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绿色采购是指人们购买和使用环保产品、绿色产品的

活动。具体到政府的行为, 可以理解为在政府采购中有意选

择那些符合国家绿色认证标准的产品和服务[1]。政府绿色采

购的主要意义在于: ①保护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据统计,

官方政府每年花费国内生产总额的 16%用于采购产品、著

作和接受服务。由于政府采购数量巨大, 通过绿色采购, 可

以实现产品从生产到使用、到回收的绿色化, 最大程度地减

少对环境的污染, 减少资源的浪费。②能够增加全社会绿色

产品的供给和需求。开展绿色采购, 实施绿色采购标准, 要

求生产商和供应商努力达到绿色标准, 进入绿色采购清单,

有利于刺激企业绿色研发和生产, 提高整个市场绿色产品

的比例。③通过示范效应影响企业和消费者的采购活动, 培

养公众绿色消费习惯, 达到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鉴此 , 世界各国政府均十分重视绿色采购管理。但是,

目前国内外对于政府绿色采购管理的研究大多局限于法

律法规制定、政府绿色组织构建等方面 , 对于影响政府绿

色采购的其它因素如采购方式、相关利益者等涉及很少。

上述这些因素会制约政府绿色采购的效率 , 因此 , 本文将

在分析政策绿色采购过程所涉及的主要因素基础上 , 构建

基于价值链的政府绿色采购管理层次化模型 , 在此模型基

础上提出政府绿色采购管理的实施策略 , 并以日韩两国政

府绿色采购管理体系为例 , 证明此模型的适用性。

1 影响政府绿色采购的主要因素

1.1 法律法规

绿色法规以法律的形式强制政府、企业在采购过程中

考虑绿色因素。目前由于环境的不断恶化 , 世界各国也意

识到了环保问题的重要性 , 纷纷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来保

护环境 , Chan & Wong[2]指出 , 虽然中国也制定了一些环保

的法规 , 但是执行的效果却不好 , 许多人只看到经济的快

速增长 , 而忽略了由此带来的环境危害。

1.2 相关绿色组织

绿色组织由政府牵头或者民间自发成立 , 用于宣传推

广绿色产品 , 同时可以制定一些绿色标准、提供绿色清单、

开展企业和消费者的绿色培训 , 推广绿色知识 , 帮助企业

和个人树立绿色理念, 扩大整个社会的绿色消费。一些绿色

组织要求政府和企业的采购活动考虑环境因素, Russel [3]指

出 , 从长远看 , 在采购活动和法规中考虑环境因素比单纯

制定环境法规政策更为有效。

1.3 政府

政府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 , 设置相关的组织机构

规范并推广绿色采购活动, 同时中央政府通过在发达省份

的试点工作 , 推广绿色采购经验。政府在推广绿色采购过

程中要为企业和个人提供相应的帮助。Min &Galle[4]提到

政府为了激励企业和个人生产和购买绿色产品 , 树立绿色

观念 , 愿意在起步阶段提供资金和政策支持。 Marron[5]指

出 , 政府为选择环保的产品愿意付出更大的代价 , 如果绿

色产品的边际成本增加 , 私人消费者会抵触政府的绿色行

为。

1.4 企业

企业是绿色产品的提供者, 也可以是绿色产品的消费

者 , 同时 , 一部分企业担当了绿色采购活动中第三方服务

商的角色: 比如物流提供商。在绿色采购活动中 , 首先应该

向行业领先者灌输绿色采购理念 , 让企业参与到环境保

护、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任务中来; 同时企业承担产品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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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采购原材料、运输等多个任务 , 要求在每个子环节中

考虑绿色因素 , 达到绿色效用的最大化。

1.5 个人

这里提到的个人主要分为两类 : 一类是政府内部的消

费者 , 他们消费一部分政府采购的商品 , 例如文具用品 ; 另

一类就是普通消费者 , 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采购、使用绿色

产品。政府采购的绿色产品除了供给政府内的消费者使用

外, 很大程度上供给普通消费者使用 , 如交通设施、救济物

资等。因此 , 政府在抓好内部员工绿色知识宣传的同时, 也

要针对普通消费者积极宣传绿色理念。而消费者的绿色消

费导向也会影响到政府制定相应的绿色采购政策、提供绿

色采购的宣传和推广措施。 Marron[5]提 到 采 购 政 策 影响

着绿色和非绿色产品的市场份额并且影响到个人的消费。

由于成本的关系, 目前绿色产品价格可能成为采购过程中

的一个阻碍因素。韩国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 , 绝大多数的

韩国民众认为可以接受价格稍高的绿色产品 , 而且认为绿

色产品的质量和普通产品质量相同甚至更高。

1.6 政府采购方式

政府采购按照招标范围分类, 统一规范为公开招标采

购、选择性招标采购和限制性招标采购。公开招标指通过

公开程序 , 邀请所有有兴趣的供应商参加投标 ; 选择性招

标要求供应商通过初始资格审查 , 限制性只邀请 1～2 家供

应商投标。按采购手段分类 , 可以分为传统的和现代的采

购方式。传统方式全部依靠人力完成整个采购过程; 现代

化采购主要依靠现代科学技术完成采购过程 , 如采购卡采

购方式和电子采购方式。针对绿色采购 , 政府采购过程中

会按照产品的采购清单首先筛选一部分供应商。由于网络

的迅速发展 , 公共部门也会采取信息交流技术进行采购活

动 , 一 方 面 可 以 提高 效 率 、减 少 成 本 ( Bruno &Esposito) [6];

另一方面 , 根据管理活动和参与的透明程度 , 改善公共部

门和普通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基于传统采购方式中的质疑

和申诉机制 , 在电子化的采购过程中也得到了应用。供应

商的质疑和申诉是采购活动中经常遇到的问题 , 如果这些

问题得不到解决 , 不仅会影响到采购活动的正常进行 , 还

会影响政府的信誉 , 影响企业绿色生产和研发的积极性。

1.7 物流活动

由于政府的绿色采购的目标是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 , 要求产品的生产、运输、使用、回收等各个过程考虑环

保因素 , 其中涉及到很多的物流活动 , 包括产品的运输、仓

储、包装、回收等多项活动。政府向企业采购绿色产品 , 并

把部分产品供普通消费者使用 , 这个过程都需要物流活动

作支持。政府对绿色物流可以从 3 个方面来管理 : 一是对

发生源的管理 , 主要是对物流过程中产生环境问题的来源

进行管理; 二是对交通量的管理 , 通过指导减少货流 , 消除

交错运输 ; 三是对交通流的管理 , 政府建设一些大型基础

设施 , 提高配送效率 , 达到环保目的。此外 , 合理的选择仓

储地点 , 降低库存 , 减少物流费用 , 符合政府绿色物流管理

的目的。Murphy[7]提到物流方面可以通过降低污染、回收

资源降低对环境的影响。Min &Galle[4]强调了绿色包装的

重要性以及目前很多采购者并不注意包装问题。

2 基于价值链的政府绿色采购管理架构

2.1 基于价值链的政府绿色采购管理层次模型

1985 年 , 迈克尔·波特在其所著的《竞争优势》中首次

提出了价值链概念。“每一个企业都是用来进行设计、生

产、销售、交货以及对产品起辅助作用的各种活动的集合

体 , 所有这些活动都可以用价值链表示出来。”[8]简单地说 ,

价值链就是从供应商开始, 经过生产加工, 直到顾客价值实

现的一系列价值创造、价值增值活动和相应的业务流程[9]。

政府的绿色采购从供应商采购绿色产品到供消费者使用 ,

最终达到减少资源利用 , 保护环境的目的。在价值链基础

上 , 对于上述政府绿色采购的影响因素 , 可以将其归为 3

个层次 : 政府绿色采购的管理基 础 层 、价 值 链主 体 、执 行

层, 从而可以构建政府绿色采购管理的层次模型( 见图 1) 。

图 1 基于价值链的绿色采购管理层次模型

( 1) 政府绿色采购管理基础层。主要包括政府制订的

相关法律法规和设立的绿色组织, 规范绿色采购活动 , 借

助相应的绿色采购组织开展宣传培训活动 , 制定相应的绿

色标准。

( 2) 价值链主体。政府处于采购过程中的主导地位, 但

考虑到政府绿色采购的最终目的是整个社会的绿色效应 ,

政府的采购活动最终会影响到企业和消费者的采购活动。

同时企业和消费者的绿色行为也会影响到政府绿色政策

的实施。

( 3) 执行层。包含政府如何实现绿色采购过程。政府借

助信息手段通过电子采购的方式实施绿色采购 , 减少了时

间、人力、物力 , 节约社会成本。同时 , 和采购密不可分的绿

色物流活动 , 保证了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的绿色化 , 最大

程度减少了废弃物的丢弃 , 节约了社会资源。

2.2 政府绿色采购管理策略

图 1 管理层次模型为政府的绿色采购管理提供了一

个较为完整的参考框架, 为政府加强绿色采购管理指出了

努力的方向。遵照此管理模型, 其相应的实施策略包括:

( 1) 制订绿色采购法 , 借助绿色采购组织开展宣传和

推广活动。为了保证绿色采购活动的正常进行 , 政府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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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相应的绿色法律法规 , 以法律形式规范政府的采购活

动 ; 同时设立相应的绿色组织 , 在采购活动中宣传和推广

绿色采购活动, 制定政府绿色采购清单。此外 , 开展相关的

绿色培训 , 培养政府绿色采购专业人才。

( 2) 政府以实际行动推行绿色采购 , 同时获得企业和

个人的支持。政府的绿色采购决不单单是个体的行为, 需

要地方政府、绿色组织、企业和个人的支持和理解 , 通过绿

色知识的普及和宣传 , 实施环境标志计划。借助政府绿色

采购的示范效应 , 让企业和消费者在日常活动中自觉地考

虑绿色因素 , 最终达到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 3) 考虑在政府绿色采购活动中实现电子采购。电子

采购的基础是网络建设, 政府首先要加大网络基础设施的

建设 , 其次要构建电子政府、电子采购的平台 , 根据绿色采

购清单 , 在电子招标过程中筛选绿色供应商 , 并借助投诉

质疑机制保证绿色采购过程的公平性。同时 , 可以在主要

城市进行电子采购平台试点 , 积累经验 ,

逐步推广到全国各地。

( 4) 关注绿色物流活动 , 降低物流费

用。政府统筹建设交通基础设施 , 消除交

错运输 , 控制交通流量。同时制定相关的

政策 , 宣传提倡废弃物品的回收利用 , 并

对 废 弃 资 源的 回 收 行 为 给 予 政 府 补 贴 ;

对产品的包装力求精简 , 并且考虑包装

材料的可回收性 , 以节约社会资源。

3 实例: 日韩两国政府绿色采

购管理实践

日 韩 两 国 是 政 府 绿 色 采 购 的 先 行

者 , 是世界上仅有的已经实施绿色采购

法的国家 , 政府高度重视环境保护 , 积极

开展绿色采购的相关活动 , 并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从它们实施的管理措施来看,

均遵循了本文所提出的政府绿色采购管

理架构。下面参照图 1, 对日韩两国政府

绿色采购管理措施进行具体分析 , 一方

面作为政府绿色采购管理参考框架与实

施策略具体执行的实例 , 另一方面也为

我国政府实行绿色采购管理提供借鉴。

表 1 列出了日韩两国政府绿色采购

具体管理措施。由表 1 我们可看到 , 日韩

两国推行了专门的绿色采购法 , 日本的

绿色组织在推行绿色法律之前由官方和

企 业 共 同 建 立 , 到 2005 年 8 月 已 经 有

2 823 个成员 ; 而韩国的绿色组织特别是

生 态 产 品 研 究 院 在 绿 色 法 规 实 行 后 成

立 , 立法规定由政府成立该组织 ; 日韩绿

色 组 织 的 目 的 都 是 制 定 相 关 的 绿 色 标

准, 推广绿色知识和产品。据日本 GPN 公

布的调查数据表明 , 日本绿色采购法实施的效果非常明

显 , 法律颁布实施仅 1 年 , 就有 74%的供应商增加了绿色

产品的销售量 , 有 75%的供应商推出了新的绿色产品。在

消费方面 , 环保型复印纸消费比例从 2000 年 11.6%迅速

提高到了 2002 年的 26.6%。与此相对应 , 韩国到 2006 年

绿色采购增幅比 2003 年增长了 30%。截止 2006 年 7 月

底 , 已经有 4 000 种商品接受环境标章。和韩国多元化的

绿色组织不同 , 日本 GPN 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学习效仿的

绿色组织对象 , 同时借鉴 GPN 的成功经验成立了全球绿

色组织( IGPN) , 在世界各国推广绿色组织。

政府是绿色采购的主体, 两国政府都制定了相应的绿

色清单 , 供政府和企业查询使用 , 各地方政府结合当地特

点制定相应的法规 , 宣传推广绿色概念。企业受政府绿色

采购导向影响较大 , 在生产、设计过程纷纷考虑绿色因素 ,

日本的一些企业甚至主动地实施绿色采购 , 如丰田公司对

表 1 日韩两国政府绿色采购具体管理措施

日本 韩国

基础层

法律

法规

1994 年滋贺县率先制订绿色采购方

针

2000 年颁布了绿色采购法

2000 年又颁布了 《促进再循环产品

采购法》

2003 年制定了 “绿色采购调查共同

化协议”

2004 年底通过 《环境友善产品采购

推动法》

机构

组织

1996 年 2 月政府与各产业团体联合

成立了绿色采购网络( GPN)
环境标章计划创立于 1992 年 4 月 ,
1994 年 6 月 成 立 环 境 标 章 协 会 、生

态产品研究院

价 值 链

主体

政府

创立了采购商品的建议清单

中央政府所属的机构向社会公开年

度绿色采购计划 , 向环境部长提交

年度实施报告

地方政府制定和实施年度绿色采购

计划 , 努力做到采购环保型物品

建立了绿色产品信息系统 , 供采购

部门和供应商查询相应的信息

呼吁跨国企业 ( 在韩国有分公司 ) 积

极加入到韩国的绿色活动

首尔市发布“首尔亲环境能源宣言”

企业

一些企业编制了绿色采购标准书或

绿色采购指南 , 在采购商品生产资

料时也实施绿色采购 , 同时环境标

志和环保认证也成为企业绿色采购

的重要标准

加大绿色产品的生产 , 中小企业采

用 LCA( Life cycle assessment) , 并且

派专人参加 LCA 相关的培训

ISO 认证受到追捧

一些企业自愿与环境部签订 “产业

界绿色采购自愿协议”

消费者

绿色组织把推广使用环保文具的宣

传工作深入到学校 , 推进环境教育

和环境研修 ; 相关环境知识的教育

和宣传悄悄地改变了消费者的环境

意识 : 首选绿色产品 , 出现绿色消费

群体 , 要求企业关注环境保护[10]

消费者认同绿色产品 , 愿意采购绿

色产品 ; 认为绿色产品质量和普通

产品质量相同甚至更好 ; 可以接受

绿色产品价格较高

绿色标章起到了宣传推广绿色产品

的作用

执行层

电子

采购

2000 年 3 月正式启动“电子政务工

程 ”, 2001 年 1 月 实 施 “e- Japan 战

略”, 同时在 2003 年 7 月发布 “e-
Japan 战 略 2”, 2004 年 2 月 又 推 出

“e- Japan 战略 2 加速包”, 通过认证

和 IC 卡保证交易的安全

1997 年 , 在政府机构、采 购 厅 、公 司

之 间 建 成 了 电 子 数 据 交 换 系 统 (E-
DI), 1998 年建成了商品网上 交易市

场 , 2000 年建成了电子招投标系统 ,
2001 年 开 放 了 电 子 支 付 系 统 , 2004
年建成了客户管理系统 , “广泛存在

的 RFID 系统”核心技术的货物管理

系统也已于 2005 年完成

绿色

物流

1989 年 提 出 10 年 内 3 项 绿 色 物 流

推进目标

逆向物流 : 企业界相继成立数家大

型废弃物处理公司 , 处理资源的回

收和再生

包装食品尽量采用不污染环境的原

料

回 收 利 用 资 源 : Eco- Industrial Parks
(EIP)、Good Recycled Mark (GR
Mark) program, 回收责任法

包装: 精简包装

垃圾排放需要专用垃圾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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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ive Infrastructure and Implementation of Green
Procurement by Government Based on the Value Chain

Abstarct: This paper firstly analyzes the main courses of government's green procurement, then gives the administrative infras-

tructure based on value chain, including the layer model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Lastly, according to the practice of

Japan and Korea government, we illustrate the implementation in detail under the administrative infrastructure.

Key Words: green procurement by government; value chain; administrative infrastructure; administrative layer model

其全世界所有的公司都实施了绿色采购 ; 韩国的企业通过

和政府签订协议, 开展企业内部绿色计划和实施的评估 ,

加大绿色产品的生产和推广 , 企业也会得到政府的可持续

性经营的支持。环境认证 , 特别是 ISO 认证受到企业的大

力追捧。两国消费者在绿色知识的宣传和教育中 , 树立了

更强的绿色理念 , 同时出现一些绿色消费群体 , 专门关注

产品的质量、健康、环保等属性 , 可以接受价格较高的绿色

产品。

就采购方式而言, 日本政府电子采购主要采用电子竞

价 ( e- bidding) 方 式 , 到 2005 年 6 月 , 有 8 个 中 央 政 府 部

门 , 4 个公用企业 , 52 家地方公共机构都采用了电子竞价

核心系统。韩国的电子采购主要获得了两方面的成效 : 一

是网上采购提高了政府的效率 , 节约了资金。截止 2006 年

6 月底 , 网络采购为调达厅节约了 18 万亿韩元的经费。与

此同时 , 各种供应商也从网络供货中减少了销售环节 , 节

约了营销成本。其次, 韩国电子化政府采购系统促进了韩

国电子商务的发展 , 提高了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率。相

比而言 , 日本政府的“e- Japan”计划包含了电子政府 , 电子

采购仅是其计划的一部分 , 而韩国专门的电子采购活动实

施较早 , 在国际上获得推崇。2003 年韩国电子化政府采购

系统获联合国公共服务优秀奖 ; 2004 年被经济合作 与 发

展组织评选为最佳电子政府服务提供者 ; 2005 年 , 联合国

贸易促进和电子商务中心评价该系统“反映了联合国全球

标准化进程”。 由于自身资源的匮乏 , 两国都非常重视资

源的回收利用 , 目前韩国的废弃物品循环利用率提高了

5%~6%。两国政府规定在商品包装材料方面力求简单, 同

时也制定了一些法规 , 保证物流活动的绿色化。

4 结语

本文分析了影响政府绿色采购的因素 , 构建了基于价

值链的政府绿色采购管理层次模型及其相应的实施策略 ,

并参照此管理架构 , 分析了日韩两国的政府绿色采购管理

具体实施措施。从日韩两国的实施结果看 , 本文提出的政

府绿色采购管理参考架构是行之有效的 , 能为我国政府的

绿色采购管理提供借鉴。但需要指出的是 , 政府绿色采购

的顺利实施 , 不仅仅是政府单方面的责任 , 同时也需要企

业和广大的消费者加强绿色意识, 自觉地参与到绿色活动

中来, 最终促进环境保护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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