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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 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供应链工作委员会、湖北建科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清源石化有限公司、浦林成山〈山东〉轮胎有限公司、河北诚信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凯盛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四川金象赛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万达化工有限公司、南阳防爆〈苏州〉特种装

备有限公司、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心连心化学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湖北三宁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惠生工程（中国）有限公司、江苏索普〈集团〉有限公司、江苏正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江西蓝星星火有机硅有限公司、灵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富德能源有限公司、山东昌顺达

供应链有限公司、山东东岳化工有限公司、山东聚东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山东源根石油化工有限公

司、 苏戚〈上海）有限公司、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美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天业

（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中国寰球工程有限公司、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中国

化学工程第十一建设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2 于患亚、王荣海、王福、王鑫、张善民、华令苏、刘旭东、 XIJ欢庆、刘海

桃、孙争鸣、芮群、李晖、李铁、杨泽伟、吴超波、何文华、宋晓玲、张发根、张学斌、陈晓艳、武

祥东、赵旭涛、 袁俊洲、贾文忠、殷银华、殷喜丰、郭凌霄、 唐福伟、梅庆慧、曹永刷、董永阳、程

丽华、谢丰鸣、穆阳 、 戴红波、魏志华、婪战士、邓兆敬、宗成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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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石油和化工行业绿色供应链是在传统供应链的基础上，将绿色理念、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和生产

者责任延伸理念融入企业业务流程，综合考虑企业经济效益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人体健康安全要

求的协调统一的供应链系统．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是提升企业竞争力、实现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有

效途径 ， 它以供应链管理理论和技术为基础，其目的是使得产品从项目策划与决策、勘察与设计、资

漉开发、采购、工程施工、试车、生产、营销、物流到回收利用的整个过程中 ， 对环境的总体影响最

小 ， 资源利用率最高。

本标准制定了石油和化工行业绿色供应链的总体要求以及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供应链的策划、运

行、评价与改进要求，目的是引导石化企业在现行管理体系的基础上识别与评估绿色影响因素，建立

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指导石化企业对产品全生命周期各环节进行有效策划和控制，并持续改进供应

链管理体系，提高资源利用率 ， 降低环境影响以及人体健康危害．

v 



1 范围

石油和化工行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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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规定了石油和化工行业绿色供应链管理目的和范围、总体要求 ， 以及产品生命周期绿色供

应链的策划、实施与控制、绩效评价、管理评审和持续改进．

本标准适用于石汹和化工行业绿色供应链的建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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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 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 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T 16483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内容和项目顺序

GB/T 33000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

GB/ T 33635 绿色制造 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导则

3 术语和定义

GB/ T 33635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 1 

清洁生产 cleaner production 

不断采取改进设计、 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 改善管理 、 综合利用

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

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 第二条】

4 绿色供应链管理的目的和范围

4. 1 目的

将绿色理念、 产品生命周期（LC） 管理和生产者责任延伸理念融入石化企业供应链管理体系 ，

识别石化产品及其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绿色属性，协同供应链上供应商、 工程建设服务企业、石化产

品生产企业、石化产品生产服务企业等实体，对产品／物料的绿色属性进行有效管理 ， 减少产品／物料

及其生产、运输、储存及使用等过程的资源〈包括能源）消耗、 环境污染和对人体的健康危害 ， 促进

资源的回收和循环利用，实现企业绿色采购和可持续发展。

4. 2 范围

4. 2. 1 涵盖石化企业从项目策划与决策、勘察与设计、资源开发、采购 、 工程施工、试车、生产、

营销、 物疏、回收利用直至最终处置生命周期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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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2 有关的供应商、 工程建设服务企业、石化产品生产企业、石化产品生产服务企业 ， 以及回收、

再利用、废弃物处置等企业．石油和化工行业绿色供应链基本流程图参见附录 A。

5 总体要求

5. 1 企业应识别和确定与其宗旨和战略方向相关并影响其实现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预期结果的各种

外部和内部因素，将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将产品生命周期的环境、健康安

全、节能降辑、资源循环利用等因素纳入供应链管理系统，建立健全绿色供应链管理。

注 1：这些因素可能包括需要考虑的正面和负面要絮或条件．

注 2：外部因素．主要考虑各种法律法规、自然环挠、技术、社会、经济、竞争与合作等方面．

法 3：内部肉素． 主要考虑组织的使命、价值观、文化和绩效等方面．

5. 2 充分考虑法律、法规、标准和利益相关方的要求．

5. 3 企业最高管理者应履行其对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的领导作用和承诺－

5. 4 制定绿色供应链管理方针和可量化、可测量（或可评价）的目标．

5. 5 建立有效的组织机构和提供必要的人力 、 财力、设备、信息及知识等资源，或对现有机构及资

源进行整合，满足绿色供应链管理需要。

5. 6 建立绿色项目策划与决策流程。

5. 7 建立工程勘察相关绿色标准。

5. 8 实施资源绿色开发 ， 制定相关措施。

5. 9 实施绿色设计，分析产品及其生命周期和供应链各个环节的绿色属性 ， 制定优化和改进目标、

措施，对产品／物料环境属性进行识别 、 分类．

5. 10 建立企业绿色采购流程，制定供应链协同改进措施．

5. 11 对员工进行绿色供应链管理意识、知识和能力培训，及时将有关信息传达给供应链各相关方，

使绿色供应链管理要求得到员工和相关方的理解和支持．

5. 12 建立产品生命周期各相关过程管理程序和标准。

5. 13 建立产品绿色回收及再生利用机制和渠道。

5. 14 建立信息化管理平台 ， 对石化企业及其供应商绿色供应链相关信息进行管理。

5. 15 定期进行绿色供应链绩效评价．

5. 16 在管理体系中增加绿色供应链管理评审和持续改进要求。

6 策划

6. 1 系统规划

6. 1. 1 将绿色理念以及相关政策、法规等要求融入石化企业业务流程和供应链管理系统 ， 整合现有

资眼，对绿色供应链进行系统规划，建立健全有关管理标准和管理制度，改善企业供应链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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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2 将绿色供应链管理要求与质量、环境、能源、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以及供应链管理、信息化管

理体系整合，完善管理程序和管理体系文件，建立符合石油和化工行业要求的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

6. 1. 3 从产品生命周期、产品全价值链进行企业绿色供应链价值和风险分析，与供应链各相关方谋

求环保和商业共赢机制，提高企业竞争力．

6. 2 制定方针、目标

6. 2. 1 制定绿色供应链方针、目标．

可依据：

一一有关政策法规和标准；

一一石化企业绿色制造整体目标 ；

一一市场或用户对石化产品的绿色性要求；

一一现有供应链各个环节可改进的环境问题；

一一现有技术和管理条件；

一一供应链其他相关方的条件和要求等。

6.2.2 目标应明确、具体 ， 可量化、 可测量或可评价。

6. 2.3 结合石油和化工行业生产特点，企业在建立节能降挺目标和污染物消减目标时应考虑以下

指标．

a) 节能降耗目标：

1) 主要原辅材料单在指标 ；

2) 单位产品耗水指标；

3) 能量（燃料）单耗指标 ；

4) 循环冷却水系统补Jj(率 ；

5) 化学水系统制水比〈新鲜水用量／化学水产量〉；

6) 蒸汽凝结水回收率；

7) 工业水重复利用率；

8) 处理后的污水回用率；

的 正常工况下火炬气回收率。

b) 可测量：

1)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

2) 工业废水排放指标；

3) 燃烧废气、制硫尾气及其他工艺废气排放指标；

4) 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指标；

5) 危险废物无害化处理、处置指标；

6) 恶臭、污染物处理、处置指标 ；

7) 噪声控制指标。

6.3 绿色规划

6. 3. 1 产品及其生命周期的绿色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设计阶段〈包括工程设计、产品设计、工艺

设计等阶段〉 ， 实施石油和化工行业绿色供应链管理应对产品进行绿色设计或对现有产品进行绿色改

进设计．

6. 3.2 产品绿色设计应明确产品绿色性指标〈如绿色材料、能耗、排放、回收利用率等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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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 产品／物料绿色属性识别和确认

6. 5. 1 根据石汹和化工行业或产品特点划分产品生命周期阶段 ， 识别各个阶段产品／物料绿色属性．

6. 5. 2 确认并建立重点管控物料消单．

6. 6 明确环境信息要求

明确环境信息类别和数据获取、计算、统计、报告及环境信息公开等要求。

环境信息包括〈不限于） ：

一一政府及相关管理部门要求提供的企业环境、能源管理数据．

一一产品环境数据。

一一重点管控物料信息。

一一工艺流程信息．

一一产品生命周期数据，包括：

1) 产品数据：包括产品技术参数等 ；

2) 能量数据：包括电力数据、燃料数据等；

3) 材料数据：包括原材料、半成品、辅料等输入性数据和废料、成品等输出性数据；

的 排放数据：包括向空气、水体、土壤等的排放；

5) 其他数据：可进行输入输出数据收集的其他数据类型还有喋声与振动、土地占用、辐

射、恶臭和余热等。

一一有害物质使用、储存、处置数据。

一一产品回收、再利用数据。

一一废弃物处置数据等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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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实施与控制

7. 1 项目策划与决策

7. 1. 1 策划决策阶段，企业应自行或者委托有资质咨询单位进行项目可行性分析 ， 形成可行性研究

报告。

报告内容包括〈不限于）：

a) 从技术来源、先进性比较确定主要设备和工程技术方案，在技术可行性基础上满足项目绿色

要求 ；

b) 从建筑设计、建筑结构、平面布置、设备选型、工艺流程方面论述项目节能降耗方案，明

确项目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论述项目对环境的影响情况；

c) 从危害因素、施工条件方面论述项目的劳动保护和安全、卫生、消防措施。

7. 1. 2 在建设项目可行性论证阶段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编制预评价报告并组织专家评审。职业

病危害预评价工作过程应当形成书面报告备查．

7. 1. 3 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对符合国家规定的建设项目进行安全预评价 ， 编制安全预

评价报告；对其他建设项目的安全生产条件和设施进行综合分析，形成书面报告备查．

7. 1. 4 对建设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7. 1. 5 建设项目选址应符合“三钱一单”的要求，同时满足相关规划要求，尽可能远离环境敏感区．

注：“三线一单”包指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鬓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7.2 勘察与设计

7. 2. 1 勘察实施前 ， 对施工区环境影响因素、危险源等进行调查与识别 ， 对勘察活动可能造成的生

态环境影响及程度进行预判和分析。

7.2.2 勘察实施中 ， 定期或不定期地对绿色勘察工作进行检查评价 ， 对出现的动态问题及安全隐患

及时采取有效的技术及管理措施加以控制和处理 ， 消除安全隐患，预防事故发生．通常采用勘探、测

试、试验方法，提供的岩土物理力学性质指标及各项岩土参数的统计计算真实、准确无误。

7. 2.3 项目勘察工作结束或阶段工作结束，针对勘察活动造成的环境影响 ， 根据国家法律法规、 强

制性标准和恢复治理设计要求，结合地方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及时开展环境恢复治理 ， 消除勘察活动

对生态环挠造成的负面影响．

7. 2. 4 在产品设计阶段 ， 基于生命周期评价（LCA）方法对设计方案进行绿色性评审，及时提出修

改意见或建议。

7. 2. 5 产品绿色设计原则、要求及绿色性指标参见附录队

7. 2. 6 产品绿色化包括原料／溶剂／介质／产出品等绿色化、 工艺过程绿色化、能源绿色化和装备绿

色化。

7.2. 7 按照最小消耗、最低排放、最优绩效的原则设计石油和化工行业供应链流程 ， 以实现最佳的

生态效益．

7. 2. 8 采用基于环境的设计， 在产品开发阶段考虑选择原子经济性反应和绿色工艺流程，考虑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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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周期的绿色设计理念，考虑原材料和产品的可循环使用、可回收性、可降解性．

注：原子经济性指在化学品合成过程中合成方法和工艺应被设计成能把反应过程中所用的所有原材料尽可能多地

转化到最终产物中．

7. 2. 9 开展生产过程清洁化改造设计，降低污染物排放．

7. 3 资源开发

7. 3. 1 基本要求

7. 3. 1. 1 资源开发应与环境保护、资源保护、城乡建设相协调，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自然环境的扰动

和破坏， 选择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开发方式。

7. 3. 1. 2 因矿制宜选择开采工艺和装备，符合清洁生产要求．

7. 3. 1. 3 应贯彻“边开采，边治理 ， 边恢复”的原则，及时治理恢复矿区地质环坡 ， 复垦矿区压占

和损毁土地。

7. 3.2 绿色开发

7. 3. 2. 1 应遵循矿区汹气资源赋存状况、生态环境特征等条件科学合理地确定开发方案，选择与汹

气藏类型相适应的先进开采技术和工艺，推广使用成熟、先进的技术装备。

7. 3.2.2 集约利用土地资源，土地利用符合用地指标政策。合理确定站址、场址、管网、路网建设

占地规模。

7. 3.2. 3 应实施绿色钻井技术体系 ， 科学选择钻井方式、环境友好型钻井液及井控措施，配备完善

的固控系统 ， 及时妥善处置钻井泥浆。

7.3.2.4 应按照矿山储量动态管理要求的规定动态监管矿产资惊储量。成果资料应真实可靠、清晰

完整。

7. 3. 2.5 宜选择“采选结合一矿化结合一矿肥结合一综合利用”的资源开发方式，采用国家鼓励、

支持和推广的采选工艺技术和装备，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

7.4 采购

7. 4. 1 制定石油和化工行业绿色供应商 （包括外协厂商〉的选择原则、评审程序和控制程序，确保

供应商持续、稳定地提供符合企业绿色要求的物料．

7. 4. 2 向供应商发放绿色采购计划、要求或标准，并进行必要的宣传和沟通，以在得供应商的理解

和支持。

7. 4. 3 供应商提供的物料及其生产、物流、储存过程等应符合企业绿色采购要求。

7.4.4 对供应商进行评价，确定合格供应商。

评价内容包括 ：

一一遵守国家环境保护相关政策、法规、标准；

一一达到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及能辑指标要求 ；

一一供应商有关管理〈供应链、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能源管理等〉和环境绩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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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供应商提供的物料及其生产、物疏、储存过程等的符合性 ；

一一持续稳定提供合格产品 〈或材料〉的能力 ．

7. 4 . 5 供应商应提供符合性材料．

符合性材料包括〈不限于）：

一一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数据；

一一企业资源能源消耗与污染物排放数据；

一一产品 LCA 数据；

一一材质分解表；

一一不含禁用物质声明或根据企业要求提供第三方检测证明材料；

一一限用物质和受控物质符合性声明；

一一其他质量和有害物质控制文件等；

一一材料可回收利用性、材料稀缺性、再生材料等清单或说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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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4. 6 对供应商提供的样品进行必要的检验、测试和验证 ， 验证合格的样品方可用于批量生产。

7. 4. 7 对供应商生产过程进行必要的监督检查。

7. 4.8 将认定合格的供应商列入合格供应商名录，根据需要，可对供应商进行分类管理。

7.4.9 与合格供应商签订的技术协议中应明确有害物质限制要求及双方的权责。

7. 4. 10 定期对合格供应商进行审核 ， 并制定异常情况的纠正措施。

7. 4. 11 建立供应商绩效评价制度 ， 对供应商的环保绩效定期进行评价。

7. 4. 12 绿色原材料应优先选用符合环保标准和节能要求的，具有低能辑、低污染、无毒害、资源利

用率高、可回收再利用等各种良好性能的材料。

7. 4. 13 石化企业可通过对供应商的环境审计、第三方培训实现供应商的绿色化．

7. 5 施工与试车

7. 5. 1 总则

企业应：

a) 建立以项目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的绿色施工与试车管理体系 ；

b) 明确绿色施工与试车目标，识别施工与试车过程各项活动中涉及的绿色影响因素， 井分析

这些因素对资源〈包括能源）利用、环境保护、人体健康与安全的影响；

。 在识别、分析绿色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识别、分析施工与试车过程绿色管理风险 ， 并制定适宜

的风险应对措施和应急措施；

d) 定期开展绿色施工与试车自查和自评活动，关注绿色影响因素，评估控制措施的有效性；

e) 在施工和试车过程中，如发生对环境、 λ体健康与安全造成不利影响的突发事件 ， 立即启动

应急预案 ， 最大限度地减少突发事件带来的不利影响 ；

{) 开展绿色施工与试车技术创新与创效活动，推广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和新工艺 ；

g) 收集并保存绿色施工与试车的影像资料、新技术应用资料和持续改进资料．

7. 5. 2 施工准备与施工

7. 5. 2. 1 企业应制定包含绿色施工管理和技术要求的施工企业设计和施工方案，明确资源节约、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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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护、人体健康与安全的要求和控制措施、应急措施，必要时制定绿色施工专项方案。

专项方案包括（不限于〉 ：

一一人员健康与安全管理专项方案；

一一节材及材料利用专项方案；

一一节7J<及水资源利用专项方案 ；

一一节能及能源利用专项方案；

一一节地及土地资源保护专项方案；

一一扬尘控制专项方案 ；

一一有害气体排放控制专项方案；

一一废液排放控制专项方案；

一一固体废物〈含施工垃圾〉处理专项方案；

一一噪声及振动控制专项方案；

一一辐射污染控制专项方案；

一一光污染控制专项方案；

一一水污染控制专项方案；

一一动植物及文物保护专项方案．

7. 5.2. 2 企业应根据绿色施工的要求推广先进的施工工艺，使用高效的施工机具，淘汰、限制不符

合绿色施工要求的施工工艺、机具和材料。

7. 5. 2. 3 企业应充分考虑场地条件、周边环境和绿色施工要求 ， 制定施工总平面规划方案．

7.5.2. 4 施工总平面规划应科学、合理，充分利用原有的建构筑物、道路、预制场地、围捕和管线，

临时办公和生话用房宜采用可周转、可回收、可拆装的装配式临时住房。

7.5.2. 5 企业应根据绿色施工策划对人员进行教育、培训和技术交底，确保人员知晓其工作相关的

绿色影响因素和控制措施．

7. 5. 2. 6 企业应按批准的施工技术方案或绿色施工专项方案作业，控制扬尘和噪声，避免辐射污染、

光污染和水污染，减少有害气体、废液和固体废物的产生，提高资源利用率，保护人员健康与安全．

7. 5. 3 试车

7. 5. 3. 1 企业制定的预试车方案应明确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人体健康与安全的要求和控制措施、

应急措施，必要时参照 7. 5. 2. 1 制定绿色预试车专项方案。

7.5. 3. 2 企业应分别制定工艺装置和相关的公用工程、生产辅助系统的联动试车方案 ， 联动试车方

案应明确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人体健康与安全的要求和控制措施、应急措施，必要时参照 7. 5. 2. l 

制定绿色联动试车专项方案．

7. 5. 3. 3 企如肮分析工艺装置 t下游芝 1日的衔接关系．制定一体化的投料试车方案，投料试车技术

方案应明确资源节约、 环境保护、人体健康与安全的要求和控制措施、 应急措施，必要时参照

7. 5. 2. l 制定绿色投料试车专项方案．

7. 5. 3. 4 绿色试车要求参见附录 c.

7.6 生产

7. 6. 1 根据石油和化工行业绿色供应链管理方针、目标和指标 ， 对与绿色供应链有关的运行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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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监测和控制，以确保其在规定的条件下进行。

7. 6.2 根据物料类别和产品产量制定相应的物料运行控制程序。明确各相关部门任务、权贵、工作

程序、记录和文件变更要求等。

7. 6.3 明确现场有害物质检测和监测的项目、内容、要求和程序，对运行过程中的关键特性数据进

行检测和监测 。

检测和监测包括：

一一检测文件应包括检验项目、方法、频次、记录、检验接收标准以及检验人员能力要求等；

一一配置相应的检测、监测设备，对所使用的监测和测量设备定时维护和技验；

－一定期对检测情况进行监管，发现异常情况按规定程序及时反馈或处理．

7. 6. 4 有害物质在库房和生产现场应分类存放、明示标识．

7. 6.5 质量文件中应有避免混料、污染防控措施以及应急预案。

7.6. 6 监测和记录生产现场材料、能源、水资源消耗以及废水、废气、废物排放数据。

7. 6. 7 制定生产过程中废弃物排放及转移管理规定，并准确、清晰地记录其排放量、浓度、处置方

式及转移去向。

7.6. 8 按照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原则 ， 结合石化行业特点，开展绿

色生产．

7.6.9 按照 GB/T 33000 的要求，完善组织内部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7. 6. 10 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能力，建立危险化学品安全督导队伍。

7. 6. 11 采用先进、适用的清洁生产工艺技术实施升级改造并持续改进。

7. 6. 12 企业在新建、改建和扩建生产装置时，应对原料使用、资源消耗、资源综合利用以及污染物产

生与处置等进行分析论证，优先采用资源利用率高以及污染物产生量少的清洁生产技术、 工艺和设备．

7. 7 营销

7. 7. 1 建立绿色营销管理体系，从营销策略的制订到实施始终贯彻绿色理念，不断推进绿色组织营

销创新发展。

7. 7. 2 建立绿色营销管理制度，并不断改进和完善，适应绿色营销的需要．

7. 7.3 企业可通过绿色产品、绿色价格、绿色渠道、绿色促销、绿色服务，引导绿色消费 ， 提升供

应链上下游企业绿色发展能力，达到环境、健康、安全等方面相关要求。

7. 7.4 企业应建立信息网络，收集、整理相关的绿色信息，分析绿色市场环境和绿色需求，为绿色

营销提供依据．

绿色信息包括（不限于〉：

一一－绿色消费信息；

一一绿色科技信息；

一一绿色资源和产品开发信息 ；

一一－绿色法规信息；

一一’绿色竞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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