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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厦门市鼓浪屿区实施的 ISO 14001标准为研究实例,探讨了行政区域实施 ISO 14001标准的意义、实施步骤和环境管

理体系的构架模式,可为其他类似区域建立环境管理体系所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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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 10月国家环保总局确定厦门市为环境

管理体系认证国家试点城市 (区 ), 市政府也提出厦

门市要整体实施 ISO 14001标准, 并将鼓浪屿区作

为先行试点。 1999年 12月鼓浪屿日光岩景区成为

全国第一家通过 ISO 14001标准认证的旅游景点。

实施环境管理体系之后,景区的环境状况和环境意

识得到显著提高和持续改进。在此基础上, 彭浪屿区

政府决定在全岛范围内实施 ISO 14001标准, 建立

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环境管理体系,创建生态旅

游岛。 2000年 12月 27日通过现场审核。

1　鼓浪屿概况

鼓浪屿四面环海, 呈椭圆形, 位于厦门岛西南

隅, 与厦门市隔海相望, 面积 1. 78 km
2
, 常驻人口

1. 7万,为厦门市市辖区。岛上气候宜人,四季如春,

无车马喧嚣, 有鸟语花香, 素有“海上花园”之美誉。

由于历史原因,中外风格各异的建筑物在此被完好

地汇集、保留,有“万国建筑博览”之称。小岛还是一

块音乐的沃土, 人才辈出, 钢琴拥有密度居全国之

冠,又得美名“钢琴之岛”“音乐之乡”。鼓浪屿为国家

级风景名胜区, 福建“十佳”风景区之首, 全国 35个

王牌景点之一,目前正为进一步优化旅游环境, 创建

生态旅游岛而努力。

2　鼓浪屿实施 ISO 14001标准的意义

近几年通过产业调整, 旅游观光业已成为全区

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这是鼓浪屿区优美的自然环

境所形成的区位优势。但作为全国最小的行政区又

有其自身的不足, 地域狭小、资源匮乏, 旅游资源亟

待保护开发。这一特点决定了鼓浪屿区在发展经济

的同时必须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如果两者的关系得

不到妥善的处理, 就必定制约经济、社会的全面发

展, 而实施 ISO 14001标准无疑是一种最佳的选择。

实施 ISO 14001标准对鼓浪屿至少有五个有利于:

( 1)有利于提升鼓浪屿在国际、国内的知名度。

以实施 ISO 14001标准为契机,以“形象工程”为载

体,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根本,进一步扩大鼓浪屿在国

内、国际上的影响,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 2)有利于完善环境管理机制,提高管理效率。

通过引进环境管理体系, 不仅能完善现有的环境管

理机制, 强化各部门的环境管理效能,做到责任到

位、目标到位、措施到位。 同时,对完善日常管理体

系, 提高效率也大有益处, 因此两个体系是一体, 不

应分别对待。

( 3) 有利于提高依法治区的水平。 由于

ISO 14001标准要求组织承诺遵守法律、法规, 从而

保证了环保法律、标准及管理制度的有效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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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利于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的完成。

ISO 14001标准要求组织根据环境方针,提出环境目

标、指标, 进而制定环境管理方案, 将环境保护目标

责任制的工作内容有机地融入环境管理体系当中,

确保各项环保工作的顺利展开。

( 5)有利于提高全民的环境保护意识。 通过实

施 ISO 14001标准, 将保护环境的意识用各种宣传

途径进入到千家万户, 使人人从我做起, 从点滴做

起,共同为保护和改善环境而努力。

3　探索适合于鼓浪屿的环境管理体系模式

　　环境管理体系的建立一定要从自身实际出发,

符合组织的特点,这才能保障体系的有效运行与保

持。鼓浪屿面积 1. 78 km
2,常驻人口 1. 7万,每年还

要接待游客 200余万, 并且市政设施不完善,雨污合

流,污水近岸排放,自然环境已经承受相当大的负

荷。因此,鼓浪屿的发展不应求量,而要求质,不应铺

摊子,而要集约化。鼓浪屿区提出“创建生态型旅游

岛屿”, 那么“生态型岛屿”的内涵是什么? 应如何建

设? 这虽然不好界定, 但有两个方面是可以把握的。

一是要保护好自然资源及人文资源, 这些资源

是鼓浪屿旅游业的根本,是经济发展的命脉,一旦破

坏不仅无法恢复, 还将引起一系列的链式反应。二是

要在发展中遵循生态规律,生态系统中越高等的生

物群落,结构越复杂、越有序,利用资源、能源的效率

也就越高。发展的有序化, 首先需要管理的有序化,

ISO 14001标准的特点就是系统化、程序化和文件化

的管理,它不是一个硬性的、确定性的标准, 而是一

个规范性的标准。 通过体系的规划、实施和运行、检

查和纠正措施、管理评审、持续改进,达到体系结构

的有序化,环境绩效的不断提高。

3. 1　鼓浪屿区建立环境管理体系的步骤

鼓浪屿区政府是实施环境管理体系的主体。根

据这一类组织的特点, 在环境管理体系的建立过程

中改变常规程序, 同步开展两条路线:一条是识别环

境因素、确定重要环境因素;另一条是评审现有的环

境组织机构、职责划分以及现行环境制度的有效性,

初步确定环境管理体系中组织机构与职责。然后合

二为一,确定组织的环境方针、目标和指标、制定环

境管理方案, 进一步明确组织机构与职责并编写环

境管理体系文件。

3. 2　鼓浪屿区环境管理体系的基本框架

3. 2. 1　体系的范围　作为一级政府,鼓浪屿区政府

既有自身的日常活动, 又有行政管理活动; 既有自己

的办公活动范围, 又有行政管辖范围。如果把体系的

范围仅仅局限在政府大院内、市政公用单位内,那么

岛内的大部分地区就得不到体系的控制,因此体系

建立的地理范围确定为鼓浪屿全岛。另外,从活动内

容来讲, 行政管理活动对区域环境的好坏起关键作

用; 同时,非行政管理活动,如学校教育、绿化、市政

建设、项目开发、社区服务等, 对区域环境也有很大

影响。因此,区政府及其所属职能部门的行政管理活

动和非行政管理活动都被确定为受体系的直接控

制,通过控制行政管理活动来间接控制整个区域, 通

过控制非行政管理活动来改善自身的环境绩效, 树

立政府形象。

3. 2. 2　环境因素的识别和评价　此项工作分为两

步:第一步调查识别环境因素,第二步评价确定重要

环境因素。

3. 2. 2. 1　环境因素的识别

体系内部与相关方环境因素的识别采取不同的

方式,先由区政府各职能部门自行识别出本部门活

动或服务中已经或可能对环境产生任何有益或有害

影响的环境因素, 并上报区实施 ISO 14000标准办

公室 (以下简称“区 ISO办” )。主要相关方环境因素

的识别由区 ISO办和环保分局共同进行, 通过查阅

排污申报登记表和走访调查, 实地识别环境因素。区

ISO办的环境因素评审小组对各部门识别出来的环

境因素和相关方环境因素进行汇总、讨论、分析和补

充,填入《鼓浪屿区环境因素识别表》,共识别出环境

因素 168条。

同时为了了解游客和居民的要求, 一方面查阅

了环境投诉记录,另一方面进行了“鼓浪屿旅游资源

和旅游环境问卷调查”和“鼓浪屿环境保护与管理问

卷调查”, 共发出 1500份问卷,收回 1226份。

3. 2. 2. 2　环境因素的评价　首先确定重要环境因

素的 7项评分准则 (发生频率、受影响人群、区域范

围、可恢复性、累积效应、社会敏感度和危害性 )及分

级尺度, 并采用层次分析的方法为每项评分准则赋

予不同的权重值; 其次环境因素评审小组根据评分

准则和分级尺度, 应用加权求和的方法分别计算

168项环境因素的分值; 然后综合考虑环境因素的

法律法规符合性、评价分值、城区景观破坏度及对旅

游业竞争力的影响等几个方面,拟定出重要环境因

素清单。

3. 2. 3　环境方针　环境方针明确了鼓浪屿区在环

境保护方面的宗旨和方向, 是鼓浪屿区政府承担环

境责任和义务的公开声明, 也是制定环境目标与指

标的依据和出发点。 环境方针制定的依据为鼓浪屿

区环境质量及管理现状、重要环境因素、总体规划

(包括社会发展规划、园林绿化,市政设施规划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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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目标责任书、国家和地方有关的环境法律, 法

规,标准和其他要求、相关方的意见和要求等。

3. 2. 4　环境目标、指标及管理方案　为了将环境管

理体系融入到日常管理之中, 在选取目标指标时尽

量选取在规划、年度计划和部门工作计划中将要实

施的,并与环境相关的内容加以量化、细化。同时,把

目前已有的一些考核指标 (如创建环保模范城市、卫

生城市、园林城市、优秀旅游城市、城市综合整治定

量考核制等 )进行相应的转化。

鼓浪屿区环境目标、指标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

应关系,而是构成了体系,可概括为“三种类型、五个

方面、分级选取、具体落实”。从规划、预警和计划三

方面考虑将目标分为三种类型, 即持续改进、巩固提

高、年度计划。每一类目标又包含五个方面,即改善

环境质量、控制环境污染、提高环境建设水平、加强

环境管理和资源利用集约化。再从这五个方面选取

分级目标,并对每个分级目标提出具体的指标。

环境管理方案是实现目标、指标的行动方案,它

们的制定和执行是环境管理体系成功的关键。 环境

目标和指标的责任部门制定相应的环境管理方案,

区 ISO办在此基础上进行协调。环境管理方案应明

确所实现的环境目标和指标、责任部门或责任人、具

体的技术措施或实施步骤、所需的资源要求、完成时

间和进度表。

3. 2. 5　组织机构与职责　为确保在环境因素的管

理过程及体系运行中的职责分明,资源充分 (包括人

力资源、技术资源和财力资源 ), 需要有结构化的机

构设置。鼓浪屿区环境管理体系的组织结构分为 4

级,即最高管理者、环境管理者代表、 22个部门、 36

个基层单位。

3. 2. 5. 1　体系主体的特殊性　鼓浪屿区政府及其

所属职能部门是环境管理体系的实施主体。由于没

有街道办事处,因此实施主体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

层次为区政府及其下属的各局 (办 ),第二个层次为

直接面向居民社区的 11个居委会和环卫站、绿化

队、市政工程队等非行政管理部门。 工商分局、公安

分局和环保分局行政上不直属于区政府, 但这三个

部门对实施 ISO 14001标准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因

此他们作为体系的特殊相关方。

3. 2. 5. 2　职责　在确定环境管理体系各层次和各

部门的职责时,首先分析了现有的职责和活动 (服

务 )中所产生的环境因素, 初步确定了各部门的职

责;然后从体系上来分析各部门的职责,分析职责是

否有重叠,是否能控制所识别出的环境因素。最后,

经各责任单位确认, 作为环境管理体系中各部门规

范自身环境行为,明确环保责任的依据。

4　 ISO 14001标准顺利建立和有效运转的保障

建立一个符合组织自身特点的环境管理体系,

首先必须根据组织所存在的环境因素及环境管理现

状。 此外,还应切实做好以下几点:

( 1) 领导保障　“一把手”要亲自挂帅, 建立强

有力的领导小组, 制定环境方针, 调动本组织的人

力、物力、财力资源, 实现可持续改进。

( 2)组织保障　成立专职环境管理推进机构,

保证体系长久运行。 以责任制形式与各有关部门签

订责任书, 并将环境目标和指标等的完成情况作为

人事部门考核各部门领导能力的一项重要内容。

( 3)技术保障　一方面广泛收集资料、聘请顾

问和咨询公司, 另一方面根据体系内不同层次的需

求,做好培训工作。组织骨干人员参加环境管理体系

内审员或国家注册审核员的培训,建立一支较强的

技术支撑梯队。

( 4)物资保障　环境管理体系的建立与实施,

必定从方方面面为组织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否

则它是没有生命力的。然而, 体系本身的建立、运行

和保持也需要一定设备和资金的投入, 这样才能形

成良性循环。

( 5)宣传保障　通过新闻媒体、学习、竞赛等多

种形式, 不但要使体系内人人都参与 ISO 14001工

作, 营造出实施 ISO 14001标准的大氛围,而且要影

响相关方, 使其也自愿实施 ISO 14001标准,达到链

式辐射的目的。

5　结　语

自 1997年, 国家技术监督局将 ISO 14001、

ISO 14004等五项国际标准作为国家标准正式发布

以来,国内已有不少企业、公司成功地建立了环境管

理体系,并取得了明显的环境绩效,同时积累了一定

的经验。但非生产性和非经营性组织实施 ISO 14001

标准的并不多见, 区域性环境管理体系的建立更是

凤毛麟角,相信将这方面的实例进行研究和总结, 对

ISO 14001标准在我国的发展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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