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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SO20121:2012《大型活动可持续性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
本标准还做了下述编辑性修改:
———在3.8中,为了更好地理解“大型活动”,在该术语定义后增加了“注”,给出大型活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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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认证认可协会、中国合格

评定国家认可中心、责扬天下(北京)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中国企业联合会、公安部社会公共安全应用基

础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对外经贸大学、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方圆标志认证集团

有限公司、华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元桥、于帆、林峰、李强、程多生、郝琴、李丽、张浩、史新波、殷格非、夏芳、

王天羿、闫贤良、张小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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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大型活动往往因其具有高关注度和临时性的特性而给社会、经济和环境带来积极和消极的影响。
本标准的制定旨在帮助组织和个人提高其与大型活动相关的活动的可持续性。

为了提高大型活动的可持续性,本标准规定了大型活动可持续性管理体系的要求。本标准适用于

参与大型活动设计和开展的所有类型和规模的组织,以及不同地理、文化和社会环境。同时,本标准要

求组织认识到,大型活动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大型活动对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对大型活动的期望。
管理体系标准并非一份检查表或一个报告框架,亦非一种评价大型活动可持续性绩效的方法。它

要求组织改进过程和思维以持续改进绩效,并赋予组织灵活性,在不偏离大型活动目标前提下,以创新

方式开展与大型活动相关的活动。
组织可灵活应用本标准。对于尚未正式强调可持续发展的组织来说,可以应用本标准为起点,建立

一套大型活动可持续性管理体系。对于已有管理体系的组织来说,可将本标准的要求融入现有体系之

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组织均能从持续改进的过程中获益。
体系的复杂性、文件化的程度和所投入的资源,均取决于所确定的体系范围和组织规模,以及组织

活动、产品和服务的性质。中小企业尤其如此。
体系的成功有赖于所有管理层级和职能,尤其是最高管理者的承诺。此外,为了获得成功,管理体

系必须保持灵活性并融入大型活动管理过程之中,而非仅被视为新增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发挥最大

效能,体系的影响需扩展至整个供应链及所确定的相关方。图1提供了一个大型活动可持续性管理体

系运行模式概览。

图1 大型活动可持续性管理体系运行模式概览

本标准可被用于证实符合性,详见第1章“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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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活动可持续性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为任何种类的大型活动或与大型活动有关的活动确定了活动可持续性管理体系要求,并为

符合这些要求提供了指南。
本标准适用于任何具有以下愿望的组织:

a) 建立、实施、保持和改进大型活动可持续性管理体系;

b) 确保组织符合其所确立的可持续发展方针;

c) 通过下述方面证实自愿符合本标准:

  1) 第一方(自我确认和自我声明);

  2) 第二方(由在组织中拥有利益的一方如客户或其代表对符合性进行确认);

  3) 独立的第三方(如认证机构等)。
本标准旨在强调对贯穿于整个大型活动管理周期中的可持续性改进的管理。
附录包含了附加指南和信息,以支持本标准的应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无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组织 organization
为实现目标(3.6)而在职责、权限和关系方面具有自身职能的个人或团体。
注1:组织的概念包括但不限于:代理商、公司、集团公司、商行、企业、主管部门、合伙企业、慈善机构或研究机构,或

者上述主体的部分或组合,无论其是否具有法人资格,公营或私营。

注2:对于拥有一个以上运行单位的组织,可以把一个运行单位定为一个组织。

3.2
可持续性 sustainability
在组织(3.1)或大型活动(3.8)背景下实现可持续发展(3.3)的程度。

3.3
可持续发展 sustainabledevelopment
既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的发展。
注1:该过程为经济活动、环境责任和社会进步提供一种持久、平衡的解决方法。

注2:可持续发展是为了将高品质生活、健康和繁荣等目标与社会公平和正义相融合,并保持地球对其生物多样性

的支撑能力。这些社会、经济和环境目标既相互依赖又相辅相成。可持续发展可被视为一种对更广泛的社

会整体期望的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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