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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在线供应链调查的产品生命周期评价

江志兰１，２，向思静１，２，王洪涛１，∗，侯 　 萍２，庄志红３，刘 　 宇３，彭 　 玲３，潘晓勇３，
王　 炼４　
１ 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 成都　 ６１００６５

２ 成都亿科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　 ６１００６５

３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绵阳　 ６２１０００

４ 四川长虹格润再生资源有限责任公司，成都　 ６１０４０４

摘要：产品生命周期评价（ＬＣＡ）中的供应链数据收集非常困难而且效率低下，因而在产品 ＬＣＡ 研究中常常近似处理、甚至忽略

供应链实际生产过程，严重影响了 ＬＣＡ 的数据质量与可信度。 开发专门的供应链数据收集工具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
介绍了可进行在线供应链调查、建模与计算分析的 ＬＣＡ 系统 ｅ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基于该系统提出了在线的 ＬＣＡ 工作方法，通过长虹美

菱冰箱的应用案例验证了系统与方法的可行性，为提高产品 ＬＣＡ 的效率和质量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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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周期评价是定量化、系统化评价产品整个生命周期中所造成资源环境影响的标准评价方法［１］，是产

品环境管理的重要基础。 产品 ＬＣＡ 依赖于大量的数据收集，一部分来自于企业和供应链的实际生产过程调

查（称为实景过程数据 Ｆｏｒｅｇｒｏｕ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ｄａｔａ），另一部分则来自 ＬＣＡ 数据库（称为背景过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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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ｄａｔａ）。 其中实景数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ＬＣＡ 结果的数据质量和结论的可

信度，因此一些 ＬＣＡ 方法标准对实景数据收集作出了具体要求。 世界资源研究所 ＷＲＩ ／ ＷＢＣＳＤ 在《温室气体

核算体系：企业价值链（范围三）核算与报告标准》 ［２］中提到企业应从供应商及价值链上收集一手数据（即实

景数据），以更好地呈现企业供应链上的活动，从而确定供应链内最大的能源、原材料和资源消耗所在。
《ＰＡＳ２０５０：商品和服务在生命周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评价规范》 ［３］ 要求产品生命周期碳足迹的贡献至少有

１０％来自供应链实景过程。 韩国《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Ｃａｒｂｏｎ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标准［４］规定一级供应商需收集实

景数据，二级及以上供应商可采用背景数据。
尽管产品供应链实景数据对 ＬＣＡ 研究非常重要，但目前很多产品 ＬＣＡ 研究并未进行供应链生产过程的

调查［５⁃１３］是采用原料消耗量、甚至产品材质含量，配合原材料基础数据库进行计算。 这不仅影响了数据质量，
难以辨别实际生产过程的重点环节，产品供应链协同改进更无从谈起，从根本上削弱了 ＬＣＡ 的意义和应用价

值。 尤其是采用产品材质含量进行计算，其实忽略了生产过程的材料损耗、能耗和环境排放，是一种粗略的估

算方法，难以支撑 ＬＣＡ 的实际应用和发展。
造成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 ＬＣＡ 的供应链数据收集工作难度大［１４］，普遍仍采用现场走访企

业、人工处理数据调查表、通过邮件和电话形式沟通确认，造成数据收集工作效率低下；另一方面更为重要和

根本的原因是缺乏针对供应链数据收集的 ＬＣＡ 软件工具。
针对企业开展 ＬＣＡ 以及供应链数据收集困难的问题，国内亿科环境公司已经开发了完全在线的 ＬＣＡ 系

统 ｅ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不仅可以在线完成供应链数据收集，而且可以在线完成 ＬＣＡ 建模与计算分析，并开展了实际应

用案例研究。 基于 ｅ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系统，本文提出了在线开展供应链调查和 ＬＣＡ 的工作方法，介绍了长虹美菱冰

箱的研究案例，进一步探讨了在线 ＬＣＡ 系统的发展方向。

１　 国内外 ＬＣＡ 软件工具

目前国内外开展 ＬＣＡ 工作时主要采用单机版软件工具，国外常见的主流软件主要有：德国 ＰＥ 国际有限

公司研发的 ＧａＢｉ 软件，用于进行产品和工艺的生命周期分析，数据库庞大，涵盖 ６００ 个单元过程，５０００ 条清

单数据；荷兰 ＰＲ６ 咨询公司研发 ＳｉｍａＰｒｏ 软件，集成了 Ｅｃｏ—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９９，Ｅｃｏｐｏｉｎｔｓ９７（ＣＨ），ＣＭＬ２００１ 等在内

的生命周期评价方法，重点针对产品研发和产品设计；美国 Ｅｃｏｂｉｌａｎ 公司开发的 ＴＥＡＭＴＭ软件，针对复杂的工

业系统及相关的生命周期计算分析，数据库涵盖了金属类、纸类、废弃物管理领域方面的数据；瑞典 ＣＩＴ
Ｅｋｏｌｏｇｉｋ 开发的 ＬＣＡｉＴ 软件，是第一个采用图形界面的 ＬＣＡ 软件，用于产品与过程的环境负荷分析。 国内仅

有的全面的 ＬＣＡ 分析软件是有四川大学与成都亿科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 ｅＢａｌａｎｃｅ 软件，拥有中国本地

化的基础数据库并兼容 Ｅｃｏｉｎｖｅｎｔ 与 ＥＬＣＤ 数据库，支持碳足迹在内的 ＰＥＦ１４ 种环境影响评价。
以上各类 ＬＣＡ 软件工具尽管有强大的计算分析功能，较为丰富的基础数据库，支持不同类型环境影响的

评价分析，但共同存在的缺陷是均为单机软件工具，主要以本地化人工录入与导入数据完成建模计算，无法实

现来自产品供应商数据的自动采集，不能解决 ＬＣＡ 供应链数据收集的问题。 但 ＬＣＡ 软件工具开发商已经意

识到了这一问题，并开始研发专门的工具。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ＧａＢｉ 软件开发商 ＰＥ 国际有限公司发布了在线的供

应链数据收集工具 ＬＣＡ Ｈｕｂ，声称能将“ＬＣＡ 工作效率提升 ３０％，同时也能得到更准确的数据”，尽管其 ＬＣＡ
建模与计算分析仍然需要在 ＧａＢｉ 软件中完成，但数据收集已开始向在线系统发展。 国内亿科环境公司的

ＬＣＡ 系统已经实现了从数据收集到建模计算分析等全程在线的生命周期评价。

２　 在线的 ＬＣＡ 工作方法

ＬＣＡ 分为 ４ 个基本步骤，分别是目标与范围定义、清单分析、影响评价和结果解释［１］，都可以在 ｅ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系统中完成。 ｅ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是一个在线信息系统，可以部署在公有云服务器上作为公共平台，企业也可在内部服

务器上自建系统。 用户无需下载和安装，通过浏览器访问系统就可以开展 ＬＣＡ 工作。 系统的工作流程如图 １

２ 　 生　 态　 学　 报　 　 　 ３６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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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企业用户创建产品模型并完成自身的生产过程调查，对于重要的物料消耗，可以在线向供应商发出数

据请求，获得供应商的产品模型和数据，结合系统包含的基础数据库，最终完成产品的生命周期建模与计算分

析。 此外，经许可的第三方或审核认证机构也可以在线进行数据核查。

图 １　 ｅ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系统工作流程

Ｆｉｇ．１　 Ｗｏｒｋ ｆｌｏｗ ｏｆ ｅ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在供应链调查过程中，供应商用户也有自己的原材料和供应商，也能在系统中继续调查自己的上游供应

商，从而实现多级供应链的调查。 这既是提高 ＬＣＡ 数据质量和可信度的有效方法，更是未来开展多级供应链

协同改进的基础。 对于大多数用户而言，通常既是产品的生产企业，同时也是下游客户的供应商，因此用户使

用系统的方式非常相似，具体的工作方法如下。
２．１　 目标与范围定义

目标与范围定义是 ＬＣＡ 研究的第一步，是后续工作步骤中选择和判断的主要依据来源［１５］。 用户登录系

统后，可以创建新的产品模型，并描述 ＬＣＡ 的目标与范围，包括功能单位、时间地区代表性、技术代表性、是否

代表特定生产者及供应链或代表行业平均等，范围定义包括系统边界、取舍原则与环境影响类型。 本系统可

以进行多种环境影响类型指标供的计算与分析，例如欧盟产品环境足迹（Ｐｒｏｄｕｃ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ＰＥＦ）建议的 １４ 种环境影响类型，如全球暖化 、酸化、富营养化、一次能源消耗、不可再生资源消耗、水耗、可
吸入无机物等。
２．２　 数据收集与录入

ＬＣＡ 需收集各个过程的物料消耗、能耗、排放以及运输数据。 通常情况下，企业生产活动范围的数据应

最先被收集，其中物耗来源于产品设计方案、生产统计、生产工艺资料等，能耗主要来源于生产统计或按设备

功耗估算，排放数据来源于现场监测、物料平衡估算、产排污系数等，运输数据来源于企业进出货记录。 上述

原始数据需要进行处理，得出生产单位数量产品的物耗、能耗、排放和运输数据，称为过程清单数据（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ｄａｔａ），随后录入产品模型中相应生产过程下的消耗表与排放表中。

对于结构复杂的产品，如机械类、电子电器类产品，为简化其繁杂的零部件和物料数据录入工作，系统可

直接导入产品物料表 ＢＯＭ（Ｂｉｌｌ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ＢＯＭ 表包含多层级零部件及其相关属性，如规格型号、编码、制
造商等信息，导入后系统可自动建立多层级产品生命周期树形模型，在提高数据录入效率的同时，也较好保证

了数据的完整性与准确性。 若产品的原料较为简单，也可在系统中手工逐项添加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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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支持完整记录每项清单数据的数据来源。 选择各项消耗或排放清单数据，可以添加其算法公式以及

公式所包含各项原始数据的数值和资料来源，系统可自动将原始数据计算为单位产品的清单数据。 这有利于

确保数据的透明度、可追溯、可重复，为模型数据的更新与审核提供了便利。
产品和原料的运输过程可能因运输工具改变而分为多个运输路段，甚至可能是从多个始发地到多个目的

地的多条运输路径。 系统支持详尽记录和计算产品、各项消耗和排放的多路径、多路段的运输过程，包括运输

毛重、各条路径的运输份额、各运输路段的起止地点、运输距离、运输工具类型，并与相应运输数据库关联和

计算。
产品生命周期还包括使用和废弃处置过程。 使用过程数据主要来源产品特征数据或使用阶段调查，如根

据使用寿命、工作方式判断使用过程的投入排放。 产品废弃回收数据来源于最终回收商对废弃产品的处置活

动，数据收集类似于企业生产数据的收集。
２．３　 供应链调查

为提高产品生命周期评价的数据质量和可信度，识别供应链上重要环节的环境影响，判断分析可改进环

节，应该对重要物料的供应链生产过程进行调查。 所调查的物料包含零部件、辅料及包装，对于次要零部件和

辅料可不调查实际生产过程和运输，而采用其材料含量和基础数据库进行近似计算，不含稀贵和高纯成分、重
量很小的零部件和用量很少的辅料可根据取舍原则忽略，具体调查建议参见表 １。

表 １　 数据调查方式建议

Ｔａｂｌｅ １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Ｄａｔａ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物料种类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ｔｙｐｅｓ 重量比 Ｗｅｉｇｈｔ ｒａｔｉｏ ／ ａ 调查要求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重要物料 Ｋｅｙ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 ≥ ５％ 应调查物料生产过程

次要物料 Ｍｉｎｏｒ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１％ ＜ ａ ＜ ５％ 可按材质含量和基础数据库近似计算

不重要的物料 Ｕ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 ≤ １％ 可忽略，总共忽略的部分不能超过产品重量的 ５％

　 　 ａ 为物料重量与产品重量的比值

供应链调查过程包括发送数据请求、供应商提交模型和数据、数据审核。 系统根据产品模型中物料属性，
可以判断外协外购物料并为其生成数据请求列表，企业用户参照表 １ 的调查建议，在生成的请求列表中选择

需要进行供应链调查的物料并将数据请求发送给相应的一级供应商。 数据请求内容包括需要调查物料的名

称、规格型号、功能单位、填报须知等信息，可设置请求回复的期限。 请求发送后系统将邮件通知供应商，提醒

供应商及时查看与处理请求。
供应商登录系统后，可以创建新的产品模型或者选择已有的产品模型用以回复收到的数据请求。 供应商

可以编辑录入其产品生产过程的消耗、排放、运输数据，数据收集与处理方式如 ２．２ 的描述。 在完成模型数据

收集填报后将请求回复给企业用户。 企业用户可以审核供应商提供的模型和数据，审核通过后该物料的模型

和数据自动合并到企业产品的模型中，从而扩展了产品模型中实景过程。
一级供应商还可以继续发送数据请求给二级供应商，从而实现多级供应链的调查，这是提高 ＬＣＡ 数据质

量和可信度的有效方法。 而且，企业与各级供应商可以同时进行数据收集和在线填报，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供

应链上数据调查的效率。
２．４　 关联数据库

基础原材料和能源消耗通常不用调查供应链生产过程，而直接关联基础数据库，即可得到完整的生命周

期模型，并进行计算分析。 本系统的基础数据库包括中国生命周期核心数据库 ＣＬＣＤ［１６］、欧盟 ＥＬＣＤ［１７］ 和瑞

士 Ｅｃｏｉｎｖｅｎｔ［１８］数据库，可以提供国内外主要基础原材料和能源的背景过程数据。
数据库的选择应遵循以下原则：①数据代表性，应优先选择代表原材料和能源产地生产水平的公开数据

库，数据的参考年限应优先选择近年数据，仅在没有符合要求的原产地数据的情况下，可以选择国外同类技术

数据作为替代；②数据完整性，背景数据库本身应该完整，应该包含主要的基础原材料和能源的开采与制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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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即覆盖这些基础原材料和能源从资源开采到出厂为止的过程，保证产品生命周期的完整性；③数据一致

性，所有被选择的背景数据均应覆盖产品评价中所选取的环境影响类型。
随着供应链调查与产品 ＬＣＡ 工作的积累，产品与物料数据库不断激励，包括企业自己的生产过程数据和

供应商提供的零部件和原材料的 ＬＣＡ 数据，后续产品的评价若有相同或相似物料投入时，可直接关联物料数

据库，通过数据重用可以提高 ＬＣＡ 工作效率。
２．５　 检查与审核

数据收集录入与关联数据库的工作完成后，需对产品模型数据进行检查。 在单元过程上可通过输入与输

出的质量对比进行物料平衡检查，检查出如单位有误或出入较大的清单数据。 在模型层面上可进行消耗与排

放的完整性检查以及供应链调查进度检查。 完整性检查一方面是检查需追溯的上游过程数据是否有遗漏，并
根据取舍原则判断是否需要继续追溯；另一方面是检查排放表中是否涵盖了要评价的影响类型所包含的物

质。 进度检查主要是包含各级供应商当前数据请求处理状态，是否提交或审核。 产品模型数据检查能快速发

现问题并查遗补缺，为模型数据完整性、可靠性提供帮助。
企业需审核上游供应商回复的数据请求，若模型数据有误将返回给供应商修改，可在留言处说明修改内

容，待所有物料模型审核通过后即完成了整个产品的建模与数据填报。
系统还支持第三方在线评审，将评审请求发送给外部评审专家，专家可以在线审核所有数据及其数据来

源，而并不需要复制任何拷贝，有利于数据的保密。 由于产品模型中完整记录了所有数据来源，这对评审工作

的顺利展开是十分有利的。 用户还可根据自己意愿发布评审后的结果，通过网络平台进行更广泛的 ＬＣＡ
交流。
２．６　 计算结果与分析

系统能计算产品全生命周期及树形模型上各过程的环境影响，也可以对不同供应商零部件影响结果进行

比对分析。 系统能得出不同环境影响类型指标的计算结果，并按照产品树形结构展开显示各零部件的环境影

响大小，即过程累积贡献。 通过分析清单数据敏感度确定对结果影响最大的清单数据，找到最重要的改进点。
此外，计算结果辅以图表直观显示，结果可供导出。

３　 案例应用

在 ｅ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系统上，２ 周内完成了长虹美菱冰箱的一级供应链调查和产品 ＬＣＡ，在 １ 周内完成了 ８ 家一

级供应商共 １４ 个外购部件生产数据的调查。
长虹美菱三门冰箱（型号 ＢＣＤ２０６⁃Ｋ３Ｂ，容积 ２０６Ｌ）的生产过程数据来源于美菱生产现场调查与产品

ＢＯＭ 表，销售运输数据来自合作物流公司统计数据，使用过程数据根据产品特征数据分析得到，主要通过产

品使用寿命与日电耗计算出使用阶段的电耗，废弃回收过程数据来源于长虹格润再生资源责任有限公司拆解

现场调查，根据 ＩＳＯ１４０４４ 标准［１９］ 建议的方法，冰箱拆解回收后得到再生铝、铜、铁、塑料，按照再生材料的市

场价值与初级材料市场价值的比值进行分配，再生材料的环境影响为负值，部分抵扣材料消耗造成的环境影

响。 图 ２ 为冰箱生命周期各阶段对不同环境影响类型指标的贡献。
所调查的外购部件包括重量比大于 ５％的如压缩机、冷藏蒸发器总成、冷冻蒸发器总成、包装箱的生产过

程，还包括如温控盒组件、电源线、门封条、果菜盒、压缩机底板组件等重量占比小于 ５％的零部件生产过程，
其余大部分为企业自制件，最终只忽略了如粘胶海绵、不干胶标贴、纸胶带、牙膏辅料总重量不超过 １％的部

分。 最终调查结果显示来自供应商调查的外购部件 ＧＷＰ 贡献占冰箱产品生产总贡献的 ２５．６％。 图 ３ 展示了

冰箱主要零部件的全球暖化潜值。
对比供应商调查前后冰箱生产的 ＧＷＰ 值，调查前为 ２１６．５ ｋｇＣＯ２，调查后为 ２４５．８ ｋｇＣＯ２。 增加部分一方

面是由于通过供应商数据填报，零部件的子零件及材质更加精确完整的结果；另一方面是补充完善了供应商

零部件现场生产以及运输的环境影响的结果，供应商调查前后主要零部件 ＧＷＰ 值对比见图 ４， 从图中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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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冰箱生命周期各阶段对多种环境影响类型指标的贡献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ｃｈ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ｓｔａｇｅｓ ｔｏ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ＧＷＰ：全球变暖潜值（Ｇｌｏｂａｌ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ＡＰ：酸化潜值（Ａｃｉ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ＥＰ：富营养化潜值（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ＣＡＤＰ：中

国资源消耗潜值（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ｄｅｐｌｅｔｉｏ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ＰＥＤ：一次能源消耗（Ｐｒｉｍａｒｙ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ｅｍａｎｄ），ＩＷＵ：工业用水量（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ｕｓｅ）

图 ３　 冰箱主要零部件全球暖化潜值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ｍａｉｎ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 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ｏｒ

出压缩机调查后的影响比调查前更小，是因为调查前整机厂没有压缩机具体的子零件重量与材质数据，粗略

的根据压缩机的重量全部按钢铁材质处理关联数据库，计算得到的结果，这与供应商填报后将压缩机细化至

７０ 个子零件，并补充压缩机生产的能耗排放得到的结果相比，准确度不高。 由此可见，应用 ｅ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系统开

展供应商调查、收集实景过程数据对提高 ＬＣＡ 数据质量是非常有帮助的。
此外，在应用系统开展供应商调查工作时，参与填报的供应商均未参加系统培训或 ＬＣＡ 相关讲座，仅依

照系统填报指南与系统在线协助完成此次调查，从最初的数据请求发出到供应商填报完毕到最后全部审核通

过耗时 ２ 周，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系统的易操作性，提高了企业与供应商的 ＬＣＡ 工作效率。

４　 结论与讨论

从 ｅ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的功能设计和工作方法看，在线 ＬＣＡ 系统彻底改变了 ２０ 多年来的 ＬＣＡ 传统工作模式。 传

统 ＬＣＡ 软件只能安装在单台计算机上、任何时候只能一个人使用，使用此计算机和软件的用户只能独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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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供应商调查前后主要零部件全球暖化潜值对比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ｍａｉｎ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ｉｅｒ ｓｕｒｖｅｙ

数据收集、建模、计算分析等工作，这极大限制了 ＬＣＡ
案例调查和研究的范围以及深入程度。 而在线 ＬＣＡ 系

统允许多个用户、多级供应商同时填报数据，共建一个

产品 ＬＣＡ 模型，这使得复杂产品生命周期研究成为

可能。
从 ｅ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应用案例的效果来看，在线 ＬＣＡ 系统

成倍地提高了供应链数据调查和产品 ＬＣＡ 研究的工作

效率，也改善了 ＬＣＡ 数据质量。 通过在线发送数据请

求、导入 ＢＯＭ、记录数据来源等功能，简化、规范了数据

填报和审核工作，企业技术人员经过简单培训或讲解即

可使用。 随着人员能力建设、企业和供应商数据的积

累，这项工作还可以更加简便和快捷。 同时，直接调查

供应链生产过程、减少使用数据库数据，也是提高 ＬＣＡ
数据质量的最有效方法，是支撑 ＬＣＡ 更广泛应用的重要基础。

但从 ｅ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应用案例的实施过程看，尽管越来越多的行业领先企业都重视并积极开展 ＬＣＡ 研究，但
目前供应链的配合程度仍然比较低，大多数供应商并不了解相关方法及其意义，这导致多级供应链调查的协

调工作非常困难。 这个问题一方面是需要领先企业、行业、政策乃至社会的持续推动，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工具

层面集成更多功能，为企业提供更多实用价值。 例如，ＲｏＨＳ、ＲＥＡＣＨ、ＷＥＥＥ、冲突矿产等国内外环保法规都

涉及供应链环境信息的调查，可以与 ＬＣＡ 调查工作集成，减少冗余的工作环节和冗余的数据，同时增加调查

工作的价值。 借助各方面的法规和客户要求，推动供应链参与。
ｅ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系统目前已增加了材料与有害物质声明、再生利用率计算、冲突矿产声明等功能，可以帮助企

业建立更全面、更高效的产品及供应链环境管理系统，未来可以用于企业绿色采购和绿色供应链管理，支持产

品生态设计和供应链协同改进，满足市场、政策和社会对企业环保的要求，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这也

是产品生命周期评价的根本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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