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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供应链整合：研究述评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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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更好地响应“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企业有必要整合供应商和客户共

同开展绿色环保实践，以便在实现环境绩效的同时，促进经济效益，收获社会声誉，提升可持续

竞争力。目前，绿色供应链整合领域已形成一定的理论成果，但缺少系统性的综述研究帮助我

们全面了解国内外研究概况。鉴于此，本文通过文献梳理，首先阐明了绿色供应链整合的概念

内涵，将其细分为内部绿色整合、供应商绿色整合和客户绿色整合三个维度；其次归纳了绿色

供应链整合的影响因素，包括利益相关者压力、环保意识，以及资源与能力；随后分析了绿色供

应链整合通对企业环境、财务和社会绩效产生的正面和负面影响；最后，在总结现有研究的基

础上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关注软性资源与能力对绿色供应链整合的影响效果及多元因素的

组态效应，深入探究控制机制和情境因素在前因分析中的调节作用，重视绿色供应链整合可能

带来的负面效果。本文构建了绿色供应链整合的整体框架，旨在厘清相关研究的脉络，为管理

实践者摆脱绿色供应链整合中的困境提供更全面的见解。本文也激励研究者对一些研究空白

展开探讨，以丰富绿色供应链整合的理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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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严峻的生态问题使企业在环境方面的行为受到政府监管机构与社会各界的重点关注（陈

秋俊等，2021）。《国务院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和商务部

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开展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的通知》，都将“构建绿色供应链”列为

重点任务①。在生产运营过程中，碳足迹可能产生在供应链活动的任一环节，企业有必要将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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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减排目标落实到不同的供应链主体上，以集中决策对供应链进行协调优化（潘永明等，

2021）。为更好地响应“双碳”战略目标，企业可以整合上下游供应链伙伴共同推进绿色环保实

践。绿色供应链整合强调与供应链伙伴的战略合作，通过系统管理内外部全流程，来降低运营

活动及产品对环境造成的不良影响，从而帮助企业有效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目标（刘军军等，

2020；Wu，2013）。例如，荣获2019年“中国环境标志优秀企业奖”的佳能推崇“EQCD思想”，做到

与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协同并进，在原材料采购到生产加工，再到消费者使用的全过程中，

达成资源效率最大化与环境影响最小化，因而多次被评价为“绿色供应链五星级”企业①。可口

可乐、沃尔玛以及京东等企业也与供应商、分销商和用户一起合作，共同打造“低碳供应链”，从
而实现了在环保和经济方面的双赢。

尽管绿色供应链整合的重要性被不断强调，现实企业在实践程度上仍存在着较大差异。根

据《绿色供应链CITI指数2021年度评价报告》②，我国品牌绿色供应链表现平均得分仅为

5.33（总分100），与本地区最高分企业富士康（68.79）相差悬殊。企业仍需投入大量努力来增强

绿色供应链整合水平。另一方面，《中国供应链发展报告（2019）》③指出，由于配套性政策以及

必要社会监督的缺失，上游传递的信息可能存在真实性问题，致使企业绿色供应链整合实践的

失败。例如，一份《苹果的另一面》的调研报告揭露了苹果公司的供应商为保障经济利益而以

环境、社区及工人权益为牺牲，来自苹果公司的环境责任要求反而引发供应商的机会主义行

为，最终严重影响到苹果公司的社会声誉和经济效益。可见，通过供应链整合实现绿色协同发

展并非完全有效，涉及的多方参与者的任何不尽如人意的行为都会使企业难以收获预期效益

（Fawcett等，2015）。因此，如何提高绿色供应链整合水平，并由此有效改善环境、财务和社会绩

效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依然是一个令企业饱受困扰的问题。为帮助管理者摆脱实践困

境，需要对绿色供应链整合形成一个全面的知识框架。

目前在绿色供应链整合的概念与内涵、影响因素以及作用结果等方面已积累起一定的文

献基础。早期研究从动因层面出发，试图解释企业在绿色供应链整合实践上的异质性（Murillo-
Luna等，2008）。随后学者们基于资源基础观，探索了企业需要培养起什么资源与能力来提升

绿色供应链整合水平，从而收获可持续的竞争优势（Han和Huo，2020；Woo等，2016）。之后更多

的理论视角被引入，例如社会资本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组织信息处理理论等，不断地丰富了绿

色供应链整合的理论内容（Benzidia等，2021；Zhang等，2020a；Feng等，2020）。这些研究成果在

一定程度上指导了绿色供应链整合的良好实践，但尚未形成整体框架以提供全面的认识。而在

绿色供应链整合的作用效果上仍存在不一致的研究发现。尽管大多经验证明绿色供应链整合

有助于企业在符合环境法规的同时，创造成本效益上的竞争优势，但也有学者关注到整合关系

中的潜在风险将阻碍战略的有效实施（Fawcett等，2015；Cheng和Sheu，2012）。未见全局做决

策，可能导致企业的绿色供应链整合实践陷入种种困境。因此，有必要对绿色供应链整合研究

做综述，以全面的视角回答推动企业绿色供应链整合的影响因素是什么，以及该实践将如何作

用于环境、财务以及社会绩效这两个核心问题。

利用Web of Science数据库和中国知网，本研究分别以“Green supply chain integration”和
“绿色供应链整合”为检索词获取文献，在阅读文章标题、摘要和关键词后进行了初步筛选。之

后仔细阅读分析所获取的文献，并采用追溯的方法进一步扩充了文献库。由于“绿色供应链整

合”是一个涉及交叉概念的研究主题，本研究还包含了与“绿色供应链管理”“供应链整合”“绿

①资料来源：佳能（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环境责任板块.http://m.canon.com.cn/csr/environment/。
②资料来源：https://wwwoa.ipe.org.cn//Upload/202110260245047637.pdf。
③资料来源：http://upload.cgsca.cn/2020/0701/159356915716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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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供应链协作”相关的研究成果作为支持。通过梳理和总结相关文献，本文首先阐明绿色供应

链整合的概念与内涵，之后归纳出利益相关者压力、环保意识以及资源与能力是推动企业绿色

供应链整合的主要影响因素，并发现施行绿色供应链整合以改善环境、财务和社会绩效的过程

中存在正面和负面的作用路径将产生不一致的影响效果，最后针对现有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展

望了未来可进一步探索的主题。本文构建了绿色供应链整合的研究框架以提供较为全面的见

解，主要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1）归纳了绿色供应链整合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机制，为深

入理解绿色供应链整合的复杂前因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拓展中国情境下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2）综合分析了绿色供应链整合的正负面作用路径，为该实践在达成可持续目标上的有效性讨

论提供了一个辩证的视角，也为供应链管理实践者在环保行动方面提供了启发。

二、  绿色供应链整合的概念与内涵

绿色供应链整合反映了供应链整合思想在环境管理实践中的融合（Wu，2013）。早在

2011年，Wolf提出“可持续供应链整合”这一概念，强调通过整合产品与服务流、信息流、资本与

决策流，实现环境、经济和社会可持续性，为多个利益相关者提供最大价值（Wolf，2011）。后来

学者们侧重企业行为的环境影响，发展了“绿色供应链整合”的概念，目前普遍定义为“企业与

供应链伙伴开展环保方面的战略合作，并协同管理组织内和组织间流程以改善环境绩效的程

度”（Lo等，2018；Wu，2013）。本研究将其与绿色供应链协作进行区分，以帮助更好地理解概念

内涵。绿色供应链协作和绿色供应链整合都强调了外部合作伙伴在绿色实践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二者经常同时出现并被互用，但缺乏明确的辨析（Gunasekaran等，2015）。已有学者在供应

链整合和供应链协作的概念区分上展开细致的分析（Adams等，2014；Flynn等，2010）。本文综

合相关研究成果，认为绿色供应链整合和绿色供应链协作的区别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首先，

绿色供应链协作一般面向供应商和客户，主要关注组织间的绿色合作活动，而绿色供应链整合

不仅强调了外部绿色整合的重要作用，也证实内部绿色整合是不可或缺的环节（Kong等，

2021；Cao和Zhang，2011）。其次，绿色供应链协作实现了组织间关于操作资源（技术、信息、人

员）的共享以协同开展环境管理，而绿色供应链整合的目标是运营效率和战略有效性，强调与

外部供应链伙伴的战略合作以及对内外部流程的协调，以更好地分配、调整和利用组织内外部

资源，来支持绿色实践活动（Adams等，2014；Kirchoff等，2016）。因此，绿色供应链整合的概念

突出了三方面内容：环保导向、战略合作与内外部流程管理。

有研究将绿色供应链整合作为单一维度变量进行探讨，而大多数研究认识到它是一个多

维度概念，并从多个或单个细分维度展开深入分析（Han和Huo，2020；Dai等，2015；Wu，2013）。
研究绿色供应链整合的细分维度，有助于系统地理解不同维度下影响因素的差异，帮助企业有

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来提高实践水平，从而改善企业绩效。关于绿色供应链整合的维度划分可以

借鉴供应链整合领域的研究成果。供应链整合的分类主要基于两个标准：一是根据供应链整合

的内容进行分类，例如将供应链整合分为信息整合、功能整合、组织整合、流程整合和关系整合

等（Liu等，2016）；二是根据供应链整合的主体进行分类，例如将供应链整合分为内部整合、供

应商整合和客户整合等（Flynn等，2010）。目前绿色供应链整合研究大多采用后一种观点，从供

应商绿色整合、内部绿色整合和客户绿色整合三个细分维度对绿色供应链整合展开研究

（Wong等，2020；Wu，2013；Yang等，2020）。也有学者视绿色供应链整合为二阶构念，展开了更

为细致的分析，提出三个细分维度的内容还可以从绿色信息共享、绿色流程协调以及绿色战略

联盟三个方面进一步体现（Han和Huo，2020）。上述研究都对绿色供应链整合的多维度内容同

时展开讨论。同样基于对多维度概念的认可，也有研究仅针对某一特定维度剖析其形成机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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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影响结果，以获得更深入、明晰的见解。例如，有些学者聚焦与供应商或客户的整合，分析了

如何加强与特定合作伙伴的联系来实现环境战略目标（Zhang等，2020b；Chavez等，2016）。本
文将从内部绿色整合、供应商绿色整合和客户绿色整合三个维度出发，对绿色供应链整合的研

究内容进行综述。

通过文献梳理，本文总结了绿色供应链整合的概念内涵（参见图1）。首先，绿色供应链整合

属于环境战略的范畴，它体现了一个环保导向下的供应链管理，这种环保导向嵌入在供应链运

作的每一个环节中，奠定了企业在与供应商、客户以及内部各部门的实践活动中都以一致的环

保目标为指导的基调（Kirchoff等，2016；Wong等，2015）。之后引入整合的特性，企业实现了与

供应链伙伴之间的战略合作，以及对组织内和组织间流程的协同管理（Flynn等，2010）。如
图1所示，绿色供应链整合蕴含了全流程管理的意义，具体包括与绿色实践相关的供应商管理，

制造企业从采购到制造到分销到消费的生产运作管理，以及客户管理等内容，分别对应为供应

商绿色整合、内部绿色整合和客户绿色整合三个维度，共同构成了绿色供应链整合。其中，内部

绿色整合打破了组织内部的部门壁垒，实现了不同部门在战略、决策和运营等方面的同步以及

部门间合作的加强，有利于组织识别生产流程中的潜在环境问题并快速应对（Wong等，2015；
Wu，2013）。而客户绿色整合和供应商绿色整合属于外部绿色整合，反映了企业将组织间的战

略、活动、程序和行为组织成合作性的、同步化的和便于管理的流程，来减少环境负面影响的程

度（Wong等，2015；Wu，2013）。供应商绿色整合有助于企业从源头上对产品把关，以减少污染

物及废弃物的排放，降低企业环境风险（Feng等，2020；Lo等，2018）。而客户绿色整合可以让企

业更好地理解环保标准的要求来达成供需双方环保目标的一致，同时也促进与客户在生态设

计、清洁生产、绿色包装和产品回收等方面的合作，加速绿色产品与流程创新，降低供应链运作

中的碳排放（Chavez等，2016）。
 
 

客户供应商

环保导向

全流程管理

采购 制造
分销
物流 消费

供应商绿色
整合

客户绿色
整合

内部绿色
整合

图 1    绿色供应链整合的内涵
 

可见，绿色供应链整合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不同维度下的绿色整合具有更独特的价

值，因而有必要综合各个细分维度下的研究内容来为绿色供应链整合提供全面的见解。下文将

基于绿色供应链整合的三个细分维度，对其影响因素和作用效果进行综述，以系统、全面地了

解当前研究现状。

三、  绿色供应链整合的影响因素

现有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制度理论、高阶理论、资源基础观等视角，对绿色供应链整

合的影响因素展开了积极的探索，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利益相关者压力、环保意识，以及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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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能力。同时，还有学者关注了企业所处的情境和对关系的控制机制，探讨了影响因素发挥作

用的边界条件。关于绿色供应链整合影响因素的文献汇总如表1所示。
 

表 1    绿色供应链整合的影响因素

影响因素 具体变量示例 相关文献

利益相关者
压力

来自政府部门、社会团体、供应商、客户、竞争
对手、员工等的环保压力

陈秋俊等（2021），Zhao等（2021），Li等
（2020），解学梅等（2019），Seles等（2016），
Chavez等（2016），Dai等（2015）

环保意识
一般环境意识、环境的成本—收益意识、环保
态度、责任型环保意识、机会型环保意识、绿色
管理意识等

Zhou等（2020），Zhu等（2018）

资源与能力
大数据分析能力、信息管理、高管支持、组织文
化、组织兼容性、绿色人力资源管理等

Benzidia等（2021），Shahzad等（2020），
Agyabeng-Mensah等（2020），Kumar等
（2019），Lo等（2018），Jabbour等（2017），
Woo等（2016）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一）利益相关者压力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制度理论，来自政府部门、供应商、客户、竞争对手、投资者、员工和

非政府组织等利益相关者的压力是影响企业开展绿色供应链整合的重要因素。组织内外部的

一些群体或个人会为了实现其环保诉求，运用各种方式对企业施压，进而影响其绿色供应链管

理实践（李勇建等，2020；Wang等，2018；Murillo-Luna等，2008）。当前一部分研究将此类绿色供

应链管理实践视为一个整体变量，对不同利益相关者压力的驱动作用展开探讨。例如，企业的

绿色供应链管理会不同程度地受到来自社会与商业环保压力的驱动，且当两种压力同时施加

时实践水平更高（陈秋俊等，2021）。也有学者针对供应链内外部更具体的相关主体，证实来自

内部高管团队和员工的驱动因素以及来自外部制度和社会团体的压力都能推动企业的绿色创

新实践，并促进供应链的协同整合，但他们也发现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和外部市场的驱动并不能

有效促进供应链协作（解学梅等，2019）。而Li等（2020）发现来自外部市场的压力可以推进绿色

供应链管理实践来改善绩效以满足各项指标要求，同样得到证实的还有成本和外贸中的环保

压力。因此，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者压力在绿色供应链整合上发挥的影响作用存在差异性，而

更具体来源的环保压力将如何产生影响值得进一步研究。

还有一部分研究分析了利益相关者压力在绿色供应链整合的具体维度上的驱动作用。例

如，客户压力能促进企业在不同维度的绿色供应链整合上的良好表现。最终客户施加的环境压

力随着“绿色牛鞭效应”促使上游企业更大程度地在内部绿色管理上做出努力（Seles等，2016）。
Chavez等（2016）也通过实证发现，企业在明显感知到来自客户的压力时，还会加强以客户为中

心的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以获得良好的运营绩效和客户满意度。另外，竞争者也是企业运营

活动中的关键利益相关者之一。当行业内的竞争对手在绿色实践中收获成功后，会给企业带来

压力，迫使其增强与供应商和客户的整合水平来获取外部信息与资源的支持以促进可持续发

展（Zhao等，2021a；Dai等，2015）。目前研究对于推动不同维度的绿色供应链整合，仅针对个别

特定的利益相关者压力展开了深入分析。

（二）环保意识

高管的环保意识是微观层面的影响因素，能促进绿色供应链整合的开展（Zhu等，2018）。
根据高阶理论，高管针对复杂的环境问题，会产生异质性的感知与解读，从而做出不同的绿色

战略决策（陈泽文和陈丹，2019）。有学者将环保意识作为单维变量展开研究（曹洪军和陈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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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而大部分研究认为环保意识是一个多维变量。Gadenne等（2009）较早地提出环保意识

可以分为一般环境意识、环境的成本—收益意识以及环保态度，并探究了三种环保意识对不同

环保措施的影响作用。后来也有学者基于两维度视角分析高管环保意识，有的从风险和收益两

方面出发（Peng和Liu，2016；彭雪蓉和魏江，2015），有的将其分为责任型和机会型（陈泽文和陈

丹，2019），并从不同维度分析了高管环保意识在提高企业绿色创新实践上的作用程度。还有研

究从更多维度视角出发，认为态度、主观规范以及感知行为控制都是构成绿色管理意识的关键

要素（Wu和Wu，2014）。
关于高管环保意识如何影响绿色供应链整合，目前在学术界未形成一致意见。有学者发现

企业环保意识对绿色供应链整合有直接促进作用（Zhu等，2018；Zhou等，2020）；而有的学者则

指出环保意识可能会与其他因素相匹配，共同决定企业绿色供应链整合水平。例如，环保意识

作为微观层面高管特征的体现，会与制度压力等外部环境因素动态交互，共同影响绿色供应链

整合（Wang等，2018；Yang等，2020），也会影响绿色人力资源管理对绿色创新实践的推动效果

（Song等，2021）。另外，研究还表明环保意识对绿色供应链整合的作用效果会因情境条件而存

在边界。例如，商业环境的不确定性加剧时，管理者想要全面获取环境相关的信息变得困难，导

致企业主动整合外部成员以开展绿色实践的行为受限（和苏超等，2016）。因此，高管环保意识

对绿色供应链整合的影响作用，需要结合外部环境压力、企业环保资源与能力以及经营环境等

因素的共同作用展开讨论。

（三）资源与能力

基于资源基础观的逻辑观点，企业增强自身绿色供应链整合水平还需要各种有形和无形

的资源与能力加持。资金、技术、制造设施等资源都会影响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如果失去

相应资源的支持，企业将难以与供应链伙伴一同开展环保合作，其产品或生产过程也难以达到

相关环保标准的要求（Lee和Klassen，2008）。例如，在综合信息管理能力缺乏以及供应链可视

化程度低的情况下，核心企业将无法很好地与各级供应商协同解决产品生命周期中存在的环

境问题，进而影响长期的可持续发展（Agyemang等，2018）。同时考虑到全流程整合下的绿色实

践还将带来激增的信息处理需求，学者们开始关注大数据分析能力对绿色供应链整合的推动

作用，大数据技术有助于企业处理和利用来自内外部的数据信息，辅助开发环境决策系统，并

增加与供应链上下游成员开展绿色协作的机会（Benzidia等，2021）。另外，良好的外部绿色合

作还需确保与供应链伙伴在运营、技术及文化上相兼容的能力（Shahzad等，2020）。可以看到，

企业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和技术支持来保障绿色供应链整合的有效实施，上述资源与能力在

投资开发后将表现为企业的固有特性，本研究将其识别为“硬性资源和能力”，它将成为企业竞

争优势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关于硬性资源与能力作为推动绿色供应链整合的关键因素

已具备一定的文献支撑。

除“硬性资源与能力”以外，还有一类“软性资源与能力”也将为绿色供应链整合的实践异

质性提供解释。本研究将绿色供应链管理中那些以人中心的行为因素归为“软性资源与能力”，
它们能为企业的动态发展提供灵活性，也常被用于开发和利用硬性资源，是开展绿色供应链整

合时不可或缺的前因要素。例如，Muduli等（2013）基于印度矿业背景识别出高管支持、绩效考

核和奖励制度、沟通、绿色培训等是推动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的关键行为因素，并进一步分析

了因素间的相互依赖。还有学者发现，以人为中心的行为因素和方法驱动的技术因素将共同作

用以改善企业的经济、环境、运营绩效（Liu等，2020）。传统供应链管理研究已证实这种体现企

业“软”实力的人力资本对供应链整合的推动作用，并强调“软”“硬”资源将相互补充来帮助企

业获得长期优势（Huo等，2016）。而绿色人力资源管理体现绿色理念与人力资源管理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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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贵瑶等，2015），也将为绿色供应链整合提供软性资源支撑。已有学者通过实证发现绿色人

力资源管理能够通过提高绿色正念从而促进员工的绿色创新行为（刘宗华和李燕萍，2020）。作
为一项需要多学科知识的协调过程，绿色供应链整合的有效开展依赖于员工的参与和支持以

从不同视角收获相应的知识和技术支持，也将很大程度上受到员工的学习和创新能力水平的

影响（Kumar等，2019）。但是目前关于绿色人力资源管理与绿色供应链整合间的关系仍然缺乏

实证研究的支持，这种软性资源与能力将如何影响不同维度的绿色供应链整合还未得到探究。

（四）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意识到上述三类影响因素对绿色供应链整合并非简单的直

接作用。现有文献主要从两个方面分析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对关键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的讨

论；对影响因素受到情境因素的调节作用的讨论。

首先，不同影响因素间存在交互效应。这种交互可以是属于同一类别的不同前因的共同作

用。例如，秉持全面、多类型环保意识的高管将在绿色供应链整合方面具有更卓越的表现

（Zhu等，2018）。也有学者关注了属于不同类别的影响因素间产生的交互效应。例如，陈秋俊等

（2021）提出具备更强创新能力的企业能更快速、有效地响应各类环保压力，从而在绿色供应链

管理实践方面表现突出。另外，Benzidia等（2021）分析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作用效果

时，发现企业的绿色数字学习有助于大数据分析技术的更好部署，进一步促进协调绿色供应链

实践，这体现出组织的无形能力与有形资源将以一种相辅相成的状态共同助力绿色供应链整

合的开展。可以看到，绿色供应链整合是一个受不同因素驱动，在不同资源协同影响下发生的

复杂过程，需要采用多元、整体的视角来审视。外部施加的环保压力与自身萌生的环保意识，以

及企业具备的“软”“硬”资源与能力如何更好地组合在一起，来有效提升绿色供应链整合水平，

这其中的作用机理尚不明确。

其次，企业绿色供应链整合水平的提高存在边界条件，即在上述影响因素推动绿色供应链

整合的过程中，会受到所处环境因素的调节作用。有研究分析了情境因素对不同影响因素的作

用效果的调节。其中，环境不确定性、竞争强度以及与供应商和客户的关系等都是企业运营管

理过程中需要考虑的情境条件。特定情境下，关键影响因素的作用强度可能得到提升或受到阻

碍，在统计意义下得出的影响效果会存在异质性的现实表现。例如，Zhou等（2020）发现环保意

识对绿色供应链整合的正向影响作用会在技术波动大的环境中显著地增强。还有学者研究指

出，在不同的客户权力与环境不确定性情形下，企业的治理机制对客户绿色整合的作用情况也

会产生明显的变化（Yang等，2021）。因此，探讨绿色供应链整合的前因条件时，有必要同时考

虑控制机制和情境因素可能引起的调节效应。

四、  绿色供应链整合的作用效果

关于绿色供应链整合的有效性问题也受到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在绿色管理的绩效研究

中，大多数学者从环境和财务绩效两个方面进行分析（Geng等，2017）。随着人们对企业社会责

任的关注度日益加强，一些学者提出企业行为的“三重底线”原则，增加了企业绩效中社会影响

方面的表现（De Giovanni，2012；Bhattacharya等，2019）。本研究以“三重底线”原则评价可持续

发展，梳理了文献中关于绿色供应链整合对企业环境、财务以及社会绩效的影响效果的探讨。

其中，一部分研究将绿色供应链整合与企业绩效直接联系起来，在大样本经验数据的支持下分

析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整合后的绩效改善情况。由于研究中存在不一致的结果，越来越多的学

者开始探讨绿色供应链整合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正负面效应，剖析其对企业绩效的间接作用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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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绿色供应链整合对企业绩效的直接影响作用

作为企业实现降污减排目标的重要举措，绿色供应链管理对企业环境绩效具有一定的提

升作用（Zhou等，2020），但具体到绿色供应链整合的细分维度上时，无论是内部职能部门的协

同，还是与供应商或客户的整合在环境目标的完成情况上都表现出不一致的结果。例如，有学

者指出企业与外部供应商和客户开展绿色战略合作，对降低由多种类型污染造成的环境负面

影响具有关键作用（Yu等，2019）；但也有学者发现只有内部绿色整合能有效改善环境绩效，而

构建与供应商或客户的整合关系不会发挥明显的作用效果（Han和Huo，2020；Wong等，2018）。
因此，绿色供应链整合的三个维度如何影响环境绩效仍不明确。

对于绿色供应链整合在财务绩效上的影响表现也未形成一致意见。一方面，采取绿色供应

链整合后巨大投资回收的困难可能损害企业利润。例如，缪朝炜等（2015）对我国鞋服行业开展

调研，发现企业在环保产品与绿色工艺上所做的努力，会在短期内增加采购、生产和运营成本，

反而损害企业经济绩效。另一方面，绿色供应链整合强调节能减排，能通过资源结构与运营流

程的优化来降低成本，但其是否能取得积极的财务表现是持续存在争议的问题（Li等，2020）。
随着绿色供应链管理在实践领域的日益成熟，近年来越来越多实证研究为企业开展内部、供应

商以及客户绿色整合最终会带来经济利润增长提供支持（Kong等，2021；Han和Huo，2020），但
仍不可忽视其在实现财务增长目标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失败，未来研究需要持续关注。

基于“三重底线”，与改善利益相关者和社区的整体福利以及保护员工的健康和安全相关

的社会绩效也是决定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指标（Geng等，2017）。有学者发现相比外部环境

合作，内部环境管理是提升企业社会绩效的唯一战略途径（De Giovanni，2012）。但也有研究证

实除内部绿色整合以外，客户绿色整合也能有效促进社会绩效（Han和Huo，2020）。而对于供应

商绿色整合，目前研究结果表明这种联合上游企业所做的环保努力在短期内不会引起消费者

及社区的明显称誉（Han和Huo，2020；Zhao等，2021）。由于社会绩效涉及更广范围的社区关注，

例如员工福利、职业安全、商业道德、腐败风险等，且目前还未形成成熟的监管机制来向公众披

露相关内容，因此绿色供应链整合研究中关于社会绩效的见解较为缺乏（Bhattacharya等，

2019）。
（二）绿色供应链整合对企业绩效的间接作用机制

直接观察绿色供应链整合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可能得到具有差异性的结果，二者间存在

的“黑箱”机制值得进一步剖析。学者们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试图探究绿色供应链整合将通

过怎样的作用路径来影响最终的企业绩效表现。本文梳理并归纳文献中关于绿色供应链整合

作用效果的观点如图2所示。当前研究主要基于资源相关和成本相关两种视角来分析企业开展

绿色供应链整合将如何影响其生产运营活动。其中，与资源相关的理论中，自然资源基础观、资

源依赖理论等提供的逻辑观点最常被用于解释绿色供应链整合的后续影响。该视角关注到，内

外部整合活动有助于企业突破资源约束、获取更多源信息、实现资源集中配置来响应可持续性

目标，这种资源基础往往与企业竞争优势紧密联系，解释不同企业的绿色实践在绩效上的差异

性表现（Han和Huo，2020；Wong等，2018）。与成本相关的理论聚焦了企业绿色实践中涉及流

程、信息、交易等的成本收益问题，主要利用交易成本理论和组织信息处理理论来分析绿色供

应链整合过程中如何良好管理涉及多端、多成员的战略合作关系和多源信息处理流程，使企业

在履行环境保护目标责任的同时有效提高成本效率（Cao和Zhang，2011；Wong等，2020）。综合

不同理论视角下的观点，企业开展绿色供应链整合并不一定都能带来令人满意的结果，其在改

善环境、财务、社会绩效的同时仍可能遇到阻碍与困境，导致最终整合效果存在不确定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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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绿色供应链整合影响企业绩效可能存在正面和负面的作用路径，下文中将对这两方面内容

展开详细阐述。
 
 

绿色供应链

整合

资源视角

自然资源基础观

资源依赖理论

信息处理理论

交易成本经济学

正面作用

负面作用

正面作用

负面作用

成本视角

绿
色
供
应
链
整
合
效
果
不
确
定

�从外部获取资源
与能力
�社会资本的累积

�造成信息冗余

�过度依赖导致关
系地位劣势

�降低沟通成本

�提高信息共享

�专用性资产的投
资负累
�供应链合作伙伴
机会主义

图 2    绿色供应链整合的作用效果
 

1. 绿色供应链整合的正面作用

在资源相关的视角下，绿色供应链整合意味着企业可以共享和协调供应商、客户以及内部

各部门间的信息与资源，确保供应链上参与主体在一致的战略目标上共同努力，从而推动污染

预防战略和产品管理计划的创新，有效提升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Wu，2013）。将视角从资

源拓展到知识基础观上，内部整合推动员工间跨职能部门的合作，增强组织内部知识的交换与

合并，从而为企业的绿色产品和流程创新提供了重要渠道；而与供应商和客户的整合又分别通

过合并和交换的方式实现组织间的知识创造，从而帮助企业更充分地识别环境需求、获取有价

值的环保知识，成功孕育绿色创新产物（Kong等，2020）。这种整合活动还表现出从组织内部延

伸到组织间，在社会资本不断累积的过程中实现以知识共享带动有效率的绿色创新（Wong等，

2020）。因此，不同维度的绿色供应链整合会以不同的作用路径影响最终的绿色绩效。这些绿色

实践的正面效益将优先体现在环境绩效的改善上，而后影响企业竞争优势。例如，Mitra和
Datta（2014）发现企业与供应商在环境可持续方面的合作并不会直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

竞争力，而是通过绿色产品的设计与物流，间接地达到作用效果。可以看到，在资源相关的理论

支持下，大多数研究认可了绿色供应链整合在促进信息共享、积累社会资本，以及激励绿色创

新等方面所带来的正面影响。

还有研究关注到以供应链整合方式达成环境战略目标的同时可以满足对成本效率的追

求，从成本角度解释了绿色供应链整合带来的优势。例如，Yu等（2014）证实企业开展任一维度

的绿色供应链整合都能显著地提升运营柔性、增强交付可靠性、提高产品质量以及降低生产成

本。在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知识支撑下，企业与外部供应商及客户的整合程度的加强意味着交易

流程可以在最大限度上得到简化，有助于企业削减绿色创新活动中关于沟通、监控、搜索等交

易成本，并最终体现为财务报告上的优异表现（林赛燕和徐恋，2021）。同时，借鉴交易成本理论

中关于信任的作用的阐述，绿色整合能够营造出企业与供应商或客户间相互信任的氛围，这在

一定程度上能有效抑制环保合作过程中机会主义行为的出现（Feng等，2020，2021）。张启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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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也指出，企业提高整合绿色资源的能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制漂绿行为并提高绩效。还

有一部分学者从组织信息处理理论出发，提出绿色供应链整合有助于提高企业信息处理能力

以应对绿色制造的高技术要求和环境需求的高不确定性，通过从供应商到客户的全流程上实

现信息共享，可以较大程度地避免创新试错成本，有效提高生产运营效率，进而保证在财务绩

效上的良好表现（Kong等，2021；Zhao等，2015；Benzidia等，2021）。
2. 绿色供应链整合的负面作用

目前，学者们在认可绿色供应链整合的正面效应的同时，也开始强调其实施过程中可能出

现的困境与阻碍。同样从资源和成本两个角度出发，本研究梳理了文献中有关绿色供应链整合

负面结果的阐述。首先，绿色供应链整合构建的强联系可能带来信息冗余，影响企业信息处理

效率（Ruef，2002）。例如，有学者发现与供应商和客户的绿色整合实践与企业绩效间存在着倒

U形关系，整合水平提升所带来的好处可能会被高度的信息冗余所掩盖，影响企业财务绩效

（Zhao等，2015）。还有学者关注了资源依赖理论中关于相互依赖将带来风险的观点，认为对外

部合作伙伴在信息及资源上的依赖过高将导致权力地位的不对称，从而诱发合作伙伴的机会

主义行为，同时他们发现这种负面效应在与客户整合进行绿色实践时会凸显（Feng等，2021）。
因此，绿色供应链整合中的机会主义行为风险不可忽视。

从成本视角来看，绿色供应链整合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理想结果主要由资产投入负累以

及失效的关系治理导致。借鉴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观点，整合外部供应商和客户共同开展绿色实

践也需权衡其经济性，整合程度的加强意味着企业需要持续不断地投入专用资产，这在一定程

度上会造成成本负累，影响创新活动的灵活性（Zhao等，2015）。同时，绿色供应链整合过程中

还需注意对契约和关系规范的合理使用。有研究发现通过合作互惠进行绿色创新有利于企业

财务绩效的提升，但与客户和供应商的关系和信任过于紧密时反而会抑制企业的创新主动性，

并对绿色创新绩效产生不利影响（Zhu等，2017；Zhao等，2021b）。还有研究发现，当企业对供应

商表现出过高的信任时，也会诱发供应商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损害企业的财务绩效（Feng等，

2020）。另外，关系一方的行为还可能受自身能力、文化、战略目标等因素的影响而与另一方的

期望存在差异，整合过程中的冲突最终会影响整合战略质量（Cheng和Sheu，2012；Johnsen和
Lacoste，2016）。可以看到，信息冗余、机会主义行为、组织/部门间冲突都将导致绿色供应链整

合的失败，但这几方面的内容尚未得到深入探究，关于绿色供应链整合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仍

未受到重视。因此，在开展绿色供应链整合研究时不仅要关注其正面影响，还需要全面考虑正

面和负面作用，加强对其作用效果的认识。

五、  研究总结与未来展望

为了回答“企业如何提高绿色供应链整合水平，从而收获在环境、财务以及社会绩效方面

的改善”这一问题，本研究主要从绿色供应链整合的概念与内涵、影响因素及作用效果三个方

面对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与分析，并形成了绿色供应链整合的研究框架（见图3）。首先，绿色供应

链整合反映出对供应链整合理论成果的充分借鉴来创新绿色供应链实践，根据整合对象的不

同可以将其细分为供应商绿色整合、内部绿色整合和客户绿色整合三个维度，聚焦具体维度有

助于指导企业在绿色供应链整合问题上的实操。其次，利益相关者压力、环保意识以及资源与

能力是提高企业绿色供应链整合水平的主要因素，解释了企业在绿色供应链整合实践上的异

质性问题，同时对调节效应的探索将更好地回答“如何提高绿色供应链整合”这一问题。再次，

绿色供应链整合体现出企业对“三重底线”原则的坚持以收获可持续的发展，但该实践过程中

仍可能出现正负面的双重效应。考虑到整合会涉及多端供应链成员的参与，任何一方不妥当的
 

144
外国经济与管理（第44卷第6期）



行为都将导致环保合作活动的失败，而对客户和供应商行为的治理被强调是管理绿色供应链

整合双刃剑效应的关键。最后，随着研究成果的累积，绿色供应链整合研究的脉络逐渐浮现，也

为该领域的深化发展打下基础。
 
 

情境因素

…… ……

……

……

外部环境因素

供应链关系

组织文化

组态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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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绿色供应链整合的研究框架
 

此外，研究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也应当引起重视，有必要在未来研究中进行探讨，从而

促进理论内容的拓展与丰富，也为实践创新提供更多机会。总结现有文献，绿色供应链整合还

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深化研究。本文在图3所示的研究框架中以虚线路径表示尚未得到充

分探究的关系。

（一）绿色供应链整合的影响因素

尽管既有的研究对企业如何提高绿色供应链整合水平关注更多，仍有一些重要的影响因

素以及具体的影响机制未受到重视，导致企业在采用现有理论指导实践时出现了问题。目前，

学者们更多是从驱动力层面分析了企业开展绿色供应链整合的前因条件，主要集中在内外部

环保压力和高管环保意识等影响因素上。也有一部分学者针对成功实践绿色供应链整合所需

的关键资源与能力展开探索，提出资金、技术等“硬性”资源在促进行之有效的绿色供应链整合

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尚未关注软性资源与能力的影响作用。本研究认为，绿色人力资源

管理是一个关键的“软”要素。在供应链整合领域，无论是对内部整合还是对供应商和客户整

合，以人力资源管理为代表的围绕“人”的软性因素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Huo等，2015）。而
在结合环境管理内容方面，绿色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现有文献主要对其在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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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效和员工环保行为的影响关系上提供了实证支持（Obeidat等，2020；唐贵瑶等，2019；刘宗

华和李燕萍，2020）。近年来也有个别学者开始探究其在绿色供应链管理中的作用，但仍未引起

足够的重视，仅有少数案例研究提供了一些见解。例如，有学者通过对印度某摩托车制造企业

展开深入研究，指出像高管承诺、员工参与等人力资源相关的软性能力对绿色供应链管理的有

效实施至关重要（Kumar等，2019）。Agyabeng-Mensah等（2020）基于加纳制造业背景，也发现良

好的绿色人力资源管理可以将企业内部的环保实践拓展为供应链层面的环保合作。因此，绿色

人力资源管理可以成为推动绿色供应链整合的重要“软”资源。另外，绿色人力资源管理可能并

非发挥简单的线性影响（Jamali等，2015），这种软性资源与能力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绿色供应链

整合值得更深入的讨论分析。

本文在梳理前因研究时还发现，不同的影响因素可能并非相互独立，而是通过联动和匹配

的方式协同发挥效果。而目前大多研究仍割裂地在探讨影响因素的净效应，忽略了多种因素的

协同效应，这可能导致现有理论在解释、预测与指导企业开展绿色供应链整合时表现出一定程

度的无力感与无效性。虽然也有研究关注了不同环保压力与意识的联合驱动，以及不同环保意

识或不同能力间相互补充的作用效果，但在方法上仍停留在对交互项进行分析，这对多元因素

协同影响的探索具有一定的限制。在现有文献中，有少数学者已经通过案例研究对绿色供应链

管理中多种影响因素的作用进行考察。例如， Jabbour等（2017）针对巴西的三家汽车电池制造

企业展开研究，发现当多种关键成功因素以适当的形式组合在一起时，企业才能更为深入地开

展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并进一步分析了在良好的绿色人力资源管理下关键成功因素能得到

更有效的管理，并提高企业在绿色供应链实践上的积极性。可见，多种关键影响因素会以整合

体的状态发挥作用。本研究认为，以组态视角将组织在环保实践上的资源投入或动机结合起来

研究，能更好解释绿色供应链整合前因在有效发挥作用时所展现的复杂形态，而观察不同组态

是否能达到“殊途同归”的效果还可以收获更为丰富的理论见解。未来研究可以利用组态分析，

结合企业的不同动因及软硬能力，寻找多元因素协同并进的方案来指导更为行之有效的绿色

供应链整合。

（二）控制机制和情境因素的调节作用

目前对于控制机制和情境因素如何影响绿色供应链整合的开展仍缺乏充分认识。首先，在

不同的实践背景下，关键影响因素对绿色供应链整合的作用效果可能会因情境条件的改变而

改变。当前研究仅对少数情境因素展开分析，还有许多重要的情境条件尚未被提及。本研究综

合绿色供应链管理和供应链整合领域中出现的情境因素，认为有效提高绿色供应链整合还需

考虑外部环境因素、供应链关系、组织文化等条件的影响。（1）外部环境因素：企业所处经营环

境为企业的计划与决策设限了无法抗拒的情境条件，例如末端需求的偏好、新兴技术的更迭、

行业竞争的程度等，这些外部环境因素的变化将促使企业与供应链合作伙伴间更紧密地联系，

企业会更倾向于依赖外部的能力和资源去应对环境问题的挑战（Zhou等，2020）。（2）供应链关

系：在供应链整合领域，交易成本理论、资源依赖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等视角都强调了供应链关

系的重要作用（赵亚蕊，2012）。供应链关系中的信任、依赖以及关系承诺等情境条件都将影响

企业在构建绿色供应链整合上做出的努力。特别是针对中国情境，独具特色的“关系”因素会如

何影响企业在软性资源上的开发以支持环境实践，也是值得探索的一个问题。（3）组织文化：组

织文化培养了组织全体成员共同的基本信念、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等，不同企业会根据其独特

的文化特征，选择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为绿色供应链管理提供支持（Dai等，2018）。绿色供应链

整合需要合作各方达成一致的环保理念，形成协同并进的运营计划，此时组织文化的兼容性成

为内外部绿色实践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Shahzad等，2020）。因此，有必要分析组织文化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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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从而为企业在面对不同组织文化时差异化地配置资源提供理论支撑和管理建议。未来研

究可以针对上述三个方面对不同情境下的绿色供应链整合展开探讨。

其次，控制机制在绿色供应链整合的前因研究中也发挥了一定作用。绿色供应链整合要求

企业与供应链伙伴建立战略合作关系，而控制机制是保证合作双方明确责任和履行义务，减少

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风险，提高合作效率的一种有效手段（Yang等，2021）。在绿色合作中，控

制机制可以有效促进合作伙伴的成长，提高对绿色实践的认知与能力，进一步增强整合效果

（Lo等，2018）。控制机制包括关系规范、契约和权利使用等多种形式，不同的控制机制具有各

自的优缺点（Huang和Chiu，2018），它将加强还是抑制企业在绿色供应链整合方面所做出的投

入努力的作用效果，值得进一步讨论。另外，控制机制和情境因素也可能存在交互作用，管理者

需要根据情境的不同选择合理的控制机制，来保证绿色供应链整合的顺利开展。例如，Yang等
（2021）研究发现在高需求和技术不确定环境下，非强制性权力对关系规范-客户绿色整合的正

向关系的增强作用将凸显。对于正处经济和制度转型期的我国来说，外部环境在快速变化，供

应链及关系控制变得更为复杂，使得绿色供应链整合过程中的关系风险更加难以预见和规避。

同时，面临我国这种高权力距离的文化背景，权力使用的影响作用也会变得更加复杂。因此，未

来研究在进行前因分析时可以同时考虑不同情境下的控制机制，进一步明确绿色供应链整合

顺利开展的边界条件。

（三）绿色供应链整合的作用效果

现有研究表明，绿色供应链整合将会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绩效产生影响。企业期望通过

绿色供应链整合来解决环境污染与能源消耗问题，进一步改善环境、财务和社会绩效，这种正

面的影响作用已在多种制造业背景下被证实（Han和Huo，2020；Yang等，2020）。一部分学者也

开始挖掘这一作用关系的实现机制，发现在绿色供应链整合中，企业可以通过增强供应链上的

信息共享、积累社会资本以及提高绿色创新，从而达成具有可持续性的绩效目标（Zhang等，

2020a；Kong等，2021）。然而，绿色供应链整合实践中仍可能存在一些不一致的结果。传统供应

链整合研究揭示了整合关系的一些“阴暗面”，证实在与客户和供应商的合作中存在的冲突、权

利与依赖等因素将有可能导致双边关系的恶化与破裂，导致整合结果变得难以预测

（Johnsen和Lacoste，2016）。那么，为全面、深入地理解绿色供应链整合的作用效果，也不应忽视

其负面的影响路径。

目前关于绿色供应链整合的负面效应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也鲜少有研究同时结合正面

和负面的作用路径来分析最终绩效结果。个别学者注意到在特定的合作情境下，客户或供应商

的机会主义行为可能会阻碍对应关系下的绿色整合活动的良好表现（Feng等，2020,2021）。也
有学者在发现现实中的整合并非总是行之有效后作出猜想，认为信息的隐蔽或冗余都有可能

导致非最优的财务绩效（Zhao等，2015）。可以看到，绿色供应链整合和企业绩效间的关系是错

综复杂的，这种绿色实践努力可能会在多种推力或障碍的共同作用下影响到最终的绩效结果。

只有系统剖析绿色供应链整合影响企业绩效的机制，明确绿色供应链整合产生正面和负面作

用的不同路径，才能揭示绿色供应链整合影响企业绩效的本质。因此，为更好地回答“绿色供应

链整合如何有效提升企业环境、财务、社会绩效”这一问题，未来可以尝试探索正面和负面作用

路径的叠加效应，以便系统地理解绿色供应链整合如何影响企业绩效，从而指导企业有针对性

地增强正面路径并抑制负面效应，实现绿色供应链整合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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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iterature Review and Prospects of Green Su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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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chool of Management,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150000, China；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Weihai), Weihai 264200, China）

Summary: Responding to  the  state’s  strategy goal  of  achieving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ty”, firms have necessity to integrate suppliers and customers on gre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ractices, for improve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economic benefits,  and social reputation, and
enhance sustainable competitiveness. Existing literature makes some contributions to green supply chain
integration, but lacks a systematic review that maks it difficult to 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 the
research status at home and abroad. Therefore, this paper reviews and summarizes the related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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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ly, this study illustrates the concept of green supply chain integration, and divides the construct into
three  dimensions  as  green  internal  integration,  green  supplier  integration,  and  green  customer
integration. Secondly, we summari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green supply chain integration including
stakeholder pressure,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nd resources and abilities. Then, this paper concludes
the impacts of green supply chain integration on firms’ environmental, financial and social performance
by combining the promoting and hindering effect paths. Finall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integrated
research framework and proposes some theses that future research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We suggest
that: (1) The soft resources and capabilities should be investigated as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green
supply chain integration and the configurational effects of multi-antecedent should be further explored.
(2) The moderating roles of control  mechanisms and contextual  factors should be analyzed when
studyi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green supply chain integration. (3)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impact
paths of green supply chain integration should be considered simultaneously to study the environmental,
financial, and social performance outcomes.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framework for green supply chain
integration, aiming to clarify the thread of research theme and provide more comprehensive insights for
managers to solv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in green supply chain integration. This study also encourages
scholars to devote to some research gaps, so as to enrich the theoretical content of green supply chain
integration.

Key words: green supply chain integra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configuration perspective; impact
paths; triple bottom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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