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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年%德国供应链法&是近年欧美供应链人权与环境保护立法

的典型代表$该法既体现了德国纠正供应链人权保障软法机制

失灵的客观需求'也展示了其在该领域树立(德国样本)的主观意

愿$规制理念上'该法选择强制性特别立法的方式将人权与环境

权益之保护纳入立法目的$实施上'该法依赖监管部门的公共执

行机制$规制工具上'企业供应链一般性尽职调查义务与类型化

的具体行为义务构成核心实体工具'而特别诉讼担当*联邦经济

与出口控制局的监管职权和行政惩罚措施构成了核心程序性工

具$影响上'该法规定的法律义务会通过合同*行为准则等方式

进行(传递)'不仅将提高中资企业合规成本与诉讼风险'与我国

%反外国制裁法&形成冲突'而且也会诱发跟随性立法'威胁我国

供应链与产业链安全$对此'微观层面'需要完善企业合规制度'

依法保障雇员权益'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宏观层面'则应完善

我国涉外法治体系'强化%反外国制裁法&的实施机制'遏制%德国

供应链法&的不当域外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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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是否*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如何在其全球价值链中承担人

权保障与环境保护的法律义务1 针对这一问题'自!"##年0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一致通过%联合国工商企业和人权指导原则&!EP&A='以下简称%人权指导原

则&#!以来'多个国家或地区开始在立法方面探索自己的模式$%人权指导原则&

是国际组织层面首次以非约束性倡议的形式要求企业作为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也

承担避免侵犯人权及消除有害影响的义务$这一人权与环境保障义务范围不仅包

括企业自身活动导致的人权及环境损害'而且还包括基于商业关系*产品或服务而

产生的间接影响$不过'作为(软法)!=5H>B8O#机制'该指导原则并不直接在国际

法上对成员国以及跨国企业构成强制性约束'也并未直接规定违反人权与环境保

障义务情形下的民事侵权责任$

作为%人权指导原则&的国内法转化'英国!"#*年推出的%现代奴隶法案&"采

用(点名并羞辱)!98;<9F89C=@8;<9F#的规制模式'针对符合标准的英国商业组

织设定了每财政年度提供奴隶和人口贩卖声明的义务!即披露义务#'以期应对因

难民政策所造成的(现代奴隶行为)$与之相反'!"#,年'法国颁布%尽职调查义务

法&'于%法国商法典&第]/!!* #"! +条中增加了供应链链主!?@8<9B78C74#针

对其子公司以及供应商制定*实施和公布风险监控方案的义务以及违反该义务下

依据%法国民法典&第#!+"条和第#!+#条承担民事损害赔偿的责任$# 荷兰在

!"#$年颁布%童工尽职调查义务法&$之后'于!"!#年(月公布%关于负责任和可

持续地进行国际经营的立法建议&%$前者旨在禁止利用童工提供产品或服务的

行为'而后者则力图通过规定供应链尽职义务来阻止跨国贸易中的人权*劳工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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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损害行为$在欧盟层面'鉴于欧盟在预防和减缓企业供应链人权或环境风险
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上享有的优势'欧盟长期以来力图在欧盟层面引入统一的企业
供应链人权与环境尽职调查义务立法$同时'欧盟范围统一的规范有助于避免因
各成员国立法模式与规则上存在差异而导致欧盟内部市场规范的碎片化$!"!#
年初'欧洲议会通过决议'要求欧盟委员会加快制定关于供应链人权与环境保障的
欧盟指令$!"!!年!月!(日'欧盟委员会公布了%企业可持续性尽职调查义务指
令草案&!:)--'以下简称%尽职调查指令草案&#!$该指令的目标包括两个方面"

通过强制性监督和问责机制让公司对其供应链中的人权和环境影响负责+引入董
事制定和实施这些尽职调查措施的注意义务$" 该指令一旦颁布将是欧盟范围内

首个具有约束力的供应链人权与环境保障规范$

在部分欧盟成员国已完成国内立法而欧盟相关指令立法尚未最终定型的背景

下'德国联邦劳动与社会事务部!LN%)#先后于!"!"年(月#"日和!"!#年!月

!.日公布了%德国供应链尽职调查义务法&的草案及其修订版本$!"!#年0月##
日'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德国供应链企业尽职调查法&!]Q)&'以下简称%德国供
应链法&##'并将于!"!(年#月#日和!"!+年#月#日分阶段生效$事实上'该
法在制定过程中充满争议'$而且诸多质疑并未随着法律的颁布而消失$% 鉴于德

国影响甚至引领欧盟范围内供应链尽职调查义务立法的意愿和能力'以及中德*中
欧企业在供应链上的深度融合'有必要关注德国供应链尽职调查义务立法的重大
变革$虽然学界既有研究开始关注欧美供应链人权与环境保障的立法动向'但多
聚焦于地缘政治和经济层面探讨'对于德国供应链立法的规制模式选择以及法律
规制工具的规范研究尚存在不足$基于此'本文以%德国供应链法&为主要研究对
象'在对比既有立法以及立法草案的视角下'分析其规制理念的特征'随后阐释该
法的核心法律规制工具'包括实体性尽职调查义务及其程序性实施机制'最后探讨
其对我国的影响和因应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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