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可将SMART*  关键指标作为监测与报告框架的基本结构，逐步实施其大豆采购政策。关键指标应附有明确的
关联行动。

*SMART 即：具体的、可测量的、可实现的、相关的、有时限的

界定主要活动：做什么

要素和目标 指标实例 行动实例

目标4：实施采购管理系统

参见简报04： 将负责任采购政策纳
入采购管理系统 
www.soytoolkit.net/element4

2019年终，建立采购管理系统；

2020年终，采购管理系统覆盖大豆
产量的70%（例如，可在巴西率先
实施，然后移植到其它国家）

• 规定批准供应商的最低要求

• 规定被暂停供应商重返的途径

• 制定并实施采购政策的执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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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实施战略01

地理范围：企业可以从高风险的国家或区域开始实施其政策，然后扩展到其它采购地区。

业务部门：下游公司还可以选择在大豆足迹较广的业务部门（如宠物食品）实施其承诺，然后再转移到其它业务
部门。

供应链延伸：上游企业可以先从其直接供应商开始实施，然后逐步扩大范围，将间接供应商纳入其中；下游企业
可以将大豆直采作为第一级实施，然后扩展到嵌入大豆原料的其它类型采购当中。

玛氏公司 大豆政策 | “世界上有70%以上的大豆种植分布在美国、阿根廷和巴西。我们最初关
注的重点是巴西，那里高度敏感的森林一直遭受砍伐，以发展种植业和养牛业。”

嘉吉公司 可持续大豆政策 | “我们着眼于长期性、行业性和地域性的转变。我们将与关键利益相
关方（...）密切合作，推动直接供应链的变革。”

雀巢 负责任大豆采购  | “在2018年，我们采购了约47万7千吨大豆。其中绝大部分大豆制
成品流向宠物食品，雀巢子公司 - 普瑞纳实施了这一领域的负责任采购活动。”

• 实施计划有助于企业巩固自身对大豆战略、步骤、职责及时间框架的理解，从而付诸行动，并据其负责
任采购承诺开展进度监测。

• 实施计划要求企业整合其业务体系所涉的各项政策，并确保有力的架构、任务体系和内部执行力。

构建完善的大豆采购政策：

大豆工具包侧重于大豆采购政策的实施。关于政策的制定，我们建议您参考问责框架倡议 (AFi)。

大豆采购承诺实施情况的评估与计划

大豆工具包简报01 | 要点

大豆工具包简化了现有的一系列工具和计划，突出了其中与企业可持续发展之旅最为相关的部分，清晰呈现出企
业借以实现其大豆采购目标的路径。本篇为大豆实施评估与计划的简报要点，完整版详见 www.soytoolkit.net

http://www.soytoolkit.net/element4


这份由Proforest编写的大豆工具包，是Good Growth Partnership 负责任消费项目的一部分。 
感谢全球环境基金（GEF）通过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对本项目的资助。

关于时间框架的制定，企业应基于对自身供应链复杂性、供应商类型和数量等方面的了解，分别设定其内外部的
时限性目标和长期性目标。截止期限的设定应是紧迫且可实现的。

制定时间框架：何时做04

选派实施人员并确立内部支持体系 ：谁来做

实施负责任采购承诺涉及企业的多个部门，包括采购、进货、可持续、高管、传播、销售及实地工作团队。为使
该政策得以落实，企业应采取的主要行动如下：

• 确立一名领导或一个领导小组，负责与所涉部门进行协调；

• 确保将负责任的采购目标纳入其更大范围的业务采购战略；

• 确定将为此提供支持并参与实施的小组；

• 通过意识提升和能力建设活动，增强相关小组的执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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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使用和审核计划05

就大豆承诺以及如何履行承诺开展沟通是非常重要的。企业可以选择分享其行动计划，以便有效推动执行伙伴的
参与，使之与管理团队相配合，或将他们所作努力的讯息直接传递给市场。

为便于开展外部沟通，企业可编写一份执行摘要，适用于不同的群众及所在地区，从而将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链接
起来，特别是生产者。

企业还需要对活动计划的执行实施监测，并将其结果用于战略审核、计划更新、关键指标及时间框架的调整。

由全球六家大豆贸易商组成的软商品
论坛（Soft Commodities Forum)，
就塞拉多生态区大豆生产进度的监测
与报告框架达成了一致。

图片来自软商品论坛（SCF）进展报
告:《在巴西塞拉多地区建立透明、可
追溯的大豆供应链》(201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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