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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社会在经历了工业文明之后$对工业与经济的快速发展造

成环境破坏这一问题开始了反思*目前$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了世界

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有关环境问题的国际活动也日益频繁并取得

了丰硕的成果*%.*"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 了 人 类 环 境 会

议$于%.."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环境与发展会议$%..*年

世界各国签署了 +京都议定书,$并于"##,年正式实施*这一切均

标志着人类对环境问题认识的深入化$并开始探索实施一条环境与

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正确道路*

自%.."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来$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被

人们所普遍接受$并成为世界各国制定社会和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

依据$成为未来发展的模式*近些年来$国际间企业界为追求可持

续发展所做的努力和成效相当可观*过去环保问题是企业发展的包

袱的情况已转变$环保因素成为攻占市场的有利条件$环保标准已

穿越国界趋向于国际标准化*自%..$年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

%1###系列标准后$我国 将 标 准 转 化 为 国 家 标 准$截 止"##1年 底

我国通过&’>%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组织已达-###多家*然

而$组织通过认证以后如何保持认证的有效性$提高组织的环境绩

效并持续改进是组织所普遍面临的课题$对此人们普遍认识不足*

&’>%1##%标准是规范企业建立环境管理体系 ’?:@7A8:9?:3BC

9B:BD?9?:3EFE3?9$GH’(的基础$使公司获得确保具有实施那

些重要事项而 获 得 认 证*然 而$该 标 准 并 没 有 强 制 规 定 绩 效 的 要

求$也不需要上 级 管 理 层 制 定 环 境 绩 效 目 标$并 监 测 实 现 目 标 的

过程*



环境绩效评估 ’?:@7A8:9?:3BC4?AI8A9B:6??@BCJB378:$G=G(

在&’>%1#0%中被定义为审查组织环境因素的工具$以决定目标是

否达到*环境因素被广泛定义为组织活动)产品或服务与环境产生

互动的 任 何 因 素$不 仅 包 括 废 弃 物)污 染 排 放 物$还 包 括 能 源)

水)土壤及其他自然资 源*对 公 司 组 织 而 言$G=G 应 被 看 作 同 任

何其它经营过程一样的$实际上应在部门及企业层面上与组织的规

划)绩效测量体系做整体规划*

&’>%1#0%标准是一种管理工具$针对环境绩效提供给组织可

信赖)具 有 目 标 性 及 可 查 证 的 信 息$进 而 改 善 绩 效*选 择 指 标

’7:K76B38AE($以测量及沟通 组 织 所 设 定 目 标 的 相 关 环 境 绩 效*从

G=G过程获得的信息$使 管 理 层 能 决 定 采 取 必 要 的 行 动$以 实 现

环境方针所确定的目标$并且适当地与利益相关方沟通*

环境绩效评估最大的好处是通过定性及定量的指标及评估$可

以为决策者提供环境影响的信息$从而判断这样的环境绩效是否可

为自己及利益相关方所接受$进而制定进一步的方向*由适当且量

化的绩效指标$无论是管理者或利益相关方是否具备足够的环境知

识$都可以由绩效指标的变化了解该组织受到环境影响的程度*

无论是企业或环保团体$所关注的焦点是环境质量是否变好$

而不是投入了多少改善成本*而环境绩效评估的结果$能够反映出

组织的行为及环境的变化$也因此能使组织进行最经济有效地改善

投资组合*传统的环境绩效评估$只能针对某些法规特定项目$如

水质的(>L)<>L或空气排放物中的’>!))>! 等$较缺乏系统

的评估方式*而以&’>%1#0%为标准的评估方式$则可以为决策者

提供完整的印象$使其了解考察事前的重大环境因素及对应的管理

体系的成效$从而检验管理方式$进而选择真正有效的改善方式*

无论是政府主管机关)股东)客户)员工$还是邻居)环保社

团等$群众的环保意识越来越强*因此$厂家就更不能随便提出一

些资料$虚报材料$使这些为不同目的而关心它的人满意*而环境



绩效评估是一套系统的评估方法$能够提出经得起科学验证的评估

过程及数据资料$并以此取得利益相关方的信任*根据环境绩效评

估和环境管理体系的实施管理成果$最终发展为可公开发行的企业

环境报告书 ’<8A48AB3?G:@7A8:9?:3BCM?48A3E$<GME(*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许多领导和同行的关心$大家都希望

通过本书的出版能使 -环境绩效评估.活动能在国内开展起来$并

促进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发展*参加本书编写的人员还有谷兰)王

汉玉*在本书出版之际作者对大家的关心和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者

$%%&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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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引""言

""现在!大家都知道!"#$%&&$!都力图通过这个认证!但通

过以后呢" 这一认 证 绝 不 能 成 为 一 种 形 式!而 应 该 是 一 个 环 境

业绩持续改善的过程#

国际标准 化 组 织 !!’()*’+(,-’+.#*/+’,0+(,-’1-*"(+’2+*2,0+3

(,-’"的4&5分技术委员会 !!"##674&5"$自$889年起积极推动

!"#$%&&&环境管理体系国际标准的相关事务$到目前为止$制订

了$5项标准及5项技术报告$自$88:年8月起发布了有关环境管

理体系相关标准 !图$;$"%迄今已在全球各地形成了世界性风潮$

经多年来政府相关部门积极的支持与推动$在产业界中已引起广泛

重视$并掀起了实施!"#$%&&$的热潮%到目前为止$国内已经通

过!"#$%&&$认证的组织<&&&多家$在国际环境管理体系标准的

框架中$!"#$%&&$环境管理体系标准是确认组织的管理方法达到

特定的规范要求$因此是整体环境管理的核心&对于组织的环境管

理审 核 技 术 工 具 则 包 含 了 环 境 审 核 !=>" 及 环 境 绩 效 评 估

!=?="%对于产品实施成效的查验方面$目前的管理方法包含了环

境标志 !=@"及产品标准中的环保因素 !=>?""$而其可运用的

技术工具为生命周期评估 !@7>"%

!"#$%&&$是!"#$%&&&环境管理体系标准中针对组织环境管

理体系的认证 规 范$与 环 境 绩 效 的 提 升 及 企 业 的 对 外 贸 易 最 为 相

关$因此受到各类有意推动环境管理体系组织的关注%各国政府与

各类产业界间已经掀起了全球性的推动热潮$目前世界各国政府与



!"""""

图$;$"!"#$%&&&系列标准模型

"

企业界都在积极推动!"#$%&&$的实施和认证工作%许多大型跨国

企业$目前都纷纷要求其世界各地子公司及供应商实施!"#$%&&$
工作$以维持其产业重视环保的形象$并利于其在世界各地开拓商

机%整体而言$全世界各类组织 !包括产业界$政府部门$服务业

等"实施!"#$%&&$环境管理体系的风潮已日趋强烈%因此$实施

的对象有愈来愈扩大的趋势$相信对以国际贸易拉动经济发展为主

环境绩效评估与环境报告书



!#""""

要方向的我国将会面临更大的冲击%

以多年 来 国 际 间 持 续 推 动 环 境 管 理 体 系 的 经 验$未 来!"#

$%&&$标准改版方向的建议内容$主要的重点是在于标准的全面性

要求’环境绩效准则的要求及与大众沟通实际环境绩效的有效方式

等$这些都在$88:年版!"#$%&&$标准文本中$规定的较为模糊

或不明确%各国的意见调查都有相类似的呼声$可见大多数组织都

期望能有一份规范的’更明确的绩效标准$来调和世界各地因环保

法规与环境管理体系实施严谨度不一致所造成的差异%因应新体系

标准的推出$技术工具的应用势必更为广泛$而技术工具和内容也

更加专业$有关环境绩效评估 !=?="指标体系的建立尤为关键%

管理学家戴明博士曾说过()无法测量$则无法管理*%相同的

道理$管理环境相关事务也是一样%在现代社会中$没有任何一个

公司或工厂的主管能够说()我们不在乎环保*$可是$很少人能提

出有力的证据来支持这样的说法%凭借!"#$%&&&环境管理体系标

准$现在公司的主管$可以用通过!"#$%&&$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

证书来说服消费者$)这就是我们环保做得很好的证据*%但事实真

的如此简单吗+ 单凭环境管理体系和一张证书$而缺少有力的指标

和数字证明$是无法表现出环保 )成绩*的%因此$在!"#$%&&&
系列标准中$有另 一 项 重 要 的 环 境 管 理 工 具 来 协 助 企 业 建 立 此 功

能$那就是!"#$%&9$环境绩效评估标准%

依据!"#$%&&$所建立的环境管理体系$并非公司内环保工作

的结束$反而是完整管理环境事务的开始%在!"#$%&&&系列标准

中$!"#$%&&$与!"#$%&&%只界定环境管理体系的内容$并协助

组织建立自己的管理制度&!"#$%&$&#$$#$4 !!"#$8&$$"则作为

环境审核及程序的指南%这两部分标准$只讨论实施者在本身的环

境政策下$应该做些什么事$而不涉及组织环境管理的成效是好是

坏%而!"#$%&9$所谓的 )环境绩效评估*$则是由组织自我界定

适合组织和 行 业 特 性 的 )环 境 绩 效 评 估 指 标*$并 根 据 这 些 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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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数据的收集整理$以提供组织内外部的利益相关方了解组织在

环保方面的成效%无论是环境管理体系或是环境绩效评估$都是企

业用来管理环境事务的 )方法*$其 )目的*都是为企业管理阶层

提供有效地管理$减小组织运作而产生的环境影响%此外$环境保

护与资源保护已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为促使组织和各利益相关方

之间相互了解’合作$以达到保护环境的目标%组织向各利益相关

方及社会大众说明环保表现$成为现今的重要课题%由于利益相关

方的种类很多$例 如$组 织 内 部 的 利 益 相 关 方 关 切 企 业 的 环 境 政

策’方案$以及其活动’产品或服务进步的情形和企业的形象等%

组织外部的利益相关方关注的焦点则在于组织活动’产品或服务所

导致的环境污染%投资者与金融机构除关切公司的竞争力外$还会

考察组织潜在性风险所导致的不利因素%因此$为确保环境绩效信

息符合各利益相关方的要求或关切所在$组织需系统地收集和分析

必要的信息$并 以 量 化 的 数 据 为 基 础$提 升 环 境 绩 效 信 息 的 可 靠

性$以获得各利益相关方的认同%

!"!"各类环境指标体系的关系

由于世界贸易互动关系日趋复杂化$国际环保公约和协议的压

力持续高涨$使得环境问题已由过去局部性’区域性的问题扩展为

全球性的问题$环境保护的管理策略也由传统 )污染控制*扩大到

)资源保护*和 )可持续发展*的范畴%因此$企业界所面对的环

境保护问题$也由过去局限于严格的环保法规管理及居民的环保投

诉$扩大到来自消费者诉求环保产品的压力$以及国际环保贸易要

求等问题%为对应日益复杂的环保问题与挑战$欧美等发达国家正

以 )污染预防*与 )资源节约*作为国家环境政策的新方向和环保

施政的重点$将过去以政府为主体的 )指令A控制*式推行 )末端

污染控制*为主的环保工作$改变为由政府结合企业界成为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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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来共同推行污染预防工作$并利用!"#$%&&$环境管理体系

激发企业界自行规划污染预防和持续改进措施$以达到资源的有效

利用和可持续经营的目标%

因此$企业建立一套完整的环境管理体系$强调高层承诺及全

员参与$及污染预防与持续改进$并将工业减废’污染预防及清洁

生产等理念及相关技术建立于体系中&让员工在研发’制造’加工

及操作上养成习惯$无形中融入企业经营文化$以提高公司环境绩

效及公司形象$达到企业可持续经营的目标$如图$;4所示%其中

传统污染控制’工 业 减 废’污 染 预 防 及 清 洁 生 产 关 系 如 图$;9所

示$就范围大小来比较污染控制’污染预防’清洁生产和可持续发

展等的差异%图中显示如果仅就制造过程的污染物进行处理$则称

为 )污染控制*&将改善制造过程及原料’资源的回收再利用$则

称为 )污染预防*&再考虑产品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并将服务阶段

的各种可能减少污染的方法纳入其中$则称为 )清洁生产*&这些环

境管理的手段$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范畴更广的 )可持续发展*%图

中有一重要的观念是范围较大的管理方式包含范围较小的方式%

图$;4"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性环境保护工作

"

!"!"!"指标的定义和功能

指标 !!’2,B+(-*"这一术语来源于拉丁文,’2,B+*)$可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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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污染控制’工业减废’污染预防’清洁生产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

)可归纳事物特定现象或相关信息的量度*%一般而言$指标应具备

简化复杂现象’量 化 各 种 发 展 状 况’达 成 沟 通 任 务 等 三 种 基 本 功

能%例如$为了解 和 度 量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总 体 进 程 与 绩 效$需 利 用

)可持续发展指标*!!’2,B+(-*-1"CD(+,’+E.)F)G).-HI)’("作为评

估或衡量工具%可持续发展指标不仅提供可持续发展的综合信息$

也是决策者的整合目标和沟通不同领域的桥梁%可持续发展指标体

系的建立$应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内涵紧密结合$否则将无异于

复杂而无序的传统环境指标%传统的环境指标的功能和目的是为了

提供信息’规范监测标准’最佳资源分配’量化环境改善策略的成

本效益$而可持续发展指标则须 更 进 一 步 呈 现 动 态 的 变 化$即 指

标应能反映出人类社会对自然环境 开 发 时$对 自 然 的 再 生 能 力 的

影响%因此$可持续发展指标不同 于 传 统 的 环 境 指 标$它 不 仅 能

反映环境状态和影响$而且能回应出 所 采 取 的 相 关 政 策 或 策 略 的

效用%

!"!"#"各类环境指标体系的关联性

企业建立一套完整的环境管理体系框架$并将工业减废’污染

预防及清洁生产等理念及相关技术建立于系统中$让员工从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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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加工及操作上养成习惯$以提高公司环境绩效及公司形象$

达到企业可持续经营的目标%因此$企业要了解和衡量上述各项环

保工作的实施阶段和绩效$即 须 依 据 各 项 环 保 工 作 理 念 和 内 涵$

建立相对应 的 )指 标*$作 为 评 估 或 衡 量 的 工 具$进 而 提 供 各 项

环保工作的信息$作为高层管理决策的考察 及 内 部’外 部 沟 通 的

桥梁%

企业建立各项环境指标体系的关联性$可由图$;4和图$;9逐

步推行过程发展出多项指标体系$如评估污染控制的实施绩效$针

对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固体废弃物的年产量#单位产品’空气污染物

排放量#单位产品’废水排放量#单位产品等污染控制绩效指标&评

估工业减废和污染控制预防的实施绩效$可进一步针对生产过程中

排放的污染物回收’减少的物料使用量#单位产品’低污染物料替

代量#单位产品’包装材料再利用量#单位产品’能源使用量#单位

产品等管理绩效指标&评估清洁生产的实施绩效$则进一步包括原

料及产品的各项污染控制绩效的污染排放指标’工业减废和污染预

防绩效的能源消耗指标以及其他如符合性’程序性’财务性等管理

绩效指标%上述污染控制’工业减废’污染预防及清洁生产等理念

和相关技术$均构筑于企业所建立的环境管理体系框架中%因此$

企业要了解和衡量环境管理体系的实施绩效所发展出的绩效评估指

标$即包含上述各类指标$如表$;$所示%

此外$由于可持续发展主要涉及环境与生态’社会’经济三个

领域$且三者 彼 此 间 相 互 作 用 影 响$其 影 响 也 将 决 定 最 终 的 )发

展*方向%因此$可 持 续 发 展 指 标 体 系 应 包 含 这 些 不 同 领 域 的 指

标$以提供全面的发展信息%而在指标体系建立时$最适合指标项

目数’最佳指标及指标的整合都非常复杂%国际间正积极针对可持

续发展指标做体系的整合及相关的研究$受限于可持续发展指标体

系主客观性的潜在因素$并无一套适用于世界各国的可持续发展指

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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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环境绩效评估指标

环"境"绩"效"评"估"指"标

环"境"绩"效"指"标

作业绩效指标$#?!D 管理绩效指标$J?!D
环境状态指标$=7!D

!物料

,物料使用量#单位产品

,物料回收比率#单位产品

,低污染物料替代量#单位产品

,物料使用种类#单位产品

,包材废弃量#单位产品

,包材再利用量#单位产品

!能源资源

,能源资源使用量#单位产品

,不可再生能源使用量#单位产品

,土地面积使用量#单位产品

!产品

,不含毒产品比例

,可回收产品比例

,副产品回收比例

,不良率

!固体废弃物

,固体废弃物年产量#单位产品

,最终处置固体废弃物量

,毒性成分量#单位固体废弃物

!空气污染物

,空气污染物排放量#单位产品

!水污染物

,废水排放量#单位产品

,废水水温

,废水排放量

!其他

,噪声量

,辐射值

,臭味

!符合性

,罚单数’罚款金额

,目标达标率

,矫正措施改善率

!系统实施

,产品环保化设计件数

,员工提案数

,环境训练人次或人时

,紧急应变演练数

,内稽频次

!财务绩效

,环境改 善 计 划 投 资 或 获

利金额

,研发环境改善技术经费

,废弃物回收节省的经费

,环境训练费用

,绿色产品的获利

!社区关系

,社区抱怨数

,补助社区环保活动经费

,污染场址清除经费

,发生公害次数

!其他

,环境标志取得件数

!当地性

,土地开发面积

,土中重金属含量

,职业病件数

,毒性物质生物累积量

!区域性

,水体中 K#?比值

,水体中鱼类总数#种类

!全球性

,矿产!煤’石油"开采量

,基因突变病例数

,皮肤癌罹患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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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绩效评估的发展

环境绩效评估可以辅助环境管理体系展现其管理成效$并进而

使组织投入的 资 源 更 能 有 效 发 挥$但 这 两 者 并 不 一 定 有 必 然 的 关

系%不论组织的环境管理体系是符合!"#$%&&$’=J>"或其他任

何一种标准$也不论其是否已具备了环境管理体系$只要任何一个

公司或工厂愿意$都能进行本身环境绩效评估的工作%这个道理与

财务绩效一样$无论公司是否设计了经营计划$也无论公司内部是

否具备任何会计’内控’审核等制度$甚至是否创造了利润都不重

要$只要会计部门能清清楚楚地算出 )盈余*$员工及股东就能了

解公司的经营绩效%

环境绩效评估是企业管理的工具之一%根据!"#$%&9$$环境

绩效评估是组织自发的行为$而非外界用以评断环保绩效的标准%

同时$!"#$%&9$是一项 )指 导 纲 要*$而 不 是 验 证 的 标 准$其 与

环境管理体系的差异如表$;4所示$组织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进

行任何不同于其内容的修改%

表!"#"环境绩效评估与环境管理体系的差异性

环境绩效评估!=?=" 环境管理体系!=J""

!!"#$%&9$ !!"#$%&&$L$%&&%

!辅助性的工具 !环境管理的核心

!不可验证 !可验证

!内部管理的流程与工具 !组织管理体系的一部分

!评估成效的流程 !管理环境事务的制度

!过程导向 !过程导向

!?F7>$持续改进 !?F7>$持续改进

环境绩效评估与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主要的差别在于实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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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目的$如表$;9所示%环境绩效评估与一般的环境评估’调查’

审查及环境管 理 体 系 认 证 有 所 区 别%环 境 绩 效 评 估 是 一 种 持 续 性

!包括过去’现在及未来"的信息收集和评估的实施$检查的对象

是组织的 管 理 体 系 !I+’+/)I)’(DMD()I"’实 施 系 统 !-H)*+(,-’

DMD()I"及周围环境状况 !D(+()-1(N))’G,*-’I)’("&环境管理体

系认证则是在某一特定时段内的评估实施$审核的对象仅为环境管

理体系%环境绩效评估是一项持续对特定项目进行评估的工作$并

不涉及判断%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则是在特定的日程下$由特定的

审核员$负责审核环境管理体系的管理事项是否符合标准%

表!"$"环境绩效评估与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差异性

环境绩效评估!=?="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持续的 !特定时间的

,过去到未来 ,如一年$次或4次

!三个层面 !环境管理体系本身

,周围的环境状况

,实施体系

,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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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环境绩效评估简介

""人的质量就 是 公 司 的 力 量#职 工 教 育 不 论 花 多 少 钱!都 一

定会连本带利收回的!经营的越不好!就越要在教育上下功夫#

许多环境绩效评估的方法已经实行多年$但并没有任何一套方

法适用于任何形态的组织%例如传统法规及环境工程中所使用的污

水及空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或环境影响评估及其追踪考核$都是某

种程度评估特定行业环境绩效的方式之一%本章将从高层管理者首

要的认识开始$介绍环境绩效评估的内容’意义’实施效益’范围

和时机%

#"!"环境绩效评估的内容

简单地说$环境绩效评估是利用适当的指标$将组织的环保业

绩$转化为易懂信息的过程$是公司内部从收集’测量’分析’评

估’报告$到对内外沟通环境绩效的一项程序和工具%

在观念上$这与所有管理一样%例如在质量管理上$一般会建

立从进料’制造到成品的抽样计划及检测项目$依照计划用特定的

方式和仪器进行检验与测量$再将所得的数据绘制成管理图$由设

定的管理界限和图型$评估制造能力的好坏$并决定后续工作%环

境绩效评估的方法也是如此%

从组织的管理 层 面 来 看$环 境 绩 效 评 估 如 同 环 境 管 理 体 系 一

样$运用?F7> 的 管 理 循 环%首 先$是 规 划 部 分$必 须 界 定 此 项



!!""""

工作的进行方式$尤其是评估指标的选定&接着$依照计划实施$

根据选定的评估指标$进行数据的收集’分析$将原始数据转化为

有用的信息$并做出报告$以便于与利益相关方的沟通&最后$进

行审查$以决定改善的方向及方法%

从技术的角度出发$环境绩效评估包括了如何选择适用的环境

绩效指标’收集相关数据的设备和方法’数据统计及分析的技巧’

绩效的公开方式’企业环境报告的编撰’评估流程的改进以及环境

绩效的改善对策等%相关的技术范围相当广泛$生产技术’质量管

理技术’环保技术’公共关系技巧等$都可能在环境绩效评估的过

程中使用%

环境绩效评估结果的目的在于(!增加对组织的活动’产品及

服务的环境因素的了解&"由组织的环境管理方案及活动可同时估

算经济利益及成本&#可展示组织的环境绩效&$可辅助发展资源

分配方案$实现环境政策的目标及目的&%可作为与内部员工及组

织的利益相关方沟通的基础%

#"#"环境绩效评估的意义

!"#$%&&$标准是规范企业建立环境管理体系 !)’G,*-’I)’(+.

I+’+/)I)’(DMD()I$=J""的基础$使公司获得确保具有实施那

些重要事项而获得的认证%然而$该标准并没有强制规定绩效的要

求$也不需要上 级 管 理 层 制 定 环 境 绩 效 目 标$并 监 测 实 现 目 标 的

过程%

环境绩效评估 !)’G,*-’I)’(+.H)*1-*I+’B))G+.C+(,-’$=?="

在!"#$%&9$中被定义为审查组织环境因素的工具$以决定目标是

否达到%环境因素被广泛定义为组织活动’产品或服务与环境产生

互动的 任 何 因 素$不 仅 包 括 废 弃 物’污 染 排 放 物$还 包 括 能 源’

水’土壤及其他自然资 源%对 公 司 组 织 而 言$=?= 应 被 看 作 同 任

环境绩效评估与环境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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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他经营过程一样的$实际上应在部门及企业层面上与组织的规

划’绩效测量体系做整体规划%

!"#$%&9$标准是一种管理工具$针对环境绩效提供给组织可

信赖’具 有 目 标 性 及 可 查 证 的 信 息$进 而 改 善 绩 效%选 择 指 标

!,’2,B+(-*D"$以测量及沟通 组 织 所 设 定 目 标 的 相 关 环 境 绩 效%从

=?=过程获得的信息$使 管 理 层 能 决 定 采 取 必 要 的 行 动$以 实 现

环境方针所确定的目标及目的$并且适当地与利益相关方沟通%以

下的几条原则说明目前!"# 表达在!"#$%&9$标准的 想 法$亦 即

=?=实施的原则(

! =?=须获得上级管理层的共识&

" =?=须与现有的经营功能及活动兼容&

# =?=须以正确’目标明确及可查证的数据为基础&

$ =?=过程须产生可理解及可信赖的信息&

% =?=须适当考虑利益相关方的期望和关心的事项$且包含

地区’文化与社会经济因素&

& =?=须适度考察生命周期的观念%

#"$"实施环境绩效评估的效益

对任何一个组织而言$实施环境绩效评估可获得以下的效益%

#"$"!"了解环境影响的程度

这是环境绩效评估最大的好处$由定性及定量的指标及评估过

程$可以为决策者提供环境影响的信息$从而判断这样的环境绩效

是否可为自己及利益相关方所接受$进而制定进一步的方向%由适

当且量化的绩效指标$无论是管理者或利益相关方是否具备足够的

环境知识$都可以 由 绩 效 指 标 的 变 化 了 解 该 组 织 受 到 环 境 影 响 的

程度%

第二章"环境绩效评估简介



!!$"""

#"$"#"协助体系的持续改善

无论是企业或环保团体$所关注的焦点是环境质量是否变好$

而不是投入了多少改善成本%而环境绩效评估的结果$能够反映出

组织的行为及环境的变化$也因此能使组织最经济有效地改善投资

组合%传统的环境绩效评估$只能在某些法规规定的特定项目$如

水质的O#F’7#F或空气排放物中的"#!’K#! 等$较缺乏系统

的评估方式%而以!"#$%&9$为标准的评估方式$则可以为决策者

提供完整的印象$使其了解考察事前的重大环境因素及对应的管理

体系的成效$从而检验管理方式进而选择真正有效的改善方式%

#"$"$"展示环境管理的成效

在环境管理体系的环境方针下$必须设定环境目标与指标$以环

境绩效评估的方式$追踪定性或定量指标$可以获得有力的证据证明

是否实现目标与指标$也同时能反映是否改善了厂房外的环境$以寻

求更好的管理机会%若组织只有符合!"#$%&&$的环境管理体系$只

着重于管理其重大的环境因素$加强环境管理的效率 !)11,B,)’BM"$

但不见得能有真正的效能 !)11)B(,G)’)DD"%而环境绩效评估则可用

一套组织内部已建立共识的指标$具体的展示量化的成效%

#"$"%"获得利益相关方的信任

无论是政府主管机关’股东’客户’员工$还是邻居’环保社

团等$群众的环保意识越来越强%因此$厂商就更不能随便提出一

些资料$虚报材料$使这些为不同目的而关心它的人满意%而环境

绩效评估是一套系统的评估方法$能够提出经得起科学验证的评估过

程及数据资料$并以此取得利益相关方的信任%若企业主愿意$根据

环境绩效评估和环境管理体系的实施管理成果$发展为可公开发行的

企业环境报告书 !7-*H-*+()=’G,*-’I)’(+.P)H-*(D$7=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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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组织沟通的效率及效能

进行环境管理时$经常会出现组织内部没有对 )环境*共同的

定义$对环境问题的严重程度和改善方向有不同的期望$进而造成

错误的行为和管理资源的浪费$甚至有些部门会觉得环境保护只是

某些专责人员的事%而环境绩效评估是以一套组织内部已建立共识

的指标$使所有人员对环境有共同的看法$并以此套指标作为评定

管理成效的依据%这样可以减少内部沟通所浪费的资源$也可以使

不同职责的部门$能针对共同的环境议题努力%而且$经由系统化

评估的结果$正是进行环境管理决策时最佳的考察依据%

#"$"’"决定管理制度准则

环境 绩 效 评 估 是 一 项 根 据 )?F7> 循 环*!?.+’3F-37N)BQ3

>B("持续 进 行 的 工 作$而 非 一 个 阶 段 完 成 即 告 终 止 的 专 项 计 划

!H*-R)B("%再加上环境绩效评估的范围是全面性的$必须考虑整体

生产流程及信息的传递$而不是断章取义的片面信息%所以$无论

刚开始实施环境绩效评估时的设定是否适当$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检

查修正后$组织就能找到最切合实际的环境绩效指标$并以这些量

化指标作为设定各相关管理准则的基准$而使得管理的效果能越来

越好%组织除了建立此类的基准 !标准"!E)’BN3I+*Q,’/"外$还

可以考察同行其他组织的环境绩效评估结果$作为自我挑战及竞争

的目标%

#"$"("协助资源有效分配

从管理的方式来看$每一项活动的成本及收益的变化$对整体

绩效造成影响的具体数据是每个专业管理人士都想知道的%但在目

前环境成本学尚未发展出完整的理论和实施技术时$环境绩效评估

的结果至少能为管理人员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以此比较一段时间

第二章"环境绩效评估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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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管理资源投入与产出量化环境绩效指标的互相关系$就算无法作

到 )活动基准 成 本 核 算 !+B(,G,(M3E+D)2B-D(,’/$>O7"*$至 少 也

能做到简单的效益评估%这样的信息可能无法直接用于组织的成本

管理$但是可以协助资金的合理分配%

#"$")"发现环境问题的根源

在判断环境问题或追查根源时$常常会介入一些个人的感情因

素%例如$生产总 是 最 重 要 的$绝 不 可 以 因 为 环 保 问 题 而 中 断 生

产&又例如研发单位是最复杂的$而且是公司生存的命脉$最不喜

欢任何单位去干扰%这些都会使得发掘问题的原因时$有意无意地

避开真正的祸首%而依据各项环境绩效指标的数据本身$就不必再

受个人感情因素的影响$剩下所面对的问题’解决问题就是管理层

的责任了%

#"%"实施环境绩效评估的范围与时机

#"%"!"实施环境绩效评估的范围

环境绩效评估 与 环 境 管 理 体 系$在 实 施 范 围 的 认 定 上 是 相 似

的$都是以组织的周界为基础% )周界*在实 施 环 境 绩 效 评 估 时$

会因为组织的管理职责和框架的不同而有差异%

因为环境绩效评估是一项组织内自我评估的过程$所以实施范

围的大小$可以取决于企业或高层主管的意志$但为了能达到上面

所说明的目的$仍是以 )厂址*为宜%以厂址为范围可以清楚地界

定该厂址与外在环境的相互影响$可明确地界定出管理重点$可以

进行重大环境因素的有效管理%

以大部分中 小 企 业 为 例$一 般 只 有 一 个 工 厂$并 且 是 厂 办 合

一$实施的范围 就 是 整 个 公 司 及 工 厂$这 也 是 无 论 大 型 或 小 型 企

环境绩效评估与环境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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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实 施 环 境 绩 效 评 估 时$最 好 的 范 围%这 与 $88% 年 版 !"#

8&&$#4#9不同$在8%年版的质量管理体系的实施和审核方面$企

业可以选择部分的产品及其制造过程和相关的质量体系$排除其他

的产品%但是$就大部分的例子而言$以独立的一条生产线进行环

境绩效评估$其结果只能说是该组织片面的绩效$而且该生产线会

与其他生产线发生交叉影响$其评估结果对组织整体的环境管理绩

效的影响需进一步判断%

另一种状况是一个公司同时在不同地方有许多个工厂$则可以

分厂区实施环境绩效评估%简单地说$如果一个厂区有足够的独立

性$例如有自己的管理框架$独立的边界$可以辨认的重大环境因

素$则适合由该厂区自行实施环境绩效评估%

#"%"#"实施环境绩效评估的时机

环境绩效评估是一项持续进行的日常工作$只是在实施的过程

中可分为不同的阶段$而不是一个年度计划而已%从实施的阶段来

看$环境绩效评估可依照 )戴明管理循环*分为 )?.+’3F-37N)BQ3

>B(*等四个阶 段$这 四 个 阶 段 是 连 续 封 闭 的 循 环 !B.-D).--H"$

只是在刚开始时$必须由规划下手$以确保能有效地得到正确的结

果%实施环境绩效评估时$必须根据规划的环境绩效评估指标$不

断地收集相关的资料信息$依照规划的方法分析这些数据$并将这

些信息反馈给管理层或相关人员$以决定下一步的行动方式%这样

的流程是在每天的工作中进行的$绝对不是做完就算了%

从组织操作的角度或操作的生命周期来看$任何时候都是最佳

时机%无论组织正在初创时期’发展期’扩建期或稳定发展期$只

要企业愿意在环境管理及环境保护上出力$都是实施环境绩效评估

的最佳时机$这与企业无论任何时候$均需要进行经营绩效评估是

一样的道理%

第二章"环境绩效评估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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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环境绩效评估标准的

框架与内容

""大家 都 是 企 业 的 股 东!世 界 企 业 的 主 人!建 立 一 个 企 业!

我们认为出钱的 是 老 板!出 科 学 技 术 的 是 老 板!出 资 源 的 是 老

板!出劳力的是老板!出信息$出管理的也是老板#

!"#$%&9$环境绩效评估标准是一份指导纲要$而非验证标准或

绝对的环境绩效准则$其内容是对组织的环境绩效进行测量与评估的

一种系统化程序%依据所产生的信息$组织可确认环境管理方案的实

施是否达到环境方针’目标与指标$并符合法规的要求%它也可用来

确认组织的潜在风险$机会及造成环境绩效不佳的主要原因%所以环境

绩效评估是环境管理体系的重要工具$可应用于任何规模及形态的组织%

$"!"环境绩效通则概述

环境绩效评估 !=?="是组织内部管理过程$它是利用指标来

提供组织过去与现在的环境绩效和环境绩效准则 !其名词定义请考

察附录四"比 较 的 信 息%在 此 标 准 所 叙 述 的 环 境 绩 效 评 估$依 据

)规划3实 施3检 查3改 善*!?.+’3F-37N)BQ3>B("的 管 理 模 式%这 项

持续实施的步骤如下所述%

$"!"!"规划

规划环境绩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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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环境绩效评估的指标 !选择指标的过程包括选用现有指标

及发展新的指标"%

$"!"#"实施

使用数据及信息$包括(

! 收集与选定指标相关的数据&

" 分析并转化数据为描述组织环境绩效的信息&

# 评鉴组织环境绩效信息$并与组织环境绩效准则比较&

$ 报告并沟通组织环境绩效信息%

$"!"$"检查及改善

检查及改善环境绩效评估%
图9;$提供了环境绩效评估的流程%

实施阶段

""数据和信息的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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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

数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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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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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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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和改善阶段

"" 环境绩效评价的评审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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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进

策划阶段

环境绩效评价策划

"""""""""" 环境绩效评价参数的选
$%%

择

图9;$"环境绩效评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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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标准对环境绩效评估指标分为两大类(

! 环境绩效指标 !=?!"&

" 环境状况指标 !=7!"%

环境绩效指标 !=?!"分为两种类型(

! 管理绩效指标 !J?!"是 一 种 环 境 绩 效 指 标$提 供 管 理 行

为对组织环境绩效影响的相关信息&

" 操作绩效指标 !#?!"是一种环境绩效指标$提供组织操作

环境绩效的相关信息%

环境状况指标 !=7!"提供环境状况相关的信息%这项信息可

帮助组织更加了解自己实际的环境因素及潜在环境影响$并以此协

助环境绩效评估的规划及实施%

组织管理上的决策’行动与实施的绩效关系密切%图9;4阐明

了组织内部管理’实施与环境状况的相互关系$并注明环境绩效评

估指标与对应的关键项目%

图9;4"组织管理与实施以及环境状况的相互关系

"

管理者承诺实施环境绩效评估是必要的%环境绩效评估须适合

组织的规模’位置及状况$并适合自己的需求与优先顺序%环境绩

效评估须是具有成本效益且是组织一般业务功能与活动的一部分%
由环境绩效评估所产生的信息可协助组织(

! 决定任何必要的行动$以实现本身的环境绩效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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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别重大环境因素&

# 识别更佳管理环境因素的机会&

$ 识别环境绩效的趋势&

% 提高组织的效能与效率&

& 识别策略上的机会%

描述组织环境绩效信息的内部报告及沟通$对协助员工履行他

们的责任是重要的$借此赋予组织实现环境绩效准则的权利%管理

层也可以将此实现和利益相关方报告或沟通%

组织的环境绩效评估须定期地审查以评价改善的机会%

$"#"环境绩效评估规划

$"#"!"一般导则

组织应将环境绩效评估的规划植根于(

! 可控制或预期会有影响的重大环境因素&

" 自身的环境绩效准则&

# 利益相关方的观点%

开发环境绩效评估规划时$组织需要考虑(

! 本身产品’活动与服务的完整范围&

" 本身的组织框架&

# 全面性的经营策略&

$ 自身的环境策略&

% 符合法令规章与其他要求的必要信息&

& 相关的国际环保协定&

’ 环境保护成本和利益&

( 与环境绩效相关财务效能分析的必要信息&

) 与环境绩效相关的连续信息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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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区域’国家或全球的环境信息&

+,- 文化及社会因素%

与环境绩效评估相关的财务’物力与人才资源需求须由管理层

分析提供%

管理层需要审视组织的能力及资源$将组织环境绩效评估的起

始范围限于最优先的活动’产品与服务%经过一段时间后$组织环

境绩效评估的范围可扩大至以前未提出的产品’活动与服务%

考察组织环境因素是一项环境绩效评估规划中的重要环节%这

项信息一般是由环境管理体系中发展出来的%在环境管理体系中识

别重大环境因素的导则$可在!"#$%&&$($88:及!"#$%&&%($88:
中找到%已有环境管理体系的组织须评估本身的环境方针’目标’

指标与其他环境绩效评估准则对应的环境绩效%

尚未建立环境管理体系的组织也可以进行环境绩效评估$以协

助考察将被视为重大及设定其环境绩效准则的环境因素%决定重大

环境因素时$组织需考虑(

! 能源资源使用的规模&

" 污染排放&

# 风险&

$ 环境的状况&

% 突发事件的可能性&

& 组织相关的法令规章与其他要求%

""对尚未建立环境管理体系的组织$在环境绩效评估方面$考察 环 境 因

素及其重大性方法的例子

!识别组织活动’产品与服务$与他们有关的特定环境因 素 及 相 关 的

重大程度以及与重大环境因素相关的可能影响%

!使用环境状况的信息$以考察组织活动’产品与服务中 可 能 对 特 定

状况的影响%

!分析组织现有资源输入’废水’废弃物和空气的排放数据$并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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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的角度评估这些数据%

!考察利益相关方的观点$并使用这些信息以协助组织建立重 大 环 境

因素%

!考察组织所受环境法规要求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组织可能 已 经 收

集的数据%

!考虑组织在产品研究’开 发’制 造’配 售’服 务’使 用’回 收 再 利

用整个寿命周期的相关环境影响%

!考察组织中最重大环境成本及利益的活动%

无论是否已有环境管理体系$组织须规划环境绩效评估和设定

环境绩效准则的关联性$以此环境绩效评估选定的因素将能适当地

描述组织的环境绩效与这些准则的关系%

环境绩效准则来源的实例包括(

! 现在和过去的绩效&

" 法规的要求&

# 已知的规范’标准与最佳实施准则&

$ 由行业界及其他领域组织所发展的绩效数据及信息&

% 管理层审查及审核&

& 利益相关方的观点&

’ 科学研究%

$"#"#"环境绩效评估指标选择

9;4;4;$! "#$%

由组织选定用在环境绩效评估的指标$以定量化或定性化的数

据或信息的方法展示$采用更易了解和使用的形式%它们将协助管

理层努力去把组织管理的环境绩效’组织实施的环境绩效或环境状

况的相关数据转化为简明的信息%组织须选择足够数目且可了解的

相关指标来评估本身的环境绩效%选定用于环境绩效评估指标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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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须反映组织实施的规模及本质%用于环境绩效评估指标的选择性

取决于那些将被使用的数据%为了促进这项活动$组织可能希望使

用由组织本身或其他单位已经收集取得的数据%
由环境绩效评估指标所传达的信息$可直接或相对测量$或以

指数化的信息表现%当适用于信息本质及其它预计的用途时$环境

绩效评估指标为累积的或加权的%累积或加权须谨慎完成$以确保

其可验证性’一致性’可比较性与可了解性$必须清楚地了解处理

数据的过程以及数据转换为信息和环境绩效评估指标%

""用于环境绩效评估指标的数据特性的例子

!直接的测量或计算(基本的数据或信息$例如$污染物排放的吨数%

!相对 的 测 量 或 计 算(与 其 他 参 数 !如 产 量’时 间’位 置 或 背 景 状

况"或有关的数据或信息比较$如制造每吨产品所排放污染物的吨数 或 是

每单位销售交易量所排放污染物的吨数%

!指数化(数据或信息转化为单位或选定的标准或基准相关信 息 的 形

式$如本年度污染物排放量以某一基准年该污染物排放量的百分比%

!累积(来自不同的来源的相同类型的数据或资讯$收集 到 一 起 并 以

一个总和数值展现$如在特 定 年 份 制 造 某 产 品 的 特 定 污 染 物 排 放 总 吨 数$

取决于数个制造该产品制程的排放量总和%

!加权(数据或资讯乘或加上重要程度相关的修正因子%

许多考虑事项是组织在选择环境绩效评估指标时应该考虑的$
而且有多种方法是组织在选择本身的操作绩效 指 标 !#?!"’管 理

绩效指 标 !J?!"与 环 境 状 况 指 标 !=7!"%有 些 选 择 环 境 绩 效 评

估指标的考虑事项可以参考本书附录所提供的指标示例%
有些环境因素可能 很 复 杂$选 择 综 合 的 环 境 绩 效 指 标 !=?!"

和环境状况指标 !=7!"$对 提 供 完 整 评 估 此 类 因 素 的 绩 效$可 能

是有益的%
环境绩效评估指标的选定$应足以为管理层提供足够的信息来

了解在达成任 意 环 境 绩 效 准 则 时$其 他 环 境 绩 效 指 标 间 相 互 的 关

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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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可能发现$源自于相同的一组数据$根据可能关注的利益

相关方$选择数个环境绩效评估指标是有用的%

""源于相同的一组数据$根据可能关注的利益相关方$可选择数 个 环 境

绩效评估指标的例子

组织排放处理后的废水到湖泊中$可选择下列的环境绩效评估指标(

!每年特定污染物的总排放量 !可能关注的利益相关方(当地社区"&

!废水中的污染物浓度 !可能关注的利益相关方(法规的主管机关"&

!每个产品制造所排放的污染物数量 !可能关注的利益相 关 方(管 理

层及消费者"&

!投资清洁技术或制程升级后$每年污染物排放量的变化 !可 能 关 注

的利益相关方(管理层及投资人"%

9;4;4;4! &’()*+,- !J?!"

在环境绩效评估的内容中$组织的管理包括在组织所有层面中

的政策’人员’规划’活动与程序以及与组织环境因素有关的决策

及行动%由管理层 决 定 采 取 的 努 力 及 决 策 可 能 影 响 组 织 的 生 产 绩

效$也因此可能对组织全面的环境绩效有贡献 !参阅图9;4"%

管理绩效指标 !J?!"须提供组织的能力及对环境绩效有影响

或可能有影响的管理事务上的措施信息$如培训’法规要求’资源

分配及效率提升’环境成本管理’采购’产品开发’文件化或纠正

措施等%管理绩效指标须有助于改善环境绩效的管理成效’决策与

行动的评估%

举例而言$管理绩效指标 !J?!"可用来追踪(

! 各种环境管理方案的实施与效果&

" 管理行 动 对 组 织 生 产 的 环 境 绩 效 及 可 能 的 环 境 状 况 有 影

响者&

# 对组织环境管理具有特定重要性的努力&

$ 组织环境管理的能力$包括状况变化的适应性’完 成 特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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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有效能的整合或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 法令规 章 要 求 的 守 规 性 及 组 织 签 署 的 其 他 要 求 事 项 的 符

合性&

& 财务成本或利益%

另外$有效能的管理绩效指标 !J?!"可帮助(

! 预测绩效的变化&

" 考察实际绩效超过或未达到相关环境绩效准则的根本原因&

# 考察预防措施的机会%

9;4;4;9! &’./*+,- !#?!"

操作绩效指标 !#?!"须提供给管理层$在组织实施的环境绩

效信息%操作绩效指标 !#?!"相关者如下%

! 输入(物料 !例如$加工的’回收 再 利 用 的’再 使 用 的 原

物料$天然资源"’能源与服务%

" 组织生产输入物%

# 组织硬件设施及设备的设计’安装’操作 !包括紧 急 事 件

及非日常实施"与维护%

$ 输 出(产 品 !例 如$主 产 品’副 产 品’回 收 再 利 用 的 物

料"’服务’废弃物 !例如$固 体’液 体’有 害 的’无 害 的’可 回

收再利用的"和起因于组织生产所产生的排放物 !例如$废气’废

水’噪声’振动’热’辐射’光"%

% 组织生产所产生的输出物%

图9;9为组织生产过程中所涉及的项目%当多重的活动或具体

设施制造或提供特定的产品或服务时$组织须列入评估环境绩效考

虑之中%

9;4;4;%! &’0123,- !=7!"

环境状况指标 !=7!"提供有关当地的’区域的’国家的或全

环境绩效评估与环境报告书



!"’"""

输入

材"料

!加工过的’再循环的’

"再利用的材料或原料

!自然资源

能"源

!使用能源的数量或类型

支持组织运行

的服务

!清洁门卫和守卫

!维修’运输和交付

!信息和交流

!安全保卫

!食物和给养

!废物处置

!其他合同服务

供"
$%%%%%%%%%%%%%%%

应

设施和设备

!设计

!安装

!运行

!维修

!土地使用

输出

产"品

!主要产品

!副产品

!再循环和再利用的物质

组织提供的服务

废"物

!固体或液体

!危险品或非危险品

!再循环的或再利用的

排放物

!向空气的排放

!向水体或土壤的排放

!噪声’热’振动’光’辐射

交"
$%%%%%%%%%%%%%%%%

付

图9;9"组织生产过程中所涉及的项目

球性的环境状况信息%环境状况可能随时间或特别的事件而改变%

但是环境状况 指 标 并 不 是 对 环 境 影 响 的 测 量$环 境 状 况 指 标 的 改

变$可提 供 环 境 的 状 况 和 相 关 组 织 产 品’活 动 及 服 务 间 有 用 的

资讯%

组织在环境绩效评估 中 使 用 环 境 状 况 指 标 !=7!"%环 境 状 况

指标 !=7!"提供给组织环境背景用以支持(

! 识别并管理组织的重大环境因素&

" 环境绩效准则的适当性评估&

# 管理绩效指标 !J?!"及操作绩效指标 !#?!"的选择&

$ 建立测量改变的基准&

% 随环境’时间改变与可持续的环境管理方案有关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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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述考察出的环境状况与选定环境绩效评估的指标

例$
某服务行业组织位于空气质量较差的地方$可使用空气质量信 息 以 选

择适当的环境 绩 效 评 估 指 标$并 与 本 身 减 轻 机 动 车 辆 空 气 排 放 物 的 目 标

一致%

环境状态指标 !=7!"

!在空气中与机动车辆空气排放物有关的污染物浓度

操作绩效指标 !#?!"

!归因于使用替代燃料而减少的机动车辆空气排放物

!总燃料消耗量

!车辆的燃料效率

!车辆的维修频率

!装上环境控制设备的车辆数

管理绩效指标 !J?!"

!鼓励使用公共运输及使用金额

!培训员工了解公共运输好处的次数

!减少燃料消耗的措施’改善车辆维修及燃料效率以及使用替 代 燃 料

的效果

例4
在一个信息显示供水正在减少中的区域$组织选择与节水测量 有 关 的

环境绩效评估指标$若没有此信息则不会选定这项指标%

环境状况指标 !=7!"

!地下水水位

!补注率

操作绩效指标 !#?!"

!每日用水量

!单位产品的用水量

管理绩效指标 !J?!"

!用于在研究减少用水方法的开销

& 环境的状况与组织产品’活动和服务之间的可能相关性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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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动决策%

环境状况指标 !=7!"的发展与应用$通常是当地’区域’国

家或国际的政府机关’非政府组织及研究机构的职责$而非独立事

业组织的职责%然而$组织可考察他们的活动与特定环境状况的关

系$选择发展自己的环境状 况 指 标 !=7!"$以 作 为 评 估 本 身 的 环

境绩效及本身能力’关心程度与需求的支援%

组织考察某一特定的环境状况与本身的产品’活动与服务之间

有直接关系$选择管 理 绩 效 指 标 !J?!"及 操 作 绩 效 指 标 !#?!"

结合管理与生产活动去改变环境状况%

$"$"使用数据和信息 !实施"

$"$"!"通则概述

图9;%阐述了使用数据和信息评估环境绩效的步骤%这些步骤

在以下的9;9;4节到9;9;<节中详述%

图9;%"使用数据和信息评估环境绩效的步骤

"

$"$"#"收集数据

组织须有规划地收集数据以作为选定的环境绩效评估指标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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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值输入%数据须从适当的来源$在环境绩效评估规划的频率下系

统化地收集%

数据收集的程序须确保数据的可靠度%这取决于可取得性’适

当性’科学及统计的确认性及验证性等因素%数据收集须由质量管

理及质量保证的工作来支持$以确保获得的数据是环境绩效评估所

需要的形式及质量%数据收集的程序须包括对数据信息的适当的考

察’归档’储存’修复及处置%

组织须使用本身或其他来源的数据%举例而言$数据可按以下

方式收集(

! 监督与测量&

" 采访及观察&

# 法规’报告&

$ 审查生产纪录&

% 财务及会计纪录&

& 采购纪录&

’ 环境审查’审核与评估报告&

( 环境培训纪录&

) 政府机关’学术机构与非政府组织&

* 供应商及承包商&

+,- 客户’消费者与利益相关方&

+,. 行业协会%

$"$"$"分析及转化数据

已收集到的数据须经分析并转化为描述组织环境绩效的信息$

并以环境绩效评估指标的方式显示%为避免结果的偏差$需要考虑

收集的数据中所有相关性及可靠性%

数据分析包括数据的质量’查验性’适用性与完整性等考虑$

以产生可靠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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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组织环境绩效的信息由计算’最佳估计’统计方法’图解

技术等发展而来$或指数化’累积或加权的方式%

$"$"%"信息评估

由分析的数据而来的信息$以环境绩效指标 !=?!"或可能以

环境状况指标 !=7!"的 方 式 表 现$须 与 组 织 的 环 境 绩 效 准 则 比

较%这项比较可能指出环境绩效的进步是否完备%比较的结果$对

了解环境绩效准则达到或未达到是有帮助的%描述组织环境绩效的

信息及比较的结果须向管理层报告$以支持适当的管理行为改善或

提高环境绩效的水准%

$"$"&"报告及沟通

环境绩效报告 及 沟 通 提 供 有 用 的 信 息$以 描 述 组 织 的 环 境 绩

效%这方面的信息根据管理层对需求信息对象的评估$须向组织内

外的利益相关方报告及沟通%

环境绩效报告及沟通的好处包括(

! 协助组织达成环境绩效准则&

" 增加关于组织的环境方针’环境绩效准则和相关业绩的认

知对话&

# 展示组织改善环境绩效的承诺及措施&

$ 提供机制以反映组织环境因素的问题%

9;9;<;$! 456789:

管理层须确保描述组织环境绩效的适当必要的信息$在适时的

基准上$普遍在组织内部沟通%可辅助员工’合约商’与组织相关

的其他人$去实践他们的责任$以促进组织达成环境绩效准则%组

织希望在环境管理体系的审查中$考虑这方面的信息资讯%

描述组织环境绩效的信息可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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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绩效的趋势 !例如$废水减排量"&

" 法令规章的守规性&

# 组织对其已签署的其他要求的符合度&

$ 节省的成本或其他财务结果&

% 改善组织环境绩效的机会%

9;9;<;4! ;56789:

组织自愿或被要求发布环境报告书或声明书$以提供外界的利

益相关方了解组织的环境绩效%环境绩效评估提供给组织包括环境

报告或其他与外界读者沟通的信息%

阐述考察出的环境状况与选定的相关环境绩效评估指标

当对外界的利益相关方报告及沟通时$组织可选择的信息包括(

!组织承诺将环境绩效评估作为环境管理一部分的声明书&

!产品’活动与服务的描述&

!重大环境因素与相关环境绩效评估指标的声明书&

!环境绩效准则相关绩效的信息&

!从环境绩效评估而引发的行动&

!环境管理的贡献及组织在环境绩效评估的整体业绩%

有许多因素可能影响组织对叙述其环境绩效的自发性报告信息

的决定%这些因素包括组织所感兴趣的改善企业和利益相关方及企

业所在社区的关系%

这种沟通须反映出组织环境绩效的可靠性%描述组织环境绩效

的信息须是真 实 的$并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表 现 了 读 者 的 技 术’知 识 水

准%当组织选择引导外部沟通时$选定的报告及沟通方法须鼓励组

织与利益相关方之间的沟通%

$"%"审查并改善环境绩效评估 !检查及改善"

组织环境绩效评估及其结果须定期审查$以考察改善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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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审查可以促进组织的管理及生产绩效的改善管理行动以及导

致环境状况的改善%

审查环境绩效评估的步骤及其结果可包括对下列项目的审查(

! 达到的成本效益&

" 实现环境绩效准则的进步&

# 环境绩效准则的适合性&

$ 选定环境绩效评估指标的适用性&

% 数据来源’收集的方法及其质量%

辅助审查环境绩效评估的例子

组织的环境绩效评估是否(

!提供适当的信息$以量化组织环境绩效的变化+

!对管理层提供适当及有效的信息+

!依照规划实施+

!建立适当的数据来源及数据收集频率+

!有效地分析及评估收集到的数据+

!有适当的资源支持+

!与组织的环境绩效准则有关+

!提供报告及沟通的信息+

!当适合时$考虑或诱导利益相关方信息的输入+

!对组织的产品’活动’服务提供附加价值+

!反应组织及周围环境的变化+

!提出新的环境议题+

!与其他的组织绩效测量做良好的整合+
改善环境绩效评估行为包括(

!改善数据质量’可靠性与可取得性&

!改善分析及评估能力&

!发展或考察新的或更多有用的环境绩效评估指标&

!改变环境绩效评估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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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环境绩效评估的实施

""一个企业!技 术 创 新 的 能 力 是 核 心 能 力"只 有 建 立 在 这 个

能力基础之上的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才是有效的"

环境绩效评估 !!"!"是组织内部的管理过程#它是使用指标

来提供组织过去与现在的环境绩效与环境绩效准则相比较的信息$

依据 %规划&实施&检查&改善’的管理模式#即在规划阶段进行

环境绩效评估程序的规划及选择环境绩效评估指标(实施阶段进行

选定指标的数 据 收 集)数 据 分 析 并 转 化 为 描 述 组 织 环 境 绩 效 的 信

息)与组织环境绩效准则相比较)报告并沟通组织环境绩效的信息

等(检查及改善阶段进行审查并改善环境绩效评估实施的步骤$

!"#"环境绩效指标的选择

环境绩效是将数据转变为信息的工具#选择适当的指标是环境

绩效 评 估 中 重 要 的 一 环$对 于 环 境 绩 效 评 估 指 标 的 选 择##$%

&’()&建议从下 列 的 项 目 中 去 考 虑#但 不 一 定 必 须 完 全 符 合 这 些

要求*

! 与组织公告的环境方针一致(

" 与组织生产)管理绩效或环境状况的关系是适当的(

# 对环境绩效准则与测量绩效是有用的(

$ 对内)外部利益相关方是相关及可了解到的(

% 在成本效益及时间上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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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预期使用数据的形态)质量与数量是足够的(

’ 代表组织的环境绩效(

( 对组织环境绩效的改变能迅速反应(

) 能提供现在及未来组织环境绩效改变的信息$

若从单一指标的选择到整个组织所使用的一组环境绩效评估指

标来讨论#各指标必须有其特点#整组指标则须相互延续$以单独

一个环境绩效指标来看#好的指标应当具备以下的特征$

! 能显示组织的特征#尤其是代表组织的重大环境 因 素#或

能回应客户或主要利益相关方的需要$

" 可否测量)查验或验证$包括可否完整取 得)是 否 有 再 现

性)测量工具或方法的限制等$

# 可否量化$包括使用绝对指标 !如废弃物产生量")相对指

标 !如单位产量的废弃物产生量")指数型指标等#或将结果进一

步处理成 为 加 权 指 标 !如 均 值 噪 声 值"或 累 积 指 标 !如 累 积 降 雨

量"等$一般而言#定性的指标较不适合使用在环境绩效评估上$

$ 简单易懂#成为企业内的共同语言$指标是可取得 所 有 人

共识的方法#太过复杂的过程及结果#只会使人眼花缭乱#反而无

所适从$设计时可考虑公司成员的接受程度#再使用符合企业文化

的指标$

% 可列为管理标准$例如#可否作为法规符合度的评估标准#

或者成为生产准则的一部分$

& 能指出环境问题的根源#并可用来预防问题及造成环境影

响的发生#或进一步能预测可能的变化$

’ 能反映与财务的关系$

( 能成为业界标杆$

虽然以综合性的指标来展现整个组织的环境绩效是最理想的状

况#但从目前的环境管理体系的发展来看#事实上很难只用单独一

个项目来评分$以#$%&’()&标准的制定过程及内容来看#组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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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组由内而外的系列指标来展现及评估环境绩效#是较容易实

施的方式$在建立环境绩效指标体系时#必须考虑以下的内容$

!&"数目不宜 太 多 或 太 少"应 视 组 织 的 规 模 及 生 产 的 复 杂 程

度#针对同一类型的环境绩效指标#只需设定一项即可$另外#须

考虑组织是否有充足的资源#例如人力)财力等#能够支持这些指

标的收集及计算$

!*"能反应长期变化"从管理的观点#可长期使用的指标较短

期较为适当#如废水排放质)量变化就比废水处理改善工程项目的

多寡更适用$因为#在实现废水零排放前#排放水质)水量可以反

映部分管理体系的成效#而改善工程只是一段时间进行#不可能每

天都是处在工程进行中$

!)"同时使用 %领先指标’及 %统计指标’"使用可预测结果

的指标#比起只是做结果计算和统计的指标#更有正面的价值$例

如#管理图可以预防操作出现不符合#而事先调查并采取行动#比

起检验时计算不良率更有帮助$但事后的统计#则能忠实地反映过

去的绩效#作为改善的最佳依据$

!’"同时具备环境的独立性及管理的关联性"在选定的一组指

标中#各指标应有各自的环境特性#一项因素不必使用数个指标来

描述$而指标之间的因果关系及相互影响#尤其是环境状况指标与

环境绩效指标间的关联性则是必须建立#才能由这些指标看出组织

对环境到底有多好或多坏的影响$

!+"尽可能使用中性指标#或同时使用正面及负面指标"在环

境绩效评估结果的对外及对内沟通上#无论报喜不报忧#还是报忧

不报喜都是不易被大多数人接受的$所以#尽可能使用中性指标#

或同时使用含 有 正 面 意 义 及 负 面 意 义 的 指 标#以 平 均 两 者 间 的 差

异$例如#使用 %环境成本’是较中性的说法#其中可能就包括了

正面的改善投资金额及负面的罚款总数$或是同时使用如污染物排

放量的负面说法及能源节约量等正面描述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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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力所能及的情状况下#尽量建立外部的环境状态指标

与内部的管理及操作绩效指标的相关性$举例而言#某邻近河流的

工厂#排放大量废水至该河流中#其环境状态指标可依靠数据的取

得便利性#使用主管机关的监测计划的 ,%- 值#相对的该重大环

境因素的管理绩效指标为废水回收率#并以工厂排放的 ,%- 总排

放量为操作绩效指标$以这种环环相扣的方式#可以展现出组织与

环境的相互关系$

!"$"收集数据的方法

收集数据的方法包括数据的来源)实施的人员)收集的频率等

项目$由正确的渠道#才能获得可靠的数据$有可靠的数据#才能

反映真正的环境绩效$环境绩效指标设定后#必须建立收集数据的

方法及渠道#并有效地掌握外部环境及组织内部的变化$针对环境

外部变化的环境状况指标#可以使用以下的方式取得$

!&"向主管单位或政府机关索取"这是最具可信度且成本最低

的渠道#例如#环保局)各行业协会或各省市政府每年都有环境年

报供群众及企业参考$

!*"与相关单位合作"许多官方或民间组织#因为研究计划或

其组织特性#常会有定期或不定期的环境监测纪录#适当的与这些

单位合作#常可以经济且有效地取得正确的环境数据$这些单位包

括*!学术机构#如各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监测中心等("实施

环境影响评估后续追踪的工程公司)顾问公司或检测部门(#行业

协会或供应商#可能有相关研究($使用互联网搜寻#不很可靠#

但常会有意外的收获$

!)"直接测量"由企业自己建立环境监测体系#根据组织设定

指标的需求#直接测量并收集相关数据#是最可靠的方法之一#但

也是成本最高的方法$在一般的状况下#组织规模大或是根据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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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环评法"才会进行定期的环境监测$

!’"联合附近工厂#共同出资建立监测体系"如果没有办法间

接取得期望的数据#又无法独立完成监测体系#则可结合附近有共

同期望的工厂#以合作的方式#共同委托专业单位监测或建立一套

监测体系$这种方式并非一触可及#需要长时间沟通协调后#才有

实施的可能$

外部环境数据的取得#变动因素较多#而且较难掌握$相对而

言#内部的环境绩效指标#包括管理绩效指标及操作绩效指标的相

关数据取得#因组织的自主性#较易取得$内部环境绩效指标的来

源包括*

! 操作过程的直接监督与测量#如能源的使用统计)废 弃 物

清运时的称重)教育培训时签到及评估)废水处理的在线测量)原

物料的进货量等(

" 从生产)管理)采购)仓 储)财 务)会 计 或 法 规 要 求 等 各

类的纪录中取得#包括产量)生产过程中的优次品率)原料)物料

的采购纪录)年度财务分配)获奖数或受罚数等(

# 员工及协作厂家人员)座谈)访谈)观察)问卷调查等$

内部的环境绩效数据来源#可以使用重叠的来源#并进行相互

验证$或是先行比较哪一种较为可靠#再使用最佳来源$以常用的

%单位产品污染量’为例#生产数据可从各方面取得*如每日的生

产统计可获得产量的统计结果#每月的月报也能得到相同的数据(

从制造部门可以取得#从生产管理部门也能获得一样的资料#从入

库及出货记录也能获得同样的资料$负责数据收集的人员#就可以

事先规划最方便的正确渠道#配合定期的资料交接而有效地取得生

产数据$

一般而言#除了特定的作业外#大部分使用在环境绩效评估中

的数据#都已存 在 组 织 的 正 常 运 作 之 中#只 是 缺 乏 专 人 专 责 去 汇

集#或是将相关数据存档在各部门中$因此#事先针对管理绩效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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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指标所需的数据来源进行内部调查及筛选#是事半功倍的方法$

确认数据的来源后#还需规定收集的人员及频率$由专人定期

实施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但对许多人力精简的公司而言#可能无

法达到此理想 状 态$因 此#由 高 层 主 管 分 派 实 际 实 施 单 位 分 别 实

施)定期回报#这对中小企业是较为可行的方法$

数据收集的频率#则与指标的内容息息相关$以 %改善方案所

节约资金’的管理绩效指标为例#这可能需要各改善方案的负责单

位每日或每周统计支出资金或项目的变化#每月或每季交由专人统

计全厂的开支变化#才能完整地呈现到底节约多少资金$若只是每

年进行一次统计#许多细节可能都被忽略#而尽可能就全厂的开支

统计#无法反映计算结果是否是因为改善方案所造成的$

!"%"分析数据的方法

建立环境绩效评估指标时#除了必须考虑数据来源及收集的方

法外#如何将这些复杂的数据化繁为简#也就是分析的方式和工具

也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以下两项是常用的方法$

!&"直接累计"适用于绝对指标#如废弃物产生量)污染物排

放量#只要将定期观察值收集汇整#并直接累计即可#不需任何技

术#可配合图表显示以方便阅读$

!*"简单计算"适用于部分相对指标#如单位生产废弃物产生

量#需配合定期收集的数据#计算得到各期的相对指标数值$可使

用常用表格软件有效完成工作$

以上的方法#几乎可适用于八成以上的管理绩效指标及操作绩

效指标$在#$%&’()&及#$%&’()*中的例子#绝大部分是以这两

种方式来计算结果$换句话说#对初建立环境管理体系或环境绩效

评估的组织而言#使用以上方法就可获得的结果指标#是比较适合

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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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有心进一步发展领先指标的企业#尤其在操作管理方面#则

可以考察环境专业的环境指标或质量体系常用的统计质量管理方

法#这些方法涉及复杂的公式运算或是专业知识#必须由专业人员

胜任#不一定适用于所有的行业$例如#以环境常见的空气质量指

标和紫外线指数作为环境状况指标#及以生物相观察水体水质变化

及废水处理的成效$

!"!"已 建 立 环 境 管 理 体 系 的 组 织 实 施 环 境 绩 效 评 估 的

程序

从第三章的内容#可了解#$%&’()&对实施的做法已有了完整

的说明#但仍需适当的转化#才可以在工厂内试行$因此#对已建

立环境管理体系的组织#除以#$%&’()&为准则外#结合过去建立

环境管理体系的经验#以图’.&所示的方法进行整个工作$

教育培训

责任分

#
$$

工

提出指标建议清

#
$$

单

讨论并筛选可行指

#
$$

标

配合环境管理体系的监督测量#进行数据收

#
$$

集

配合环境管理体系审核#查验资料的正确与完整

#
$$

性

进行数据统计分析比

#
$$

较

配合环境管理体系管理审核#进行指标)评估方式的改善以及制定绩效评估准

#
$$

则

配合环境管理体系进行沟通#协助信息的公

#
$$

开

图’.&"环境绩效评估实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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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的角度 来 看##$%&’()&标 准 是 一 份 相 当 完 整 的 文 件$

但在管理上#它则缺乏管理体系所应有的完整制度$故在实施环境

绩效评估之前#加入事先的教育培训及责任分工的工作#目的是使

管理层及负责实施的人#能明确其角色)责任以及环境绩效评估的

目的)做法与所需资源等$

接下来在"-,/ 循 环 中#充 分 利 用 现 存 的 环 境 管 理 体 系 所 有

相关功能#包括规划)监督测量)内部审核)管理审查等#以使推

行时所使用的资源减少至最低$环境管理体系与环境绩效评估的整

合方式见表’.&$

表!"#"环境绩效评估与&’(整合的实施体系

&. 选定环境绩效评估指标!管理主题+项目"

""选定在 !0$中管理的事项#可考察%评估指标考察清单’

""! 选择重大环境因素(

""" 选择重要管理项目#如环境目标或指标(

""# 其他特殊事项#如环境方针)企业标杆对照$

*. 决定衡量方法及单位

""选择适当的测量单位及仪器#并考虑精度)简便性及成本

""! 优先考虑法规的要求(

""" 利用现行的测量方式$

). 设定绩效准则

""根据过去资料而建立基准值

""! 以法规规定为管理上限(

""" 以自我要求或承诺为标准(

""# 由先期审查及 !0$操作记录中推估%平均值’和%标准偏差’$

’. 设计标准的测量检验方法

""制定使用的仪器标准及操作手册

""! 配合 !0$的操作手册(

""" 配合法规的要求$

+. 实际测定或检验

""依据抽样方法或计划#获得各特征值

""! 配合 !0$%实施管理’)%监督测量’及%记录’的生产操作(

""" 配合质量管理的1大工具的应用#例如#一般日常管理可使用%检查表’#加强管

理部分可使用%管理图’#结果分析可使用%直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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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差异分析

""比较测量结果与标准的差异#并在不符合时探讨原因

""! 配合 !0$%监督测量’)%内部审核’及%纠正预防’的生产操作(

""" 利用回归分析建立预测绩效指标的模式#以事先预防问题发生(

""# 可能时#使用 3,的%能力分析’及#$%4(((的%统 计 技 术’等 技 术#并 配 合 相 关

部门实施$

1. 采取纠正措施

""针对不符合采取适当措施并反馈到管理体系

""! 配合 !0$%纠正预防’及%管理审查’的生产实施(

""" 修正%实施管理’项目)修订操作规范(

""# 必要时#变更环境目标)指标及管理方案$

!"!"#"教育培训

无论是环境管理体系还是环境绩效评估#都是由 %人’来实施

的#所以参与人员的认识能力是这两项管理工具是否能有效实施的

关键$这也就是如同日本质量管理大师石川馨对质量与教育培训所

说明的 %质量始于教育#终于教育’$

参与人员的认识#是主管人员用来衡量整个环境绩效评估进度

的一种方法$在开始建立环境绩效评估的时候#没有人能真正知道

并预测这套指标推行的后果及影响#而表’.*所列的 %/565%转变

模式’可以让高层主管从观察日常运作中#衡量环境绩效评估推行

的深度$

表!"$")*+*,转变模式

认""识 认""同 承""担

想多了解绩效评估 寻找实施绩效评估的方式 愿意负责推动绩效评估的工作

了解投入时间 投入时间及资源 寻找参与人员

认识绩效评估的概念 使用绩效评估的概念 运用并传授绩效评估的概念

被动地支持绩效评估工作 主动地支持绩效评估工作 启动绩效评估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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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已建立环境管理体系的公司所有成员而言#在环境保护及个

人在环境管理的职责上#必然有一定的了解与认识$在面对环境绩

效评估的观念时#常常受限于传统而狭义的想法#例如对根据组织

框架的了解#有些人员常会表示 %环境保护’是负责部门主导的工

作#非主导部门的人员只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行了$

为了打破这样的观念#就必须加强认识$而这项工作首要教育

的人员就是公司的主管层$在戴明博士提出的管理十四要点中#第

九项是 %消除各部门间的隔阂’#而想要实施环境绩效评估#必须

由上而下地消 除 部 门 间 的 隔 阂#由 管 理 层 开 始 灌 输 绩 效 评 估 的 概

念#并让各管理者支持绩效评估工作$

传统绩效评估着重在预算上#如何增加收入及减少开支成为最

重要的指标$建立环境管理体系时#或许员工们只了解 %环境保护

是很重要的’#或是 %我们公司开始把环保当一回事’#但这些对生

产绩效评估#或是个人的年终奖金是没有影响的$建立环境绩效评

估时#则需要改变这样的观念#而使得人人都知道 %环境绩效’也

是公司整体运作的重要一环#并将注意力转至可以帮助控制及改善

环境绩效评估指标的工作及流程上$

无法利用环境管理体系的教育培训计划或程序来实施扎实的工作#

是未建立环境管理体系组织所必须面对的困难#但是对已经建立体系

的推动组织而言#则可以事半功倍$当管理层及员工对环境绩效评估

及其益处 !请考察第一章"有所了解后#就可以进行下一阶段的工作$

!"!"$"责任分解

当公司内的管理层能够达成共识后#环境绩效评估就是组织整

体管理绩效的一部分时#就可以由主导的人员开始规划并投入适当

的资源$

对已经建立环境管理体系的组织而言#环境绩效评估理应由管

理代表责无旁贷地负起责任#因为环境管理代表的工作熟悉环境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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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体系的建立)实施及维持状况外#就是向高层主管报告环境管理

体系的绩效以供审查#并作为改进环境管理体系的依据$
确认主导的人员后#无论是管理代表或是另外指导他人#接着

就要组织人员$由这些人员将环境绩效评估的观念转变为组织内部

的做法$
小组的成员可以由直接负责公司环保工作者#例如环保部门的

成员#再加上清楚组织产品)活动)服务的各部门代表#例如生产

部门)质量部门的资深员工组成$再者#为了使高层主管能得到环

境管理与企业运行关联性的资料#如财务)人事等间接单位#也应

有人参与这项工作$
环境绩效评估是一项包括由内而外的实施)管理绩效和环境状

态绩效#所以在 工 作 小 组 成 员 资 格 的 互 补 上#也 是 考 虑 的 项 目 之

一$成员中必须有人是在环境学有专长或有充分工作经验的#以确

保环境绩效评估的过程与结果不至于偏离重大环境因素太多#也能

由这些人筛选适当的环境信息$这些成员也需要了解生产或服务流

程#这些人能提供对选择及判断 %操作绩效指标’的正确方向$其

他包括对统计技术)经营管理)人力资源等各方面的人才#也都是

工作小组可以考虑纳入的人选$表’.)是一个工作小组的范例$

表!"%"环境绩效评估工作小组成员

职"务 部""门 责""""任

组长 管理代表 管理小组工作#协调各部门主管#并向上级报告

组员 环保工程师 收集内外界的环境资讯#并做专业建议

组员 质量工程师 分析转化数据#并确保数据的正确性

组员 制造部主任 提供制程信息#并教育实施人员

组员 财务部专员 提供财务及经营分析

!"!"%"提出指标建议清单

无论是成立一个明确的工作小组#或者由各部门依工作职责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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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专人负责#只要人员机构及工作权责确定后#就可以开始进入环

境绩效评估的规划阶段$

在#$%&’()&中#规划阶段的主要工作为选择指标$在初次建

立环境绩效评估时#则可以再细分为 %提出指标建议清单’及 %筛

选可行指标’两个阶段$

在 %提出指标建议清单’的阶段#首先必须依据现有的资源及

高层的意图#制定起始的范围$因起始时太过理想的范围并不易实

现#故可在实施及检查之后#再进行适当的修正$范围的制定#请

考察第二章内容$

确认实施环境绩效评估的范围后#可依照组织在该范围内的重

大环境因素及环境目标与指标#以管理体系内现有的沟通方式#加

上标杆比较或工作小组会议讨论等方式#提出由外在环境状况到组

织内部 运 作 的 环 境 状 态 指 标 !!,#")管 理 绩 效 指 标 !0"#"及 操

作绩效指标 !%"#"等三大类的环境绩效指标建议清单$一些环境

绩效指标建议清单请参考相关资料$

环境绩效指标 除 了 要 能 反 应 管 理 的 成 果 外#本 身 还 考 虑 以 下

特性$

!&"可否测量)查验或验证"包括可否完整取得)是否有重复

性)测量工具或方法的限制等$

!*"可否量化"包括使用绝对指标 !如废弃物产生量")相对

指标 !如单位产能的废弃物产生量")指数型指标等#或将结果进

一步处理成为加权指标 !如均值噪声值"或累积指标 !如累积降雨

量"等$一般而言#定性的指标较不适合使用在环境绩效评估上$

!)"指标寿命的长短"从管理的观点#可长期使用的指标较短

期来得适当#如废水排放量变化就比废水处理改善工程项目的多寡

更适合使用$因为在废水零排放前#排放量可以反应部分管理体系

的成效#而改善 工 程 只 是 一 段 时 间 进 行#不 可 能 每 天 都 是 工 程 进

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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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具有代表性"在重大环境因素已经确认的情况下#选

择指标时就要能反映出这些因素$

!+"是否有正面的帮助"领先指标或可预测结果的指标#比起

只是做结果计算或统计的指标#更有正面的价值$例如#管理图可

以预防操作出现不符合#而事先调查并采取行动#比起最终检验时

计算不良率来得更有帮助$

!2"简单易懂"指标并不是提供少数人在象牙塔中研究之用#

而是作为所有人的共识#太过复杂的结果#只会使人眼花缭乱#反

而无所适从$

!"!"!"筛选可行指标

提出建议的环境绩效指标清单后#就需要筛选出可行指标$在

这项工作中#除了工作小组外#高层主管)各部门的经理人#也是

应该参与的人员$

建议的清单主要从专业的角度构思#但不见得是所有管理层都

能接受的$为了使环境绩效评估能真正反映出组织高层的意志)本

身的环境特性及管理的成效#并可以此为内部的标杆#越多管理层

的人员投入决策过程#越能取得良好的共识#并可避免由少数人思

考所可能产生的盲点$

对可行的定义#会因为行业的特性)组织所有的资源)企业文

化等因素限 制#而 产 生 各 组 织 间 的 差 异$关 于 行 业 特 性#可 考 察

#$%+78&’()*的案例说明#但组织内部的问题#则需要由高层主

管来克服$

另外#在筛选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下列问题$

!&"指标的数目"太多或太少均不适合#视组织的规模及实施

的复杂程度而 定$描 述 同 一 类 型 的 环 境 绩 效#只 需 设 定 一 项 指 标

即可$

!*"可持续收集数据"每年一次的数据缺乏抽样的代表性#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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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合$但由每天)每周收集数据而汇总成为年度的数据项#则可

同时获得原始资料及最终结果$

!)"能真实反映环境管理的成果"选择指标时#应从重大环境

因素的管理措施下手#例如目标)指标与管理方案或是实施管理$

只是这些相关的项目#才是环境绩效评估真实的一面$若只是人云

亦云地找一些别人使用的指标#充其量只能说是这家公司正在做环

境绩效的统计而已#算不上是环境绩效评估$

!"!"-"进行数据收集

指标的计算及整理#有赖于精准及正确的数据#而数据的有效

性#则必须来自实际测定或检验$确定环境绩效评估指标后#就需

要制定资料的来源#并将此收集数据的工作分配至相关责任人$

这是一项持续性的工作#因此# %何 人)何 时)何 处)如 何)

何项数据’等五何是必须制定的$对已建立环境管理体系的组织而

言#这项工作可以利用环境管理体系中现有 %实施管理’)%监督测

量’及 %记录’的实施的机制来进行#并可配合质量管理工具的应

用$例如#可使用 %检查表’于一般日常点检)巡查抄表(对加强

管理则可以使用 %管理图’#记录并计算变化的状况等$

为了确保实施方式的一致性及效率#在环境管理体系中可以建

立并制定实施准则及表单#以方便后续的资料整理$举例而言#某

一工厂认为只用每个月的水费单来评估用水管理状况是不够的#而

想详细考虑 %用水’这项环境绩效指标#就可以通过在环境管理体

系中制定 %监测型’的管理方案来实施$在这一例子中#他们可以

在各用水主管线上设置水表#并由各部门指派专人 !如领班"负责

使用一定格式的表单 !如水量记录表"#在固定的频率 !如每天三

次"记录该单位的流量变化#并每月交给负责人 !如专案负责人"$

除了以目标)指标与管理方案的正式进行外#回归到 %实施管

理’及 %监 督 与 测 量’也 是 一 种 可 行 的 方 法$以 上 述 的 相 同 的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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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而该工厂已设有水表及记录表单而言#只要在实施标准中制定

责任人员及记录方式#并在监测体系中实施即可$

!"!"."检查资料的正确与完整

由系统化的方式收集资料#一般不会有数据可靠性的问题$但

是#数据本身是由 %人’直接观察现象)操作仪器或进行实验而得

到的#为确保后续分析时不会出现错误资料的干扰#仍需要针对可

能的问题点#设定检查的机制#并修正或剔除不适当的数据$环境

管理体系中的 %监督与测量’及 %审核’就能发挥这项功能$

正确的数据资料应可从 %再现性 !9:;:<=<>?@?=A"’及 %再生性

!9:;9BCDE?>?@?=A"’等两方面来检查其正确性$%再现性’用以测量

仪器的变异性#由同一人员使用同一量具#测量同一样本多次#观

察其变异$%再生性’则是不同人员间的变异#由不同人员使用同

一量具#测量同一样本多次#观察其变异$

在规划审核工作时#可指派有经验的审核员来担任此项工作$

举例来说#审核员可针对特定的数据来源#审核该负责人对同一样

本进行多次测 量 的 结 果$在 上 述 的 例 子 中#水 表 的 读 数 值 只 有 一

个#不需检查其再现性#但审核员可以请负责的领班#读取水表的

读数#并比较记录的内容#以确认数值的再生性$若发现该领班的

读法有误时#审 核 员 必 须 追 查 其 原 因#并 了 解 错 误 开 始 发 生 的 时

间#以作为修正或剔除的依据$

再者#仪器管理的质量评价与质量控制也是检查的重点之一$

仪器设备如果是未经符合内部规定的维护及校验#则经由这些仪器

设备所得到的数据亦不可直接应用$再以上述水表的例子来看#无

论是码表式或数字式显示#读取数值都是非常简单的#可能发生的

人为错误#只有小数点位置或单位记录错误#但都非常容易矫正$

但若是该水表本身的误差及不准确度未纳入管理#所有抄表的记录

只能作为参考#而不能作为评估的依据$所以#使用中的仪器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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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仪器校验体系中#以方便定期实施保养及校正$

最后#利用审核的机会#可再追查资料收集是否完整#是否将

所有环境绩效评估指标的来源包括在资料收集的过程中$

!"!"/"进行数据统计分析比较

在选定绩效指标及资料来源时#其实就该一并规划相关的统计

技术$在这个阶段#就要由专人或工作小组根据特定的统计技术#

将复杂的数据#简化为一目了然的 %信息’$

在#$%&’(((系列标准中#并没有特别举出必须应用哪些统计

技术$实际上可根据#$%4(((或 3$4(((使用的$",技术#或已

在组织内推行的质量管理工具等方式#可以适当地转化在环境管理

的工作中$

这项数据分析的工作可以是连续的#也可以是批次式的分析$

连续式的分析主要可应用在与时间直接相关的项目上#如操作绩效

指标 !%"#"关系到每个时间点的实施状况#可考察 %管理图’的

方式#建立动态的绩效管理及过程评估$

对环境状态指标 !!,#"及管理绩效指标 !0"#"而言#因为

在大部分状况下#比较适合评估实施过一段时间的结果#所以常用

批次式的分析$例如#使用 %直方图’或 %推移图’来检查管理绩

效#使用 %回归分析’来比较产量与污染的关系#或操作结果对环

境的影响等$

在管理上所使用的统计技术不胜枚举#但真正的适用于环境绩

效评估的方法#必须视实际情况而定$以上所举的例子#不一定适

用于所有类型的组织$在实施环境绩效评估时#这项工作需要参照

组织特性及统计技术的人员来规划#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0"配合环境管理体系审查!进行指标"评估方式的改善

进行完统计分析后#环境绩效评估指标就应该清楚地展现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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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层面前$在环境管理体系中#管理层审查正是最佳机会$

审查时可从两方面下手*一是结果#二是过程$结果的审查能

显现管理成效#并作为维持成果及持续改善的基础$过程的监督#

能发现没有效 果 及 没 有 效 率 的 问 题#以 作 为 后 续 纠 正 系 统 实 施 的

依据$

在结果的审 查 中#管 理 层 的 经 理 人#可 以 把 重 点 放 在 预 期 结

果)投入资源与实际成效的比较上$在制定环境绩效评估指标时#

应是所有人的共识#也是所有应配合的工作$从结果的审查上#经

理人可以看看最终的成效与预期间的差异#以决定哪些作法是必须

维持下去#或进一步调整#使其能有更好的成效#并监督那些作法

能否如预期中有效#以便修正改善$这样的结论#就能反映在环境

管理体系后续所修订的目标上$

除此之外#经理 人 也 必 须 对 环 境 绩 效 评 估 的 整 个 过 程 进 行 检

查#其中的项目包括#环境绩效评估指标适不适合)是否能真的反

映出环境管理的成效)哪些是需要修正的)修正的方向如何#还有

工作人员的 能 力 是 否 足 够)是 否 需 要 加 强#取 得 资 料 的 方 法)仪

器)频率)地点)项目是否合适等#以使后续的实施更切合需要#

也更迅速有效$

!"!"1"辅助信息的公开

最后的结果及结论#管理层可以视组织文件)特点及能力#并

配合外界利益相关方的需要#以最适合组织本身的方式#公开这些

评估的结果$

对内而言#实际 实 施 时 可 配 合 内 部 沟 通 的 渠 道#如 内 部 网 络

!?F=9<F:=")公布栏)海报)内部刊物)产销协调会)工作会议等$

对外沟通亦可利用现有的对外沟通渠道#筛选适当的沟通对象#进

行资料的公开$对外部的利益相关方#主要可以在年报等固定发行

的刊物上 说 明#或 另 建 立 一 份 完 整 的 企 业 环 境 报 告 书 !,!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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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进行$一些 欧 美 等 大 型 企 业#则 是 将 这 些 信 息 公 开 在 互 联 网

上#提供大众查询或发行企业环境报告书$

信息的公开代表着企业主愿意将投入在环境保护的成效公开在

阳光下#供所有利益相关方查询$这些作法或许在国内尚有许多技

术之外 的 考 虑 因 素#但 在 国 际 化 的 趋 势 下#这 将 是 一 个 预 期 的

潮流$

!"-"尚未建立环境管理体系的组织者实施环境绩效评估

的程序

尚未建立环境管理体系的组织#并不代表对环境保护就没有成

果$只要企业主愿意在企业经营中加入环境保护的工作#就可以使

用环境绩效评估来检查在环保工作中的管理成果$

在建立及实施环境绩效评估的过程中#无论是否已经建立环境

管理体系#重点是相同的#不同之处是在做法上$已经建立环境管

理体系的组织#就 像 上 一 节 所 说 明 的#许 多 工 作 早 就 纳 入 系 统 中

了#所以在实施时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对尚未建立环境管理体系的组织#建立环境绩效评估的过程仍

与’.’节所说明的图’.&是相同的$以下将对尚未建立环境管理体

系的组织所特别需要加强之处加以说明$

!"-"#"教育培训

对尚未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公司的员工#不一定明确个人在环境

保护上的职责#所以必须先进行全面性的教育培训#使员工充分认

识环境保护是 每 个 人 从 日 常 的 实 际 做 起 的#而 公 司 也 愿 意 投 入 资

源#真正地将环境保护纳入企业运作之中$这是一项基础的工作#

如果一开始上下员工就建立起正确的认识#在未来整个环境绩效评

估的工作上#才可能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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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尚未建立环境管理体系#但已投入环保工作的企业而言#表

’.*的 %/565%转变模式’更是高层主管一项有效的管理工具$以

这样的模式#经理人可以了解 %环境’这两个字在企业内到底是否

已经成为一项共识#或仍止于口号及标语而已$

如果组织已有#$%4((()3$4((()73,)730 或其他任何

管理制度#应已建立具有培训体系或程序$在这种状况下#组织可

以利用现有制度来进行基础的培训$倘若公司内部没有任何教育培

训的制度#则可以考虑利用开会)办理内部讲座或读书会等方式#

使员工建立起环境管理及环境绩效的观念$

!"-"$"责任分工

对未建立环境管理体系的组织而言#环境绩效评估的实施工作

必须事先建立 清 楚 的 工 作 职 责 及 人 员 分 工$为 了 有 效 推 动 此 项 工

作#高层主管可从管理层指派专人成立工作小组#并由这位负责主

持的经理人担任类似环境管理代表的工作#由他向高层主管报告环

境管理体系的绩效$

确认主导的人员后#接着就要做好人员分工$由这些人员将环

境绩效评估的观念转变为组织内部的做法$分组的做法与已建立环

境管理体系组织的做法并无特别的不同#请参考上一节的说明$

!"-"%"提出指标建议清单

在开始进入环境绩效评估的规划阶段时#未建立环境管理体系

的组织#必须先考察评估出正确的重大环境因素#才能继续 %提出

指标建议清单’并决定 %可行指标’等工作$

环境绩效评估是评估组织在管理环境因素的成果#也就是说必

须 %管理’与 %环境因素’同时存在时#这样的评估才有意义$如

果企业并不事先考察评估哪些为重大环境因素#在设定评估指标时

就无法确保与组织的特性相符合#也无法证明公司的资源是投入在

环境绩效评估与环境报告书



!#!"""

关键点上$

至于评估重大环境因素的方法#可以使用环境管理体系的指导

规范#$%&’((’中的做法#或是也按其他任何有系统可再现的方法

一样实施$依据#$%&’((&所建立的环境管理体系中#一定需要建

立评估重大环境因素的程序#常见的方法可参考有关资料$

如果组织规模不大)性质单纯或是已经在质量管理上下了许多

工夫#则可以考虑使用其他的方法来考察评估重大环境因素$举例

而言#某一公司已 推 行 3,, 及 73,多 年#员 工 对 质 量 管 理 活 动

都很熟悉#对环保也多少有些认知#他们便可以用以下的方式来辨

识环境因素*

! 依部门或 区 域 分 组#以 3,, 方 式 进 行#考 察 可 能 的 环 境

影响(

" 以 %脑力激荡法’或 %因次分析图 !石川图+鱼刺图"’#针

对列出的环境影响考察所有可能的环境因素(

# 对列出的环境因素评估判断哪些是重大的环境因素(

$ 汇集整理所有的重大环境因素$

完成重大环境因素的考察后#接着就可以针对这些因活动)产

品或服务#而产生的主要环境问题#设定环境绩效评估的范围#并

提出由外在环境状况到组织内部运 作 的 环 境 状 态 指 标 !!,#")管

理绩效指标 !0"#"及操作绩效指标 !%"#"等三大类的环境绩效

指标建议清单$

!"-"!"筛选可行指标

与已建立环境管理体系组织相同#提出建议的环境绩效指标清

单后#就需要由管理层所建立的共识中筛选出可行指标$

考虑指标是否可行时#应优先评估是否能反映出组织的环境特

性及作为环境管理的决策考察#并可考虑以下几点*

! 组织是否能够提供资源#例如人力)财力等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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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企业 文 化 的 关 系#例 如 企 业 文 化 是 作 风 稳 健 或 是 激 流

勇进(

# 是否能成为企业内的共同语言#例如平均学历很高的公司#

可以使用深奥的术语作为指标#反之则不适合(

$ 是否能取得适当仪器#其精确度)测量单 位)简 便 性 及 成

本等#是否能满足预期的成效(

% 未来可否将这些指标列为管理标准的一部分#例如可作为

法规符合度的评估标准#或成为实施准则的一部分$

!"-"-"进行数据收集

为有效地收集数据#需要事先完成标准的测量检验方法$无论

组织是否建立环境管理体系#此项工作的要求重点均相同#也就是

将 %何人)何时)何处)如何)何项数据’等五种#制定为标准实

施程序 !$%""#可持续地实施数据收集的工作$

相同的方式#有了操作的实施准则#就需要有记录的方式$一

般而言#除了新设工厂能导入完整的全时自动监测记录系统外#使

用人工或半自动的书面化或电脑化的表单#还是方便后续的资料整

理的最佳选择之一$

环境绩效评估是一项连续进行的工作#所以没有建立环境管理

体系的组织#也应该设法使之系统化$例如#对所有重大环境因素

可能缺完整的 %实施管理’及 %监督与测量’#但针对环境绩效评

估相关的因 素#仍 可 效 仿#$%&’((&的 要 求#制 定 相 对 的 管 理 方

式$这样的做法会使管理的效能更高#也能确保有效地收集到正确

的数据$

在实际测定或检验时#因各数据来源的特性不同#不一定能收

集到完整的资料#此时可运用一些抽样方法或计划#如以统计水污

染的状况为例#可以使用累计型的流量计#记录完整的排水量$但

是污染物的排放量#则会受限于人力)设备等条件#必须以抽样的

环境绩效评估与环境报告书



!##"""

方式实施$

部分的环境状况指标的数据#则可能来自外界单位#而非组织

本身#例如环保局)工业局等主管机关#或科研单位)工程顾问公

司等协会$为了收集此类信息#事先建立适当的渠道是必要的$企

业可以在收集资料时考虑此类的外界来源#除了成本可以较低外#

对外的可信度也较高$

!"-"."检查资料的正确与完整

与已建立环境管理体系组织相同#为了保证下阶段的资料分析

转化结果的正确性#收集的数据资料需要检查其是否正确与完整$

为达到这一目的#可运用审核的方法#针对组织内部的环境绩

效评估指标相关的数据来源#检查数据的可靠程度$另一种较简易

的方式#则是建立一套筛选的方法#直接在审查书面纪录中#修正

或剔除不符合准则的项目$但是#这种方式受个人主观因素影响较

大#容易将数字误判$

另一方面#对仪器设备的维护及校验#是否定期实施保养及校

正#也是检查的重点之一$

!"-"/"进行数据统计分析比较

除了与已建立环境管理体系的组织有相同的做法外#对未建立

环境管理体系的组织#数据统计分析后#可再依评估结果作为后续

制定管理标准#后续在不符合发生时#采取适当措施并反馈依据$

在市场上已有许多统计分析的专门软件#例如$"//)G?F?5=<>
等$在质量的范畴中#国内外亦有许多软件公司开发出可直接应用

于$",的程序$组织可以视自己的需要#选择适用的软件#以减少

处理数据的工作负担$除了以现成的软件协助外#一些办公室常用

的软件#也具有 统 计 分 析 的 功 能#如 !HE:@或 IB=DJ&5*5)等$如

果组织内已有具备统计知识的人#则使用表格类的软件是比较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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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做法$

!"-"0"审查环境绩效!并进行指标评估方式的改善

环境绩效评估的目的之一#就是提供管理者审查检验管理绩效

的正确信息$进行完统计分析后#环境绩效评估指标就应该清楚地

展现在管理层面前$对未建立环境管理体系的企业而言#建立定期

审查的机制是一项必要的工作$

利用组织内定期举行的会议审查环境绩效是一种好的选择$例

如工厂的厂务会议)月会)安全环保委员会等例行会议中#大部分

组织的管理层都能参与审查及检验#能提高大家的认同感$如果在

高层的经营会议中讨论环境绩效评估的结果#更是能够贯彻自上而

下的经营理念$

审查时可从 %结果’)%过程’两方面下手#不但审查管理的成

效#而且检讨没有效果及没有效率的问题$审查的结论可作为保持

成果)持续改善及后续改正的依据$这些结论可以回馈至环境绩效

评估指标的选择)收集资料的方法及管理资源的投入等方面$

!"-"1"辅助信息的公开

评估结果是否公开#可取决于组织主客观条件$但这些信息绝

对是值得组织内部考察的#因此可以考虑建立保存及使用的规定与

责任#使后续信息的公开有一定的规则可遵循#并防止不当泄露出

业务上的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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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环境绩效评估的应用

""考察了欧洲#日本 和 韩 国!我 们 会 发 现!我 们 绝 不 比 外 国

人笨!我们清楚地 知 道 应 该 怎 样 去 做!并 且 我 们 的 祖 先 们 曾 经

比他们做的好得多"但现在 的 问 题 是 我 们 没 有 按 照 规 范 和 标 准

去做"

-"#"环境绩效评估的结果与应用

准备环境绩效评估结果报告时#需注意下列原则$

-"#"#"通报的内容

!&"报告内容必须是真实的"虽然环境报告书尚无标准的验证

方法#但不代表其结果是无法查验的$尤其对组织内部而言#这些

信息是持续改善的依据#如果在报告上造假#就失去了环境绩效评

估的根本意义$

!*"报告所揭示的是 %信息’#而非 %原始数据’"原始数据中

可能包括许多商业机密或敏感的议题#这部分基于保密性及政治性

的因素#大部分的公司仅将结果呈现出来#而非所有的过程#以避

免不必要的困扰$

!)"报告内容应尽可能中肯#不要刻意隐恶扬善#反之亦然"
用科学的方式#中肯的语句#是比较能为大众接受的做法$如果因

为读者文化程度或沟通的重点不一#而用较软性的方式表达#也要

避免刻意引导读者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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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的应用

指标可以是管理基准#但不等于赏罚的标准$由评估的结果#

可以反映操作及管理的成效#因此可以依此设定为进一步的管理基

准$这如同质量管理一样#有效的改善可以使管理界限越来越窄#

也就是质量越来越稳定$但指标所反映出整体的绩效变好或变坏#

可能是单一操作环节的原因#更可能是整个管理体系出现了问题#

若以此为赏罚的基准#不但可能造成赏罚不公而怨声载道#还会使

人以不正确的资料来应付环境绩效评估$

-"#"%"信息的解释

有个笑话#业务员说*%市场占有率下降了’#但公司的电话总

机却说*%抱怨我们产品的人变少了’$相同的一件事#可以有许多

不同的说法$工程师可能习惯精准的数字#如本公司年度节约了多

少水#但若考虑对外沟通时#则可能需要视接受者的生活背景#再

进行适当的转化$以上述的节水而言#高层主管可能希望知道这些

水等于多少钱#而公众可能希望以等于几座游泳池表示$尤其对企

业主而言#若环境绩效最后均能以金钱表示#则被接受程度会更高$

-"#"!"改善的方向

在考虑以下状况后#决策者必须对整个环境绩效评估的流程及

内容作出一些对策#以使环境绩效评估不会只是一个口号或成为昙

花一现$

! 获得的信息是否反映了组织环境绩效的变化(

" 信息是否适当)正确及有效(

# 结果与计划是否相符合(

$ 数据的来源与收集的频率是否恰当(

% 分析及评估的方式是否有效(

环境绩效评估与环境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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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相关的环境绩效准则是否有关(

’ 获得的信息是否能成为沟通的基础(

( 对提升组织的价值是否有帮助(

) 是否具体反映了组织的内部变化(

* 是否提出新的指标或范围(

+,- 是否与其他营业指标相符合#尤其是财务$

对大部分的企业而言#可将环境绩效评估的结果整理公开#发

布企业环境报告书$从世界的潮流来看#企业环境报告书已经成为

一种趋势#在将来会成为企业运作报告的一环$以欧美地区为例#

欧洲的!0/$标准#早就要求在环境管理体系中必须建立可查验

的环境说明书 !!FK?9BFG:F=<@$=<=:G:F="#丹麦及荷兰于*(世纪

末立法#要求指定的企业呈报企业环境报告书 !,B9;B9<=?BF!FK?5

9BFG:F=<@8:;B9=#,!8"#而美国与联合国亦合作成立了全球报告

促进会 !L@B><@8:;B9=?FM#F?=?<=?K:#L8#"#欲建立一套全球性的

行业标准$

国内的企业迟早会面对国内外利益相关方的压力#必须及早准

备$在国际上尚未出现环境报告书的标准前#企业有许多时间来准

备#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根据利益相关方的不同#而以不同的方式

编辑这类文件$

-"$"企业环境报告书撰写模式选择

近年 来 随 着 国 际 间 与 社 会 大 众 对 于 环 保 知 情 权 !9?MN=5=B5

OFBP"意识的不断升高#企业已 逐 渐 感 受 到 要 求 公 开 自 身 环 境 信

息的压力#并普遍致力于环境绩效的提升#而所获得的成果亦相当

可观$例 如#美 国 在 过 去 十 年 当 中 所 推 动 的 %有 毒 物 质 排 放 清

单’!7BH?EJ8:@:<J:#FK:F=B9A#78#"活动#以及印尼国家污染防

治署 !6/"!-!I"所推动的 %环境绩效评价体系’!!FK?9BFG: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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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QB9G<FE:8<=?FM$AJ=:GJ"#即由民众知情权的追求#驱动各企业

进行实际环境改善的最佳范例$另由一些有关企业在美国华尔街股

票市场中的经济表现与出版企业环境报告书的相关性的研究结果显

示#公司所公开的企业环境信息#确实会影响投资者的投资意愿与

取向$欧盟 !!R"于&44)年起所推动的 !0/$活动规范中#要求

通过环境管理体系的厂商#须提供并向大众公开其企业环境说明书

!!FK?9BFG:F=<@$=<=:G:F="#以及国 际 标 准 化 组 织 !#$%"中 的 若 干

成员国#近年来对于#$%&’((&后续推动的方向也有类似的呼声与要

求#参与投入企业环境报告书出版行列的公司#已有显著的增加$

可以预见#企业环境报告书活动在国际间的影响范围将更为广泛$

-"$"#"企业环境报告书活动的起因

企业环境报告书的观念源自于*(世纪1(年代初期的社会会计

!JBE?<@<EEBDF=?FM"#并基于目前已为 大 家 所 熟 悉 的 财 务 年 报 !Q?5

F<FE?<@9:;B9=J"的成功推动经验与基础$事实上#&44(年以前世

界上极少有企业制作环境报告书#或仅将其部分的环境信息纳入公

司年报中#大多数的企业均忽视与利益相关方沟通其环境绩效的价

值#并避免将自身的环境信息外露#以免引起大众负面反应及可能

遭受的风险$

探究近年来各国企业环境报告书之所以能逐渐蓬勃发展的主要

原因#&44)年起欧盟推动的 %环境管理及审核制度 !!0/$"’活

动所提供的催化作用#规范强制要求通过环境管理体系的厂商#必

须定期出版并向大众公布企业环境说明书#故使出版环境报告书的

公司有明显的增加$该说明书在形式上即为环境报告书的一种#只

是内容较局限于环境管理体系实施事项的现况与成果展现$

#$%+7,*(1+$,&委 员 会 实 施 秘 书 国&&&英 国#自&44S年1
月起已着手一项为期半 年 的#$% 会 员 国 问 卷 调 查 工 作$重 点 在 于

征询各 国 对 于#$%&’((&推 动 过 程 中 所 遭 遇 的 各 类 问 题 及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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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整合等议题#问卷调查结果已于&44S年底完成并公告$在同

一时期#代表美国参加#$% 年 会 及 标 准 制 订 工 作 的 美 国 技 术 咨 询

小组的第一工作分组# !R$+7/L5$D>7/L&"针对美国境内的各

会员进行类 似 的 意 见 调 查$这 两 项 调 查 结 果 中#针 对 未 来#$%

&’((&改版方向的主要共同建议与重点在于*!守规性的全面性要

求("环境绩效准则的明确要求(#与大众沟通组织实际环境绩效

的有效方式等$此类内容在&442年版#$%&’((&标准修订中#规

范较为模糊或 不 明 确#而 其 他 国 家 类 似 的 意 见 调 查 也 有 相 同 的 呼

声#可见大多数组织均期望能有一份对于守规性)绩效标准及外部

沟通等要求更加明确的规范#来整合世界各地因环保法规与环境管

理体系制度严谨度不一所造成的差异$

目前#国内已通过#$%&’((&认证的组织中#均尚未实施环境

报告书工作$

-"$"$"企业环境报告书撰写模式的比较与选择

由于目前与企业环境报告书相关的许多重要的准则与规范迄今

尚无一致的标准#以致厂商欲进行环境报告书工作时不易依循$然

而事实上#该工作的进行有其客观的限制#另外有相当部分是由于

企业的特性)类别及地域性不同所制定出的撰写重点与指标#如何

加以适当的涵 盖 及 合 理 的 定 义#则 有 待 更 多 的 努 力$以 下 将 介 绍

#$%+,!8J草案)!R+!0/$)国际间 主 要 环 境 报 告 书 组 织 !,!5

8!$)L8#)T6,$-"及其主要的推动方向$

+.*.*.&! "#$%&’( !#$%")*+,-.$%/0

&44S年2月于美国旧金山举行的#$%+7,*(1年会中#各国代

表对于如何展 现 组 织 环 境 管 理 的 工 作 实 施 成 效#进 行 了 广 泛 的 探

讨#其中 %环境报告’的推动即为受到热烈讨论的主题之一$参会

代表及专家们认为 %企业环境报告’的制定#可有效协助厂商向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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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关方及社会大众#沟通其环境影响及在环境管理工作上的成

果$一些来自日本的专家 在 年 会 期 间 提 出 敦 促#$% 着 手 制 订 %环

境报告’标准的立场声明书#并拟提供企业环境报告标准的草案供

大会考察$
有关日本代表所提出的环境报告书标准草案建议内容大纲如表

+.&所示$

表-"#"环境报告书标准草案建议内容大纲

节次 内""容 节次 内""容

& 范畴 + 环境报告的内容

* 考察资料 +U& 组织概述

) 定义 +U* 报告的范围

)U& 环境报告 +U) 管理阶层承诺

’ 通则 +U’ 环境管理体系解释与组织环境绩效

’U& 目标 +U+ 联络信息

’U* 报告范围界定的规范 +U2 技术性名词解释

’U) 报告的基本原则!或定性特征" +U1 第三者认证

+.*.*.* ! * + 1 2 3 4 5 6 !,B<@?=?BFQB9 !FK?9BFG:F=<@

8:J;BFJ?>@:!EBFBG?EJ#,!8!$"78*+,-.

环境责任经济联盟 !,!8!$"于&4S4年成立于美国#成员主

要来自于美国各大投资团体及环境组织#工作推动的重点在于使企

业采用更环保)更新颖的技术与管理方式#以承担企业对环境的责

任$自&44(年起#,!8!$开始在国际间及美国致力于推动企业环

境报告书的工作#目的在于提升组织环境管理事务的层次#相关的

工作成果与经验在各类似的组织间已占有相当的地位$

+.*.*.)! 9:,-;<= !L@B><@8:;B9=?FM#F?=?<=?K:#L8#">

?@A9:,-.

全球报告 促 进 会 !L8#"主 要 由 ,!8!$及 世 界 各 地 企 业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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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协 会)非 政 府 组 织 !VL%J")顾 问 机 构)会 计 师 协 会)大 学

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所开始推动的全球性企业环境报告的组织#其

最主要的工作目标即在于制订可供个别企业渗透的 %可持续性发展

环境报告书指导纲要 !EB9;B9<=:JDJ=<?F<>?@?=A9:;B9=MD?C:@?F:J"’#

在这些共通性指导纲要的内容架构中#涵盖了环境)经济以及社会

三个面向的可持续性因素 !<J;:E=BQJDJ=<?F<>@:"#使环境 报 告 书

可与目前企业已推动的财务报告书相互调和$

+.*.*.’! BCDE8>?@FGHI= !TB9@C6DJ?F:JJ,BDFE?@

QB9$DJ=<?F<>@:-:K:@B;G:F=#T6,$-"JKLMN$O

*+LM,-

T6,$-于&44+年成 立#由 世 界 各 国 企 业 可 持 续 发 展 协 会 所

组成#主要的工作使命在于延续并落实&44*年所提出的 %可持续

发展’理念#而实际的工作方式在于推动全世界企业进行所谓 %生

态效益 !!EB5:QQ?E?:FEA"’的经营 理 念#发 展 各 类 可 持 续 性 评 估 指

标框架#及呈现结果报告的格式#并收集及推广企业成功提升环境

绩效)节省成本与资源的案例与技术)社会责任#及其他可持续发

展相关议题等活动#以有效推动经济)环境及社会三个方向的全面

提升$&444年1月起并已开始推动 %生态效益指标’的 全 球 企 业

试行计划#而目前在许多国家都有相对的机构在推动相关的工作#

影响范围相当广泛$

以下为目前各主要国际组织的相关规范#分析各类环境报告书

规范要求的内容或建议内容#如表+.*$

#$%环境报告书标准草案内容中# %环境管理体系展开与组织

环境绩效评估’是组织实施时的主要的重点#与环境管理体系的环

境绩 效 评 估 工 作 有 密 不 可 分 的 关 联 性$#$%&’((&+,!8J 与

!0/$+,!8J一样#报告书的撰 写 均 是 以 环 境 管 理 体 系 的 实 施 与

运作现状及成果的展示为主$而由表+.&可知#,!8!$+,!8J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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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各环境报告书内容的要求或建议内容

内容

欧洲

化学

产业

协会

!,!W#,"

美国环

境责任

经济联盟

!,!8!$"

丹麦 !#88,"

联合国

环境规

划署

!RV!""

!XWR"

世界工

商业可

持续发

展协会

!T6,$-"
!制订中"

!T8#"
!已制订"

"定性信息

" 高 层 主 管

的声明
Y Y

" 公 司 环 境

方针
Y Y Y Y

"公司概况 Y Y Y Y Y Y

" 新 或 修 正

的生产线
Y Y

" 新 或 修 正

的生产设备
Y Y

方 案)目

标)指标
Y Y Y Y

环 境 管 理

框架
Y Y Y Y Y

"环境认证 Y Y Y Y

"紧急应变 Y Y Y

" 员 工 识 别

机制
Y Y Y

" 环 境 公 益

活动
Y

"物料政策 Y Y

" 员 工 安 全

与卫生
Y Y Y

"产品管理 Y Y Y Y

" 与 供 应 商

间的互动
Y Y Y

" 环 保 守 规

性与诉讼
Y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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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内容

欧洲

化学

产业

协会

!,!W#,"

美国环

境责任

经济联盟

!,!8!$"

丹麦 !#88,"

联合国

环境规

划署

!RV!""

!XWR"

世界工

商业可

持续发

展协会

!T6,$-"
!制订中"

!T8#"
!已制订"

" 与 利 益 相

关方间互动
Y Y Y Y

"合约信息 Y Y Y Y

"验证程序 Y Y

"定量信息

" 化 学 物 质

排放
Y Y Y Y Y Y Y Y

"事故灾害 Y Y Y Y

" 有 害 废 弃

物管理
Y Y Y Y Y Y Y

" 能 源 使 用

情况
Y Y Y! Y Y Y Y Y

" 水 量 使 用

情况
Y Y Y! Y Y Y Y

" 一 般 废 弃

物管理
Y Y Y Y Y Y Y

" 物 料 使 用

情况
Y Y! Y Y Y Y

" 非 产 品 物

质的产出
Y Y

" 进 行 环 保

工作的支出
Y Y Y Y

" 矩 阵 的 正

规化
Y Y Y

" 方 案)目

标)指标
Y Y Y Y

""! 企业必须向丹麦政府提供此类#但可不公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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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厂商公开说明的项目与范围较#$%&’((&+,!8J大#主要多出

的部分 为 产 品 方 面 的 环 保 信 息 及 工 业 安 全 卫 生 方 面 的 资 料$而

L8#+,!8Z 与 T6,$-+,!8J的报告内容#则将范围扩展到环境成

本)社会方面以及可持续发展议题的信息#故厂商在信息收集与分

类工作上#将必须付出更多努力$若考察国内企业目前所具有的能

力与资源以及报告书规范影响的范围大小#而在 %#$%环境报告书

!草案"’可能潜在验证要求的发展趋势下#建议厂商宜以内容较单

纯且影响范围较大的 %#$%环境报告书’的内容要求为努力的方向$

-"$"%"由环境管理体系到企业环境报告书

综观国际间及各国#多年来对于#$%&’((&环境管理体系推动

的主要发展方向#在于绩效化)公开性沟通)规范性要求等方面#

而环境报告书工作的推动#也正符合上述三项要求$而由上述的介

绍可知##$%环境报告 !草案"主要为针对#$%&’((&规范中各事

项实施情况的公开说明#如环境因素)环境政策)目标与指标)环

境管理方案)教育与培训)紧急事件准备与应变)法令规章与其他

要求事项)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纠正措施)管理层审查及其他$故

由以上内容可知#对于一个通过#$%&’((&认证以及定期系统内审

的组织而言#所需做的工作主要是定期 !如配合公司年报"汇总其

过去环境管理体系各事项的实施与运作的过程及成果#并将其按既

定的格式加以文件化#制作成文字或电子的信息#供社会大众或政

府机关等单位考察$在必要时#可将所汇总成的环境说明书#委请

公正独立的第三者 !如认证公司"认证#以提升公司认可度$

国际环境管理标准的制订与推动#目的在使企业由被动遵守环

保法规#转而成为环保工作积极)主动的参与者#进而迈向可持续

经营的境界$目前国际间#$%&’(((的推动方向#已逐渐由系统的

建立#提升到实际绩效的展现与沟通的层次#有意推动#$%&’(((
的各类组织的对象亦愈来愈广泛#而诸如环境说明书等#$%&’(((

环境绩效评估与环境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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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工具性标准#亦将于近期内陆续公布#该系列标准的影响层面

也将由组织扩 展 到 产 品 面#以 提 升 组 织 环 保 作 为 更 周 全 的 考 察 信

息$产业界应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实施#$%&’(((的目的不仅在

取得认证#以保持外销竞争力及提升公司形象#更重要的是以此管

理体系的推行#来提高公司环保措施及经营效率#并进而改进企业

经营本质#承担与社会大众沟通的职责#以建立可持续经营基础$

第五章"环境绩效评估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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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环境绩效评估案例

""近年来!人民群众环保意识的提高!绿色消费观念的兴起!

使社会大众对于企业环境绩效和社 会 环 保 责 任 的 要 求 也 逐 渐 提

高和受到重视"所以企业除了要面对国内环保法规的约束外!国际

贸易制裁及环保公约!也间接成为企业经营及市场竞争压力的来源"

从#$%&’()&标准条文中#可得知该国际标准仅提供建立环境

绩效评估的框架与流程#如同#$%&’()&环境管理系统一样#并未

提供开展环境绩效评估的方法论及技术资料$因此#7,*(1+$,’
的工作小组为配合#$%&’()&标准之后#制定了#$%+78&’()*环

境绩效评估案 例 研 究 技 术 报 告$该 案 例 研 究 技 术 报 告 是 一 份#$%

&’()&的指南#报告中收录了世界各国不同公司组织应用绩效评估

的案例介绍#以协助了解应用环境绩效评估的流程与执行环境绩效

评估所获得的 效 益#并 补 充 说 明 不 同 地 区 及 类 型 的 公 司 组 织 依 据

#$%&’()&国际标准实际执行环境绩效评估的可行性$

该案例研究技术报告提供的案例介绍相当广泛#其目的希望由

不同行业的实际运用环境绩效评估的案例#鼓励并支持中小企业的

参与#展现其环境管理的绩效$该案例研究技术报告的来源是由各

会员国的国内 公 司 组 织 提 供#并 加 以 汇 编#其 撰 写 的 内 容 均 参 考

#$%&’()&的指导纲要#案例的格式如下$

组织介绍*简单的对于组织及沿革作一介绍#简介!"!如何被

应用#以及从例子当中找出与自己组织的同质性信息#再加以应用$

环境绩效评估规划*描述组织如何规划环境绩效评估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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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环境因素的识别)环境绩效准则的发展)利害相关方的观点以

及参考#$%&’()&的规划活动$

环境绩效指标的选择*组织如何选择环境绩效指标#例如组织

管理绩 效 指 标 !G<F<M:G:F=;:9QB9G<FE:?FC?E<=B9J#0"#J")组

织的操 作 绩 效 指 标 !B;:9<=?BF<@;:9QB9G<FE:?FC?E<=B9J#%"#J")

组 织 关 切 的 环 境 状 态 指 标 !:FK?9BFG:F=<@EBFC?=?BF?FC?E<=B9#

!,#J"等指标的选择$

数据与信息的运用*描述 !"!相关程序的执行情况#如收集

数据)分析和转换数据)评估信息)报告与沟通等$

审查和改善环境绩效评估程序*描述组织如何运用信息进行环

境绩效评估程序的检查以及识别出改善的机会$

结论*描述组织从应用环境绩效评估而获得的经验以及包括环

境绩效评估在组织内未来的应用$

#$%+78&’()*环境绩效评估案例研究技术报告中涵盖了不同

国家)不同行业的 组 织#包 括 中 小 型 企 业 的 家 具+木 制 品)酿 酒)

洗衣工厂)橡胶手套)食品制造)油品精炼等以及大型企业的家用

电器制造)化学工业)政府单位等$

本章除由#$%+78&’()*环境绩效评估案例研究技术报告中摘

编两个制造业的案例外#另外介绍一家国际著名跨国公司的环境报

告书的案例#供国内企业参考$

."#"国外小型家具制造厂环境绩效评估案例

."#"#"公司简介

$,[8!#V!8!#$,[0#-公 司 成 立 于&S4+ 年#是 位 于 德 国

/>:FCJ>D9M的一家小型橱柜+家具制造公司$工厂附近有工业及住

宅区#目 前 员 工 数&&人#年 营 业 额 为&((万 马 克$自 从&44+年

第六章"环境绩效评估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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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该公司即建 立 了 内 部 环 境 信 息 和 控 制 系 统#并 发 行 环 境 报 告

书#于&441年扩充为公司现在的环境管理体系#而获得 !0/$认

证$本案例研究是由德国巴伐利亚省政府之中小企业及手工制品业

宣 传 计 划 所 赞 助 完 成 !6<K<9?<F$=<=: LBK:9FG:F="9BGB=?BF<@

$EN:G:QB9JG<@@<FCG:C?DG5J?\:C:F=:9;9?J:<FCN<FC?E9<Q=>DJ?F:JJ"$

."#"$"环境绩效评估规划

对于传统的橱柜+家具制造厂#长期以来环境保护与员工安全

卫生即是产品发展的主要因素#该公司将此内容具体承诺于公司的

环境政策中$公司的运行策略#除提升市场占有率外#借实木家具

的制造以及使用天然的油蜡表面处理#以改善员工的职业健康#并

减少制造过程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同时#借此提高资源和材料的使

用率#减少不必要的废弃物产生数量#使制造的产品更具竞争力$

因此#该公司制定上述环境目标与指标的环境绩效准则$

."#"%"选择&2&指标

表2.&列出该公司的环境因素所对应的环境绩效准则#经由公

司的内部环境信息和控制系统以达成所制定的环境目标与指标#并

符合!0/$的认证要求$

表."#"(3456786567(3497:公司环境因素和环境绩效准则

环"境"因"素 相关环境绩效准则

"电力消耗 减少电力消耗

" 水消耗 减少水消耗

"实木使用!代替混合木材产品#因考虑会

有甲醛和其他物质释放到大气中"
增加实木使用#以取代混合木材产品

"油漆和底漆消耗 减少涂料和底漆消耗

"木材表面以天然蜡和油处理 增加木材表面以天然蜡和油处理的百分比

"溶剂和涂料稀释剂消耗 减少溶剂和涂料稀释使用公升数

"废弃物处置 减少废弃物处置量

环境绩效评估与环境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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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为该公司环境绩效评估指标及其历年数据统计信息#环

境绩效评估指标之选择#是基于该公司的经营策略和环境政策$

表."$"(3456786567(3497:公司环境绩效评估指标及统计

公司统计 &44)年 &44’年 &442年

年销售额+马克 SS(((( 4((((( 4’((((

员工人数 4 &( &&

厂区面积+平方米 2’( 2’( 1S(

环境绩效评估指标

电力使用量+千瓦时 &11)& &142+ *’141

水消耗量+立方米 )’+ )4S *(&

实木使用百分比+] S+ 1( 1(

油漆和底漆消耗量+千克 2&( ’)+ ’*2

木材表面以天然蜡和油处理的百分比+] ) ** )(

溶剂和涂料稀释剂使用量+千克 &*+ &&( 2(

废弃物处置量+千克 &’+( &)*( "2(

."#"!"数据与信息的运用

&. 收集数据

该公司由环境系统进行资料收集#以作为发展该公司环境绩效

评估指标的基础$初次导入环境绩效评估时#必须对环境管理方案

所欲达成的量化绩效进行资料评估$执行一段时间后#环境信息系

统的范围将可扩大到所有的环境绩效评估指标$所有环境绩效评估

指标采用绝对数量或比率表示#而非相对数据$有关的资料 !如每

&千克或生产每一件家具"的使用被认为是不适当的#因为个别的

产品设计有其制式的大小和特性#无法相互比较$

*. 评估信息

信息的评估是由将该公司执行的环境指标与被选定的环境绩效

评估指标相比较$例 如#&442年#由 于 新 厂 扩 建#使 得 电 力 消 耗

明显上升$自&44’年以后#改善成果包括*水消耗量减少)相关

第六章"环境绩效评估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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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药剂用量降低)增加产品表面以天然油蜡处理比例等$此外#

靠废弃物内部和外部回收降低废弃物处理量$

). 报告与沟通

该公司 执 行 环 境 管 理 方 案 所 提 升 的 环 境 绩 效#经 由 该 公 司

&44’+4+的环境报告书提供相关基本信息#给客户)其他利害相关

方和一般大 众$每 隔 三 年 更 新 并 出 版 这 项 报 告 书#作 为 对 !0/$
认证所做出的承诺$此外#在互联网上公开报告书信息$

对该公司内部而言#环境报告书除可作为公司内部会议讨论之

内容#并可作为与环保团体及政府主管机关等利害相关方产生环保

争议时的沟通文件$

."#"-"审查与改进

以已经实现的环境绩效为基础以及新设立的环境目标与指标#

作为公司环境绩效的准则$这些准则为*

! 家具制造过程增加实木使用量&(]#使制造的产品被客户

所接受(

" 经由空气压缩系统之最佳化操作#以及更换烘干 炉#节 省

电力消耗量&(](

# 对 于 目 前 使 用 回 收 或 废 弃 方 式 处 理 的 废 弃 物#减 少 其 体

积&(]$

通过!"!执行程序的审查结果#发现进行其中某些 !"!指标

的修订是必要的$由于工厂强化废弃物的循环再利用#某类废弃物

已被减少到接近零的目标#因此公司的改进策略焦点便转移到减少

公司的所有弃废物$因此#将 %回收处理的废弃物总体积’环境绩

效指标调整为 %公司所有的废弃物处置量 !千克"’$

."#"."结论

本案例证实 !"!的应用对于小型企业确实具有环境上及经济

环境绩效评估与环境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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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价值$在此研究展开时#其所采用的一些数据资料即可立即与

!"!标准中选出的特定指标对应#而用以支持其他 !"!指标的数

据其来源及机制在此研究中亦被发展或改进$

在执行!"!中最重要的效益#为公司最高经营者对于公司的

环境绩效终于有了全面的了解(同时#借由定期地更新公司环境目

标指标#经营者可有效地控制及改进公司的环境绩效#并将其成功

地反映到市场上的需求$因此#若能通过环境报告来沟通相关环境

信息#公司在区域顾客源及产品的需求上预期将会不断增加$

."$"日本食品加工业环境绩效评估案例

."$"#"公司简介

<̂=<A<G<$NBODN?F公司主要产品为腌制食品#公司总部在日

本新泻县$本案例是该公司建于&4S2年该县内工业园区内的工厂$

该厂为中型公司#总楼层面积S(&1平方米#员工有*(*人$其原

物料为农产品#年生产量约’1((吨$

该厂所在的工业园区为临海区#远离居民区$园区内的废水经

由邻近的 %EN?>B9?河 入 海$县 政 府 定 期 监 测 该 河 水 的 水 质#以 评

估该河水质量是否符合环境标准$

该厂正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包括成立一个环境保护组织#公司

承诺对地方的环 保 尽 其 应 尽 之 责$虽 然 该 公 司 对#$%&’((&有 兴

趣#但并无明确的计划为通过#$%&’((&认证而建立 !0$体系$

."$"$"环境绩效评估规划

.̂$. 公司已 经 完 成 了 对 环 境 影 响 的 内 部 审 核#并 根 据&441
年 %环境行动评估计划’建立了环境行动方案之后#公司开始进行

环境绩效评估#目前根据#$%&’()&规范建立其 !"!系统$

第六章"环境绩效评估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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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行动评估计划是日本环境厅自&442年以来为协助各级企

业体系#例如中小型企业#了解及实施环境保护工作所进行的一项

方案#用于提供环 境 影 响 之 内 部 审 查 以 及 承 诺 和 行 动 方 案 的 协 助

事项$

&. 环境影响概要

.̂$. 公司在进行环境绩效评估时#借着对比其各项生产过程

和其环境影响#而找出其环境因素$表2.)表明从原物料的购买)

运送及产品的产销到废弃的所有过程$

表."%";"(" 公司生产程序和相关的环境因素面

生产程序 环境因素

办公活动 废弃物!例如纸张"

原材料抵达厂内

原材料运送 车辆废气

拆解包装 包装材料!例如包装盒"
生产过程

分类和清洗 使用水资源#清洗过程产生的废水)垃圾分类

去盐 使用水资源#去盐过程会产生废水

调味及压缩 调味生产的废水

成品

测量和包装 不合格品

产品检查 不合格品

包装和运送 使用包装材料

废水处理 废水污泥

废物焚烧 废气

锅炉和气电共生 废气

电力购买 废气

产品运送 车辆废气

产品销售 !消费者"去包装材料产生的废弃物

*. 利害相关团体的观点

在与新泻县的环境联盟)环境管理部门以及工业园区讨论环境

环境绩效评估与环境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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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政策后# .̂$. 公司已顺利收集利害相关团体的看法$

). 环境目标和优先处理事项

在规划!"!时 公 司 也 建 立 其 环 境 目 标$优 先 处 理 行 动 方 案#

再建立相关 的 环 境 绩 效 准 则#例 如*资 源 节 约 !更 有 效 地 运 用 资

源")减低环境 负 荷 !排 放 减 量#更 好 的 废 弃 物 处 理 方 式#减 少

,%* 的排放")污染预防)环境教育$

."$"%"选择&2&指标

.̂$. 公司建立了一套指标#内容见表2.’#公司认为这套指标

可协助其了解并管理所识别出的环境因素#其指标选择依据如下$

表."!";"(" 公司&2&指标和环境绩效指标

指""""标 指标类型 现状!&441" 目标!*((*"

"废水排放

!总6%- %"# ’SS&吨 &

!每月样本数符合自愿承诺值的百分比

!2(GM+I" 0"# 4*] &((]

"废气排放

!厂内 ,%* 排放 %"# &S(2吨 4+]!&441年之值"
!产品运输时 ,%* 排放 %"# *S()(4吨

"固体废弃物

!厂内总废弃物 %"# &&*+吨 4+]!&441年之值"

!可燃!办公室" %"# 2.+吨

!可燃!生产线" %"# 1(’吨 &

!垃圾 %"# &*吨 &

!废水处理场污泥 %"# ’(*吨 &

!总委托外处理 %"# &&(&吨 &(]!&441年之值"

!产品使用完后的废包装材料 %"# &)*(吨

"资源使用

!水 %"# &SSS’*立方米 4(]!&441年之值"

!纸包装材料 %"# &&4*吨 4(]!&441年之值"

!塑胶包装材料 %"# &*S吨 4(]!&441年之值"

"员工教育

!接受环境教育的员工数 0"# *1人 所有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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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水排放

由于废水 为 食 品 业 的 重 要 环 境 因 素 之 一# .̂$. 公 司 选 择 总

6%-作为其操作绩效的指标#评估其废水中所含有机污染物浓度#

同时并建立 管 理 绩 效 指 标#以 比 较 其 废 水 的 6%- 和 其 自 顾 承 诺

6%-值 !2(GM+I"$

*. 废气

将总,%* 排放作为基本的操作绩效指标#公司同时估 计 其 承

包商在运送产品时所排放的 ,%*$

). 固体废弃物

将各类固体废弃物的产生量作为操作绩效指标#并将委托外处

理或丢弃的废弃物量作为操作绩效指标$该公司并将消费者在使用

其产品后产生的废弃物量作为另一参考的操作绩效指标$

’. 资源使用

水)纸和塑胶等包装材料考虑作为操作绩效指标$

+. 员工教育

将接受环境保护教育的员工数作为其管理绩效指标#以突出员

工教育的重要性$

2. 河水质量

县政府负责水的采样和监测其环境质量标准#该公司本身会被

告知此项信息$近几年来河水品质能达到法定的标准$

1. 环境绩效准则指标

.̂$. 公司对每项指标均设定一绩效准则指标#此指标和环境

因素有关#例如废水的排放)废气和废弃物产生量等$每项指标为

预定在*((*年达到值 !基准年为&441年"$

."$"!"数据与信息的运用

.̂$. 公司尝试让所有的员工都能了解公司的环境绩效评估结

果#以增进员工的参与度#该公司并将其行动方案结果向上呈报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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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发表$

."$"-"审查与改进&2&

初期将工作重点放在操作绩效指标开启方面#公司并将评估的

范围延伸至厂外#例如产品的运销和产品消费完后所产生的废弃物$

.̂$. 公司之环境绩效评估目前尚处于初期运作阶段#公司将

定期审查其选择的 !"#指标 的 适 用 性 以 及 其 指 标 实 现 的 合 理 性 作

为进一步改进的参考$

."$"."结论

虽然是一家中型企业# .̂$. 公司的管理准则清楚地承诺对环

境善尽保护职责#并且在厂内实行环境绩效评估计划#重点在生产

线#但也将产品使用完后的环境影响列入考查$所收集之环境绩效

指标信息#有助于公司对未来环境绩效指标的达成$

."%"台湾某汽车公司环境绩效评估案例

."%"#"公司简介

台湾某汽车公司成立于&41*年#是美国某名牌汽车公司的台

湾分公司$目前员工&11(人#资产额+.+亿元$公司在*(((年#

开始导入以顾客为向导的25J?MG<#顾客 为 向 导 的25J?MG<工 具 用

于短期与长期的顾客满意方面#不论是产品的品质#服务与环保皆

做持续改善#以 获 得 全 面 性 的 绩 效$本 计 划 旨 在 消 除 涂 装 工 序 浪

费#降低有机挥发物 !X%,J"排放就是其中之一$

."%"$"环境绩效评估规划

&442年起#根据台湾 %环境保护署’!!"/"空气污染防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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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所提报的生产规模与产量#企业或个人需针对有机挥发物

!X%,J"使用 量 与 排 放 量 做 管 制$汽 车 公 司 主 要 的 X%,J排 放#

来源为车体表面喷涂工序$含头道底漆喷涂 !"9?G:9<;;@?E<=?BF")

底漆喷涂 !6<J:<;;@?E<=?BF")透 明 漆 喷 涂 !,@:<9<;;@?E<=?BF"与

溶剂清洗 !$B@K:F=E@:<F"$不 当 的 工 序 与 涂 料 使 用#将 造 成 环 境

的污染及生产成本的浪费$专案计划经由下列手段达到降低 X%,J
的排放量*!降 低 生 产 涂 料 与 清 洗 溶 剂 的 使 用 量("提 升 X%,J
排放量控制的制程能力(#降低有机挥发物的排放量$

."%"%"选择&2&指标

目前法规规定 X%,J排放不得超过&&(M+G*#基于对环境保护

的承诺#设定超 越 法 规 标 准 的 目 标#汽 车 公 司 设 定 的 排 放 上 限 为

4(M+G*#涂装厂在*((&年+月至*((*年+月的现况#X%,J加权

平均值为1&.&M+G*$

表2.+列出 X%,J主要排放部位#并依据政府和自身条件提出

相应环境指标(表2.2列出各步骤中 X%,J具体改善对策$

表."-"<,=>排放部位及相应环境指标

"污染物!X%,J"排放部位 指"""标

"头道底漆!"9?G:9"

"底漆!6<J:"

"透明漆!,@:<9"

"清洗溶剂!,@:<F$B@K:F="

"&. 依据%台湾环保署’规定!X%,J排放量管制标准必

须低于&&(M+G*"

"*. 汽车公司环境政策!为 了 保 护 环 境#我 们 努 力 的 持

续改善工艺#使废弃 物 与 污 染 尽 可 能 减 少#并 且 设 立 环

境目标指标#其不但符合#甚至超越所有法规上的要求"

."%"!"数据与信息的运用

本计划利用多种手段#了解现有的制造流程与走向#界定并从

分类工艺中找出有价值+无价步骤与操作相关条件的关系#清晰分

类#利用团队脑力激荡#结合组织关键人员参与#界定出关键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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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各步骤中 <,=>具体改善对策

项目 具体名称 改"善"对"策

& "涂料固型分!V.X."改善

"! 面漆$$与 /"喷涂固型分!V.X."提升与稀释

率降低(

"" 导入新金油涂料 -’#提高喷涂固型分

*
"手喷 喷 涂 设 备 涂 料 传 递

附着效率改善

"从 IX0"空气枪#更 换 高 传 递 附 着 效 率 自 动 静 电

枪!传递附着效率从)+]提升至++]"

)
"自动 喷 涂 设 备 喷 涂 传 递

效率改善!$;9<A0<=:"
"从 IX0"空气枪#更 换 高 传 递 附 着 效 率 手 喷 静 电

枪!传递附着效率从)+]提升至+(].++]"

’
"中涂 自 动 喷 涂 设 备 清 洗

程序改善

"更改中涂自动机喷涂制程换色清洗程序#降低涂料

与清洗溶剂使用量

+ "有效喷涂面积定义改善 "改善无效益喷涂面积#减少涂料使用量

2 "手喷枪换色程序改善
"设定新的手喷枪换色程序#降低 X%,J直接排放于

喷房#增加再生溶剂回收量

1
"喷房 空 气 循 环 系 统 效 率

改善

"! 维修空气循环系统#将排风量提升

"" 改善鼓风机不良#稳风与压风压

艺物料变 量 !̂:A"9BE:JJ#F;D=X<9?<>@:# "̂#X"#找 出 最 关 键 因

素&&&影响 X%,J的排放量的原因$接着做测量系统分析#定义出

使用量具与操作人员的精准性#确保分析阶段的数据收集是可靠的$
为做持续有效的分析#本资料收集始于*((&年+月#以求资

料完整与真实#减少分析阶段可能产生的统计误差$
本计划制定的资料收集计划有

! 月 产 量 统 计 报 告 !$DGG<9ABQK:N?E@:;9BCDE=?BFKB@DG:
9:;B9="

" 喷涂房空气排风量5"5&#!5/#!50 !!HN<DJ=<?9KB@DG:5"5&#

!5/#!50"

# 涂料测试报告书5化学特性 !"<?F==:J=9:;B9=5,N:G?E<@"

$ 涂装厂生产物料使用量统计表 !$DGG<9ABQG<=:9?<@DJ<M:
?F"<?F=$NB;"

% 涂料稀释记录报告 !8:EB9CBQC?@D=:;<?F=?FM"

& 喷涂设备产品技术报告 !7:ENF?E<@9:;B9=BQ;<?F=?FM:_D?;G: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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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溶剂再制记录 !8:EB9CBQ=N?FF:99:EBK:9A"

公司利用 参 数 控 制 和 工 艺 控 制 两 种 方 法 控 制 X%,J排 放 量#

具体如表2.1和表2.S所示$并对改善后 X%,J排放量进行追踪)

比较#成果如表2.4所示$

表."/"参数控制

项"目 量测单位 规""格 稽核频率 负"责

!$7/自动机流量 E.E.+G?F V+/ 依计划表 涂装 0!+"!

生产物料使用量 I I+台 每月 涂装 0!

X%,J排放 M+G* 低于法规要求!&&(M+G*" 每月 涂装 0!+环保

表."0"工艺控制

项"目 方"法 稽核频率 负"责

有效喷涂面积 目视化看板工序作业书 每日 作业员+小组长

废涂料回收 回收桶 每日 作业员+小组长

""""""""表."1"改善前后每台涂料用量比较 单位 *!I+台"

涂料种类 改善前 改善后 改善幅度

头道底漆 &.1( &.’* &2.2]

底漆 ).&2 *.(S )’.)]

透明漆 *.*) *.&2 ).)]

清洗溶剂 &.1& &.2+ S.2]

结果表示改善绩效成果有显著成效#合计有*

! 降低 X%,J的排放 量#从 改 善 前 的 平 均1&.&(M+G*#下 降

至改善后平均+4.&&M+G*(

" 有效降低涂料的使用量#达到经济且减废的生产技术 !用

量下 降5头 道 底 漆 &2.2]#底 漆 )’.)]#透 明 漆 ).)]#清 洗 溶

剂S.2]"(

# 卓越的改善绩效#在改善后可节省金额达美金+*.+万#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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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人民币约’+(万$

."%"-"审查与改进&2&

公司已经具有较成熟的运作 !"!能力#并且能够达到标准所

需要求$定期审查改进其本身的 !"!标准适用性及其指标实现的

合理性#将有助于公司环境绩效评估能力进一步的提高$

."%"."结论

该汽车公司是一家国际化大型企业#它没有忽视对环境保护的

责任#建立了完整的环境绩效评估体系并且成功运作$而且公司对

自身的要求极高#超出了政府制定指标$这样的高标准不但为环境

保护尽了一份力#更为公司取得了经济上的效益#形成了真正意义

上的双赢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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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企业环境报告书

""现代企业丑闻带给企 业 的 是 危 机!中 文 "危 机#一 词 有 两

个字构成$$$一个 表 示 危 机%另 一 个 表 示 机 会!克 服 企 业 丑 闻

的最有效手段%就是信息公开!

!"#"引言

近年来随着国际间与社会大众对于环境保护知情权 !!"#$%&%’&

()’*"意识的不断提高#企业已 逐 渐 感 受 到 要 求 公 开 自 身 环 境 信

息的压力#并普遍致力于环境业绩的提升#而所获得的成果亦相当

可观$例如#美国在过去十年当中所推动的 %有毒物质排放清单&

!+’,"-./0102.03)40)%’!5#+/3"活 动#以 及 印 尼 国 家 污 染 防 治

署 !67&89:9;"所推动的 %环 境 绩 效 评 估 体 系& !9)4"!’)<0)%

80!=’!<2)-0/2%")#>5.%0<."#便是由民众知情权的追求#驱动各

企业进行实际环境改善的最佳范例$另有一些有关企业在美国华尔

街股票市场中的经济表现与出版企业环境报告书的相关性的研究结

果显示#由于公司所公开的企业环境信息#确实会影响投资者的投

资意愿和取向$

企业 环 境 报 告 书 的 观 点 源 于 ?@ 世 纪 A@ 年 代 初 的 社 会 会 计

!.’-"212--’B)%")#"#基于目前公众所熟知的企业财务年报 !=")2)-"21

!0C’!%."的成功推动经验基础$事实上#DEE@年 以 前 世 界 上 很 少

有企业制作环境报告书#或仅将其部分的环境资讯纳入公司年报当

中#大多数的企业均忽视与利益相关方沟通其环境绩效的价值#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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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将自身的环境资讯外露#以免引起大众负面反应及可能遭致的

风险$

DEFE年挪威的 G’!.(H5I!’5工业集团发表了世界上第一份企

业环境报告书$美 国 的 J’).2)%’公 司 随 后 于DEED年 出 版 了 美 洲

的第一份企业环境报告书$据统计#截至DEEE年初#世界上已有

K@@@个以上的公司每年定期出版如其财务年报一样的各类 形 式 的

企业环境报告书 !-’!C’!2%00)4"!’)<0)%21!0C’!%.#L9/."#积极

地向各利益相关方展现环保绩效提升的情况’而全世界前?M@强的

企业中#至少有N@O以上的公司已出版环境报告书$

!"$"环境报告书的概念

环境报告书是反映企业及其所属业务部门和生产单位在其生产

经营活动中产生的环境影响#以及为了减轻和消除有害环境影响所

进行的努力及 其 成 果 的 书 面 报 告$主 要 内 容 包 括(企 业 的 环 境 方

针)环境管理指导思想)环境方针的实施计划)为了落实环境方针

和计划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和取得的环境业绩等$

环境报告书作为向外界公布企业环境保护投入及其成果的书面

报告#与企业环境会计报告有相似之处#而且许多环境报告书中包

含了环境会计指标所反映的内容$但是环境报告书与环境会计报告

不同$环境会计报告是对企业环境会计核算结果的报告#因而以货

币或物量的核算系统为中心#而环境报告书则不仅反映数字信息#

还要反映诸如企业环境方针)环境管理指导思想)环境管理体系的

建立和实施情况等环境会计以外的内容$实际上#环境报告书的范

围比环境会计的范围要广得多$但是#环境报告书与环境会计报告

又密不可分$虽然环境报告书作为向外界披露信息的媒介可以独立

存在#但是与环境 会 计 有 关 的 信 息 是 环 境 报 告 书 中 不 可 缺 少 的 内

容$在环境报告 书 出 现 的 初 级 阶 段#由 于 环 境 会 计 还 没 有 普 遍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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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有关环境会计的信息也非常有限#因而环境报告书中的信息披

露主要以文字说明为主#以后随着环境会计的推广和实施#环境报

告书中以数字表示的环境会计信息也会逐步增多$

进入?@世纪E@年代以后#在世界范围内#企业编制环境报告

书的实务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主要表现在大型企业和跨国公

司#不仅在年度报告书中增加了反映环境信息的内容#还编制了独

立的年度环境报告书$这些公司不但把环境报告书印制成手册对外

发行#而且通过因特网进行更广范围的传播$目前#由于全社会对

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要求越来越高#环境报告书的信息利用者越来

越成熟#有关环境报告书编制的各种规则越来越完善以及环境报告

书的验证制度和表彰制度在世界各地开始推行#环境报告书编制质

量也有了稳健的提高$

!"%"环境报告书当前的发展状况

从?@世纪E@年代起#许多国际机构和相关学者开始在世界范

围内对环境报告书的发展动态进行了调查#并对影响环境报告书信

息披露的各种因素进行了分析$在研究和分析的基础上对环境报告

书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总结#提出了环境报告书的未来发展方向$

国际性 的 会 计 师 组 织 P8JQ#曾 先 后 于DEEK年 和DEER 年#

在世界范围内对年度报告书中的环境信息披露情况和独立的环境报

告书的编制情况进行了调查$DEEK年的调 查 显 示#在 年 度 报 告 书

中披露环境信息的 企 业 占 全 部 企 业 的MFO#DEER年 增 加 到ADO$

DEEK年编制独立的环境报告书的企业占全部企业的DMO#DEER年

增加到?NO$两方面都显示出逐渐上升的趋势$

从按国别进行统计的调查结果来看#美国企业编制环境报告书

的比例最 高#占 被 调 查 企 业 总 数 的NKO’其 次 是 瑞 典#占KRO)

加拿大为KNO)德国为KNO)挪威为KDO)荷兰为KDO)英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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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比利时为?AO’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比例最低#分别为RO
和@$

从按产业分类进行统计的调查结果来看#化工产业编制环境报

告书的比例最高#占被调查企 业 总 数 的ANO’其 次 是 林 业)造 纸

和纸浆产业#为MRO’石油)天然气产业为NKO$这些产业的共

同点是#企业的经营活动对外部生产的环境负面影响较大#而且受

到的社会批评也最多#因而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对环境保护问题比较

重视$编制环境报告书的企业所占比例最低的产业有金融服务产业

为MO#通讯)媒体产业为AO$这个情况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编

制环境报告书与企业环境影响的相关性$

?@世纪E@年代以来#发达国家逐步建立和完善环境报告书的

相关法律法规#使环境报告书逐步制度化$

欧盟于DEEK年 公 布 了 9J7> !环 境 管 理S监 察 体 系"#并 于

DEEM年起开始实施$在9J7>中#做出了要求企业制定并公开环

境报告的规定$现已有近?@@@家企业加入了 9J7>$在欧洲国家

中#丹麦于DEEM年首先制定了世界上第一个有关环境报告书信息

披露的法规$瑞典 和 荷 兰 则 分 别 于DEEF年D?月 和DEEE年D月#

把环境报告书的编制规定为对企业的强制性要求$挪威在对商法进

行修改时#规定企业在年度报告中负有披露环境信息的责任$德国

准则协会 !:3G"于DEEA年提出了一般环境信息披露的指导目标#

作为企业编制环境报告书的准则$为了推动环境报告书编制质量的

提高#英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7LL7"于DEE?年起从进行 监 控 的

角度出发#提出了对环境报告书进行评价的有关规定$

!"%"#"环境报告书在日本的实施

日本企业发行环境报告书的风潮源自?@世纪E@年代中期#当

时许多企业开始陆续取得3>TDN@@@认证#一些非政府组织扮演了

促进及宣传企业环境报告书的角色#包括 U21I0V>’-"0%5和环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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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研究团体 !9)4"!’)<0)%217BI"%")#/0.02!-$Q!’BC"等$日 本

近来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企业责任的问题#而披露环境信息被

视为是负 责 任 的 行 为$依 据 日 本 环 境 厅?@@D会 计 年 度 调 查#在

?RNN家上市企业及员工超过M@@人 以 上 的KADR家 未 上 市 企 业 中#

已经披露环境资讯的比例为KDWDO#较?@@@年上升KW?O#其中

上市公司的比例为KFWEO#较?@@@年上升了DDWNO$上述已披露

环境资讯的日本企业共有MAE家 !占?@O"在?@@D年发行了独立

的环境报告书#KNA家 !占D?O"在未来几年会继续出版发行$

DEEF年#为了促进环境 报 告 书 的 发 展#由 企 业 管 理 机 构)非

政府 组 织 和 学 术 界 的 代 表 联 合 建 立 了 %日 本 环 境 报 告 书 网 络&

!G0%*’!(=’!9)4"!’)<0)%21/0C’!%")#"#研究和鼓励发布 环 境 通

讯#并举办许多会议#开展研究及交流活动$

为了协助日本企业编制环境 报 告 书#日 本 环 境 厅 在?@@D年?
月发布了环境报告书指南和环境绩效指标指南$共通的指南有助于

不同报告间的评比#现在这两套指南仍在修订中$日本的经济)贸

易工业部也自行公布了一套环境报告书指南#强调了具体的工业化

特征$

日本现有两个环境报告书奖项#一个是始于DEEA年的 %环境

报告书奖&#由 %全球环境论坛&赞助#日本环境厅支持$?@@?年

会计年度共评选?EK本报告#?F家获奖#一 等 奖 由 日 本 松 下 电 器

的?@@?年环境可持续性报告书获得$另一个奖项称为 %绿色报告

书奖&!Q!00)/0C’!%")#7*2!I"#由 绿 色 报 告 论 坛 !Q/X"及

+’5’P0"V2"出版公司共同赞助$?@@?年的金牌奖颁给>0"5B连锁

百货公司$企业环境报告书的主要读者为客户)股东)投资人)员

工和当地居民$为了与当地居民沟通#而发行单一场址的报告书的

案例也是越来越多$此外#也有一些特殊的报告书活动$例如#东

芝公司研发中心针对儿童发行了环境报告书$日本金融业的 %环保

型投资基金&和社会责任型投资的兴起#更是为环境报告书推波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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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许多日本企业用环境报告书作为公司员工环保教育的教材#企

业也乐于参与主办相关的会议#分享交流心得经验#并和利益相关

方进行沟通$

随着环境报告书重要性的增长#确保其可靠的重要性也变得突

出起来$DEEF年丰田公司首先在它的环境报告中包 括 了 第 三 方 意

见$今天已有许多环境报告书包括了第三方意见$

近年#日本企业 的 环 境 报 告 书 无 论 在 量 上 和 质 上 都 有 大 幅 增

长#蜕变成可持续性报告书的趋势格外明显#涉及经济)环境和社

会三个领域$?@@?年R月 日 本 %环 境 报 告 书 网 络&的 调 查 显 示#

日本企业已发行或将发行永续性报告书的数量 直 线 上 升$?@@?年

秋季日本的 Q/3论坛成立#目标在使日本企业的环境报告书提 升

到国际领先水准#并把日本观点提供给 Q/3$

!"%"$"环境报告书在美国的实施

当前#美国的环境报告制已经非常严格和全面$

美国的法律规定企业必须定期公布其向环境排放的化学物质所

产生的废物及其再循环再利用的措施$如果企业不能做出报告或者

做出的报告不全面)不精确#政府可以根据法律对其惩罚$报告应

以诸如计算机数据库等 %用户友好&的形式向社会公布#以便于大

众了解$政府还对公众和媒体进行环境报告知识的培训$有毒物质

排放清单 !+/3"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环境报告渠道#+/3不仅仅是

数字的简单加 和#还 要 详 细 列 出 具 体 的 设 备 和 各 种 毒 物 排 放 的 数

量$除了 +/3外#政府还建立了很多其他的公众沟通渠道#例如#

企业的每一个许可申请都要受到公众的监督和评价#在许可申请被

批准后#企业还必 须 就 其 被 许 可 的 活 动 向 社 会 做 出 全 面 而 详 细 的

报告$

除了上述法律规定的环境报告义务外#许多企业也自愿定期公

布其环境行为信息$工业界为了使报告具有统一性和可比性#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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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对报告书进行规范 化$公 众 环 境 报 告 书 制 度 !89/3"是 其 中

的一个主要规范$这个制度列出了报告所应包含的核心要素及一些

参数指标#以有效地测量和比较企业的环境行为$

美国法律规定#个人有权对企业违背环境法规的行为提出诉讼

而获得罚款#也有权在他认为政府制定的法规不够严格时将政府告

上法庭$

上述种种环境报告制度为社会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提供了前提和

可能$因此#对于 企 业 来 说#他 们 面 对 的 不 仅 仅 是 政 府 的 严 格 管

理#还有社会的压力$这使得环境管理成为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甚至有时是优先考虑的事项$环境报告书对企业环境管理

体系的产生和发展#对企业环境行为的改善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环境报告书在荷兰的实施

荷兰企业每年有公开环境资 讯 的 法 律 责 任$DEEK年K月 荷 兰

强制实行环境管理政策#协调环境中各个方面之间的相互关系以解

决荷兰的环境 问 题$DEEA年N月D@日 国 会 提 出 延 伸 环 境 管 理 行

为#为各种类型的企业设计建立统一的环境报告书计划$企业必须

在每年的N月前向政府提交一份政府环境报告书#并服从有能力的

权威机 构 *州)水 体 质 量 管 理 部 门)环 境 部 !U/TJ"和 区 域 联

合饮用水管理部门及废 水 处 理 !/3Y7"部 门+的 管 理$另 外#企

业必须在A月出版发行一份公众报告书$DEEE年D月 正 式 颁 布 实

施环境报告书法案#限制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的企业$环境报告书

法案进一步展开了报告书的法律责任#并在附录!中明确了适用的

企业类型$基于环境管理法章程DEWA#企业 有 权 向 报 告 书 发 布 机

构提出对其敏感信息保密的请求$

年度环境报告书法案涉及到化工)炼钢)电力)石油)纺织)

造纸等众多企业$环境报告书法案要求对环境有不利影响的相关企

业都必须发布 报 告 书$目 前#荷 兰 已 经 有?R@家 企 业 承 担 法 律 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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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出版年度环境报告书$此外#有大约R@@家企业赞同提交年度

环境报告书$

贯彻环境报告书法案目的是为了促进提倡环境管理体系#增加

企业承担的责任$此外#各类环境报告书整合可以减少报告书企业

的工作量$

法案要求企业必须出版两份环境报告(政府报告和公众报告$

政府报告需在N月前出版发行#由许可的权威机构监督#确保其遵

从法律#贯彻国家环境方针$年度报告应包括对环境不利影响的资

讯)技术)组织和管理措施的实施以及环保设备的装配情况$公众

报告在A月前出版发行#企业有较大的机动性#形式自由$公众报

告所发布的信息能够满足关注者的需求#面向关注公民)团体)消

费者和员工#接受所有民众的监督$可以说公众报告比政府报告摘

要更受大 众 欢 迎$?@@D 年 N 月 前 有 FAO 的 政 府 报 告 按 时 提 交#

REO的公众报告在A月前按时出版发行$

荷兰环境部 !U/TJ"对DEEE年 和?@@@年 的 年 度 环 境 报 告

书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发现环境报告书的质量不够理想$有关部

门正在努力改善#提高环境报告书的质量$其中一个重要的阶段就

是电子版环境报告书$有关部门还计划在?@@?"?@@M年实施环境

报告书行为计划方案$?@@?年以 后#政 府 报 告 有 了 明 显 改 善(令

人满意的政府报告逐渐调整为网络报告书和电子版年度环境报告书

!0&JZU"呈现在人们面前$0&JZU 将 于?@@N年 正 式 实 施$通 过

0&JZU#企业可以利用因 特 网 获 取 环 境 数 据$政 府 也 通 过 同 样 的

系统监控数据$荷兰的环境报告书法案还需 要 进 一 步 的 完 善#最

重要的是提高数据的可靠性$采用电 子 报 告 书 是 一 个 很 好 的 解 决

办法$

!"%"&"环境报告书在中国台湾地区的实施

台湾 %财政部证券管理委员会&明文规定(%年报的运营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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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应记载环保支出情形#包括最近两年因污染环境所受的损失及处

分的总额#并说明未来的应对政策及可能的支出&$然而这一规定

并未能带动台湾企业公开其环境资讯#因为证管会并未对因环境资

讯公开不足或隐瞒的企业采取惩戒或制裁行动$

直到DEEE年底#由某民间团体出 版 了 包 含 其DK家 会 员 厂 商

的 %环境绩效说明&$另外#台湾机体电 路 公 司 在?@@@年 也 独 自

发行了该公司的环境报告书#但仅是 提 供 给 公 司 的 相 关 供 应 商 及

内部员工参考$同 一 时 期# %经 济 部 工 业 局&也 因 为 国 际 趋 势#

而委托台湾产业服务基金会)中技社 等 单 位 辅 导 业 界 制 作 国 瑞 汽

车)旺宏电子)台糖以 及 亚 洲 水 泥 企 业 环 境 报 告 书#并 在?@@@
年 发 表 台 湾 环 境 报 告 书 制 作 成 果$其 中#国 瑞 汽 车 是 以 Q/3

DEEE年的指导 纲 要 为 其 环 境 报 告 书 指 导 纲 要#涵 盖 的 范 围 较 其

他企业广泛$

台湾企业环境及可持续发展报告书的发行有两种发行机制(由

企业组织汇集出版和企业独自出版$

环境报告书积分法主要为评估企业所报告的环境)经济)社会

等绩效#利用量化的方法评估企业环境报告书内容的分数#可提供

企业进一步改善的方法$为了了解台湾环境报告书的现况#华南大

学环境管理研究所特别使用了三套国际间通用的评分法#对已经发

行的环境报告 书 进 行 评 分#进 一 步 了 解 台 湾 环 境 报 告 书 的 发 展 现

状$研究所用的三种评分法分别是:++)3T[ 和 \G98企业环境

报告积分法#此三项积分法的目的是评估企业环境报告书的内容#

而不是评估企业实际环境绩效的水平$这三项积分法主要适用在制

造业#并不适合用来评估服务业或其他产业#而且仅针对书面形式

的环境报告书#其他以网站)光盘等方式公开的报告书不是评估的

对象$

目前台湾企业的环境报告书仍以介绍公司在环境绩效上的努力

为主#对企业生产造成的污染与对环境的冲击的资讯较为缺乏#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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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与利益相关方的沟通)财务资讯)第三方认证等方面内容的涉

及较少$

!"&"在我国发展环境报告书的意义

!"&"#"我国企业环境报告书的发展状况

一项针对我国企业环境报告书的问卷调查涉及了企业基本情况

与环境意识 !包括企业所属行业)性质)经营规模)成立时间及是

否获得3>TDN@@@资格认证#对可持续发展含义及3>TDN@@@认证

体系的 认 识#会 计 师 事 务 所 的 客 户 情 况)对 可 持 续 发 展 含 义 及

3>TDN@@@认证体系的认识"’环境支出与环境收入项目 及 其 环 境

处理情况 !包括环境支出项目及会计处理#环境收入项目及会计处

理"’环境报告书现状与环境信息需求 !涉及企业对环境问题的敏

感性)发生环境相关成本的情况)环境规划对财务状况的影响)环

境负债确认)环境信息披露情况)环境信息与股票价格的关系)投

资决策对潜在环境问题的考虑)环境信息的可比性)环境报告书规

范等"和环境报告书内容与报告形式 !包括环境信息利用者)环境

信息披露的方式)内容)原因)频率)环境报告审计等"四个部分

的内容$

从调查问卷的结果来看#我国企业对于环境报告书的问题总体

缺乏足够的重视$调查反馈结果#从行业分布上看#以电器电子行

业的比例最高#占K@O’其次是汽车制造行业#占?@O’有部分

行业没有回函$从 企 业 性 质 分 布 来 看#三 资 !外 资)合 资 及 合

作"企业的比例 最 高#占N@O’其 次 是 上 市 公 司#占K@O$这

表明在环境敏感性企业中#电器电子 和 汽 车 制 造 行 业 对 环 境 报 告

的重视程度较高$实行现代企业制度 的 企 业 比 较 重 视 企 业 的 环 境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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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调查的综合情况来看#已经通过3>TDN@@@环境管理体系

认证的企业占N@O#在 还 没 有 通 过3>TDN@@@环 境 管 理 体 系 认 证

的企业中#表示计划在未来K年内将提出申请通过3>TDN@@@环境

管理体系认证的企业占到AMO$

有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DFO的人士认

为可持续发展是指尽可能扩大生产能力#?DO的人士认为可持续发

展是指控制环境污染#EO的人士认为可持续发展是指控制人口增

长#MNO的人士认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是环境保护#DMO的人

士认为可持续发展是指其它内容$

有关3>TDN@@@认证的问题#调查结果显示(K@O的人士表示

知道一些#NFO的人士表示听说过#但具体内容不清楚#??O的人

士表示不知道$

上述结果表明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仅限于环境保护#对于

3>TDN@@@环境管理体系还不够了解$3>TDN@@@环境管理体系认

证在我国企业环境管理中的运用仍处于萌芽阶段$

有关编制企业环境报告书的原因问题#结果显示(企业编制环

境报告书的原因主要是政府管理机构的强制要求和树立良好的环境

公众形象$这说明#我国目前企业环境报告书存在强制型和自愿型

并存的局面#且以强制型居多 !A@O"$我国政府的有关法规规定#

企业应定期向地方各级环保部门提供 %三废&排放及处理情况#污

染物检测与治理等方面的环境统计报告$随着我国环境立法的加强

和公众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有些环境敏感型企业为了树立良好的

环保公众形象而自愿在财务报告中提供环境信息$

大部分企业对环境问题敏感$大部分企业在过去的三年里主要

是在遵循环境法规和资本支出方面发生环境支出#对于预期未来三

年内的环境支出主要是在遵循环境法规方面$这说明#我国企业的

环境支出受环境法规的影响较大$可以预见#随着我国环境立法的

不断加强和环境保护法规体系的不断完善#企业遵循环境法规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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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将日益增加$环境支出的财务影响具有长期性$

企业目前还没有建立环境会计信息系统#同时#由于没有现成

的环境会计准则可依据和对外披露环境会计信息的规定#企业在近

期内不会主动披露环境会计信息#而上市公司应当在年度报告中公

布有关环境污染)损失)保护及治理等方面的环境信息$

有关环境报告书内容的问题结果显示(被调查人士对问卷中的

环境报告书内容 *企业简介与环境方针#环境影响标准指标和实际

指标#废弃物)产品 包 装)产 品)污 染 物 排 放)再 循 环 使 用 等 信

息#财务信息 !环境支出)环境负债)环境治理准备金)环境收入

等"#环境业绩信息 !环境治 理 与 投 资)奖 励 等"+环 境 审 计 报 告

各项目均表示赞同$这说明#信息使用者不仅 需 要 了 解 企 业 经 济

活动产生的环境影响#还需要了解环 境 问 题 导 致 的 财 务 影 响 和 环

境业绩$

关于环境报告书的 方 式#有MAO的 被 调 查 人 士 认 为#企 业 应

单独编制企业环境报告书$另有N@O以上 的 被 调 查 人 士 认 为#企

业应在董事会报告或招股说明书中提供环境报告书$

上述结论表明#我国企业环境报告书的现状不利于对企业履行

环境受托责任进行社会监督#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企业的可

持续发展$我国目前面临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问题并存的局面#可

持续发展是我 国 经 济 发 展 的 战 略$随 着 我 国 可 持 续 发 展 战 略 的 实

施#针对企业制定的环境保护法规和环境标准也将日益增多#我国

企业在环境保护和环境管理方面的支出 !即环境支出"将会呈现增

长的趋势$

!"&"$"发展环境报告书在我国的意义

企业环境管理体系是指在企业内部建立的与企业其它管理体系

相整合的用以系统管理其全部环境事务的管理体系$具体内容包括

为制定)实施)实现)评审和保持环境方针所需的组织结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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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惯例)程序)过程和资源$企业的环境行为最初只向政府报

告$这是政府用 %命令,控制&方式管理环境的一个重要的环节$

但随着公众力量在环保领域的增强#企业环境行为向公众公开也逐

渐发展起来$具体的原因有以下四方面(

# 随着环境的恶化#公众环境意识的增强#公众对企 业 的 环

境行为日渐关注#要求企业将其环境行为公开’

$ 各国政府认识到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

纷纷采取措施鼓励甚至强制企业向社会公开其环境行为’

% 企业为了获得好的公众形象并与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同

时也处于社会和环境责任#逐步向社会公开部分环境行为’

& 联合国在 -二十一世纪 议 程.中 正 式 确 立 了 公 众 对 企 业 环

境行为的 %知情权&#建议企业 %每年向公众报告其环境记录及能

量和资源的使用情况&#建议 %跨国公司即使在东道国不要求的情

况下也应每年公布其有毒物质的排放情况&$

对于一个环境管理体系标准来说#有两点是非常关键的(一是

它能否使得达到这个标准的企业真正地自觉改善其环境行为#或有

多大程度的改善’二是这个标准能否被企业广泛地自愿接受$如果

不能#则标准就得不到贯彻#这样即使其在第一点做得再好#也只

能是无源之水#无水之木$

环境报告书能有效地促进标准对环境行为的改善$暴露于公众

视线下的企业环境行为越多#企业面临的压力就越大#改进其环境

行为也越显迫切$首先#除了要求企业公开环境方针#还要求其公

开环境目标和指标’其次#要求企业在环境声明中写入有害物质的

排放)现场)原料)能源)水消耗以及噪声和其他重要环境领域等

方面的数字综述#这些量化的硬性指标可帮助公众对企业环境行为

的好坏做出更明确的判断#并促使企业采取实际行动加以改进’最

后#要求环境报告书必须指出自上次报告以来企业环境行为发生的

显著变化#更加明确地对企业环境行为的改善提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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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报告书能增强标准的可接受性$目前大多数企业进行环境

管理体系认证的主要目的是获得经济上的好处#而不是出于社会)

环境责任$社会心理学家认为#当一个人对某种事物采取的立场为

公众所知时#就会有一种力量驱使他把这个立场坚持下去$知道立

场的人越多#就越难改变$企业也是如此#一旦企业把它的环境目

标公之于众后#就很难在降低或改变了$这就使得企业以后在面临

经营条件发生变化时#行动自由就受到限制#企业的经济利益就可

能受到损害$因此企业不愿公开其环境目标$当前的环境报告书还

没有统一的国际标准$致使环境报告书的可比性较差#公众不容易

通过这些格式差别很大的报告来正确比较各个企业环境行为的好

坏#因此大部分企业对环境报告书持观望态度$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环境报告书对企业环境管理体系标

准的贯彻实施有重要意义$二者的关系就像计算机软件和操作系统

意向#企业环境管理体系只是提供了一个操作平台#只有在环境报

告书的作用下#它 才 能 有 实 际 的 效 果$对 于 我 国 环 境 保 护 实 施 从

%政府命令,控制&模 式 到 %企 业 自 我 管 理,控 制&模 式 的 转 变)

从 %末端治理&到 %污染预防&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只有在充分

尊重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和不损害企业经济利益的条件下#环境报告

书才能被企业所接受#从而充分发挥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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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环境报告书的编制

""诚信是企业的无形资 产%一 个 发 展 中 的 企 业 应 该 注 重 保 持

诚信!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环境报告书的编制指南

随着编制环境报告书的实践在世界范围内逐步推广#环境报告

书编制制度的建立也提到了议事日程$过去#在信息利用者还不成

熟的情况下#企业编制环境报告书的自由度相当大#在报告书内容

的选择及信息质量方面#企业有较大的随意性$现在#信息利用者

对环境报告书的要求越来越高#对其编制制度化的要求也越来越强

烈$因此#各种形式的环境报告书编制指南开始产生#并对环境报

告书的编制进行约束$

环境报告书的编制指南#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参考型指南

参考型指南是由经济团体)专业团体)政府机构)国际组织以

及研究机构等发表的供编制环境报告书的企业作为参考的指南$其

特点是对企业 没 有 约 束 力#是 否 采 用 该 指 南#完 全 由 企 业 自 己 决

定$发表参考型指南的组织有(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G98")世

界产业环境协议会 ![L6>:")加 拿 大 注 册 会 计 师 协 会 !L3L7")

英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7LL7")意大利X99J 财团等$

DEEN年#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 机 构 制 定 的 环 境 报 告 书 编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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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在参考型指南中比较具有代表性#他们提出环境报告书的内

容包括M@个项目 !表FWD"$

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出的环境报告书编制指南项目

类"别 项""目 类"别 项""目

"管理系统

"DW 最高经营责任者的声明

"?W 环境方针

"KW 环境管理体系

"NW 经营责任

"MW 环境监察

"RW 目的和目标

"AW 法规遵守

"FW 研究开发

"EW 程序和主动权

"D@W 表彰

"DDW 验证

"D?W 报告方针

"DKW 公司状况

"财"务

"KDW 环境支出

"K?W 负债

"KKW 经济手段

"KNW 环境成本会计

"KMW 利益与机会

"KRW 慈善捐款

" 投 入)产 出)
存货

"投入(

"DNW 原材料使用

"DMW 能源消耗

"DRW 水消耗

"DAW 健康安全

"DFW 环 境 影 响 评 估 和 风 险

管理

"DEW 事故紧急对策

"?@W 土地污染复原

"?DW 生息地

"产出(

"??W 废弃物

"?KW 大气中的排放

"?NW 水中的排放

"?MW 噪声和臭氧

"?RW 输送

"产品(

"?AW 生命周期设计

"?FW 包装

"?EW 产品影响

"K@W 产品责任

" 与 信 息 利 用

者的关系

"KAW 员工

"KFW 管制当局

"KEW 投资者

"N@W 供应方

"NDW 消费者

"N?W 业界团体

"NKW 环境组织

"NNW 科学教育

"NMW 报道机构

"可持续发展

"NRW 地球环境

"NAW 地球开发

"NFW 技术合作

"NEW 全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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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型指南提出了环境报告书编制的最基本要求$但是#由于

它只是提出了关于环境报告书基本内容的一个大的框架#内容相对

比较简单#又缺乏可比较的详细指标#因此#对企业编制环境报告

书只具有参考意义#难以保证环境报告书的编写质量$

’"#"$"自主标准型指南

自主标准型指南是由产业界团体联合制定的环境报告书编制指

南#对加盟企业有一定约束力$为了保证环境报告书的编制质量#

一些产业界团体联合起来自主地建立编制环境报告书的统一标准#

并向业界企业推行$企业通过加盟#表示愿意遵守该指南的规定#

从而编制环境报告书便成为遵守该指南的义务$

自主标准型指南具代表性的有(美国的 %负有环境责任的经济

联合体&L9/9> !L’21"%"’)9)4"!’)<0)%21/0.C’)."]109-’)’<"0."#

和以北美)欧 洲 产 业 界 为 核 心 组 织 的 %环 境 报 告 书 机 构&89/3
!8B]1"-9)4"!’)<0)%21/0C’!%")#3)"%"2%"40"$

FWDW?WD! L9/9>"#

L9/9>是以DEFE年美国埃克森石油公司的油轮 %巴尔蒂斯&

号在阿拉斯加海湾发生触礁事故为起因#由美国环境团体)有社会

责任感的投 资 者)机 构 投 资 者)工 会)宗 教 团 体 等 组 成 的 非 营 利

!G8T"并非政府 !GQT"的组织$DEE?年#L9/9>提出了企业

环境原则,,,L9/9>原则$其中一项就是关于环境报告书的编制

指南$L9/9>把他 们 提 出 的 环 境 报 告 书 叫 做 L9/9>报 告 书#就

是在世界范围内首次提出的概括性的环境报告书编制格式$L9/9>
规定#所有在L9/9>原则上签名的企业#每个年度都必须按照规

定格式编制 L9/9>报告书#并规定对不履行该义务的企业进行除

名#以此来对 加 盟 企 业 进 行 约 束$到DEER年#加 盟 L9/9>的 企

业共有M?家#大部分都是小型企业$L9/9>的影响力逐渐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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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投资人和股票持有人的强烈要求下#美国企业开始积极加入

L9/9>#加盟的大企业开始增加$DEEK年财富M@@强之一的太阳

石油 公 司 以 及 QJ)珀 拉 洛 伊 德 等 大 企 业 也 都 成 了 加 盟 企 业$

L9/9>原则和L9/9>报告书已成为 衡 量 美 国 企 业 对 环 境 问 题 态

度的一个试金石$

L9/9>报告标准 共 有DK个 部 分)ED个 大 项 目#内 容 非 常 详

细$L9/9>报告的DK个部分分别是(

2W 企业概况’

]W 环境方针)组织和管理’

-W 原材料方针’

IW 对环境的排放’

0W 有害废弃物管理’

=W 能源利用’

#W 区域内的危险’

$W 紧急对策和一般的揭示’

"W 产品责任’

Ŵ 与供给者的关系’

(W 环境监察’

1W 法规管制遵守’

<W 要约$

L9/9>报告书分为标准形式 !+$0>%2)I2!IX’!<"和短文形

式 !+$0>$’!%X’!<"两种格式#并每年对格式进行修订$标准形

式适用于化学工业)利用有害物质)消耗大量资源和具有复杂生产

工艺的制造业’短文形式只能够满足于适合条件的中小企业或非制

造业使用$对短文形式的适合条件在指南中进行了规定$

FWDW?W?! 89/3"#

89/3是由北美及 欧 洲 的D@家 公 司 发 起 的#以 提 供 环 境 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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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编制框架和鼓励企业积极参与编制环境报告书的实践为目标而

建立的组织$DEEK年 89/3发 表 了 环 境 报 告 书 编 制 指 南#次 年 公

布了修订版$

89/3不像L9/9>有明确的组织体系#由它发起的企业的合作关

系比较松散$企业采用89/3的环境报告书编制指南不需要经过加盟$

89/3的环境报告书指南主要项目如下(

2W 组织概况’

]W 环境方针’

-W 环境管理’

IW 对环境的排放’

0W 资源保护’

=W 环境风险管理’

#W 环境法规遵守’

$W 产品责任’

"W 员工的认识’

Ŵ 利益相关方的参与$

从企业采用指南的动机来看#L9/9>的加盟企业多数是在社

会投资人的压力之下加盟的$相对而言#89/3则是企业作为编制

环境报告书时可以参照的标准采用的$从指南的性质来看#L9/9>
是详细规定型指南#而89/3是弹性型指南$

’"#"%"环境管理(监察型指南

环境管理&监察型指南是指环境管理&监察标准体系中的环境报

告书 指 南$目 前 已 建 立 的 国 际 性 的 环 境 管 理&监 察 标 准 体 系 有

9J7>)3>TDN@@@环境管理标准体系等$环境管理&监察型指南对

企业有实质性的约束力#从这一点看#这种环境报告书指南是介于

强制标准型和自主标准型之间的第三种类型的指南$

环境报告书之所以在?@世纪E@年代大量涌现#是与国际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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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境管理&监察标准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分不开的$其中比

较重要的有 9J7> !环境管理&监察体系"和3>TDN@@@环境管理标

准体系$9J7>是DEEK年A月成立的#并于DEEM年春开始正式实

施的#其实 施 范 围 主 要 在 欧 洲$3>TDN@@@环 境 管 理 体 系 标 准 是

DEER年国际标准化组织发表的国际性的环境管理规则$

环境管理&监察标准体系的管理&监察对象#是每一个具体的工

厂或工作场所#所以环境报告书的编制也要求以监察的具体对象进

行$其他的环境报告书编制指南没有这方面的具体规定#一般以公

司整体为单位编制环境报告书$

从目前的情况看#DEER年3>TDN@@@环境管理标准发布以来#

9J7>在欧洲仍保持 着 影 响 力#而 且 对 企 业 环 境 报 告 书 的 编 制 更

具有强制力$9J7>对 企 业 环 境 报 告 书 的 环 境 负 面 影 响 和 环 境 业

绩的数据信息有具体的要求#并且规定按照 9J7>的环境报告书

标准来编制环境报告书是取得 9J7>认证的条件之一$

9J7>规定环境报告书应包括的项目有(

2W 对该工作场所业务活动的记述’

]W 对与业务活动有关的所有重要环境问题的评价’

-W 有关污染 物 排 放)废 弃 物 产 生)原 材 料/能 源/水 资 源 的 消

耗)噪声以及其他重要环境问题的数据概要’

IW 与环境业绩有关的其他因素’

0W 适用于该工作场所的企业环境方针)规划和管理体系’

=W 每次环境报告书编制的期间’

#W 注册环境验证认证的名称$

相对来说#3>TDN@@@环境管理标准体系在披露有关环境业绩

的详细信息方面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因此#现在发行的3>TDN@@@
环境管理标准体系#没有对环境报告书的编制做出说明和规定#但

是鼓励企业把环境信息向外界进行披露$

3>TDN@@N在 %实 践 手 册&中 列 举 的 环 境 报 告 书 应 包 括 的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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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有(

2W 环境方针)目的及目标’

]W 环境管理体系 !包括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和员工的理解"’

-W 环境绩效评估 !包括废弃物 排 放)节 约 能 源)遵 守 法 律 法

规)产品管理及风险"’

IW 改善的机会’

0W 用语汇集等辅助信息’

=W 对报告内容的独立验证$

3>TDN@@@环境管理标准体系环境报告书的编制#并不是取得

3>TDN@@@认证必须具备的条件$有关环境报告书的部分只做了一

般性的论述#没有像 9J7>那样提出明确的数据信息要求$但从

今后的 发 展 来 看#是 否 对 环 境 业 绩 进 行 评 估 并 向 外 界 公 布#是

3>TDN@@@环境管理标准体系需要研究并解决的一个问题$

’"#"&"法规管制型指南

法规管制型指南是指以法律的强制性为基础的环境报告书编制

及信息披露要求$从严格意义上说#法律法规所要求的环境信息披

露不属于环境报告书指南的范围#而是企业应履行的法律责任$

对企业环境报告书赋予法律责任可采取两种方式(一是规定企

业有将特定的环境因素向政府报告的义务’二是规定企业有将特定

的环境因素向社会公众披露的义务$

’"#")"可持续报告书指南

最近几年#环境报告书编制指南又有了新的发展#就是从以披

露环境信息为主的环境报告书#向容纳社会)经济)环境三方面内

容的社会)经济)环境协调统一的环境报告书的方向发展#并制定

各国统一的环境标准的环境报告书编制指南$

DEEA年#在L9/9>的倡导下#有世界各地的企业)非政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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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 !GQT")经营顾问)注册会计师团体)经营者团体)大学和其

他利益相关方#共同创立了 %全球报告促进会&Q/3!Q1’]21/0C’!&

%")#3)"%"2%"40"#并于DEEE年K月 公 布 了 Q/3的 可 持 续 报 告 指 南

-可持续报告指南公示草案(一般性的解释及引导测试.!>B.%2")&

2]"1"%5/0C’!%")#QB"I01")0.9,C’.B!0:!2=%=’!8B]1"-L’<<0)%

2)I8"1’%+0.%")#"$

Q/3指南公示 草 案#要 求 追 求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企 业#不 但 要 负

起保护环境的责任#也要在社会)经济方面做出相应的努力#并要

按照国际统一的标准#对上述三个方面的投资和业绩履行向社会公

众进行说明的义务$Q/3希望 Q/3指南公示草案能够在企业编制

环境报告书时#作为全世界企业通用的指南#发挥有效的作用$

为了使 Q/3的可持续报告指南最终能够成为国际统 一 的 环 境

报告标准#Q/3指 南 公 示 草 案 不 仅 内 容 上 比 其 他 各 种 环 境 报 告 书

指南更为完善和充实#在编制技术和编制环境报告书应遵循的基本

准则和基本前 提 方 面#也 按 照 财 务 会 计 报 告 书 当 前 已 经 达 到 的 水

平#做出了更为严格的规范性要求$

Q/3指南公示草 案 与 其 他 各 类 环 境 报 告 书 指 南 相 比#有 以 下

几个特点$

!D"提出了明确的目标

Q/3指南公示草 案 的 最 终 目 标 是 成 为 适 用 于 各 类 企 业 的)全

球统一的环境报告书编制标准#并综合反映企业可持续发展方向的

投入和业绩$Q/3指南公示草案提出了两个要实现的具体目标(

# 使世界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在可比较性)可 监 察 性

和公正)妥当)符合实务惯例等方面能够提高到与财务报告一样的

水平#并实现同样程度的惯例化’

$ 建立统一)适合与所有企业的核心计量方法及符合各行业

特点的计量方法并进行推广和普及$要求这些计量方法能够反映环

境)经济)社会三方面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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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指南公示草 案 要 求 编 制 可 持 续 报 告 的 企 业 的 经 营 活 动 要

以环境)社会)经济三方面的协调统一和综合发展为目标#并在报

告书中对企 业 在 这 三 个 方 面 的 投 入 和 取 得 的 业 绩 进 行 说 明$Q/3
指南公示草案认为#企业的可持续性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 环境方面(企业生产过程)产品和服务给环境带来的影响#

包括对空气)水)土壤)自然资源)食物)动物)人类健康的影响$

$ 社会方面(企业对社会问题的态度#如对 少 数 民 族)妇 女

的待遇)所有地区和国家及世界的公共政策形成的参与程度)童工

及工会问题的态度$

% 经济方面(企业的经济效益#包括企业的财务业绩)产品及

服务的需求形成)付给员工的报酬)对所在地区的贡献及采购计划$

!?"提出了编制可持续报告的技术要求

Q/3指南公示 草 案 提 出 的 %一 般 性 的 注 意 事 项&主 要 讲 述 了

企业在编制可持续报告时应该注意的一些技术性问题$

# 除了目标期的数据外#还要报告报告期及此前两个时期的

数据$

$ 在标准化方面#要求企业使用标准化系数进行数据标准化#

并从原始资料和标准化资料两个方面进行报告$

% 要对编制中所使用的质量)数量)能源及货币的换 算 标 准

进行报告$

& 要对资料汇编时适用的计算精度或计量方法的相关规定进

行报告$此外#还要对确定报告内容时所依据的重要原则的适用方

法进行报告$

’ 对合资企业业务及特有部分股票的子公司业务)租赁设备)

外部委托业务以及对时期可比性及企业间可比性带来的重大影响情

况#要对适用的报告的标准进行报告$

!K"提出编制可持续报告的基本原则

环境报告书 的 基 本 原 则#对 确 保 环 境 报 告 书 的 有 用 性)可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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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可验证性是 非 常 重 要 的$Q/3指 南 公 示 草 案 要 求 可 持 续 报 告

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必须与已经确立并被广泛接受的通用的外部报

告原则结合起来#并在多个报告期中连续采用#以提高报告书透明

度和可信性$

Q/3指南公示草 案 的 基 本 原 则#基 本 上 遵 循 了 欧 洲 注 册 会 计

师联盟 !X99"的特别工作组发表的 -环境报告(面向一般公认的

框 架.!+’*2!I.2Q0)0!21157--0C%0IX!2<0*’!(=’!9)4"!’)&

<0)%21/0C’!%")#"中提出的基本原则#很多方面参照了财务报告

的基本原则$

!N"指南草案的公布体系

Q/3指南公示草 案 的 目 标 是 要 求 所 有 的 企 业 都 使 用 统 一 的 格

式编制环境报告书#因此对应公布的主要项目做出了规定$这样既

有利于帮助信息利用者理解信息内容#也便于企业与企业之间进行

信息比较$

Q/3指南公示草案共分为九个部分(

2W 最高经营责任者 !L9T"的序言’

]W 主要指标’

-W 报告主体概况’

IW 方针)组织体系)管理体系’

0W 与利益相关方的关系’

=W 管理业绩’

#W 操作业绩’

$W 产品业绩’

"W 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概述$

为了便于企业能够在不同期间或不同企业间进行业绩的比较#

Q/3指南公示草案 要 求 企 业 编 制 的 环 境 报 告 书 的 项 目 与 指 南 公 示

草案的项目顺序一致$但对项目内的信息记载顺序及对各信息要素

的强调#各行业和各企业可以有所不同#可根据行业和企业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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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侧重$

!M"与利益相关方的伙伴关系

Q/3指南公示草案重视企业与利益相关方的伙伴关系$要求可

持续报告书能够提供合乎利益相关方需要的和他们所关心的)具有

较高可信性的信息#目的是促进企业与利益相关方的对话与交流$

Q/3指南公示草 案 提 供 了 企 业 与 内 部 和 外 部 的 利 益 相 关 方 进

行有效对话的基本框架$可持续报告书的利用者可以在以下几个方

面#通过指南的指导更好地理解报告的信息$

2W 报告的内容和原因$反映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各 个 方 面 以 及

可持续报告所提供的各个信息和业绩指标的关系$

]W 从基础资料到业绩信息的编制)汇集方法$

-W 所有报告信息的计算精度)范围及可信性有关的问题$

随着采用 Q/3指南公示草案来编制环境报告书的企业的增加#

利益相关方可以通过对行业内)行业间及国家间的企业业绩进行比

较#增强推动企业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持续进步的能力$

!R"业绩报告要素的层次

为了在可持续 报 告 中 系 统 地 揭 示 相 关 信 息#Q/3指 南 公 示 草

案采用了以下的层次结构$

2W 领域#即利益相关方所关心事项的大的分类$

]W 方面#即与报告的信息有关的具体事项$

-W 指标#即与报告期间中的业绩有关的正确 !通常是定量的"

尺度$

DEEE年末#Q/3发布了可持续报告指 南 -可 持 续 报 告 指 南 公

示草案(一般性的解释及引导测试.#从此开始了该指南草案的试

行测试阶段$在试行测试期间#指南草案在世界上的适用范围逐渐

扩大#许多企业及利益相关方参与了指南草案的试行测试和指南草

案的修正$?@@@年N月#Q/3根据收到的信息对 指 南 草 案 进 行 了

修订和再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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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Q/3正在对验 证 制 度)南 北 问 题)中 小 企 业 问 题 以 及

各个行业的可持续报告应包括的报告内容等一系列重大领域中的问

题进一步深入展开研究工作$

’"$"环境报告书的基本内容

’"$"#"最高经营责任者 !*+,"的序言

环境报告书的开头部分#是企业 !报告主体"的最高经营责任

者 !L9T"或 者 相 当 于 此 职 位 的 人 员 所 做 的 环 境 报 告 书 的 序 言$

在序言中#要对环境报告书的要点进行概述#并明确表示企业对可

持续发展的态度$

从环境报告书的这部分内容来看#各个企业的最高经营责任者

!L9T"序言一般没有太大的差别#都是表明企业推行可持续发展

战略的决心和积极推动环境保护活动的姿态$在最初阶段#环境报

告书的这部分内容大多只是抽象的论述#但是近来在一些先进企业

的环境报告书中#这部分的内容越来越充实和具体$一些比较好的

环境报告书在这部分详细地报告了企业在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方

面所采取的具体行动#并通过这些具体行为来证实企业在可持续发

展和环境报告方面的真诚态度$

对企业的利益相关方来说#他们关心的是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造成了多大程度的环境影响#带来了多大风险#企业对这些问题如

何处理#结果如何$因此最高经营责任者在编写序言时要想到利益

相关方实际上希望就上述问题具体了解经营者的看法#而不希望企

业仅仅进行理念上的说明$对最高经营责任者的序言来说#最重要

的是要有开诚布公的态度#勇于对企业情况进行全面的说明$如果

最高经营责任者以保密为由#不披露消极的信息#则问题存在时反

而会被利益相关方看作是不诚实的表现$只有对企业的情况进行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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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两个方面的全面介绍#才能得到利益相关方对企业成功的认可#

并对企业暂时的失败采取宽容的态度$

’"$"$"报告主体 !组织"概况

这部分是对报告主体及报告书的范围进行的概述$这是为信息

利用者理解环境报告书内容的信息以及对信息进行评价而提供的一

些企业背景资料$

报告主体概况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 企业及其他报告主体名称$

$ 主要产品及服务$

% 所有形式)法律形式)上市情况$

& 市场及顾客对象的种类 !如零售)批发)政府"$

’ 主要行业及对经营者团体的加盟情况$

( 与报告有关的问讯处$

) 有关业务及产品的环境)社会)经济方面的主要事项和影响$

* 财务信息$

+ 与企业 业 务 活 动 有 关 的 其 他 有 关 信 息#包 括(员 工 人 数)

产品 !质量/金额/数量")场地总面积)其他$报告书中如果有对

原始资料进行标准化所使用的换算标准也要进行披露$

, 报告书的范围 !国 家)产 品/服 务)部 门/作 业 场 所)合 资

公司/子公司"$

-./ 对F)E项进行修订#使之能够符合D@项所要求的 报 告 书

范围$

-.0 所提供信息的报告期间$

-.1 如果以前进行过环境报告书的编制#其中事件最近的报告

书的发布日期$

-.2 报告期间发生的企业规模)企业结构)所有形式)产品/服

务的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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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环境)社会)经济业绩及与此相同的业绩信息和一 般 性 的

报告书的可能性#取得报告书的方法$

对报告主体的概述#表明了环境报告书所反映的企业的具体业

务场所和报告期间#并向信息利用者提供了报告主体的基本信息$

企业的财务信息及企业各级经营活动的信息#对信息利用者把

握企业规模)业务活动情况#继而推断企业业务活动中可能产生的

环境影响#起到了重要作用$企业经营活动带来的结果#既有产品

及服务的正面社会贡献#也有环境的负面影响产生$

这部分内容应精简扼要)主题明确#同时充分列述各方面的信

息#为其后有关环境方针)组织体系及环境管理)指标等内容做充

分的背景介绍$

’"$"%"环境方针#组织体系#管理体系

这部分是对报告主体制定的可持续发展方针以及为实现可持续

发展方针而建立的组织体系及经营程序的情况进行的说明$

方针)组织体系)管理系统的主要内容有以下一些$

# 对企业的使命及意义的表态以及对经济)社会)环 境 方 针

的表态#发布时间及国名$

$ 与经济)社会)环境或相同事项 有 关 的 宪 章)指 南#或 加

入自发组织机构的情况#发布日期及国名$

% 为了实施和监督经济)社会)环境以及与此相关的 方 针 而

建立的组织体系及其职务权限和义务 !如董事)上级管理部门)专

职人员)业务人员)委员会及审议会"$

& 与社会)环境业绩有关的管理体系 !如3>TDN@@D)9J7>"$

对员工实施定 向 或 提 高 思 想 意 识 的 培 训 计 划)环 境 审 查 及 审 查 报

告)环境风险评估)环境会计)绩效评估)组织内部交流)经营者

的业绩和报酬等$

’ 与经济)社 会)环 境 或 相 同 事 项 的 外 部 机 构 !如 9J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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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DN@@D)>7F@@@"的认证情况及日期$

( 与供给方和供给链 !包括外部委托"有关的管理$供给方

的选择标准)培训)检验及其他手续或业务惯例$

环境基本方 针 !行 为 指 南"是 所 有 的 环 境 报 告 书 都 应 有 的 内

容$一般来看#大多数企业在这里也对企业环境保护理念进行了说

明$环境报告理念是表明企业对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态度#大都比较

简洁$内容一般是表明企业 %认识到保护地球环境是全世界共同的

重要课题#为了建立可持续社会)企业业务活动的所有方向都要体

现环境保护的精神&$环境基本方针 !行为指南"是为了实现环境

保护理念而制定的行为指导原则#是企业全体或整个公司集团的方

针#是比较抽象的$为了覆盖面比较全#大多数企业都在这里罗列

了环境基本方针 !行为指南"的各个项目#使信息利用者比较容易

理解$环境保护投入既是企业全体的重要问题#也是地域特征很强

的问题#因而必须对公司的每个业务场所都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为了实现环境基本方针 !行为指南"企业还应提出贯彻的环境目标

和实现目标的行动计划$环境保护投入不可能在短期见效#因此不

能只设定一个年度的减少环境污染的目标#而需设定长远目标$

大多数企业都设立了对企业内的环境保护活动进行总体管理的

环境部门#作为对 公 司 集 团 的 环 境 保 护 对 策 进 行 审 议 或 决 策 的 机

构$此外#有些企业针对环境保护的各个具体投入#相应地设立了

产品环境管理部门)生产环境管理部门)资源再循环管理部门等下

属机构#并对各个部门进行详细的说明$

环境管理体系是以 8:L7 循 环 来 促 进 持 续 性 的 环 境 改 善 的 管

理体系$通过环境管理体系的建立#能够对企业的环境影响进行定

量地把握#确保环境报告书所披露信息的可信性$从环境报告书中

可以看出#大多数企业都按照3>TDN@@D国际环境管理标准体系的

要求#建立了取得认证所必需的环境管理体系$此外#许多企业还

公布了各业务场所已经取得认证的情况)未取得认证场所取得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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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定时间和取得认证的目标$

为了采购有利于环境的材料和物资#有些企业制定了绿色采购

指南#并对材料供应方提出了对企业的绿色采购进行配合的要求$

供应方满足企业绿色采购的要求#就是对企业取得3>TDN@@D国际

环境管理标准认证的支持$

一些在世界各国有许多分公司的集团公司#需注意与所在国家

和地方政府)企业或民间团体开展环境保护方面的合作#如参与当

地的水资源节约)污水处理)植树造林等活动$

’"$"&"与利益相关方的关系

这部分是对于企业内部及外部的利益相关方进行协商的情况说

明$主要内容包括(

# 企业的主要利益相关方 !如员工)投资方)供应方)顾客)

当地政府)公益团体)非政府组织"的选择标准)定义及特征’

$ 与利益相关方进行协商的方式方法’

% 通过协商得到的相关信息’

& 协商所得信息的利用 !如作为业绩标准或指标"#是否适用

于本报告’

’ 加强与利益相关方进行协商的计划$

近年来#企业所在地区居民对企业业务发展带来的环境影响越

来越敏感#因此企业有必要向他们披露企业环境保护活动所取得的

成绩和企业在环境方面的目标$为了使企业与利益相关方之间形成

相互信赖的关系#有必要在环境报告书中提供反映企业为降低环境

负面影响进行努力的姿态及取得的相关业绩信息$这对消除利益相

关方的不安是很重要的$

’"$")"环境管理业绩

这部分反映与企业遵守环境管理法律法规以及遵守报告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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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可持续发展方针及准则有关的情况及业绩指标$主要内容有(

# 遵守法律)条约及承担其他责任的情况’

$ 遵守内部方针及准则的情况’

% 外部对企业的看法及外部活动参与情况’

& 供应方’

’ 补充内容$

对管理业绩来说#特别重要的是对积极信息和消极信息进行全

面的记载和说明$企业应从环境报告书的正确性)明了性出发#进

行公正的信息披露$

’"$"-"环境操作业绩

这部分是通过反映环境操作业绩的指标#对报告主体在可持续

性主要方面的相关业绩进行的说明$主要内容如下$

!D"职业健康和安全

!?"环境业绩

# 能源及资源的使用 !电力)燃 料)原 材 料)水)土 地 等 能

源的消耗"’

$ 废弃物的处理)再循环及有关的目标计划和完成情况$

!K"社会及经济指标

!N"补充指标

操作业绩是环境报告书的核心内容#企业在这部分要向信息利

用者表明自己的环境保护活动成果$

在表明业绩时#企业的环境目标不同#在环境报告书中使用的

指标也多种多样$但如果业绩指标过于富有独创性#信息利用者不

熟悉#就不能对业绩进行正确的评价$此外#使用独创性指标的报

告书#也不能进行企业间的业绩比较#就会大大降低业绩表明的意

义$因此#企业应使用一般通用的指标来公布业绩$反映业绩的数

字单独看是没有意义的#在比较中才能体现价值$通常业界习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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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业界自己的相关指标$如果某项指标很重要#在环境报告书中进

行公布时#有必要对该指标附加说明$

’"$"!"产品业绩

这部分是通过反映报告主体在产品业绩方面的指标#对报告主

体在可持续性主要方面的相关业绩进行的说明$

# 产品及服务在生命周期中带来的对环境)社会)经 济 方 面

的主要影响$

$ 为对企业提供的新产品/服务)原 有 产 品/服 务 的 使 用 在 生

命周期中产生的环境影响#确定评估义务而进行的正式书面承诺以

及对承诺进行监督的适当手段$

% 为防止产品及服务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或者将其减少到

最小程度而建立的规划或实施方法$

& 为减少产 品/服 务 在 生 命 周 期 中 产 生 的 负 面 影 响 而 给 予 产

品/服务设计者的支持$

’ 与企业的产品业绩的核心内容相关的补充指标$

产品及服务带来的环境影响#是对企业经营活动的环境方面进

行评估不可缺少的内容$对产品及服务在生命周期中对环境)社会)

经济方面产生的影响进行综合评估的方法被称为生命周期评估$生

命周期评估也同环境报告书一样#正处在国际标准化方面的研究中$

’"$"’"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概述

这部分是企业对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贯彻可持续发展方针#协调

好环境)社会)经济三方面关系的总括性说明$

概述是对报告主体为了把可持续性纳入决策及业绩评估所进行

的努力和取得成果进行的综合论述$关于可持续性的概述#是对企

业继续推动事业走向成功和争取未来事业的发展而面临的问题及解决

问题的对策措施进行说明#也就是对企业未来发展计划进行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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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环境)社会)经济这三个方面#对企业的决策过程及根据当前已取

得的业绩制定的企业未来发展计划#进行便于信息利用者理解的说明$
环境方 面 有 生 产 过 程)产 品 及 服 务 带 来 的 影 响#包 括 大 气)

水)土壤)自然资源)植物)动物)人类健康等方面$
社会方面有对少数民族及女性的态度)地区/各国/世界的共同

政策形成的参与#童工)工会问题等内容$
经济方面包括财务业绩)产品及服务的需求形成)员工报酬)

对所在地区社会的贡献$

’"%"环境报告书的编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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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针对我国环境管理发展的政策研究

""今天的成功取决于对 事 业 的 不 断 开 拓!而 不 是 对 过 去 的 留

恋和欣赏"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出了严

峻的挑战"首当其冲的就是遭遇 #环境壁垒$"在应对 环 境 问 题 的

各项战略%策略中!企业环境管理 和 环 境 报 告 书 制 度 建 设!至 今

没有引起 高 度 重 视"研 究 和 应 用 企 业 环 境 报 告 书 制 度 显 得 极 为

迫切"

我国企业建立环境报告书制度的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有的企

业有了环境报告的萌芽!如排污申报登记!通过新闻媒体传递获得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信息!在产品包装上标出绿色产品

标志或对环境负责的态度等"少数上市公司在披露信息时涉及到环

境情况!但并无统一规定!也无具体标准"个别外资企业或中外合

资企业已经建立了较正规的环境报告书制度"

!"#"环境报告书制度在实践中的特点

企业环境报告书制度作为企业管理和经营的一项创新!从个别

企业的试行发展到成为多数国际化企业的潮流!时间尚短!很多理

论和实践方面的问题还有待研究"综观近几年来发达国家实行企业

环境报告制度的实践!有以下几个特点值得我们重视"

一是各国政府关注企业环境报告制度!并在建立企业环境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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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不干预企业的日常经

营活动!但是对企业发展中关系国民经济全局性问题%关系国家竞

争力问题%关系公民人权包括健康权方面的问题!政府就会行使宏

观调控权"

二是社会各个 方 面 重 视 对 企 业 环 境 报 告 书 工 作 进 行 研 究 和 监

督"在发达国家!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是各界

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企业环境报告书也成为社会各界研究和监督

的一个重要内 容"从 联 合 国 到 各 国 民 间 组 织!都 建 立 有 专 门 的 机

构!研究企业环境报告书制度"

三是跨国企业积极实施环境报告书制度!通过环境报告工作提

高企业环境素质"

四是企业环境报告的做法正在向公共组织辐射!并且形成相互

促进的新格局"作为社会社区的组成部分!公共组织也与环境发生

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国外很多公共组织也建立了自己的环境报告

制度"

!"$"我国建立环境报告书制度的设想

随着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进一步实施!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

将从高能耗%高污染的增长模式转向低能耗%少污染的增长模式"

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必将引起产业结构的大规模调整!高能耗%高

污染的传 统 产 业 将 被 大 幅 度 压 缩!低 能 耗!少 污 染 的 环 保 产 业%

#资源节约型$和 #环境友好型$产业将得到大力发展"同时!政

府的环境法规和环境管理标准也将更加严厉"在这种情况下!我国

企业必须重视产品和服务的环境影响和环境质量对企业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性!企业的发展战略将以 #效益优先$%#资源节约$%#环境

友好$为向导"环境信息成为企业持续经营%业绩评价和投资决策

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信息"

环境绩效评估与环境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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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政府宏观管理职能!指导企业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和

环境报告书框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政府的管理职能主要是经济

调节%规范市场%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与政府职能的联

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直接投入!致力于生态建设!提供好

的生态环境这个最大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二是政府通过调控企

业行为!使之有利于环境优化"政府主管部门应明确对环境问题的

界定!尤其是对企业关于环境管理责任的认定"

政府要为企业环境报告书划定边界!明确什么性质的问题属于

企业环境管理问题!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改变这些指标"我国地

域辽阔!各地区发展程度各不相同!地理情况也很不同!环境方面

所产生的问题自然也是千差万别!当务之急就是明确企业应予关注

的环境问题的范围以及进行企业环境管理的责任划分"

在保留现行向政府环保部门送报环境报告制度的基础上!我国

企业环境报告书应作为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一个组成部分!随年度

财务报告一并呈报"同时!我国应尽快建立一个全国性企业环境报

告数据库!通过互联网公布企业环境报告!加大企业环境信息报告

的透明度"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由国家环保总局定期根据环

境法律法规标准确定重点污染企业名单"有关部门根据这些企业名

单监督有关上市公司进行环境信息披露"对于没有在财务报告中披

露环境 信 息 的 企 业!有 关 部 门 应 制 定 相 关 规 章 对 其 进 行 必 要 的

处罚"

!"$"$"推广%&’#())#系列环境国际标准

首先就要立足于全方位创新企业环境管理和环境报告书制度!

其中的关键就是把引进环境管理国际标准和我国的国情结合起来!

建立中国企业的环境报告制度"!"#$%&&$系列环境国际标准为企

第九章"针对我国环境管理发展的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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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环境管理明确了具体指标"我国虽然已经引进了这一标准!但是

尚不普及"应该在企业普遍实行这一标准管理"

!"$"*"提高企业认识!把建立环境报告书制度作为提升国际市

场竞争力的重要措施加以重视

企业要走出 #环境保护是赔本买卖$的认识误区"生态正在成

为第一竞争力"企业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不仅为企业产品进入国

际市场打开 绿 色 通 道!使 企 业 获 得 直 接 的%近 期 的 经 济 回 报!而

且还由于企业环境优化!在社会中树立企业 良 好 的 公 众 形 象!有

利于提高企业和产品的知名度!延长产品的 生 命 周 期!进 而 提 高

企业长期的经济效益"这样!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 益 将 形 成 一 个 良

性循环"

!"$"("建立中国的环境会计和审计制度

我国现行会计制度中!还未建立与环保费用配套的会计核算体

系!仅在企业 #管理费用$科目中设置了 #排污费$和 #绿化费$

项目予以披露!前者指企业按规定缴纳的排污费用!后者指企业对

厂区进行绿化发生的费用"目前我国企业对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远

远不能满足所有利益相关方的要求!如何全面准确地向公众报告企

业环境信息!是环境会计工作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同时!要加强

企业环境审计工作!我国的会计师事务所要在审核企业环境信息披

露方面发挥监督作用"企业环境报告书质量的可验证性要求由独立

的第三方进行审计"对于企业环境报告书而言!环境审计是一种对

企业提供的环境报告书的真实性进行验证%核实和评价!并将评价

的结果以审计报告的形式传递给利益相关方的过程"环境报告书审

计的作用在于提供公正!将环境审计报告纳入到企业环境报告书中

有助于确保信息的质量!使环境利益相关方获得可靠的信息!有利

于他们对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情况的了解和监督"

环境绩效评估与环境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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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积极支持企业环境报告书制度的建

立和完善

我国的媒体大多是公共部门%事业单位!更应该关注环境公益

事业"对大型企业编制的环境报告书作为新闻加以宣传!广告宣传

企业环境报告书应酌情减收广告费"社会各界都关心和支持企业环

境报告书制度!形成全社会重视环境保护的氛围"

!"$","加强企业环境管理理论研究

从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企业管理学%环境学%生态学等

多学科%多角度!深入研究企业环境管理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企

业建立环境报告书制度提供科学指导"

!"*"环境报告书的第三方验证和表彰制度

!"*"#"环境报告书的第三方验证

’(!对环境报告 书 的 第 三 方 验 证 提 出 了 见 解 和 提 议"’(!表

示!如果环境报告书以 ’(!的指南为标准进行编制!并 有 独 立 的

第三方机构来保证其信息的可信性!那么环境报告书对信息利用者

来说就可视 为 有 用 的 信 息"此 外!’(!还 向 企 业 提 出 建 议’考 虑

到由企业独立编制环境报告书常有局限性!企业应积极主动地争取

由独立的第三方机构来对环境报告书进行评价和验证"

鉴于目前还没有形成被世界各国广泛接受的环境报告书的评价

及验证标准!’(!提 出 在 进 行 环 境 报 告 书 的 评 价 和 验 证 时!应 注

意以下重要事项’

! 要说明评价(验证的范围和目的!要表明验证报告书 )意见

书*对各个资料的保证程度&

第九章"针对我国环境管理发展的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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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确定验证报告书 )意见书*的目的时!要说明其中来自

利益相关方的意向的内容&

# 独立专家采用的程序以及独立专家的资格和相关的专门知识&

$ 独立实施作业时遵从的专门标准&

% 适用于 ’(!可持续性报告指南的范围"

除上述几点外!还必须对独立专家提供的第三方意见的形式%

文字以及提出时间进行研究和确定"

在环境报告书中附加有审查机构出的 #第三方意见书$作为对

环境报告书真实性的证明"

!"*"$"环境报告书的表彰制度

无论是哪种类型的环境报告书指南!都只对环境报告书应包括

的内容做出了规定"对于环境报告书的编制质量!并不在环境报告

书的控制范围之内"而对环境报告书的编制质量产生重大影响!则

是环境报告书的表彰制度"

环境报告书的表彰一般以评选的形式进行"首先由专家按一定

标准对参评企业的环境报告书进行审查!然后评出受奖企业并给予

鼓励"这个奖项的存在!能够促进企业不断改进环境报告书的编制

实务!同时!通过评奖所显示出来的审查标准和评估过程的讲评和

专家见解!能够为环境报告书的信息利用者分析和认识环境报告书

起到引导作用!获得优秀奖的环境报告书也能够成为其他企业编制

环境报告书的参照标准"由于环境报告书不像财务报告那样容易收集

和了解信息利用者的反应!所以建立环境报告书表彰制度也是希望通

过环境报告书的评比活动!正确把握信息利用者对环境报告书的反应"

建立环境报告书表彰制度的目的是使信息利用者对环境报告书

进行评价的程序正规化"通过评比向企业进行信息反馈!使企业环

境报告书的编制质量和信息利用者的分析水平相互促进!共同提高"

环境绩效评估与环境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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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指标

)$世纪议程

的章节
驱动力指标 状 态 指 标 响 应 指 标

"类别’社会

"第 * 章’消

除贫困

"失业率 "按人头计算的贫困指数

"贫困差距指数

"收入不平等的基尼指数

")’+,++,-./*
"平均女性工资对男性

"工资的比率

"第 0 章’人

口动力学和可

持续性

"人口增长率

"净移民率

"总生育率

"人口密度

"第*1章’加

强 教 育%公 共

意识和培训

"学龄人口变化率

"初等学校注册率

")总值和净值*
"中等学校注册率

")总值和净值*
"成人识字率

"完成0级等教育的儿童预

期在校时间

"男女入校注册率之差

"劳动力中每百名男性所对

应的女性数

"’23 中 的 教 育

支出

"第 1 章’保

护和加强人类

健康

"基 本 的 卫 生 设 施’有 适 当

处理设施的人口比率

"在家中或通过可行手段获

取安全饮用水的人口比率

"出生时的预期寿命

"适当的出生重量

"婴儿死亡率

"产妇死亡率

"儿童营养状况

" 儿 童 传 染 病 的

防疫

"避孕的普遍性

"食品中 监 测 出 的

潜在危险 化 学 品 的

比例

"用于地 方 保 健 的

国家保健支出

"’23 中 的 国 家

保健总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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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世纪议程

的章节
驱动力指标 状 态 指 标 响 应 指 标

"第 4 章’加

强可持续的人

类聚居发展

"城市人口增长率

"机动车交通中矿物燃

料的人均消费

"自然灾害造成的人力

损失和经济损失

"城市人口的百分比

"城市中正式住户和非正式

住户的面积和人口

"人均住房面积

"住房价格和收入比率

" 人 均 基 础 设 施

支出

"类别’经济

"第 ) 章’加

速各国可持续

发展的国际合

作和相关国内

政策

"人均 ’53

" 净 投 资 占 ’23 的

份额

" 进 出 口 总 额 占 ’23
的百分比

"针对环境进行过调整的国

内生产净值

"总 出 口 商 品 中 的 制 成 品

份额

"第 % 章’改

变消费模式

"每年的能源消费

"自然资源密集型工业

在 制 造 业 附 加 值 中 的

份额

"矿产探明储量

"矿物燃料能源的探明储量

"探明能源储量的使用期限

"材料的利用强度

"’53 中 制 造 业 附 加 值 的

份额

"可 再 生 能 源 消 费 所 占 的

份额

"第**章’财

政资源与机制

"资源净转移(’23

"提供或得到的 #56

" 总 额 占 ’23 的 百

分比

"债务(’23

"还本付息(出口

"’23 中 环 保 支

出的百分比

"新的或 额 外 的 可

持续发展基金

"第*%章’有

利于环境技术

的 转 让!合 作

和能力建设

"外国直接投资 "有利于环境的产品进口的

份额

"技术合作贷款

"类别’环境

"第$7章’保

护 清 洁 水 资

源 的 质 量 与

供应

"每年抽取的地下水和

地表水水量

"水的人均家庭消费

"地下水储量

"淡水中的大肠杆菌浓度

"水体中的生化需氧量

" 污 水 处 理 的 覆

盖率

"水力管网的密度

环境绩效评估与环境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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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世纪议程

的章节
驱动力指标 状 态 指 标 响 应 指 标

"第$4章’海

洋%各 类 海 域

和沿海地区的

保护

"沿海地区的人口增长

"排放到沿海水体中的

石油

"排放到沿海水体中的

氮和磷

"渔业的最大持续产量

"藻类指数

"第$&章’土

地资源的综合

规 划 和 管 理

方法

"土地使用的变化 "土地情况的变化 "分权的 地 方 一 级

的自然资源管理

"" 亚太经社理事会指标

关注的问题

)+889.:;<:,<.=,*
驱动力指标 状态指标 响应指标 备"注

"环境’污染削减%预防和控制以及环境质量的提高

"$>$"空气质量

""#! 和 2#!

的排放量)?*
"致酸物质指数

#@$
"臭氧层耗竭物

质)?*

" 城 市 地 区 的

"#)%A#%2#!%
#* 和 B"3 的 周

围浓度)"*!

"酸沉降的浓度

#CD 值%"#)%
2#)$#@$

"削减空气污染

的费用)?*"

""#! 和 2#!

排放量的削减

"安装催化转化

器的汽车加速装

置的百分比

" 固 定 源 中

"#!%2#! 削 减

设备的容量

" E2F53A"5
列 表 中 有 充 足

的 可 能 指 标 可

供选用

"没 有 什 么 短

期数据可得

"可 能 应 用 替

代性数 据!如 汽

车数量)参 见 城

市环境 问 题*或

工业发展

"$>)"水质

水的可得性

"每年抽取的地

下水和地表水占

可得水的百分比

)?*
"水的人均家庭

消费量)?*
"水资源的使用

强度

" 地 下 水 储 量

)"*
" 缺 水 的 频 率%
持续时间和程序

"能够取得饮用

水的家庭数)"*
"水价以及用户

支付的废水处理

费用占成本的百

分比

" E2F53A"5
列 表 中 有 足 够

的 可 能 指 标 可

供选用

"短 期 数 据

可得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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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关注的问题

)+889.:;<:,<.=,*
驱动力指标 状态指标 响应指标 备"注

"水质

"排放到淡水水

体 中 的 工 业(市

政废水)"*

" 水 体 中 的

G#5 和 A#5
)?("*"

" 淡 水 水 体 中

铅%镉%汞以及杀

虫剂的浓度)?*

"淡水水体中粪

大肠杆菌的浓度

)?*

"淡水水体的酸

化)CD 值*)?*

"水体超过潜在

酸度临界负荷的

程度#@$

"藻类指数)?*

"废 水 处 理)服

务 人 口 的 百 分

比!总 量 以 及 按

处 理 类 型 分 类*
)"*

" E2F53A"5
列 表 中 有 足 够

的 可 能 指 标 可

供选用

"短 期 数 据 几

乎不可得

"指 标 同 样 适

用于#湿 地 和 湖

泊$的问题

"$>*" 有 毒 化 学

品和危险废物

" 化 肥 的 使 用

)"*

"农用杀虫剂的

使用)"*

"危险废物的产

生量)@*

"危险废物的进

口与出口)@*

" 重 金 属 的 排

放量

"有机化合物的

排放量

"有毒废物污染

过 的 土 地 面 积

)@*

"环境介质和生

活物种中重金属

和有机化合物的

浓度

"在产品和生产

过程中有毒成分

的变化

"无铅汽油的市

场份额

" E2F53A"5
列 表 中 有 足 够

的 可 能 指 标 可

供选用!但 其 中

没有响应指标

"短 期 的 杀 虫

剂(化 肥 数 据

可得

"$>%" 城 市 环 境

问题

"城市化

"城市人口增长

率)"*

"巨 型 城 市)人

口 在 $&&& 万 以

上*的数量)"*

"城市人口的百

分比)"*

" 乡 村 !城 市 的

移民

" E2F53A"5
列 表 中 有 足 够

的 可 能 指 标 可

供选用

" 短 期 数 据

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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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关注的问题

)+889.:;<:,<.=,*
驱动力指标 状态指标 响应指标 备"注

"交通

"公路车辆存量

#"$
"运输中的人均

燃料消费)"(?*
"交 通 密 度#"&
?$

"暴露于一定浓

度的"#)%粉 尘%
臭 氧%A# 和 铅

中的城市人口百

分比)?*
"暴露于噪声中

的人口百分比

"人均基础设施

支出

"公共交通支出

"有关新车的尾

气和噪声水平的

立法

" E2F53A"5
列 表 中 有 足 够

的 可 能 指 标 可

供选用

"#空 气 质 量$
问 题 也 与 城 市

环境 问 题 有 关!
特 别 是 交 通

问题

"废物

"工业和城市废

物的产生量)?*
"人均固体废物

产生量)?*
"人均得到处置

的废物量)?*

"废物收集和处

理支出)"*"

"城市废物处置

)"*"

" 废 物 循 环 率

)?*
" 每 单 位 ’53
的废物削减率

" E2F53A"5
列 表 中 有 足 够

的 可 能 指 标 可

供选用

"可 以 用 替 代

性 数 据 估 算 固

体 废 物 的 产 生

量 )参 见 "#H
报告!*0)页*

"水的可得性

"城区地区水的

人均家庭消费量

)"*"

"有 关 #水 质$
问 题 的 指 标 也

与 城 市 中 水 的

可得性有关

"$>0"能源

气候变化

"A#) 排放)?*

"温室气体排放

指数#?$

"A#) 排 放 的

削减

" E2F53A"5
列 表 中 有 足 够

的 可 能 指 标 可

供选用

"短 期 数 据 不

可得

"总 体 经 济 发

展 )’53*可 作

为替代性数据

"能源

"年人均能源消

费)"*
"探明能源储量

)"*
"探明能源储量

的生命周期)"*

"能源效率和替

代性能源方面的

支出#@$

" E2F53A"5
列 表 中 有 足 够

的 可 能 指 标 可

供选用

"短 期 内 绝 大

多数数据可得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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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关注的问题

)+889.:;<:,<.=,*
驱动力指标 状态指标 响应指标 备"注

"$>1"森林

" 圆 木 年 产 量

)"*
"人均燃木消费

量)"*
" 森 林 破 坏 率

)"*
" 短 期 持 续 产

量(实际产量)"*
"林业和其它部

门之间的转移

"森林面积)"*
"林业财产目录

)"*
"木材存量)?*
"生物质的变化

)?*
" 受 到 干 扰 的&
退化的森林占总

森林面积的份额

" 森 林 再 造 率

)"*
"受到保护的森

林面积占土地总

面 积 的 百 分 比

)"*
" 开 采 区 域 中!
得到成功再造的

区 域 所 占 的 百

分比

" E2F53A"5
列 表 中 有 足 够

的 可 能 指 标 可

供选用

"良 好 的 短 期

数据可得性

"$>$$"矿物资源

"矿物资源的消

耗)占 探 明 储 量

的百分比*)?*
" 净 资 源 转 化(
’53的比率)?*

"探明矿物资源

)"*
"综合环境与经

济核算计划)"*
"可再生资源与

不可再生资源消

费量的比率)@*

" E2F53A"5
列 表 中 有 足 够

的 可 能 指 标 以

供选用!除 了 响

应指标

"有 一 些 短 期

数据可得

"社会’消除贫困

")>$"人口

" 人 口 增 长 率

)"*
"净移民率)?*

"生活在绝对贫

困 中 的 人 口)人

数 和 百 分 比 *
)"*"

"人口密度)"*
"按 照 性 别"年

龄 和 种 族 #-./01
23456$估 算 的

人口

"总生育率)"* " E2F53A"5
列 表 中 有 足 够

的 可 能 指 标 以

供选用

" 短 期 数 据

可得

")>)"保健

" 婴 儿 死 亡 率

)"*
"出生时的预期

寿命)"*
"同环境有关的

疾病的发生)?*
"儿童死亡率

"产妇死亡率

"婴儿出生时重

量 小 于 +))2 的

百分比

"’53 中 保 健

支 出 的 百 分 比

)"*

" E2F53A"5
列 表 中 有 足 够

的 可 能 指 标 以

供选用!除 了 响

应指标

" 短 期 数 据

可得

环境绩效评估与环境报告书



!!’$""

续表

关注的问题

)+889.:;<:,<.=,*
驱动力指标 状态指标 响应指标 备"注

")>*"食品

"人均耕地)"*

"每平方公里土

地上的家禽数量

)"*

"农业生产

"儿童营养失调

"人均热量供应

)"*

"指定谷物的产

量 !面积#&$

"鱼体内的杀虫

剂残余)?*

"满足最低营养

需求所需的食品

的价钱

" 食 品 进 口(出

口)"*
" E2F53A"5
列 表 中 有 足 够

的 可 能 指 标 以

供选用

" 短 期 数 据

可得

")>%"教育

"学龄人口增长

率)"*

"初等学校注册

率)?*

"中等学校注册

率)?*

" 成 人 识 字 率

)"*

"完成0级初等

教育的人口)"*

"接受教育的平

均年限)"*

" 教 育 支 出 占

’53 的 百 分 比

)"*

" E2F53A"5
列 表 中 有 足 够

的 可 能 指 标 以

供选用

" 短 期 数 据

可得

")>0"妇女地位

"中等学校中每

$&&名 男 性 所 对

应的女性)人数*
)"*

"社会服务中女

性的百分数)"*

" 劳 动 力 中 每

$&&名 男 性 所 对

应 的 女 性 人 数

)"*

" E2F53A"5
列 表 中 只 有 可

能 的 响 应 指 标

以供选用

" 短 期 数 据

可得

")>1"住房 "边缘定居的面

积和人口)?*

"人均住房面积

)?*

"每个房间中的

人数

"廉价住房的支

出)"*
" E2F53A"5
列 表 中 有 足 够

的 可 能 指 标 以

供选用!除 了 响

应 指 标!然 而!
处 于 绝 对 贫 困

的 人 口 或 总 体

经 济 发 展 可 以

被 看 作 可 能 的

驱动力指标

"没 有 短 期 数

据可得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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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关注的问题

)+889.:;<:,<.=,*
驱动力指标 状态指标 响应指标 备"注

"机构’政策改善

"*>$" 国 际 环 境

公约和适宜地区公

约的实施

"与可持续发展

有关的国 际 协议

的签署)数量*)"*

"只 有 响 应 指

标 与 此 相 关!
该 数 据 是 可 得

的 )包 括 短 期

数据*

"*>)"政策手段

"可持续发展策

略 )是(否*)"*
"经批准的环境

影 响 评 价 )是(
否*)"*
"环境保护支出

占 ’53 的 百 分

比 )?*
"自 $II) 年 以

来!提供或得到

的新的或额外的

可持续发展基金

)?*
"环境税收或补

贴占政府收入的

百分数 )@*

" E2F53A"5
列 表 中 有 足 够

的 可 能 指 标 以

供选用

" 短 期 数 据

可得

"*>*" 决 策 结 构

和参与

"国家可持续发

展 委 员 会 )是(
否*)"*
"土著居民在国

家可持续发展委

员 会 中 的 代 表

)是(否*)"*#

"主要团体在国

家可持续发展委

员 会 中 的 代 表

)是(否*)"*
"每$&&个居民

中的电话总线数

)"*
" 收 音 机 !电 视

的数量 #&$
"传统知识信息

数据库的存在性

)是(否*)?*

"每 $&&& 人 口

中地方政府的工

作人员数 )?*
"人事支出比率

)用 于 工 资 成 本

的经常性支出的

比例*)@*

" E2F53A"5
列 表 中 有 足 够

的 可 能 指 标 以

供选用

" 短 期 数 据

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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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关注的问题

)+889.:;<:,<.=,*
驱动力指标 状态指标 响应指标 备"注

"经济’

"%>$"总体经济

"人均真实’53
的增长率)"*

"支付平衡#&$

"商品或服务的

出口)"*

"商品或服务的

进口)"*

"失业率)?*

"工业生产

" 能 源 供 应 的

结构

"人均 ’53)"*

" 出 口 集 中 度

)"*

"债务(’53)"*

" 还 本 付 息(出

口)"*

"制造附加值占

789的份额#:$

" 人 均 ;89!按
环境进行调整的

附加值#<$

"人均家庭收入

"就业人口比率

" 投 资 占 ’53
的份额)"*

"债务减免)"*

" E2F53A"5
列 表 中 有 足 够

的 可 能 指 标 以

供选用

"绝 大 多 数 短

期数据可得

"%>)"技术

"环境技术专利

的数量

"清洁技术方面

的支 出)占 ’53
的百分比*

" E2F53A"5
或 #HA5 列 表

中 没 有 可 能 的

指标以供选用

"%>*"发展援助

"提供的或得到

的 #56 总 额 占

’53的百分比

" E2F53A"5
列 表 中 只 有 一

个 状 态 指 标 可

供选用)它 可 以

在 短 期 内 建 立

起来*

! 只适用于大型城市"

" 只适用于一些国家"

# 只适用于相关的国家"
注’"’短期内可以得到的指标&

?’中期内可以得到的指标&

@’需要经过较长时间才能得到的指标"
宋体’从 E2F53A"5取得的指标&
楷体’从 #HA5取得的指标&
隶书’从其他来 源 )包 括’E2H3(H63F63 曼 谷 和 国 际 统 计 计 划 和 协 调 工 作 组*

取得的指标"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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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的指标体系

主要目的 关键目标和问题 关"键"指"标

"应当维护健康的

经 济!在 英 国 和 海

外提高生活质量并

保护人类健康和环

境!同 时 使 所 有 部

门的参与者为其决

策支付充足的社会

和环境代价

经济

"促 进 健 康 经 济 以 便

生产 资 源 满 足 人 民 需

求和提高环境质量!进

一步 保 护 人 民 健 康 和

自然环境

"本期经济增长

"消费

"投资

"人类健康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885:J.8K+<
3=:-9<K8*

"经济结构)"K=9<K9=.:;KL..<:,:JM*

"’53和私人储 蓄 的 支 出 组 成)H/F
C.,-+K9=.<:JC:,.,K8:; ’53 N,-
C.=8:,NO8NP+,Q8*

"消费者支出)A:,89J.=./C.,-+K9=.*

"通货膨胀)!,;ONK+:,*

"就业率)HJCO:MJ.,K*

"政府借入和债务)’:P.=,J.,KR:=F
=:S+,Q8N,--.RK8*

" 污 染 削 减 支 出 )3:OO9K+:,NRNK.F
J.,K./C.,-+K9=.*

"婴儿死亡率)!,;N,KJ:=KNO+KM*

"预期寿命)@+;../C.<KN,<M*

交通

利用

"使 交 通 为 经 济 发 展

服务 以 及 保 护 环 境 和

可持 续 的 生 活 质 量 的

功能得到平衡

"使 用 可 行 的 污 染 最

小的交通模型

"交通的有效使用

"汽车 使 用 和 总 客 运 里 程 )AN=98.
N,-K:KNOCN88.,Q.=K=NP.O*

"短期旅行)"L:=KT:9=,.M*

"交通 成 本 的 实 际 变 化)(.NO<LN,F
Q.8+,KL.<:8K:;K=N,8C:=K*

"货运运输量)U=.+QLKK=N;;+<*

休闲和

旅游

"维 护 进 行 休 闲 活 动

的地 区 的 环 境 质 量 以

便后代享用)这些休闲

地区 是 英 国 吸 引 旅 游

者的 重 要 因 素*!这 样

才能 为 休 闲 活 动 中 的

生活质量作出贡献!并

且在 保 护 自 然 资 源 的

同时 使 旅 游 业 的 经 济

贡献最大化

"休闲旅游)@.+89=.T:9=,.M*

"飞机旅行)6+=K=N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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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主要目的 关键目标和问题 关"键"指"标

"应当维护健康的

经 济!在 英 国 和 海

外提高生活质量并

保护人类健康和环

境!同 时 使 所 有 部

门的参与者为其决

策支付充足的社会

和环境代价

对外

贸易

"保 证 英 国 的 活 动 为

英国 并 尽 可 能 为 其 他

国家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作

出贡献

"对外贸易

"英 国 的 进 口 和 出 口 )EV+JC:=K8
N,-./C:=K8*

"不可再生资源应

最优利用

能源

"保 证 能 源 在 竞 争 性

价格下的安全供应!把

能源 利 用 产 生 的 不 利

影响 减 少 到 可 接 受 的

水平!鼓励消费者通过

提高 能 源 效 率 来 使 用

较 少 的 能 源 满 足 其

需求

"不 可 再 生 资 源 的 耗

竭度

"为 获 得 经 济 利 益 而

消费的能源

"能 源 使 用 引 起 的 污

染(影响

"能源效率

"矿物燃料 的 消 耗)5.CO.K+:,:;;:8F
8+O;9.O8*
"核能和可 再 生 燃 料 的 容 量)ANCN<+F
KM:;,9<O.N=N,-=.,.SNRO.;9.O8*
"初级和最终 能 源 消 费)3=+JN=MN,-
;+,NO.,.=QM<:,89JCK+:,*
"能源消费和产出)H,.=QM<:,89JCF
K+:,N,-:9KC9K*
"工业和商 业 部 门 的 消 费)!,-98K=+NO
N,-<:JJ.=<+NO8.<K:=<:,89JCK+:,*
"道 路 交 通 中 的 能 源 利 用 )(:N-
K=N,8C:=K.,.=QM98.*
"居 民 能 源 利 用)(.8+-.,K+NO.,.=QM
98.*
"燃 料 实 际 价 格)U9.OC=+<.8+,=.NO
K.=J8*

土地

利用

"平 衡 有 限 的 可 供 利

用 的 土 地 的 竞 争 性

需求

"发 展)特 别 是 住 房*
引起的土地需求增长

"重 要 的 和 有 生 命 力

的城市中心的维护

"城市发展用地)@N,-<:P.=.-RM9=F
RN,-.P.O:CJ.,K*
"居民家庭数)D:98.L:O-8,9JR.=8*
"城 市 中 用 于 发 展 的 土 地 再 利 用

)(.98.:;ON,-+,9=RN,98.8;:=-.F
P.O:CJ.,K*
"土地的储 量 和 开 发)"K:<WN,-=.<F
ONJNK+:,:;ON,-*
"道路建设)(:N-R9+O-+,Q*
"郊 区 零 售 房 屋 空 间 )#9KF:;FK:S,
=.KN+O;O::=8CN<.*
"定期旅游)(.Q9ON=T:9=,.M8*
" 恢 复 支 出 )(.Q.,.=NK+:,./C.,-+F
K9=.*
"城 市 绿 地 )’=..,8CN<.8+,9=RN,
N=.N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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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主要目的 关键目标和问题 关"键"指"标

"可再生资源应可

持续利用

水资源

"保 证 足 量 水 源 满 足

消费 者 需 求 同 时 使 水

生环境可持续!并鼓励

水的有效率的使用

"水资源(供应

"水消费

"水的开采影响

"合 法 开 采 和 有 效 降 水 )@+<.,8.-
NR8K=N<K+:,8N,-.;;.<K+P.=N+,;NOO8*
"过低流量的缓解)@:S;O:SNOO.P+F
NK+:,*
"以使用为 目 的 的 开 采)6R8K=N<K+:,
RM98.*
"以 公 共 用 水 为 目 的 的 开 采 )6RF
8K=N<K+:,;:=C9RO+<98.*
"公共 用 水 的 需 求 与 供 应)5.JN,-
N,-89CCOM:;C9RO+<SNK.=*
"以喷灌为 目 的 的 开 采)6R8K=N<K+:,
;:=8C=NM+==+QNK+:,*

森林

资源

"对森林进行管理!使

其环 境 质 量 和 生 产 能

力同时得到持续发展

"保 护 原 始 半 自 然 的

森林

"开发新的%符合环境

管理的森林

"林木健康

"森林覆盖率)U:=.8K<:P.=*
"木材产量)B+JR.=C=:-9<K+:,*
" 古 生 半 自 然 林 地 )6,<+.,K8.J+F
,NK9=NOS::-ON,-*
"林木健康)B=..L.NOKL*
"森林管理)U:=.8KJN,NQ.J.,K*
"

渔业

资源

"进行渔业管理!避免

鱼类储量的过度捕捞
"鱼类储量)U+8L8K:<W8*
"最 低 生 化 可 接 受 水 平 )?+,+J9J
G+:O:Q+<NO6<<.CKNRO.@.P.O*
"鱼类捕捞量)U+8L<NK<L.8*

"使人类活动对环

境承载力的破坏以

及人类健康和生物

多 样 性 的 影 响 最

小化

气候

变化

"限 制 可 能 引 起 全 球

变暖 和 气 候 变 化 的 温

室气体的排放

"全球排放量

"英国的份额

"全 球 温 室 气 体 辐 射 压 力 变 化 率

)’O:RNOQ=..,L:98.QN8=N-+:N<K+P.
;:=<+,Q=NK.*
"全球气温变化)’O:RNOK.JC.=NK9=.
<LN,Q.*
" 温 室 气 体 排 放 量 )HJ+88+:,8:;
Q=..,L:98.QN8.8*
"电 站 A#) 排 放 量)3:S.=8KNK+:,8
.J+88+:,8:;<N=R:,-+:/+-.*

臭氧层

耗竭

"限 制 引 起 平 流 层 臭

氧耗 竭 的 气 态 物 质 的

排放

"全球排放量

"英国的份额

" 氯 化 物 负 荷 计 算 值 )ANO<9ONK.-
<LO:=+,.O:N-+,Q*
" 臭 氧 层 耗 竭 测 定 值 )?.N89=.-
:X:,.-.CO.K+:,*
"臭氧层耗竭物质排放量)HJ+88+:,8
:;:X:,.-.CO.K+,Q89R8KN,<.8*
"氟氯烃消费量)AUA8<:,89J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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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主要目的 关键目标和问题 关"键"指"标

"使人类活动对环

境承载力的破坏以

及人类健康和生物

多 样 性 的 影 响 最

小化

酸沉降

"限 制 酸 性 气 体 排 放

量!保证适宜的土地管

理措施

"短 期 酸 性 临 界 负 荷 的 超 标 )H/F
<..-.,<.8:;C=:P+8+:,NO<=+K+<NOO:N-8
;:=N<+-+KM*

"电站"#) 和 2#! 的排放量)3:S.=
8KNK+:,.J+88+:,8:;"#)N,-2#!*

"公路交 通 中 的 2#! 排 放 量)(:N-
K=N,8C:=K.J+88+:,8:;2#!*

大气

"控制空气污染!减少

对生态系统%人类健康

和 生 活 质 量 的 不 利

影响

"城市大气质量

"光化学污染

"臭氧浓度)#X:,.<:,<.,K=NK+:,8*

" 二 氧 化 氮 浓 度 )2+K=:Q.,-+:/+-.
<:,<.,K=NK+:,8*

"颗 粒 物 质 浓 度)3N=K+<9ONK.JNKK.=
<:,<.,K=NK+:,8*

"挥发 性 有 机 化 合 物 排 放 量)Y:ONF
K+O.:=QN,+<<:JC:9,-.J+88+:,8*

"一氧 化 碳 排 放 量)AN=R:,J:,:/F
+-..J+88+:,8*

"黑 烟 排 放 量 )GON<W8J:W..J+8F
8+:,8*

"铅排放量)@.N-.J+88+:,8*

" 空 气 污 染 削 减 费 用 )H/C.,-+K9=.
:,N+=C:OO9K+:,NRNK.J.,K*

饮用

水质量

"保 持 和 改 善 水 的 质

量和水环境

" 地 表 水 和 地 下 水

质量

"污染控制

"废水处理

"娱乐用水

"河流 质 量+++化 学 质 量 和 生 物 质

量 )(+P.=Z9NO+KMF<L.J+<NON,-R+:F
O:Q+<NO*

"河 流 和 地 下 水 中 的 硝 酸 盐 )2+F
K=NK.8+,=+P.=8N,-Q=:9,-SNK.=*

"河流中的磷)3L:8CL:=98+,=+P.=8*

"河流 和 地 下 水 中 的 杀 虫 剂)3.8K+F
<+-.8+,=+P.=8N,-Q=:9,-SNK.=*

"污染事件)3:OO9K+:,+,<+-.,K8*

" 污 染 预 防 和 控 制 )3:OO9K+:,C=.F
P.,K+:,N,-<:,K=:O*

"水的 开 采%处 理 和 分 配 中 的 支 出

)H/C.,-+K9=.:, SNK.=NR8K=N<K+:,!
K=.NKJ.,KN,--+8K=+R9K+:,*

" 废 水 处 理 支 出 )H/C.,-+K9=.:,
8.SNQ.K=.NKJ.,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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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主要目的 关键目标和问题 关"键"指"标

"使人类活动对环

境承载力的破坏以

及人类健康和生物

多 样 性 的 影 响 最

小化

"海洋

"控 制 污 染 物 输 入 到

海中

"海洋和河口水质

"污染控制

"河口水质)H8K9N=+NOSNK.=Z9NO+KM*
"重 点 污 染 物 浓 度 )A:,<.,K=NK+:,8
:;W.MC:OO9KN,K8*
" 鱼 体 污 染 物 质 )A:,KNJ+,N,K8+,
;+8L*
"洗澡水质)GNKL+,QSNK.=Z9NO+KM*
"污 染 物 质 输 入 量 )!,C9K8:;<:,F
KNJ+,N,K8*
"石油泄漏 和 业 务 性 排 放)#+O8C+OO8
N,-:C.=NK+:,NO-+8<LN=Q.8*

"野生

生物和

栖息地

"尽 最 大 可 能 保 护 英

国境 内 的 野 生 生 物 种

类和栖息地的多样化!
并保 证 以 可 持 续 的 方

式管 理 物 种 的 商 业 性

开发

" 栖 息 地 的 范 围 和

质量

"重 点 物 种 的 种 群 数

和生活范围

"国 内 濒 危 物 种 )2NK+P.8C+<.8NK
=+8W*
"指示鸟类)G=..-+,QR+=-8*
"半 开 发 草 地 上 的 植 物 多 样 性

)3ON,K8-+P.=8+KM+,8.J+F+JC=:P.-
Q=N88ON,-*
"石 灰 草 地 的 面 积 )6=.N:;<LNOW
Q=N88ON,-*
"树篱中的植物多 样 性)3ON,K-+P.=F
8+KM+,L.-Q.=:S8*
"生 境 破 碎 化 )DNR+KNK;=NQJ.,KNF
K+:,*
"湖泊和池塘)@NW.8N,-C:,-8*
"溪边植物多样性)3ON,K-+P.=8+KM+,
8K=.NJ8+-.8*
"哺乳动物种群数)?NJJNOC:C9ONF
K+:,8*
"蜻蜓分布)5=NQ:,;OM-+8K=+R9K+:,8*
"蝴蝶分布)G9KK.=;OM-+8K=+R9K+:,8*

"土地

覆盖率

和景观

"保护乡村!以保证在

维持 高 质 量 的 食 物 和

其他 产 品 充 足 供 应 的

同时 保 护 具 有 环 境 价

值的景观和栖息地

"乡村土地覆盖率

"具 有 环 境 价 值 的 景

观和栖息地的保护

"农业生产率

"氮肥和杀虫剂使用

"土地管理

"乡村土地覆盖率)(9=NOON,-<:P.=*
"得到指定和保护的 土 地)5.8+Q,NKF
.-N,-C=:K.<K.-N=.N8*
"得到指 定 和 保 护 的 土 地 所 受 的 破

坏)5NJNQ.K:-.8+Q,NK.-N,-C=:K.<F
K.-N=.N8*
"农 业 生 产 率)6Q=+<9OK9=NOC=:-9<F
K+P+KM*
"氮肥使用)2+K=:Q.,98NQ.*
" 景 观 线 性 特 性 长 度 )@.,QKL:;
ON,-8<NC.O+,.N=;.NK9=.8*
"得 到 有 利 于 环 境 的 管 理 的 土 地

)H,P+=:,J.,KNOOMJN,NQ.-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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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主要目的 关键目标和问题 关"键"指"标

"使人类活动对环

境承载力的破坏以

及人类健康和生物

多 样 性 的 影 响 最

小化

"土壤

"把 土 壤 作 为 一 种 出

产食 物 和 其 他 产 物 的

有限 的 资 源 和 重 要 有

机质 的 生 态 系 统 进 行

管理

"土壤质量)":+OZ9NO+KM*
"表土中的重金属含 量)D.NPMJ.KF
NO8+,K:C8:+O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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