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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IT 产业高度发达的全球供应链带来效率和利润，但也带来了 CSR 管理上的巨大挑战。近年

来发生的多起富士康工人坠楼事件，使得 IT 产业的劳工权益问题广为人知。而自 2010 年 4
月起，中国多家环保组织开展的绿色选择 IT 产业污染调研，又使得供应链存在的污染和毒

害问题开始得到重视。 
 
在各界推动之下，20 余家 IT 品牌先后开始回应环保组织的质疑，着手加强对供应商的环境

管理。这其中转变最大的当属苹果公司，在经历了长时间的纠结之后，苹果公司改变了之前

的抵触和否认，开始与环保组织进行沟通，进而开始全面跟进 NGO 对其供应链污染提出的

质疑；经过长时间地沟通、争论和磨合，苹果自 2012 年 4 月开始尝试使用 NGO 监督下的

第三方审核，推动其供应商整改环境违规问题。 
 
经过沟通和探讨，苹果公司与环保组织逐步就促使高污染的材料供应商实现转变达成了共识。

从整个 IT 行业来看，其污染排放和水耗、能耗主要集中在原材料生产环节，其中尤以 PCB
企业最为典型。针对环保组织提出的质疑，苹果公司推动三家全球主要 PCB 供应商接受环

保组织监督下的专项审核。本期报告介绍了这三家企业的整改情况，并着重记述了它们在废

水管理、危险废物减排和提升了用水效率方面的良好实践。 
 
环保组织希望苹果公司能将这些良好实践推广到更多供应商，也建议更多品牌和材料供应商

能够借鉴这些良好实践，推动绿化高污染的 IT 材料生产过程。 
 
在确认苹果公司供应链环境管理取得重要进展的同时，此次报告也指出了其需要继续改进的

方面，包括部分供应商整改至今尚未完成，部分当地社区依然投诉收到影响，尚未能及时推

动供应商对违规和作出公开说明，尚未能推动供应商公开排放数据等。同时，环保组织希望

苹果公司能够与政府、劳工组织和工人沟通，解决供应链存在的劳工权益和职业伤害问题。 
 
除苹果公司之外，还有一批 IT 品牌积极回应各界关注，加强对供应商的环境管理。在西门

子、松下、诺基亚、飞利浦、苹果、微软等的推动下，100 余家企业对它们存在的问题和整

改情况进行了说明。多家品牌开展的绿色采购，不但促进了实际的污染减排，更是让大批供

应商认识到它们必须对社区和公众负责，开始树立其环境责任感。 
 
与此同时，若干IT品牌的表现不佳，其中佳能公司和LG公司对中外环保组织就其供应链管

理的多次提示表现消极，至今未能建立机制，主动识别其问题供应商；而HTC则是33家IT品

牌中唯一一家拒绝对供应链污染质疑作出回应的品牌。环保组织呼吁消费者对上述品牌作出

表达，为清除IT产业污染提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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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苹果的转变 
 
IT 产业高度发达的全球供应链带来效率和巨大利润，但也带来了 CSR 管理上的巨大挑战。

近年来发生的多起富士康工人坠楼事件，使得劳工权益问题为广为人知。而自 2010 年 4 月

起，中国多家环保组织开展的绿色选择 IT 产业污染调研，又使得供应链存在的污染和毒害

问题开始得到重视。回应各界关注，一批 IT 品牌着手加强对供应商的环境管理。 
 
在西门子、松下、诺基亚、飞利浦、苹果、微软等品牌的推动下，大约 100 余家企业对它们

存在的问题和整改情况进行了说明。多家品牌开展的绿色采购，不但促进了实际的污染减排，

更是让大批供应商认识到它们必须对社区和公众负责，开始树立其环境责任感。 
 

在 29 个品牌中, 变化最大的当属苹果公司。在 2012 年中，苹果公司改变了之前的抵触和否

认，转而与利益方合力推动供应商整改环境问题。 
 
1.1 多方协作推动苹果改变 

 

 
图表 1 多方协作推动苹果改变 

 
1.2   参与提供转变动力 
 
在《苹果的另一面 2》中，环保组织列举了部分苹果 PCB 供应商的污染问题。在与环保组

织两轮沟通之后，苹果公司聘用了环保组织认可的第三方机构，对报告中列举的问题进行了

内部审核。 
 
在确认问题存在后，苹果公司推动这些企业制定和实施整改方案。经过与 IPE 和 NRDC 的

多次沟通，苹果提出其供应链管理也需要透明度。经过多次探讨，苹果最终开始要求供应商

接受环保组织监督下的第三方审核，以便向公众公开证明其整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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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 苹果改变的历程 
 

IT行业报告第一期发布。苹果公司对

NGO组织提出的问题未作出回应。 

苹果公司作出回应，称其长期政策就

是不披露供应链。 

IT行业报告第三期发布，具体公布了

苹果公司消极回应的行为。 在NGO组
织联盟进一步调查苹果公司供应商问

题的同时，苹果公司继续保持沉默，

NGO着手调查其供应链问题。 

NGO组织联盟发布IT行业报告第四期

“苹果的另一面”，详细披露了苹果

公司的供应商在环境、健康和安全方

面的违规问题。 

苹果公司在其供应商责任报告中承认

了两项中毒事件，但并未回应NGO组
织提及的其他污染事件。 

在“苹果另一面II”报告发布前数小

时，苹果回信称称：有几家企业不是

其供应商。 

在北京进行首次会议，双方同意建立

沟通平台。 

电话会议，双方同意共同为中国的环

境保护做出努力。  

苹果公司聘请了绿色选择NGO联盟认

可的审核公司，对NGO报告中提及的

苹果供应商案例开展内部审核。  

在Cupertino同IPE和NRDC（美国自然

资源保护委员会）进行了长达五个小

时的会议，坦诚的交换意见和激烈讨

论之后，会议最后取得了突破：苹果

公司承认在其供应链管理中需增加透

明度。 

在北京会议，苹果代表向NGO组织简

要介绍了报告中提及案例的审核情况。

但只给出一些笼统的数据。对开展由

NGO组织参与监督的第三方审核，苹

果代表继续抵触在环保组织监督下的

迪桑审核。 

在电话会议中，苹果公司向NGO组织

简要介绍了其供应商实施整改措施的

进展。 NGO组织进一步阐述了苹果供

应商开展第三方审核的必要性。苹果

管理层对此表示感兴趣。 

在IPE与NRDC参与的另一次会议中，

NGO组织与苹果公司的沟通取得了进

展，双方的讨论从开始仅限于相关案

例，扩展到更大的全局性讨论，并探

索如何进行积极合作。 

苹果公司同其供应商武汉名幸开展了

试验性的GCA第三方审核，IPE和武汉

自然之友参与监督了该现场审核。 

在苹果公司总部Cupertino进行会议，

基于此前针对具体案例的密切交流，

此次会议进行的很顺利。苹果公司和

IPE开始探讨如何解决IT行业面临的主

要问题及行动方案。 

苹果公司推动开展更多的GCA第三方

审核。关注点不仅在于供应商撤除IPE
数据库的记录，也开始思考如何应对

诸如过量危险废物的产生，耗水量大

等IT行业普遍面临的关键问题。 

2010.4 2012.12 2010.4 2012.12 2010.4 2012.12 

NRDC第一次致信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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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苹果公司着手推动 PCB 供应商改善环境表现 
 
从排名来看，苹果的整体表现，尚落后于西门子、松下、诺基亚等品牌。我们着重提到苹果

公司，不但因为它所发生的显著转变，更因为是它在推动材料供应商改进方面取得的进展。

材料生产是整个 IT 行业污染排放的主要源头，如何通过绿色采购促进材料供应商节能减排，

是绿化 IT 产业的重点，也是难点所在。 
 
如果处理不当，印刷电路板、电池、触摸屏、布线、外壳、包装材料和微芯片在生产过程中

都可能会产生严重污染。而在这其中，印刷电路板（PCB）作为 IT产品的心脏，越来越广泛

地用于各类智能 IT产品，因此它的生产过程造成的污染和水资源消耗，是 IT行业一个特别

突出的问题。 

 

通过与供应商和环保组织的合作，苹果自2012年开始尝试推动部分PCB生产提升环境表现。 

 

1.3.1 中国：全球 PCB 制造中心 
 
PCB（印刷电路板）是几乎会应用于所有电子设备。中国是世界上PCB产量最大的国家，2011
年产值预计达 235 亿美元 1

 
 

 
 
图表 3 PCB 主要生产国/地区的 2011 及 2012 年 PCB 公布产值 
 
2011 年同 2010 年相比，北美和日本的 PCB 产值分别下降了 14.8%和 10.4%，而同期中国的

PCB 产值则保持增长 11.5%。 
 
 
 
 
 
 
 
 
 
 
 
 
                                                        
1WECC Global PCB Production Report for 2011, World Electronic Circuits Council, September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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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  2011 年 PCB 产值的真实增长率% (按国家/地区当地货币计算得） 
近七成中国制造的PCB产品用于个人电子消费品、电脑产品及通信设备中 2

 
。 

 

 
 
图表 5  2011 年中国 PCB 产品的终端市场分布图 
 
1.3.2 PCB 制造过程中的主要环境影响 
 
PCB 制造过程中可能会带来以下问题： 

 
 由于 PCB 生产过程中结合使用重金属和化学品，产生的工艺废水中可能含有一些较难

处理的复杂污染物质，如重金属铜、镍、汞、六价铬及锌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
一旦这些污染物质未经妥善处理而被释放到环境中，将在环境中存在相当长的时间，即

便在低浓度下亦呈毒性，污染饮用水和土壤，危害水体生物。 
 PCB 生产过程中使用到重金属、化学品及酸性溶液等生成的危险固体废弃物。由于中

国的许多 PCB 制造商生产规模庞大，随之产生的危险废弃物的数量亦是巨大的，对公

众健康和环境安全带来很大的潜在风险。 
 PCB 生产过程对水资源的耗用量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清洁水资源极其稀缺的国家，

                                                        
2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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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耗水量的生产过程不仅给环境带来巨大威胁，也是对行业本身可持续性的一个严重挑

战。 
 
 
1.3.3 加强 PCB 供应商管理面临的挑战 
基于以下几个原因，PCB 供应商管理具有很高的挑战性。 
 PCB 供应商可能处于企业供应链的某个上游位置，对于尚未建立第二级及以上供应商

管理体系的企业而言，如何延伸其管理体系到上游 PCB 供应商会有难度。 
 对于 PCB 制造商而言，治理环境问题和建立运行环保设施等举措可能意味着昂贵的资

金投入，令其望而却步。 
 PCB 供应商存在的环境问题可能非常复杂，由此带来很高的风险成本，供应商可能会

试图隐瞒其环境问题。 
 

 
1.3.4 通过透明和参与机制，识别良好实践 
基于对 PCB 环境影响的共识，苹果公司与环保组织达成协议，在正常的绿色选择审核的基

础上，开展了 NGO 组织监督下的第三方专项审核。专项审核针对特定的问题，不仅限于确

认之前环境问题的整改，更在于识别良好实践。 
 
通过绿色选择专项审核，三个大型 PCB 供应商的整改方案得到验证和确认，其中一些更被

认为是行业内的良好实践。 
 
1.3.4.1 对含重金属和化学物质复杂废水的管理 
由于 PCB 生产过程中结合使用重金属和化学品，产生的工艺废水中可能含有一些较难处理

的复杂污染物质，如重金属铜、镍、汞、六价铬及锌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大量 PCB 生产企业不能稳定达标排放部分线路板企业存在偷排、直排

以及超标超量排放污染物的现象屡禁不止，弄虚作假实现虚假达标的情况时有发生。PCB
企业超标违规排放，给一些地区的水环境带来了严重污染。 
 
在《苹果的另一面 2》中，环保组织列举了部分苹果 PCB 供应商的污染问题。在聘用第三

方机构确认问题存在后，苹果公司推动这些企业制定和实施整改方案，并逐步推动它们接受

环保组织监督下的第三方审核，以便向公众公开证明其整改情况。名幸电子（武汉）有限公

司就是其中一个在开展审核后发生明显变化的案例。 
 
 
 案例研究 1  武汉名幸 

 
名幸电子（武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名幸）位于湖北省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于

2005 年 8 月，是日本株式会社名幸集团在最大的生产基地，主要生产多层电路板和高密度

互联电路板等。 
 
2011 年 4 月到 6 月间，在当地渔民和志愿者协助下，自然之友武汉小组和公众环境研究中

心对武汉名幸电子进行了调研，发现其工厂旁的雨水排水渠和相邻的南太子湖受到严重污染，

排水渠底泥中铜的含量明显偏高，而南太子湖与排水渠相连部分的底泥中铜的含量异常偏高。

2011 年 8 月 31 日，环保组织在《苹果的另一面 2》中，提出了武汉名幸的废水污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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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 武汉名幸电子、排水渠、南太子湖、东风闸 Google Earth 卫星图 
 
2011 年9月名幸电子表示受日本使馆和客户企业的要求与自然之友武汉小组和公众环境研

究中心进行多次沟通。2011年9月23日至24日，苹果委托高达公司3

 

对武汉名幸电子工厂进行

了环境审核。2011年12月高达公司受名幸委托跟进审核，以确认整改情况。 

2012年1月27日，名幸电子客户之一苹果公司与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和NRDC举行了视频会议，

期间双方同意试点开展在环保组织监督下的绿色选择环境审核，并初步选定武汉名幸电子作

为试点审核企业。2012 年 4月26日，武汉名幸电子正式接受了环保组织监督下的第三方审

核。 
 

通过文件审阅和现场审核，识别了武汉名幸电子存在的环境问题及其原因，同时对整改情况

进行了确认。其中以下三个问题是环保组织在前期调查中最为关注的。 
 
 通过雨水口进行废水排放 
 重金属废水污染物超标、超总量排放 
 南太子湖底泥污染 
 
现将对这三个问题的审核发现和整改情况确认总结如下： 

 
一、通过雨水口进行废水排放 

a. 审核发现 

根据高达开展的首次审核，确认排水收集问题如下： 

污水平面图上显示RO水（日产生量约1,000吨）是连接到污水处理设施，而实际上

是排放到雨水系统： 

 高温高盐的锅炉排水被直接导入雨水系统： 

 在沿二厂房东边的几处雨水井中发现有淡紫色液体； 

                                                        
3为绿色选择联盟认可的审核机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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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二厂房东南处的雨水井中发现有两根来自二厂房方向的钢水管，在审核期间没有水从这

两根钢管流出，但在此处检察井中发现有淡紫色液体。 

 

这一审核发现说明，武汉名幸电子曾经存在雨污管网的管理不善的问题，RO 浓缩水及锅炉

排水未经过有效处理，经由雨水口排入南太子湖。 

b. 整改情况 

审核中确认，对于通过雨水口排放工业废水问题，名幸电子采取了以下主要措施加以解决： 

 在两个雨水最终排放口安装阀门，切断其直接排放的方式。同时，在两个雨水最终排放口前

端新增设了一个400立方米的储水池，用于储存初期雨水，以便将其泵回至排水栋进行处理。

另一方面，工厂在两个雨水总排口处新装了在线监测系统，监测其铜和镍的浓度，确保无超

标情况出现。 

 目前工厂有 1000 立方米的雨水收集池，其中大约一半容积用于 RO 浓水收集使用。工厂代表

在本次审核期间说明，目前雨水改造工程可以支持暴雨期间的雨水收集和应急功能。 

 工艺废水管道由原来的经地下管道传输至排水栋改为经地上管道输送； 

 RO 回收利用系统已建成并投入使用，该系统的使用可以节约 20-30%的生产用水量，同时也

减少了污水排放量。新建锅炉冷凝水收集池，继而将其输送至排水栋进行处理。 

 工厂已对全厂范围内的雨水检查井进行了初步的检查确认，拆除封堵了其中存在的非雨水

PVC 管之外的所有管道，禁止潜在的工艺废水排入雨水系统。 

 
图表 7 为避免污水和雨水管网混搭的情况，将原地下工业废水输送管道改为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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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8 雨水口铅封图片 
 

 
 
图表 9 雨水口在线监测设施 

 
 
图表 10 之前 RO 水排放到雨水系统，审核时 RO
回收利用系统，已建成并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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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金属等废水污染物超标、超总量排放 

 a. 审核发现 

根据高达开展的首次审核，审核过程中查阅了2005年8月的一期环评报告及2005年8月29

日武汉环保局颁布的环评批复，发现以下超标情况： 

 2011 版二期环评中所引用的2010 年环境监测结果显示，工厂实际排放的氰化物总量

（0.021吨/年），铜总量（1.6 吨/年），废水排放总量（12694吨/天）以及生活污水排放

中的化学需氧量（COD，70.44吨/年），均超出了相关批准的排放限值。此外，铜的排放浓

度（0.5mg/L）也超出了相应的排放限值（0.24mg/L）。 

 

这一审核发现说明，武汉名幸电子曾经存在废水超标、超总量排放的问题，对废水的受体长

江造成污染。 

b.整改情况 

审核中确认，对于废水污染物超标、超总量排放问题，名幸电子采取了以下主要措施加

以解决： 

 浓度超标问题 

a) 针对铜的排放浓度，已确认需执行当地要求，即 0.24mg/L；据此工厂采取的措施为调

整凝聚剂量以控制铜的浓度，调整后的自测结果显示铜的排放浓度已达到该标准要求。

此外，工厂也对工艺用水采取了节水措施，以减少废水总量。另一方面，工厂制定了

针对排放量超标时的《一般水处理程序》，根据该程序，若浓度超标，废水将被转回

事故槽重新处理。 

b) 在最终合流处理系统收集池处监控铜浓度，如发现超出设计处理值，立即加入重金属

捕捉剂（此药剂为高效重金属沉淀剂，能将重金属在极短的时间内蓄凝沉淀），确保

铜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同时监控最终放流结果。 

c) 氰化物，总铜和总镍排放的在线监测系统将于 2012 年 5 月完成调试后投入使用；在

各排液处理系统做监控，发现超出设计值时，直接回流再处理。 

d) 查看 2012 年 1-4 月的记录显示，各类污染物浓度均达标；工厂对法律法规的收集和

更新情况进行自行整理，同时考虑聘请专业的咨询公司协助。 

e) 工厂提供信息表示微蚀液目前已经可以由工厂污水排水栋自行处理。 
 

 超总量问题 

a) 工厂已建立各类主要污染物实际排放总量的统计和监控系统，包括 COD,BOD5, 铜，镍

等。RO 水回用系统已投入使用，可节约生产用水 20-30%，同时也减少了废水排放量。 

b) 在目前产量下（达到设计产能的 20-30%），各类污染物排放总量的统计显示可以满足

季度污染物排放总量（按年度排放总量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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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1 生产废水总排放口 

 
 

 
图表 12 生产废水总排放口在线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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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太子湖底泥污染 

a. 审核发现 

高达公司在首次审核中对南太子湖未做详细调查。但之后高达公司受武汉名幸委托对此

开展了调查，确定了污染范围： 
 
高达针对300米半径内的区域进行污染范围调查，以了解含铜底泥的水平分布以及垂直分布

情况，按上中下游三个区域分别设置5个、9个和20个取样点，每个取样点按不同深度各采三个底

泥样品，所取样品外送第三方实验室进行含铜量的分析。结果显示离排水口近的区域为污染严重

区域，污染集中在表层10cm的底泥中以及大部分污染集中在距排水渠100m半径范围内。 

b. 整改情况 

审核中确认，对于南太子湖底泥污染问题，名幸电子委托高达公司制定污染治理方案、

武汉当地的疏浚公司施工。 
 

根据方案，现场设置 6 个沉淀池（见下图），每个池容约为 500 立方，铺设土工膜，设计每

天使用 4个，其余两个轮空备用。现场另设置 1个放流池，池容为 1000 立方；设置 1个脱

水机余水处理池，池容为 800 方。 

 
 
图表 13 南太子湖疏浚现场图--6 个沉淀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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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按照设计方案安装 3 套离心式脱水机组（见下图），每套设计每天处理量为 240 立

方，使用两套，一套轮空备用。 

 
图表 14 南太子湖疏浚现场图--离心式脱水机组 

 
 
由于湖区条件有限以及根据现场实际情况，疏浚方专门设计并建造了一艘简易清淤船+

吸泥泵（见下图）来进行该整治项目。 

 
图表 15 南太子湖疏浚现场图--一艘简易清淤船+吸泥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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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泥泵将淤泥抽至泥浆泵，然后由其增加压力送至输泥管，排往淤泥沉淀池。 

脱水机机组将沉底池底部的淤泥抽出进行脱水处理，脱出底泥直接装进编织袋，由叉车

转运至临时放置场，装袋底泥由第三方有危废资质的处置公司定期清运。 

 

 

图表 16 南太子湖疏浚现场图 

 

图表 17 南太子湖疏浚现场图 
 
由于工程项目的复杂性，且国内外没有此类修复工程的先例，所以设计疏浚和处理工艺花费

了一些时间。因不能交付令人满意的结果，对最初的设计方案进行了调整。目前，工程在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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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进行着，我们期待看到疏浚和处理工程能取得良好效果。 
 
武汉名幸的良好实践： 
 针对污染物总量超标 

 在最终合流处理系统收集池处监控铜浓度，如发现超出设计处理值，立即加入重金

属捕捉剂； 
 建立氰化物，总铜和总镍排放的在线监测系统； 
 在各排液处理系统做监控，发现超出设计值时，直接回流再处理； 
 

 针对雨水口排放 
 为避免污水和雨水管网混搭的情况，将原地下工业废水输送管道改为地上； 
 在两个雨水最终排放口安装阀门，切断其直接排放的方式； 
 在两个雨水最终排放口前端新增设了一个 400 立方米的储水池，将初期雨水泵回至

排水栋进行处理； 
 工厂在两个雨水总排口处新装了在线监测系统，监测其铜和镍的浓度，确保无超标

情况出现； 
 对于南太子湖底泥污染问题 

 聘用专业机构，制订可行方案，进行认真修复。 
 
1.3.4.2 危险废弃物减量 
 
危险废弃物在中国亦是一大严峻问题，工业源每年产生超过一千万吨的危险废弃物 14，其储

存、运输和处理环节带来了巨大的环境和健康风险。环境保护部已意识到此问题，并将治理

危险废弃物作为 2013 年的一个主要工作重点。15 PCB 行业的工业危险废弃物产生源头包括：

PCB 电路板粉尘，酸碱性蚀刻废液，废电镀液，含镍废液及含铜污泥。含重金属废水经过

酸化处理会产生具有危害性的废污泥 17，若不经妥善处置会对土壤和地下环境造成严重的重

金属污染。 
 
 案例研究：健鼎（无锡）电子有限公司 
健鼎（无锡）电子有限公司在 2010年产生了 超过 112000吨危险废物 20，也因此被 IPE网

站收录并在《苹果的另一面 2》报告中被重点提及。 苹果公司对无锡健鼎开展了审核，确

认了其危险废弃物产生量巨大的情况,并针对审核中发现的一系列问题要求无锡健鼎进行整

改。  
 
为确认前次审核中发现的问题是否得到解决，以及危废减排方案的实施情况，2012 年 10 月

16 日至 17 日，绿色选择现场审核在环保组织的监督下由高达公司进行。之后高达公司出具

了审核报告，其中就无锡健鼎危险废物减排方案和实施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审计。其要点

如下： 
 

审核公司首先识别了无锡健鼎危险废物主要来源，其中酸碱性蚀刻废液、含铜污泥、电

镀废液等产生量最大。 
 

之后审核公司确认危险废物产生的基准年和减排目标，通过明确 2011 年度危险废物的

种类和数量，以及当年的产能，确认无锡健鼎 2011 年单位面积危废产生量为 21.93 千克/平
方米，2012 年工厂计划在年底使单位面积危险废物比 2011 年降低 32%。 

 
审核公司确认了无锡健鼎为减排危险废物实施的四项主要措施，包括： 

1) 降低含铜污泥含水量– 2011 年含铜污泥的含水量平均值为 82%，2012 年前九个月的

平均值下降为 70% 
2) 2012 年工厂将硫酸铜液体转化成硫酸铜副产品后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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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去除酸性蚀刻废液–工厂通过一系列工艺手段将废酸液转变成氧化铜固体后运出工

厂。 
4) 去除含磷废液 -从 2012 年开始使用一种低磷溶剂替代含磷清洗剂，废溶剂直接进入

污水处理站。 

这其中减排效果显著的两项措施，包括去除酸性蚀刻废液和结晶转化硫酸铜液体，都得

益于企业于 2012 年在其两个工厂建成的资源回收中心。 
 
 

  

  
图表 18 资源回收中心 

为确认减排效果，审核报告汇总了工厂统计的 2012 年 1 月到 8 月的危废量，显示危废

总量降低，结合当期产量，确认单位面积危废产生量大幅降低。从 2011 年的 21.93 千克/平
方米，降低到 2012 年的 12.03 千克/平方米。 
 
  2011 2012（至 8 月 31 日） 

PCB 总产量（m2） 5380000 5230000 

危险废物总量（t） 117982.02 62941.52 

单位面积危废（kg/m2） 21.93 12.03 

 
健鼎公司制定了 2012 年的危废减排目标，即单位生产面积的危废产生量减少 32%。从 2012
年前九个月的数据中反映出，工厂成功减少了单位生产面积危废量达 45%，大大超过其预

定目标。从健鼎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显著的减排效果这一案例中，可以看出废物减排在本

行业内有着巨大潜力。 
 
将环境审查延伸到危废处理单位 
 

作为危险废物管理专项审核，在此次绿色选择审核中，无锡健鼎抽取了 4 家委托处理危

废的合同单位，就其环境实践、环境责任和符合性等信息进行了访谈和沟通。 
 

通过现场查阅污染地图数据库，发现接受访谈的四家危险废物处理商均受到过当地环保

局的行政处罚。在访谈过程中，相关处理商代表对行政处罚的具体内容以及后续跟进改善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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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和计划作出了初步说明。有部分处理商在现场审核后向无锡健鼎提交了书面说明和监管文

件。 
 
 

在以往开展的 IT 产业绿色选择审核中，也会检查企业委托处理危险废物的合同单位是

否拥有适当的资质，但却没有对这些单位实际的环境表现情况进行跟踪。然而，拥有适当的

资质，只是开展危险废物处理的最基本条件。2012 年 10 月，环保部等四部委发布的《“十

二五”危险废物污染防治规划》指出 ：“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设施运营和技术水平不高，存在

超标排放现象，涉重金属危险废物利用处置污染问题尤为突出。” 
 

危险废物具有的多重危险特性，意味着一旦处置不当，不仅会对生态环境造成难以恢复

的损害，而且可能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此次专项审核中对危险废物处理商进行的面对面访谈，

特别是利用既有的监管记录对处理商的违规问题进行的跟进，是 IT 品牌与环保组织共同将

供应链环境管理向下延伸到危废处理商的的首次积极尝试。 
 
无锡健鼎的良好实践： 
 针对危险废物产生量巨大 
 识别污染来源 
 制定多项减排措施，完善设施和管理，对金属资源实施清洁回收 
 通过专项审计，确认减排效果 
 在 IT 行业首次尝试利用公开监管记录对危废处理商的违规问题进行的跟进，将供应链

环境管理向下延伸。 
 
1.3.4.3 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水资源紧缺是中国面临的又一巨大问题，大量的水污染和工业用水效率低下等情况更是加重

了这一问题。预计到 2030 年现存的水源供应将出现更大缺口。工业用水需求预期以年均 3%
的最大增速上升。 
 

 
图表 19 中国水供需差距 4

 
 

                                                        
4http://www.2030waterresourcesgroup.com/water_full/Charting_Our_Water_Future_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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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严峻的水环境形势，2011 年中央 1 号文件和中央水利工作会议明确要求实行最严格水

资源管理制度。2012 年，国务院出台指导文件，设定了水资源管理“三条红线”的目标 5

 
： 

 
 确立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红线，到 2030 年全国用水总量控制在 7000 亿立方米以内； 
 确立用水效率控制红线，到 2030 年用水效率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万元工业增加

值用水量降低到 40 立方米以下，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 0.6 以上； 
 确立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到 2030 年主要污染物入河湖总量控制在水功能区纳污能

力范围之内，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提高到 95%以上 6

 
。 

 
我国PCB工业到 2010 年的年产量已超过 18000 万平方米，年产值超过 180 亿美元，成

为世界产量和产值第一大国，当然也成为最大的资源消耗国 7

图表 20 每平方米PCB产品生产用水量

。PCB工业是我国工业中用水

大户之一，通过以下表格所列数据可知： 
8

PCB 类型 
 

单面板 双面板 四层板 六层板 八层板 每加两层 

用水量/（t/m2） 
0.6～

1.2 
1.2～1.8 1.8～2.4 2.4～3.6 3.6～5.4 增加 50% 

 
 
因此，生产企业需要正确认识因水资源稀缺和污染给本行业及更广泛的环境带来的种种挑战，

并开展实际行动来降低水耗。同时，企业通过产品或工艺创新、使用再生水或回用水等手段

达到降低水耗的目的，从而减少水费开支，亦能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 
 
 案例研究 - 揖斐电电子（北京）有限公司 
 
PCB 制造企业循环用水及回收废水 

日本揖斐电株式会社（IBIDEN）是全球最大的印制电路板开发和生产的专业厂家之一。

成立于 2000 年的揖斐电电子（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揖斐电”）是其在华的产品

制造基地。日本揖斐电电子北京公司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有两座厂房，主要生产各种

移动电话用多层高密度印制电路板。 

 

 

2010 年 6 月，北京揖斐电被报道在环保检查中重金属废物转移联单不规范，含有重金

属污泥的确切去向不明。之后该记录被录入中国污染地图。 

 

2011 年 8 月 25 日，环保组织致信北京揖斐电，核对在污染地图上的环境监管记录，但

没有得到回复。 
 
2011 年 8 月 31 日，自然之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达尔问、环友科技和南京绿石五家

环保组织共同发布《苹果的另一面 2》报告。在《苹果的另一面 2》中环保组织提到北京揖

斐电的违规问题。 
 

                                                        
5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国发〔2012〕3 号，二○一二年一月十二日 
6http://www.china.org.cn/china/2012-02/17/content_24664293.htm 
7《我国 PCB 工业面临的“四大”挑战(2)——“减成法”技术的资源消耗之挑战》，林金堵，印制电路信息，

2012 年 3 月 
8《我国 PCB 工业面临的“四大”挑战(2)——“减成法”技术的资源消耗之挑战》，林金堵，印制电路信息，

2012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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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9 月 7 日和 14 日，北京揖斐电与 IPE 进行电话和面对面沟通，北京揖斐电就其

危险废物的情况进行了说明，并介绍了工厂在节水方面所做的努力。 
 

2012 年 1 月 27 日，北京揖斐电客户之一苹果公司与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和 NRDC 举行了

视频会议，期间双方同意试点开展在环保组织监督下的绿色选择环境审核，并初步选定北京

揖斐电作为试点审核企业之一。 
 
2012 年 10 月，苹果公司与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沟通，双方确认将对北京揖斐电进行第三

方合规性审核。同时，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提出建议针对北京揖斐电的用水管理（包括节水计

划及成效）开展专项审核。苹果公司表示同意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提议。 
 
北京的缺水形势 

北京市 1956～2000 年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 37.4 亿立方米，但是近年来的流域降水偏少，

入境水量大幅衰减，同时城市规模快速扩展，导致水资源严重紧缺。北京用水总量 35.2 亿

立方米，而 2011 年北京市水资源总量为 26.81 亿m3，按照 2011 年末常住人口 2019 万人，

加上流动人口约 240 万人，北京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 119m3。远低于国际人均水资源占有

量 1000m3 的重度缺水标准 9

水资源紧缺导致北京不得不大量开采地下水，超采导致地下水位不断下降，近些年，北

京依靠从河北调水维持稳定供水，但是河北省同样面临严重的水资源短缺。 

。 

基于 PCB 行业用水量巨大，且北京又是缺水的城市，环保组织特别关注对北京揖斐电

的用水管理关注， 2012 年 11 月 13 日至 14 日，绿色选择现场审核就揖斐电再生水利用和

节水计划实施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审计。 
审计中发现，北京揖斐电采取了两大类节水方式，即，一、采用再生水；二、提升自身

用水效率。 
 

 对于再生水的使用 
北京经济开发区建立了一个集中性区域再生水厂，由北京博大水务有限公司运作。在审

核中发现，北京揖斐电 2 厂从 2010 年 5 月开始使用这家再生水厂的再生水服务，一厂从 2011
年 12 月也开始使用。 
 

再生水处理流程图如下：  

 
图表 21 再生水处理流程图 
 

审核期间审核员和环保组织参观了再生水厂并验证了再生水厂的处理能力。根据来自再

                                                        
9《北京市水资源公报》（2011 年），北京市水务局 

北京经济开发
区污水厂排水 

博大水务再生
水处理系统 

开发区再生水
供水管道 

揖斐电纯水系
统 

用于生产线和
辅助设备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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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水厂人员反映，再生水供应能力是 20,000 m
3
 /天，实际再生水供应量是 13,000 m

3
 /天。  

 

审核中看到，再生水经过位于一厂和二厂的两座纯水系统处理后用于生产。工厂所有的

生产线都已经使用再生水，辅助设备（空调设备系统、锅炉等）也正在改造以便使用再生水。

再生水也用于绿化带浇灌和厕所冲洗。而自来水主要用于生活用水（厨房和洗手）。 
作为证明，审核中工厂提供了来自北京博大水务有限公司的再生水水费单供审阅。根据

水费单，工厂从 2011 年 12 月到 2012 年 10 月再生水消耗量如下： 

 

表 5：2012 年再生水消耗量 

时间 一厂再生水消耗量（m
3
） 二厂再生水消耗量（m

3
） 

2011 年 12 月到 2012 年 2月 37,179 107,213 

2012 年 3月 1日到 2012 年 3月 29 日 28,964 43,947 

2012 年 3月 30日到 2012年 4月 26日 26,657 38,014 

2012 年 4月 27日到 2012年 5月 31日 35,555 53,238 

2012 年 6月 1日到 2012 年 7月 2 日 36,602 52,608 

2012 年 7月 3日到 2012 年 7月 26 日 20,956 35,066 

2012 年 7月 27日到 2012年 8月 30日 32,507 58,466 

2012 年 8月 31日到 2012年 9月 28日 35,458 45,673 

2012 年 9 月 29 日到 2012 年 10 月 25

日 
33,234 43,975 

 
 提升自身用水效率 

根据工厂人员汇报，工厂的两个厂在 2012 年都设置了节水计划，计划如下： 

表 7：2012 年节水计划  

 节水计划 

一厂 

 纯水系统树脂塔使用再生水，延长树脂塔通水时间以减少再生水的消耗量。 

 锅炉用水改为再生水。 

 固定研磨台水龙头，减少水用量。 

 空调用水使用再生水替换自来水。 

二厂 

 停用纯水系统最后一个树脂塔，减少再生水消耗。 

 水处理时减少使用固体氢氧化钙，以减少配置溶液时水用量。 

 锅炉用水改为再生水水。 

 空调用水使用再生水替换自来水。 

 水处理污泥槽、脱水机冲洗使用再生水。 

 酸碱中和处理时使用废酸。 

 使用挤水滚轮减少半蚀刻 PCB 板带出水量。 

 砂滤塔逆洗水回收再利用。 

 研磨工序清洗水回收利用。 

 
 
审核中对逐月的水消耗量进行了审计，总结如下： 
 

  水消耗总量 自来水 回收水  再生水  
PCB 板产

量(km
2
) 

一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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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总量(4 至 12 月) 677,777 299,939 377,640 198 167 

2012 总量(1 至 9 月) 689,905 47,226 385,017 257,662 164 

二厂 

2011 总量(4 至 12 月) 742,512 18,089 316,602 407,821 244 

2012 总量(1 至 9 月) 836,981 20,085 402,863 414,033 265 

 
根据文件审阅，自来水、回收水和再生水消耗量占工业用水总消耗量的比率如下： 

 

% 一厂 二厂 

2011 2012 2011 2012 

自来水消耗量 

/总消耗量 

44% 7% 2% 2.40% 

回收水消耗量/总消耗

量 

56% 56% 43% 48.10% 

再生水消耗量/总消耗

量 

0% 37% 55% 49.50% 

 
 
通过此次审核，确认揖斐电在再生水利用和节水计划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确认揖斐电再生水使用情况，确认其两个工厂的工艺用水均已在使用北京博大水务有限

公司提供的再生水； 
 通过现场走访，确认了揖斐电为实现节水目标分别针对一厂和二厂采取的具体措施； 
 确认一厂自来水消耗量由 2011 年的 44%降低到 2012 年的 7%，得益于从一厂从 2012

年开始使用再生水； 
 确认二厂 2011 年和 2012 年的自来水消耗量占总耗水量的 2%和 2.4%，得益于二厂从

2010 年开始使用再生水； 
 二厂回收水的使用比率由 2011 年的 43%增为 2012 年的 48.1%，增加的部分得益于四个

于 2012 年 6 月已完成的节水计划（使用酸性废水调节 pH、使用挤水滚轮减少半蚀刻 PCB

板带出水量、砂滤塔逆洗水回收再利用、研磨工序清洗水回收利用）。 
 

北京揖斐电的良好实践 
 
 在工艺流程中用优质再生水替代自来水，大幅度降低对当地水资源的影响； 
 制定和实施节水计划，提高用水效率。 
 
建议： 
 考虑到北京的严重缺水状况，以及开发区再生水水质优良，可以有多种其它用途，环保

组织希望揖斐电能够在用水效率上进一步向国际先进水平看齐，以降低高质量再生水的

消耗量。 
 审核显示，苹果公司对环保组织提出的供应商环境违规问题进行了跟进，积极推动供应

商采取措施，并要求供应商通过环保组织监督下的第三方审核向公众做出公开证明，对

此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表示赞赏，并希望苹果公司能够将揖斐电利用再生水和回用水的良

好的做法纳入供应链环境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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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用水消耗量巨大，是 PCB 这一 IT 业的核心产业存在重大环境挑战。公众环境研究

中心建议 PCB 生产企业和 IT 品牌共同推动减少新鲜水（自来水）的使用量，促进 PCB
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考虑到 PCB 行业用水量大，建议 PCB 生产厂家在选址时靠近再生水源。 
 

2 苹果下一步需要做什么？ 
 
图表 22：IT 品牌行业跟进表 
 

客户企业名称 
排

名 

回复

收到

与否 

了解

收到

与否 

跟进供货商超

标记录 

探讨利用公开信息加

强供应链管理 

推动供应商作出整改并

公示环境信息 

推动环境管理向供应链深处

延伸 

初步

检查 

深入

调查 

考虑建立

检索机制 

决定建立

检索机制 

作出整改并

公开说明 

定期公布

排放数据 

直接延伸

到主要材

料供应商 

推动一级供应

商检索二级供

货商环境表现 

苹果 6 √ √ √ √ √ √ √ X √ X 

 
 
从图表 22 中可以看到苹果至今已采取的多项行动，然而，在许多方面苹果仍可进一步开展

更多工作。以下是我们向苹果提出的一些建议，帮助其提升透明度和责任感： 
 

2.1 开展深入调查。 
苹果公司已经就 IT 第四期报告中提到的供应商环境违规案例展开了调查。然而，

除了接受绿色选择第三方审核的供应商之外，至今未有供应商就违规记录作出公开

解释。我们建议苹果公司推动有污染记录的供应商向公众作出及时详尽的解释。 
在这些供应商中，有若干企业曾因污染遭当地社区强烈投诉。经过跟进调研，看到

多数案例有所解决，但部分至今还未能另当地社区满意。这些问题主要涉及废气排

放。鉴于废气排放涉及硫酸雾、非甲烷总烃、苯系物等有害物质，不但会影响周围

社区，也会成为城市 PM2.5 污染的来源，建议苹果公司推动其供应商完善废气治理。 
 

2.2 建立检索机制 
苹果公司应建立一个定期检索机制，在污染地图数据库中对其现有及未来供应商的

环境违规记录进行检索。苹果公司已开始使用污染地图数据库，不过目前的使用频

率间隔太长，导致问题不能及时被发现。同时，检索识别出的苹果供应商未有直接

同 NGO 建立联系，使得苹果检索机制的有效性很难得到评估和确认。我们建议苹

果学习其他品牌建立更频繁的检索机制。 
 

2.3 解释及整改措施。 
在对供应商进行调查之后，苹果公司应推动违规企业同 NGO 组织联系并提供解释

说明。这样进行公开的解释披露可以帮助企业建立责任感。同时，NGO 组织如能

参与到识别问题和整改的全过程，会比仅仅在最后由苹果公司向 NGO 通报问题整

改情况而来的更有效。这样可以减少供应商重复审核的负担。在审核过程中，苹果

公司代表需做到不干涉审核流程，并避免以个人意见影响审核报告的撰写。 
 

2.4 推动供应商定期披露排放数据。 
我们建议苹果公司推动其供应商定期向公众公开其排放数据，可通过上传企业年度

排放数据至公众开放平台（如 IPE 网站）等方式开展。此举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因为有效管理始于正确的监测手段。供应商需要对其排放进行测试、记录和验证数

据，才能做到准确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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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将管理体系直接延伸至主要材料供应商。 
我们建议苹果公司开展更多的绿色选择审核，继续其最佳实践将供应商管理体系延

伸至对环境影响最大的材料供应商。我们也建议苹果公司向其他 PCB 供应商推广

在绿色选择审核中获得的良好实践及建议。 
 

2.6 推动一级供应商对二级供应商进行有效管理。 
对于 IT 这样一个重污染集中于供应链的上游的行业来说，由一级供应商逐级对其

上游供应商进行环境表现调查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举措。 
 
此外，我们也希望苹果公司在以下方面做出行动： 
 

2.7 鼓励对电子废品进行回收和合理处置。 
苹果公司持续不断推出新产品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促成了电子产品的高报废率和

电子废品数量的快速增长。电子废品一旦未经有效处置，其中含的有毒物质和重金

属将被释放到环境中。在中国，非正规的操作工人采用危险的方式回收处置电子废

品，往往导致其中的有毒物质被释放出来。苹果有责任告知消费者这些电子废品的

危害性，发起“易回收计划”等活动以确保安全回收。 
 
3. 33 个品牌表现评估 
 
多家中国环保组织 2010 年开启绿色选择 IT 产业供应链项目，在广泛信息收集和案头及现场

调研的基础上，先后与 33 家 IT 品牌进行沟通，并发布了 5 期调研报告。报告凸显出全球主

要 IT 品牌在华供应链存在环境问题，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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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3 33 个品牌表现评估 
 
面对各界关注，33 家 IT 品牌作出了不同的回应。其中多数跟进环保组织提出的质疑，对问

题供应商进行调查；部分品牌开始建立检索机制，通过公开数据的比对，系统地识别问题供

客户企业名

称 

回复

收到

与否 

了解

收到

与否 

跟进供货商

超标记录 

探讨利用公开信息加

强供应链管理 

推动供应商作出整改

并公示环境信息 

推动环境管理向供应

链深处延伸 

初步

检查 

深入

调查 

考虑建立

检索机制 

决定建立

检索机制 

作出整改

并公开说

明 

定期公布

排放数据 

直接延

伸到主

要材料

供应商 

推动一级供

应商检索二

级供货商环

境表现 

西门子 √ √ √ √ √ √ √ X X X 

松下 √ √ √ √ √ √ √ X X X 

诺基亚 √ √ √ √ √ √ √ X √ X 

沃达丰 √ √ √ √ √ √ √ X X √ 

飞利浦 √ √ √ √ √ √ √ X √ X 

苹果 √ √ √ √ √ √ √ X √ X 

阿尔卡特朗

讯 
√ √ √ √ √ √ √ X X X 

索尼 √ √ √ √ √ √ √ X X X 

微软 √ √ √ √ √ X √ X X X 

惠普 √ √ √ √ √ X √ X X X 

英国电信 √ √ √ √ √ X X X X √ 

富士康 √ √ √ √ √ X √ X X X 

三洋 √ √ √ √ √ X √ X X X 

戴尔 √ √ √ √ √ X √ X X X 

联想 √ √ √ √ √ X X X X X 

东芝 √ √ √ √ √ X X X X X 

思科 √ X √ √ √ X √ X X X 

夏普 √ √ √ X √ X X X X X 

摩托罗拉 √ √ √ √ √ X X X X X 

英特尔 √ √ √ X √ X X X X X 

精工爱普生 √ X √ √ √ X X X X X 

日立 √ √ √ √ X X X X X X 

三星 √ √ √ √ X X X X X X 

佳能 √ X √ √ X X X X X X 

海尔 √ √ √ X X X X X X X 

比亚迪 √ √ √ X X X X X X X 

TCL √ √ √ X X X X X X X 

新加坡电信 √ √ √ X X X X X X X 

IBM √ X √ X X X X X X X 

LG √ X √ X X X X X X X 

爱立信 √ X √ X X X X X X X 

黑莓 √ X √ X X X X X X X 

HTC X X X X X X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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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商，并推动其开展整改。沃达丰、飞利浦等品牌开始尝试将供应链管理向上游延伸。但是，

三星、佳能、LG 等大型国际品牌表现消极，而 HTC 甚至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3.1. 积极品牌的表现 
 
 西门子： 

自第四期IT行业重金属污染调研报告于2011年1月发布以来，西门子在如下两个方面做出了

显著改进： 

1. 将政府公开发布的企业环境监管信息纳入公司的供应链环境管理。由于供应商数量庞大，

西门子开发了自己的程序，可以自动将其供应商名单和“污染地图”数据库收录的全部企业

监管记录进行比对。 

2. 要求有违法违规记录的供应商公开已经采取或将要采取的整改措施； 

近期，西门子表示会推动供应商开展GCA第三方审核，推动供应商常规公布企业排放数据。 

 

 松下： 

2010年 4月 15日，34 家环保组织联名向松下发出了信件，向其确认污染地图收录的违规企

业是否存在环境违规问题，是否还有其他供应商存在环境违规问题，以及是否建立了供应商

环境管理体系。 

松下同环保组织进行了多次电话沟通。经深入调查后，松下于 2010年 4月 30日提交了书面

说明，对环保组织提到的企业分别做了解释，并表示已经开始运用中国水污染数据库对一级

供货商进行管理，并考虑进一步建立管理机制。 

2012年，松下开始运用中国水污染数据库对供货商进行管理，并进一步建立管理机制。松

下推动 27家供应商开展整改，并向公众说明整改情况。环保组织认为这是积极的进展。 

 

 微软 

2012年 1月，环保组织联名致信微软公司，沟通多次之后，微软公司在认真考虑建立一套

高标准的供应链管理制度。在与微软公司供应商交流过程中，环保组织获知，微软公司在与

供应商签订订单之前会利用中国水污染地图进行核查，如果供应商存在违规记录，则会要求

供应商开展在环保组织监督下的第三方审核。 

 

 

3.2.消极品牌的表现 

 

 HTC 

HTC至今为止没能回应环保组织对其供应链提出的质疑。这是目前33家IT品牌中唯一拒绝回

应的一个。环保组织要求HTC改变其拒绝面对污染质疑的做法，切实承担环境责任。 

 

 佳能 

2010年4月15日，34家环保组织联名向佳能公司发出了信件，向其确认污染地图收录的违规

企业是否存在环境违规问题，是否还有其他供应商存在环境违规问题，以及是否建立了供应

商环境管理体系。 

面对环保组织的质疑，佳能公司曾经长时间的沉默。在公众压力下，佳能确认了供应商污染

问题。其后中日环保组织的多次试图与其多次沟通，但佳能一味回避。环保组织要求佳能改

变一味回避的做法，尽快解决其供应链存在的污染问题。 

 

 LG 

自 2010 年 4 月第一次发信 LG 电子开始，LG 对环保组织就其就其供应商的违规情况提出的

质疑先是长时间不予回应，后回应否认是其供应商。虽然其最终承认是自己搞错企业名称，

但其消极姿态一直未能扭转。环保组织要求 LG 吸取供应商违法事件的教训，改变敷衍应付

的被动做法，尽快弥补供应链管理体系的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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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建议 

 

 确认苹果公司大幅提升透明度并开展绿色采购，成功撬动一批材料供应商实质性改进了

环境表现。 

 

 环保组织希望苹果公司能将这些良好实践推广到更多供应商，也建议更多品牌和材料供

应商能够借鉴这些良好实践，推动绿化高污染的 IT材料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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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绿色选择参与组织 
序号 单位名称 

1 自然之友 

2 地球村 

3 绿家园志愿者 

4 全球环境研究所 

5 淮河卫士志愿者协会 

6 甘肃绿驼铃 

7 天津绿色之友 

8 北京市可持续发展促进会 

9 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 

10 重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 

11 绿石环境行动网络 

12 守望家园志愿者 

13 绿色汉江 

14 环友科学技术研究中心 

15 新疆自然保育基金 

16 河北绿色之音 

17 云南大众流域 

18 温州绿眼睛 

19 野性中国 

20 绿岛 

21 达尔问环境研究所 

22 上海绿洲生态保护交流中心 

23 陕西省红凤工程志愿者协会 

24 江苏绿色之友 

25 绿色龙江 

26 安徽绿满江淮环境发展中心 

27 绿色珠江 

28 绿色江河环保促进会 

29 大连环境资源中心 

30 兰州大学社区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 

31 华南自然会 

32 绿色昆明 

33 重庆两江志愿者服务发展中心 

34 道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 

35 福建省绿家园环境友好中心 

36 绿色潇湘环境咨询中心 

37 绿色浙江环保组织 

38 绿色盘锦 

39 盘锦市黑嘴鸥保护协会 

40 厦门市绿十字环保志愿者中心 

41 苏州工业园区绿色江南公众环境关注中心 

42 自然大学(北京市丰台区源头爱好者环境研究所) 

43 芜湖生态中心 

44 大连市环保志愿者协会 

45 武陵山生态环境保护联合会 

46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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