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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供应商 ESG管理政策 

 

一、 ESG 管理职责 

1. 最高决策层的责任：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以

下统称“本集团”或“我们”）董事会为最高决策层，执行管理层负责供应

商 ESG 计划的实施，确保其职责明确，并在年度 ESG 报告中公示相关承诺

与证据。 

2. 政策与目标：持续制定和更新供应链 ESG 政策和目标，确保与本集团整体

战略一致。 

3. 风险监督：监督供应链 ESG 风险的识别、评估和管理。 

4. 决策审核：审核和批准重大供应链决策，确保符合 ESG 原则。 

 

二、 供应商采购实践审查 

1. 有毒物质排放要求：向供应商提出减少供应链有毒物质排放的要求，并定期

进行审核。 

2. 多层供应商管理：对系统内定义的所有层级供应商每年至少一次或每年定期

开展产品质量审核。 

3. 原材料质量检查：定期检查自身原材料的质量，确保符合 ESG 标准。 

4. 采购实践审查：定期审查对供应商的采购实践，确保符合《供应链行为准则》

和 ESG 标准。 

5. 合同签订条件：如果供应商无法在设定的时间范围内达到最低 ESG 要求，则

不得签订合同或续签合同。 

 

三、 供应商选择与合同授予 

1.  ESG 评价权重：在供应商选择和合同授予过程中，通过对 ESG 标准应用最

低权重，首选 ESG 表现更好的供应商。 

2. 绩效评估：将供应商的 ESG 绩效作为评估和选择的关键因素之一。 

 



四、 ESG 管理培训 

1. 培训对象：对本集团的采购人员或员工和所有供应商每年至少一次或每年定

期开展 ESG 管理的培训，确保他们对 ESG 理念和实践有深刻理解。 

2. 培训内容：包括劳工与人权、职业健康与安全、产品和服务质量、商业道德

等 ESG 领域的基础知识。此外培训还将扩展至《供应链行为准则》、ESG 行

业标准、同业优秀实践及 ESG 技术能力建设。 

3. 持续改进：持续评估和优化培训内容和方法，以确保培训效果与 ESG 最佳

实践保持一致，并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和监管环境。 

 

五、 重要供应商筛选因素 

1. 环境因素：综合评估供应商的环境影响，重点关注能源消耗、温室气体排放、

污染控制和生态环境保护措施。供应商应遵守运营所在地所有适用的环保法

律法规，确保其运营活动不会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污染。 

2. 社会因素：深入评估供应商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涵盖人权和劳工权利、工

作时间、薪酬、职业健康与安全等。同时，考虑供应商的劳工状况、社区参

与、人权记录以及对当地社区的影响。 

3. 公司治理：严格考察供应商的治理结构、透明度、道德标准和合规性。特别

关注反腐败、反贿赂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确保供应商的商业行为符合高标准

的道德和法律要求 

4. 业务相关性：细致分析供应商业务与本集团需求的一致性，考虑支出/数量份

额、可替代性以及供应商与本集团业务的协同效应。 

5. 风险评估：全面识别和评估与供应商相关的国家风险、行业风险和商品特定

风险，确保风险可控并最小化对本集团的影响。 

6. 环保法律法规遵守：所有供应商必须遵守运营所在地的环保法律法规，确保

运营活动的环境合规性。 

7. 污染物排放控制：供应商应有效控制废水、废气污染物排放，并定期进行排

放评估，确保达到或超过排放标准。鼓励采取超低排放措施，减少有毒有害

物质排放。 

8. 固体废物管理：供应商必须确保其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全部得到合规

处置，避免对环境造成污染。 



9. 资源与能源效率：供应商应采取措施降低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水资源消耗和

碳排放，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这些因素将作为供应商选取的重要考虑因素。 

 

六、 风险评估 

1. 国家风险：评估与供应商所在国家的政治、社会、经济、环境或监管情况相

关的风险。 

2. 行业风险：考虑供应商所在行业的劳动力状况、能源消耗、资源强度、排放

或污染潜力等。 

3. 商品特定风险：分析特定商品的供应链结构、劳工状况、土地使用、资源强

度、能源消耗、排放、材料毒性或污染潜力等。 

 

七、 风险管理措施 

1. 风险识别：通过问卷调查、现场审核、第三方评估等方式识别供应链 ESG 风

险。 

2. 风险评估：对识别的风险进行定性和定量评估，确定风险等级。 

3. 风险缓解：制定风险缓解措施，包括改进供应商管理流程、加强培训、提高

透明度等。 

4. 持续监控：建立持续监控机制，定期跟踪和评估风险管理措施的效果。 

 

八、 监督与报告 

1. 监督机制：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确保供应商遵守 ESG 政策和标准。 

2. 报告与沟通：定期向利益相关方报告供应链 ESG 管理的进展和成效。 

 

九、 持续改进与创新 

1. 改进计划：基于风险评估和监督结果，制定持续改进计划。 

2. 创新驱动：鼓励和支持供应商在 ESG 方面的创新实践，提升整个供应链的

可持续性。 

 

本《供应商 ESG 管理政策》旨在推动本集团供应链的可持续发展，通过整

合环境、社会和治理因素，提升供应链的整体绩效。我们期望所有相关方积极

参与，共同打造一个负责任、透明和创新的供应链生态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