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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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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14001:2015 FDIS 中文稿（节选）
——新旧版本管理体系模式的变化：

2004版本管理体系模式

北京华夏健峰企业管理咨询

ISO14001:2004 EMS 运行模式 PDCA

4.6 管理评审

4.5.1 监测和测量
4.5.2 合规性评价
4.5.3 不符合，纠正及预防措施
4.5.4 记录控制
4.5.5 内部审核

4.3.1 环境因素
4.3.2 法律及其它要求
4.3.3 目标指标和方案

4.4.1 资源、作用、职责和权限
4.4.2 能力、培训和意识
4.4.3 信息交流
4.4.4 文件
4.4.5 文件控制
4.4.6 运行控制
4.4.7 应急准备和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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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环境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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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定义（部分）

3.15 生命周期

从获取原材料，或者利用自然资源加工到废弃处理的连续的相互关联的产品系统。

注：生命周期包括活动，产品和服务，既可以包括采购的产品和服务，也可以包括产品废弃处理和运输服

务，如：设计、制造、运输、包装、最终使用和处置。

3.18 风险
不确定性对目标的影响

注：

——影响是对预期的偏离 —积极或消极。

——不确定性是指对事件、其后果或可能性的认识或了解方面的信息的缺乏或不完整的状态。

——风险通常以潜在事件和后果，或他们的组合来描述。

——风险通常以事件的后果（包括环境的变化）和发生可能。

3.5 相关方

能影响某项决定或活动或被其影响的，或感知到自身将受其影响的个人或组织。

注：

——相关方可能包括关注或受组织环境绩效影响的个人或团体。

——“感知自身受影响 ”指来自与已知组织。

——相关方可能包括客户、团体、供应商、监管者、非政府组织、投资商、员工。

3.12 绩效

可测量的结果。

注：

——绩效可以是定量的，也可以是定性的。

——绩效可以涉及活动、过程、产品（包括服务）、体系或组织的管理。

3.22 合规性责任

组织必须或选择遵守的要求。

注：责任可能来自于强制的要求，如适用的法规或自愿承诺，如组织的和工业标准，合同关系，良好管理

原则和社区及道德标准。

3.7 文件化的信息
组织需控制或维持的信息及其载体。

注：

——文件化的信息可以是任何形式或载体，并任何来源

——文件化信息可能涉及：

- 环境管理体系，包括其相关的过程；

- 用于组织运行的信息（文件）；

- 所达成结果的证据（记录）

4 组织的环境

4.1 理解组织及其环境

组织应确定与其宗旨 /意图相关的并影响其达成环境管理体系预期结果能力的内部和外部事宜，这些事宜包

括能影响或受组织影响的活动、产品和服务的环境条件。

4.2 理解相关方的需求和期望

组织应确定：

——环境管理体系涉及的相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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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相关方的有关需求和期望（如要求）；

——这些需求和期望成为合规性责任。

4.3 确定环境管理体系范围

组织应确定环境管理体系的边界和适用范围以建立其范围。

当确定这个范围时，组织应考虑：

——要素 4.1中所提的外部和内部事宜；

——要素 4.2中所指的合规性责任；

——组织单元、职能、及物理边界；

——它的活动、产品和服务；

——权限和其实施控制和影响的能力。

一旦界定出范围，在该 EMS范围之内的具有重要环境影响活动、产品和服务应包含在此 EMS 范围内。

这个范围应以文件形式予以维持，并为相关方所获取。

4.4 环境管理体系

组织应建立、实施、维持和持续改进一个环境管理体系，包括与本标准要求相一致所需的过程和它们的相

互作用，以增强组织的环境绩效。

组织应在理解其所处环境情况下，建立和保持环境管理体系。

5 领导作用

5.1 领导作用和承诺

高层管理者应通过以下活动，证明与环境管理体系相关的领导力和承诺：

——履行EMS 有效性责任；

——确保建立环境方针和环境目标，并且与组织战略方向和组织所处环境一致；

——确保环境管理体系要求与组织的其它运营过程相融合；

——确保能获取环境管理体系所需的资源；

——沟通有效的环境管理及符合环境管理体系要求的重要性；

——确保环境管理体系达成预期的结果；

——领导和支持员工为环境管理体系有效做出贡献；

——促进持续改进；

——当适用于其所在区域职责时，支持其它相关管理解色发挥其领导力

注： 在这个国际标准中所指的 “运营 ”宜广泛理解为与实现组织存在的目的相关的核心活动。

5.2 环境方针

高层管理者应在所定义的组织环境管理体系范围内建立、实施和保持环境方针：

a) 与之适宜：

1) 组织的意图；

2) 组织环境，包括属性、规模和自身活动、产品和服务的环境影响；

b)为建立环境目标提供框架；

c) 包括对环境保护的承诺，包括污染预防和组织环境相关的其它特定事项

注：对环境保护的其它特定事项承诺可能包括可持续资源使用，气侯变化减弱及适应，生特逆转和生态保

护，或其它相关环境事宜（ 4.1）

d) 包括遵守合规性责任的承诺；

e) 包括持续改进环境管理体系以增强环境绩效的承诺

环境方针应：

——保持文件化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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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织内部进行交流，包括组织控制下的工作人员；

——可为相关方所获取。

5.3 组织的作用、职责和权限

高层管理者应确保环境管理体系范围内的相关角色的职责和权限得以明确，并在组织内部予以沟通，以促

进有效的环境管理体系。

高层管理者应授权职责和权限，以：

- 确保环境管理体系符合本标准的要求；

- 向最高管理者报告环境管理体系的表现，包括环境绩效。

6策划

6.1 策划应对威胁和机遇相关风险的措施

6.1.1 总则

组织应计划和实施一个满足 6.1要求的过程。

在按 6.1要求策划环境管理体系时，组织应考虑要素 4.1和4.2涉及的事宜。

组织应保持必要的文件化信息以证明这些过程按策划要求执行。

6.1.2 重要环境因素

在已定义的环境管理体系范围内，组织应：

a) 识别活动、产品和服务能够控制和能够施加影响的环境因素和相关环境影响，考虑生命周期；

b) 考虑：

1）变化，包括已纳入计划的或新开发的、新的或修改的活动、产品和服务；

2) 识别正常和潜在的紧急情况。
组织应确定这些具有或可能具有对环境重大影响的因素，如重大环境因素。

组织应在内部不同层次和职能交流其重要环境影响。

组织应保持这些文件化的信息：

——用于确定重要环境因素的准则；

——环境因素和其相关环境影响；

——重要环境因素。

注：重要环境因素既可能伴随不利环境影响（威胁）又可能伴随有利的（机遇）环境影的风险。

6.1.3 合规性责任
组织应：

a) 识别和获取与环境因素相关的合规性责任；

b) 确定这些合规责任如何运用于组织。

组织应对合规性责任保持文件化信息。

注：合规性责任可能具有导致潜在的不利或有利相关风险。

6.1.4 威胁与机遇相关风险
组织应确定与威胁和机遇相关的风险，以确定需求：

——为EMS 实现预其结果提供保障；

——防止，或减少不期望的影响，包括潜在的影响组织的外部条件；

——达成持续改进。

组织应保持所列出的与威胁及机遇相关风险的文件化的信息。

6.1.4 策划应对措施

组织应计划：

a) 采取措施以应对所识别的威胁与机遇相关风险 （6.1.4 ）、重要环境因素 （6.1.2 ）和合规性责任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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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如何：

——整合及实施这些措施于环境管理体系各过程中；

——评估这些措施的效果。

6.2 策划达成环境目标

6.2.1 环境目标

组织应在相关职能、层次建立环境目标：

——考虑到组织的重要环境因素和其合规性责任；

——考虑与威胁和机遇相关的风险。

当推进这些目标时，组织应考虑它的技术可选性和财力，运行和经营的要求。

这些环境目标应：

与环境方针相一致；

——可测量（如可行）；

——制定要考虑到组织的内外部事宜；

——可监视的；

——可交流的；

——当适用时，可更新的

组织应保留文件化的环境目标。

6.2.2 策划实现环境目标的措施

当策划如何实现环境目标时，组织应确定：

——做什么 ; 

——需要什么资源；

——谁负责？

——什么时侯完成？

——结果如何评估？包括监控可测量的环境目标实现过程的指标。

组织应考虑如何将实现环境目标的措施与组织的运营过程相融合。

7 支持

7.1 资源

组织应确定和提供建立、实施、保持和环境管理体系持续改进所需的资源。

7.2 能力

组织应：

——确定为组织工作的影响其环境绩效人员所必需的能力；

——确保这些人员有能力，该能力基于适宜的教育、培训或经历；

——当适用时，采取获取必需的能力的措施，并评估所采取措施的效果；

注： 适用的措施可能包括，如：提供培训、提供师傅、或重新分配人员工作；或雇佣有能力的人员。

组织应保留适宜的文件化信息用作能力记录

7.3 意识

为组织工作的人员应意识到：

——环境方针；

——与他们工作相关的重要环境因素和实际或潜在的影响；

——个人工作的努力所带来的环境绩效，包括提高环境绩效所带来的利益

——不符合环境管理体系要求包括合规性责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7.4 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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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 总则

组织应计划和实施与环境管理体系相关的内外部交流的过程，包括 : 

——沟通的内容；

——沟通的时间；

——沟通的对象；

——沟通的方式；

当策划沟通过程时，组织应：

——考虑合规性责任；

——确保所交流的环境信息与环境管理体系所产生的信息一致，并可靠。

组织应对与环境管理体系相关的信息作出回应。

如适用，组织应保留文件化信息做为交流的证据。

7.4.2 内部沟通

与环境管理体系相关的，组织应：

a) 在组织内部各层次和职能间进行交流，如适用，包括环境管理体系的变化；

b) 确保交流过程能促使组织内部工作的人员以对持续改进环境做出贡献。

7.4.2 外部沟通

按其确定的交流过程和合规性责任所要求的，组织应就与环境管理体系相关的信息进行外部交流。

7.5 文件化信息

7.5.1 总则

组织的环境管理体系应包括：

a) 本标准要求的文件化信息；

b) 组织决定的环境管理体系有效性必需的文件化信息；

注：不同组织的环境管理体系文件化信息复杂性不同，与以下有关：

——组织的规模和其自身活动、过程、产品和服务类型；

——过程和它们的相互作用复杂度；

——人员的能力

7.5.2 编制与更新

当编制和更新文件化信息时，组织应确保适当的：

——识别和描述（如，名称，作者，或参考编号）

——格式（如语言，软件版，图示）及媒介（如，纸或电子的）

——适宜性及充分性的评估及批准

7.5.3 文件化信息的控制

环境管理体系和本国际标准要求的文件化信息应受控，以确保：

a) 使用处获得有效的适合的文件

b) 充分保护（如防止失密、非正确使用或失信）

对于文件化信息的控制，如适宜，组织应尊循以下活动：

——发行、批准、检索和使用

——保存和防护，包括易识别

——变更的控制（如版本的管理）

——收回和处置

用于组织环境管理体系策划和实施的组织决定的来自外部的必要文件化信息得到识别，如适用，应受控。

注：使用权意味着仅评审文件化信息，还是充许和受权评审及更改文件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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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运行

8.1 运行策划和控制

组织应策划、实施和控制满足环境管理体系要求所需的过程，以实施 6.1及6.2中所确定的措施，通过：

——建立过程的准则；

——实施与准则相关的过程控制，以防止偏离环境方针、环境目标和合规性责任。

注：控制可包括工程控制、程序、文件化的程序等。这些可能通过分级方式实施（如消除、替代、行政管

理）并且以单一或组合方式采用。

组织应管理计划的变更并评估非预期变化的后果，如必要，采取措施减少任何不利的影响。

组织应确保外发过程受到控制或影响。适用于这些过程的控制或影响的方式或程度应 EMS内给予定义。

考虑一个生命周期，组织应：

a) 如适宜，确定与产品和服务有关的采购相关的环境要求

b) 如适宜，建立管理措施以确保其产品和服务的开发、交付、使用和使用寿命结束处理环境要求得以考虑

c) 与外部提供者进行相关的环境要求交流，包括合同方

d) 考虑在产品或服务交付过程中和产品使用及使用寿命结束处理，提供有关潜在重要环境影响信息的需求
组织应保持所需的证明过程已按策划要求执行的文件化的信息。

8.2 应急准备和响应

组织应建立和实施一个规定如何响应潜在环境紧急情况和潜在事故的程序。

组织应：

a) 对实际的紧急情况和事故做出响应

b) 采取减少因紧急情况所带来的后果的措施，这些措施与紧急情况或事故和潜在环境影响大小适宜

c) 采取防止环境紧急情况和事故发生的措施

d) 如何行，定期测试程序

e) 定期评估，当必要时，更新程序，特别是在事故或紧急情况发生及测试后。

9 绩效评价

9.1 监视、测量、分析和评价

9.1.1 总则

组织应确定：

——监视和测量的对象，与其相关：

a) 具有重要环境影响的运行；

b) 合规性责任；

c) 运行控制；

d) 实现组织环境目标的过程，指标

——适用时，为确保有效的结果，确定监视、测量、分析和评价的方法；

——组织评估其环境绩效相关的准则，用适宜的指标

——监测和测量的时间；

——监测和测量结果分析和评价时间；

组织应确保使用校准或验证的监视和测理设备，适宜时，得到维护。

组织应评估其环境绩效并为管理评审提供输入，以评估环境管理体系的有效性。

组织应保留文件化的信息用于监视、测量、分析和评价结果的证据。

按确定的交流过程和合规性责任要求，组织应在内外部交流与环境绩效相关的信息。

9.1.2 合规性评价

组织应计划和实施合规性责任的评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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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应：

——确定合规评价的频率

——符合性评估和所需采取的措施

——保持合规性责任符合性状态的信息

组织应保留文件化信息做为符合性评价结果的证据。

9.2 内部审核

9.2.1 组织应按策划的时间间隔开展内部审核，为 EMS 提供是否：

a) 遵守：

——组织自己的环境管理体系；

——本国际标准的要求；

b) 是否得到有效的实施和维持。

9.2.2 组织应：

a) 计划、建立、实施和保持一个审核方案，包括频次、方法、职责、策划的要求和报告。审核方案应考虑

相关过程的环境重要性、威胁与机遇相关的风险及以往审核结果；

b) 定义审核准则和每次审核范围

c) 选择审核组与开展审核，确保审核过程客观和公证

d) 确保审核结果报告给相关管理者

组织应保留文件化的信息以记录审核方案得到实施及审核结果。

9.3 管理评审

高层管理者应按策划的时间间隔评估环境管理体系，以确保它持续适宜、充分、有效。

管理评审应考虑：

a) 以往管理评审措施的状态；

b) 变化：

——与环境管理体系有关的外部和内部事宜：

——合规性责任；

——重要环境因素和威胁与机遇相关的风险；

c) 目标实现的程度

d) 组织环境绩效的信息，包括以下的趋势：

——不符合和纠正措施；

——监视和测量结果；

——合规性责任的遵守情况；

——审核结果；

e) 外部相关方的信息交流

f) 持续改进的机会

g) 维持一个有效 EMS 所需资源的充分性

管理评审的输出应包括：

——环境管理体系持续适宜、充分、有效的结论；

——持续改进机会相关的决定

——环境管理体系任何变化的需求，包括资源的需求

——当目标没有达成时，所需的行动

——组织策略方向的任何暗示

组织应保留文件化的信息做为管理评审结果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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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改进

10.1 不符合与纠正措施

当不符合发生时，组织应：

a) 响应不符合，并且当适宜时：

——采取立即的控制及纠正措施

——减少不利的环境影响

——处理后果

b) 评估消除不符合原因的需求，以防止不再发生或不在其它地方发生，并通过：

——评审不符合；

——确定不符合的原因；

——确定是否相似的不符合存在，或可能的潜在发生；

c) 确定和实施任何所需的纠正措施；

d) 评估任何纠正措施的有效性；

e) 如必要，导致环境管理体系的变更
纠正措施应与所发生不符合的影响的重要程度相适宜，包括环境影响。

组织应保留文件化的信息以证明：

——不符合的性质及任何后续所采取的措施

——任何纠正措施的结果

10.2 持续改进

组织应持续改进管理体系的适宜性、充分性和有效性，以强化环境绩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