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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SOGUIDE82:2014《标准中融入可持续性的指南》。
本标准与ISOGUIDE82相比,在结构上删除了一个附录(删除的是原附录A,原附录B和原附录C

相应变更为附录A和附录B)。
本标准与ISOGUIDE82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考虑到我国实际应用的需要,本标准做了技术性差异的调整,以适应我国标准的实际情况,具

体调整如下:
● 对第6章“规划策略”,按照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对成立国内技术委员会的要求进行了

相应内容的修改;
● 删除了术语“起草人”;
● 第4章第一段内容移出到引言,并删除了第4章倒数第二段内容;
● 删除了7.4.1与已删除的原附录A相关的示例。

本标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凡已被我国等同采用的国际标准,在本标准中用国家标准的代号和名称取代相应的国际标准

的代号和名称。其余未有等同或等效采用为我国标准的国际标准,在本标准中均被直接引用。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山东省标准化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周莉、江洲、杜鹃、李向华、赵红红、刘春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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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可持续性是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继1987年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出版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通
常称为《布伦特兰报告》)后,可持续性这个概念被广泛应用并获得国际认可。自此之后,国际社会屡次

重申可持续性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如1992年联合国环境发展会议(《里约宣言》),2002年可持续发

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以及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里约+20”)。
可持续性指在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情况下全球体系的任何一

种状态。可持续性的概念在不断演变。在最理想的状态下,以相互支持的方式来理解和获得环境、社会

和经济系统之间的平衡,对实现可持续性是非常必要的。可持续性是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实现可持续

性如今已被认为是所有人类活动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术语“可持续发展”通常用于描述促成社会整体可持续性的发展,“社会责任”常用于描述个体组织

如何促进可持续发展。
所有标准都能直接或间接地有助于实现可持续性。然而,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性进程高度依赖于

社会条件、环境条件、经济条件、地理条件和技术条件等因素,所以标准起草者不能妄下笼统的结论,认
为特定的活动(包括过程)或者产品(包括服务)具有可持续性。

注:本标准中,术语“活动和产品”包括“过程和服务”。

本标准旨在让参与制修订标准和指导性技术文件的所有人使用,其目的是:

a) 提高人们对应用标准而引起的可持续性问题的关注;

b) 对于制定和修订的标准,为标准起草者提供系统的方法,以连贯一致且与该标准目的和范围相

关的方式来融入可持续性;

c) 适当提高融入可持续性的标准的一致性。
本标准参考了相关的ISO标准,如ISOGUIDE64和ISO26000。
注:GB/T20000.5非等效采用ISOGUIDE64:1997。

建议标准起草者在标准起草过程的所有阶段考虑可持续性问题。如果已发布标准事先未考虑可持

续性问题,那么就有合理的理由提议对其进行修订。此外,在标准制修订时,某些具体可持续性问题的

重要性或者相关性可能会发生改变,建议所有的标准参与者(包括项目组长、召集人、委员会主席和秘

书)邀请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相关专家参与其中,充分考虑可持续性问题并主动推动本标准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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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中融入可持续性的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给出了标准起草者在制修订标准、指导性技术文件及其应用中如何融入可持续性的指导。
本标准适用于标准起草者参照本标准提供的流程及确定可持续性问题的方法,来融入基于特定主

题的可持续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20000.1 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1部分:标准化和相关活动的通用词汇

GB/T24050 环境管理 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20000.1、GB/T2405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可持续性 sustainability
在既满足当代人环境、社会和经济方面的需要,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情况下的系统

状态。
注1:环境、社会和经济三方面互相作用,互相依存,通常被称为可持续性的三个维度。

注2:可持续性是可持续发展(3.2)的目标。

3.2
可持续发展 sustainabledevelopment
既满足当代人环境、社会和经济方面的需要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持续过程。

3.3
利益相关方 stakeholder
在组织的决策或活动中有利益的个人或团体。
[ISO26000:2010,定义2.20]

4 可持续性

可持续性包括环境、社会和经济三个维度,这三者既互相依赖又可互相促进。环境给社会系统(由
人类制度和个体构成)设定了自然限制。经济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包括资源消耗、就业、满足人口持

续增长的需要、收入以及产品的分配和使用。一些人把可持续性误解为主要是环境概念,仅涉及一些环

境问题,如气候变化、不可持续资源的使用或消耗、土壤和生物多样性的破坏。然而,可持续性也包括社

会和经济问题,如社会结构、收入分配、资源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产品和服务以及就业等。可持续性涉

及这些问题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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