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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苹果公司与自然之友、公
众环境研究中心等五家国内环保
组织谈判一事颇受关注。苹果虽承
认供应商环保有问题但拒绝透露
整改细节，其诚意受到质疑。

据《中国企业报》记者调查了
解，苹果供应链涉污问题只是冰山
一角。鉴于不少公司甚至跨国企业
在华供应链涉污，众多民间环保组
织、国际贸易第三方审核机构开始
监督企业绿色供应链建设。仅今年
以来，就有不少国际国内大品牌被

查出供应链有环境违规行为。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

快，企业生产和经营的日趋复杂使
得供应链变得日益庞杂。跨国巨头
宝洁全球供应商多达 8万家，而零
售巨头沃尔玛供应商也有 6 万多
家。一些优势突出的企业集中发展

核心业务，而将处于价值链末端的
非核心业务，如生产外包给劳动力
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
国家在赚取微薄的加工费时，更付
出环境遭受污染的代价。

供应商囿于成本压力

一张厚厚的单子上，是 20家企
业生产的产品品牌。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介

绍，这是 2010 年第一批绿色消费
警示名单，这些产品都存在各种违
规记录，多家国内外知名的企业因
产品供应链涉嫌环境污染而赫然
在列。

调研报告显示，部分苹果供应
商的污染已对我国环境造成严重
的损害。苹果供应商之一的名幸电
子在广州的工厂，短短几个月内就
因各种环境违法问题被立案查处
10多起；武汉名幸电子厂区东侧水
渠因受污染呈乳白色，被称为“牛
奶河”。江苏昆山的凯达电子、鼎鑫
电子以及山西太原富士康，因环境
污染不断被当地居民投诉。
而根据此前苹果发布的《2011

年苹果公司的供应商责任报告》，
大量的供应商有重大环境违法行
为，其中 129 个工厂中的 80 个去
年没有存放或妥善处理危险化学
品；41 个不回收或处置危险废物；
37 个工厂未能监测和控制废气排
放，不止 10 个工厂有废水问题；63
个工厂没有政府主管部门要求的
许可证、没有文件审批的环境影响
评估。

作为典型的品牌输出企业，苹
果公司只负责创意和设计，产品制
造由遍及全球的供应商提供，中国
是其主要生产基地之一，其生产环
节涉及全国各地诸多工厂。这种通
过代工厂把污染转移到生产国的
做法，受到环保人士的广泛质疑。
随着苹果供应链污染问题持续

曝光，今年 9 月，美国自然资源保
护委员会全球总裁发给苹果公司
新任 CEO的一封长达 4页的信件，
强调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及
合作伙伴公众环境研究中心 4 点
重要诉求，内容包括要求苹果使用
中国国内公开的污染企业信息数
据库，对供应商进行检索；供应链
审计必须超越一级供应商，深入涉
及二、三级供应商；将环境污染行
为列入“核心违反”之列；在评价供
应商的“关键绩效指标”中加入环
境表现指标等。
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赵旭指出，现在 IT类产品的准入门
槛并不高，在苹果一级供应商的更
上游，还有大量企业存在。如果苹
果存在更上游的供应商，那么它很
难去签署一份环保协议，绿色供应
链就很容易断掉。
而多方信息显示，苹果在供应

链管理中介入很深，从材料使用到
生产过程中无尘标准的控制，都有
相当深的介入。
“苹果严格控制成本，几乎每

隔一段时间都会要求我们上游供
应商降低原材料价格。”一位不愿
透露姓名的苹果供应商负责人在
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在苹果的高压之下，企业为了
生存，不得不在环境等方面降低要
求，甚至导致污染。

除苹果外，一些大型零售企业
的供应链也被指存在环境问题。据
今年 9 月初绿色和平公布调查报
告显示，乐购、联华、卜蜂莲花等超
市多地连锁店出售的果蔬含有多
种国家违禁农药及超标农药残留。

供应链“绿化”之难

绿色供应链的概念 1996 年由
美国提出，其要求把环境保护意
识、“无废无污”、“无任何不良成
分”及“无任何副作用”贯穿于原
材料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和零
售商整个产品链条中，目的是从产
品原材料采购期开始进行追踪和
控制，使产品在设计研发阶段，就
遵循环保的规定，从而减少产品在
使用期和回收期给环境带来的危
害。

然而，要使庞大复杂的供应商
体系全部符合环保要求，对品牌商
而言并不容易。如全球零售巨头沃

尔玛在全球 70 个国家就拥有
66000 家供应商以及将近 10 万个
库存单位。要使这数量惊人的供应
商完全实现“绿色”运营和管理、减
少或杜绝废物生产和排放，难度可
见一斑。

业内人士表示，在我国，品牌供
应商之所以屡次“犯规”，主要一个
原因就是违法成本太低。公开数据
称，在中国污水处理费为每吨 13
美分左右，而无视国内水污染防治
法的中国大型工厂每年可因此节
省治污成本数十万美元。

有业内人士透露，在现实利益
面前，国际品牌商面对数以万计的
庞大采购链条和上游渠道时，对其
产生的环境问题，往往采用沉默的
态度，而延续着对其产品的采购。

环保人士认为，品牌采购商对
供应链的管理已成为全球贸易规
则中的共识，具有责无旁贷的义
务。

有中小企业负责人在接受《中
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环
保方面企业也想努力做好，但面临
着一些现实难题。
“像我们加工类企业，可以说是

长期低成本和低利润运营，本来企
业资金压力就很大，再在环保方面
加大投入，企业更加吃不消。”广东
华鑫科技公司的张经理对《中国企
业报》记者表示。

环保人士认为，企业实施供应
链管理不仅要满足高效、低成本运
作的业务需求，而且要进一步提升
到供应链安全运作和履行社会责
任的层次上。而良好的供应链管理
不仅会提升企业的品牌影响力，更
会因便捷高效的管理流程，进一步
降低生产经营成本，提高企业的经
营利润。

绿色供应链是核心竞争力

在全球化经营愈加深入的今
天，企业之间的竞争不仅是品牌的
竞争，而是包括企业形象在内的综
合实力的竞争。供应链建设已成为
衡量品牌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项重
要指标。近年来，公众对“供应链环
境问题”给予极大关注，多个国家
还以环境污染、产品食品安全等为
由，提高了市场准入门槛。

马军表示，厂商如果只是宣称
自己品牌有多么“绿色”，而不对其
供应链环节的环境违规进行控制，
实际上其产品生命周期污染可能
更严重，对企业品牌的损害会更
大。因此，必须通过供应链的传导
作用，将压力传递到不重视环境保
护的供应商。

专家认为，在上下游经营活动
日益紧密、“代工制度”日益普遍的
情况下，尤其要要求行业旗舰企业
对其供应链进行更加精细和严格
的环境管理，辅以信息公开、公众
监督，促进整个行业提升环保效
益。

事实上，供应链的管理已经得
到了不少品牌供应商的认同。2010
年 3 月，全球供应链协会发布首个
中国绿色供应链调查报告显示，
47%的受访企业计划在未来两年内
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同时有 32%
的受访企业表示会和供应商积极
讨论减少对环境的影响的有关合
作事宜。

而自去年 4月以来，公共环境
研究中心曾和 29 家跨国公司沟通
供应链的环境问题，要求其对供应
商作环保评估，包括沃尔玛、耐克、
可口可乐、飞利浦、诺基亚等企业
都开始用采购对供应商施加正向
影响。

全球供应链协会创立者兼执行
董事 Max Henry表示，拥有一个绿
色供应链管理体系已成为当务之
急。为及时响应 2009年 12月哥本
哈根峰会对全球气候变化所作的
决议，中国计划在 2020年将碳排放
量较 2005年减少 40%—45%。而政
府相关政策的公布与落实，将成为
中国企业采用绿色供应链管理的
一个强大推动力。

中国环境科技学会秘书处一位
负责人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
采访时建议，在创建绿色供应链的
过程中，一是要建立和完善中国绿
色供应链法律、政策与标准体系。
二是要发挥政府引领与表率作用，
强化绿色公共采购政策。因为政府
采购的方向具有很好的引导性和
示范性。三是要培育绿色供应链的
明星企业，带动绿色供应链整体向
前发展。
“绿色供应链将带来一次商业

革命，在不久的未来，谁在这个领
域把握先机，谁就会在未来竞争中
占有优势。”这位负责人说。

本报记者 陈青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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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的抽检样品含有害重金

属”的结论让玩具业再次成为舆论
焦点。日前，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
公布了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从中国
五城市抽检的儿童用品重金属检测
结果：有 32%的样品含有害重金属，
包括铅、锑、镉、铬和汞；另有近 10%
的产品含铅总量超出国家标准。

重金属对人体的健康造成极大
威胁。相对于成年人而言，处于发育
期的儿童更容易受到伤害。绿色和
平相关人士表示，儿童玩具有关重
金属含量的行业规定各国各不相
同。而我国在有明确玩具产品标准
下仍被检测出重金属超标问题，暴
露出玩具行业的监管漏洞。

重金属污染玩具业

日前，《中国企业报》记者从绿
色和平获悉，该组织于 2011年 11
月至 12月间与国际消除持久性有
机污染物网络（IPEN）一起，对中国
玩具市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接
近 1/3的儿童玩具含有有害重金属。

据介绍，调查人员从北京、上
海、广州、武汉和香港的儿童产品市
场上随机购买了 500件儿童产品，
分别检测了产品中 6种有害重金属
的总含量，包括铅（Pb）、锑（Sb）、砷
（As）、镉（Cd）、铬（Cr）和汞（Hg）。

根据绿色和平的调查结果显
示，500 件产品中有 163 件样品含
有至少一种有害重金属，占产品总
量的 32.6%，有 337件不含有重金
属，约占总量的 68%。有 48件产品
的含铅量超过中国规定的儿童玩具
涂层中铅含量（含铅总量）限值 600
毫克/千克，占产品总量的 9.6%。在
其他没有超过中国规定的铅限值的
产品中，有 34 件、约占产品总量
6.8%的产品，其铅含量超过了目前
国际上更为严格的产品铅含量限值
90毫克/千克。
“近七成的儿童产品不含有害

重金属，足以说明儿童产品生产厂
商，能够做到在产品中消除有害重

金属。”绿色和平污染防治主任武毅
秀说。

据悉，很多重金属都与儿童的
智力发育和生长发育是密切相关
的，还有一些重金属是被确认为有
致癌性。而在儿童时期受到重金属
的污染或者重金属的危害会对其成
年之后的健康状况造成一定影响。
武毅秀说，“儿童正处于一个特殊时
期，可能会通过触摸、舔咬、吮吸或
吞食产品接触到包括铅在内的多种
有害重金属。”
《中国企业报》记者查阅此次调

查中存在重金属污染的玩具名单发
现，这些产品均涉及各种不同的重
金属，甚至某些国外厂商生产的玩
具也存在超标现象。

行业标准有待改善

我国是儿童玩具生产和出口大
国，目前我国在儿童玩具方面所实
行的标准是《国家玩具安全技术规
范》，这是一个具有强制性的国家标
准，其中，机械物理性能、燃烧性能、
可迁移化学元素（主要包括可溶性
重金属）等所有技术要求与国际标
准 ISO8124《玩具安全》的规定是完
全一致的。

目前，在欧美等国家，邻苯二甲
酸酯在儿童产品中已被禁止使用，
但我国对于玩具中邻苯二甲酸酯的
含量要求并无相关规定。并且欧盟
对玩具中特定重金属的限制有 19
种，我国的国家标准只对 8种重金
属有限量规定。

福建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机
械与玩具产品检验研究所所长陈伟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国家质检
总局对玩具产品质量安全非常重
视，每年都组织对玩具进行国家监
督抽查，并从 2007年开始对 6类儿
童玩具产品实行了强制性产品认
证，对玩具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力
度也在不断加大。
根据相关媒体报道，2011 年第

2季度，国家对 242个批次的塑胶
玩具和电玩具进行了监督抽查，对
标准中规定 8 种可迁移化学元素

（锑、砷、钡、镉、铬、铅、汞、硒）项目
都进行了检验，仅发现 3批次产品
的铅含量和 1批次产品的铬含量不
符合限量要求，其他批次产品的可
迁移化学元素含量均符合标准规定
的要求。

这些公开报道过的抽查结果很
显然与此次绿色和平与国际消除持
久性有机污染物网络联合组织的这
次调查活动所得到的结果不相符。

强化标准政府有责

国内玩具产品被检测出重金属
超标问题并不是第一次。有消息称，
今年 5月份，某环保组织就曾对国
内市场销售的玩具产品进行过一次
抽样调查，结果显示，相当一部分色
彩玩具含有多种危及健康的超标重
金属。

而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某
些产品还存在重金属含量符合中国
标准而超出欧盟标准的问题。

据了解，我国玩具国家标准中，
仅对铅、镉、汞等 8种重金属有限量
规定，但欧盟和美国、日本等国家对
危及健康和环境的重金属规定更进
一步。从今年 7月 20日起，欧盟实
施了《欧盟玩具安全新指令》，最新
指令对玩具中特定重金属的限制从
8种增加到包括铝、铜等在内的 19
种。而美国玩具安全新规也将铅含
量标准从目前的 300PPM 降低到
100PPM。

2009年底，加拿大卫生署发布
通知强化对重金属的检测要求，并
宣布所有欲在加拿大市场销售的儿
童玩具，必须经过表面涂层特定重
金属含量的测试，只有通过检测的
产品方可在市场上销售。

相对来说，中国玩具产品的标
准则明显滞后。绿色和平组织呼吁，
政府应该严格限制儿童用品中使用
的重金属类物质，对于重金属超标
产品更是不能姑息。同时，要进一步
加强包括重金属和环境激素类物质
在内的化学品的管理，以减少、限制
和最终消除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和
排放。

本报记者 原金

儿童玩具 1/3产品重金属超标
安全标准遭质疑

品牌商的生产、
物流涉及各地
诸多工厂
王利博制图

国内玩具检测标准与欧盟等国家的检测要求有很大不同。欧盟

等发达国家对玩具产品安全性更关注的是化学元素和重金属，但国

内检测报告更注重玩具的物理性能、燃烧性能、耐用测试等指标，国内

技术机构一般不检测重金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