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下为环境类部分政策的内容概要 

《职业健康安全过程运行策划和控制程序》适用于公司的活动、产品实现和服务过程中对危险源、不可接受风险

的控制。摘录如下 

公司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工作在公司最高管理层的领导下开展，所属各单位须严格执行《管理手册》、《程

序文件》及公司职业健康安全管理各项制度，确保本公司职业健康安全管理工作的正常、有效运行；组织员工进

行经常性的职业健康安全教育，并建立员工教育培训档案；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 

• 安全生产管理执行《安全生产管理控制程序》、《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职业健康安全运行控制的监督检查 

• 安全、健康检查执行《安全生产检查制度》，《安全奖惩制度》。 

• 对相关方提供的物资、设备、材料及服务中可能带来的不安全因素和风险，按本程序 4.1 的要求进行控制，

并将此程序和要求通报相关方，必要时，与相关方签订“海天集团委外施工作业安全协议书”、“海天集团

委外施工作业人员安全须知”。执行《相关方安全管理制度》。 

建设项目职业健康安全管理 

• 执行《建设项目安全健康管理制度》。 

  



《EMS 风险和机遇应对控制程序》适用于公司 EMS 及其过程的策划、环境目标及其目标实现、体系变更、分析

公司内、外部环境状况、分析相关方需求和期望。摘录如下 

风险和机遇的识别 

• 管理者代表组织在策划和变更公司 EMS 和环境目标时，应确定与公司环境因素、合规义务、受公司生产经

营所影响或能够影响公司的环境状况，以及相关方的需求和期望，确定需要应对的风险和机遇，并分解到

EMS 各过程，由各部门负责人分解到本部门风险和机遇，最后管理者代表将结果上报总裁； 

• 各部门负责人在策划和变更本部门 EMS 过程和过程环境目标时，应确定需要应对的风险和机遇。 

风险评估 

• 风险主要来源于公司的环境因素、合规义务及公司所处的内外部环境、相关方的需求和期望等其他问题，主

要包括：环境因素、合规义务和其他问题。 

风险应对措施 

• 总裁从战略、战术、运行层面建立环境目标，并提供实现环境目标的资源； 

• 对全体员工进行环境方针、目标、合规义务及环保重要性的培训，提高员工环保意识。加强对重要环境岗位

员工的培训，使其将环境管理要求融入日常工作之中； 

• 制定应急预案，并适时演练； 

• 在策划应对措施时，考虑经济可行、成本效益高的最佳技术方案，确保措施的落实及其有效。 

• 各事业部、部门按规定开展 EMS 风险和机遇评估、分析，确定应对措施，上报环保科，环保科报管理者代

表，最终上报总裁审批。 

• 各事业部、部门逐一实施应对措施，环保科定期对措施实施有效性进行评价，并记录。 

  



《环境因素识别与评价控制程序》适用于公司塑料注射成型机产品设计、开发、生产和服务全过程中环境因素的

识别、评价、更新的控制。摘录如下 

环境因素识别范围 

• 识别环境因素的范围必须覆盖公司各部门的所有活动、产品和服务中能够控制和能够施加影响的环境因素及

其相关的环境影响； 

• 识别环境因素时应考虑：环境因素的三种时态、环境因素的三种状态、公司活动、产品和服务相关的环境因

素等要素。 

环境因素识别方法 

• 环境因素识别应以活动和生产过程进行分析，以预防为主，采用工艺分析、现场排查、水平对比等方法相结

合。 

环境因素识别步骤（略） 

评价依据 

• 有关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的规定； 

• 环境影响的规模、影响的严重程度、发生频次、影响的持续时间、控制情况等； 

• 公司实际情况，包括改变环境影响的技术难度、经济实力对公司公共形象的影响程度； 

• 相关方（如供应商、承包方）的要求。 

环境因素的评价方法 

• 对环境因素的评价可以采用综合打分法、直接判定法。 

环境因素的更新 

• 每年组织一次环境因素的重新识别和评价。 

  



《合规义务获取更新及应用控制程序》适用于公司确定、获取、更新环境、职业健康安全法律、法规和其他要

求，以及适用性确认工作的控制。 

法律法规要求和其他要求的确定（略） 

获取途径 

• 国家环境、职业健康安全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从政府主管部门、网络、专业报刊、行业学会等渠道获取； 

识别、更新 

• 环保科/安保科组织各部门和项目部根据公司的特点，每年至少进行一次环境、职业健康安全法律、法规及

其他要求的适用性确认及评审工作，做好记录并报管理者代表审批； 

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的管理 

• 环保科/安保科对获取和识别的环境/职业健康安全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应妥善保管并建立清单，负责跟踪其

变化；环保科/安保科应对涉及法律、法规要求及合规义务更新后应对公司带来的风险和机遇进行重新评

价。 

 

  



《固体废物排放控制程序》适用于生产过程、产品服务、办公活动中所产生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生活垃圾与危

险废物的收集与处置。摘录如下 

固体废物的分类 

• 固体废物为生产生活当中产生的废弃物，主要分为生产当中产生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和办公、生

活当中产生的生活垃圾，具体参照《固体废物环保管理要求》。 

固体废物的收集 

•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生活垃圾与危险废物均应分类、分别收集于指定收集容器内，不得混合收集； 

固体废物的标识 

• 固体废物的收集容器、收集场所、贮存场所按《固体废物环保管理要求》规定设置相应的标识、标签；标识

/标签应清楚、明晰。 

固体废物的集中堆放（略） 

危险废物的处置 

• 责任人向职能部门/事业部提交危险废物转移处置申请； 

• 职能部门/事业部审核后向环保科提交转移处置需求； 

• 环保科在危废管理网上平台提交转移申请； 

• 环保科协调装运事宜，确定装运时间； 

• 危废处置单位派遣车辆装运； 

• 职能部门/事业部安排危废装车，并监管相关方的厂内活动。 

  



《合规性评价控制程序》适用于公司对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的适用的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的遵守情况的自我评

价。 

评价时机 

• 公司合规性评价每年至少一次。 

评价内容 

• 获取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的充分性、适宜性； 

• 适用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的更新及其评审情况； 

• 宣传、学习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的情况； 

• 遵守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的情况； 

• 对未执行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的情况，查找并分析原因，制定纠正措施； 

• 应保留合规性评价结果的记录。 

 

  



本集团环境类政策列表（如欲了解本集团的全面政策及其详细内容，可联络咨询） 

 

序号 政策名称 

1 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控制措施确定程序 

2 职业健康安全过程运行策划和控制程序 

3 消防安全管理程序 

4 安全生产管理控制程序 

5 职业健康管理程序 

6 劳动防护用品管理程序 

7 职业健康安全/环境事件调查管理程序 

8 不符合、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控制程序 

9 EMS 风险和机遇应对控制程序 

10 环境因素识别与评价控制程序 

11 合规义务获取更新及应用控制程序 

12 信息交流沟通和协商控制程序 

13 环境过程运行策划和控制程序 

14 污水排放控制程序 

15 废气排放控制程序 

16 固体废物排放控制程序 

17 噪声排放控制程序 

18 能源管理控制程序 

19 危险化学品管理程序 

20 对相关方施加影响程序 

21 应急准备和响应控制程序 

22 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绩效监视测量评价控制程序 

23 合规性评价控制程序 

24 （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