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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实施工作涉及企业首先根据行业最佳实践
对其承诺和当前实践进行评估，找出差距，然
后制定实施计划，执行需要改进的工作。

• 定义实施计划的范畴和主要活动涉及对可追溯
性、风险评估、供应商参与、实施采购控制系
统以及审查、监测、验证和报告机制等工作的
规划。

关键点

图1：负责任大豆采购5要素方法。简报01将侧重“评估和计划实施”要素。

五要素方法

• 通过实施计划时间框架，制定明确的具时限的
目标和关键绩效指标（KPI），这包括根据供
应链信息（包括复杂性、供应商类型和数量）
设定具时限的内外部目标及长期目标。

• 建立资源和分配职责通常包括克服总部决策与
机构其他人员意见之间的“脱节”，这是实施计
划的关键。

纳入供应链内外各方参与

监测、验证和报告 理解供应链

监测出现的问
题及相关反馈

评估和计划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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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简报的目的

本简报是《负责任采购：大豆工具包》1的一部分。它与负责任大豆采购五要素方法中
的“评估和计划实施”要素相关（见图1）。致力于以负责任方式采购大豆的企业通常会制
定相关政策，阐明拟解决的环境和社会问题以及希望实现的目标。为制定并实施合理的政
策承诺，企业需采用重要的步骤，这些步骤应涉及对其供应链管理实践现状的分析并确定
内部目标。实施计划是一份有用的资源，有助于巩固对总体战略、步骤、职责和时间安排
的理解，以便监测进度并作进一步审查政策实施情况。本简报将为企业提供有关五要素的
说明及相关信息，包括如何评估承诺和当前做法并制定具时限的实施计划以实现其政策承
诺、实现进度问责制等。本简报还包括相关的详细信息，整合了如何在大豆采购的背景下
制定这些政策的最佳实践示例，以及来自大豆采购公司、工具开发者和非政府组织在开发
其他大豆工具包要素时的建议和投入。

制定、宣传和执行实施计划的关键步骤、工具和方法

为收集制定实施计划提供所需的信息，企业必须首先根据最佳行业实践评估其当前的
承诺和实践情况，找出差距。该分析结果将为计划中应考虑的改进内容提供支撑信息。此
外，在企业考虑现有政策、流程和举措后，履行承诺会更有可能取得成功。因此，规划实
施涉及适当地整合，以及确保实施承诺所需的组织结构和内部能力。实施计划应至少涵盖
三部分：即拟开展哪些活动、何时开展以及由谁来开展。更详细的计划还可以包括将使用
哪些系统和资源对每项活动进行支持。具备这样的计划之后，企业便可以更好地宣传进展
和履行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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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估当前做法时，企业应开展综合评估，涵盖大豆工具包负责任大豆采购五要素方
法中供应链管理的所有相关要素（如风险评估、供应链内外的参与举措、采购控制系统以
及监测、验证和报告）。这类评估可在总部层面或在特定（已知的）关键地区作为试点开
展，可以由内部员工或第三方机构主导。

专栏1. 制定健全的大豆采购政策 1
由于大豆工具包的主要目标受众是已做出承诺的企业，因此本简报重点关注如何规划现有政策的实

施2，而非如何制定政策。简而言之，确保健全政策到位的主要步骤如下：

1.  收集企业做出的所有与大豆采购相关的承诺，并将其作为新政策的基线3.

2. 确定大豆行业4中已经或有可能变得重要的问题（社会、环境、经济、治理）以及该行业相关讨
论论坛中的关键问题5。

3. 审查企业正采取哪些措施来实施现有承诺以及供应基地的当前绩效水平6。

4. 将企业的政策与竞争对手的政策进行比较，以衡量自身绩效并识别合作领域7。

5. 考虑支持实施工作的总部和区域办事处团队之间当前的内部参与和整合水平。

6. 根据利益相关方的期望、企业已开展的工作以及可实现的预期目标，为每个问题设定具体的目
标。

7. 确保政策清晰并涵盖关键要素：拟解决的问题、目标、适用范围、时间表、相关截止日期、如何
验证政策合规性以及关键术语定义。

8. 在内部宣传该政策，并将其传达给主要利益相关方。

制定实施计划02
企业可根据评估发现编制一份有针对性的实施计划。该计划应将已识别的主要差距和需

实施的最佳实践纳入考虑，以便及时兑现企业做出的承诺。企业可设置临时里程碑和相应的
关键绩效指标，包括企业在兑现毁林和土地转换承诺方面的进展。如前所述，该实施计划应
包括将开展哪些活动、何时开展以及由何人开展这些活动。

评估当前承诺和实践01
首先，企业应对自身政策承诺进行评估，以确保其涵盖以下关键要素：拟解决的问

题、目标、适用范围、时间表、相关截止日期、如何验证政策合规性以及定义。强有力的
政策承诺是迈向道德供应链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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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范围：企业可从高风险国家或地区着手实施其政策，然后将其扩展到其他采购地
区。联合利华（Unilever）的大豆政策8

“我们购买的大部分大豆来自美国和巴西。在每个地区，我们都与农民、非政府组织、
我们的供应商、其他农业企业和政府合作”

供应链位置: 上游企业可从直接供应商入手实施该政策，然后逐渐扩大范围以包括间接
供应商。嘉吉（Cargill）的可持续大豆政策9

“我们将着眼于长期、行业和整个景观层面的转型。我们将在直接供应链中实施政策、
推动变革，同时与关键利益相关方密切合作，包括我们的直接和间接供应商、客户、社
区、政府、非政府组织、学术机构和其他必要的单位，以实现我们的承诺。”

业务单元或产品：下游企业也可决定在大豆足迹更大的业务单元或产品中实施其承
诺，在这些业务单元或产品使用更多的大豆，然后扩展到其他业务单元和产品中。

第1层： 直接采购大豆及其衍生品

第2层: 用于肉类生产的动物的饲料

第3层: 蛋和乳制品

第4a层: 加工食品中的肉类

第4b层: 加工食品中的蛋和乳制品

第5层: 各种间接大豆和大豆衍生物（卵磷脂，个人护理过程的副产品

不同类型的企业，所处的供应链环节不同，涉及不同的相关性和参与程度。认识到这一多样
性，企业可制定最有效的战略来履行其承诺，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专栏2.定义实施战略 2

下游企业可从直接购买大豆的环节开始作为第一级实施该政策，然后在考虑大豆成分
测量成熟度水平的情况下，扩展到含大豆成分的产品。

来自消费品论坛（CGF）10的可持续大豆采购指南

“ 建议企业对其产品采购的广度进行重要性评估，以确定各个公司采购政策的适用范
围。”

消费品论坛（CGF）建议使用大豆使用量阶梯框架11来了解大豆可能存在的位置并规划
各级实施的进度。

消费品论坛（CGF）大豆阶梯中的大豆足迹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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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定义关键活动 – “什么”- 和时间表 – “何时”

无论采用何种策略来确定实施的优先顺序，企业都需考虑不同的实施要素（图 1）。一
个好的实施计划需要包括强有力的里程碑，以逐步实现目标。里程碑必须是 SMART的，即
具体的、可衡量的、可实现的、相关的且具时限的。此外，还应根据自身供应链情况（包
括复杂性、类型和供应商数量）来定义里程碑。这些里程碑可用作监测和报告框架的基本
结构。里程碑还应包含与之相关的明确行动（见表1）。这些里程碑的最后期限应该是雄心
勃勃但切合实际的。问责制框架倡议为具时限的目标提供了以下相关指导：

• 与停止毁林和土地转换相关的目标明确了在可行的情况下尽快实现承诺，同时也认识
到不同主体的实施能力不同并强调包容性（尤其是小农户）以实现规模性和确保持久
变革的重要性。企业目标参考适用的更广泛的目标或指标并与之保持一致，例如DCF
区域指南、纽约森林宣言或现有的行业层面的承诺，以较早者为准。

• 与人权相关的企业承诺设定了具时限的实施、监测和验证里程碑，承认企业从始至终
都有义务充分尊重人权。 

• 如果将按照不同产品组别、业务部门或供应商层级（例如，直接和间接供应商）分阶
段实施，则为每个阶段指定具时限的实施时间表。优先实施区域/环节应为环境和社
会影响最为严重的区域／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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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和目标 里程碑示例 行动示例

目标1： 识别所采购的所有大豆的来源 见
大豆工具包简报01.A
–大豆可追溯性和供应透明度

https:/www.soytoolkit.net/element-2-
mandarin

在 2022 年，实现100%可
追溯至高风险国家的市一级
在 2020 年，农场可追溯性
实现50%，到2021年中期
达到75%，到2021年底达
到 100%

• 定义“追溯原产地”

• 从您的直接供应商处收集可追溯
性信息

• 使用开放性平台、供应商参与或
贵公司自身程序来绘制供应链地
图

• 制定和更新采购量指标：“已知来
源”和“未知来源”

目标2：根据风险等级对所有采购的大豆
进行分类，并对供应商或行动领域优先排
序12

详见大豆工具包简报02.B – 大豆风险分
析：积极纳入参与的优先级

https://www.soytoolkit.net/element-
2-mandarin

在 2021 年，定义风险并识
别高风险城市
在 2021 年，确定拟纳入参
与的供应商的优先级

• 将政策要求转化为风险因素

• 评估供应商的绩效

• 评估地理风险

• 对区域和供应商的风险进行分类
并确定优先级采取行动

目标3：纳入优先确定的供应商和/或区域
参与项目以实现承诺
详见大豆工具包简报03
– 纳入供应商参与：与供应商一起实施负
责任大豆采购承诺

https://www.soytoolkit.net/element-
3-mandarin

在 2021 年，制定重点针对
优先选定的供应商和地区的
参与计划
在 2022 年，80%优先选
定的供应商参与企业的承诺
实施项目

• 确定参与的级别

• 划分干预措施优先级

• 了解当前实践和差距

• 纳入供应商和地区/倡议参与其中

目标4：实施采购管理系统
详见大豆工具包简报04
– 将负责任采购政策潜入采购管理系统 

https://www.soytoolkit.net/element-
4-mandarin

在2021年，完成采购管理
系统的开发
在 2022 年，采购管理系统
将覆盖大豆采购量的70%
（例如，将从巴西开始实
施，然后扩展到其他国家）

• 为已批准供应商设定最低要求

• 针对暂停合作的供应商定义重新
整合的途径

• 开发并实施系统以执行采购政策

目标5: 监测、验证和报告合规进展
详见讨论文件05 –大豆采购承诺：监测
和报告进展

https://www.soytoolkit.net/element-
5-mandarin

在2021年，开发监测系统和
关键绩效指标（KPI）
在2022年，发布第一份进
展报告

• 定义监测范围和关键绩效指标
（KPIs）

• 设计监测系统

• 实施监测

• 内部报告并采取行动

• 外部报告并提升透明度

表1: 用于规划采购政策实施影响和行动的要素、目标和示例。

https:/www.soytoolkit.net/element-2-mandarin
https:/www.soytoolkit.net/element-2-mandarin
https://www.soytoolkit.net/element-2-mandarin
https://www.soytoolkit.net/element-2-mandarin
https://www.soytoolkit.net/element-3-mandarin
https://www.soytoolkit.net/element-3-mandarin
https://www.soytoolkit.net/element-4-mandarin
https://www.soytoolkit.net/element-4-mandarin
https://www.soytoolkit.net/element-5-mandarin
https://www.soytoolkit.net/element-5-manda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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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指派负责实施的员工和建立内部支持——谁

实施负责任采购承诺涉及企业的多个部门，包括采购、可持续发展、高级领导层、宣
传、销售和现场团队。在许多企业中，总部的决策与组织其他部门员工的意见之间可能存在
严重“脱节”。因此，建立支持应该是该过程的核心部分。为使政策得以实施，主要行动包
括：

• 确定一个负责人或领导团队，负责与相关团队进行协调、监测和报告进展。

• 确保将负责任采购目标整合到更广泛的业务采购战略中，并尝试将内部激励措施传达给
您的买家以兑现承诺。

• 识别拟参与实施的团队，并从一开始就纳入其参与，要求其为里程碑制定和行动规划提
供支持。

• 通过意识提升和能力建设活动赋予相关团队权力。特别考虑纳入买家参与方面的工作（
因为他们将进一步纳入供应商参与以进行级联实施）。

实施政策的第一步

具备自身大豆采购量预估数据的企业可购买负责人大豆圆桌会议（RTRS）区域信用额度作为实施其
政策和支持可持续大豆和改变生产实践的第一步。13区域信用额度允许企业通过从高风险地区农户处采
购经RTRS认证的信用额度的方式支持这些地区的可持续大豆生产。这些信用是支持实地实践的短期解决
方案，但不涉及对公司供应链的实际控制。最终，企业应该从信用额度转为实物量。

来自RTRS官网上的地图显示了巴西区域信用所覆盖的区域。
信息来源：https://responsiblesoy.org/soja-rtrs?lang=en#regionales

 PA / RO / MT
帕拉州 

朗多尼亚州
马托格罗索州

PR / SC / RS
巴拉那州
圣卡塔琳娜州
南里奥格兰德州

MG / SP
米纳斯吉拉斯州
圣保罗州

MA / TO / PI / BA
马拉尼昂州托坎廷
斯州皮奥伊州
巴伊亚州

MS / GO
南马托格罗索州

戈亚斯州

 https://responsiblesoy.org/soja-rtrs?lang=en#region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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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毁林和土地转换优先事项整合到企业、采购和供应链系统和结构中，例如人员配
备、培训、衡量、激励、组织、设计、宣传和 IT 系统。

• 建立内部能力以协调相关团队（如采购、合规性管理、可持续发展和质量控制）对政
策理解、战略和工具认识的一致性。

重要的是考虑何时需要外部合作伙伴来支持实施以及何时需要供应商采取行动。

专栏3. 零毁林和零土地转换(DCF)实施工具包：支持企业评估当前做法并制定实
施计划以解决毁林和土地转换问题的工具

3

为支持企业对当前承诺和实践进行评估，并制定实施计划，以解决毁林和土地转换问题，Rever 
Consulting与WWF合作开发了DCF实施工具包。

DCF实施工具包为企业提供了DCF评估工具，以检查其当前与毁林和土地转换相关的承诺和做
法。该工具包括一系列多项选择题，有助于反映企业当前供应链管理实践的成熟程度。这些问题遵循
大豆工具包中描述的五要素方法。该工具还根据所提供的答案提供标准化的改进建议。它是为上下游
企业量身定制的DCF评估工具。

此外，DCF实施工具包还提供了一份DCF实施计划模板，并针对大豆工具包中涉及的每个要素
（五大要素）建议了里程碑。企业可以这些模板为起点，根据自身成熟度、背景和目标量身定制里程
碑，进一步编制自己的实施计划。工具包中包含了分别针对上游和下游企业的模板。

点击此处可查找有关DCF实施工具包的材料，包括DCF评估工具、实施计划模板和培训材料。 

https://www.worldwildlife.org/publications/dcf-implementation-toolkit-user-guide#:~:text=The%20Deforestation%20and%20Conversion%20Free%20%28DCF%29%20Implementation%20Toolkit,leather%20in%20the%20Amazon%2C%20Cerrado%2C%20and%20Chaco%20bi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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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实施和审查计划03
我们鼓励快速实施，并与主动宣传相结合，有助于最大程度地减少不合规情况。因

此，宣传承诺及其实现方式至关重要。企业可能会选择分享其行动计划，以便更有效地与
实施合作伙伴互动、确保管理团队行动的一致性或向市场传达其开展的工作。或者，企业
可能会选择将这些行动形成内部计划，但重要的是必须有一条明确的路径来实现计划的里
程碑。

建议企业针对外部宣传工作制定一份执行摘要，可根据不同受众对该摘要进行适当调
整（不同格式和语言），以便接触所有相关的利益相关方，尤其是生产者。

实施计划是一份实时文件。企业应定期监测和审查（通常每年一次）计划的实施情
况，并评估所设定的行动和时间表是否能够有效交付预期/期望的结果。需监测计划活动的
实施情况，并基于监测结果审查现有战略并对计划进行更新（通常每年一次），如需要，
对里程碑和时间表进行调整。此外，计划是根据目前可用的最佳信息而制定。企业应积极
发现差距和短板，并识新的工具以更新计划。更多信息，请参阅大豆工具包讨论文件 5：
监测、验证和报告 。

专栏4. BRF案例研究：停止毁林实施计划的制定和执行 - DCF实施工具包 4
2018 年，全球食品行业的引领者之一巴西食品公司（BRF S.A.）与WWF合作并在Rever 

Consulting公司的支持下应用 DCF实施工具包，制定了一个实施计划以实现更可持续的大豆供应
链。该计划包括有效定义和实施停止毁林承诺相关的所有必要方面，包括规范性文件、风险评估和
可追溯性实践、供应商参与、采购系统以及监测、验证和报告活动。

第一步：初步评估

首先，有必要了解BRF在其大豆供应链管理中的成熟度，尤其是在打击毁林方面。这将梳理企
业的优势和待改进的关键机遇。

要使用DCF实施工具包的评估工具，首先对公司当前的管理实践进行评估，重点关注大豆供应
链。对内部和公开材料进行分析，并对公司关键部门进行访谈，例如可持续发展（负责机构关系和
可持续发展业务的副总裁）和粮食采购（负责综合规划和供应业务的副总裁）部门。 

第一阶段的结果包括整合公司的大豆供应链管理实践，并针对每个评估项目提出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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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评估后：编制计划

基于上一阶段的评估结果和建议，根据BRF可持续发展战略确定关键活动的优先顺序。涉及可
持续发展和粮食采购职能部门，这种优先排序工作有利于编制实施计划（多年期限），实施改进工
作。该计划包括跨越不同领域的里程碑和行动，以实现更可持续的大豆供应链。

将实施计划提交给质量和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和公司执行委员会并获得其批准，加强战略一致性
并突出该主题对 BRF的重要性。目前企业不仅整合了所有改进机会，并且还制定了实施、监测和宣
传进展的建议。

进一步工作：执行计划

一旦实施计划获得批准，BRF便着手开展相应的工作。了解企业大豆供应链中的采购概况、主
要生物圈和供应商类型，并进行研究和基线分析，以确定在该行业内执行计划的良好做法和主要挑
战。由此，BRF确定扩大工作范围的机会，更广泛的实施该计划，以创建更可持续的供应链，并逐
步超越大豆部门，扩展到BRF所采购的其他谷物部门。 

2020 年，BRF公司制定并宣布“到2025年，对从亚马逊和塞拉多购买的谷物实现100%可追
溯”的承诺。通过与区域监测公司合作，从社会和环境角度改进对粮食供应商的管理。

2021 年，BRF发布了可持续粮食采购政策，进一步明确企业在寻找粮食供应量过程中考虑环
境因素的指导方针。为此BRF还成立了一个多学科粮食可持续性委员会，以评估偏离指南的情况。
该委员会可要求澄清、提交补充信息、定义缓解措施，最终甚至暂停和/或取消与不符合政策所述
指导方针的供应商签订合同。

因此，BRF在其ESG议程上取得了富有成效的进展，尤其是在停止毁林方面。这项工作符合并
有助于加强企业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战略。此外，这也有助于实施计划的编制并推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与不同业务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协同。这些是开展改进活动的基本要点，对于企业在该领域进一步取
得进展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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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挑战和备选方法

参与相关倡议举措的实施计划

为有效履行承诺，企业不仅与供应商合作，还超越直接供应链与同行和其他利益相关
方就共同战略达成一致意见，调整政策，提升实施效率并在应对共同挑战中取得进展。在
许多领域，与其他供应链参与者的竞争前合作可使这些方法更为有效。景观层面或跨部门13 
的供应链之外的活动可能涉及广泛的参与者，包括政府、民间社会组织、社区和生产者本
身。

规划的一个关键因素也是创造和识别机会，在景观或部门层面与其他企业和利益相关
方就更广泛的行动保持一致性并建立合作。这有助于建立临界质量以实现规模化并解决无
法通过单个供应链解决的问题。它还可以提供机会最大限度地提高当地的积极影响。

然而，如何使一份涉及不同利益相关方的计划具问责制，以及如何将进度作为计划的
一部分纳入企业关键绩效指标（KPIs）仍是一项挑战。一些试图在景观和辖区层面解决此
问题的举措包括：IDH验证采购区（SourceUp）14; ISEAL景观保证15; 和Landscale16。就
部门举措而言，如软商品论坛和塞拉多工作组，预计这些举措的成果将转化为企业实践。

了解更多并帮助我们改善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查阅以下提供的参考文献及访问网站：www.soytoolkit.net17

也 欢 迎 您 与 我 们 分 享 您 的 看 法 ， 以 帮 助 我 们 完 善 本 简 报 （ 发 邮 件 至 
soytoolkit@proforest.net）。

https://www.idhsustainabletrade.com/publication/what-are-verified-sourcing-areas-vsas/
https://commoditiesjurisdictions.wordpress.com/
https://verra.org/project/landscale/
https://www.soytoolkit.net/manda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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