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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与GB/T36000—2015《社会责任指南》和GB/T36001—2015《社会责任报告编写指南》共
同构成支撑社会责任活动的基础性系列国家标准。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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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电

网公司、北京融智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所、责扬天下(北京)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企业公民工作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国家认证认可

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际劳动保障研究所、中国企业

联合会。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郝琴、陈元桥、张峻峰、李丽、李伟阳、于帆、殷格非、王晓光、韩斌、原野、刘卫华、

林峰、郭军、陈锋、程多生、陈健洲、陈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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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组织作为社会的一员,其决策和活动无时无刻不影响着社会和环境。对于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组织

而言,它理应努力发挥其最大的积极影响,尽可能避免消极影响或使消极影响最小化。在当今社会日益

重视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努力成为对社会和环境负责任的组织,这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组织对自我

社会价值的追求。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可持续发展观念在社会各界愈加普及而深入,越来越多的

组织已开始认识到社会责任对于组织自身根本利益和长远发展的重要性,并在组织内全面开展社会责

任实践。
随着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对社会责任的高度重视,我国社会责任领域呈蓬勃发展趋势。在此背景

下,组织一方面为其社会责任实践投入越来越多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等资源,另一方面,愈来愈迫切希望

全面了解其社会责任活动的有效性和效率,以便改进社会责任实践并提升其社会责任绩效。为此,许多

组织便开始就开发社会责任绩效监测和评价相关技术和工具进行一些有益的探索。
由于社会责任涉及学科领域极为广泛,所含主题和议题亦颇为复杂,因此,到目前为止,关于社会责

任绩效的评价理论和方法仍处于探索阶段,国内外暂无较为成熟可行的技术方案可供选择。为了满足

组织开发社会责任绩效监测和评价相关技术和工具的迫切需要,本标准仅为组织研究和开展社会责任

绩效评价,以及进一步开发适合自身需要的社会责任绩效指标提供一套统一的、规范化的分类指引。
本标准鼓励各组织基于本标准开发适合自身需要的社会责任绩效评价技术、指标和方法,以便全

面、系统地了解、监测、评价和持续改进其社会责任活动绩效。
关于本标准与GB/T36000—2015和GB/T36001—2015,GB/T36000—2015主要强调“是什么、

如何做、做哪些”;本标准主要强调“做得怎样、结果如何”;GB/T36001—2015主要强调如何通过社会

责任报告形式将活动过程和结果向利益相关方披露出来。为此,在应用这三项标准时,组织宜通盘考虑

这三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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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绩效分类指引

1 范围

本标准给出了一整套基于GB/T36000—2015的社会责任绩效分类指引,旨在为组织研究和开展

社会责任绩效评价,以及进一步开发适合自身需要的社会责任绩效指标提供统一的、规范化的技术分类

框架。它既不提供统一的社会责任绩效评价方法,也不规定具体的社会责任绩效判定准则。

本标准适用于所有组织,无论规模和类型有何不同。

本标准不适用于认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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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6000—2015 社会责任指南(ISO26000:2010,MOD)

3 术语和定义

GB/T36000—201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社会责任绩效 socialresponsibilityperformance
有关组织社会责任活动的结果或产出的定性或定量信息。它是可比的,且能证实随时间推移而发

生的变化。

注:在本标准中,社会责任绩效主要反映了与组织社会责任核心主题和议题有关行动的实施进展和期望的实现

程度。

4 概述

社会责任绩效是组织了解、监测和评价其社会责任活动进展及成果的重要技术基础。基于对社会

责任活动绩效的监测和评审,组织可以更全面、深入和系统地了解其社会责任战略、目标、计划的执行状

况,从而有针对性地持续改进其社会责任活动。关于社会责任绩效的监测和评审及改进,可参见

GB/T36000—2015中8.7所给出的详尽指南。

组织宜结合GB/T36000—2015理解和应用本标准所确定的社会责任绩效分类。本标准第6章和

第7章所给出的社会责任体系结构和绩效分类分别与GB/T36000—2015第7章所述的社会责任主

题、议题及其相关行动和期望相对应。第三级社会责任绩效分类主要反映了与组织社会责任核心主题

和议题有关行动的实施进展和期望的实现程度,包括所采取的措施及相关成果。
1

GB/T36002—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