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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利司通的企ҙ理念 

使命 

ñ以卓越品 献社会ò 

普利司通希望在֟品、服Ⱶ和技 方面以及在所有企ҙ活ꜚ中都致力于ҹ客 和社会提供高品 的服Ⱶ。

在 企ҙ利益的同 ，广泛参与社会 展，ҹ人ױ的幸福安康 献自己的力量。我ױ希望通 一

使命，成ҹ受世界各国消 者信 的企ҙ，成ҹ 信心，以己ҹ荣的企ҙ。 

心  

“Seijitsu-Kyocho”（ ） 

即 待工作、与人交往、面向社会 ，始 心 意。同 ，充分尊重才能、价ṿ 、 、性

别和种族的多 性，并 极促 作，共同追求美好的 果。 

“Shinshu-Dokuso” （ 取独⇔） 

取独⇔即始 以 客的 角，展望未来并 极挑 以 别并 展未来可能有益于社会和 足客 需求的

各种⇔新ҽ措。 放⇔造力和⇔新精神以开⇔新的ҙⱵ 域并通 独特的方法ҹ新֟品和有益֟品⇔造需

求。 

“Genbutsu-Genba”（ 物） 

物即前往 ，在工作一 ֪眼确 物 。不止于 ，追溯事物的原有本 ，ҹ 尽善尽

美， 行 划与决策。 

“Jukuryo-Danko”（熟 断行） 

熟 断行即在 践 程中，要充分估 各种情况及可能性，并深入加以思考。抓住本 ，抓准方向。迅速

反 ， 忍不拔，直到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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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利司通承 保 天然橡胶的可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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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 天然橡胶 的道路是永无止境的，并且需要行ҙ巨 之 的合作以及广泛提高公众意 。

工作的成本和挑 都 于 大，任何一家 胎和橡胶企ҙ都无法独力解决。普利司通将 与价ṿ 的

参与者一起努力，全面研究 一 。2018 年 10 月，全球可持 天然橡胶平台 (GPSNR) 正式成立。

GPSNR 由 胎行ҙ 目 (TIP) 起成立，隶属于世界可持 展商ҙ理事会，是一个国 性多方利益相关

者平台，旨在促 天然橡胶行ҙ的社会 和 境 效。GPSNR 大会成 包括普利司通等 胎制造商和

其他天然橡胶֟品制造商；汽 制造商及其他下游用 ；生֟商、加工商和 易商；以及民 社会成 。

普利司通作ҹ GPSNR 的⇔始成 ， 决  GPSNR 的使命和方 框架，并 极参与所有平台活ꜚ，包

括 行成 要求和 施 划等。通 将 GPSNR 的方 框架 入到 供 商的最低要求中，表明普利司通

更希望按照 GPSNR 的要求生֟和加工天然橡胶。因此，无 在， 是将来，普利司通将 极参与行ҙ

的多方利益相关者倡 ，并在土地、司法或其他 度上支持和  GPSNR 原↕。普利司通目前加入了 

GPSNR 行委 会及ҹ推ꜚ行ҙ 革而成立的各种工作 。 根据 GPSNR 施指南的要求，普利司通在

ҹ GPSNR 提供支持的同 ， 加强ᴰ达更具体且 定 限和地理区域的承 ，并作ҹ天然橡胶价ṿ

的重要 成部分。普利司通将如往年那 ， 透 年度 布“普利司通可持 展 告”来 告 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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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可追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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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商的期望：提高可追溯性 

最低要求 
¶ 要求供 商尽最大努力全面了解其供 ֟品和服Ⱶ的原֟地，例如，通 施管理体系以 别

和追溯其来源。根据 GPSNR 施指南的定ӈ，在天然橡胶行ҙ内，֟品必 可追溯到适当的
区 别。 

¶ 要求供 商尽最大努力及 响 普利司通关于其֟品或服Ⱶ֟地信息的 求。 

首 践 
¶ 供 商 与普利司通 极合作，提高可追溯性。 

¶ 供 商 探索和参与提高可追溯性的 划，例如在原֟地 采用新技 或 极推广 划。 

¶ 供 商 提供 明，以示其完全了解֟品和服Ⱶ的供 商以及采 地和原֟地。 

¶ 供 商 明其致力于 合国可持 展目  (SDG)（如 SDG 12 – 任的消 和生
֟）。 

1.2 治理 
⁸

⁹ ⁸

ҹ ᴰ ꜚ

⁸ ⁸ 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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⁸ ⁸NGO⁸ ҙ ⁸ ⁹

⁹

⁸ ᴰ ⁹ 

 

 (GPSNR)

⁹  GPSNR ↕⁸ ⁹

ᴰ ҹ ṿ ⁹

ά έ ⁹ 

 

 UNGP ֟ /

⁹ 



 

16 | 普利司通集  | 全球可持 采 方  

 

 

 

ױ

/ ⁹ҹ ױ

⁸Ꞌꜚ ⁸ ҙ ⁹

⁹ 

 

ṿ ⁹ 

 

供 商的期望：展 有效的治理 践 

最低要求 
¶ 要求供 商 普利司通、消 者和/或客 的信息索取 求作出回 ，提供有关其֟品和ҙⱵ的

相关信息。 

¶ Ҥ禁供 商参与或容忍任何形式的腐 、 、勒索或 行ҹ。 

¶ 要求供 商根据其ҙⱵ 运 模和范 采取可靠和 定的 Ⱶ控制措施。 

¶ 要求供 商 施适当的保 措施，以保 其ҙⱵ合作伙伴的机密信息和/或知 ֟权，以及个人
数据和/或个人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个人 私。 

¶ 供 商 通 第三方 估或直接沟通的方式，每年向普利司通 告，以 明其遵守本政策的要
求。 

首 践 
¶ 供 商 施清晰的管理 践，包括 消 者和/或客 求的方 、供 商 准、

保存、 告和响 程序， 些管理 践可与ҙⱵ合作伙伴共享。 

¶ 供 商 建立允 匿名 并Ữ存 的申 机制， 要建立相关程序，以 通 此机制
的任何 采取适当的 正措施。 

2. 合 性 
ҙⱵ /

⁹ 

 

ҹ ױ ⁸Ꞌꜚ ⁸ ҙ

⁹

⁹ ҙ ⁹ 

供 商的期望：展 合 性 

最低要求 
¶ 要求供 商遵守有关 断、不当 易限制（ 断 盟、 等）、不公平商ҙ 践或 用市

支配地位等行ҹ的 争法律法 。 

¶ 要求供 商遵守其ҙⱵ运 所在国家和/或地区所有适用的 法律法 以及普利司通的 要
求。 

¶ 要求供 商确保其上游供 的运 遵守其ҙⱵ运 所在国家和/或地区的适用法律法 。 

¶ 要求供 商制定和部署与其ҙⱵ运 模和范 相 的方 、 略、行ҹ准↕、 告制度、培
划和其他必要的方法，以确保合 。 

¶ 供 商 鼓励并支持其上游供 ，了解和遵守与其ҙⱵ相关的国 准和最佳 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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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践 
¶ 供 商 致力于遵守与其ҙⱵ相关的国 准和最佳 践。 

¶ 供 商 其自身及其上游供 的运 是否遵守与其ҙⱵ相关的国 准和最佳 践。   

3. QCD（ 量、成本、交付）与⇔新ҽ措 
Ⱶ⁹

֟ ⁸ ⁸ ҹ Ⱶ⁹ 

 

⇔ ⁹

ҙⱵ ῾ ⁹ 

 
供 商的期望：展 遵守 QCD 原↕的 践 

最低要求 
¶ 要求供 商达到适用法律法 定的 量 准，并达到普利司通的 量要求。 

¶ 要求供 商建立 量保 体系，以确保其达到 量和安全要求以及相关法律和普利司通 准
定的文件和 告要求 

¶ 供 商 努力提高其֟品和服Ⱶ的 量，并探索新技 或 践来提高生֟或交 效率和/或降低
成本，同 足或超越普利司通的 格和 量要求。要求供 商鼓励和支持其上游供 改
相关 践，从而提高֟量和֟品 量。 

供 商的期望：展 ⇔新ҽ措 

最低要求 
¶ 按照普利司通的要求，供 商 根据最佳 践或其他 准ᴨ化生֟力/效率。 

首 践 
¶ 供 商 探索 有和新兴技 ，并在新流程或 践的⇔新中 作用。  

  

4. 可持 采 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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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保采  

⁹ 

供 商的期望：展 保采 践 

最低要求 
¶ 要求供 商遵守其ҙⱵ运 所在国家和/或地区所有适用的 境法律法 。 

¶ 要求供 商具 与其ҙⱵ运 模和范 相 的 境管理体系，以保持合 性，并尽量减少
境的整体 面影响。  

首 践 
¶ 供 商 不断努力提高֟品或服Ⱶ的可追溯性，以 别潜在的 境影响。 

¶ 供 商 不断 别、 控并减少 境的 面影响。 

¶ 供 商 开展培 或 施其他ҽ措，以提高 工 境 和可持 践的 。 

¶ 供 商 致力于遵守与 境 践相关的国 准和最佳 践。 

¶ 供 商 鼓励/支持其上游供 ，了解和遵守与 境 践相关的国 准和最佳 践。 

¶ 供 商 确保/ 其自身及其上游供 的运 是否遵守与 境 践相关的国 准和最佳
践。 

¶ 鼓励供 商 其自身ҙⱵ 行 ，以符合 ISO14001 等良好 境管理 践的国 公 准。 

ҙⱵ

 

 

1.  

2.  

3.  

4.  

5.   

6.  

7.  

 

4.1.1 不 林– 根据全球可持 天然橡胶平台 (GPSNR) 的 定，普利司通在公司的采 和生֟活ꜚ中
不 林，并按要求保 和恢复森林及其他生 系 ，包括具有高保 价ṿ (HCV) 和高碳Ữ量 (HCS) 的地

区， 于 气候 化和保 野生ꜚ物至关重要。公司会与供 商、ҙⱵ合作伙伴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合
作，利用参与式 来 别敏感地区。 

῾ ꜚ

⁹ ῾ ⁹ 

 

ҽ  2018  2 

 2019  4  1  GPSNR ҹ

ҙ ⁹ ά έ ҹ ⁹ 

最低要求 
¶ 要求供 商遵守所有有关森林保 的国家、地区和本地法律法 。 

¶ 要求供 商尽最大努力全面了解其供 的֟品和服Ⱶ的源 ，以 别潜在的 林或相关 。 

¶ Ҥ禁供 商将天然林 化ҹ῾作物或其他非森林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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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 HCV 源网 和高碳Ữ量方案的定ӈ，要求供 商保 和养  HCV 和 HCS 地区。此
要求包括本方 中“4.1.3 考 生物多 性因素”部分的要求。 

¶ 要求供 商在 估任何 展机遇、 制森林地区地 或⇔建与此主 相关的管理 划 ，遵循
自由自愿、事先知情同意 (FPIC) 的原↕。 

¶ 禁止供 商在新作ҙ或当前作ҙ中使用明火/火 行整地、土地管理或出于任何其他原因用火，
但防火 施在合理且已 案的情况下、因 生原因 行 物管理（不得有公共垃圾）、整理植
物 生及其他 急情况除外。 

¶ 供 商 ҹ天然林及其他生 系 的 期保 提供支持并承 其保 价ṿ，包括 被 或被
破坏地区 施 解/ 救 划。在天然橡胶供 中， 要求旨在与 GPSNR 施指南保持一
致。 

首 践 
¶ 供 商 明其致力于 合国可持 展目  (SDG)（如 SDG 15 – 地生物）。 

4.1.2 不开 泥炭地– 在排水并燃 后，泥炭地将向空气中 放大量的二氧化碳，造成气候 化，干
生 系 ，并影响人类健康。 

最低要求 
¶ 要求供 商遵守所有有关泥炭地保 的国家、地区和本地法律法 。 

¶ 无 出于何种原因，Ҥ禁供 商在任何深度的泥炭地上 行排水、清洁、燃 或开 。在天然
橡胶供 中， 要求旨在与 GPSNR 施指南保持一致。 

¶ 要求供 商尽最大努力全面了解其供 的֟品和服Ⱶ的源 ，以 别与泥炭地清除、排水或燃
相关的潜在 。 

 

4.1.3 考 生物多 性因素– 普利司通ҙⱵ运 所在的每个地区都具有独特的生物多 性和生 特征。
有 于此，普利司通致力于了解各地区的特点并化解其采 活ꜚ的潜在影响，特别是在与天然橡胶ҙⱵ和
供 相关的地区。  

最低要求 
¶ 要求供 商遵守所有有关保 、恢复和基 施建 的国家、地区和本地法律法 。 

¶ 要求供 商尽最大努力全面了解其供 的֟品和服Ⱶ的源 ，以 别潜在的生物多 性 或
机遇。 

¶ 要求供 商保 和养  HCV 和 HCS 地区，包括 估生物多 性。 

¶ 要求供 商保 野生ꜚ物，包括稀有、受威 、 危和极度 危物种，使其免受公司管理区域
内偷 、 度狩 和栖息地Ҧ失的影响，同 支持受影响区域内的野生ꜚ物保 活ꜚ。 

首 践 
¶ 供 商 与 NGO 或其他 等Ғҙ机构合作，以 别其所在地区特有的生物多 性 。 

¶ 供 商 按要求制定和公开分享 境管理 划，包括考 ֟品整个生命周期（从֟品开 、采
、生֟、客 使用到寿命 止 段）内的生物多 性因素。 

¶ 供 商 被 或被破坏地区制定 救 划。 

¶ 供 商 明其致力于 合国可持 展目  (SDG)（如 SDG 9 – 工ҙ、⇔新和基 施
以及 SDG 15 – 地生物）。 

4.1.4 水管理- 有关水 和水 源使用及土壤管理的法律法 因国家和/或地区而异。普利司通致力于了解
其ҙⱵ 运所在的每个地区与水 源可用性、水 和水 源使用情况及土壤管理相关的特殊挑 ，并努力
化解相 的潜在影响。在全球范 内，普利司通致力于在开展所有ҙⱵ运 避免影响地表水和地下水的
可用性和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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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要求 
¶ 要求供 商遵守所有有关用水和 水排放的国家、地区和本地法律法 。 

¶ 要求供 商尽最大努力全面了解其供 的֟品和服Ⱶ的源 ，以 别潜在的水 源危机或机
遇。 

¶ 要求供 商管理其用水量，并防止非法的 水排放。 

¶ 要求供 商保 水量和水 ，并尽可能ᴨ化和/或减少运 中的用水。在天然橡胶供 中，
要求旨在与 GPSNR 施指南保持一致。 

¶ 要求供 商保 土壤存量和 量，防止侵 、养分降解、沉降和 染。在天然橡胶供 中，
要求旨在与 GPSNR 施指南保持一致。 

首 践 
¶ 供 商 重复使用或循 利用 水，利用技 收集雨水，减少水的 入量，并探索 水技 。 

¶ 供 商 分析其ҙⱵ，并 别与 境、社会或商ҙ影响有关的 ，特别是在用水 源 地
区。 

¶ ，供 商的ҙⱵ 符合 ISO14001 等良好 境管理 践的国 公 准。 

¶ 供 商 明其致力于 合国可持 展目  (SDG)（如 SDG 6 – 清洁 水与 生
施）。 

 

4.1.5 源和减少 物– 有关 物 理和循 利用的法律法 因国家和/或地区而异。普利司通在
所有ҙⱵ运 地区倡 施良好的 物管理 践，即减少用量、重复使用、循 利用和回收利用。 

最低要求 
¶ 要求供 商遵守所有关于 物 理和循 利用的国家、地区和本地法律法 。 

¶ 要求供 商防止非法 染，并尽最大努力减少 物。 

¶ 要求供 商 通 减少 源用量、重复使用和循 利用措施或 划，提高 源利用率并将֟品
和服Ⱶ的开 、生֟和交付 ֟生的 物减至最低。 

首 践 
¶ 供 商 减少包括物流 在内的包装数量和包装材料用量。 

¶ 供 商 在符合普利司通的֟品 格和 量 准的同 ，与普利司通分享有关减少用量、重复
使用、循 利用和/或回收利用的新方法。 

¶ ，供 商的ҙⱵ 符合 ISO14001 等良好 境管理 践的国 公 准。 

¶ 供 商 明其致力于 合国可持 展目  (SDG)（如 SDG 12 – 任的消 和生
֟）。 

4.1.6 减少能源使用和温室气体排放– 有关能源消耗和排放的法律法 因国家和/或地区而异。但 多
国家和汽 公司均制定了碳中和目 。普利司通制定了 2030 年重点目 ，即我ױ要 二氧化碳减排 

50%（基 ：2011 年排放水平），同 在我֟ױ品和服Ⱶ的整个生命周期和价ṿ 中，致力于 全球二
氧化碳减排， 超 我ױ运 中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五倍（基 ：2020 年排放水平）。 一重点目 是普利
司通 2050 年及以后 期 境愿景的一部分，即“致力于 碳中和”。因此，普利司通不断 找机遇，以便
在֟品或服Ⱶ的整个生命周期内最大限度地提高能源效率、减少能源使用、 入可再生能源 并限制温
室气体排放。 

最低要求 
¶ 要求供 商遵守所有有关能源使用和排放的国家、地区和本地法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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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供 商尽最大努力全面了解其供 的֟品和服Ⱶ的源 ，以 别减少能源使用以及降低和
减少排放的方法。 

首 践 
¶ 供 商 致力于减少能源消耗和/或提高能效。 

¶ 供 商 制定能源管理和 能 划，并与普利司通分享。 

¶ 供 商 制定“基于科学的目 ”，并制定碳中和减排 划，然后与普利司通分享。 包括向普利
司通提供年度 展 告以及二氧化碳和温室气体排放情况。 

¶ 供 商 在运 中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使用。 

¶ 供 商 探索并 施减少或消除温室气体的技 ，或采用 碳中和的生֟和/或材料。 

¶ 供 商 改ҹ使用低温室效 的氟碳化合物，或在运 中心和交付的֟品中使用无氟碳材料
（如适用）。 

¶ ，供 商的ҙⱵ 符合 ISO14001 等关于可持 运 的国 公 准。 

¶ ，供 商的ҙⱵ 符合 ISO50001 等关于能源使用的国 公 准。 

¶ 供 商 明其致力于 合国可持 展目  (SDG)（如 SDG 7 - 廉价和清洁能源）。 

¶ 供 商 通 鼓励其供 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来推广 碳中和的供 。 

4.1.7 ς ⁸ ⁹ 

最低要求 
¶ 要求供 商遵守包括但不限于化学物 控制、使用和 告的国家、地区和当地法律法 。 

¶ 要求供 商根据需要遵守普利司通客 的要求，例如《全球汽 申 物 清 》(GADSL) 中所
述的要求。   

¶ 要求供 商提供的֟品和服Ⱶ不含国家、地区和本地法律法 所禁止或普利司通客 要求所禁
止的化学物 。 

首 践  
¶ 供 商 减少化学物 排放。 

¶ 鼓励供 商遵守如附  II 中的国 范并努力采取最佳 践。 

¶ 供 商 指 和/或支持其ҙⱵ合作伙伴建立化学物 控制体系。 

¶ 供 商 分享相关信息，以向供 中的相关方提供关于化学物 控制、使用和 告的培 。 

 

4.2 ς ҹ Ꞌ

⁹ ҙⱵ Ⱶ ⁸

⁸ ⁸ᴰ ⁸ ⁸ ⁸ ⁹ 

 

↕ ₆ ₇ (UDHR)⁸

₆ ҙ ↕₇⁸ Ꞌ  (ILO)  II ⁹

῾  (FAO) ₆ ↕₇ (VGGT)⁹    

供 商的期望：展 人权的尊重  

最低要求 
¶ 要求供 商遵守其ҙⱵ运 所在国家和/或地区所有有关人权的法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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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供 商尽最大努力全面了解其供 的֟品和服Ⱶ的来源，以提高֟品和服Ⱶ的可追溯性，
并 别潜在的人权影响。 

¶ 要求供 商使用由“ 任的 ֟倡 盟” 制的“冲突 ֟ 告模板”(CMRT) 和“ 告模
板”(CRT)， 估整个供 内的冲突 ֟（ 、 、 和金）和 的 ，并每年向普利司通
集 告。此外，如果 疑或已确 采 物的 物冶 厂不符合相关“ 任的 物保 流
程”(RMAP)，↕要求供 商尽最大努力确定和部署其他采 源或替代 物。 

 
首 践   

¶ 供 商 开展培 ，并提高 工在人权和其他社会 方面的 。 

¶ 供 商 致力于遵守有关人权、工作 境或其他相关 的国 准和最佳 践。 

¶ 供 商鼓励并支持其上游供 ，了解和遵守有关人权、工作 境或其他相关 的国 准
和最佳 践。 

¶ 供 商 其自身及其上游供 的运 是否遵守有关人权、工作 境或其他相关 的国
准和最佳 践。 

⁹ ҙⱵ

 
 

1.  

2. Ꞌꜚ 

3.  

4. Ꞌ   

5.  

 

4.2.1 ς ҙ Ҥ ⁹ 

最低要求 
¶ Ҥ禁雇用童工。 

¶ 如果供 商依靠家庭῾ ，或在文化、ᴰ 或 例上需要青年工人ҹ家庭工作做出 献的地区
开展ҙⱵ，↕要求供 商按要求向普利司通 明青年 工完成的工作不会在身体上、精神上或
情感上 于他ױ的健康和 育֟生任何危害。 

¶ 供 商 支持儿童和青年 工接受教育，如提供合理 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 

4.2.2 Ꞌꜚς ҙ Ҥ Ꞌꜚ⁹ 

最低要求 
¶ Ҥ禁强迫Ꞌꜚ。 

首 践 
¶ 供 商 采取措施，确保所有 工自愿受雇，并保留 据，如以 工可以理解的 言 合

同。 

¶ 供 商 所有 工的就ҙ状况、工 准和工 。 

¶ 供 商不得向 工索要就ҙ 用，并提供 据，以 明未采用 种做法。 

4.2.3 ς ⁹ ҙⱵ

⁹

ҙ

Ⱶ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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ҙⱵ ⁸  (FPIC) ↕

⁹ 

  
⁸ᴰ ҹ ῾

⁹ ҹ ױ / ꜚ

ױ ễ ⁹ ⁸ /

⁹ 

最低要求 
¶ 要求供 商根据 UNDRIP 定的合法方式 得或使用土地。 

¶ Ҥ禁供 商参与土地掠 或从土地掠 者 行采 。 

¶ 要求供 商 尊重合法的土地保有权，包括原住民和当地社区的 有权利、ᴰ 权利和共有权
利 

¶ 即使是合法收 ，亦要求供 商按照公 的国 准遵循 FPIC 原↕。根据 GPSNR 公 的方
法，天然橡胶供 中公 的方法包括政策附 中所述的 UN-REDD (2012)、RSPO (2015)和 

FAO (2015)。供 商不得参与任何开 目的土地掠 。 

首 践 
¶ 如果开 目需要任何土地，那么供 商 遵循 FAO 的《权属 任治理自愿准↕》 

(VGGT)。 

4.2.4 Ꞌ - ҙⱵ Ꞌꜚ ⁸

⁸ ⁹

⁹ 

 

Ꞌ ⁸ ↕

ҹά έ ⁹ 

 

ҙⱵ Ꞌꜚ

⁹  GPSNR ӈ⁹ 

 

最低要求 
¶ 要求供 商遵守有关工作 境和工作 的国家、地区和本地Ꞌꜚ法律法 。 

¶ 要求供 商根据适用的国家、地区和地方法律法 尊重 社自由和集体 判权，并根据国 Ꞌ
工 第 87 号公 等全球公 准中反映的基本国 原↕尊重 社自由和集体 判权，无 当
地法律是否提供类似的保 。 

¶ 要求供 商至少向 工支付国家、地区或当地 定的最低工 ，不得因国籍或社会出身、宗
教、 言、国籍、性别、文化、移民或任何其他身份而做出任何歧 行ҹ，且必 在法律要求
的范 内，提供公平且具有市 争力的工 和福利，使 工能够 担得起体面的生活水平。 

¶ 要求供 商酌情在醒目 向所有 工提供 用水、 生 施、休息区、 急出口和急救装 。 

¶ 要求供 商ҹ当地社区⇔造体面的生活条件，包括提供 取 用水、食物、 生 施及用 方
面的支持。 

¶ 要求供 商支持当地人民的 、社会和文化权利，包括提供 得教育和就ҙ的机会。 

首 践 
¶ 供 商 ҹ 工提供公平、有市 争力的薪酬和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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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 商 以 工可理解的 言撰写管理 与 工之 的ӥ面合同。 

¶ 供 商 提供以非歧 方式雇用 工的 据。 

¶ 供 商 开展培 、研 会或其他教育 划，使管理 和 工了解非歧 践。 

¶ ，供 商的运 符合关于体面工作 境的国 公 准，如 SA8000、相关国 Ꞌ工
公 、国 Ꞌ工 体面工作指 、公平 易国 准或其他条 。 

4.2.5 - ⁸ ⁹

⁸ ⁸

⁸ҳ ҙⱵ ⁹ 

 

⁹ 

最低要求 
¶ 要求供 商始 尊重其 工。 

¶ 要求供 商在运 程中消除虐待行ҹ。 

¶ 要求供 商在其ҙⱵ运 和ҙⱵ关系中 践非歧 、公平及平等原↕。 

¶ 除禁止和防止歧 外，供 商 采取措施，促 基于性别、种族和族裔的公平， 大ᴰ 上
少数群体的就ҙ机会。 

首 践  
¶ 供 商 开展培 、研 会或其他教育 划，使管理 和 工了解非歧 原↕。 

¶ 供 商 鼓励 工 告任何 事件，而不必担心遭到 复、恐吓或 。 

¶ 供 商 遵守有关非歧 和平等待遇的国 准和原↕，如国 Ꞌ工 第 111 号 – 《就ҙ和
ҙ歧 公 》、公平Ꞌ工 会原↕、公平 易国 准或其他相关国 准或原↕。 

4.3  (H&S)   
ҹ  (H&S) ⁸

⁹ 

供 商的期望：展 健康与安全和灾害 防的承
  

最低要求 
¶ 要求供 商遵守有关健康与安全 (H&S) 和灾害 防的国家、地区和本地法律法 。 

¶ 要求供 商制定有关此类 的方 和 划/程序，以及提供 施此类制度和 划的充足 源。 

¶ 要求供 商向所有 工ᴰ达其健康与安全和灾害 防政策和 划/程序，并 事故 防以及事
故 生 采取的必要措施， 所有 工展开培 。 

¶ 要求供 商向 工提供必要的个人防 装  (PPE)，如 目用具、防 面罩、通 、安全
帽、承重手套、 工作靴等，并附有此类 PPE 的使用 明。 

首 践 
¶ 供 商 建立与其ҙⱵ 运 模和范 相 的管理体系，以解决健康与安全和灾害 防 。 

¶ 考 到 工的安全和保障，供 商 制定 急/事故恢复 划。  

¶ ，供 商的ҙⱵ 符合良好健康与安全管理 践的国 公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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ҙⱵ / ҹά έ ά έ

⁹ / ⁹ ҹ

ҙⱵ ⁹ 

 

1. ꜚ 

2.  

3.  

4.  

 

4.3.1 ꜚ ς ҹ Ⱶ ꜚ ⁸

⁹ ₆ ₇ Ⱶ ⁸

≢⁸  (RA) ⁹ 

 

4.3.1.1 Ⱶ ς Ⱶ − ⁹

⁸ ⁹

⁹ 

最低要求 
¶ 要求供 商 施 Ⱶ管理 划，并作ҹ健康与安全政策和 划/程序的一部分。  

 

 
¶ 供 商 定期 所有 工开展 Ⱶ管理 划培 。 

4.3.1.2 ≢ς ≢ ⁹ 

最低要求 
¶ 要求供 商将危 别 划 入到其健康与安全政策和 划/程序中。 

首 践 
¶ 供 商 定期 工 行危害 别培 ，并鼓励其参与危害 别 划。 

4.3.1.3 ς  

 (RA) ≢ ≢

⁹ 

最低要求 
¶ 要求供 商 施 估 划。 

¶ 要求供 商采取措施 解已 别的 。 些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安装相 的消防警 系 、
火器、室内消防栓、防火卷帘和其他必要的 。 

¶ 要求供 商定期 安全 ，以确保在 生事故 能够正常运行。 

¶ 要求供 商定期 工作 所和机器 行安全 和 。  

¶ 要求供 商清楚 示并定期 疏散路 和 急出口，以确保在 急情况下正常运行。 

首 践  
¶ 供 商 保存何 行安全 和 的文件 。 

¶ 供 商 安装安全机械装置，如 保 机构的装置、安全自 装置和 装置/ 。 

¶ 供 商 利用如 控相机、雷达、ᴰ感器、激光等技 控危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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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4 ς ⁹Ⱶ

ᴰ Ҥ ⁹  
 

o ⁸ ά[h¢hέ 

o  

o  

o ≢ ⁸ Ữ⁸ / ⁹ 

o /Ҥ ⁹ 

最低要求 
¶ 要求供 商制定有关 别、避免和 工作 所 的 定，并作ҹ健康与安全管理体系的一

部分。  

¶ 要求供 商向所有 工ᴰ达 些 定。 

首 践 
¶ 供 商 根据国 范和公 的最佳 践，制定自己的 LOTO 准。 

¶ 供 商 明确指示危 /有害或禁止区域。 

¶ 供 商 别和 有害化学物 ，并采取措施，确保其安全 理、存Ữ、 置和/或回收（如
适用）。 

¶ 供 商 安装安全装置和防 屏障。 

4.3.2 ς ⁹

/ ֟ ⁹ 

最低要求  
¶ 要求供 商安装消防警 系 和其他必要的探 。 

4.3.3 ς ҹ /

֟ ⁹ ᴰ ҹ Ⱶ

⁹ 

最低要求 
¶ 要求供 商在每个可能 生 急情况的地点 所有 工 行培 和提醒，并在 急情况 生之

前向其展示疏散路 。 

¶ 要求供 商事先准 必要的疏散物 ，如急救 等，并在疏散 程中提供此类物 。 

¶ 要求供 商尽快向普利司通 告任何可能影响供 的 急情况。 

首 践 
¶ 鼓励供 商 行 急疏散演ӟ，并将教育培 入流程和程序。 

4.3.4 ς ҹ

⁹ ⁹ 

最低要求 
¶ 要求供 商将 防复 划（“ 教 ”） 入其健康与安全和灾害 防方 以及 划/程序

中。 

首 践 
¶ 鼓励供 商将新的学ӟ内容和非必需元素也 入其 有的健康与安全方 和灾害 防 划/程序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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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4.4.1 ς ⁹

⁸ ⁸ ⁸ ꜚ ֟ ⁹

⁸ ⁹ 

 

ҙⱵ ҳ

⁹ 

 

ӈҹά έ⁹ ӈҹά έ⁹ 

最低要求 
¶ 要求供 商遵守有关灾害 防和 解的国家、地区和本地Ꞌꜚ法律法 。 

首 践 
¶ 供 商 通 灾害 防和 解 划，在其 运 程中形成 性和灵活性。 

¶ 供 商 消 者或客 需求制定突 情况 划，例如 供 、需求中断或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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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I - 和定ӈ  

⁸ ⁸ ᴴ ⁹ά έ

⁸ ⁹ 

 

₆ ₇ ꜚ ֟ ⁹

ꜚ ⁹ ⁹ 

 

ҹ ҹ ֟

 ⁹ 

 

/ Ꞌꜚ ⁹ /

Ꞌ  138 15  18 ҹ

⁹ Ꞌ ⁸ 14 ҹ

⁹ 

 

ӈ ֟ ӈ⁸

⁹ 

 

ҹ ṿ (HCV) Ữ  (HCS) ⁹   
 

Ҥ ⁸ ⁸ ⁸ ≢⁸ ⁸ ⁸ ⁸ ⁸ ⁸

⁸ ҹ⁹ 

 

⁹ 

 

/ ֟֟ Ⱶ⁹ 

 

 (REDD) ⁸  (FPIC) ↕⁹FPIC 

↕ ҹ ⁸ ⁸

ҙ ҳ ⁹  UN-REDD  FPIC ӈ ά έ⁸ά έ ά έ ӈ⁹ 

 

Ꞌ  29 ӈ Ꞌꜚ

Ⱶ Ⱶ⁹ 

  
 

Ꞌꜚ ӈҹ  

o Ꞌꜚ 

o ṽ ễ ṽ  

o Ꞌꜚ  

o Ꞌꜚ  

o  

o / / *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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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ҹ Ꞌꜚ⁹

⁹ 

 

῾ ӈ  0.5 ⁸  5 ⁸  10% 

ṿ ⁹ ῾ҙ ⁹ 

 

⁹₆ ₇(UNFCCC) 

ӈ ҹ  

o  (CO2) 

o  (CH4) 

o  (N2O) 

o  (HFCs) 

o  (PFCs) 

o  (SF6) 

o  (NF3) 
 

⁸ ҹ ⁸

⁹  
 

Ữ  (HCS) ҹ ⁹  HCS 

ӈ HCS ά ṿ

έ⁹ 

 

 HCV ӈ ṿ (HCV) ⁸ ⁸ ҹ ӈ

⁸ ⁸ ṿ⁹  HCV ҹ  HCV ӈ ⁹ 

 

ҹ   

o ҹ ҹ ⁹ 

o /  

o  

o ⁸  

o ⁸   

o  

o ⁹ 

  
₆ ₇  

(i) ≢ (ii) ⁸ (iii) 

↕ ⁸ ≢ (iv) ꜚ⁸

(v) ⁸ ӈ ↕⁹ 

 

֟ ⁸ ⁹ ֟

Ⱶ ֟ ṿ ⁹ 

 

⁹ 

 

ҹ ⁹ ҹ ⇔ ⁸

ҙⱵ ⁹ 

 

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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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⁹

֟ ⁹ 

 

⁹ ҙⱵ⁸ /

⁹ 

 

ҙ ⁹ 

 

ṿ ⁸

⁹ ⁸ ⁸ ⁸ ҹ ⁹ 

 

ҙ  1.5°C  

2°C⁹ 

 

῾ ⁸ ῾ ⁹ ῾ ӈ ῾ ῾ ⁸

⁸ ױ  10 ⁹ ῾ ҹ

῾ - Ꞌꜚ ֟ ῾֟ ⁹ 

 

ꜚ ⁹ ҙⱵ

⁸ ⁸ ⁸ ⁸ ҙ ⁸ қ⁸ ⁸NGO⁸

⁸ ⁹ 

 

ӈ ֟ Ⱶ ҙⱵ

⁹ 

 

₆ ₇ ֟ ⁹ 

 

ҙⱵ ⁸

⁸ Ꞌꜚ ⁹  
 

֟ ⁸ ֟ ⁸ ֟

⁹ 

 

ҙⱵ ⁸ ⁸

⁹ 

 

ҳ ⁹ ҳ

⁹ 

 

ά έ ӈ  18 ⁹ 

  



 

32 | 普利司通集  | 全球可持 采 方  

 

 

  

 

附  II –  

引用的参考文献 

 



 

33 | 普利司通集  | 全球可持 采 方  

 

 

 

 

附  II - 引用的参考文献 

⁹ 

 

¶  

¶ ₆ ꜚ ₇  

¶ ῾  (FAO)₆2015 ₇ (FRA)  

¶ FAO ₆ ↕₇(VGGT) 

¶ ₆ ₇(GADSL)  

¶ Ữ  

¶ ṿ  

¶ ₆ ₇ 

¶ ₆ ⁸ ₇ 

¶  (IISD) 

¶ Ꞌ  

¶  138  ï₆ ₇  15  14 

⁹ 

¶  146  ï ₆ ₇ ҹ 16 ҙ ҙ ⁹  

¶  182  ï ₆ Ꞌꜚ ₇  18 ⁹ 

¶  29  ï ₆ Ꞌꜚ ₇ Ꞌꜚ ⁹ 

¶  105  ï₆ Ꞌꜚ ₇ Ꞌꜚ ⁹ 

¶  110  ï₆ ₇ ҙ ⁹ 

¶  111  ï₆ ҙ ҙ ₇ ҙ ҙ ӈ ñ

ò⁹ 

¶  100  ï₆ ₇ ⁹ 

¶  87  ï ₆ ₇ ⁹ 

¶  98  ï₆ ₇

⁹ 

¶  169  ï₆ ₇ Ғ

⁹ 

¶ ISO14001 -   

¶ ISO20400 -   

¶ ISO 26000 -   

¶ ISO 9001 -   

¶ 2015 ₆ ₇  

¶ ҙ  (OSHA) 

¶  (OECD)₆ ֟ ₇ 

¶  ï  

https://www.bridgestone.com/responsibilities/guideline/
https://www.cites.org/
http://www.fao.org/docrep/017/ap862e/ap862e00.pdf
http://www.fao.org/docrep/016/i2801e/i2801e.pdf
http://www.gadsl.org/
http://highcarbonstock.org/what-is-the-hcs-approach-steering-group/
https://www.hcvnetwork.org/about-hcvf
http://www.ohchr.org/en/professionalinterest/pages/ccpr.aspx
http://www.ohchr.org/EN/ProfessionalInterest/Pages/CESCR.aspx
http://www.iisd.org/topic/sustainable-development
http://www.ilo.org/global/lang--en/index.htm
http://www.iso.org/iso/home/standards/management-standards/iso14000.htm
http://www.iso.org/iso/catalogue_detail?csnumber=63026
http://www.iso.org/iso/home/standards/iso26000.htm
http://www.iso.org/iso/home/standards/management-standards/iso_9000.htm
https://www.osha.gov/OshDoc/data_General_Facts/factsheet-lockout-tagout.pdf
https://sustainablenaturalrubber.org/policy-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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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  ⁸  

¶  (SAI)  

¶ ₆ ₇ ïñ ò 

¶ 2020 қ ↕ ↕ 

¶  (REDD+) ҽ  

¶ ₆ ₇ 

¶  

¶ ₆ ҙ ↕₇ 

¶ ⁸ Ғ   

¶ ₆ ₇ 

¶ Ⱳ  

¶  

¶ ₆ ₇ 

¶ ↕ 31 (globalnaps.org)  

¶  REDD ⁸ ↕ 

https://rspo.org/news-and-events/announcements/free-prior-and-informed-consent-guide-for-rspo-members-2015-endorsed
http://www.sa-intl.org/index.cfm?fuseaction=Page.ViewPage&PageID=937
http://www.landcoalition.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resources/tiranadeclaration.pdf
https://tokyo2020.jp/en/games/sustainability/data/sus-principles-EN.pdf
http://www.uncclearn.org/sites/default/files/inventory/un-redd05.pdf
http://www.un.org/esa/socdev/unpfii/documents/DRIPS_en.pdf
http://www.unep.org/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Publications/GuidingPrinciplesBusinessHR_EN.pdf
file://///jptokymeyfl61.jpn.pacrim.ey.net/GROUPROOT3/00/E18877503/Drafts%20of%20Guidelines%20&%20Policies/LATEST%20Drafts/Local%20BS%20Folder/9%20Dec%20Meeting/Local%20BS%20Folder/For%2028%20Oct%20Meeting/Working%20Copies/•http:/www.un.org/womenwatch/osagi/UN_system_policies/(UNHCR)policy_on_harassment.pdf
http://www.un.org/climatechange/summit/wp-content/uploads/sites/2/2014/07/New-York-Declaration-on-Forest-%E2%80%93-Action-Statement-and-Action-Plan.pdf
http://www.un.org/climatechange/summit/wp-content/uploads/sites/2/2014/07/New-York-Declaration-on-Forest-%E2%80%93-Action-Statement-and-Action-Plan.pdf
https://www.unodc.org/unodc/en/human-trafficking/what-is-human-trafficking.html
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http://www.un.org/en/universal-declaration-human-rights/
https://globalnaps.org/ungp/guiding-principle-31/
https://un-declaration.narf.org/wp-content/uploads/2013unredd-fpic-guidelines.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