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鞋服行业负责任供应链尽责管理 

鞋服行业在全球范围内雇佣约7500万名员工，其中女性人数众多。在许多国家，鞋服行业是进入正规
经济的切入点。鞋服行业中运营的企业有可能通过自身运营和采购，促进经济增长、就业和技能发展。
然而，在行业的整个供应链中普遍存在侵犯人权、虐待劳工和环境退化等现象。 

实现负责任全球供应链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鞋服全球供应链的特征包括：劳动密集型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分散在不同国

家、交货期短、买家和供应商关系只是短期存在。这些因素降低了对企业供

应链的可见性及控制，会对企业履行防范和减轻供应链中风险的职责带来挑

战。 

供应链尽责管理的通用标准 

《经合组织鞋服行业负责任供应链尽责管理指南》（《指南》）确立了对鞋

服行业尽责管理的共识，以帮助企业符合《经合组织跨国企业准则》中提出

对尽责管理的期望。《指南》经由多利益相关方过程制定，得到《经合组织

跨国企业准则》所有加入国政府的批准，并获得工商企业、工会和民间社会

的认可。《指南》直接回应了2015年6月7-8日在德国埃尔毛宫通过的《七国

集团领导人宣言》。《宣言》欢迎国际社会做出努力，在纺织和成衣行业颁

布全行业尽责管理标准。《指南》适用于所有无论规模大小、在全球鞋服供

应链中运营的企业。 

《指南》的结构 

第一部分提供尽责管理

的实用框架，描述企业如

何能够识别与防范自身运

营和供应链中与人权、劳

工、环境和廉洁风险相关

的损害。 

第二部分提供有关将

尽责管理建议应用于鞋

服行业具体风险的信

息。 

《指南》涵盖的风险领域 

家庭工人 



尽责管理过程有何不同？ 
 

尽责管理过程与行业中的传统方式相比

在多个方面存在差异。 

 

 整体供应链方式：通过尽责管理过

程，企业评估与直接供应商以及位

于供应链更上游的供应商相关的风

险。 

 

 互补和相辅相成：供应链中的每家

企业，包括零售商、买家和供应商，

均有责任识别和消除损害。 

 

 基于风险：企业识别运营和供应链

中最严重的风险，并寻求首先消除

这些风险。 

 

 认识到采购实践的作用：《指南》

要求企业评估其采购行为可能如

何助长供应链中的风险。 

 

 融入利益相关方参与：利益相关方

参与现场供应商评估、制定纠正行 

动计划、核实和监测，以及设计运

营层面的申诉机制。 

 

 根据企业情况量身定制：企业开展

尽责管理的方式将取决于其规模、

采购模式和运营环境。 

 推动改进：通过尽责管理过程，企

业从有效和无效行动中获取经验教

训，从而找到更好的方式来识别、

防范和减轻损害。 

 

 合作：鼓励企业在整个尽责管理过

程中，在行业层面以及与利益相关

方开展合作。例如，为了汇集知识、

增加影响力和更大规模实施有效措

施，可以开展合作。 

 

 

实施《指南》 
 

鉴于《指南》的推出，经合组织正与各

利益相关方合作，从而： 

 

 增进政府、工商企业、工会对《指

南》的了解。 

 

 提高行业（包括中小企业）开展供

应链尽责管理的能力。 

 

 提升政府为负责任供应链创造有利

环境的能力，特别关注供应链尽责

管理。 

 促进国家纺织、鞋服倡议及行业倡

议与《指南》保持一致。 

 

 识别并填补知识鸿沟，以推动实施

供应链尽责管理。 

 

 
 
 
 
 
 

 

 

 
 
 
 
 
 
 

 

 
 
 
 
 
 

 
终止、防范或

减轻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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