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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供应商评价研究及供应商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正越来越紧密。通过文献整理，发现

当前研究缺少对可持续供应商的专有描述。因此，采用德尔菲法对专家进行调研，通过三轮问卷对

可持续供应商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同时，通过重要度评价得到可持续供应商的一级准则和二级评价

准则，为将来构建完善的评价准则体系提供了扩展基础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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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可持续发展与供应链管理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最早由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

会（Ｗｏｒｌｄ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ＷＣＥＤ）于１９８７年在《ＯｕｒＣｏｍｍｏｎＦｕ

ｔｕｒｅ》报告（也称《布伦特兰报告》）中提出：指既能满

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

的发展 。该概念涉及的健康生活环境包括自然环

境和建设环境，并且特别强调在稳定的生态系统中

进行繁荣的自力更生的社会。

１．１　三重底线理论

三重底线理论（ｔｒｉｐｌｅｂｏｔｔｏｍｌｉｎｅ，ＴＢＬ）最早由

Ｅｋｌｉｎｇｔｏｎ于１９９７年提出，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概

念。Ｅｋｌｉｎｇｔｏｎ认为，如今的商业运营活动正通过促

进可持续来表达自己负责任的态度，他们已经意识

到环境、经济和社会问题会对组织行为和活动产生

影响这一事实。ＴＢＬ的三重底线分别对应了利润

（ｐｒｏｆｉｔ）、地球（ｐｌａｎｅｔ）、人类（ｐｅｏｐｌｅ）三个元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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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供应商评价和选择的非常合适的工具 。

虽然ＴＢＬ理论与可持续发展的联系非常紧密，

并且已经被提出了２０年，其三个可持续维度在研究

中的实际应用仍然有失平衡。早期以Ｄｉｃｋｓｏｎ为基

础、由 Ｗｅｂｅｒ（１９９１）等研究发展而逐渐完善的传统

供应商评价准则主要集中在价格、质量、交货期和服

务上，是可持续发展理念得到重视之前制造商最常

用的供应商考量标准，也是ＴＢＬ中符合经济可持续

性的维度。

直到１９９７年，Ｎｏｃｉ首次将环境可持续因素融

入供应商评价系统中，将供应商环境绩效评估分为

四类，包括绿色能力、当前环境效率、绿色形象和净

生命周期成本。由于加强环境可持续能够同时促进

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性 ，供应商选择中的环境评价

逐渐衍生出若干二级或三级准则。Ｋａｎｎａｎ、Ｊａｂ

ｂｏｕｒ和Ｊａｂｂｏｕｒ（２０１４）将可持续供应商选择的评价

准则和影响因素进行了适当分类，他们认为在经济

可持续方面包含四条准则，即质量、价格、交货期和

服务，而环境可持续方面则主要包括环境保护或环

境管理、管理系统、污染控制、绿色产品、绿色形象、

绿色创新、环境绩效、有害物质管理。

然而，ＴＢＬ理论中的社会可持续维度长期被忽

视。Ｆｅｒｒｉ和Ｐｅｄｒｉｎｉ（２０１８）认为环境和社会责任采

购会影响采购方的财务绩效、竞争力和风险，环境维

度对风险缓解和竞争力有积极影响，而在采购环节

中融入社会准则能够减轻企业的潜在风险。作为继

经济可持续、环境可持续之后近几年才被纳入研究

中的类别，社会可持续包含的内容以及衡量方式更

具有难度和挑战性，例如健康与安全、国家文化差异

产生的工作场所多样化等都难以把握其标准并量

化。社会因素在学术和实践研究中均具有较高难

度，缺少完善的量化体系及标准，并且难以即时体现

成果，使得企业在投入和实施时犹豫不前。

１．２　可持续供应链管理

随着可持续发展立法数量的不断增长，越来越

多的企业及从业者被迫将ＴＢＬ融入其生产和供应

链中，客户、政府机构、监管机构和企业员工都逐渐

认识到了环境和社会问题对企业运营产生的影响。

Ｓｅｕｒｉｎｇ和 Ｍüｌｌｅｒ（２００８）认为，身处供应链的焦点

企业（ｆｏｃａｌｃｏｍｐａｎｙ）应当对其供应商的环境和社

会绩效负责，因为产品的生产过程会基于其价值对

环境和社会造成负担，而焦点企业通常扮演统治和

管理供应链的角色，他们与客户直接接触，并且是产

品或服务的设计者。因此，他们将可持续发展与供

应链管理相结合，提出了可持续供应链管理理论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ｓｕｐｐｌｙｃｈａｉ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ＳＣＭ），并

定义如下：在考虑可持续发展的三个目标（经济、环

境和社会）的同时，根据客户和利益相关者的要求，

对材料、信息和资本流动进行管理，以及与供应链中

的企业进行合作。

ＳＳＣＭ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１）ＳＳＣＭ必须考虑到更广泛的问题，因此能够

看到比传统供应链更远的地方；

（２）ＳＳＣＭ涉及更广泛的绩效目标，因此考虑了

环境和社会维度；

（３）ＳＳＣＭ 使伙伴企业之间的合作需求大量

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若干文献将环境保护与绿色发

展的概念等同，并在文献中混合使用“环境可持续”

“绿色发展”“绿色供应商”等。然而，在社会可持

续概念被强调之前，还存在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

护／绿色发展相提并论的情况。根据两者的定义

和关系，必须明确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范围

差异。简单来说，可持续供应链是绿色供应链的

扩展，是绿色供应链发展成熟的产物。环境保护

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是发展，但要求在严格控制人口、提高人口素质和

保护环境、资源永续利用的前提下进行经济和社

会的发展。只有在环境与社会同时出现的情况

下，才能被视为可持续发展。

２　德尔菲法

德尔菲法（Ｄｅｌｐｈｉｍｅｔｈｏｄ）又称专家调研法，最

早由Ｄａｌｋｅｙ和 Ｈｅｌｍｅｒ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首创，并

在６０年代作为ＲＡＮＤ公司的项目整理发表。该方

法常被用于对不确定性较高、信息量不充分的问题

的前瞻研究，通过背对背的通信方式征询专家小组

成员的预测意见，经过几轮征询，使专家小组的预测

意见趋于集中，从而根据专家意见对评价对象作出

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预测和评价。

德尔菲法较适用于研究以下议题：１）缺乏足够

资料和信息的问题；２）缺乏理论和模式支撑但能进

行主观判断的问题；３）涉面广、复杂的问题；４）分歧

大且需要观点差异分析的问题；５）难以定量研究的

问题。其调研的形式主要为访谈和调查问卷，并且

发放调查问卷的途径可以是纸质邮寄、在线提交或

两者相结合。鉴于现有文献缺少对可持续供应商的

概念界定，采用德尔菲法进行本次研究是较为合适

的手段。

最初的德尔菲法包含四轮调研，后续研究根据

问卷的内容与时间限制有时会缩短至三轮甚至两

轮，具体步骤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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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德尔菲法调研流程

采用德尔菲法的优势在于：１）减少专家之间的

干扰和冲突，不记名形式能够促使各位专家独立思

考，给出充分意见并同等重视；２）调研可独立进行，

无需统筹时间、地点；３）反复修正有利于综合各方意

见，使调研结果自然趋同；４）适用于长期预测；５）定

量、定性研究充分发挥。

相应地，德尔菲法也存在一些缺点：１）多轮循环

较为耗时耗力，反馈率也可能降低；２）整理反馈并匿

名发放给专家的过程需要负责人有足够的分析和过

滤能力，同时保持自身的客观、公正；３）专家的选择对

调研结果有直接影响；４）访谈等定性回答处理困难度

较大。

近几年，德尔菲法常被用于研究定义及运作、评

价准则体系的研究以及供应商选择问题。Ｍｅｉｊｅｒ

ｉｎｇ、Ｋｅｒｎ和Ｔｏｂｉ（２０１４）认为对于城市环境可持续

发展的定义及运作可以通过德尔菲法进行协定，并

在２０１８年的发表中验证了该观点的有效性。他们

邀请了４１９位城市可持续发展专家参与了德尔菲法

调研，找到了适用于欧洲国家的城市可持续发展的

组成关键。

３　可持续供应商的概念及评价准则

调研

本文采用德尔菲法对可持续供应商的概念进行

深入了解，邀请若干专家在线填写调查问卷（包括电

脑及手机客户端），并制定了三轮问卷发放及回答，

最终整理得到其含义及主要特征（评价准则类型）。

具体实施步骤如下：

（１）确定研究问题

此次调研的研究问题如下：１）界定可持续供应

商的概念，包括了解其具体含义及主要特征；２）构建

基础评价准则体系。

（２）确定评价专家

参与问卷调查的专家必须对研究问题有一定的

了解，才能给出有意义的观点和评价。因此，评价专

家必须满足：１）对可持续发展理念有所了解；２）专业

领域或主要工作涉及供应商；３）有足够的时间和意

愿完成多轮问卷调研。此外，专家若满足以下条件

将被优先选择：１）工作领域与供应商直接接触，例如

采购、审计等；２）所在部门或企业对可持续发展有明

确设想和规划，如技术科研部、战略部；３）从业经验

和知识储备丰富，充分掌握行业信息。

经过挑选，最终确定了１３位专家参与本次调

研，包括１２位企业职员及１位大学教授，其职能／研

究范围涉及采购部、销售／市场部、技术／科研部、财

务部、质量／产品部、和其他（如总经理）。每位专家

回答的问卷将得到同等重视，不会有权重差异。

表１　调研专家职能分布人数 人　

供需关系 采购部 销售部／市场部 技术部／科研部 财务部 产品部／质量部 其他

采购商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供应商 ２ １ ４ １ ２ ３

　　（３）收集整理问卷资料

问卷资料旨在为专家提供客观的背景信息，方

便专家了解界定可持续供应商的重要性与本次调研

目的，主要包括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及理念、ＴＢＬ的

可持续维度理论、供应商管理及供应链协同理论的

介绍。问卷中问题的主要形式为开放问答和量表评

价，其中分级量表均采用１９粒度的Ｌｉｋｅｒｔ量表。

（４）第一轮问卷发放及回收整理

第一轮问卷共有九个问题（见表２），主要了解

专家对可持续供应商的理解程度，其中包含开放问

答题，对可持续、供应商选择评价、供需合作等给出

关键词及具体答复，以及一个量表题，用于评价专家

对答复的自信程度。采用文本填空形式旨在减少问

题回答的局限性，专家可以通过论述充分表达自己

的观点而不受选择提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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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第一轮问卷内容

编号 问题 形式

１ 您是否了解可持续发展？它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开放问答

２ 您是否了解供应链管理及供应商选择问题？它们该如何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相结合？ 开放问答

３ 您是否听说过或了解“可持续供应商”？它的具体含义应当如何描述？ 开放问答

４ 您认为可持续供应商应该满足哪些方面的条件？ 开放问答

５ 请您尽可能多地提供一些关键词，用于评价和选择可持续供应商，并给出简单描述 开放问答

６ 如果参考三重底线理论（ＴＢＬ）的经济、环境、社会可持续维度对上述关键词进行初步分类，您认为是否合理？为什么？ 开放问答

７ 若要求传统供应商向可持续供应商转型，需要采取哪些措施？ 开放问答

８ 采购企业应当如何与可持续供应商合作？ 开放问答

９ 您对上述答复的自信程度为？ 量表评价

　　经过整理，了解到专家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解基

本一致，并且认为ＴＢＬ的可持续维度分类方式具有

一定合理性，但需要进行充分细化，才能为企业实践

提供明确方向。专家普遍认为可持续供应商的发展

理念不应当局限于供应商的自身管理，更要延伸至

有业务往来的其他企业，然而延伸的责任范围存在

观点差异：一部分专家认为可持续供应商的业务范

围集中于采购企业与一级供应商之间，鉴于合作创

新的保密程度而应当控制信息共享的范围；另一部

分专家则认为可持续供应商应当尽可能延伸可持续

发展理念，将与关键企业的共享信息推广至上游整

个供应链，从而将供应链融合为一体，为一致的目标

努力。

此外，第一轮调研中收集了若干评价和选择可

持续供应商的关键词，将相同内容进行合并整理后，

所有关键词及出现次数如表３所示。

第一轮问卷所有问题的回答被整合成表格或其

他易阅读形式，经过匿名处理后再次发放给各位专

家，帮助他们进一步了解对方的观点。

表３　评价和选择可持续供应商的关键词

关键词
出现

次数
关键词

出现

次数
关键词

出现

次数

质量 １３ 价格与成本 ８ 绿色投入 ４

资源使用效率 １１ 绿色生产 ８ 员工培训 ４

循环利用 １１ 员工利益 ８ 包装与运输 ３

生产能力 １０ 交货能力 ７ 废弃物处理 ２

绿色设计 １０ 企业管理 ７ 排放 ２

绿色／清洁技术 １０ 研发能力 ７ 绿色形象 ２

企业社会责任 ９ 服务 ６ 企业文化 １

环境绩效 ９ 质量管理体系 ５ 利益相关者 １

灵活性 ８ 竞争力 ５ 社区影响 １

技术创新 ８ 健康与安全 ５

（５）第二轮问卷发放及回收整理

第二轮问卷（见表４）旨在界定可持续供应商的

概念及责任范围，同时对评价关键词进行最后补充

和调整。此轮问卷中还要求专家对表３中出现的所

有关键词的重要程度进行初步判断。

表４　第二轮问卷内容

编号 问题 形式

１ 您认为“可持续供应商”的概念或定义为？ 开放问答

２
假设对象为一级供应商，您认为可持续供应商的管理及发展在供应链中的责任范围是？若对象为二级供应商，是否有所

区别？
开放问答

３ 请在上一轮提供的关键词（见参考资料）的基础上进行适当补充或调整，并给出简单描述 开放问答

４ 请对所有关键词（包括补充项和调整项）进行重要度评价 量表评价

５ 您对上述回答是否非常确定？ 量表评价

　　在第二轮回答中，可持续供应商的概念描述已

经趋于一致并逐渐成形。专家普遍提到的关键词有

可持续发展、供应链、ＴＢＬ（经济、环境、社会）、供应、

企业等。经过整合，我们认为可持续供应商指以可

持续发展为目标，即同时以经济、环境、社会可持续

为目的的供应商，其在保持经济效益的前提下不仅

需要符合环保要求，还要维护社会利益及后代的资

源，同时有意愿提升自身和上下游供应链节点企业

的可持续能力的供应商。

评价和选择可持续供应商的关键词得到了进一

步补充及重要度评价，各关键词的重要度由量表评

分求和得到。鉴于部分关键词为新出现内容，其重

要度评分可能较低，因此在准备第三轮问卷的参考

资料时一并附上了关键词的出现频率与重要度均值

（重要度／次数，保留三位小数），并用“”标注出新

补充／调整项（见表５），以供专家进行客观分析。

（６）第三轮问卷发放及回收整理

第三轮问卷（见表６）为最后一轮调研，用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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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专家对可持续供应商的概念描述是否一致，以及

对表５的关键词进行最后一次重要度评价，关键词

的呈现顺序将被打乱，以减少顺序对评价的影响。

此次评价的结果作为可持续供应商评价二级准则的

筛选参考，根据重要度均值降序确定。

表５　可持续供应商的关键词重要度评价

关键词 重要度 次数 重要度均值 关键词 重要度 次数 重要度均值

健康与安全 ４７ ５ ９．４００ 利益相关者 ２８ ４ ７．０００

碳足迹 ２６ ５ ８．６６７ 绿色投入 ２１ ３ ７．０００

资源利用 １０２ １２ ８．５００ 员工福利 ２１ ３ ７．０００

绿色循环 ８４ １０ ８．４００ 工资与工时 １４ ２ ７．０００

价格与成本 ８８ １１ ８．０００ 环境绩效 ７６ １１ ６．９０９

绿色生产 ６４ ８ ８．０００ 质量管理体系 ４１ ６ ６．８３３

质量 １０３ １３ ７．９２３ 企业管理 ８１ １２ ６．７５０

绿色设计 ８７ １１ ７．９０９ 当地社区影响 ３３ ５ ６．６００

绿色能力与技术 ６１ ８ ７．６２５ 绿色形象 ３２ ５ ６．４００

排放与废弃物处理 ７６ １０ ７．６００ 灵活性 ７０ １１ ６．３６４

交货能力 ８９ １２ ７．４１７ 研发能力 ７６ １２ ６．３３３

生产能力 ５８ ８ ７．２５０ 员工利益与权利 ６８ １１ ６．１８２

服务 ７２ １０ ７．２００ 竞争力 ４２ ７ ６．０００

技术 ７９ １１ ７．１８２ 政策与法规 １８ ３ ６．０００

战略合作 ４２ ６ ７．０００ 绿色运输 ４０ ７ ５．７１４

企业文化 ２８ ４ ７．０００ 员工培训 ２０ ４ ５．０００

表６　第三轮问卷内容

编号 问题 形式

１ 您认为参考资料中整理的“可持续供应商”的概念或定义是否可靠？是否有需要调整之处？ 开放问答

２ 请您对参考资料中提供的所有关键词再次进行重要度评价 量表评价

３ 请就跳过评价的关键词进行解释，包括但不限于其不适合作为二级准则的原因 开放问答

　　（７）结论

根据第三轮问卷的反馈，专家对可持续供应商

的概念已经达成一致；同时，专家给出了所有关键词

的最终重要度评价（见表７）。

表７　可持续供应商评价关键词的最终重要度排序

关键词 重要度 次数 重要度均值 关键词 重要度 次数 重要度均值

资源利用 １１２ １３ ８．６１５ 绿色运输 ８０ １３ ６．１５４

质量 １０７ １３ ８．２３１ 当地社区影响 ７８ １３ ６．０００

绿色能力与技术 ９８ １３ ７．５３８ 利益相关者 ７８ １３ ６．０００

交货能力 ９７ １３ ７．４６２ 碳足迹 ７１ １２ ５．９１７

价格与成本 ９６ １３ ７．３８５ 竞争力 ６５ １１ ５．９０９

绿色循环 ９６ １３ ７．３８５ 研发能力 ７０ １２ ５．８３３

环境绩效 ９６ １３ ７．３８５ 战略合作 ６４ １１ ５．８１８

排放与废弃物处理 ９２ １３ ７．０７７ 生产能力 ６３ １１ ５．７２７

绿色生产 ９０ １３ ６．９２３ 灵活性 ６２ １１ ５．６３６

绿色设计 ８８ １３ ６．７６９ 质量管理体系 ５０ ９ ５．５５６

员工利益与权利 ８６ １３ ６．６１５ 政策与法规 ４８ ９ ５．３３３

企业管理 ８５ １３ ６．５３８ 员工福利 ４２ ８ ５．２５０

服务 ８３ １３ ６．３８５ 绿色投入 ６８ １３ ５．２３１

技术 ８２ １３ ６．３０８ 工资与工时 ３５ ７ ５．０００

健康与安全 ８２ １３ ６．３０８ 员工培训 ３４ ７ ４．８５７

绿色形象 ８０ １３ ６．１５４ 企业文化 ４８ １０ ４．８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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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表７中，有一部分关键词的出现次数低于

１３，是因为部分专家认为该关键词更适合作为三级

准则并从属于其他已有关键词，例如：碳足迹可以归

为排放与废弃物处理；竞争力、战略合作、灵活性和

企业文化归为企业管理；研发能力归为技术；生产能

力与绿色生产类似；质量管理体系归为质量或企业

管理；政策与法规归为环境绩效；绿色投入归为绿色

能力与技术；员工福利、工资与工时和员工培训归为

员工利益与权利。这一部分关键词得到的重要度均

值也相对较低。因此，根据专家建议，可持续供应商

评价的二级准则将仅包含专家一致认可的关键词，

即出现次数为１３的共１９条评价准则。本章末对可

持续供应商的评价准则整理将基于这１９条二级准

则进行分类。

４　可持续供应商的概念界定

４．１　概念界定

根据德尔菲法的第二轮及第三轮调研结果，本

文提出可持续供应商的具体概念：可持续供应商指

同时以经济、环境、社会可持续为目的、向企业及竞

争对手供应各种所需资源的企业或个人，包括提供

原材料、设备、能源、服务等。具备可持续能力的传

统供应商可以被称为可持续供应商，其在保持经济

效益的前提下不仅需要符合环保要求，还要维护社

会利益及后代资源，同时有意愿提升自身和上下游

供应链节点企业的可持续能力。简单来说，经济、环

境和社会三维度同时可持续发展是满足可持续供应

商的基本条件。表８比较了传统供应商、绿色供应

商和可持续供应商的概念差异，明确了可持续供应

商的特征。

此外，可持续供应商的概念体现了另一个重要

特殊性———发展。传统供应商更强调其功能性，而

可持续供应商在保障供货功能的同时，还强调了其

发展能力，包括自我提升以及对相邻节点企业的督

促。这一特殊性使得供应商本身在产业发展过程中

具有了可持续能力。而供应商的可持续能力需要通

过长期实践来提升，在短期内从传统供应商转变为

可持续供应商是难以实现的。在转变过程中，建议

传统供应商可以先从能够兼顾经济效益的准则着手

改进，并以此作为起点来教育和推动员工的积极性，

从而扩大可持续性举措的实施范围。

表８　供应商概念比较

内容 传统供应商 绿色供应商 可持续供应商

定义／概念

指向企业及其竞争对手供应各种所需

资源的企业和个人，包括提供原材料、

设备、能源、劳务和资金等

指将环保原则纳入供应商管理机制中，

向企业及竞争对手供应各种所需资源

的企业或个人，包括提供原材料、设备、

能源、服务、资金等

指同时以经济、环境、社会可持续为目

的、向企业及竞争对手供应各种所需资

源的企业或个人，包括提供原材料、设

备、能源、服务等

目的 经济效益 经济效益、环境保护 经济、环境、社会可持续

供应链 供应链 绿色供应链 可持续供应链

４．２　可持续供应商管理

可持续供应商管理指追求ＴＢＬ绩效最大化时

对上游供应链中与采购的元件相关的所有活动的管

理。Ｋｏｐｌｉｎ等（２０１７）认为可持续供应管理分为四

个阶段：１）规范性要求，在商业伙伴关系中设定可持

续采购要求；２）早期识别，通过国际问题筛选、业务

部门责任报告、问题案件分析等方式进行查找；３）供

应过程，在供应商网页上进行自我披露、合理性检

查、环境和社会评价；４）监测与供应商发展，逐案修

订、供应商资格的义务履行、信息与技术支持。而

Ｂａｉ和Ｓａｒｋｉｓ（２０１４）将可持续供应商管理分为可持

续供应商选择、可持续供应商监测和可持续供应商

发展三部分：

１）可持续供应商选择，指企业识别和评估合适

的供应商及上游供应链的过程，这些供应商必须在

三个可持续维度上表现最佳。可持续供应商选择是

ＳＳＣＭ的关键环节，并且会影响到ＳＳＣＭ 的整体绩

效，建议以ＴＢＬ为基础进行扩展，从而得到可持续

供应商选择的评价准则。

２）可持续供应商监测，指对供应商和供应链信

息的进一步分析和评估，检查其是否从可持续的三

个维度遵守了最低要求并提高绩效。因此，可持续

供应商监测可以作为替换供应商的依据、供应商发

展活动的契机，以及持续监督发展工作进度和成功

的手段。

３）可持续供应商发展，指为向供应商延伸可持

续发展而进行的优化供应商绩效或能力的一系列举

措，其既可以出现在可持续供应商选择阶段，也可出

现于可持续供应商监测部分。一般来说，企业分享

信息与协调供应商的能力越强，其发展可持续供应

商成功的可能性越高。

５　结论

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推广和实践，供应商评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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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研究与可持续的关系也更为密切。本文通过文献

整理，发现当前研究缺少对可持续供应商的专有描

述。因此，采用德尔菲法对专家进行调研，通过三轮

问卷的整理总结，对可持续供应商的概念进行了界

定：可持续供应商指同时以经济、环境、社会可持续

为目的、向企业及竞争对手供应各种所需资源的企

业或个人，包括提供原材料、设备、能源、服务等；同

时，通过重要度评价得到可持续供应商的３条一级

准则（经济、环境、社会）和１９条二级评价准则（资源

利用、质量、绿色能力与技术、交货能力、价格与成本

等），为将来构建完善的评价准则体系提供了扩展基

础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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