理

绩效 

通过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第三方认证。 可选 3 

17 通过能源管理体系第三方认证。 可选 1 

18 

过程管理

绩效 

根据 RoHS 与 REACH 指令评估生产中使用的有害物质，减少有害物质的使用， 降低有害物质使用率或提出有害物质替代可

行方案。 
可选 2 

19 
使用可再生能源电力，可再生能源电力使用率≥1，得 1 分；可再生能源电力使用率≥5，得 2 分；可再生能源电力使用率≥10，

得 3 分； 
可选 3 

20 进行节能管理，根据附录 B 计算的单位产品综合能耗降低率宜为正值。  可选 2 

21 进行温室气体排放管理，根据附录 B 计算温室气体排放强度降低率宜为正值。 可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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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2 服务类绿色供应商评价指标表 

序号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评价要求 

选择

类型 
分值 

1 

基 本 要

求 
基本要求 

企业建设和经营过程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三年内无重大安全、环保及质量事故。 必选 0 

2 应安排专职人员，负责有关绿色制造的制度建设、实施、考核及奖励工作，建立目标责任制。 必选 0 

3 无国家明令禁止生产和使用的设备。 必选 0 

4 应制定并实施包装规范，考虑包装的可持续性（减量化、重复利用、回收再生等），符合 GB/T 16716 及地方标准的要求。 必选 0 

5 
应制定运输技术规范，对超长设备运输车辆提出安全与环保要求，对机舱、轮毂、叶片和塔筒等超限货物运输的包装提出安全要

求。 
必选 0 

6 污染物排放应达到国家、地方及行业标准要求。 必选 0 

7 

管理 

基础管理 
建立、实施并保持满足 GB/T 19001 的要求的质量管理体系、GB/T 24001 的要求的环境管理体系、GB/T 28001 的要求的职业健

康安全管理体系；每建立一项得 1 分。 
可选 3 

8 

过程管理 

能耗高、效率低的设备宜限期淘汰、更新，得 1 分，已经淘汰更新得 2 分。 可选 2 

9 运输过程符合企业技术规范及法律法规要求。 可选 2 

10 运输产品包装符合企业技术规范及法律法规要求。 可选 2 

11 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地方及行业标中更高等级的要求。 可选 3 

12 

绩效 基础管理

绩效 

通过质量管理体系第三方认证。 可选 1 

13 通过环境管理体系第三方认证。 可选 1 

14 通过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第三方认证。 可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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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指标计算方法 

B.1 可再生能源电力使用率 

按下式进行计算： 

                        𝑅绿电 =
𝑒𝑔

e
整机总

× 100%               公式 2 

                        


g

绿电

总

100%
e

=
e

R                  公式 3 

式中： 

绿电R  ——可再生能源电力使用率 

ge   ——供应商使用的可再生能源电力，单位为 MWh 

总e  ——供应商的总用电量，单位为 MWh 

e 整机总——供应商消耗的电量，单位为 MWh 

其中： 

供应商使用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既可以通过安装光伏、风能等可再生能源装置获得，也可以通过购

买绿色电力证书方式获得。 

当供应商根据 GB17167 的要求，配备和使用能源计量器具，对能源进行分类计量和统计，可以核

算其消耗的电量时，可再生能源电力使用率采用供应商消耗的电量进行计算（公式 2）；否则，可再生

能源电力使用率采用供应商生产边界内消耗的电量进行计算（公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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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单位产品能耗降低率 

按下式进行计算： 

                        =



=

m

1
i

( )i i

i
u

e p

E
Q

                                 公式 4 

                      ui

ui

ui-1

=（1- ） 100%E
E

R
E

                              公式 5 

式中： 

iuE  ——统计期内单位产品或服务综合能耗，单位为吨标准煤/单位产品； 

ui-1E  ——统计期上一年度单位产品或服务综合能耗，单位为吨标准煤/单位产品； 

m  ——消耗的能源品种数； 

ie  ——供应商生产产品或服务活动中消耗的第 i 种能源实物量，单位为吨； 

ip  ——第 i 种能源的折标系数，单位为吨标准煤/吨； 

Q  ——统计期内的合格产品量，单位为产品单位； 

uiER  ——统计期内单位产品或服务能耗降低率。 

根据 GB/T2589《综合能耗计算通则》核算供应商的综合能耗。当供应商根据 GB17167《用能单位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的要求，配备和使用能源计量器具，对能源进行分类计量和统计，可以

核算其消耗的能源时，单位产品或服务能耗采用供应商消耗的能源进行计算；否则，单位产品或服务能

耗采用供应商生产边界内消耗的能源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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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温室气体排放强度降低率 

按下式进行计算： 

               𝜀𝑖 =
𝐶
整机商

𝑄
整机商

                             公式 6 

                              i
C
=
Q

                               公式 7 

i

i-1

100%=（1- ）R 



                         公式 8 

式中： 

i  ——统计期内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单位产品； 

i-1  ——统计期上一年度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单位产品； 

C  ——供应商生产系统排放的温室气体，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Q  ——统计期内的合格产品量，单位为产品单位； 

 ——供应商生产过程中排放的温室气体，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统计期内其提供的合格产品量，单位为产品单位； 

R   ——温室气体排放降低率。 

其中： 

温室气体排放量根据GB/T 32150《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进行核算。 

当供应商根据 GB17167《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的要求，配备和使用能源计量器

具，对能源进行分类计量和统计，可以核算其排放的温室气体时，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根据公式 7 进行计

算；否则，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根据公式 6 进行计算。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CRES0004-2020 

 

12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表 C.1产品类绿色供应商自评价报告 

供应商名称  提供产品名称  

供应商地址  

联系人姓名  电话  邮箱  

序号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评价要求 

符合 

/得分 

证明

材料

索引 

1 

管理 

基本要求 

企业建设和经营过程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三年内无重大安全、环保及质量事故。   

2 应安排专职人员，负责有关绿色制造的制度建设、实施、考核及奖励工作，建立目标责任制。   

3 
应建立、实施并保持满足 GB/T 19001 的要求的质量管理体系、GB/T 24001 的要求的环境管理体系、GB/T 28001 的要求的职业健

康安全管理体系。 
  

4 应向其上游供应商提供的采购信息中宜包含有害物质限制使用、可回收材料使用、能效、环保等要求。   

5 应无国家明令禁止生产和使用的设备。   

6 污染物排放应达到国家、地方及行业标准要求。   

7 基础管理 建立、实施并保持满足 GB/T 23331 的要求的能源管理体系。   

8 

过程管理 

根据 GB/T 24256 对生产的产品进行设计。   

9 根据 GB/T32161 对生产的产品进行生态设计产品评价。   

10 能耗高、效率低的设备宜限期淘汰、更新，得 1 分，已经淘汰更新得 2 分。   

11 制定并实施包装规范，考虑包装的可持续性（减量化、重复利用、回收再生等），符合 GB/T 16716 及地方标准的要求,。   

12 建立绿色回收工作方案，通过自主回收、联合回收或委托回收等方式，回收处理产品。   

13 污染物排放宜达到国家、地方及行业标中更高等级的要求。   

14 
年综合能耗 300 吨标煤以上的工厂采用电子信息化手段，建立能效管理平台，对外购的电力、蒸汽、天然气等能源进行管理，得

2 分；对能效及环境信息对外发布得 1 分。 
  

15 减少不可再生能源的投入，使用可再生能源代替化石能源，直接或间接使用风能与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电力。   

16 

绩效 

基础管理

绩效 

通过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第三方认证。   

17 通过能源管理体系第三方认证。   

18 
过程管理

绩效 

根据 RoHS 与 REACH 指令评估生产中使用的有害物质，减少有害物质的使用， 降低有害物质使用率或提出有害物质替代可行方

案。 
  

19 
使用可再生能源电力，可再生能源电力使用率≥用，得 1 分；可再生能源电力使用率≥；，得 2 分；可再生能源电力使用率≥；可，

得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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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进行节能管理，根据附录 B 计算的单位产品综合能耗降低率宜为正值。    

21 进行温室气体排放管理，根据附录 B 计算温室气体排放强度降低率宜为正值。   

续表 C.2 服务类绿色供应商自评价报告 

供应商名称  提供服务名称  

供应商地址  

联系人姓名  电话  邮箱  

序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要求 

符合 

/得分 
证明材料索引 

1 

基本

要求 

基本要求 

 

企业建设和经营过程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三年内无重大安全、环保及质量事故。   

2 应安排专职人员，负责有关绿色制造的制度建设、实施、考核及奖励工作，建立目标责任制。   

3 无国家明令禁止生产和使用的设备。   

4 
应制定并实施包装规范，考虑包装的可持续性（减量化、重复利用、回收再生等），符合 GB/T 16716

及地方标准的要求。 
  

5 
应制定运输技术规范，对超长设备运输车辆提出安全与 环保要求，对机舱、轮毂、叶片和塔筒等超

限货物运输的包装提出安全要求。 
  

6 污染物排放应达到国家、地方及行业标准要求。   

7 

管理 

基础管理 
建立、实施并保持满足 GB/T 19001 的要求的质量管理体系、GB/T 24001 的要求的环境管理体系、

GB/T 28001 的要求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每建立一项得 1 分。 
  

8 

过程管理 

能耗高、效率低的设备宜限期淘汰，更新，得 1 分，已经淘汰更新得 2 分。   

9 运输过程符合企业技术规范及法律法规要求。   

10 运输产品包装符合企业技术规范及法律法规要求。   

11 污染物排放宜达到国家、地方及行业标中更高等级的要求。   

12 

绩效 基础

管理绩效 

通过质量管理体系第三方认证。   

13 通过环境管理体系第三方认证。   

14 通过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第三方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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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评价报告编写提纲 

D.1 概述 

主要介绍企业绿色供应商评价的目的、依据及被评价企业的基本情况等内容。  

D.2 评价过程 

主要介绍评价工作安排、评价人员组成、企业基本要求审查情况、现场评价情况、数据收集及可靠

性评估、报告编写及评价结论复核等内容。  

D.3 评价内容 

对照绿色供应商评价要求，对申报企业进行评价，包括基础管理、过程管理、基础管理绩效、过程

管理绩效评价的各项评价指标。 

D.4 评价结论 

对申报企业绿色供应商评价指标体系的各指标打分后，计算出绿色供应商评价得分，得出评价结论，

说明绿色供应商建设各环节中的主要做法、经验、亮点及突出优势等。  

D.5 建议 

对企业绿色供应商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工作提出建议。 

D.6 参考文件 

列出报告编写过程中所使用的相关参考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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