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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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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行业的公司正在增强其运营中的可持续和循环

性，以适应品牌定位和消费者期望。在法规的快速

迭代和技术进步的复杂业务运营场景中，  通往保持

可盈利未来的道路总是充满挑战。寻找一种共同的

方法来解锁循环性价值链合作，是解决这些共同挑

战的关键，也体现了这一领域指导的精神。

循环转型指标（CTI）是一个由 WBCSD 开发的非

特定行业框架，在全球领先可持续性公司的各个行

业部门中得到验证。我们现在通过与整个价值链参

与者的广泛咨询，将其定制到时尚行业的特定需求

中，对于所有参与的利益相关者，我们表示衷心的

感谢。

这些定制的指标有望重新定义时尚和纺织品价值链

如何评估循环性，并帮助公司将目标聚集在一起。

CTI 提供了一个透明、定量和可比较的框架，用于衡

量循环性能。它帮助公司评估风险，识别增强循环

性的有效行动，并了解其循环性策略对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影响。

这些指标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帮助企业推动变革：

 → 根据可信的定量基线定义循环性路线图并测量进展；

 → 根据不同循环性策略的好处和权衡进行战略决策

和规划周期；

 → 提供清晰的可持续发展影响视图 - 无论是对气候

还是对自然 - 并强调循环性倡议的有形成果；

 → 通过基于定量措施的基础和支持企业披露努力，

促进责任感和透明度。 

我们呼吁时尚行业的公司采取这些指导方针，并加速

在您的循环性议程和领导力方面采取行动。我们将在

行业支持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这一阶段的指导。

前 言

Giovanni Faccioli 
德勤时尚与奢侈品行业高级合伙人

Jeannie Renne-Malone 
VF公司可持续发展副总裁

Diane Holdorf 
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执行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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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方:

感谢为 CTI 时尚倡议做出贡献的公司和组织:

本报告在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的 CTI 时

尚及纺织行业版的英文报告为基础上，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社会责任办公室积极推动并支持了本报告的中文版翻译工

作，并由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循环经济

团队确认于 2024 年 11 月 22 日在中国举行的世界服装大会绿

色发展会议上发布，使之能够服务于更广泛的中文读者群体。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任办公室可持续发展团队协调

资源对本中文版的翻译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感谢贡献人

在翻译过程中所展现的专业性和辛勤工作。

我们期待中文版报告能为中文读者提供深刻的洞察，并促进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中国纺织行业的广泛应用。

作为可持续发展全球治理的活跃力量，我们致力于在气候变

化、生物多样性、生态安全三个全球治理重点领域发挥中国

纺织服装产业的中坚力量，联合包括品牌企业、制造厂商、

政府部门和消费者以及广泛的公共治理组织，以多元化信息

披露为主要工作机制开展多利益相关方沟通和交流，建立产

业重点企业在碳减排、水风险控制、化学品安全和循环创新

等4大工作平台，推动中国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与绿色转型，

充分发挥中国产业在全球可持续供应链治理中的领导力。

中文版说明

翻译贡献者

校审贡献者

孙丽蓉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任办公室 LCA 研究总监

胡雪睿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任办公室助理研究员

迟君卿   
北京智慧净零咨询服务中心 董事总经理

毕静玲   
北京智慧净零咨询服务中心 设计师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任办公室   

胡柯华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任办公室副主任兼可持续
发展项目主任

倪亦凡   
实习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Columbia University）

崔立晨   
实习生（德国贝肯菲尔德能源环保学院 Umwelt-
campus Birkenfeld）
王雪婷   
实习生（中国南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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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在各行各业的发展势头日益强劲，时尚

界的利益相关者必须积极主动地为这一转变做好准

备。监管压力不断增加，消费者和投资者的需求不

断变化，这些都是推动时尚产业向循环型发展的趋

势。要想有效驾驭这一变化，就必须在行业内采用

量身定制的一致方法来衡量循环性。

目前，时尚及纺织业在循环利用方面面临着巨大

的挑战，只有不到一半的废弃衣物被重新利用或回

收，仅有 1% 的废弃衣物被改造成新衣。

尽管该行业在创新技术上具有优势，但向循环经济

模式的转型进程缓慢，目前仍主要依赖传统的线性

生产模式。此外，现行的激励和奖励体系未能充分

考虑外部因素，这限制了资源循环利用和可持续发

展的进一步发展。当前的激励机制未能有效促进向

循环经济的转变，且企业在制定决策时缺乏必要的

指导信息。

标准化框架有助于重新定义公司的成功衡量标准，

为更高程度的资源循环利用制定行动路线图，建立

强有力的问责制度，从而能够向监管机构提供基于

数据的报告，与利益相关者进行透明的沟通。

我们建议利用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的“循环转

型指标”（CTI），为时尚行业量身定制专门的衡量

标准，并实质性地扩大循环经济的规模。CTI 是一个

全面、灵活的循环性衡量框架，各行各业、各种规

模的公司均可公开使用。

CTI 由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50 多

个成员共同制定，有助于回答以下问题：

 → 某个公司、设施或单个产品的循环程度如何？

 → 如何设定改进目标？

 → 如何监测循环活动带来的改进？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CTI 将重点放在公司的循环和线

性质量上，其中设计、采购和回收模式个与行业无

关的框架，但本指南引入了一个定制的迭代，以应

对时尚行业的具体挑战。

我们设计本报告的目的是为时尚价值链上的公司提

供支持，帮助他们在产品组合、流程和公司运营中

实现更高的循环性。我们的目标是扩大时尚行业循

环经济的规模，帮助价值链中的所有参与者提供可

重复使用的产品，并使用安全、可回收或可再生的

原料 1。

本指南面向时尚价值链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包括上

游的纺织品制造商和下游的品牌商、零售商。CTI 

可以帮助建立基线，确定重要战略，并监督改进。

除了提高资源利用的循环性，企业还能通过 CTI 了解

哪些循环战略对减少碳排放和恢复生物多样性最有

效。即将推出的方法版本将包含社会影响指标。

我们邀请时尚价值链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审查本指

南，并采用 CTI 作为循环绩效框架。通过统一语言

和方法衡量成功，我们可以将时尚价值链转变为价

值循环。

内 容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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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时尚
     逐渐过时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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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线性时尚逐渐过时

服装、配饰和鞋类是指从事产品设计、制造、批

发和零售的实体，包括成人和儿童服装、手袋、珠

宝、手表和鞋类2。2021 年，该市场的规模约为 2.4 

万亿美元，使其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行业之一3。但

如今，该行业采用的是过时的“获取-制造-浪费 “线

性经济模式，既浪费又污染。

时装业的线性经济模式是不可持续的。然而，即使

循环是减轻其活动影响的一个机会，时尚行业的发

展速度仍比预期的要慢4。尽管全球许多公司都在

努力采用循环商业模式5,6，但循环仍是一个小众机

遇。进展反映出困难的挑战。目标和激励措施不一

致。供应链支离破碎。由于缺乏强有力的联盟和技

术发展的需要，规模化的可盈利循环商业模式的案

例屈指可数7。循环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缺乏

衡量成功适当的标准。一家公司无法了解其可持续

性和循环性的表现，就很难监测循环倡议的影响、

评估工作力度或在知晓全情的状态下做出决策8。这

方面对时尚行业尤为重要，因为该行业尚未正式采

用任何框架或工具来衡量和量化循环性。例如，如

果没有适当的循环指标和衡量标准，时装公司就很

难改进其回收循环转型指标（CTI）行业指南 – 时尚

及纺织业系统，也很难了解哪种方法可以在减少对

环境影响的同时最好地推动扩产。

在此背景下，标准化的衡量循环性的方法可以帮助

该行业的公司围绕共同目标进行合作。该行业的企

业需要一种方法，能够可靠地量化循环性对净零、

自然向好和公平目标的影响。我们建议将世界可持

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制定的 “循环转型指

标”（Circular Transition Indicators）作为一套

方法论来满足行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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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循环转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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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循环转型指标  (CTI)

在制定战略和衡量进展时，透明度和一致性对于建

立一套跨行业和价值链共通的方法论至关重要。为

此，50 多家全球公司通过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

会（WBCSD）共同制定了 “循环转型指标”（CTI）。

事实证明，CTI 适用于各个行业和价值链。它既全面

又灵活，与公司现有的可持续发展工作相辅相成，

而且与材料、行业或技术无关9。CTI 的核心是自我

评估，确定公司的循环绩效，帮助公司寻找机会，

在未来变得更加可循环。CTI 主要关注流经公司的循

环和线性物质，其中设计、采购和回收模式是决定

物质流向的关键杠杆。

我们于 2020 年发布了 CTI 方法的第一版，并根据

四个模块开发了该框架，每个模块都涉及循环性的

不同方面，但又相辅相成：

CTI 专为企业而建，为企业提供了内部决策和与主要

利益相关者沟通的方法论。它符合自愿性和强制性

监管标准，如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 301 和 306）、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59020 循环经济标准和企业

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CSRD），这些标准都关注资

源使用的循环性及其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自推出

以来，各行各业、不同地域和不同规模的公司都采

用了 CTI。目前，该框架已进入第四个版本，其方

法论也在不断发展，以满足企业在不断变化的监管

环境下的需求。

闭合循环

计算公司在物质流闭环方面的效率。

 

优化循环

该模块提供有关材料的危险程度、资

源利用效率和高价值回收战略建议。

 
赋值循环

说明公司循环物质流的附加商业值。

循环的影响

衡量公司当前的循环绩效与100%循

环之间影响的差异。

2

3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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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循环转型指标  (CTI)

2.1 衡量循环性正成为时尚

通过本指南，时尚行业价值链中的企业和主要利益

相关方正在联合起来，制定衡量循环绩效的标准化

行业方法。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威富集团、

瑞士德勤会计师事务所以及艾利丹尼森公司和埃迪亚

博拉集团等行业领导者正牵头 CTI 时尚倡议。它为时

尚行业的价值链利益相关者提供了一种方法，能够对 CTI 

涉及的企业使用循环性衡量指标，并帮助企业降低风

险、展示价值创造和报告其在循环性方面的进展。本

指南面向时尚价值链中从制造商到品牌商和零售商的

所有参与者。其目的是推动使用 CTI 来促进问责机

制、创造价值和实施循环路线图。

 
 
问责机制

雄心勃勃的循环目标需要大量投资、有影响力的行

动和对结果的监测。量化的指标和数据驱动的指导

意见可以帮助企业吸引投资，并可靠地报告其在循

环方面取得的进展。CTI 时尚倡议旨在支持企业根据

时尚行业的具体情况调整循环指标，以实现问责制。

这将使价值链上的每个参与者都能以透明的方式交

流其在循环方面所做的努力，让买家对所购产品和

服务的循环性有一个清晰而全面的了解。

价值创造

CTI 时尚倡议框架发掘了新的价值创造领域，并

释放了这些领域背后的机遇。通过这一框架，所有

利益相关者都可以从循环性的角度审视时尚产品和流

程的生命周期，了解材料流动、制造流程和生命周

期改进（耐久性、可重复使用性、可修复性等）。

这其中的每一个领域都提供了通过创新商业模式创造

新价值的机会，并对地球和企业盈利能力产生积极

影响。CTI 提供了一个用定量指标衡量循环性的机

会，同时也探索了引发新思考的定性要素。

可操作性

循环的可操作性对于将循环性固定在企业决策的每

个阶段至关重要。它使追求循环目标的过程民主

化，并使整个企业的员工有能力利用基于事实的情

景建模做出正确的决策。无论公司的目的或价值主

张如何，CTI 都能提供一系列多样的指标和灵活的方

法。它可以汇总结果以服务于不同的目标。这将支

持并加强公司当前的战略和流程，引导变得更加循

环，并提高产品性能，从而为公司带来竞争优势。

确定最佳实践和具体行动至关重要。改变供应链需

要时间、精力和投资。但事实证明，建立循环型商

业模式是有利可图的，也是各行各业许多公司竞争

优势的来源10。

 
管治

全球对时装的可持续性表现和循环设计的规定日

益增多。这些法规正在推动时尚界塑造其产品，

以及改善环境和社会影响的途径。欧盟的《可持续

产品生态设计法规》（ESPR）、《企业可持续发展

报告指令》（CSRD）和《化学品注册、评估、许可

和限制》（REACH）等法规都将对时尚工艺流程

和生态系统产生重要影响。此外，欧盟委员会对欧

盟废物框架指令提出了有针对性的修正案，主要

针对纺织废物。这些修正案旨在通过引入纺织品

生产者延伸责任（EPR）来改善循环性和避免纺织

品废弃物。生产者延伸责任制实施“污染者付费原

则”，规定生产者有责任在产品生命周期结束时对

废物进行管理。欧盟的零毁林供应链法规禁止在

欧盟销售大豆、牛肉、棕榈油、木材、可可、咖

啡、橡胶等商品及其部分衍生产品，如皮革、巧克

力、轮胎或家具，或从欧盟出口这些商品，除非

有尽职调查声明确认这些产品无森林砍伐并且是

按 照 生 产 国 的 法 律 生 产 的 。 CTI 帮助企业明确

如何利用成套指标和数据驱动的决策意见来提高相

关能力，以遵守当前和即将管治出台的循环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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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将 CTI 应用于时尚行业

将 CTI 方法应用于时尚行业并推动行业改变，

对价值链中的所有参与者都有许多益处。企业

可以遵循这里介绍的最佳做法：

 → 制定共同的循环频道： 

共同的循环频道使时尚价值链上的参与者能

在同目标、奖励机制和成功衡量标准方面加

强努力。

 → 衡量和监测循环结果： 

建立一个衡量循环绩效的途径，使时装公司

能够监测其循环结果，并确定哪些战略应优

先考虑，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可循环绩效。

 → 量化雄心和目标成就： 

明确哪些目标与推动公司和整个价值链的循

环最相关，有助于时装公司了解为实现可循

环路线图而需付出的努力程度。

 → 增强设计师和可持续发展团队的能力： 

为时尚行业的可循环产品选择正确的设计可

以促进设计和可持续发展，CTI 可以帮助公

司认识到并激励更多的可循环方法。这使设

计师能够优先考虑支持维修和维护的产品，

以及以循环采购替代线性采购的采购战略。

 → 适应合规性和法规： 

越来越大的监管压力促使时尚行业向循环经

济转型。CTI 时尚倡议与当前和即将出台的

法规保持一致，使用户能够报告和遵守这些

法规，并就新的可循环途径开展合作。

 → 加快时尚行业的循环经济转型： 

实施 CTI 可为时尚行业提供一个框架，帮助

其推动循环转型，实现更可持续的未来。通

过对自然（土地利用和土地利用变化）和温

室气体（GHG）影响等要素使用指标，可

以明显看出，与线性路径相比，可循环路径

对环境具有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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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加快向可循环型时尚过渡

总体方法和工作范围

CTI 时尚倡议是全行业共同努力的成果，旨在通过提

供统一标准、衡量标准、数据和最佳实践，推动时

尚和纺织价值链的可循环性和透明度，从而加强问

责机制、价值创造和循环的可操作性。

本指南面向时尚价值链中的所有利益相关者，涵盖

了从上游的生产商（如纺织品制造商）到下游的品

牌商和零售商。协调一致地使用循环指标有助于确

立基准、确定影响最大的战略并监测改进情况。

这项工作以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的循环转型

指标 (CTI v4.0) 和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咨询为基础。

图1: 与纺织价值链相关的利益相关者

资料来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20 年）。Sustainability and Circularity in the Textile Value Chain: Global Stocktaking. 

https://wedocs.unep.org/20.500.11822/34184

https://www.wbcsd.org/Programs/Circular-Economy/Metrics-Measurement/Resources/Circular-Transition-Indicators-v4.0-Metrics-for-business-by-business
https://wedocs.unep.org/20.500.11822/34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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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物料流示意图

2.4 循环转型指标背后的方法

CTI 背后的方法是基于公司的物质流。通过分析流动，

公司可以确定资源开采和废料最大限度可减少的潜

力。这需要在三个关键干预点对公司范围内的物质

流进行评估：

来源/采购

 → 流入: 资源、材料、产品和零部件的来源如何循环

（非原生的或可再生的、可持续管理的）？

产品/材料设计

 → 流出--回收潜力：公司如何设计其流出物，使其

在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可行，能够再次被使用（

作为材料、产品部件等），并保持与上一个循环

类似的功能（功能等同--见术语表）？例如，通

过设计可拆卸性、可循环转型指标（CTI）行业

指南 – 时尚及纺织业修复性、可回收性等，或通

过生物降解性等，使其安全回归环境，从而产生

新的资源。

产品/材料回收

 → 流出--实际回收：公司回收了多少流出物？流出

物包括产品、副产品和废物流。公司可以通过闭

环商业模式或强制或自愿的开放式循环回收计划

来提高实际回收率。

这三个支柱结合在一起，决定了公司在闭合循环方

面的表现，以物质循环百分比表示，通过循环流入

百分比和循环流出百分比之间的加权平均值来计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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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循环和生物循环

CTI 利用“从摇篮到摇篮“的设计原则和艾伦-麦克阿

瑟基金会的“蝴蝶图”，认识到回收循环的两个不同层

面，如图 3 所示。 

 → 在技术循环中，产品和材料通过维修或维护、再

利用、再制造和再循环等过程继续流通（参见术

语表中的定义）。

 → 在生物循环中，生物资源遵循不同的回收路径，

如回收图左侧所示。生物基资源在生命周期结束

后会重新回到生物循环中，在新的循环中重新利

用其养分。值得注意的是，生物基资源供应有

限，必须来自可持续管理的来源。

服装和鞋类所用的一些材料源于生物循环（如棉

花、羊毛或橡胶），然后进入技术循环进行多次循

环（如再利用、翻新）。然后，它们通过回收利用

或最常见的填埋或焚烧方式，在技术循环中结束生

命。通过堆肥或生物降解等生物循环进行回收，由

于材料成分、处理方法以及缺乏将营养物质安全返

还到环境的途径，对该行业来说仍然具有挑战性。

图3: 技术生物回收的循环

科技材料

生物材料

种植和采集

土壤恢复

沼气

遗漏

提取生化原料

回收

采矿及材料制造

翻新&再造

再利用&再分配

填埋

能源回收

服务供应商

产品生产

材料和部件 

收 集

维护
Cascades

收 集

生化原料

消费者 使用

资料来源： 改编自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 11

厌氧发醇和堆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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涤纶和尼龙等合成材料约占服装产品的60%12。此外，

行业参与者在纺织品生产过程中使用超过1900种化

学物质13。在技术循环方面，企业可以实施各种回收

战略，推动时尚产品的循环利用。我们鼓励企业在

设计其产品和商业模式时，采用能够保留所用材料最高

价值的回收策略。根据欧盟 《废弃物框架指令》, CTI 

建议企业在设计产品时尽可能考虑产品的耐久性和可

拆卸性，以实现再利用或翻新，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 

 

维护 

公司应努力尽可能长时间地维护使用中的产品，以

减少购买新产品的需要14。通过避免生产和购买额外

物品来减少废物的产生，是符合废物等级制度的最

重要战略。根据这一愿景，企业可以利用以下几项

战略：

 → 设计: 时尚产品的设计与制作应提高可用性和使用

寿命。这可能包括选择更耐用的面料或提高产品

耐磨性的方法。设计产品和相应的品牌形象，提

高情感耐久性，是避免不必要购买的核心战略。 

 → 教育: 公司应与利益相关者分享信息和教育机会，

最大限度地关心和了解如何在减少磨损的同时提

高可用性。 

 → 服务: 公司应为客户提供以维修和再利用为重点的

服务，使其他回收战略对公司的生态系统而言更

加简单方便。 

再利用、翻新和再制造

公司应倾向于在废物等级制度中高于回收利用的方

法和战略，顺序如下：

 → 再利用: 二手衣物平台或商店、衣物交换活动或个

人之间共享衣物。包括使这一活动得以开展的服

务，如分类服务。 

 → 修复: 企业可以通过使用修补、缝合或其他修复技

术，延长时尚产品的使用寿命。 

 → 翻新或再制造: 可以拆卸的产品或鞋子可以提供部

件，重新用于其他鞋子或不同的服装，这些部件

可以缝合在一起，形成另一件服装。 

回收 

纺织废物包括消费前和消费后纺织品，需要不同的收

集系统。目前，消费前和消费后纺织品废弃物可采用

三种回收工艺：机械回收（在不显著改变其分子结构

的情况下，将废弃物加工成二次原料或产品）、热机

械回收（加热并重新纺纱或将废弃物改造成新纤维）

和化学/先进回收（将使用后的塑料/材料还原为基本

化学模块，以创造新的塑料、化学品、燃料、纺织品

和其他产品）15：

 → 机械回收是目前最常用的纺织品回收技术，因为

其具有经济效益和可扩展性。

 → 热机械回收是通过熔化回收合成材料并将其重塑

为新纤维（有时具有不同的特性）的工艺。 

 → 高级/化学回收可视为机械回收的补充，因为它可

使材料恢复到与原生材料相媲美的质量和纯度。

适用于大多数合成纤维。先进的回收技术仍处于

早期开发和技术准备阶段，需要进一步提高其效

率、可扩展性和成本效益16。

时尚行业的技术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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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鼓励时装业使用可再生生产或可持续管理的--生

物基材料（如可再生生产的棉花），这样可以减少

土壤污染和退化，改善生物多样性，加强水循环，

确保资源的长期供应17。然而，对时尚行业而言，服

装和鞋类的生物回收（目前）尚不可行，因为这需

要将产品的营养物质安全地回归自然。由于化学品

的使用和加工、材料的选择和技术缺陷，这种案例

极为罕见18。分离合成纺织品和生物基纺织品以及检

测和去除残留染料和化学物质限制了生物降解的自

然过程19，这使得纤维的生物降解格外具有挑战性，

产品的生物降解几乎不可能，特别是在考虑测试标

准时20。

CTI 更倾向于为可堆肥产品而非生物降解产品设立特

定认证，因为这些认证促进了更严格的标准。从摇

篮到摇篮认证、生物可降解产品协会 (BPI) 和堆肥制

造联盟 (CMA) 都是堆肥认证的例子。但是，只要没

有规模化的工业堆肥或家庭堆肥，要实现这一目标

仍然是一个挑战。行业相关公司应避免向消费者或

其他利益相关者宣传产品是可生物降解的。例如，

在欧洲，欧洲议会禁止在没有详细证据的情况下宣

称 "可生物降解21。

公司在设计包装和所有其他材料时，应尽可能使用

生物基资源来实现生物可降解性。这是为了确保产

品能够安全地回收到生物循环中，以便在下一个循

环中转化为营养物质、纤维或不含营养物质的材料22。

许多公司正在探索可堆肥包装的解决方案，其中包

括以蘑菇或海藻为原料的包装或塑料替代产品。我

们鼓励探索这些解决方案的公司告知消费者如何处

理这些材料，以实现生物降解性，并安全地回收物

质23。

时尚行业的生物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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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指标

时尚界的任何公司，无论其规模大小或在价值链中的

地位如何，都可以使用 CTI。本指南提供了一系列指

标，其中一些指标是强制性的，以便根据 CTI 全面反

映公司的循环绩效。其他指标则是可选的，可根据公

司希望从 CTI 评估中获得的意见进行选择。CTI v4.0 

的“闭合循环“模块中的指标是强制性的，尤其是 

CTI 的主要指标：材料循环的百分比。附加模块中的

指标可为企业提供进一步的指导，以支持其提高循环

性的决策。

CTI 评估应始终从完成“闭合循环“模块中的“物

质循环百分比“开始。然后，企业可以计算“优化循

环“和“循环价值化”模块中的指标，以获得更多信

息。”循环的影响 “模块可帮助企业衡量和了解循环

战略对其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影响，如碳足迹或土地

利用和土地利用变化。

通过回顾和借鉴 CTI v4.0，本指南旨在支持时装和

纺织品价值链中的企业获得具体的见解，了解如何

最有效地向循环经济过渡，提高责任感，同时为企

业、自然和社会创造新的价值。

图4: 从CTI v4.0提取的CTI指标

闭合循环

→ 关键材料百分比

→ 回收类型百分比

→ 实际使用寿命

→ 现场水循环

→ 循环材料生产力

→ CTI 收入

→ 温室气体影响

→ 对自然的影响

→ 材料循环利用率

→ 水循环利用率

→ 可再生能源

优化循环 赋值循环 循环的影响

02. 循环转型指标  (CTI)

(有关如何计算上述所有指标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CTI v4.0）。

2 3 41

https://www.wbcsd.org/Programs/Circular-Economy/Metrics-Measurement/Resources/Circular-Transition-Indicators-v4.0-Metrics-for-business-by-business
https://www.wbcsd.org/Programs/Circular-Economy/Metrics-Measurement/Resources/Circular-Transition-Indicators-v4.0-Metrics-for-business-by-business
https://www.wbcsd.org/Programs/Circular-Economy/Metrics-Measurement/Resources/Circular-Transition-Indicators-v4.0-Metrics-for-business-by-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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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合循环

该模块用于计算公司在闭合资源流循环方

面的成效。它包括 CTI 的主要指标—材料

循环百分比，即循环流入百分比和循环流

出百分比的加权平均值。

非原生成分百分比（例如，再利用产品或

回收成分）和可再生成分百分比（可持续

生长的生物基来源）决定了循环流入百分

比。回收潜力百分比（侧重于设计）和实

际回收百分比决定了循环流出百分比。这

三个支柱涉及不同的业务方面：流入的采

购、潜在回收的设计以及实际回收的业务

模式创新（封闭式）和法律与合作伙伴关

系（开放式）。

CTI 允许在不同层面进行循环性评估：公司、设施
或产品组层面。

材料循环百分比 
公司/业务单位/生产设施 

库存单位或产品级别

设施或产品线级别/公司级别

循环流入总量百分比

回收潜力百分比 X

循环流出总量百分比

循环流入百分比 X

实际回收率 X

循环流出百分比 X

图5: 灵活的系统边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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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必须将消费前废物和消费后废物区分开来。

 → 消费前废弃物如农业废弃物、下脚料、未售出的

库存、废料和损坏的产品，应进行再利用、再制

造或回收。

 → 消费后废物共可从城市废物流、自有收集箱或其

他回收系统中收集，以进行再利用、再制造或再

循环。消费后废弃物的机械回收与原料输入中未

知化学过程的风险紧密联系。因此，材料和化学

成分的透明度非常重要。

为支持这一定义，附件 I 提供了有关非原生认证的信

息，如纺织交易所的全球回收标准（GRS）或回收

声明标准（RCS）。

循环流入：非原生和可再生流入

循环流入 - 非原生流入

CTI v4.0 定义：非原生流入物包括以前使用过的（二

次）物品，如回收材料、二手产品或翻新部件。

与其他法规和标准的一致性：

 → ISO 59020 将线性流入定义为任何原生材料流入（无

论是否可再生），而循环流入包括再利用或再循

环内容，因此与 CTI 定义指南对非原生流入的报告

一致。

 → 《欧洲资源利用和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报告标

准》（ESRS E5）是新的《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

指令》（CSRD）的一部分，在循环流入的定义

中包括了再利用和再循环投入。这两个定义与 CTI 

的定义和报告指南一致。时装行业 CTI 符合 CTI 

v4.0 对技术循环中对非原生流入的定义，其中包

括所有以前使用过的（二次）成分，如重复使用

的产品、翻新或再制造的组件以及回收成分。此

外，纺织交易所（Textile Exchange）《回收声

明标准》对可持续来源回收材料的定义也有助于

了解该行业的特殊性：

“通过制造工艺从回收材料中提炼和再加工的材

料，并将其制成最终产品或部件，以融入产品中，

从而持续减少对气候、自然和人类的影响并增加其

益处”24。

02. 循环转型指标  (C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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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循环转型指标  (CTI)

循环流入--可再生流入

CTI v4.0 定义：可再 生流入物包括可持续管理的资

源，通常由国际公认的认证体系，如森林管理委员会

（FSC）和可持续棕榈油圆桌会议（RSPO）来证

明，这些资源在提取后会通过自然生长或补充过程，

以符合使用周期的速度恢复到以前的库存水平。

与其他法规和标准的一致性

 → ISO 59020 将线性流入定义为任何原生材料流入（无

论是否可再生），而循环流入包括再利用或再循

环内容，因此与 CTI 定义指南对非原生流入的报

告一致。

 → CSRD ESRS E5 将可再生投入纳入循环流入的定

义。这两个定义与 CTI 的定义和报告指南一致。

时装业 CTI 符合上述可再生投入的定义。企业同样可

以参考纺织交易所《有机成分标准》中的定义，该

标准对可持续来源的可再生材料的定义更进一步：

“持续补充的材料，补充速度等于或大于耗竭速度，

将对气候、自然和人类的影响持续减少，效益持续

增加”25 。

为了与这两个定义保持一致，指南认为可持续来源

和再生来源的生物质都是可再生的，因此在 CTI 中

是循环的。

 → 可持续管理的输入流: 附件 II 详细介绍了时装业公

司可依赖的可再生流入认证，包括负责任羊毛标

准和 OEKO-TEX。由于纺织产品的化学规范和资

源开采的重要性，可再生认证尤为重要26。 

 → 可再生的输入流:除可持续管理的输入流外，时尚

界应致力于获得可再生认证的输入流。再生实践

是以土壤健康为重点的农业方法，旨在恢复土壤

和周围生态系统的健康27。纺织交易所在其再生

农业成果框架中为时尚行业提供了此类实践的范

例。针对此类实践的认证很少，但“绿色世界”

（AGW）的“再生认证”（Certified Regenerative 

by A Greener World，AGW）和“再生有机认证”

（Regenerative Organic Certified，RGW）可

提供相关话题的参考。

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司应将非可持续或不可再生来

源的生物基流入归类为不可再生（因此是线性的），

或将可持续或可再生来源的生物基流入归类为可再

生（因此是循环的）。虽然在 CTI 中，可持续管理

和可再生管理的流入都被认为是可再生的，因此也

是循环的，但该行业的公司应优先使用可再生的生

物质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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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流出

循环流出 - 回收潜力

CTI v4.0 定义：回收潜力反映了公司设计其产出物（如

产品）的能力，即可以通过维修、再利用、翻新、再制

造或通过技术循环或生物循环进行回收（参见第 16 

页 “技术和生物回收“部分）。

与其他法规和标准保持一致

 → CSRD ESRS E5 要求按照循环原则设计产品：耐久

性、可重复使用性、可修复性、可拆卸性、可再制

造或翻新、可回收（技术循环）、可再循环（生物

循环）以及其他潜在的产品和材料用途。该标准还

要求产品在第一个使用周期后进行再循环，这与 

CTI 对回收潜力的定义保持一致。

为使时装公司能够为其产品定义最合适的循环设

计，我们根据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的循环实践设

计28、可持续产品生态设计法规29 和 “从摇篮到摇篮 “

认证设计实践30 ，为回收潜力选择了一系列设计原则

和指南。

这些设计原则适用于价值链的不同阶段，但重点应

是在设计和生产过程中更加循环和可持续，以最大

限度地减少浪费，使产品在循环中停留更长的时

间。

表1: 回收潜力设计原则和指南

设计原则 说明 

耐久性

设计

物理耐久 

 → 持久、结实、耐用的材料和制造工艺。

情感持久性 

 → 产品层面：精心设计产品，长期使用。

 → 公司层面：营销品牌，提高对产品的忠诚度和情感联系。

循环性

设计 

化学品 

 → 禁止使用有害化学品（见《 有害化学品制造零排放限用物质清单》（ZDHCMRSL）) 并限制所有化学品的不必要使用（请参考

《《纺织品限用物质清单》和《从摇篮到摇篮认证材料健康评估)。

设计可拆卸、可重复使用、可维修、可再制造和可部分生物降解的产品

 → 模块化设计：设计便于拆卸的服装和鞋类产品，以便在使用寿命结束后维修或回收部件31。

 → 单一材料成分：与纤维、染料和加工化学品的复杂混合物相比，由单一类型纤维制成的产品需要的回收加工更少，因为后者在使

用寿命结束后很难再循环。

设计产品时尽量减少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物

 → 尽量减少纺织碎屑的产生。

 → 如果废物不能在工业中重复使用，则确保可在其他工艺或工业中回收利用。

可持续性

设计

尽量减少资源使用

 → 在生产和回收过程中减少化学品的使用。

 → 减少原材料、加工、染色和整理织物的用水量。

 → 减少能源使用和排放，增加可再生能源对化石燃料的替代。

 → 减少材料消耗：在设计中有效利用材料。

生产

 → 通过准确的预测和尽可能贴近市场的决策，避免产品生产过剩32。

 → 减少产品差异，鼓励不过时的产品33。

转型指标

 → 通过数据改善价值链上下游的可追溯性（见可追溯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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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循环性视角

上述指标与材料循环性指标相互影响。循环流入和循

环流出都是获得完整的材料循环性评分的必要条件，

而且往往相互依赖。强有力的回收计划和消费前废弃

物的收集为循环流入创造了非原生原料。下一节将介

绍另外两个 "循环利用 "指标：可再生能源和水的循环

利用率。

可再生能源

可再生能源百分比

CTI v4.0 定义：循环经济要求向可再生能源过渡。可再

生能源包括所有可再生资源，如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 

(IRENA) 所述，包括生物能、地热能、水能、海洋能、

太阳能和风能 34。

与其他法规和标准保持一致 

 → CSRD ESRS 将要求可再生能源消耗的认证，以确

保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有合同证明。CTI 遵循相同的

定义，但不要求可再生能源认证；不过，强烈建议

进行认证。

 → 时尚行业的参与者也应优先考虑使用可再生能源的

解决方案。这一指标的重点是公司的运营。然而，

我们建议鼓励在整个价值链中使用可再生能源，因

为真正的循环经济是以可再生能源为基础的。

 → 时尚行业 CTI 建议企业通过可再生能源证书或购电

协议来提供参与可再生能源激励措施的证据。但

是，如果无法获取此类数据，时尚行业 CTI 允许采

用不那么精确的形式或合同工具，比如订购绿色关

税（参见术语表绿色关税）。

02. 循环转型指标  (C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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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循环利用率

CTI v4.0 定义：除了物质流之外，CTI 认为淡水的循环

性也是循环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水与其他物质和资源

的不同之处在于与之密切关联的生态系统的规模。当物

质可以在全球系统中循环时，有必要在地方层面对集水

区或当地流域的水循环性进行评估。在 CTI 中，循环水

流入量百分比和循环水流出量百分比之间的平均值（假

设水量相同）代表了产品或设施的水循环性。

 

为此，CTI v4.0 提出了以下指标（另见图6）：

 → 根据当地生态系统的补充能力确定可循环水流入

量。补充水源的速度要快于取水的速度，这样才

能提高循环性。 

 → 现场循环取决于内部水的再利用和再循环战略。

现场水循环百分比指标考虑了这一方面。 

 → 水循环流出量是根据对当地水生态系统的影响来

确定的，重点是回流水的安全。

图6: 产品或设施的水资源循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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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法规和标准保持一致 

 → CSRD ESRS E3 涉及了水和海洋资源管理，并要

求对水消耗设定可衡量的目标，包括取水量、消

耗量、排放量和排放水质，这些指标需符合 CTI 标

准，涵盖运营和总水平。然而，水强度绩效并不是 

CTI v4.0 的一部分，企业应将其视为额外的评估项

目。

淡水对时装行业业尤为重要，因为纺织品生产需要大

量淡水。我们建议时装业特别关注这一指标，并尽可

能将其纳入评估范围35。

02. 循环转型指标  (CTI)



循环转型指标（CTI）行业指南 – 时尚及纺织业 2727循环转型指标（CTI）行业指南 – 时尚及纺织业

关键材料百分比

CTI v4.0 定义：该指标的结果显示了被视为关键材料的

流入比例。公司可参考内部关键材料清单或现有公共

清单，如欧盟委员会或美国地质调查局编制的清单。

公司就可以评估特定物质流的风险等级，并据此确

定优先次序。即使关键材料所占比例很小，也可能

需要进一步分析以了解。

 → 关键材料的多样性； 

 → 关键材料的可替代性；

 → 关键材料的绝对使用量；

 → 依赖于关键材料的收入（有风险的收入）。

行业中的各种参与者经常使用欧盟关键材料清单和

美国关键矿物清单中的几种物质。公司应考虑可以

使用哪些替代品，或如何尽可能延长含有这些物质

的产品的使用时间36：

 → 钒、铬、钡、铅、铜、钴和/或镍：存在于染料中

 → 锗：聚酯和合成纺织纤维生产中的催化剂  

 → 天然橡胶：产品材料 

 → 铬：用于鞣制皮革

 → 锡：产品和包装的材料 

 → 金：产品和珠宝的材料

 → 铂：产品和珠宝的材料 

 → 钽：产品和珠宝的材料 

 → 钨：产品和珠宝的材料 

 → 锑：用于 PE 制造 T 和作为阻燃剂

优化循环

在 CTI 中，该模块提供了有关材料关键

性、资源利用效率和高价值回收策略的见

解。本模块及其指标为可选项。

2

02. 循环转型指标  (C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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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类型

CTI v4.0 定义：% 回收类型侧重于公司如何回收流出物

并将其再循环到价值链中。回收类型适用于实际回收百

分比。结果提供了回收流出物在再利用/维修、翻新、

再制造、再循环或生物降解中的份额明细。根据公司在

价值链中的地位，优化回收循环的可能性会有所不同。

寿命延长策略，如再利用、翻新或再制造，是保留更

高价值的回收策略，因为它们允许公司保留产品和材

料中蕴含的经济价值，减缓资源流动，减少废弃物和

对环境的负面影响37。如今，这种首选战略已经在市场

上出现：

 → 重复利用: 二手和转售平台，如 Vinted，是让物

品保持循环的一个范例，可激励消费者在循环的基

础上建立一个有利可图的商业模式38。

 → 翻新:Bally 以其优质耐用的鞋类产品和专门的维修

翻新服务而闻名，有助于延长鞋类产品的首次使用

周期39。

 → 维修:Patagonia通过提供维修服务，使服装的使

用时间更长，从而防止纺织品浪费40。 

现场水循环率

CTI v4.0 定义：水循环部分提供了一个面向内部的指

标，重点关注通过再利用和再循环实现的内部设施循

环。

正如水循环百分比指标所讨论的那样，水指标对时尚

行业至关重要，因此应优先考虑这些指标。 

实际使用寿命 

CTI v4.0 定义：CTI 将产品的长寿命设计和使实际使

用寿命用寿命延长视为一种循环实践。

这一定义符合 CSRD 对耐久性设计以及其它循环原则

的报告要求41。一旦产品过时，实施延长产品寿命的

战略可提高产品的循环性和保值性。具体来说，延长

产品使用寿命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购买额外产品的需

要，从而减少资源使用和废物产生。

02. 循环转型指标  (CTI)

 → 情感耐久性。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将情感耐久性

定义为“一种通过时间推移，增加和维持产品对

用户或多个用户的相关性和吸引力的策略”42。

了解消费者并与之互动，创造产品的可取性，可

以改善消费者使用产品的方式和时间。在时尚行

业，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产品的价值往往由其

潮流和吸引力所决定。此外，流行趋势鼓励生产

和消费可能只在一个季度受欢迎的产品。生产经

典和永恒的产品也可以提高产品的情感持久性。 

 → 物理耐久性。指通过材料组合和构造策略创造出

经久耐用的产品，抵御损坏和磨损43。耐久性设

计是提高产品物理耐久性的核心循环设计原则。

由于纺织品经常使用，公司可以将注意力转向材

料的选择、成分和物品的构造，以延长其使用寿

命。

 

图7: 回收类型和剩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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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循环转型指标  (CTI)

赋值循环

本模块说明了增加公司循环物质流的附

加商业价值。

指标为可选项。

3

循环材料生产率

CTI v4.0 定义：该指标说明公司在将财务业绩与线性资

源消耗脱钩方面的成效。公司可通过将所产生的收入除

以线性资源流入量来计算循环材料生产率，这在"闭合

循环"模块中有所考虑。该指标显示了公司财务业绩与

线性资源消耗的脱钩情况。循环材料生产率越高，说明

公司在减少对原生资源的依赖方面的表现越好。公司可

以长期监测这一指标的进展情况。

时尚行业的参与者，尤其是快时尚领域的公司，往往以

较快的速度和较低的价格生产产品。这可能意味着忽视

面料的质量和产品的使用寿命。然而，消费者正在认识

到并逐渐改变他们的消费习惯44。这为企业提高循环材

料生产率、确保经济效益与资源消耗脱钩创造了机会。

CTI 收入

CTI v4.0 定义：CTI 收入指标为公司在资源使用闭环方

面的表现以及这对公司财务表现的影响之间架起了一座

客观的量化桥梁。CTI 收入越高，公司通过循环产品/业

务产生收入的能力越强。该指标还反映了随着循环流动

收入的增加，与原生资源使用的脱钩情况。该方法目前

基于物质循环性，尚未为服务和数字解决方案提供收入

衡量。许多循环商业模式都具有降低成本的潜力：

 → 循环设计原则可以减少所需的织物数量，从而降低

相关成本。

 → 租赁、收回和维修服务可加强消费者的参与度和

与品牌的关系，保持产品的循环性，并增加单件

商品的收入。

像 Patagonia 和 Vinted 等公司通过循环商业模式展示

了盈利和维持经济增长的机会45,46。Nike 是经济上最

成功的服装公司之一，同时投资于循环设计、无水染

色、使用回收材料并减少其对环境的影响47。事实证

明，“循环无利可图”的误解是错误的，因为公司可以

通过消费前和消费后的循环做法节省资金。然而，要做

到这一点，必须具备可扩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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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循环转型指标  (CTI)

循环的影响

该模块包括一套指标，可以根据战略对

公司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影响，确定循环

战略的优先次序。它有助于计算循环采

购和循环报废管理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减

排量（温室气体影响），以及循环采购

和线性采购对土地利用和土地利用变化

的影响（自然影响）。世界可持续发展

工 商 理 事 会 正 在 制 定 新 的 指 标 ， 以 帮

助企业确定那些能带来最大社会价值的

循环战略和方法。这些指标是唯一关注

公司运营影响的指标。其他指标关注的

是公司内部的流程，而温室气体影响和

对 自 然 的 影 响 将 根 据 《 温 室 气 体 议 定

书》48 和《科目标网络》（SBTN）的自

然目标 49，评估供应链和公司产品生命

周期结束时的影响。本模块中的指标为

可选项。

4
温室气体影响

CTI v4.0 定义：温室气体（GHG）影响旨在为公司提供

一个高水平的指标，说明与使用线性策略相比，循环策

略所能节省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循环战略包括使用二次

材料或可再生材料作为流入物，并通过"高价值保留"回

收实现材料回收。这些方法的碳足迹通常低于非循环方

法。

制造过程、农业实践和动物产品的使用等，都会严重

影响纺织品的碳足迹50。该行业复杂的全球价值链意味

着，在许多阶段，更换生产商或合作伙伴都可以节省温

室气体排放。

例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发布了一份关于棉

花和聚酯等纤维的碳影响的报告51。根据评估，与使用

原生纤维相比，利用 PET 切片/颗粒的机械回收可减少

高达 66% 的温室气体排放，这表明了转向循环模式的重

要性。此外，对于棉花来说，最大的温室气体影响发生

在材料的生产过程中。

通过这一指标，企业就可以从整个产品周期的角度，比

较从线性方案转向循环方案的机会，并评估其对温室气

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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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循环转型指标  (CTI)

对自然的影响

CTI v4.0 定义：该指标特别关注土地利用和土地利用

变化的影响，因为这是对自然损失影响最大的驱动因

素。它包括土地占用、土地利用变化、土地退化和森

林砍伐的影响52。

与温室气体影响类似，再利用或修复等循环策略也可

对自然产生积极影响，因为与非线性战略相比，这些

战略往往需要较少的土地53。该指标可初步筛选与公

司材料流入相关的材料开采和种植对土地利用和土地

利用变化的影响。自然影响指标特别关注土地利用和

土地利用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有助于公司了解

其循环绩效如何影响这一指标。该指标表示公司应负

责的质量调整后每平方公里的损失，特别关注与采购

地点相关的全球物种灭绝威胁。它不包括与制造过程

相关的土地使用和土地使用变化影响，因为大部分土

地使用发生在材料提取和种植阶段（但公司也可以使

用基于生命周期分析（LCA）的方法来估算）。企业

可在标准框架内考虑循环流程中引入的任何其他主要

材料（例如，在修复产品中添加的新元素）。

时尚行业消耗大量土地和原材料来生产服装、配饰和

鞋类产品54。随着人们认识的提高，产品中使用的原

材料已逐渐转向采用更多的可回收和可持续来源的可

再生纤维。考虑到每种纤维和认证的特殊性，Textile 

Exchange 将首选纤维定义为对环境和社会有更好

影响的纤维55。在重复使用或回收利用过于困难的情

况下，经过认证的原材料可帮助减少生物多样性的丧

失、森林砍伐和土地退化。纺织交易所的“生物多样

性景观分析“概述了生物多样性危机，以及降低风险

和合作积极保护和恢复土地和水源的必要性56 。

此外，为进一步支持识别可减少可持续影响的材料，

公司可以利用纺织交易所的首选纤维和材料矩阵57。



32循环转型指标（CTI）行业指南 – 时尚及纺织业

03.

CT I 流程周期



循环转型指标（CTI）行业指南 – 时尚及纺织业 33

03. CTI流程周期

CTI 采用七个步骤来帮助企业量化其循环绩效。该流

程是传统 CTI 方法的核心，时尚行业 CTI 保持了相同

的流程。不过，每个步骤都包括如何在时尚行业实施

该流程的指导。

采用循环方法是 CTI v4.0 方法的核心。建立基线、

设定目标和定期监测进展，可以使循环方法在整个

公司付诸实施。有了一套清晰的方法论和可重复的

具体步骤，决策者就能了解循环方法对绩效和业务

模式的影响。一旦公司进行了循环评估，决策者就

应该对评估结果进行反思，并确定下一步措施，以

持续监测进展情况，改进决策，并为下一次评估做

好准备。根据这种循环方法，评估的第一步应该是

确定范围，具体如下。

图8: CTI 框架的七个步骤

1. 范围界定

确定边界

7. 实施

计划并行动

3. 收集

识别来源并收
集数据

2. 选择

选择指标

4. 计算

执行计算
5. 分析

说明结果

6. 优先考虑

识别机会

https://www.wbcsd.org/Programs/Circular-Economy/Metrics-Measurement/Resources/Circular-Transition-Indicators-v4.0-Metrics-for-business-by-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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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CTI 流程周期

第一步——范围：

确定边界

适当确定评估范围是确保以下几点的关键步骤：

1.评估符合目的；

2.评估与战略目标一致；

3.对影响的看法是全面的，并能有效地为决策提供

信息。因此，花足够的时间确定评估范围非常重

要。

在从指标菜单中选择指标之前，我们建议先仔细规

划循环性评估，以确保公司：

 → 预先确定希望从 CTI 评估中获得哪些启示；

 → 投入时间寻找最可靠、最细化的数据集；

 → 制定计划，说明如何推进 CTI 评估结果。

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 CTI 方法非常灵活，可以在产

品、设施和公司层面（产品、设施和公司层面）实

施，并允许公司在这些不同的层面上衡量循环性。

这种灵活性意味着 CTI 框架的所有后续步骤都将取

决于步骤1“范围界定“的完成情况。我们鼓励企业

确定重点评估的层次。根据这项工作，公司可以利

用范围界定所需的级别（图 9）。

图9: 灵活的系统边界： CTI 允许在不同层面进行循环性评估

材料循环百分比 
公司/业务单位/生产设施 

库存单位或产品级别

设施或产品线级别/公司级别

循环流入总量百分比

回收潜力百分比 X

循环流出总量百分比

循环流入百分比 X

实际回收率 X

循环流出百分比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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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CTI 流程周期

为什么循环对公司很重要？

例如： 

 → 减少对气候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例如，通

过减少废弃物）；

 → 使财务增长与原生资源使用脱钩（例如，

在不增加资源开采的情况下增加财务回

报）；

 → 提高供应链的弹性（例如，通过重复使用

现有的产品和材料库存）；

 → 降低价值链上的社会风险；

 → 实现面向公众的气候和自然目标。

公司希望通过评估回答哪些问题？

例如： 

 → 哪些是推动我们的循环议程和实现面向公

众的议程的最佳举措？

 → 我们如何遵守非财务报告和披露要求，

无 论 是自愿性的（如 全 球 报 告 倡 议 组 织

（GRI））或强制性的（如企业可持续发展报

告指令（CSRD））？

评估结果和见解的受众是谁？我们希望受众如

何利用这些见解和信息？他们在看到评估结果

后还可能提出哪些问题？

例如： 

 → 内部利益相关者：产品设计团队、采购团

队、营销团队、传播团队、公司高管和董

事会；

 → 外部利益相关者：监管机构、客户、非政府组

织、投资者、业务伙伴、供应商倡议（GRI）

或强制性，如 企 业 可 持 续 发 展 报 告 指 令

（CSRD）？

公司可以先从回答以下问题开始：评估的目的是什

么？

在设定目标时考虑以下问题：

我们应该从哪个业务部门、产品组甚至特定材

料开始关注？哪些方面的影响可以为所有利益

相关者带来最佳价值？

例如： 

 → 库存单位（SKU）或产品层面

 → 系列或设施层面

 → 公司层面

该评估如何与公司内部的其他分析互动？

例如： 

 → 评估是否是对现有产品级生命周期评估的

补充，是否会利用相同的范围？

一旦公司开始回答上述问题，下一阶段就可以开始

审查步骤1中的三个主要问题。为支持时装企业成

功确定评估范围，我们为步骤1提供了进一步建议 

(CTI v4.0 提供了更多细节）：

 → 我们要评估哪个层面的业务？

 → 时间范围是什么？

 → 我们包括和不包括哪些内容？

https://www.wbcsd.org/Programs/Circular-Economy/Metrics-Measurement/Resources/Circular-Transition-Indicators-v4.0-Metrics-for-business-by-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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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企业的哪个层面进行评估？

对于时尚行业，我们建议从三个层面来衡量循环

性：SKU或产品层面、设施层面和公司层面。对于

每个层面，必须明确该层面对企业的意义以及相关

目标。

SKU 或产品层面

定义

产品是指满足消费者特定需求的服装或鞋类

产品。根据欧盟《产品环境足迹分类规则》

（PEFCR）的草案，我们将其细分为以下类别：

 → T 恤

 → 衬衫和女装衬衫 

 → 毛衣和中层衣 

 → 夹克和外套 

 → 长裤和短裤 

 → 连衣裙、短裙和连身裤

 → 紧身裤、长袜、紧身衣和袜子 

 → 内衣

 → 泳装 

 → 服装配饰 

 → 露趾鞋

 → 闭趾鞋

 → 靴子

举例说明：如果一家公司要衡量产品（如鞋子）

的循环性，则应重点关注鞋子各组成部分的质

量。
 

评估目标示例

 → 目标1：设计产品以推动材料的循环性（耐久

性、可持续来源的可再生流入、非原生流和

报废策略）

 → 目标2：设计服务以推动循环解决方案，并实

现生态系统思维，增加循环机会

集合或设施层面

定义

一家公司的子公司，共享公司提供的相同功能/

范围/地点/产品。

举例说明：如果一家公司只有一个生产单位和

一个行政单位，那么只在业务单位层面而不是

公司层面进行评估是合理的。重点可放在与夹

克系列相关的大量材料上。
 

评估目标示例

 → 目标1：遵守报告要求

 → 目标2：最大限度地减少生产过剩和废物产生

 → 目标3：减少运营和流程对环境的影响

公司级别

定义

公司或组织根据 ISO 9000:2015 标准 58，是指一

个人或一群人，他们有自己的职能，有责任、

权力和关系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举例说明：如果一家公司想要衡量其整体循环

性，并汇总循环性的整体数据。
 

评估目标示例

 → 目标1：遵守 CSRD 等报告要求

 → 目标2：减少运营和流程对环境的影响

 → 目标3：确定公司的循环路线图

 → 目标4：确定合作伙伴，推动公司和行业的循

环发展

 → 目标3：推动采购决策，采用可持续来源的可

再生或回收纤维和原材料

 → 目标4：创造条件，以透明的方式报告认证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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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框架是什么？ 

SKU 或产品层面的时间范围

 → 建议使用的产品生命周期

 → 产品在 A 时间与 B 时间之间的快照比较 

 → 也可以根据报告需要选择财政年度

集合或设施层面的时间框架

 → 我们建议遵循财政年度报告时间框架（以支持

公司级报告）或生产周期

公司层面的时间框架

 → 我们建议遵循财政年度报告时间框架

我们包括和不包括什么？ 

大多数公司都会发现，要获得 100% 的物料流数据

具有挑战性。这意味着他们可能不会将某些流向纳

入评估，或者他们可能不得不使用代理和假设。公

司可以自由设定这些代理、假设和排除流，但如果

打算共享结果，则必须仔细记录并充分披露这些代

理、假设和排除流。我们建议纳入和排除的范围，

以帮助 CTI 用户以可信和可比的方式确定评估范围。

SKU 或产品层面--示例

包括

 → 与本评估相关的产品数量

 → 用于制造最终产品的材料重量（主要材料和

组与本评估相关的产品数量件）

不包括

 → 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废物和过度生产

 → 水和能源数据

 → 包装

集合或设施层面--示例

包括

 → 设施所需的所有材料流入

 → 包括加工助剂和废物流

 → 包括水循环指标

不包括

 → 来自其他设施的材料流和物品

 → 加工过程中使用的机械

公司层面--示例

包括

 → 公司所需的所有材料流入

不包括

 → 不适用



循环转型指标（CTI）行业指南 – 时尚及纺织业 38

03. CTI 流程周期

图10: 循环转型指标(CTI) 用例：Napapijri 雨林夹克

CTI 使用案例 – VF 集团

VF 集团成立于 1899 年，是世界上最大的积极

生活方式公司之一，通过包括 Vans、The North 

Face、Timberland、Napapijri 和 Dickies 等户

外、运动、工装和街头品牌，将人们与他们最

珍视的活动和体验联系在一起。公司的宗旨是

推动可持续的积极的生活方式，以改善人类和

地球环境。他们将这一宗旨与成功地为所有利

益相关者创造价值这一不懈的驱动力联系在一

起，并将公司作为一股向善的力量。

Napapijri Rainforest 夹克是 Napapijri 最

受欢迎的标志性产品，以至于很多人都称其为 

“Napapijri 夹克”。

VF 集团从 SKU 或产品层面对 Napapijri 夹克

的循环性进行了测量。

目标

 → 改进面料和材料的选择

 → 确定产品设计阶段的重要性

 → 概述产品的温室气体的影响

 → 在SKU或产品层面确定循环议程的优先次序

时间范围

 → 比较 A 时间与 B 时间（快照时间）的物品

包含/排除

 → 包含：每件（夹克组件：衬里/衬垫等）材

料的循环量和材料碳足迹

 → 排除：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包装和废料，以

及其他确定产品设计阶段的重要性环境指

标（水、能源等）

过去

51%

28%

0%

79

100

现在 将来

14

物质循环百分比 温室气体排放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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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选择：

选择指标

一旦公司确定了 CTI 评估的目标，就可以根据时尚

行业的重要主题选择指标。我们鼓励为后续步骤选

择具体指标。根据与价值链中不同位置的利益相关

者的讨论，我们确定了一些对行业至关重要的指标

应该是强制性的。然而，由于某些指标可能存在数

据可用性问题，特别是对于大部分信息都在公司外

部的指标，CTI 用户可将数据可用性较低的重要指

标视为推荐指标。

对于每个步骤，指南都会就每个评估级别应选择

哪些指标提出建议。指南规定了每个评估级别的

必选、推荐或可选指标。据此，”强制性“指的是

对遵守 CTI 框架具有强制性，但对报告标准（如 

CSRD）不一定具有强制性的指标。因此，对于侧重

于其他目的的评估，时装公司可自由选择相关指标。

03. CTI 流程周期

闭合循环

企业关闭物质循环的能力是 CTI 框架的

核心。

1

图11: 闭合材料循环

产品

强制性 强制性

强制性

强制性

强制性

材料循环百分比

可选

推荐

推荐 推荐

设施 公司

水循环百分比

可再生能源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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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CTI 流程周期

优化循环

这些指标说明了企业在降低风险和最大

限度实现高价值回收方面的表现，而不

仅仅是关闭材料循环。

2

图12: 优化循环

可选

强制性

可选

可选

可选

可选

可选

可选

推荐 推荐

推荐推荐

关键材料百分比

回收类型百分比

现场水循环

实际使用寿命

产品 设施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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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CTI 流程周期

赋值循环

该 模 块 将 循 环 绩 效 与 财 务 绩 效 联 系 起

来。它有助于将产品组合导向更具循环

性的产品和服务，并显示经济增长与线

性资源使用的脱钩。

3

图13: 赋值循环

可选

可选

产品 设施 公司

循环材料生产率

CTI 收入

可选可选

可选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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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的影响

本模块帮助企业考虑循环战略对公司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影响，确定循环战略的

优先次序。

4

图14: 循环的影响

CTI 使用案例 – VF 集团

VF 集团在 SKU 或产品层面测量了 Napapijri 夹

克的材料循环性，以及生产所用原材料的温室气

体影响。

排除指标

 → 材料循环性百分比

 → 温室气体影响

选定指标

 → 该公司排除了所有其他指标，以保持初步评

估的可及性和易管理性。

产品 设施 公司

温室气体影响

对自然的影响

推荐 推荐 推荐

推荐 推荐 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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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CTI 流程周期

第三步--收集：

确定数据来源并收集数据

数据收集可能是整个过程中最耗费人力的部分。有

些数据可能很容易获得，而其他数据则需要与内部

其他部门或外部合作伙伴合作才能收集到相关数

据，特别是有关流入和实际回收流出的数据。有一

些好的实践方法可以帮助公司完成这项工作，我们

在本节中介绍了这些做法，以及每个指标需要收集

的数据。

数据收集的优秀实践

确定数据来源

对于每组数据，确定 CTI 评估所需数据的来源，以

及由谁负责提供和维护。 

 → 谁拥有这些数据？区分内部来源（如另一个部

门）和外部来源（如供应商）；

 → 我们对所提供数据的信任程度如何？

 → 数据是如何收集的？为此，必须区分主要数据和

次要数据。

评估数据质量

对于每个数据集，通过了解数据收集过程来评估数

据质量。

 → 所提供数据的准确性和代表性如何？

 → 公司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做了哪些假设？这些假设

对数据的可用性和适用性有何影响？

数据的结构

对于每个数据集，明确所需的结构以及如何汇总不

同的数据，目的是尽可能提高数据管理的效率，这

也将使必要的数据更正和进一步更新变得更加容

易。因此，公司需要使用输入和输出的相关类别以

及正确的单位来构建数据结构，以便于纳入计算。

输入 定义 示例 

流量名称 流量名称 衬料

流量类型

 → 材料（如用于时尚产品的纤维和面料）
 → 构成部分
 → 产品部件 
 → 组件 
 → 产品 
 → 包装

材料

关键材料 是否是关键材料 0 (否)

质量（千克） 总质量 10 千克

非原生--可再生（循环） % 非原生但可再生的质量百分比 0%

非原生--不可再生（循环） % 非原生且不可再生的质量百分比 0%

原生--可再生（循环） % 原生且可再生的质量百分比 50%

原生--不可再生（循环）% 原生但不可再生的质量百分比 50%

温室气体材料 如果它是温室气体清单的一部分，从 生态创新 不适用

表2: 数据结构

来源： CircularIQ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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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CTI 流程周期

完成闭环

循环流入

循环流入百分比（每份材料流入）--可再生

产品、设施和公司层面

 → 为了被视为可再生，公司应根据既定的标签或标

准对流入量进行认证。附录I--可再生认证提供了

相关可持续来源的可再生材料认证，以考虑流入

的材料是否是可持续的。

例如：对于棉质 T 恤，如果棉花通过了 “更好棉

花 “标准认证，那么该公司就可以将流入的棉花

视为可再生棉花。

 → 如果某些流入来自再生农业或种植业实践，公司

应包括相关的认证，并应优先考虑转向这种类型

的流入材料，而不是可持续管理的流入。

例如：公司应说明这件棉质 T 恤衫获得了可再生

有机认证。

 → 为如果有更详细、更细化的数据，公司应优先使

用这些数据，按照以下优先级（从高到低），材

料 > 部分组件 > 产品 部件 > 组件 > 产品。

例如：T 恤衫所含面料的信息比 SKU 或产品级别

的汇总信息更有价值。

→ 物料循环百分比

→ 水循环率

→ 可再生能源占比

1 CTI 使用案例 - Bally

Bally 是一个瑞士奢侈品牌，成立于 1851 年，

该公司拥有丰富的制鞋传统。该公司将自己定

义为“现代工匠，将传统与创新相结合，给世

界带来瑞士的奢华和无懈可击的美丽”。

根据这一声明，公司正积极改善其对可持续发

展的影响，首先是根据可持续发展水平对材料

进行分类。Bally 使用的 95% 的材料都按照 10 

个宏观类别进行了分类，以推动其向最具可持

续性的材料转型。

根据其 2022 年可持续性报告，该公司承诺继

续改进“我们的系统，以便在详细说明产品的

组成部分及其占比方面越来越精确。此外，

我们致力于改进我们的材料采购。60”在 2022 

年，Bally 制定了其首选材料清单，为设计可持

续产品建立了科学方法。它确定了七个评估级

别-可再生、回收、有机、再生、生物基、低影

响和常规-并定义了四个参考级别-首选、良好、

不鼓励和禁止。

自 2023 年开始，Bally 根据上述标准衡量其选

择材料的能力，并在实现到 2028 年将 90% 的材

料归类为 "首选 "或 "良好 "的目标方面不断取得

进展。

图15: 循环转型指标(CTI) 用例：Scribe鞋

材料循环性 循环流入 循环流出

50.54% 72.98% 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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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CTI 流程周期

表4: 建议使用的二手数据，按国家

表3: 建议使用的二手数据，按材料循环流入量百分比（每份材料）--非原生

产品、设施和公司层面

 → 公司应收集每份流入材料的质量。在设施和公司

级别，包括所有未用于产品的流入物的质量，例

如废料、生产剩余物或化学品也很重要。

例如：对于一件用回收聚酯纤维制成的夹克，

公司应基于生产该夹克所需量收集回收聚酯的质

量；对于生产夹克的工厂，该公司应考虑该工厂

生产夹克所需的总质量。

 → 如时装的技术和生物回收一节所示，被视为循环

利用的各种回收方法优先级如下：减少消费> 再

利用> 翻新> 回收。

例如：转售比回收更有价值。在CTI（循环技术指

数）中，回收类型-通过寿命周期延长指标是更高

价值回收策略 (CTI v4.0, 第 59页)。

 → 时装公司还应区分消费前与消费后的回收或再利

用的流入量。

 → 例如：如果大部分重复使用的材料来自其他流程

的内部资源，公司就应标明这一方面。

 → 如果供应商提供的关于回收率的原始数据不可用

（例如，来自无法共享的第三方数据或不够详细

的数据），公司可以利用二手数据。我们在下面

每种织物或每个国家都包含了一些推荐数据，以

支持公司在这一数据处理过程中的操作：

材料61 示例

聚酯纤维 ~15% 在全球范围内回收 

羊毛 ~6% 在全球范围内回收  

氨纶 ~3% 在全球范围内回收  

聚酰胺 ~2% 在全球范围内回收  

棉质 ~1% 在全球范围内回收  

羽绒 ~1% 在全球范围内回收  

MMCF（合成纤维素纤
维）

~0.5% 在全球范围内回收  

聚丙烯 ~0.2% 在全球范围内回收  

国家 回收率  

全球62 8.45% 

捷克共和国63 24% 

德国64 26% 

丹麦65 12% 

法国66 33.5% 

意大利67 29% 

荷兰68 32% 

瑞典69 12% 

美国70 13% 

中国71 20% 

印度72 59%

https://www.wbcsd.org/Programs/Circular-Economy/Metrics-Measurement/Resources/Circular-Transition-Indicators-v4.0-Metrics-for-business-by-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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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设计原则和测试方法

循环流出

循环流入量百分比（每份材料）--非原生

产品、设施和公司层面

 → 公司应收集有回收潜力的零部件的质量，与流出

的产品整体质量相比较。在设施和公司级别，还

应包括所有未用于产品的流出物的质量，例如废

料。

例 如 ： 一 双 鞋 可 以 拆 卸 和 回 收 其 外 部 部 件

时，CTI 要求获得外部部件的质量与整个鞋子的

质量比例。

如时装的技术和生物回收一节所示，被视为循环利

用的各种回收方法优先级如下：减少消费> 再利用> 

翻新> 回收。

技术循环关注点

如在循环指标-回收潜力部分讨论的那样，我们已经

确定了公司可以用来定义技术循环的选定设计实践。

作为建议，我们提供了每个原则的评估和测试方法。

我们按照在行业内使用频率列出了设计原则：

设计准则 说明 测试方法

耐久性

设计

物理耐久性 

 → 持久、结实、耐用的材料和制造工艺。

耐久性测试（见指标 “实

际寿命”）

情感持久性 

 → 产品层面：精心设计能被长期用心使用的产品。

 → 公司层面：营销品牌，提高对产品的忠诚度和情感联系。

耐久性测试（见指标 “实

际寿命”）

循环性

设计

化学品 

 → 禁止使用有害化学品（参见 见 ZDHC），限制使用所有不必要化学品（参见《《纺织品限用物质清单》

和《从摇篮到摇篮限用物质清单》）。

化学品认证（见促进因素 

“安全化学品”）

设计可拆卸、可重复使用、可维修、可再制造和部分可生物降解的产品

 → 模块化设计：设计便于拆卸的服装和鞋袜，以便在使用寿命结束时进行维修或回收部件。

 → 单一材料构成：与纤维、染料和加工化学品的复杂混合物相比，由单一类型纤维组成的产品需要的回收

加工更少，因为前者者在使用寿命结束后很难回收利用。

可检索追踪的大宗组件

设计产品时尽量减少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物

 → 尽量减少纺织碎屑的产生。

 → 如果废物不能在工业中重复使用，则确保可在其他工艺或工业中回收利用。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物

质量

可持续性

设计

尽量减少资源使用

 → 在生产和回收过程中减少化学品的使用。

 → 减少原材料、加工、染色和整理织物的用水量。

 → 减少能源使用和排放，增加可再生能源对化石燃料的替代。

 → 减少材料消耗：在设计中有效利用材料。

与基准相比的资源使用量

生产

 → 通过准确的预测和尽可能贴近市场的决策，避免产品生产过剩。

 → 减少产品差异，鼓励不过时的产品。

未通过传统渠道销售的物

品质量

转型指标

 → 通过数据改善价值链上下游的可追溯性（见可追溯性部分）。

产品数据完整性和消费者

可获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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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销售渠道分类

传统 非传统 

 → 自有零售店

 → 品牌拥有的分销商

 → 网上市场

 → 商场/仓库

 → 在店内或网上转售退货商品

 → 折扣分销商

 → 捐赠衣物

生物循环关注点

如在技术和生物循环部分提到的，除包装外，在时

尚行业中，通过生物降解或堆肥使营养物质安全回

归生物循环的做法还未得到大规模的实现。时尚和

纺织价值链中的公司应避免在时尚产品的“生物降解

性或可堆肥性”上进行传播或报告，因为在实践中这

是具有挑战性的，可能会误导消费者。对于可生物

降解或可堆肥的包装，我们鼓励公司向消费者提供

所有必要的说明，以确保他们按照设计实践中实现

生物降解性/可分解性。

循环流出量百分比（每份材料）--实际回收量

SKU 或产品级别

如果可行的话公司可以利用选定国家列表中的实际

回收率（步骤 3 --循环流入百分比--回收率）。

例如：一如果法国的棉花回收率为13％，那么公

司应该考虑对于在法国生产的棉T恤，实际回收

率为13%。

设施和公司层面

公司可以利用上述国家的实际回收率除非生产过剩

或有召回系统：

 → 防止和减少生产过剩。在公司拥有大量产品未能

通过传统渠道销售时，公司可以考虑这一点。在

此情况下，公司仍应根据每个国家的实际回收率

进行处理，并标记任何过度生产。

 → 产生废物。在产品最终成为废物且公司能够看到

这些物品的寿命周期的情况下。例如，这可能包

括家具填充物、汽车填充物、房屋隔热材料、新

的时尚产品等。

 → 回收系统。在超过产量的 5% 会公司被召回并且

可通过技术循环进行回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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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循环性

设施和公司层面

 → 水流入：收集取水量（循环与非循环）、水质、

水源地及其脆弱性。

 → 水流出：收集排放水量（循环与非循环）、排放

地系统的质量和脆弱性。

与上述数据类型一致的是，大部分数据采集时都会

涵盖取水量和排水量。但是水源地和排水水质的数

据可能无法收集。因此，我们建议采取以下原则：

 → 最佳实践：最透明的数据收集方式是公司建立自

己的水处理系统，以确保完全透明。由于这并不

总是可行的，公司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 工业用水和市政用水：在企业在利用第三方

水源消耗水资源的情况下，我们建议企业与

供水方联系，询问总体水质和风险。

 → 二手数据：当无法直接从供水方处收集数据

时，公司可以利用整体地理区域的风险获得

一些方向。可以使用数据库，如世界银行水

数据。

可再生能源比例

设施和公司层面

 → 使用的可再生能源（年消耗量）与所用能源总量

（年消耗量）的比例。

 → 我们建议对可再生能源使用进行认证例如，公司

可以利用经 I-REC 认证的可再生能源。

CTI 使用案例 - Sun Tekstil

Sun Tekstil Sanayi ve Ticaret Anonim 

Sirketi 于 1987 年在土耳其成立，主要从事生

产、出口和销售 织布、针织品、纺织品和服

装产品。公司于其在托尔巴利区，伊兹密尔

省和马尼萨省的设施内进行生产经营活动。

该公司为全球成衣零售业设计、制造和销售

品牌女装系列。

水流入 

Sun Tekstil 公司 90% 的产品来自于供应链

中的利益相关者，并可直接向这些供应商索

取水质数据。其公司总部占总生产量的 4%，

与其子公司 Ekoten 共享使用。Ekoten 拥有

先进的水处理设施，可以回收 95% 的水。

水流出 

事实证明，为 Sun Tekstil 获取水流出的数据

具有挑战性，因为公司向市政排水，而市政并

不总能将排水量与单个公司对应。由于缺乏数

据透明度同时又为了保证排放时的水质，Sun 

Tekstil 已采用了新的水处理设施，可实现 95% 

的水回收率。

可再生能源 

Sun Tekstil 公司使用生物质为所有热处理提

供蒸汽，并为所有电网电力消费购买 I-REC 证

书。这大约减少了 30% 的范围 1 排放和基于市

场交易获得范围 2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降至“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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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材料比例

产品、设施和公司层面

 → 从现有公开清单中选择关键材料例如欧盟委员会

或美国地质调查局编制的清单。

 → 特别检查钒和铬、钡、铅、铜、钴、镍、锗、天

然橡胶、铬、锡、金、铂、钽、钨和锑。

回收类型

产品、设施和公司层面

在”闭合循环”模块和”材料循环率指标”中，当排

除降级循环和能源回收后，对于在技术循环中不同

的回收策略并无评分的高低。这种态度是必要的，

因为每种回收策略可能在价值链的某个时间和某个

地点发生作用。

正如“循环转变指标-回收类型”部分所述公司应优

先考虑能最大化产品价值的回收策略。目的是选定

所讨论的战略中适用于流出的：

 → 重复使用

 → 翻新

 → 维修

 → 回收

正如本文中关于技术和生物循环的章节所探讨的那

样通过在生物循环中分解实现生物降解性对绝时尚

行业大多数产品来说仍不太可行，因此本指南不建

议使用生物降解作为时尚行业的回收策略。

→ 关键材料比例

→ 回收类型比例

→ 实际寿命

→ 现场水循环

优化闭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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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水循环比例

设施和公司层面

该指标提供面向内部的视角，重点关注设施内水的

再利用和回收。

 → 设施内每道工序所需的水量

 → 设施内每道工序所需的水质级 

实际使用寿命

产品层面

实际寿命将把一个产品的使用寿命与其同类产品的

平均寿命进行比较。因此，企业应衡量其产品的使

用寿命并通过在最佳使用情况下的行业平均产品确

定参考寿命。根据这一点，时尚的重点应包括同时

情感上的耐久性和物理上的耐久性。

 → 对于情感的耐久性，我们建议寻找在要求退货或

维修的时间。例如，如果客户仍在送修/退还10 

年前购买的产品，说明该产品具有很高的情感持

久性。此外，客户忠诚度（作为现在可以衡量的

主要指标）和满意度也可以作为良好的识别情感

持久性的指标。

 → 对于物理耐久性，我们建议参考专门用于时尚产

品的《产品环境足迹类别规则》（PEFCR）测试

方法（仍在制定中），或考虑保修期限。测试可

包括：原本质量、使用次数、可修复性潜力、和

保修期限。

参考文献还可提供行业平均水平（注意使用最新的

数据，以反映行业现状）。如在产品类别一致情况

下，PEFCR 基于使用次数提供产品服务期限。而这一

数字可以作为行业平均水平。

要比较这两个维度，重要的是考虑一致性，依此利

用类似的测试方法。

CTI 使用案例 - Bally

Bally 在其《2022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73 中

指出：

“我们通常会修理平均年龄为 5 至 8 岁的

Scribe 鞋。我们收到的鞋的鞋龄根据客户

的使用和保养情况以及鞋底的材料，鞋底的

硬度会有明显的不同。皮革常比橡胶的生命

周期更长。不过，我们可以自豪地告诉大

家，在 2022 年，28% 的 Scribe 鞋翻新是

为 10 年前生产的鞋进行的，其中 6% 是为 14 

年前生产的鞋进行的。

Bally 收集鞋类数据，以建立基于事实的量化

耐久性评定。通过维修服务，Bally 可以收集

有关产品的质量和其耐久性的数据在维修过

程中，公司通常会更换鞋底、鞋垫和其他一

些次要部分。在维修鞋子时，公司通常会更

换鞋底、鞋垫和其他一些小部件。Bally 翻新

和处理其余部件，以增加其耐久性，确保并

加强其美观（如抛光和表面处理是完全重新

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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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材料生产力

产品、设施和公司层面

 → 经过（循环）评估业务部分的收入 

CTI 收入

产品、设施和公司层面

 → 每个产品（组）的收入

 → 每个产品或产品群的循环性级别（基于 “闭环“

指标） 

→ 循环材料生产力

→ 产品、设施和公司层面

赋值循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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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情况

循环模式

在下一个生产周期中： 用户仅被分配到更高价值保留回收（准备
重用/翻新/再制造）或回收过程的排放。

收集

收集资源开采

分拣

生产过程L1

生产过程C1 生产过程C2

生产过程L2

生产过程 S

输入

使用

输出

填埋焚烧

共享流程未包含在比较中

（生产商）

图16: 设定基准（线性模式）和循环物质流的系统边界

温室气体相关影响

产品、设施和公司层面

“温室气体影响”将提供可视的以循环模式替代线性

模式后温室气体排放量变化如图 13，来自 CTI v4.0 将

这种相关性可视化。

“温室气体影响”指标的目的是量化从线性模型到循

环模型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变化。这考虑了利用

循环材料作为输入而非传统线性模式。例如，使用

回收的聚酯纤维，而不是原生聚酯纤维。关于产品

流出我们的目标是了解通过以循环做法，如：再利

用服装而非线性利用，如：填埋生命末期产品而减少

的温室气体排放。根据图 16，公司应收集流入水平和

流出水平的数据因此，就这两个维度而言，公司应

考虑以下数据。

→ 对自然的影响

→ 温室气体影响

闭环的影响4

线性模式碳排放将归因于生产商。

（生产商）

（用户）

材料/产品在不承担生产排放负
担的情况下变得可用。

循环输出排放在下一个周期中分
配给用户。生产者避免了收集和
处置排放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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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入

 → 循环流入百分比指标的所有数据

 → 原生材料的二氧化碳当量/千克

 → 回收成分或再利用产品/材料的二氧化碳当量/千

克

通过收集上述数据，可以比较使用原生材料和使用

回收或再利用材料所避免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流出

 → 循环流出量百分比指标的所有数据

 → 准备再利用的二氧化碳当量/千克

 → 再循环过程的二氧化碳当量/千克

 → 焚化（含/不含能源回收）的二氧化碳当量/千克

 → 填埋的二氧化碳当量/千克

通过收集上述数据，可以在考虑所有流程的情况下

比较再利用或再循环与填埋或焚烧时尚产品相比避

免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为支持这些数据的收集，公司可以利用排放因子计

算。

CTI 案例 - VF 集团

Napapijri 品牌的案例中，目的是量化通过使

用再生聚酯方式避免的温室气体排放。因此，

重点是对流入的温室气体影响进行量化，因为

这是生产过程中发生变化的地方。为了支持

这项实践，VF 集团从第三方来源获取排放因

子，以量化在当前再生聚酯使用量下，其对气

候影响减小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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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然的影响

产品、设施和公司层面

“对自然的影响”指标要求检查流入材料和产品，这

是循环模式中计算循环流入量百分比必要的步骤。

它还包括额外的关于土地利用类型、土地利用强度

和采购地点的数据。这样就可以估算出与物质流入

相关的程度、状况和重要性，可以相加组装成品或

整条价值链中的所有物质以获得分数。

一般来说，每个维度都需要如图 17 所示的主要分数。

图17: 用于计算土地利用对自然影响的关键组成部分

程度 状态 重要性

根据体积、产出原料或产出数据
估计被转化或占用的土地实际范
围。

依据实践估算相较于原生状态的
变化。

基于其对受威胁物种的重要性，
评估了全球陆地对全球生物多样
性的重要性。

土地的地埋面积。 表现出生物多样性的多少。 生物多样性的价值体现在
生物多样性的“种类”，以
及它们在全球范围内损失
的严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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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I 使用案例 - VF 集团

VF 集团对其品牌的各种 T 恤的土地利用对自

然影响的分析，以识别土地使用效率最高且对

生物多样性影响最小的材料。评估的范围涵盖

了使用不同农业实践（如传统、再生、可持续

管理和有机）生产的几种类型的棉花和羊毛。

为了开始评估，它收集了每件 T 恤所使用的原

材料和土地管理实践的主要数据，以及原材料

的采购地区或国家（例如，一件由新西兰生产

的 100% 再生羊毛制成的 T 恤，和一件由美国

生产的 100% 再生棉制成的 T 恤）。

 → 程度：VF 集团进行了研究，以确定各种材

料所使用的农业做法的生产力（或土地转化

或占用的程度）。这些数据被分为 8 组，定

义了土地使用的程度，从微小到极大不等。

这作为前提保证了不同生产数量 T 恤间的

可比性，进一步保证了材料间的可比性。

 → 状态：物种平均丰度（MSA）是一个二手

数据，表明生产地域内生物多样性的多少。

此得分也将归入 6 个类别之一。生物多样

性从非常小到非常大不等。

 → 重要性：该分数代表生物多样性依据其不同

类别而有的价值以及其损失对整体的重要性

(例如，如果生物多样性水平较低，则生物

多样性丧失的重要性低于生物多样性高的地

区区域）。该分数基于二手数据，即 STAR 

威胁缓解分数（STAR-t）。

总体而言，在大多数公司内部原始数据易于获

取，并通过可靠的资料来源和评分框架保障其

完整。

估计范围（平方
公里）

~0 0-<0.1 0.1-<1 1-<10 10<100 100<1,000 1,000<10,000 >10,000

类别描述
可忽略
不计

非常小 小型 小型中等 中型-大
型

大型 非常大 极大

范围维度 (E) 的
得分

0.01 0.1 1 10 100 1000 10000 估计实际
使用面积

估计值状况变化
（0-1，基于MSA)

0-<0.01 0.01-<0.1 1-<0.3 0.3-<0.5 0.5<0.7 >0.7-1

类别描述
非常小 小型 小型中等 中型-大

型
大型 非常大

条件维度得分 (C)
0.01 0.1 0.3 0.5 0.7 1

估计重要性（80%
位STAR-t分数）

0-<10 10<100 100<1,000 1,000<10,000 10,000<1000,000

类别描述
低 中度 高 非常高 最高

条件维度得分 (C)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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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计算：

进行计算

本节介绍了用于计算指标的不同公式。由于某些数

据已经是体系内的一部分，公司可以只用处理后的

数据计算。因此在本节中，我们将原循环转型指标

（CTI）行业指南 – 时尚及纺织业始数据和二手数据

进行区分。

 → 原始数据：原始数据是指公司可以直接由其业务

或其供应商和生态环境获得的数据。这些数据具

有更高的质量，因为它们反映了实际运作，公司

应优先使用原始数据，而不是使用二手数据。

 → 二手数据：原在无法获得原始数据的情况下，我

们为一些指标提供了一些数据集，如回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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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I 是一种基于灵活系统边界的方法，这意味着该

方法适用于产品、设施和公司。因此，必须了解如

何从一个层级移动到另一个层级。图18说明了这些

层级的区别。

对于四项重要的循环性指标、接下来的步骤将说明

如何在各层次计算他们或如何将它们连接到时尚界

的需求。

完成闭环

→ 物料循环百分比

→ 水循环率

→ 可再生能源百分比

1

SKU 或产品级别

设施或产品线级别/公司级别

材料循环百分比 
公司/业务单位/生产设施 

循环流入总量百分比 循环流出总量百分比

循环流入百分比 X

（循环流入量A的百分比*质量A）
+（%循环流入量B*质量B）
+（%循环流入量C*质量C）

（循环流出量D的百分比*质量D）
+（%循环流出量E*质量E）
+（%循环流出量F*质量F）

循环流出百分比 X

回收潜力百分比 X 实际回收率 X

图18: 灵活的系统边界 CTI

总质量 A+B+C 总质量 D+E+F

可再生百分比
或

非原生材料百分比
回收潜力 X * 实际回收率 X

是-全部潜力 = >100%
不是-无潜力 = >0

某些潜力 = X%
或可生物降解的百分比

标准回收率
或区域回收率

或人工回收率+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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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流入

循环流可再生流入百分比（每份物质流）

--可再生

SKU 或产品级别

这种测量需要可再生或可恢复流入方面的原始数

据。因此公司需要衡量以下几个方面：

可再生流入-循环

对于所有经认证可再生的流入量，适用以下公式：

 → 循环流入量百分比 = 可再生成分百分比

可恢复流入-循环

对于所有经认证的可恢复流入量，适用以下公式：

 → 循环流入量百分比 R = 可恢复成分百分比

不可再生-线性

对于所有未认证为可再生的流入量，适用以下公式：

 → 循环流入量百分比 NR = 0

循环非原生流入百分比（每份物质流）

--非原生

SKU 或产品级别

公司应使用非原始材料（回收或再利用）的原始数据

进行计算。因此，公司需要对以下方面进行测量：

原始/原生流-线性

对于所有原生材料则适用以下公式：

 → % 循环流入量 V = 0

非原生流-循环

对于材料已被（部分）使用过的全部流入，例如重

复使用或翻新后的材料，适用以下公式：

 → 循环流入量百分比 NV = 回收含量百分比在

无法获得原始数据的情况下企业可以利用二手数据计

算，如步骤 3 所示。

一旦公司计算出在 SKU 或产品层面的两种流入量，就

可以将其汇总以获得设施/集合单元或公司级别的视

图。为此，公司层级可采用以下公式计算：

循环流入总量百分比

材料循环百分比 
公司/业务单位/生产设施 

（循环流入量A的百分比*质量A）
+（%循环流入量B*质量B）
+（%循环流入量C*质量C）

总质量 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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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流出

循环流出百分比反映了公司提高回收潜力和最大限度

地提高其产品实际回收率的有效性。公司可以采用以

下公式来反映这种综合观点：

理解这两个指标的计算方式十分重要，我们将在下节

详细介绍：

 

循环流出量百分比（每份物质流）

——回收潜力

SKU 或产品级别

测量需要回收潜力的原始数据。因此，公司需要对

以下方面进行测量：

无法回收-线性物质流动

对于所有流出物，如果设计时未考虑使其有回收潜

力，则计算公式如下:

 → 循环流出量百分比 NR = 0%

可部分回收-部分循环

对于所有流出物质，如果设计有回收潜力的计算公

式如下:

 → 循环流出量百分比 NR = 回收潜力百分比

循环流出百分比 X

回收潜力 X * 实际回收率 X

可能被完全回收-循环

对于所有流出物质，如果设计允许完全回收的计算

公式如下:

 → 循环流出量百分比 R = 100%

为了帮助（设计时）选择合适的回收潜力。我们检

阅了以下设计原则来展示与每一设计原则有关的回

收潜力。回收潜力可以用于帮助理解每一设计原则

有关回收潜力的影响，来自各设计程序的回收潜力

可以相加。

材料循环百分比 
公司/业务单位/生产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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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准则 说明 测试方法 回收潜力

耐久性

设计

物理耐久性 

 → 持久、结实、耐用的材料和制造工艺。

耐久性测试（见指标 “实

际寿命”）

耐久性百分比
赠长量

情感持久性 

 → 产品层面：精心设计能被长期用心使用的产品。

 → 公司层面：营销品牌，提高对产品的忠诚度和情感联系。

耐久性测试（见指标 “实

际寿命”）

耐久性百分比
赠长量

循环性

设计

化学品 

 → 禁止使用有害化学品（参见 见 ZDHC），限制使用所有不必要化学品（参

见《《纺织品限用物质清单》和《从摇篮到摇篮限用物质清单》）。

化学品认证（见促进因素 

“安全化学品”）
10% 

设计可拆卸、可重复使用、可维修、可再制造和部分可生物降解的产品

 → 模块化设计：设计便于拆卸的服装和鞋袜，以便在使用寿命结束时进行维

修或回收部件。

 → 单一材料构成：与纤维、染料和加工化学品的复杂混合物相比，由单一类

型纤维组成的产品需要的回收加工更少，因为前者者在使用寿命结束后很

难回收利用。

可检索追踪的大宗组件 50% 

设计产品时尽量减少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物

 → 尽量减少纺织碎屑的产生。

 → 如果废物不能在工业中重复使用，则确保可在其他工艺或工业中回收利

用。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物

质量
10%

可持续性

设计

尽量减少资源使用

 → 在生产和回收过程中减少化学品的使用。

 → 减少原材料、加工、染色和整理织物的用水量。

 → 减少能源使用和排放，增加可再生能源对化石燃料的替代。

 → 减少材料消耗：在设计中有效利用材料。

与基准相比的资源使用量 10%

生产

 → 通过准确的预测和尽可能贴近市场的决策，避免产品生产过剩。

 → 减少产品差异，鼓励不过时的产品。

未通过传统渠道销售的物

品质量
50% 

转型指标

 → 通过数据改善价值链上下游的可追溯性（见可追溯性部分）。

产品数据完整性和消费者

可获取性
10%

表7: 设计原则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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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I 使用案例 - Sun Tekstil

为实现循环设计，Sun Tekstil 致力于了解服务

即产品战略，并从产品设计时便考虑了其生命

末期时的处置方式。其目标是在生态设计标准

的范围内设计出高质量、可回收、可追溯、经

久耐用的产品。此外，该公司还利用三维软件

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实物样品的生产。

利用 CTI 框架显示了回收潜力之后，公司与一家

新成立的企业 Fazla 合作支持工业共生。Fazla 

通过创建的在线系统确保现场分类后的废物流

的可追溯性，从而能够持续监测废物的产生

及用于废物处理的行业和工序。这支持了 Sun 

Tekstil 开发一种矩阵，用于确定发展路线，增

加废物的价值，并确保废物可随时供其他行业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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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流出量百分比（每份物质流）

--实际回收率

SKU 或产品级别

我们建议用有关实际回收率的原始数据作为计量

方法。由于每家公司都有可能出现多种物质流出情

况。对于每种物质流出，我们将介绍可能的测量方

法。

废物产生

对于所有可被视为废料或生产剩余物的流出，由于

公司有管控，公司应计量废料产生并应用以下公式

计算：

 → 循环流出量百分比 A = 全新产出回收量百分比

例：该公司可以完全丢弃制鞋过程中产生的剩余

物，从而使得实际回收为0%。如果使用这些剩余

物来制作产品，如钥匙扣，那么实际使用的回收

率为其时尚产品市场内的回收率。

防止和减少生产过剩

对于所有通过非传统渠道销售的物品和产品即被视

为生产过剩的流出，如果公司有管控，则应将流量

加入计量中，并应用以下公式计算：

 → 循环流出量百分比 A = 全新产出回收量百分比

例：如果一家公司在一个季度生产了太多的 T 恤

衫，需要把剩余的产品批量卖给 ouelet，这将被

视为生产过剩。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应将过剩生产

标记出来，并应用出口所在地的回收率如果该地

没有可用的回收率，则实际回收率应为 0%。

召回系统

若公司对产品召回流程有明确的控制措施，并且召

回率至少达到 5%，公司应将召回的产品流量纳入测

量范围，并采用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 循环流出量百分比 A = 新产出回收量百分比

例：如果一家公司建立了消费者将退还 3% 的产

品的召回系统这并不足以让该公司将其召回系统

纳入对外报告的实际回收率。如果高于 5% 公司可

以使用作为回收率。因此，如果公司召回 25%，

再利用其中的一半并将剩下的 50% 焚烧处理。那

么，它就应该使用实际的回收率为 12.5%。

在没有原始数据的情况下企业可以利用二手数据计

算，如步骤 3 所示。

一旦公司计算出在 SKU 或产品层面的流出，可以它们

汇集在一起，以便对设施/设备，产品线或公司层面进

行检查公司可以应用下面的公式来反映这一点总和水

平：

材料循环百分比 
公司/业务单位/生产设施 

循环流出总量百分比
（循环流出量D的百分比*质量D）

+（%循环流出量E*质量E）
+（%循环流出量F*质量F）

总质量 D+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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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循环率

设施和公司层面

测量需要有关水循环率的原始数据因此，公司需要

测量以下方面：

水流入

对于所有水流入，用以下公式来确定水循环性：

是否是再生水

（包括来自第三方的再利用或回收水）

是否有好的水治理体系确保与消耗的

水资源相当的可持续水补给，即使在

考虑水源获取的季节性问题的情况下

水食是否来自可再生的水资源

包含可以通过自然水循环的降水补充

的地面地下及河水 一旦设施使用了这些水，能否在处理后

直接排放回水源？

一但设施使用了这些水，能否在处理后

间接补给水源？

是

是 是

是

循环用水线性用水

50% 75% 100%0%

否

支持企业确定水循环性水平，CTI 倡议提出以下理论

模式：

(Q 取循环水总量

Q 取水总量）
x 100

图19: 确定水循环性的决策树

通过使用决策树来评估水流入的循环性

否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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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流出量

对于所有水流输入，用以下公式来确定水循环性：

根据水循环性的基本原则，循环流出有三个标准：

 → 如果其他地点（场外）对水进行循环利用，则水

的流出是循环的；这包括向流域内的社区供应饮

用水。

 → 如果排放的水返回当地流域时，其水质可随时用

于环境、社会、农业或工业目的，则为循环水。

 → 如果产生的水返回当地流域时，其水质可随时用

于环境、社会、农业或工业目的，则为循环水。

CTI 使用案例 - Sun Tekstil

取水

Sun Tekstil 公司从供应链中的利益相关者获得

了 90% 的产能并要求其供应商 Ekoten 直接提

供水质数据。Ekoten 拥有先进的处理设施，可

以保障 95% 的水回收率。

排水

利用内部水设施开发可以为 Sun Tekstil 保证回

收 95% 的水用于自身运营。

可再生能源百分比

设施和公司层面

测量需要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原始数据，因此，公司

需要测量以下方面：

可再生能源

对于所有能量流，以下公式适用于确定可再生能源

的水平：

(Q 取循环水总量

Q 取水总量）
x 100

可再生能源（年消耗量）

能源总用量（年消耗量）
x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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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材料百分比

产品、设施和公司层面

测量需要关键材料的原始数据。因此，公司需要对

以下方面进行测量：

关键材料百分比

对于所有关键材料，以下公式可用于定义关键材料

的百分比：

回收类型百分比

产品、设施和公司层面

测量需要有关回收类型百分比的原始数据。因此，

公司需要根据实际回收情况确定其流出情况。

回收类型百分比

因此，对于这一指标，重要的是了解可用的各种流

出（维修、再利用、翻新、再循环）和流出如何实

际发生。

现场水循环率

设施和公司层面

测量需要现场的水的循环性原始数据。因此，公司

需要测量以下方面：

现场水循环率

对于所有现场使用，计算公式如下，适用于确定现

场循环水的百分比：

→ 关键材料百分比

→ 回收类型百分比

→ 实际寿命

→ 现场水循环

完成闭环2

流入的定义为关键材料的质量

线性流入的总质量
x 100

【(Q 用水量- Q 取水总量）

Q 取水总量）】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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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使用寿命

产品、设施和公司层面

测量需要有关实际使用寿命的原始数据。公司可

以通过产品平均实际使用寿命的二手数据的方式完

成，因此，公司需要对以下方面进行测量：

产品实际使用寿命

 → 对于这一指标，公司需要了解其产品的实际使用

寿命。根据第 3 步 ，重要的是要把情感耐久性和

物理耐久性分开，并根据这一分类选择适当的测

试。 

产品平均实际使用寿命

 → 对于这一指标，公司需要了解 PEFCR 中与所测试

产品类似的产品类别的平均寿命。 

产品平均实际使用寿命指标

对于实际寿命，可以用以下公式来定义：

CTI 使用案例 - Bally

如上所述，Bally 大约在 5 至 10 年后收到需

要修理的鞋子，并且有时长达 14 年。根据通

过维修服务收集到的数据，Bally 可以获得以下

信息：如果提供正确的护理和维护，客户可以

使用其部分产品长达 14 年。

这些数据表明，Bally 设计的鞋子以耐久性为

核心。此外，还建立了维修服务使得修理和维

护鞋子来让使用时间更长。最后，通过为其鞋

类产品建立一个强大的情感耐久性，Bally 已

经成功鼓励顾客寄回鞋子进行维修。

这些循环做法表明，Bally 生产的鞋子比传统

的市场产品更耐用。目前很少有科学资料来源

有助于了解皮鞋的实际使用寿命。不过，根

据皮革制造商的说法，答案应该是几年，主要

取决于皮革的保养和质量74,75。这一数字低于

Bally 提供的数字并表明该公司生产的鞋子比

市场上常见的其他鞋子寿命更长。

产品实际使用寿命

平均产品实际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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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材料生产率

产品、设施和公司层面

测量需要有关循环材料生产力的原始数据。因此，

公司需要对以下方面进行测量：

循环材料生产率

该指标的定义公式如下：

CTI 收入

SKU 或产品级别

测量需要有关循环材料生产力的原始数据。因此，

公司需要对以下方面进行测量：

CTI 收入

该指标的定义公式如下：

工厂或设施级别

CTI 收入

该指标的定义公式如下：

2

CTI 收入产品 A + CTI 收入产品B + ... .

→ 循环材料生产力

→ CTI 收入

赋值循环3

循环材料质量

线性流入总质量

(% 循环流入+ % 循环流出)
x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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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影响指标

产品、设施和公司层面

流入

我们建议尽可能使用原始数据进行测量。企业应分

析从循环模式影响获得的信息，并考虑物质循环性

指标。

计算结果就是如果材料的回收利用率从目前的提高

公司可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以下是公式：

流出

我们建议尽可能使用原始数据进行测量。企业应分

析从循环模式影响获得的信息，并考虑物质循环性

指标。

关于流出量，计算结果是公司如果将当前回收率（通

过再利用再制造或回收）提升至 100% 可以减少的的

温室气体排放量。计算公式如下：

 → Mt = 材料总质量 

 → GHGr = 回收方法的排放因子

 → Mr = 使用的回收材料的质量

 → GHGv = 原始材料的排放系数

 → Mv = 所用原生材料的质量

 → Mt = 总物质量 

 → GHGxl = 线性回收（方法：焚烧、填埋）的排放

系数

 → Mxr = 待回收流出的质量 

 → GHGxr = 待测质量的排放系数，回收= 0 千克二氧

化碳/千克 

 → Mxl = 线性流出质量 

或者说节省百分比的计算公式：

或体现相对节省量的公式：

(Mt x GHGr) - (Mt x GHGr) - (Mt x GHGr)

(Mt x GHGxl) - (Mt x GHGxl)

(Mt x GHGr) - [(Mt x GHGr) + (Mv x GHGv)]

(Mxr x GHGxl) - (Mt x GHGr)

(Mt x GHGr) - (Mt x GHGv)

(Mt x GHGxl) GHGr)

x100

x100

→ 温室气体影响

→ 对自然的影响

循环的影响4

(千克二氧化碳/千克）

（包含准备再利用或回收所用）

(千克二氧化碳/千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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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循环转型指标(CTI) 用例：Napapijri Rainforest 夹克

CTI 使用案例 - VF 集团

对于 Napapijri 品牌的案例，对于Napapijri 

品牌的案例，目的是量化使用回收聚酯替代原

生聚酯所减少的碳排放。与基线（0% 使用回

收聚酯）相比，当 VF 集团使用 50% 的回收聚

酯纤维时，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21%。在使用 

100% 再生聚酯纤维时，可将其减少 86%。

因此，使用该指标情景模拟可以帮助脱碳行动

中的决策。

51%

28%

0%

79

100

14

过去 现在 将来

物质循环百分比 温室气体排放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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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棉T恤对土地利用的影响：线性替代方案与循环替代方案

CTI 使用案例 - VF 集团

棉花

通过将每种棉花的上述三个维度相乘，下图

展示了印度棉花、澳大利亚再生棉、美国再

生棉和印度有机棉对土地利用和土地利用变

化的影响。结果表明任何这些循环替代方案与

线性棉花生产相比都至少能减少 91% 土地利用

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其中来自印度的有机棉

替代品最大可减 95%。几种循环战略可以被采

用来减少T恤对土地利用的影响。有机和再生

做法可以通过减少对土地的需求来提高生产

率。此外，这些土地以更可持续的方式被使

用，通过减少或消除化肥和杀虫剂的使用在

土地上保留更多的特有物种。最后，循环型

替代品通常不采购来自有重要生物多样性意

义地区的棉花。

对自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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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用这些结果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其可能存在精度上的局

限性，因为此处采用了二手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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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羊毛衫对土地使用的影响：线性与循环替代方案

CTI 使用案例 - VF 集团

羊毛

VF 集团还对羊毛 T 恤衫进行了计算，将澳大

利亚的传统羊毛 T 恤，新西兰的可持续管理羊

毛 T 恤，新西兰的再生羊毛T恤以及来自新西兰 

50% 的混纺 T 恤。（由再生羊毛和 50% 再生纤

维素纤维（纤维来自榉木））。再生羊毛的得

分比传统棉花高出 57%，其次是分数很接近的

由可持续管理的羊毛和混纺面料制成的 T 恤。

这些分数差异是因为与考虑原生物种和并保持

较低的牲畜密度的可持续管理和再生的羊毛

比，传统羊毛需要大量牧草，牲畜密度高。

循环替代品羊毛T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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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用这些结果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其可能存在精度上的局

限性，因为此处采用了二手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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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分析：

解释结果

本节的重点是解释结果以帮助决策。公司应让相关

决策者参与此过程。CTI 计算结果为识别循环动议、

确定循环动议优先级和实施循环动议奠定数据基

础。

当前表现和长期表现

当前表现

我们制定的 CTI 时尚行业指南广泛适用于各公司、

各行业和价值链。由于绩效可能因为公司的特性有

显著差别，CTI 不会主观判断什么是“差”和”好”的

表现。通过检查仍被视为线性业务的业务比例。CTI 

使得企业能够研究自身的提升潜力。分析基本指标

有助于了解提高循环水平的必要条件。

长期表现

最有价值的见解可能来自长期表现的跟踪。公司可

以将进展情况与其制定的有时限的目标、目的或指

标进行比较。如果表现未达到预期，公司可以进一

步分析影响结果的基本指标和参数。为了使企业在

情境下了解其表现的结果，并进一步帮助企业了解

可能的循环路径我们举例说明针对以下每个指标的

循环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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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闭环

→ 物料循环百分比

→ 水循环率

→ 可再生能源百分比

1

材料循环性

非原生流入

潜在策略：公司可通过采购再利用的物品、纺织废

料、下脚料、边角料和破损产品增加非原生物料（回

收或再利用）流入量。这些策略将有助于减少制造新

产品所需资源和产生的废物。

例如:  

 → VF 集团旗下的 The North Face 推出了 Renewed 

系列产品，由退货、损坏或有瑕疵的商品制成76。

 → 另一个例子是 Vinted，这是一个转售时尚物品的平

台，可实现再利用流入77。

 

可再生能源流入

潜在策略：公司用可再生原料（可持续和可再生管理

的资源）替代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原生合成材料，以

增加循环流入。来自可持续来源的可再生资源，比原

生化石燃料或采掘农业系统中的天然材料更好。

例如:  

 → Pangaia 这一战略不仅着眼于纺织品制造后产生

的废物，也包括了整个价值链78。

 → Patagonia 的目标是到 2025 年只使用可再生或

可再生的材料。因为该公司大部分排放来自原始

材料，从而同时改善了多个指标79。

回收潜力

潜在策略：通过使用单一材料和模块化设计，以简化

拆卸和维修、再利用和再制造为目的设计产品和部

件。此外，透明的产品成分数据传达最佳再制造和回

收策略，简化了再制造和回收。

例如:  

 → 海利-汉森 Helly Hansen 推出了“单一材料产品

线，实现服装到服装的循环利用80。

 → Everlane 除每种材料的认证和生产地点外，还记录

了其产品每一部分的具体的材料成分。同时保证这

些信息在线上可查有益于其产品的回收，即使消费

者移除了其产品材料标签（这一举措很常见）81。

实际回收业务模式

潜在策略：如果公司除了核心业务外包含租用或购回

的业务，那么提高产品回收可以成为一项经济上可行

的业务，以增加每件物品的使用者的数量。租赁可能

带来新客户群，并确保产品按照规定维护和保养。

例如:  

 → REI 推出了一种户外和运动装备的租赁服务。这意

味着更多的潜在客户82。

 → Patagonia 提供维修服务，以确保客户在尽可能

长的时间内将衣服保持在可用状态83。



循环转型指标（CTI）行业指南 – 时尚及纺织业 74

03. CTI 流程周期

实际回收-协作

潜在策略：回收需要零售商、收集合作伙伴、分拣商

和回收商之间的大量合作。目前纺织品收集商的关系

网和基础设施由慈善公司和其他公司组成。这些公司

努力寻找分拣商、回收商和零售商来转售或捐赠。通

过合作，该行业可以利用现有的纺织品收集商和回收

商人扩大和改善现有的基础设施，以有效地再利用或

回收产品。

例如:  

 → Helpsy 推是美国东北部最大的服装收集商，2,200

多个收集容器点，与 Levi’s、Patagonia 和 

Reformation 等公司以及市政当局合作，收集和

回收服装用于转售84。

水循环性

潜在策略：纺织业可以通过管理需求来减少总体用水

量提高循环性，重点是减少线性进出水量，同时设计

时考虑到使用低用水材料(从作物到生产），并用循环

水进出代替线性水进出。

例如:  

 → Sun Tekstil 推投资建设了一个先进的水处理厂，

可实现 95% 的水回收率85，参考步骤三案例。

 → 美国服装公司 American Eagle 除推出了 Real Good 

产品、使用可持续生产和采购的材料，并与工厂合

作符合其“水领导力”计划要求86。

可再生能源

潜在策略：考虑到化石燃料仍在很大程度上为工业提

供电力，降低总能耗消耗，例如提高能源效率，是当

今世界的一项重要战略。此外，使用可再生替代燃料

替代化石燃料的并优先考虑再利用、转售和再制造而

非能源消耗更高的回收利用方式有助于减少总体能源

消耗，并确保所使用的能源来自可再生资源。

例如:  

 → Patagonia 在美国使用 100% 的可再生电力在全

球使用 76% 的可再生电力。公司的目标是到 2025 

年实现 100% 可再生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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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材料比例

→ 回收类型比例

→ 实际寿命

→ 现场水循环

优化闭环2

循环材料生产率

潜在策略：使用指标来比较不同时间点的表现。如果

该行业财富增长与物质使用增长逐步脱钩且此速率快

于公司的速率，公司应尝试应发现和解锁新的机遇。

例如:  

 → Nike  采公司是财务上最成功的服装公司之一 , 同

时投资于循环设计、无水染色、以及使用回收材

料，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其循环战略包括提供回收

计划、翻新产品和提供使产品寿命更长的服务90。

CTI 收入

潜在策略：增加对新循环产品的投资，提高现有产品

的循环性，并推动更多循环型替代品（而非不那么有

循环性的替代品）的销售。

例如:  

 → Reformation，一家专注于可持续时尚的时尚品

牌，已经从一家初创公司发展成为一家增加收入的

公司，其收入主要来自使用尾货面料（主要是天然

纤维）制作的服装，以及翻新退货或损坏的商品。

该平台正在不断增长，到 2022 年，转售、复古和

租赁业务占业务量的 16%91。

→ 循环材料生产力

→ CTI 收入

赋值循环3

关键材料

潜在策略：在可能的情况下，使用健康和稀缺性风险

较小的关键材料。

例如:  

 → ATP Atelier  采用植物鞣革法鞣制皮革制品而不是

常见的铬鞣方法。替换了这一关键材料，保证了了

产品的质量和使用寿命。此外，它还开发了一种新

的鞣革流程，与铬鞣革相比，有机化合物鞣革所需

时间更短，用水量减少 20%88。

实际使用寿命

潜在策略：通过设计时考虑耐久性和循环性最大化产

品的性能和使用寿命。通过提供循环服务和提高客户

的产品维护意识也可以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

例如:  

 → Bally 设计和生产的鞋子具有数十年的寿命，并提

供维修服务，如“实际回收指标”所示。设计使用

寿命更长的产品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购买新产品

的需求89。

有关现场水循环指标，请参阅水循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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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影响

潜在策略：在使用“温室气体影响指标”和材料循环

百分比指标，决定环境影响最小的方案。从回收转向

维修可以对使用寿命后的温室气体减排有很大影响。

例如:  

 → Levi’s 采推出了裁缝店服务，提供维修和升级再

造服务，而不是回收产品92。其与 Renewcell 合

作，使用 Circulose（一种新型再生棉制成的纤

维。）制成牛仔布产品，相较于传统棉制品，可节

水 80%，并减少  65%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对自然的影响

潜在策略：使用“对自然的影响模块”确定最有效的

采购战略，以减少土地使用的影响和对自然的压力。

事实上，本指标特别关注土地利用的影响，因为这是

自然环境损失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它包括土地占用、

土地使用变化、土地退化和砍伐森林的影响。

例如:  

 → 参考 VF 集团关于棉花和羊毛的 T 恤案例该公司可

以分析其错过了哪些机遇和在材料选择上，如何减

少其对自然的影响。分析结果应与材料循环性和温

室气体影响分析一并考虑，以便从更广的视角看待

影响。因此更大规模的评估提供结论和目标，而不

仅仅提供自然影响指标。该指标的价值在于显示采

购传统、再生或可持续管理的材料对土地的实际影

响。并能激发向更循环型运营过渡的机会。

→ 温室气体影响

→ 对自然的影响

循环的影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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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步--确定优先次序：

识别机会

通过收集循环性相关的数据，我们可以识别出在哪

些物质流动中存在最大的改进空间和潜力。但是，

为了利用这些信息做出决策和确定优先次序，公司

可能希望了解循环绩效与线性风险之间的关系。通

过评估公司面临的风险，然后通过商业案例对机遇

进行评估后，企业就可以开始对行动进行优先排

序。在本节中，我们参考了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

事会 2018 年《线性风险》报告，该报告对循环风险

和机遇进行了解释。

识别线性风险和循环机会

可以将以下评估方法中使用的指标与线性风险和循

环机会联系起来。这些联系可以让公司初步了解哪

些风险和机会是相关的。

风险类型 市场 运行 商业 法律

定义

涉及市场和贸易影响企业资产和

负债的相关因素 

涉及影响公司的因素 新的社会、经济、政治趋势

的结果，这些趋势影响了公

司的战略商业和目标

来自于当前和未来的法规、标

准和协议

循环

流入

百分比

机
会

非原生，生物基产品溢价；在时

尚行业，客户对可持续产品的兴

趣日益增加，并愿意为其支付更

高的价格93

在价值链中建立回收和收集

计划，因为它们提供了与客

户重新联系的机会。

提高使供应链透明度的技术 对（认证后）可再生能源的

补贴

风
险

可再生资源在时尚产品的稀缺性 产业全球化带来供应链问题 引导消费者需求转向二手产

品和本地产品

对消费者索赔和标签的要求更

加严格，如欧盟绿色索赔指令

和美国 FTC 绿色指南94

循环

流出

百分比

机
会

重视废物的二次利用（在美国，

只有13%的纺织品被回收）95

吸引和留住人才 新的商业模式，如产品即

服务（如租赁模式）或回收

系统

为商业模式创新提供补贴和激

励措施，并赋予生物降解物质

流价值投资者日益关注温室气

体和生物多样性影响96

风
险

废物贸易禁令——禁止跨境运输纺

织废物进行回收

内部流程问题

管理从混合材料制成的产品

的回收，其中各种材料已经

经历了各种（有时是未知

的）处理97。

维修权运动（法国 AGEC 法

案-反浪费和循环经济-反对

浪费，支持循环经济98）

如中提到的强制性向开放式循

环收集和再循环计划报告。

CSDR-ESR E599

表8: 线性风险和循环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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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类型 市场 运行 商业 法律

定义

涉及市场和贸易影响企业资产和

负债的相关因素 

涉及影响公司内部运营的

因素

新的社会、经济、政治趋势

的结果，这些趋势影响了公

司的战略商业和目标

来自于当前和未来的法规、标

准和协议

水的

循环性

机
会

通过减少水消耗的新材料和工艺

来吸引兴趣 

认识到减少用水需求的制造

方法和工艺

创新的水相关技术 在可证明的可持续管理下水权

有可能更有保障

风
险

工业对水的高度依赖在稀缺性加

剧时受到影响将增加100 

缺水扰乱了业务活动，并产

生了不可预见的缓解成本 

失去地方声誉和社会认可 即将收紧的应对日益严重的缺

水问题的法规

可再生

能源

百分比

机
会

专门融资和降低成本的措施 新伙伴关系 降低可再生成本 由于各地加强可再生能源投资

组合标准管辖，因此可再生资

源的获取更为广泛

风
险

资源匮乏 工人安全问题 化石能源价格增加 由投资者和监管者施加的更有

规范性的采购和披露原则

关键

材料

百分比

机
会

如果资源丰富，成本较低的材料

可以替代稀缺材料

替换关键材料避免上游风险 颠覆性的新技术，例如新的

化学物质技术（素皮鞣制

等）

（新）政府化学品政策

（REACH 化学品法规101 ）

风
险

替代材料有更高的成本或更长的

时间（无铬鞣制的皮革可能需要

更长的工时）

发展中市场失业率增加 不断变化的消费需求 采购规则和条例 

CTI

收入

机
会

投资组合的现金流更具弹性和

稳定性

推动企业内部竞争 品牌资产和声誉效益

巩固品牌，创建真正的二手

市场

报告和披露的准备工作

法规可以使所有品牌在同一起

跑线上，以确保所有品牌都是

循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风
险

循环成本较高，需要更多的客户

参与才能保持收益

对投资者的需求缺乏深入了解

可避免的裁员，原因是未能

改善投资组合 

不作为导致的竞争劣势 有关更多线性产品的法规即

将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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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类型 市场 运行 商业 法律

定义

涉及市场和贸易影响企业资产和

负债的相关因素 

涉及影响公司内部运营的

因素

新的社会、经济、政治趋势

的结果，这些趋势影响了公

司的战略商业和目标

来自于当前和未来的法规、标

准和协议

水的

循环性 机
会

市场拓展机会

增加产品组合

降低制造和采购成本 

确定未来产品的设计改进

使用附加值更高的材料

减少废物产生 

客户忠诚度（如产品即服务)

供应链安全 

兴数字产品护照

可修复性指数/评分系统（如 

Ifixit）

绿色采购要求至少有 25%

是翻新的和二手产品 

风
险

确保在保修期满后提供技术服务

和供应/备件 

缺乏召回和修缮设施 消费者关注优先选择解决关

键 价 值 链 问 题 的 公 司 的 产

品。 

禁止过早或有计划报废的立法

立法促进最低耐久性标准、产

品责任延伸

维修权 

温室气体

冲击

机
会

通过使用较少碳密集型材料来

实现更好的定位

(再生聚酯与原生聚酯）102 

通过使用较少碳密集型材料

来实现更好的定位

保 提 供 碳 足 迹 更 小 的 替 代

品，例如，再生涤纶与原生

涤纶的对比

低碳产品的好处

在潜在的强制性产品标签和评

分计划下表现更佳

风
险

由于温室气体范围 3 减排承诺（

含使用寿命后碳排放），对材料

循环回收的需求增加

在采购原生材料时考虑碳

价格因素

能够满足消费者对低环境影

响产品的需求

满足废弃物温室气体报告要求

的能力

自然

冲击

机
会

获得消费者溢价和用于减少与自

然相关的损害的影响投资 

减少或替代与高自然相关

风险的依赖关系在采购板

块为行业级别的保护/恢复

做出贡献

保向（新）客户提供对物多样

性影响较小的纺织品的替代方

案（请参阅 Textile Exchange 

的首选纤维和材料）103 

提前做好遵守新的生物多样性

法规框架的准备工作，例如欧

盟的企业可持续性报告指令。

风
险

未能满足增加的对可持续来源材

料的需求，尤其是对不砍伐森林

和不改变用途的材料的需求

与自然相关的风险可能威

胁整个供应链中关键商品

的生产

保无法满足消费者对可持续

采购的产品的需求

声誉风险/当地社区、原住民

和环保企业的反对意见 

未能预见或遵守现有的法规可

能会限制产品进入某些市场或

产生融资，财务和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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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风险评估和优先次序

我们建议公司制定和优先选择考虑对不同情景下识

别的线性风险的影响的行动，这个过程可以根据公

司的需求和资源，简单的（与公司内部专家进行半

天的研讨会并按步骤进行）或复杂的（需要详细数

据进行彻底分析，可能需要数天到数周）来进行。

无论采用何种方式，我们建议以下步骤：

图23: 风险评估和优先排序步骤

概述循环经济场景：

 → 没有监管或市场压力

 → 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监管压力

 → 强大的全球市场和监管压力

确定线性风险的严重程度：

 → 确定威胁的优先次序

 → 确定脆弱性的优先次序

确定和评估行动路线图，基于：

 → 减少线性风险的能力

 → 受益于循环模式的机会

场景分析 确定风险
严重程度

定义和评估
行动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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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情景分析

在这一阶段，公司应调查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并了

解这些因素可能如何影响业务。公司可采用有时限的

方法了解各领域可能发生的情况（如今天、5 年后、10 

年后）。在这项工作中，公司应包括:

 → 没有监管或市场压力：环境没有变化会对公司产

生什么影响？

 → 多样化国家或地区监管压力：国家或地区目标对

公司未来的业务有何影响？

 → 强烈的全球市场和监管压力：强大的全球趋势（

技术、市场、法规）将如何影响公司的业务？

在每种情形下，公司都可以决定使用哪些因素来评估

对业务的影响。

2.确定风险严重程度：威胁和脆弱性评估

在这一步中，公司利用从情景分析中收集的信息来对

线性风险进行排名和优先级排序。风险优先级排序的

常见标准是不良影响的严重程度和可能性；然而，

仅依靠这些因素可能会限制优先级排序的准确性。

因此，我们建议使用由 Treadway 委员会赞助组织

（COSO）企业风险管理（ERM）框架定义的两个更

为复杂的标准:

 → 威胁（固有风险），其中影响（后果）和速度或

发生速度（风险影响实体的速度）决定了威胁的

大小。

 → 脆弱性（剩余风险），以适应能力和恢该图仅供

参考。脆弱性的大小取决于适应能力（实体适应

和应对风险的能力）和恢复能力（实体恢复到容

忍度的能力）。

企业可以在一个概览中直观地看到上述风险因素，从

而制定潜在的行动并最终确定优先次序。此概览说明

了假设公司的线性风险威胁（y 轴）与脆弱性（x 轴）

之间的关系。

该图仅供参考。仅显示了主要的风险类别。然而，它

可以更加具体，包括所有线性风险的子类别，包括资

源匮乏和消费者需求变化。这种可视化有助于确定首

先应该解决哪些风险。根据这种优先排序，并结合分

析阶段获得的见解，公司可以规划推出和下一步计

划。

3.确定潜在行动路线图

在这一步中，公司定义和评估潜在的行动路线图。这

一步的目的是利用在第1步中概述的循环经济情景和

在第2步中探讨的相关线性风险，描述公司业务可能

未来发展的方式的见解。

我们建议首先评估一个“业务如常”（BAU）情况，

描述公司在不采取额外的循环行动的情况下业务将如

何发展。随后，公司可以将“业务如常”情况作为基

准，并概述可能采取不同行动的潜在行动路线图，以

实现以下目标：

 → 降低已确定的线性风险；

 → 释放循环机会的潜在效益。

公司可以使用基于文字（例如编写故事）或以图形方

式（例如作为具有不同未来事件的时间轴）来描述每

个行动路线图如何改变公司的未来。我们建议使用在

第一步中定义的定量和定性因素来突出每个行动路线

图所实现的效果。

商业 市场

法律

运作

脆弱性、适应性和恢复

威
胁

（
影

响
和

速
度

）

图24: 绘制风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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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步--应用：

计划和行动

分析结果后，对风险和机会进行优先排序，评估循

环解决方案并确定业务案例，下一步是制定改进目

标并执行相关行动。

制定目标

根据分析，潜在的改进机会已经显现出来。此外，优

先排序阶段还确定了需要应对的风险和机遇。结合起

来时、这些信息为制定 SMART（具体、可衡量、有抱

负、相关、有时限）目标提供依据。

 
推出行动

制定行动，以实现目标。虽然每个目标的具体行动要

由公司来进一步确定，但以下内容可作为考虑要素的

指导。

 → 确定需要做的事情：目标指明了需要做的事。

正如分析部分和下文所述的行业目标一样，这些

都是可能采取的高层次的指明方向的实例。公司

根据公司的性质和分析结果进一步制定具体的行

动。

 → 确定何时需要进行：公司应通过反溯建立行动计

划。在设定有时间限制的目标的同时，公司可以

根据路线图推出中期目标和行动。在路线图中定

义时间表非常重要，以确保评估周期与中期目标

的对齐。

 → 确定谁需要采取行动：为了确保行动，有必要确

定一个负责人来推动行动。下面的表格列出了分

析阶段可能的行动，包括内部相关部门、需要考

虑的外部方和执行该行动时需要考虑的因素。

评估行动和制定目标的进展情况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个阶段并不是循环转型指标框

架的最终阶段。流程步骤相互衔接，这个阶段将为下

一个评估的范围阶段提供数据，并监测执行应用阶段

行动产生的目标改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下一节提

出了行业特定的目标，可以启发公司制定自己的循环

路线图时。首先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的行

业目标汇编，然后是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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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特定目标 

环境署行业目标汇编104

 → 到 2050 年，实现纺织价值链的净零排放。到 2030 

年，供应链排放量减少 45-50%。

 → 到 2050 年，100% 采用可再生能源，到 2030 年，

达到 50%。

 → 有害化学物质零排放（ZDHC）：根据零排放化学

品联盟（ZDHC）的制造受限物质清单（MRSL）

，应当通过实施 ZDHC 零排放路线图计划来消除的

关注化学品。

 → 确保环境可持续性过渡的公正，在纺织价值链中应

用体面工作原则，并支持公司履行 SDG 8（体面工

作与经济增长）

 → 公开披露 1 级设施。

 → 到 2050 年，循环型消费产品占纺织品市场收入的 

60%。到 2030  年，达到 30%。

 → 到 2050 年，将纺织品的实用性提高一倍。

 → 到 2030 年，100% 采购优先材料首选材料且这些材

料应有较小气候影响。到 2025 年， 达成 25%。

 → 到 2025 年，回收 45% 的聚酯，目标是到 2030 年，

回收量达到 90%。

 → 到 2025 年，100% 采用可持续棉花。

 → 每年投资 300 亿美元，用于向循环和可持续纺织品

过渡。



循环转型指标（CTI）行业指南 – 时尚及纺织业 84

03. CTI 流程周期

可持续发展目标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和相关目标可作为

有意义且有时限的目标的指导。所有 SDGs 在某种程

度上都适用于时尚行业105。

以下是对该行业特别重要且循环性可能对其产生正面

或负面影响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集合。

适用于纺织行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 目标 3.9: 到 2030 年，大幅减少因有害化学品以

及空气、水和土壤污染和污染而导致的死亡和疾

病。这个目标尤为重要，因为纺织品的生产，从

种植作物到染色和整理过程，需要超过 1900 种化

学品，其中欧盟已将近 8% 的化学品标记为对健康

和环境有害106。关注循环经济中被视为循环的化

学品可以改善这一目标相关情况；这也适用于化

学回收。

 → 目标 5.5: 确保女性在政治、经济和公共生活的所

有决策层面上全面有效地参与并享有平等的领导

机会。目前，年龄在 18 至 24 岁之间的年轻女性

占服装产业的 80%107。由于更为本地化的循环做

法将工作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确保这

种转移不会对女性产生负面影响至关重要。

 → 目标 6.4: 确到 2030 年，需在所有部门显著提升

水资源利用效率，并确保淡水资源的可持续获取

与供应，以应对水资源短缺问题，并大幅减少面

临水资源短缺的人口数量。时尚产业对水资源的

需求极大：生产一件棉质T恤就需要 2700 升水，

这足以满足一个人 2.5 年的饮用水需求 108。因

此，减少水资源消耗和提升水资源的循环利用是 

CTI 框架的核心内容。

 → 目标 7.2: 到 2030 年，需实现所有人的全面和生

产性就业以及体面劳动，包括青年和残疾人士，

以及同工同酬。虽然循环经济有望创造新的就业

机会，但公平和体面的劳动权仍需作为重要考

量，因为这一目标可能对工作条件产生影响109。

 → 目标 8.5: 到 2030 年，需大幅提高可再生能源在

全球能源组合中的比例。众多循环过程需要大量

的能源投入，例如分类和回收。然而，有效的回

收过程应减少能源消耗，从而使转向可再生能源

变得更加可行110。

 → 目标 8.4: 2030 年之前，逐步改善全球消费和生

产的资源效率，并努力将经济增长与环境恶化脱

钩。

 → 目标 9.4: 2030 年之前，升级基础设施并改造工

业，使其可持续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更广

泛采用清洁和环保的技术和工业流程。

 → 目标 12.5: 2030 年前，通过预防、减少、回收和

重复利用大幅减少废物产生。这是非常重要的目

标，代表了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源使用和减少废物

产生的需求。它是循环经济框架的核心，并且正

如循环经济所解释的那样111，将使世界能够在地

球界限内保持平衡，从而实现这些目标。

 → 目标 13.2: 将气候变化措施纳入国家政策、战略和

规划中。服装和鞋类行业占全球 10% 的温室气体

排放，超过了航运和国际航班的总和112。利用循

环材料如非原始原料是减少这种环境影响113。

 → 目标 14.1: 到 2025 年，预防并大幅减少各种形式的

海洋污染，特别是来自陆地活动的污染，包括海

洋垃圾和营养物污染。化学品使用或微塑料释放

导致的水污染对时尚行业来说是重要的问题114。

该行业指导推广了减少微塑料产生和最小化不可

持续化学品使用的循环设计原则。

 → 目标 15.2: 促进实施各类森林的可持续管理，制止

森林砍伐，恢复受损森林，并大幅增加全球造林

和重新造林。如，时尚业是全球森林砍伐的重要

贡献者，每年有大约 1.5 亿棵树被砍伐做成成纤维

素面料，如粘胶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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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销 再生农业可追溯性安全化学品

时尚行业和纺织价值链向循环经济转型
的关键推动因素

在行业指导讨论中，出现了几个与时尚行业循环经济

推动相关的重要话题。为了支持公司建立衡量循环性

的最佳做法，我们认为以下因素对此过程至关重要。

化学品安全

使用高污染化学品是该行业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对

环境和生产和使用物品的人员产生负面影响116。服装

生产使用了超过 1900 种化学品，其中 165 种被欧盟

分类为对健康或环境有害117。周期性洗涤和微纤维不

断将这些化学物质释放到环境中。对于回收而言，有

必要将化学物质与纺织品分离，为纺织品回收设立边

界。

公司或产品的化学物质使用清单有三个成熟度层次，

奖励那些经过认证且减少不可持续化学物质使用的公

司或产品，并向其他公司推荐可以提高其评分的最佳

做法： 

 → 第 2 级--化学认证。Bluesign，全球有机纺织品

标准（GOTS）和“从摇篮到摇篮认证产品计划”

是可以帮助定义化学物质最佳实践并保持符合全

球标准的认证。Tier 2 公司或设施持有这些认证，

与其最佳实践保持一致，并遵守当地和国际法

规。

 → 第 1 级--符合当地和国际规定法规。我们鼓励这

些公司和设施与最佳实践保持一致，并获得其循

环化学物质使用的认证。

 → 0 级--不符合规定。我们建议这些公司和设施在

使用 CTI 框架衡量其循环性之前，首先遵守法规。

根据他们避免使用受限制化学物质的合规性以及他们

与认证的关联，他们可以获得关于最佳做法和使用化

学物质作为促进其循环转型的工具的见解。

图25: 循环型时装和纺织品价值链的有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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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追溯性 

追溯性提供了产品价值链信息和透明度，公司可以从

上游的材料输入开始分享，一直到最终回收者119。作

为一种促进因素，它阐明了整个价值链的文档化程度

和清晰度，以及它可以与下游分享多少信息。

时尚行业拥有一个复杂的全球价值链，如《VF 2022 影

响报告》中的图 25 所示。每个利益相关者的目标是要

求供应商进行透明的交流，并与他们的客户进行同样

的交流。《企业可持续性报告指令》（CSRD）将要求

公司从 2024 年起报告其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120。这一

要求依赖于产品信息的追溯性和透明度，从自然资源

的采集到已使用物品的回收。

如果公司不了解产品制造过程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

就无法实施必要的改进来逐步减少这些影响。《企

业可持续性报告指令》（CSRD）将成为公司利用追

溯性作为促进因素改善其价值链并要求供应商提高透

明度的激励措施。从这些询问中获取的数据还将进一

步改善对CTI框架的输入，以深入了解其真实的循环

性。

实施强有力的可追溯性系统的良好做法121,122

 → 绘制/记录 (1) 1 级供应商和 (2)一级供应商之外的

供应商。

 → 管理产品认证和标签。一个例子是 OEKO-TEX 绿

色制造。

 → 计算产品的碳/水/废物足迹。

 → 向客户准确传达产品故事。

图26: 时尚价值链的循环战略和可追溯性

来源：VF 2022 影响报告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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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CTI 流程周期

分销

了解分销方法的影响以及环境压力的级别对促进循环

转型至关重要。价值链的全球覆盖需要频繁的运输。

分销还涵盖售后分销，运输方式、距离和包装。与此

同时，时尚行业以其全球分销和离岸生产而闻名。

可持续分销系统的良好做法123 

 → 对仓库的循环性和温室气体排放进行评估：加热和

冷却过程、能源、隔热、照明、设备、地点。

 → 转向可持续包装：使用气垫而不是聚苯乙烯泡沫，

使用生物降解包装，减少废物，使用柔性包装而不

是刚性包装，采用可再生能源生产。

 → 尽量减少运输过程中的碳足迹：考虑使用电车或燃

料电池车队。或使用替代燃料和铁路；整合货物以

减少运输负荷。

 → 使在线消费者能够选择（和可能需要支付额外费用

或接受轻微的不便，以获得）碳密集程度较低的送

货选择，如电动送货车辆、非快速送货或集中集散

点取货/自寄。

再生农业

再生农业将生态、社会、经济和动物福祉置于核心地

位，并平衡这四个方面，创造一种可持续的农业方

式。虽然土壤健康对原材料的总体质量和环境非常重

要，但再生农业不仅仅局限于此，还确保土着植物根

系保持完整，动物保持栖息地，水资源充足，并增强

生物多样性。保证水资源充足，生物多样性得到增

强。

Textile Exchange 的再生农业景观分析指出，转向

再生农业对时尚和纺织行业的长期健康至关重要。124 

再生农业可以解决许多行业当前面临的社会和环境挑

战，这使其成为向循环经济转型的重要推动因素。“

再生有机认证”和 A Greener World（AGW）的认

证是少数专注于验证公司、农场和产品是否符合再生

农业基本原则的认证服务之二1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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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产业的线性“获取-制造-浪费“模式是不可持续

的，会导致浪费行为和对环境的有害影响。通过采用

循环方法，我们可以显著减少对人类和地球的负面影

响，同时释放经济机遇。

在向循环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些时尚公司处于前

列。然而，事实证明，将循环性扩展到整个公司和完

整价值链仍然具有挑战性。建立在健全的衡量标准和

目标基础上的明确、公认的企业绩效和循环问责制

度，对于应对这一挑战至关重要。这样的体系可以支

持将循环战略、产品和商业模式融入公司的企业战

略，并在材料使用、产品设计和商业模式方面逐步过

渡到更高的循环水平。

CTI 时尚倡议通过整合一致的循环度量标准，为时尚

行业和纺织价值链的公司提供支持提供新的产品，

留住和吸引客户，进入更多市场，降低运营、市场

和法律风险，吸引新的资本，从而开辟创造价值的

新途径。

从价值链的角度来看，标准化的衡量循环性方法有助

于将行业内的公司团结在共同的目标和成功衡量标准

周围。通过与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的循环转型

指标（CTI）合作，价值链中各个环节的企业都可以

自信地建立基线，并在产品组合、设施和企业层面设

定目标。

循环策略对于实现任何时尚和纺织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路线图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增加循环原料的使用、

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和促进材料的报废回收，可以显

著减少公司的材料碳足迹。

采购循环材料还可以降低公司对自然的整体影响。与

使用传统的棉花或羊毛相比，通过使用再生或经认证

的有机原材料，公司可以大大减少对土地使用变化的

影响以及由此造成的生物多样性损失。

采用循环做法可以获得很多好处。我们鼓励企业采用 

CTI 来衡量改进情况，并与利益相关者和监管机构进

行透明沟通。这可以使企业的估值和资本分配模式与

推广有效的解决方案保持一致。

CTI 时尚倡议组织随时准备提供专门的实施支持、循

环数据和指导。欢迎加入我们循环时尚和纺织品领

导者的社区！

04.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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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CTI：术语表

物质循环百分比 

对于特定产品（组或组合）、业务单元或公司，循

环流入和循环流出的平均百分比。 

高级/化学回收 

适用于大多数合成纺织纤维的过程，可以将材料恢

复到与原始材料相当的品质和纯度。 

循环经济原则 

 → 设计上消除废物和污染 

 → 保持产品和材料用于 

 → 再生自然系统。 

循环流入 

流入量是:  

 → 可再生流入（见定义），并且以符合自然可再生

周期的速率使用；

或者  

 → 非原生（回收、再利用或再制造的材料）。

循环流出 

流出量是:  

 → 设计和处理方式确保产品和材料具有完全的回收

潜力，并在技术寿命结束后延长其经济寿命；

和 

 → 可证明已被回收。

循环绩效 

产品（组）、业务单元的多维结果，包括循环率（

循环流入和循环流出的百分比）以及至少一个其他CTI

指标。这个指标可能来自三个模块中的任何一个。 

CTI 循环绩效 

由产品（组或组合）、业务单元或公司产生的收入

乘以其循环率。

公司边界 

公司的物质或行政边界，与财务和可持续报告的范

围一致。 

降级循环 

“以一种方式回收某物，使最终产品在经济价值上

低于原始物品”126。这表明材料/产品原始特性的丧

失，这排除了其在前一个周期中类似功能的用途（

功能等价）。降级循环通常描述产品的材料属性、

降解程度，或者在金属的情况下，金属的纯度因杂

质混入而降低，这会导致经济价值的损失127。

耐久性 

产品在规定的使用、维护和修理条件下，直到一个

限制性事件阻止其功能为止，能够按要求正常工作

的能力。

情感耐用性: 应用策略，增加并保持产品对一个或多

个用户随时间的关联性和吸引力128。

物理耐用性: 结合材料选择和服装构造，包括组件加

固，以创造高度耐用的产品，能够长时间抵抗损坏

和磨损129。

时尚产业 

服装、配饰和鞋类指的是参与各种产品设计、制

造、批发和零售的实体，包括成人和儿童服装、手

袋、珠宝、手表和鞋类。

功能等价 

“在功能上等同”（或相等）的状态或属性130。CTI

的背景下，这定义了一个流出（产品、产品部件、

废物流等），设计得使其在技术上可行且经济上可

行地重新作为流入（作为材料、产品部件等），保

持与其前一个周期类似的功能。例如，可以将手机

中使用的塑料回收用于厨房电器，因为强度和美观

等属性是等价的。

绿色关税 

在受监管的电力市场中，绿色电价是一种可再生能

源解决方案，它允许客户更容易地获取清洁电力。

绿色电价是一种价格结构或电价，由当地公用事业

公司提供，并得到州公共事业资源中获取高达 100%

的电力。”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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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入 

进入公司的资源，包括材料、部件或产品（取决于

公司在供应链中的位置）。不包括水和能源，它们

是特定水和能源指标的一部分。 

土地利用变化 

自然区域转变为人类主导景观的过程，由城市化、

森林砍伐、农业和基础设施开发等活动引起。这一

过程是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关键驱动因素。解决土地

利用变化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确保可持续发展至

关重要。

线性流入 

来自原生、非可再生资源的流入。

线性流出 

不可归类为循环的流出。这意味着流出：

 → 在设计上不是循环的/由材料组成，这些材料的处

理方式没有留下任何回收潜力；

或者  

 → 没有明显回收，也没有重新流入经济。

线性风险 

暴露于线性商业实践的风险：使用稀缺和非可再生

资源，优先销售新产品，未能合作，未能创新或适

应。这将对公司的运营许可产生负面影响132。

机械回收 

通过分类、磨碎和混合纤维进行再利用的加工过

程。

非原生流入 

之前使用过的（二手的），例如，回收材料、二手

产品或翻新部件。

流出 

离开公司的物料流，包括材料、部件、产品、副产

品和废物流（取决于公司在供应链中的位置）。

产品寿命 

产品从制造或回收后发布使用开始，到产品变得过

时结束的持续时间。其耐用性，即“在规定的使用、

维护和修理条件下，直到限制性事件阻止其功能位”

的能力，推动了产品寿命的延长。

回收 

在技术上可行且经济上可行的情况下，通过再使

用、修理、翻新、再利用、再制造、回收或生物降

解，将化合物、材料、部件、组件甚至产品（取决

于公司）恢复到相同功能等价水平。这排除了废物

的能量回收和任何不满足生物循环所有标准的生物

循环废物。

回收类型 

材料回收的不同形式，如（按照艾伦·麦克阿瑟基金

会循环经济系统或蝴蝶图的循环回路顺序）133： 

 → 再使用:在不改变产品或其功能的情况下，延长产

品的设计寿命。

 → 修理:在产品破损或撕裂后，通过修复来延长产品

的寿命，而不改变产品或其功能。

 → 翻新:通过大规模修复（可能包括更换部件），在

不改变产品功能的情况下，延长产品的寿命。

 → 再制造:将产品拆解到部件级别，并重新组装（必

要时更换部件），使其达到全新状态，可能对产

品的功能进行改变。

 → 回收:将产品还原到材料级别，从而允许这些材料

在新产品中使用。对于时尚产业，应将回收分为

化学回收和机械回收。

05. CTI 术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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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 - 可持续来源的可再生材料 

这种材料以等于或大于耗竭速率的速度不断补充的

材料，为气候、自然和人类持续减少影响并增加益

处。

“ 可 持 续 来 源 ” 一 词 是 根 据 联 合 国 开 发 计 划 署

（UNDP）和可持续发展目标12（SDG 12）的定义，

并与“首选”材料的概念一致，“回收材料”一词是

根据 ISO 14009:2020 标准，“可再生材料”一词是

根据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的定义134。

可再生流入 

通过国际公认的认证计划（如国际森林管理组织

（FSC）、森林认证体系认可计划（PEFC）和可持

续棕榈油圆桌倡议组织（RSPO））135等证明的可持

续管理资源，这些资源在提取后通过自然生长或补

充过程以符合使用周期的速率返回到它们之前的存

量水平。因此，它们的补充/再生速度比开采/提取

的速度快136。

原生流入 

之前未被使用或消耗的（原始）输入。

05. CTI 术语表



循环转型指标（CTI）行业指南 – 时尚及纺织业 94

附件

附件一：非原生认证

名称 焦点 描述

回收声明标准 贸易影响 
回收声明标准（RCS）是一项国际性的、自愿性标准，它为回收材料的输入和监管链的第三方认证设定了

要求。RCS 的目标是增加回收材料的使用。

全球回收标准 贸易影响
全球回收标准（GRS）是一项国际性的、自愿性的全面产品标准，它为回收材料的第三方认证、监管链、

社会和环境实践以及化学限制设定了要求。GRS 的目标是增加产品中回收材料的使用，并减少或消除其

生产过程中造成的危害。

附件二：可再生认证

名称 焦点 描述

瑞士良好棉花发展

协会（BCI）
棉花 

BCI 通过提供减少环境影响和改善棉花供应链工作条件的指导方针，促进了棉花种植的可持续实践。。

蓝标认证
（Bluesign）

化学品
蓝标认证通过评估材料、工艺和产品的环境影响，专注于可持续纺织生产。它促进资源的高效使用，最小

化化学品使用量，并确保安全的工作环境。

从摇篮到摇篮认证
（C2C） 循环性 

从摇篮到摇篮认证不仅仅限于纺织品，它根据材料健康、产品循环性、清洁空气与气候保护、水和土壤管

理以及社会公平等因素评估产品。

欧盟生态标签
（Eco-label）

环境
欧盟生态标签是一项自愿性认证计划，涵盖包括纺织品和服装在内的各种产品和服务。它为材料使用、水

和能源消耗、排放等多个环境方面设定了标准。

国际森林管理组织
（FSC） 纤维 

使用的所有材料均来自经负责任管理的FSC认证森林。带有FSC 100%标签的产品直接贡献于确保所有森林

永远繁荣的使命。

花卉可持续性倡议 

(FSI) 2025
花卉植物

FSI 标准系列包括一套基准的社会和农业可持续性合规标准。它是识别、衡量和促进负责任的花草和植物

来源的工具。

全球有机纺织品标准

（GOTS）
纤维 

GOTS 是全球认可的有机纤维纺织品认证。它涵盖了生态和社会标准，确保整个纺织品供应链遵守严格的

有机农业和道德实践标准。

北欧天鹅生态标签认证
（Nordic Swan ECOlabel）

环境
北欧天鹅生态标签认证是北欧国家使用的一项认证。它评估产品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的环境影响，并鼓励

可持续实践。

OEKO-TEX标准100 毒性 
OEKO-TEX 认证专注于纺织品的安全性及其对人体健康的潜在影响。它确保纺织品不含有毒物质，如有毒

染料和化学物质。

OEKO-TEX有机棉 棉花
OEKO-TEX 有机棉是一种关怀环境和健康的方法。有机棉认证从农场到产品提供验证。拥有此标签的公司

所生产的的产品未使用转基因生物（GMOs），并已对其进行了农药和其他有害物质的评估。

OEKO-TEX皮革标准 皮革 
皮革标准标签表明该产品已成功通过了有害化学物质的测试。

OK生物基认证
（OK Biobased）

光纤
OK 生物基认证使用一定比例的可再生原料（%生物基），将产品认证为一星、二星、三星或四星生物基

产品。

负责任羽绒标准

（RDS）
羽绒 

RDS 基于对鸭和鹅的人道对待激励羽绒行业，并奖励领先公司的举措。该标准还为公司和消费者提供了了

解他们购买的产品所含成分的方式。

负责任羊毛标准

（RWS）
羊毛

RWS 要求从羊毛农场到最终企业间交易的卖家的所有场所必须获得认证。RWS的农民和牧场主必须满足

动物福利、土地管理和社会责任的要求。

有机含量标准
（OCS）

有机 
有机含量标准认证使得全球有机纺织品的可追溯性成为可能。

英国皮革认证标准

（LWG）
皮革

LWG 标准认证了供应链中的所有参与者，从生皮到成品革，涵盖小型企业到大型制革厂。实际上，大多

数经过认证的供应商是小型皮革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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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者

WBCSD - Irene Martinelli，循环经济经理；Elisabeth 

Wilson，大客户高级经理，Quentin Drewell，循环

产品和材料总监

德勤 - Carlo Giardinetti，瑞士可持续发展咨询主

管，Deborah de Wolff，可持续发展顾问，Merel 

ten Hoedt，可持续发展顾问

VF 威富集团 - David Quass，可持续发展总监，

循环转型指标共同作者

WBCSD:Jeff Turner, Irene Martinetti, Larissa 

van der Feen

KPMG:Arnoud Walrecht, Suzanne Kuiper, 

Julius Groenendaal

THE BIODIVERSITY CONSULTANCY生物多样性咨

询公司: Hollie Booth, Graham Prescott, Alice 

Bouchez BrendanEdger ton, Carolien van 

Brunschot

循环转型指标咨询小组

African Circular Economy Network,CIRAIG, 

Circle Economy, Cradle to Cradle Products 

Innovation Institute, 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 European Remanufacturing 

Council, MVO Nederland, Platform for 

Accelerating the Circular Economy, Sitra.

关于 CTI 时尚倡议

本 CTI 时尚倡议是由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

（WBCSD）、VF 公司/VF 基金会、德勤瑞士以及像 

Avery Dennison 和 Aditya Birla 这样的行业领导

者共同领导的合作项目。它为时尚行业价值链中的各

利益相关方提供了使用 CTI 中包含的一系列循环性指

标的工具，并帮助公司改善决策、降低风险、展示

价值创造，并报告他们向循环经济转型的进展。更

多内容请参阅以下白皮书：《加速推动循环时尚发

展》。

Niccolò Gervasoni，可持续发展专家

我们要感谢参与咨询的公司和组织，这些咨询促成

了本行业指南的发展；

Accelerating Circularity, Avery Dennison, 

Aditya Birla, Bally, BCSD Turkiye, CNTAC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Circle Economy , 

CircularIQ, Cradle to Cradle, 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 EY, Fédération 

de la Mode Circulaire, Global Fashion 

Agenda, Handshake, KPMG, SUN Tekstil, 

Textile Exchange, Turkey Circular Economy 

Platform and Vaa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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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循环转型指标

近年来，循环经济逐渐成为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的

新模型。为了使公司能够评估其循环绩效，他们需

要一致的测量流程和指标。为了满足这一需求，我

们与我们的会员和利益相关者共同开发了一个通用

的循环性测量框架。循环转型指标（CTI）是一个透

明、客观且不断发展的框架，可应用于所有行业、

规模、价值链位置和地理位置的企业。欲了解更多

信息，请访问以下链接：

https://www.wbcsd.org/wcedf

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发布的循环转型指标 

v1.0、v2.0、v3.0、v4.0 根据 CC BY-ND 4.0（知

识共享署名-禁止演绎 4.0 国际协议）许可授权。

关于 WBCSD

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是一个由全球超过 225

家顶尖企业组成的全球性社区，致力于推动系统变

革，实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到本

世纪中叶，90 多亿人能够在地球界限内过上美好的

生活。我们携手改变我们所工作的系统，以限制气

候危机的影响，恢复自然，解决不平等问题。

我们加速关键行业的供应链转型，并重塑金融体

系，通过降低资本成本来奖励可持续的领导力和行

动。通过交流最佳实践、提高绩效、获取教育、建

立合作伙伴关系以及制定政策议程，我们推动企业

的进步，并提高它们绩效的问责性。

在 X 平台和领英上关注我们：

www.wbcs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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