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境活动

环境方针 

 

伊藤忠商事将全球变暖等地球环境问题定位于经营方针的最重要事项之一。 

为履行企业理念“致力于全球的富饶和发展”，制定了《环境方针》，除了为现今社会的繁荣做贡献外，还从能为下一代留下

什么的观点，一直在认识到积极致力于保护地球环境的基础上, 开展全球性企业经营活动。 

［Ⅰ］基本理念 

全球变暖等环境问题是关系着人类生存的问题。 

在全球范围开展业务的伊藤忠集团将地球环境问题视为经营方针的最重要事项之一，为了履行“伊藤忠集团企业理念”—

—“致力于全球的富饶和发展”，推进“伊藤忠集团企业行动准则”提出的“积极努力构筑更加美好的地球环境”，为实

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做贡献。 

［Ⅱ］行动准则 

伊藤忠商事在上述基本理念的指导下，为了谋求持续改进环境管理体系，制定了以下的环境保护活动相关行动指针。 

2010年5月 

代表取缔役 社长 

冈藤 正广 

伊藤忠集团“环境方针”

(1) 预防环境污染 在开展所有经营活动之际，要重视自然生态系统及生物多样性、区域环境及地
球环境的保护，努力预防环境污染。

(2) 遵守法律法规 遵守国内外各项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其他本公司同意的事项。

(3) 推进环境保护活动 在推进“节能和节省资源”、“削减和回收利用废弃物”，为创建循环型社会
做贡献的同时，努力开发和提供有助于保护环境的商品及服务产品等。

(4) 与社会的共生 作为良好的企业公民，希望为下一代的繁荣和社会做更广泛的贡献，协助地区
社会开展环境教育，支援有关保护地球环境的研究。

(5) 推进启发活动 为了提高环境保护意识及促进环境保护活动，推进对伊藤忠商事和集团公司员
工的启发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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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不注重考虑地球环境问题，就不能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为此，本公司在1990年设立了地球环境室，1993年4月制定

了相当于《环境方针》前身的《伊藤忠地球环境行动指针》，将指针落实到了文字上。1997年，公司将《伊藤忠地球环境行动

指针》更改为伊藤忠商事《环境方针》，之后，为了在文字表述方面顺应时代的潮流，对《环境方针》进行了多次修订。 

2010年5月对以下2点作了修订： 

伊藤忠商事对环境的基本观点

为了进一步明确环境问题是不仅是伊藤忠商事、而是伊藤忠集团应参与的活动这一基本观点，将《伊藤忠商事<环境方针

>》更改为《伊藤忠集团<环境方针>》。 

1. 

现在的环境方针中阐述的行动指针对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作了进一步提升，更改为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及生物多样

性”，明确了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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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理 

 

伊藤忠商事认识到经营活动可能对地球环境的影响，为防范环境风险于未然，构筑了对经营商品，特别是对新投资项目事前进

行环境影响评价体制。 

另外，利用综合商社的广泛的功能、网络，积极致力于环境型业务，同时，针对全球气候变暖等日益严重的地球环境问题，不

仅在单个的公司中开展环境活动，还把活动范围扩大到了整个集团。 

伊藤忠商事于1997年首次在商社引进了基于ISO14001的环境管理体系(EMS)，并不断加以改善。此体系旨在遵守环境方面的相关

法规和预防环境污染。具体来讲，就是通过每年制定预防环境风险的目标，对进度情况进行评估和分析，并运作PDCA循环切实

完成目标的方式来运行、管理目标的一种制度。 

 

 

环境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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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忠商事环境管理体制中最高责任人是社长。由社长任命的CAO・CCO拥有决定环境管理核心的环境方针、制定环境管理手册

的权限。 

在具体运作方面，公司设置了CSR委员会，修订环境方针，审查全公司每年的活动。这项工作由广报部CSR・地球环境室担当事

务局负责。此外，各环境监查对象部门还指定了环境责任人（2011年度合计63人），与辅助这项活动的环境负责人（截至2011

年5月31日合计300名）一起，作为各部门的环境保护活动责任人推进活动。 

 

 

2010年度基于ISO14001的公司内环境审查对象部门数达到73个。用近半年的时间实施公司内部环境审查，其结果是有利于环境

风险的防患于未然。审查小组由CSR•地球环境室人员及公司内具备环境审查人资格的人员（423人注册）组成，今年的重点放在

守法审查上。从今年起引入新的审查方法，即以2至3个部门为一个单位进行共同审查。这样不仅能提高审查效率，还可以得到

其他部门的相互理解，提高审查的效果。 

每年接受日本环境认证机构（株）（JACO公司）基于ISO14001标准的认证审查。2010年度的审查属于“维持”审查（第1年、第

2年连续保持“维持”、第3年重复“更新”审查），结果已为体系持续改善情况所认可，“提高”综合评价方面得到“持续认

证”。 

伊藤忠商事环境管理体制

公司内环境审查的实施

外部审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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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患环境风险于未然 

 

伊藤忠商事不仅对所经营的商品进行环境风险评价，还以各集团所属公司为对象积极采取对环境风险防患于未然的措施，以便

充分认识集团整体的事业活动可能给地球环境带来的影响。 

伊藤忠商事在全世界进行着多种多样的商品交易，认为对各种商品和地球环境的关系进行评价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实施了本公

司独有的环境影响评价。从与商品相关的原材料采购、制造过程、直至使用乃至报废的整个流程使用LCA ※ 分析手段。当评价

的结果为对地球环境的影响超过规定分数时，该商品即作为被管理对象，并制定各种相应的规程和程序说明。 

 

对于伊藤忠商事及国内子公司在日本国内外的M&A投资项目，使用“投资相关的CSR•环境检查表”对项目给市场、社会、环境带

来的影响进行事先评价。对于需要专业意见的项目，伊藤忠委托外部专业机构进行事先调查，确认调查结果、无问题后着手实

施。 

外部的咨询项目共有36件，其中环境团体（6件）、产业界（5件）、政府部门（5件）、各评价公司（5件）、媒体（5件）、地

区居民（10件）。关于本公司环境问题处理情况的问卷调查数逐年增加。本公司未出现环境相关的事故、问题、诉讼及任何投

诉。另一方面，公司内及集团公司的咨询数量也在增加。开展了各种各样的环境教育活动，员工的环境意识得到提高，废弃物

处理法相关（65件）及土壤污染对策法相关（16件），此外还有事业投资项目相关的前期咨询。 

经营商品的环境风险评价

LCA (Life Cycle Assessment）: 在一个产品的生产、运输、使用到报废或再利用的寿命周期的各阶段，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方

法。 

※ 

集团所属公司的实况调查

在美国的“汽车零部件配送

中心”监查含有限制物质的

零部件的管理状态  

调查集团所属公司的实际状况起源于2001年发生的数家集团所属公司周边居民关于环境污染的

投诉事件。从约700家集团所属公司中抽取约200家对地球环境和负荷带来较大影响的公司，每

年对其中约20家公司进行实际状况调查。与经营层的答疑，以及对工厂、仓库等设施、向河流

排放废水的情况以及环境法规的遵守情况等进行评价。 

新投资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

环境相关的咨询情况（2010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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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教育/启发活动的推进 

 

员工在进行环境保护活动时，结合开展各种教育项目，还以集团员工为对象，举办环境法令研讨会、地球环境问题启发研讨

会，努力提高伊藤忠集团整体的环境意识。 

每年积极举办讲习会， 向伊藤忠集团员工贯彻普及并遵守环保相关法令的要求事项，启发员工的环保意识。 

公司内部讲习会(2010 年度实绩) 

举办讲习会

(单位：人)

法令研讨会 举办次数 出席人数

废弃物处理法讲习会 12次 791

土壤污染法讲习会 2次 217

地球环境经营推进研讨会

东京大学生产技术研究所 冲

大干教授  

2011年1月，伊藤忠在东京总部举行了地球环境经营推进研讨会。邀请东京大学生产技术研究

所 冲大干教授发表了题为“解决水、气候变化与地球环境的问题”的演讲。水问题是与我们

生活关系密切，今后地球环境问题的核心课题，大多数员工参加了本次活动，倾听了最新信

息、水相关产业（海水淡化设备、上下水道的基础设施建设等）、粮油食品、能源等与公司业

务关系较大的演讲（约680人参加），未参加的员工观看了精简版的视频。今后，伊藤忠集团

将战略性地推进环保业务，成为值得借鉴的经典项目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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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地区共生 

 

作为优秀的企业市民，为下一代的繁荣和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协助地区社会进行的环境教育，支援地球环境保护的相关研

究。 

从1991 年开始，向东京大学气候系统研究中心（从2010年度开始改制为东京大学大气海洋研究所气候系统系）的基础研究提供

支援，作为发表研究成果的场合，每年举办“伊藤忠座谈会”。本年度是第19次举办，2011年1月在大阪总部举行，2月在东京

总部举行。福士谦介副教授发表了题为“气候变化带来的健康风险～洪水时的水系感染症”（仅东京总部）的讲演，渡部雅浩

副教授发表了题为“气候变化与异常气象”的讲演，主要围绕全球气候变暖的话题，展开讨论，东京与大阪两个总部共约230 

人倾听了演讲。 

暑假环境教室

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海面上升

的实验现场  

1992年起，伊藤忠商事每年在东京总部举行一次以东京都港区小学生为主要对象，旨在实现

“面向承担下一代重任的孩子们的环境教育”、“与地区共生”的“暑假环保教室”活动。本

次是第19次活动，2010年8月共有45名孩子参加。由气象预报员和气象节目主持人发表了题为

“全球温室效应”的演讲，还组织了各种实验，进行了一次活跃的体验学习活动。 

支援东京大学气候系统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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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环境活动 

 

伊藤忠商事不仅在开展业务活动时关注环境，还在办公活动中努力进行环境保护工作，全体员工从身边做起“降低用电量”、

“推进废弃物的循环利用”。这里，简要介绍一下办公室中环境保护活动的具体措施。 

东京总部大楼是伊藤忠商事所有办公楼中耗能最大的建筑。2006年～2010年的用电量、垃圾排放量、循环利用量、及水资源使

用量如下： 

 

参加“挑战25宣传活动”

伊藤忠商事参加了旨在防止全球气候变暖的国民运动“挑战25宣传活动 ※ ”，

努力开展夏季、冬季冷气/暖气温度调节、多余电力的切断、长时间离座时计算机节

能模式的设置等。推动办公室内废弃物的分离及循环利用，全体员工从身边的事情

做起，投入到环境保护活动之中。 

“Team Minus6%”自2010年1月起名称更改为“挑战25宣传活动”。 ※ 

关于东京总部大楼的环境保护

环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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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发电 

伊藤忠商事在“东京总部大楼”的房顶和东京总部大楼相邻的“CI广场”的房顶安装了太阳能发电板，20010年3月起开始发

电。安装的太阳能板的发电容量合计100KW，相当于普通30户用户的用电量（1户约3.0KW）。发电产生的清洁能源供东京总部大

楼使用，预计可以满足东京总部大楼3.5楼层的照明要求（瞬间最大发电时） 

用电量 

2006～2010年东京总部大楼的用电情况如下：设置空调机的变压器、引进节能设备，努力关闭员工不需要的照明设备和OA机

器，力争在2010年度实现消减量降低32%。 

 

 

垃圾排放量、循环利用量 

2006～2010年东京总部大楼的垃圾排放量、循环利用量如下：进行垃圾分类，着力保持和提高循环利用率。 

  用电量 同比减少率

2006年度 13,765千kWh 5.6％减少

2007年度 13,472千kWh 2.1％减少

2008年度 13,253千kWh 1.6％减少

2009年度 12,644千kWh 4.6％减少

2010年度 12,251千kWh 3.2％减少

  垃圾总排放量 废弃量 循环利用量 循环利用率

2006年度 904吨 138吨 766吨 85％

2007年度 832吨 101吨 731吨 87.8％

2008年度 1,013吨 106吨 907吨 89.5％

2009年度 1,074吨 106吨 967吨 90.1％

2010年度 1,049吨 106吨 942吨 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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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的有效利用 

东京总部大楼为有效地利用水资源，自1980年竣工时起，就设置了中水制造设备，用于厕所冲洗用水。该制造设备的原料就是

厨房废水、雨水、涌水、洗脸及洗浴等排出的废水。 

2006年～2010年的水使用量及中水制造量如下。 

每年中水的保证量会随着雨量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在雨量较少时，自来水的使用量会增加。 

因此，新安装了卫生间内的洗面台清洗、沐浴头节水器、卫生间自动节水器，努力节约自来水。 

东京都“全球气候变暖对策计划制度” 

伊藤忠商事根据东京都环境确保条例，向东京都提交计划书，根据该计划，东京总部大楼的CO2排放量在2005～2009年的5年间

比基准值（2002～2004年度的平均值）消减4.1%。2009年亚人排放量为7549CO2，与基准值相比减少了18%。 

过去曾向东京都提交的文件如下。（日语版） 

「全球气候变暖对策计划书」（2005年12月） 

 

「温室效应气体排放情况报告书 (1)」（2006年6月  

「中间报告书」（2007年6月  

「温室效应气体排放情况报告书(2)」（2008年6月）  

「温室效应气体排放情况报告书(3)」（2009年6月）  

「全球气候变暖对策结果报告书」（2010年6月  

(单位: m3)

  自来水使用量 中水制造量

2006年度 39,604 43,122

2007年度 48,514 37,505

2008年度 52,567 37,330

2009年度 46,532 33,553

2010年度 41,860 31,577

向东京都提交的“全球气候变暖对策计划书”的对象不仅包括东京总部大楼，还包括相邻的商业设施“CI广场”。上述“用电量”

“垃圾排放量、循环利用量”、“水资源有效利用”的对象仅限东京总部大楼。 

※ 

环境活动

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