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10月31日  第二轮公众咨询现已开启！  

 

可持续纤维联盟（SFA）是一个非营利性的国际组织，与从牧民到零售商的整个羊绒供应链合

作。我们的愿景是：在未来，羊绒的生产方式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环境的影响，保障牧民的

生计，并满足高福利标准。  

  

我们2030年战略的一个关键部分是实施SFA标准体系，其包括一个以证据为基础的羊绒可持续

发展标准，以解决羊绒供应链上的重大可持续发展风险。这个标准将是全球性的，能够一致适

用于诸多不同的羊绒生产地区和体系。 此外，修订后的标准旨在提供一套准确、清晰和可信

的影响度量方式，以及透明的声明。  
  

为何要对此标准进行复审？  

  

SFA曾经发布一系列针对畜牧业、牧场管理和清洁纤维加工的实践守则，自2018年以来已在蒙

古和中国分阶段推出和应用。 这些实践守则的试点项目和应用使我们对羊绒生产和供应中的

关键问题，以及记录、验证和跟踪这些问题所需的管理系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2022年，SFA拟议将这三套实践守则合并为一个统一标准：SFA羊绒标准——一个以绩效为基

准、以影响为导向的全球性标准，以避免不同地区类似但略有不同的实践守则泛滥，并整合体

面劳动、管理和纤维品质*三方面原则，以更好地解决羊绒生产和牧民生计方面更广泛的相关

问题，并保持与SFA的2030战略的一致性。 

  

新标准将包含哪些内容？  

  

新标准将包括五项原则 - 山羊福利；生物多样性和土地利用；纤维品质；体面劳动和管理。  

  

  
 

这些原则和标准的重点是生产羊绒的方式是否对动物、环境和牧民社群产生积极、可衡量的影

响。  
 

https://sustainablefibre.org/wp-content/uploads/2020/07/SFA-2030-Strategy-Highlight.pdf


 

其中，原则是指对环境适宜、对社会有益、经济上可行的羊绒生产的核心实质问题或要

素。  
 

理想结果是指倘若应用标准，则在短期和中期内期望实现的积极结果或效果。  

 

评判标准和成就指标指（通过核查、审计和影响度量活动）应用标准、以及判断某项原则是否

得到满足的方法。  

 

您可以如何贡献  

  

我们邀请任何人对拟议的SFA羊绒标准的内容和结构提供反馈意见，以便平衡来自整个供应链

的不同地区、部门和视角的利益相关者的观点。  

 

在线反馈表：请填写这份快速调查表——您既可以提供一般性的意见，也可以根据原则选择具体

对标准的哪些部分提供反馈。您可以匿名地以个人名义或代表所在组织作出答复。链接 

 

此外，您还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向我们提供更完整的反馈或具体意见，并附以任何支持文件：

standards@sustainablefibre.org   
 

我们尤其希望聆听将受该标准影响，或对其针对的实质问题感兴趣的、目前代表性较为不足的

利益相关者、非政府组织和学术界的意见。  

 

我们在咨询过程中收到的所有意见将在匿名化后公开。我们还将公布收到的所有反馈意见的摘

要，以及如何处理这些意见的。  

 

标准复审是如何进行的？  

   

标准复审将按照SFA的标准制订程序进行，该程序遵循国际可持续标准联盟（ISEAL）的良好行

为准则： 

  

• 关于社会和环境标准的制订  

• 关于确保遵守社会和环境标准  

• 关于评估社会和环境标准体系的影响  

 

https://forms.office.com/r/zw0Ru9hWBE
mailto:standards@sustainablefibre.org
https://sustainablefibre.org/wp-content/uploads/2022/10/SCS-036-02.2-EN-Standard-Setting-Procedure.pdf
https://sustainablefibre.org/wp-content/uploads/2022/10/ISEAL_Standard_Setting_Code_v6_Dec_2014.pdf
https://sustainablefibre.org/wp-content/uploads/2022/10/ISEAL_Standard_Setting_Code_v6_Dec_2014.pdf
https://sustainablefibre.org/wp-content/uploads/2022/10/ISEAL_Assurance_Code_Version_2.0.pdf
https://sustainablefibre.org/wp-content/uploads/2022/10/ISEAL_Impacts_Code_v2_Dec_2014.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