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告书中是否已反映各要素有无实施？

记载页码

2　利益相关者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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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因素

1  关键性

内在因素

区分主次

1

《伊藤忠商事CSR报告2008》
GRI《可持续发展报告指针2006》报告原则检查表

已实施，并记载在报告中 虽然报告书中未记载，但已实施 未实施

机构面对的重大风险；

机构能确定应向那些利益相关者负责。

报告应当理清各关键项目及指标的轻重主次。

促成机构成功的关键因素；

机构的核心优势，这些优势可如何促进可持续发展。

○

○

○

○

○

○

○

○

○

○

○

○

○

○

○

○

○

○

○

由利益相关者就可持续发展提出的主要关注事项、项目

及指标；

由同行及竞争者所汇报的关于该行业的主要项目及未来

挑战；

对机构及利益相关者具战略意义的有关法律、规则、国

际协议或志愿协议；

经其认可资历人士或行内具专业资格的专家组织所作的

调查，确认为可合理预计的一些可持续发展的影响、风

险或机遇（例如全球暖化、艾滋病、贫穷）。

机构主要的价值观、政策、营运管理系统、目标及

指标；

特别关乎机构的成败的利益相关者（例如雇员、股东、

供应商）的利益和期望；

报告内容有参考机构特地为报告而引入利益相关者参与
的结果。

为报告作定案而引入利益相关者参与的过程，与报告的
范围及界限一致。

机构可展示其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解，并就报告所涵盖的

项目，参考客观及现成的信息，以及可持续发展数据。

机构汇报绩效时，一并提供认可行业、当地、区域及

（或）环球刊物所反映的较宏观的可持续发展情况及

目标作对照。

机构汇报绩效的方式，应试图交待机构对各地有多大的

影响及贡献。

报告说明各可持续发展项目如何与机构的长远战略、风

险及机遇（包括供应链）有关。

编制报告时考虑到整个供应链的上游及下游实体，并披

露所有根据关键性、可持续发展的背景及利益相关者参

与度原则而合理被视为关键的信息，信息主次分明。

报告内容有参考机构在常规活动中引入利益相关者参

与的结果，并遵守机构赖以营运的法律及组织框架的

规定。

※上述的参与过程是指同时符合以下两者要求的活动

①组织不止一次，而是经常实施的活动

②按照法律和法规等的要求实施

2006年GRI指针进行了修订。2006年版的主题是“报告组织是否以有关可持续发展的本公司状况、及有关可持续发展的本公司核心要素（重要性）为中心，与各利益相关者
之间就CSR的本质部分进行了讨论，并将结果反映在了报告书中”。
此次，在参照GRI指针第三版之际，与“指针对照表”进行对照，着重于核心部分的“报告原则”。因此，运用报告原则的“检查表”，对检查表中提出的各个课题进行检
查，并归纳成一览表进行公布。



报告书中是否已反映各要素有无实施？

记载页码

7　准确性

8　时效性

9　清晰性

10　可靠性

13-16, 19-32, 
37-38, 46, 50

1, 39
环境WEB※

2

19-32, 37-38

2

2

所有页码

2, 18

1, 19-32, 
37-38, 39

所有页码

所有页码

所有页码

所有页码

所有页码

所有页码

2

4-2

4-3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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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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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6-3

6-4

6-5

7-1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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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7-5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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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9-1

9-2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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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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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5　中肯性

6　可比性

2

已实施，并记载在报告中 虽然报告书中未记载，但已实施 未实施

报告把好与坏的结果及项目一并披露。

报告指出哪些是经量度的数据。

报告当中的定性报告部分是否是根据客观依据作出的？

相对报告期而言，报告所披露的信息属于近期信息。

指明外部认证的范围和幅度。

机构可指出报告中信息的原来出处。

机构可提出可靠的证据，支持其假设及复杂的运算。

报告及所载信息可按年比较。

机构的绩效可与适合的基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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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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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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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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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上述检查表由株式会社cre-en根据GRI《可持续发展报告指针2006》报告原则编制。

除另有规定外，报告涵盖所有受汇报机构控制或受其影

响的实体。

报告信息涵盖汇报期间一切重要的活动或事件，以及过
往事件对将来预测的重大影响；这些影响为合理可预见
的，并可能会变为无可避免、不可逆转。

报告没有遗漏会影响或有助利益相关者作评估及决定，

或是会反映重大经济、环境及社会影响的相关信息。

信息的铺陈方式，让报告用户能看见机构按年绩效的正、
负趋势。

报告中各项目的轻重与其相对关键性成正比。

不同报告期的报告在界限、范围、报告期及内容上若有
任何重大变化，应当在报告中指出并解释。

报告充分说明量度数据的技巧及计算基础，并可重复量

度，结果相若。

量化数据的误差幅度，不足以严重影响利益相关者对绩
效作出适当而有根据的总结。

报告指出哪些是预测数据、预测数据的技巧及背后的假

设、以及信息的出处。

搜集及发表主要绩效信息的时间，与可持续发展报告的
汇报档期互相配合。

报告（包括网上报告）的信息，清楚显示有关的报告期、
下一次及上一次的报告日期。

报告的信息量符合利益相关者所需，免却多余而不必要

的细节。

利益相关者无须大费周章，便可从目录、图象、网站连
结或其它辅助工具中找到所需的特定信息。

报告避免技术用语、缩略语、术语或利益相关者很可能感陌
生的内容；如有需要，应在词汇表或相关部分列出解释。

报告的数据及信息供所有利益相关者使用，包括有特别
需要的人士（例如不同的才能、语言或技术的人士）。

信息由原始数据或信息管有者提供，准确性可供验证，
误差幅度可以接受。

关于CSR各要素的报告方法，是否依据GRI指针等被一般
公认的规定？

GRI指针对金融、矿业等几个行业分别制定了分行业的补
充文件（指针），如果属于这些行业，是否为了编制更
详尽的报告而运用了这些指针？

※无中文网站

http://www.itochu.co.jp/main/csr/env/conservation/index.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