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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 月 1 日 

简介 
 
1. 国际金融公司（IFC）《可持续性框架》详细䱀述了公司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承诺，并且是公

司风险管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持续性框架》包括《国际金融公司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性绩效标准》

和《国际金融公司信息使用政策》。《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性绩效标准》描述国际金融公司（IFC）有关

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性的承诺、作用和责任。《国际金融公司信息使用政策》反映了公司致力于运营透

明度和良治的承诺，并概述了公司有关其投资和亮问服务的机构性披露义务。《绩效标准》的制定面

向客户，为他们如何识别风险和影响提供指导，ᰘ在帮助客户以可持续的营商方式避免、缓解、管理

风险和影响，包括客户在项目活动中与利益相关者的沟通以及披露信息的义务。在直接投资（包括通

过金融中介机构提供的项目和公司融资）的情况下，国际金融公司（IFC）要求客户采用《绩效标准》

来管理环境与社会风险和影响，从而增强发展机遇。国际金融公司（IFC）使用《可持续性框架》以及

其它战略、政策和计划来指导公司业务活动，从而达到其总体发展目标。《绩效标准》还可适用于其

它金融机构。 
 
项《绩效标准》共同确定了客户ޛ .2

1 在国际金融公司投资的整个项目周期内需达到的标准：  
 

绩效标准 1：环境和社会风险与影响的评估和管理 
绩效标准 2：ࣣ工和工作条件 
绩效标准 3：资源效率和污染防治 
绩效标准 4：社区健康、安全和治安 
绩效标准 5：土地征用和非自ᝯ迁移 
绩效标准 6：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物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 
绩效标准 7：土著居民   

绩效标准 8：文化䚇产 
 
3. 《绩效标准 1》确立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性：（i）㔬合评估以识别项目的环境与社会影响、风

险和机遇；（ii）通过披露项目相关信息和与当地社区就直接影响他们的问题进行磋商来进行有效的社

区沟通；（iii）客户在整个项目周期内对环境和社会绩效进行管理。《绩效标准 2》至《绩效标准 8》
确立了避免和在最大程度上降低对员工、受影响社区和环境带来风险和影响，以及如果仍存在残余影

响，补偿/抵消这些风险和影响的目标和要求。㲭然所有相关的环境与社会风险和潜在影响都应被视为

评估的一部分，但《绩效标准 2》至《绩效标准 8》描述了需要特别关注的潜在环境与社会风险和影响。

这些环境或社会风险和影响一旦确定，就要求客户通过符合《绩效标准 1》的环境和社会管理系统来

对它们进行管理。 
 
4. 《绩效标准 1》适用于所有具有环境与社会风险和影响的项目。其它绩效标准的适用取决于项目

所处的具体环境。各项《绩效标准》应㔬合来看，并在需要的情况下相ӂ参考。每项《绩效标准》所

提出的要求适用于项目下所资助的所有活动，除非每部分所述的具体限制中有其它规定。客户应在所

有融资项目活动中采用《绩效标准 1》开发的环境和社会管理系统。一些交৹领域的问题，如气候变

化、性别、人权和水资源，在多个《绩效标准》中都有⏥ⴆ。 
 
5. 除了┑足《绩效标准》中的要求以外，客户还必须遵ᆸ相关国家法律，包括那些国际法中规定的

东道国有义务实施的法律。 
 
6. ц界䬦行集团《环境、健康和安全指ই》（EHS 指ই）是䱀述一㡜性和具体行业的良好国际行业

惯例的技术参考文件。国际金融公司（IFC）使用《EHS 指ই》作为项目评估过程中的信息技术来源。

《EHS 指ই》包含国际金融公司（IFC）一㡜可接受的绩效水ᒣ和衡量标准，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成本

                                                 
1《绩效标准》中“客户”一词泛指负责所资助项目的实施和运营方，或融资接受方，取决于项目结构和融资类型。

“项目”一词的定义见“绩效标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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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新设施一㡜是能够达到这些水ᒣ和标准的。对国际金融公司（IFC）资助的项目，在现有设施中

采用《EHS 指ই》可能包括确立具体设施地点的目标，以及达到这些目标的适当的时间表。在环境评

估过程中，可能会建议替代（更高或更低）绩效水ᒣ或衡量标准，如果这些水ᒣ和标准对国际金融公

司（IFC）来说可以接受的话，将成为具体项目或地点的要求。《EHS 通用指ই》包含可能适用于所

有行业的环境、健康和安全问题的交৹领域信息。通用指ই应与相关的行业指ই一起来使用。《EHS
指ই》可能会不时更新。 
 
7. 如果东道国的法规与《EHS 指ই》中所述的绩效水ᒣ和衡量标准不一致，项目应采用其中较为严

Ṭ的标准。如果在具体项目的情况下，更适合采用较为ᇭᶮ的绩效水ᒣ或衡量标准，则应详细地说明

采用替代标准的理由，并将其作为具体地点环境评估的一部分。这种理由应该表明，选择该替代标准

可以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 
 
8. 一套ޛ对应每项《绩效标准》的《指导》，加上《金融中介机构解䟺》，对《绩效标

准》及参考材料中包含的要求以及可持续性良好惯例提供指导，帮助客户提高项目绩效。这些指导

 。可能会不时更新解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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䬨ṳ 
 

1. 《绩效标准 1》强调在整个项目周期内对其环境和社会绩效进行管理的重要性。一个有效的

环境和社会管理系统（ESMS）应当是一个动态的、持续的过程，这个过程由管理层发起并提供支持，

其中涉及客户、员工、直接受该项目影响的当地社区（以下简称“受影响的社区”）以及其他利益相

关者
1
的参与。ESMS管理系统是基于企业现有管理过程中“计划、实施、核查和行动”等各个要素，

以结构化、有组织的方式，持续管理环境和社会风险
2
与影响

3
。一个与项目的性质与规模相匹配的良

好的ESMS管理系统可以促进稳定、可持续的环境和社会绩效，并能够带来更好的经济、社会和环境

效益。 

 

2. 有时，某些环境和社会风险及其影响的评估和管理责任可能由政府或第三方承担，而不在客

户的控制或影响范围内
4
。这样的案例可以包括下列情况：（1）政府或第三方制定的早期规划将会影

响项目的选址或项目的设计；并且/或者（2）与项目直接相关的某些行动是由政府或第三方实施的，

比如为项目提供土地，该项目实施之前可能涉及到社区或个人迁移以及/或者导致生物多样性的损失。

尽管客户不能控制政府或第三方的这些行动，为了帮助达到《绩效标准》要求的环境和社会效果，一

个有效的ESMS管理系统应该能识别项目所涉及的不同单位、项目的作用、项目带给客户的相应风险

以及与第三方协作的机会。此外，本《绩效标准》支持使用有效的申诉机制，帮助早期识别那些认为

自己已经受到客户行为伤害的人并提供快速的弥补措施。 

 
3. 项目活动应该尊重人权，这意味着避免侵犯他人的人权，并解决项目活动对人权可能导致的

或促成的不利影响。每项绩效标准都包含一个项目在运营当中可能涉及到人权的相关要素。基于这些

绩效标准进行的尽职调查将使客户能够解决项目中的很多与人权相关的问题。 

 
目标 

 

� 识别和评估项目的环境和社会风险与影响。 

� 采取多层次的减缓措施来预测并避免对员工、受影响的社区和环境所带来的风险和

影响，或者在不可能避免的情况下将风险和影响最小化
5
，并在仍然存在残余影响的

情况下，对其进行补偿/抵消。 

� 通过管理系统的有效使用来促进客户的环境和社会绩效的改善。 

                                                 
1 其他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不受项目直接影响，但与项目有利益关系的个人或团体，可能包括国家和地方当局、邻

近项目和/或非政府组织。 
2 
环境和社会风险是指某些灾难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以及这一灾难影响的严重程度。 

3 
环境和社会影响是指项目所支持的活动对社区的物理、自然或文化环境造成的任何潜在的或实际的变化，以及对

周边社区和工作人员的影响。 
4 客户雇用的或代表客户的承包商被认为是在客户的直接控制之下，本《绩效标准》不认为他们是第三方。 
5 可以接受的最小化选择有很多种，包括在适可的情况下：减轻、矫正、维护和/或恢复影响。缓解风险和影响的系

列措施在《绩效标准 2-8》中相关部分有更为深入具体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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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来自受影响社区的投诉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外部意见得到适当的答复和管理。 

� 提供充分的参与方式，使受影响社区在整个项目周期内充分参与有可能对他们产生

影响的问题，并确保向他们披露和传播相关的环境和社会信息。 

 

适用范围 
 

4. 本《绩效标准》适用于存在环境和/或社会风险和/或影响的商业活动。在本《绩效标准》中，

“项目”一词是指一些特定的商业活动，包括那些可能产生风险和影响但其具体物理元素、外观和设

施尚未完全确定的商业活动
6
。在某些情况下，包括从开发初期阶段到其整个生命周期（设计、施工、

核准、运营、退出、关闭或关闭后阶段）的各个方面
7
。除非在以下各段所描述的具体限制中另有规定，

本《绩效标准》的要求适用于所有商业活动。 

 

要求 
 

环境和社会评估与管理系统 
 

5. 客户应与其它政府负责部门和相关的第三方
8
协调，进行环境和社会评估，并建立和维护一个

与项目的性质和规模及其环境和社会风险与影响相适应的ESMS管理系统。这个ESMS管理系统应该包

括以下因素：（1）政策；（2）对风险和影响的识别；（3）管理计划；（4）组织能力和资质；（5）

应急预警和反应措施；（6）利益相关者的参与；（7）监督和审查。 

 

政策 

6. 客户应建立一个全面的确定环境社会目标和原则的政策，用以指导项目取得良好的环境和社

会绩效
9
。这个政策应为环境和社会评估与管理过程提供一个框架，并明确说明该项目（或相关的商业

活动）将遵循项目所在地适用的法律法规，包括那些根据国际法东道国有义务实施的法律。这一政策

应该与《绩效标准》的准则相一致。在某些情况下，客户可能也遵循其它国际上认可的标准、认证体

系或行动准则，而这些也应该包括在这一政策中。该政策应明确规定在客户单位里谁负责保证项目符

合政策的要求，并负责政策的执行（如有必要，政策可以提到相关政府负责部门或第三方的责任）。

客户应向单位里的所有员工传达该政策。 

 

                                                 
6 例如，拥有现存的有形资产并/或计划开发或购买新设施的公司企业，拥有现存的资产并/或计划投资新设施的投资

基金或金融中介机构。 
7 鉴于本标准被各种金融机构、投资者、保险商和所有者/运营商所使用，每个使用者应确定其适用本标准商业活动

范围。 
8 即，那些在法律上有义务和责任评估并管理具体风险和影响的各方（如政府领导的移民安置）。 
9 这一要求是一个独立的、针对具体项目的政策，不是为了影响（或要求改变）客户可能已经为了不相关的项目、

业务活动或更高级别的商业活动而制定的现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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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风险和影响的识别  

7. 客户应建立一套识别项目环境和社会风险与影响（有关能力要求见第 18 段）的长效程序。项

目的类型、规模和地点将决定在识别风险和影响的过程中应投入多大范围与程度的努力。 风险与影响

的识别过程所涉及的范围应当遵从良好的国际行业惯例
10
，并依此决定适当的、相关的方法和评估工

具。这个过程可以是一个全面的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或者是一个有限的或有针对性的环境和社会评

估，或者是直接依据环境选址、污染标准、设计标准或建筑标准
11
。当项目涉及已有资产时，环境和/

或社会审计和/或风险/危险性评估可能足以识别风险和影响。如果要开发、获取或融资的资产还没有明

确，所建立的环境和社会尽职调查过程应该在未来某一时间点当物理元素、资产和设施可以得到合理

明确时来识别风险和影响。风险和影响识别过程应当建立在具有适当详实程度的、最新的环境和社会

基准数据的基础上。这个过程应考虑项目所有相关的环境和社会风险与影响，包括《绩效标准 2 至 8》

中所提到的问题，也包括可能受到这些风险影响的那些事项
12
。这个风险和影响识别过程应考虑温室

气体排放、气候变化相关风险和适应机遇，以及潜在的跨界影响，比如空气污染，国际水道的使用或

污染等。 

 

8. 当项目包含可能产生影响的已被明确识别的物理元素、方面和设施时，环境和社会风险和影

响的识别应在项目的整个影响范围内展开。项目的影响范围可包括：   

� 可能受到影响的区域：（1）项目
13
本身，客户的活动和客户（包括承包商）直接拥

有、运营和管理的设施和客户拥有的属于项目组成部分的设施
14
；（2）项目在未来

或在不同地点所产生的计划外但可预测的开发活动的影响；（3）对受影响社区的生

计所依赖的生物多样性或生态系统服务造成非直接的影响。 

� 相关设施，指那些没有被项目资助，但是如果不建设或者扩展该项目就不会存在的

设施，但没有这些设施，项目也不可行
15
。  

� 累积影响
16
，包括项目产生的直接影响或资源所造成的叠加影响，以及在风险与影

响识别过程中其它现存的、计划中的或被合理确认的开发活动中产生的累积影响； 

 

                                                 
10 这里是指在全球或地区同样或类似环境下进行同类工作的有经验的专业人士在合理预期中会用到的专业技能、勤

奋、谨慎和预期。 
11 

对于新开发项目或大型扩建项目，如果含有可能产生潜在巨大环境或社会影响的并已明确识别的物理元素、方面

和设施，客户应进行全面的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包括在适当的情况下对替代方案进行审查。 
12 在有限的高风险情况下，客户在进行环境和社会风险和评估识别过程的同时，进行与特定业务相关的人权方面尽

职调查可能是有必要的。 
13 例如，项目的地点、近范围的气域和流域或运输通道。 
14 例如，电力输送走廊、管道、运河、隧道、搬迁或出入通道、取土或处置区、施工营地和受污染土地（比如土壤、

地下水、地表水和沉积物）。 

15 相关设施可能包括：铁路、公路、自备电厂或传输线路、管道、公用设施、仓库和物流码头 

16 累积影响只限于那些根据科学或受影响社区的担忧而普遍认定的重要影响。累积影响的例子包括：对某一气域渐

增的气体排放、多次取水造成的流域水流减少、流域沉积物增加、对野生动物迁徙路线的干扰、社区道路上交通车

辆的增加造成的更多交通拥堵和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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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一旦在项目影响领域内发生的风险和影响是由第三方行为所致，那么客户应该以与其对第三

方的控制和影响能力相称的方式、在考虑到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应对这些风险和影响。 

 

10. 如果客户能够合理行使控制，那么风险和影响识别过程也应考虑与主要供应链相关的风险和

影响，详见《绩效标准 2》（第 27 至 29 段）及《绩效标准 6》（第 30 段）。  

 

11. 如果项目涉及有可能产生环境和社会影响的已被明确识别的物理元素、方面和设施，识别风

险与影响时，应考虑由与项目及其影响范围
17
直接相关的政府部门或其他方面准备的有关计划、研究

或评估的结果与结论。这些计划、研究或评估可包括总体经济发展规划、国家或区域规划、可行性研

究、替代方案分析以及相关的累积性、区域性、行业性和战略性的环境评估。项目的风险和影响识别

还应考虑与受影响社区适当磋商的结果。  

 

12. 如果项目涉及有可能产生影响的被具体识别的物理元素、方面和设施，作为风险和影响识别

过程的一部分，客户应识别那些因处境不利或处于弱势地位而可能直接地或更多地受到项目影响的个

人和团体
18
。对那些被确认为处境不利或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人或团体，客户应提出并实施区别对待的

措施，以确保不利影响不会不成比例地落在他们身上，并同时确保他们在分享发展效益和发展机会时

也不会处于不利地位。  

 

管理方案 

13. 客户应根据其自身的政策及其规定的目标和准则，建立管理方案，从总体上采取降低影响和

改进绩效的措施与行动，应对已被识别的项目环境和社会风险与影响。 

 

14. 根据项目的性质和规模，这些管理方案可能包括运营程序、操作惯例、计划和相关支持文件

的组合，所有文件（包括法律合同）应适当备案，并以系统的方式进行管理
19
。管理方案可广泛地适

用于客户的整个组织，包括该组织可以施加控制或影响的承包商和主要供应商，也可用于特定的地点、

设施或活动。在技术
20 和财务

21 可行的情况下，为应对已被识别的风险和影响而采取的缓解机制应首

先考虑避免影响，其次才是将影响最小化，并在仍然存在残余影响的情况下，对影响予以补偿或抵消。 

                                                 
17 客户可以将这些考虑在内，重点关注那些大范围区域研究或累积评估中根据科学或区域内受影响社区的担忧而认

定的重要影响，了解项目对这些影响的追加程度。 
18 这种处境不利或弱势地位可能源自个人或团体的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见或其他观点、国籍或社会

出身、财产、出生地或其它身份因素。客户还应该考虑诸如性别、年龄、民族、文化、教育程度、疾病、身体和智

力残障、贫困或经济不利处境以及对独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等因素。 
19 客户和第三方依据具体影响进行减缓行动的现有法律协议是方案的一部分。一个例子是协议中具体描述的由政府

管理的安置责任。 
20 技术可行性是基于建议的措施和行动是否可以从商业途径的技术、设备和材料加以实施，并同时考虑到当地的因

素，比如气候、地理、人口、基础设施、安全、治理、能力和运营可靠性。 
21 财务上的可行性基于商业考虑因素，包括与项目投资、运营和维护成本相比，采用这些措施和行动带来的增量成

本，以及这些增量成本对项目的客户是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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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在被识别的风险与影响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客户应识别缓解措施和绩效衡量标准，采取相应

行动以确保项目运营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并达到《绩效标准 1 到 8》的要求。这套共同管理方案的详

细程度与复杂程度以及所识别的措施及行动的优先性应与项目的风险和影响相称，并考虑与受影响的

社区适当磋商的结果。 

 

16. 为解决在风险与影响的识别过程中提出的问题，管理方案应建立环境和社会行动计划
22
，明

确所需采取的行动及其预期结果。这些行动及其预期结果要尽可能明确可衡量的指标，比如在规定时

间内跟踪的绩效指标、目标或接受标准，并配之以资源需求的评估和明确的实施责任。在适当的情况

下，为解决所识别的风险与影响，管理方案须明确并包括相关第三方应采取的行动以及受第三方控制

的事件的作用。鉴于项目的动态性，管理方案还应对事件的变化、不可预测的事件以及监测评估的结

果做出反应。 

 

组织能力和资质 

17. 客户应与合适的相关第三方合作，建立、维持和在必要时加强一套组织构架，明确实施

ESMS 管理系统所需的各个职位、责任和权力。应指定包括管理层代表在内的专人，明确他们的责任

和职权。对关键的环境和社会责任，应该定义清楚并向有关人员以及客户组织内其他人员予以传达。

应提供持续而充分的管理支持以及人力和财力资源，以期取得长期有效和可持续的环境和社会绩效。 

 

18. 客户组织内部直接对项目的社会和环境绩效负责的人员必须拥有完成工作所需的知识、技能

和经验，包括了解东道国当前监管法规以及《绩效标准 1 到 8》的要求。这些人员还必须掌握在

ESMS 管理系统要求下实施具体措施与行动的知识、技能和经验，以及熟练有效地实施这些行动所要

求的方法。 

 
19. 风险和影响的识别过程应包括由称职的专业人士所提供的充分、准确、客观的评价和演示。

对于可能产生潜在重大不利影响或存在技术难题的项目，客户可能需要聘请外部专家来协助风险和影

响识别过程。 

应急准备和反应  
20. 如果项目涉及有可能产生影响的被具体识别的物理元素、方面和设施，ESMS 管理系统应建

立并维护一个应急准备和反应系统，以便客户能与合适的相关第三方合作，对项目中突发性事故和紧

急情况做好准备和应对，并以适当的方式防止和降低对人和/或环境造成任何伤害。应急准备工作应包

括确定事故和紧急情况可能发生的区域、可能受到影响的社区和个人、反应程序、备用设备和资源、

                                                 
22 行动计划可能包含一份执行一套减缓措施或主题行动计划（如移民安置行动计划或生物多样性行动计划）所需要

的总体环境和社会行动计划。行动计划可以是为弥补现有管理方案中的缺陷以确保与《绩效标准》一致而制定的计

划，或者也可能是具体描述减缓战略的独立计划。“行动计划”这个词在某些专业实践领域中被理解为管理计划或

开发计划。这种情况有很多例子，包括各种类型的环境和社会管理计划。 



  

6 

绩效标准 1 
环境和社会风险与影响的评估和管理 
 
2012 年 1 月 1 日 
 

    
指定责任、与可能受影响的社区及其他方之间的沟通，以及定期的培训等等，以确保有效的应急反应。

应急准备和反应活动应视需要进行定期审查和修改，以反映不断变化的情况。 

 

21. 在条件适用的情况下，客户还应协助可能受影响的社区（参见《绩效标准 4》）以及地方政

府部门，并与他们合作，准备有效的应急措施（尤其在它们的参与和合作对确保有效应对是必不可少

的情况下）。如果地方政府部门有效应对的能力很低或几乎没有，客户应在项目相关的应急准备和反

应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客户还应将其应急准备和反应活动措施、资源和责任进行备案，并向可能受影

响的社区和有关政府部门提供适当的信息。 

 
监督和审查 

22. 客户应建立一套程序，以监督和衡量管理方案的有效性以及是否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或合

同义务的要求。如果政府或其他第三方有责任管理具体风险和影响及相关缓解措施，客户应在建立和

监督这些缓解措施上予以协作。在适当的情况下，客户应考虑请受影响社区的代表来参与监督活动
23
。

客户应指派适当层次的内部人员主管相关的监督工作。对于具有重大影响的项目，客户应聘用外部专

家核查其监督信息。监督的程度应与项目的环境和社会风险和影响相适，并与合规要求相符。 

 

23. 除了记录信息以跟踪绩效并建立相关的运营控制机制以外，客户还应使用动态的机制，比如

在相关的情况下进行内部检查和审计，以核实合规情况及其面向期望目标的进展情况。监督工作通常

应包括记录信息以跟踪绩效，并与之前制定的基准或管理方案的要求相比较。监督工作还应根据过往

绩效和相关监管部门的要求进行调整。客户应记录监督结果，确定必要的纠错与预防行动并将它们反

映在修改后的管理方案和计划中。客户还应与适当的相关第三方合作，实施这些纠错与预防行动，并

在接下来的监督周期中跟踪这些行动以确保它们的有效性。 

 
24. 客户组织中的高级管理层应定期收到根据系统性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所得到的 ESMS 管理系统

有效性的绩效审查报告。报告的频率和范围应取决于所监督的活动的性质和范围，而这些行动应是根

据客户的 ESMS 管理系统和其它适用的项目要求来确定并予以实施的。根据这些绩效审查的结果，高

级管理层应采取必要和适当的步骤以保证客户的政策目的已经实现，而且有关的程序、惯例和计划正

在得以实施并且行之有效。 

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25. 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是建立牢固的、有建设性的、响应积极的关系的基础，而这种关系对成功

地管理一个项目的环境和社会影响至关重要
24
。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可能不同

程度地涉及下列因素：利益相关者分析和计划、信息披露和传播、磋商和参与、投诉机制以及对受影

                                                 
23 例如，参与水质监督。 
24 有关员工参与和相关投诉补偿程序的要求详见“绩效标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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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社区的持续汇报。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性质、频率和力度可以因项目不同而有很大差异，但应与项目

的风险和不利影响及项目的发展阶段相适应。 

 

利益相关者分析和参与计划 
26. 客户应识别可能对他们的行为感兴趣的利益相关者的范围，并考虑外部沟通会如何促进与所

有利益相关者的对话（见下文第 34 段）。如果项目涉及有可能对受影响社区产生不利的环境和社会影

响的、能被明确识别的物理元素、方面和/或设施，客户应确定受影响社区并符合以下的相关要求。 

 

27. 客户则应制定并实施一个《利益相关者参与计划》，该计划应根据项目风险和影响及发展阶

段，并根据受影响社区的特点和利益定制。在条件适用的情况下，这个计划还应包括区别对待的措施，

以保证那些被认为处于不利或弱势地位的利益相关者也能有效地参与。当利益相关者参与过程在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社区代表时
25
，客户应尽可能验证这些代表确实能代表受影响的社区的意见，并且可以

信赖他们向其所代表的团体真实地传达磋商结果。 

 

28. 如果项目的具体地点暂时不详，但根据可靠预测将会对本地社区造成严重的影响的项目，客

户则应制定一个利益相关者参与框架并纳入到管理方案中，列出识别受影响的社区和其他相关的利益

相关者的基本准则和战略，并根据本《绩效标准》计划一个参与程序。一旦获知项目的地点，就可以

实施该参与程序。 

 

信息披露  

29. 项目的相关信息的披露有助于受影响的社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了解项目的风险、影响和机遇。

客户应向受影响社区公开披露以下相关信息
26 
：（1）项目的目的、性质和规模的信息；（2）拟议项

目活动的期限；（3）对社区构成的任何风险或潜在影响以及相关的减缓措施；（4）预想的利益相关

者参与过程；（5）投诉机制。 

 

磋商 

30. 如果受影响的社区可能要承受一个项目所造成的并已被识别的风险和不利影响，客户应开展

磋商过程，为受影响社区提供机会，让他们表达对项目风险、影响和减缓措施的看法，允许客户加以

考虑并提供反馈。磋商过程的参与范围和程度应与项目的风险和不利影响以及受影响社区提出的担忧

相称。有效的磋商是一个双向过程，应该：（1）在环境和社会风险与影响的识别过程早期开始，并与

风险和影响出现的同时持续进行；（2）事先披露和传播相关的、透明的、客观的、有意义的和易于获

                                                 
25 例如，社区和宗教领袖、地方政府代表、公民社会代表、政界人士、学校老师和/或其他能代表受影响的利益相关

团体的代表。 
26 取决于项目的规模和风险与影响的严重程度，相关文件可以是全面的环境和社会评估报告和行动计划（即利益相

关者参与计划，移民安置行动计划，生物多样性行动计划，有害物质管理计划，应急准备和反应计划，社区健康和

安全计划以及土著居民发展计划等），也可以是易于理解的有关关键问题和承诺的概述。这些文件也可能包括客户

的环境和社会政策，以及在由融资方进行独立的尽职调查后要求采取的补充措施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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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应以文化上适当的当地语言和形式提供，并可以被受影响社区所理解；（3）相

对于非直接受影响社区，注重直接受影响社区的包容性的参与磋商
27
；（4）不受外部操纵、干预、胁

迫或恐吓；（5）在可行的情况下，促成有意义的参与；并且（6）进行文档备案。客户应按照受影响

的社区使用的语言、他们的决策过程以及处境不利或弱势群体的需求来调整磋商过程。如果客户已经

开展了这样的磋商过程，他们应提供充足的书面证明。 

 

知情磋商和参与 

31. 对受影响的社区可能造成严重不利影响的项目，客户应开展知情磋商和参与（ICP）过程，该

过程建立在上述磋商中所列的步骤基础上，让受影响社区在知情的情况下参与磋商。知情磋商和参与

包含深入交换意见和信息，有组织的反复磋商，最终使得客户在决策过程中能考虑到受影响社区在对

他们产生直接影响的问题上的看法，比如有关提议中的减缓措施、发展效益和机会的共享、以及实施

当中的问题等等。磋商过程应（1）同时获得男性和女性参与者的意见，在必要情况下通过单独的论坛

或沟通渠道进行磋商，并且（2）反映男性和女性参与者对影响、减缓措施和效益方面不同的关注点和

优先考虑事项。客户应对磋商过程进行文档备案，特别是要备案那些为避免对受影响社区造成风险与

不利影响或使之降到最小而采取的措施，并告知受影响社区他们的担忧是如何被考虑的。 

 

土著居民 

32. 对土著居民造成不利影响的项目，要求客户与土著居民进行沟通，包括一个知情磋商和参与

过程，并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要求客户征得土著居民自由的、事先的和知情的同意（FPIC）。有关土

著居民的要求和要求 FPIC 的特殊情况定义在《绩效标准 7》中有详细描述。 

 

私营部门在政府主导下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过程中的责任  

33. 如果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过程是东道国政府的责任，客户应与政府负责部门合作，并在该部门

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取得与本《绩效标准》目标相一致的结果。另外，如果政府的能力有限，客户

应在利益相关者参与的计划、实施和监测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如果政府进行的参与过程不能达到本

《绩效标准》的相关要求，客户应进行补充的参与过程，并在适当情况下确定补充行动。 

 

外部沟通和投诉机制 

外部沟通 

34. 客户应实施并维护一套外部沟通程序，其中包括以下方法：（1）接收并登记来自公众的外部

沟通；（2）筛选并评估沟通中所提出的问题并决定如何处理；（3） 提供、跟踪并记录答复（如果

有）；以及（3）在需要的情况调整管理计划。另外，鼓励客户定期公布他们的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性报

告。 

 

                                                 
27 例如，男人，女人，老人，年轻人，移民，以及处境不利或弱势的个人或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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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标准 1 
环境和社会风险与影响的评估和管理 
 
2012 年 1 月 1 日 
 

    
受影响社区的投诉机制 

35. 如果存在受到影响的社区，客户应建立投诉机制，用于接收并解决受影响社区对客户环境和

社会绩效的提出的问题和投诉。投诉机制应根据项目的风险和不利影响来制定，并把受影响社区作为

其首要用户。它应采用文化上适当的、方便投诉者的、易于理解的、透明的磋商程序，迅速处理投诉

的问题，而同时不应对提出问题的投诉方收取任何费用或予以任何惩罚。投诉机制不应阻碍投诉方寻

求司法或行政补救措施。客户应在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过程中告知受影响社区有关这个机制的信息。 

 

向受影响社区持续报告 
36. 客户应向受影响社区提供定期报告，描述有关受影响社区在执行项目行动计划的过程中持续

面临的风险或影响问题，以及磋商过程或投诉机制中所确认的受影响社区的关注点。如果管理方案实

质性地改变或增加了缓解措施或行动计划中有关解决受影响社区关注问题的行动，应将这些相关缓解

措施或行动的更新情况传达给他们。这些报告的频率应与受影响社区的关注问题成比例，但不可少于

每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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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标准 2  
ࣣ工和工作条件 

2012 年 1 月 1 日  
 
 

 
简介 
 
1. 《绩效标准 2》认识到，通过ࡋ造就业和产生收入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应保护员工的基本权益

1
。

对任何企业来说，ࣣ动力是ᇍ䍥的财ᇼ，良好的ࣣ资关系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如果不能建

立和维护良好的ࣣ资关系，可能会ࡺ弱员工的ᘐ䈊度和⮉职率，并可能危及到项目。相反，通过有建

设性的ࣣ资关系，通过公ᒣ对待员工，并给他们提供安全和健康的工作条件，客户就有可能ࡋ造客观

的效益，比如增强运营效率和生产力。 
 
2. 本绩效标准的要求部分参照了一些国际公㓖和法规的指导，包括国际ࣣ工组织（ILO）和㚄合国

（UN）的公㓖和法规
2
。 

 
目标 

 
� 促进员工的公ᒣ待遇、不受↗视和ᒣ等机会。 
� 建立、维护并改善ࣣ资关系。 
� 促进对项目所在国就业和ࣣ工法的遵ᆸ。 
� 保护员工，包括员工中的㜶弱群体，如ݯㄕ、外来务工者、第三方雇用的员工和客户供

应链中的员工。 
� 促进安全和健康的工作条件以及员工健康。 
� 避免使用强迫ࣣ工。 

 
适用范围 
 
3. 本绩效标准的适用范围在环境和社会风险及影响的确认过程中确定，为达到本绩效标准要求所必

需实施的行动应通过客户的环境和社会管理系统加以管理，该管理系统的要素见《绩效标准 1》。 
 
4. 本绩效标准的适用范围取决于客户和员工之间的雇֓关系类型。它适用于客户直接雇用的员工，

由第三方雇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从事与项目的核ᗳ业务过程
3
相关的员工（合同员工），以及客户主

要供应商雇用的员工（供应链员工）
4
。 

 
直接员工 
5. 对于客户直接雇用的员工，客户应遵照本绩效标准第 8 至 23 条的要求。 
 

                                                 
1 根据㝊注 2 中所列的国际ࣣ工组织公㓖的指导。 
2 这些公㓖包括： 
《国际ࣣ工组织关于结社自由和保护组织权利的第 87 ਧ公㓖》 

《国际ࣣ工组织关于组织权利和集体䈸ࡔ权利的第 98 ਧ公㓖》 

《国际ࣣ工组织关于强迫ࣣ动的第 29 ਧ公㓖》 

《国际ࣣ工组织关于ᓏ除强迫ࣣ动的第 105 ਧ公㓖》 

《国际ࣣ工组织关于最低（就业）年龄的第 138 ਧ公㓖》 

《国际ࣣ工组织关于⾱止和立即行动消除最有害的ㄕ工形式的第 182 ਧ公㓖》 

《国际ࣣ工组织关于同等㯚䞜的第 100 ਧ公㓖》 

《国际ࣣ工组织关于（就业和职业）↗视的第 111 ਧ公㓖》 

《㚄合国ݯㄕ权利公㓖》第 32 Ⅾ第 1 条 

《㚄合国保护所有移民工人及其家ᓝ成员权利公㓖》 
3 核ᗳ业务过程是指那些对某一商业活动至关重要的生产和/或服务过程，没有这些业务过程，商业活动则不可能㔗

续。 
4 主要供应商是那些在持续的基础上为项目的核ᗳ业务过程提供䍗物或原料的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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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标准 2  
ࣣ工和工作条件 
 

合同员工 
6. 对于合同员工，客户应遵照本绩效标准第 23 至 26 条的要求。 
 
供应链员工 

7. 对于供应链的员工，客户应遵照本绩效标准第 27 至 29 条的要求。 
 
要求 
工作条件和员工关系管理 

 

人力资源政策和程序 
8. 客户应采用并实施与其规模和员工䱏Խ相称的人力资源政策和程序，这些政策和程序规定了符合

本绩效标准和国家法律要求的管理员工方法。 
 
9. 在工作关系开始时以及发生任何实质性变化时，客户应向员工提供清楚易៲的有关员工权利的书

面信息，这些权利为根据国家ࣣ工和就业法以及任何适用的集体性协议员工应享有的权利，包括工作

时间、工资、加⨝、㯚䞜和⾿利方面的权利。 
 

工作条件和雇用条Ⅾ 
10. 如果客户与某个员工组织达成一项集体䈸ࡔ协议，客户应遵照该协议。如果不存在这样的协议，

或者协议中没有规定工作条件和雇用条Ⅾ
5
，客户应提供合理的工作条件和雇用条Ⅾ

6
。 

 
11. 客户应确定外来务工者，并确保他们的雇用条Ⅾ和条件与从事类似工作的本地职工基本相当。 
 
12. 如果为本绩效标准适用范围内的员工提供伏ᇯ

7
，客户应制定并实施伏ᇯ和基本服务

8
供应的质量

和管理政策。在提供伏ᇯ服务时，必须遵ᆸ非↗视性和机会ᒣ等的原则。员工的伏ᇯ安排不得限制员

工行动或结社自由。 
 

员工组织   
13. 如果项目所在国法律承认员工有自由、不受干涉地组建并参加员工组织以及进行集体䈸ࡔ的权利，

客户应遵ᆸ国家法律。如果国家法律在实质上限制员工组织，客户不得限制员工通过其它机制表达他

们的申诉意ᝯ，并保护他们在工作条件和雇用条Ⅾ方面的权利。客户不得影响或控制这些机制。 
  
14. 在本绩效标准第 13 条描述的任何一种情况下，如果国家法律没有做出规定，客户不应阻碍员工选

Ѯ员工代表、组建或参加自行选择的员工组织或进行集体䈸ࡔ，不应对参加或寻求参加员工组织和集

体䈸ࡔ的员工↗视对待或报复。客户应与员工代表和员工组织进行沟通，及时向他们提供有意义的䈸

 。所需信息。员工组织应该是全体员工的公ᒣ代表ࡔ
 

                                                 
5 工作条件和雇用条Ⅾ包括工资和⾿利；工资ᢓ除；工作时间；加⨝安排和加⨝报䞜；工Ձ时间；Ձ息时间；病ٷ、

产ٷ、Ձٷ或㢲ٷ日。 
6 合理的工作条件和雇用条Ⅾ可参照以下方面进行评估：（1）在工作所在地区/区域同行业中所规定的工作条件；

（2）集体协议或其它员工组织和该行业工人代表之间的其它认可的䈸（3）；ࡔԢ㻱ࡔ决；或（4）国家法律规定

的条件。 
7 这些服务可以由客户或第三方直接提供。 
8 基本服务要求指最小空间，供水，充足的污水和ඳ൮处理系统，适当保护以免受✝、ߧ、▞⒯、ಚ丣、⚛灾和ᩪ

带疾病的动物的影响，足够的ছ生和⍇⎤设施，通风、✩侚和ۘ存设备，自然和人工照明，以及某些情况下提供基

本५⯇保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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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标准 2  
ࣣ工和工作条件 
 

非↗视和ᒣ等机会 
15. 客户不得根据与工作内在要求ᰐ关的个人特性

9
做出雇用的决定。客户的雇用关系应本着机会ᒣ等

和公ᒣ对待的原则，不得在雇用关系和㓚律措施中的任何方面存在↗视，包括ᤋ聘和雇用、㯚䞜（包

括工资和⾿利）、工作条件和雇用条Ⅾ、培训机会、工作指派、ॷ职、解雇或退Ձ。客户应采取措施

防止并解决对员工的僊扰、恐吓和/或ࡺ，特别是对女性员工。非↗视性原则也适用于外来务工者。 
 
16. 如果所在国法律规定了在雇用中的非↗视性条Ⅾ，客户应遵照国家法律。当国家法律没有非↗视

性雇用的规定时，客户应遵照本绩效标准。如果国家法律与本绩效标准不一致，客户应本着与上述第

15 条的意ᝯ一致、在不䀖犯相关法律的前提下行事。 
 

17. 为弥补过৫的↗视而采取的特殊保护或帮助措施，或基于某一特定工作的内在要求而选择人选，

只要这些做法符合国家法律，将不会视为↗视。 
 

减支㻱员 
18. 在实施集体解雇之前

10
，客户应对㻱员的替代方案进行分析

11
。如果分析之后ᰐ法到可行的㻱

员替代方案，将制定并实施减㻱计划，该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应本着缓解㻱员对员工不利影响的原则。

㻱减计划应基于非↗视性的原则，并应反映客户与员工、员工组织以及在适用情况下与政府磋商的结

果，如果存在集体䈸ࡔ协议，还应符合这些协议。客户应遵照所有法律和合同要求通知公共部门，向

员工及其组织提供信息，并进行磋商。 
 
19. 客户应确保所有员工及时获得解雇通知以及按法律和集体协议规定所应得的䚓ᮓ费。所有ᤆ⅐工

资和社会保障⾿利以及ޫ老金㕤Ⅾ和⾿利应当（1）在工作关系结ᶏ时或之前支Ԉ；（2）在适当情况

下，支Ԉ给员工的受益人；或（3）根据集体协议达成的时间表支Ԉ。如果ԈⅮ给了员工的受益人，应

该向员工提供ԈⅮࠝ证。 
 
申诉机制 
20. 客户应向员工（及员工组织，如有）提供申诉机制，以便员工提出工作方面的申诉。客户应在ᤋ

聘时告知员工申诉机制的信息，并确保员工容易使用申诉机制。申诉机制应包括有适当的管理层负责

处理申诉，并对申诉迅速给予എ复，使用易于理解和透明的程序，及时向申诉者提供反馈，对申诉者

不应有任何惩罚报复。这种机制也应该允许९投诉，确保९投诉会得到处理。申诉机制不应阻碍

员工通过其它司法或行政途径寻求补救措施，这些措施可能是根据法律或现有的Ԣ㻱程序来获取，或

通过集体协议提供的其它投诉机制。  
 
ࣣ动力保护 

 

ㄕ工 
21. 客户不得以任何经济上ࡺ，或可能危及或࿘碍ݯㄕ教育，或对ݯㄕ身体健康、智力、㋮⾎、Ֆ

理或社会发展有害的方式雇֓ㄕ工。客户应确定其员工中没有年龄低于 18 的人。如果所在国法律对

雇用未成年人有规定，客户应遵照适用的法律。不得雇用 18 以下的ݯㄕ从事危险性工作
12
。所有

18 以下雇员从事的工作都需要进行适当的风险评估和常规的健康、工作条件和工作时间监督 。 

                                                 
9 如性别、种族、国籍、民族、社会和土著出身、宗教或信Ԡ、残疾、年龄或性取向。 
10 集体解雇包括所有由于经济、技术或机构原因进行的多人解雇；或其它与个人绩效或其它个人原因ᰐ关的原因进

行的多人解雇。 
11 替代方案可能包括：经协商的减少工作时间方案、员工能力建设方案、低产期间的长期保持工作方案等。 
12 危险工作活动包括以下情况：（1）䚝受身体、ᗳ理或性㲀待的工作；（2）地下、水下、高空或⾱闭空间内的工

作；（3）涉及危险的机ಘ、设备或工具的工作，或需要搬运重物；（4）在不健康的环境中，员工可能接䀖到对健

康有危害的危险物质、Ⴢ介、加工过程、温度、ಚ丣或䴷动；或（5）处于困难条件，如长时间工作、⟜ཌ或被雇

主⾱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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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标准 2  
ࣣ工和工作条件 
 

强迫ࣣ工  
22. 客户不得使用强迫ࣣ工，包括任何个人在↖力或惩罚的ေ胁下非自ᝯ提供的任何工作或服务。这

包括任何类型的非自ᝯ或强迫性ࣣ工，例如ཱྀ㓖ࣣ工、包身工或类似的ࣣ动合㓖性质的ࣣ动安排。客

户不得雇用䚝䍙আ的人口
13
。 

 
职业健康和安全 

 

23. 客户应为员工提供一个安全和健康的工作环境，并考虑到客户工作区域内特定行业和具体危险类

工作固有的风险，包括物理性、化学性、生物性和放ሴ性危险，以及针对女性的特殊危险。客户应采

取措施，通过在合理情况下尽可能降低致险因素来预防工作中发生或与工作有关的事故、伤害和疾病。

客户应以符合良好国际行业惯例的方式
14
（参见各种国际认可的惯例，包括ц界䬦行集团的《环境、

健康和安全指ই》）采取以下措施：（1）确定对员工可能构成的危险，特别是ေ胁生命的危险；（2）
提供预防和保护措施，包括改变、替代或消除危险⣦况或材料；（3）对员工提供培训；（4）记录并

报告发生的职业性事故、疾病和事件；（5）提供应急预防、准备和应对安排。有关应急准备和应对的

更多信息参见《绩效标准 1》。 
 
第三方雇用的员工 

 

24. 对于合同员工，客户应采取商业上合理的行动来确保雇用这些员工的第三方是具有信䂹的合法企

业，并有适当的环境和社会管理系统，Ԕ企业的运营符合本绩效标准的要求，但第 18-19 条和第 27-
29 条的要求除外。 
 
25. 客户应制定管理监督方面的政策和程序，以确保第三方雇主的绩效达到本绩效标准的要求。此外，

客户应采用商业上合理的行为把这些要求纳入与第三方雇主的合同协议中。 
 

26. 对于本绩效标准第 24 和 25 条中所述的合同员工，客户应确保他们可获得申诉机制。如果第三方

ᰐ法提供申诉机制，客户应允许第三方雇用的员工使用自己的申诉机制。 
 
供应链 

 

27. 如果主要供应链中存在很高的雇用ㄕ工或强迫ࣣ动的风险
15
，客户应根据上述第 21 和 22 条来识

别这些风险。如果雇用ㄕ工和强迫ࣣ动问题得到识别，客户应采取适当措施纠正这些问题。客户应持

续监控其主要供应链以发现供应链中的任何重大变化，如果发现新的雇用ㄕ工和/或强迫ࣣ动风险或问

题，客户应采取适当措施予以纠正。 
 
28. 此外，如果供应商雇用的员工存在重大安全问题，客户应采取程序和缓解措施，确保供应链中的

主要供应商采取措施来预防或纠正ေ胁员工生命的情形。 
 

29. 客户能否完全应对这些风险的能力将取决与客户对其主要供应商的管理控制或影响程度。如果这

些风险ᰐ法纠正，客户应在一定时间内将项目的主要供应链䖜向那些可以证明他们符合本绩效标准的

供应商。 

                                                 
13 䍙আ人口是指为了金䫡目的，通过ေ胁或使用↖力或其它胁迫、㔁架、Ⅺ䇸、Ⅺ僇、┕用权利或利用对方的弱势

地位，或通过给予或接受金䫡或利益来获得对他人的控制权，来进行的人口ᤋए、运送、䖜移、㯿९或接受活动。

ྷ女和ݯㄕ尤其容易成为䍙আ人口的目标。 
14 定义为在全球或地区同样或类似环境下进行同类工作的有经验的专业人士在合理预期中应当采取的专业技能、尽

职、谨慎和䘌见。 
15 潜在的雇֓ㄕ工和强迫ࣣ动的风险将根据《绩效标准 1》的要求在风险和影响确认过程中得到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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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标准 3  
资源效率与污染防治 
 
 

简介 
 
1. 《绩效标准 3》认识到，䲿着经济发展和ᐲ化步Հ的加快，空气污染、水污染和土壤污染日益

严重，及其对有限资源的消㙇方式可能会给当地、区域和全球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危害
1
。全球䙀渐达

成共识，认识到当前以及未来的温室气体（GHG）⎃度将会危及当代人以及后代的公共ছ生和⾿利。

与此同时，更具效率和效力的资源利用和污染防治
2
以及温室气体减排技术和惯例基本上在全球各地都

得以᧘广和应用。与ᰘ在提高质量或生产率的方法类似，这些技术和惯例往往是通过大多数工业、ߌ

业及服务部门公司所熟ᚹ的持续改进方法来实施。   
 
2. 本绩效标准在项目层面制定了一个提高资源效率和污染防治的方法，该方法与全球通用技术与方

法相一致。此外，本绩效标准还促进私营部门在项目中采用这些技术和惯例的能力，只要在利用现有

商业技术和资源的特定项目环境下，这些技术和惯例的采用是可行的。 
 
目标 

 
� 通过避免或在最大程度上降低项目活动所产生的污染来避免或在最大程度上降低对

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 
� 促进资源（包括能源和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 减少与项目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 

 
适用范围 
 
3. 本绩效标准的适用范围在环境和社会风险及影响的确认过程中确立，为达到本绩效标准要求所必

需实施的行动应通过客户的环境和社会管理系统加以管理。该管理系统的要素见《绩效标准 1》。   
 
要求 
 
4. 在项目周期中，客户应考虑环境条件，采用技术和财务上൷可行的资源效率和防治污染原则和最

适当的技术，来避免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不利影响，如不可避免，则在最大程度上降低影响
3
。在项

目周期中采用的原则和技术应根据与项目性质相关的危害和风险进行有针对性的定制，并应遵循各种

国际认可原则（包括ц界䬦行集团的《环境、健康与安全指ই》（简称《EHS指ই》））中所体现的

良好国际行业惯例（GIIP）4
。  

  
5. 在评估和选择项目的资源效率及污染防治和控制技术时，客户应参考《EHS 指ই》或其他国际认

可的原则。《EHS 指ই》含有一㡜情况下项目可以接受并且适用的绩效水ᒣ和衡量标准。如果东道国

的法规要求与《EHS 指ই》中规定的绩效水ᒣ和衡量标准不同，则客户应以要求较为严Ṭ者为准。如

果根据特定项目的情况，采用比《EHS 指ই》中规定的绩效水ᒣ或衡量标准较低的要求更为适当，客

                                                 
1 就本绩效标准而言，“污染”一词是指以固态、⏢态或气态形式存在的危险和ᰐ危险化学污染物，还可包含其他

形式的污染物，例如㲛害、病㧼、对水体的✝量排放、温室气体排放、异味、ಚ丣、ᥟ动、䗀ሴ、电⻱能量以及可

能造成的视㿹影响（包括ݹ）。  
2 就本绩效标准而言，“污染防治”一词并不是指㔍对消除污染物的排放，而是在源头上尽可能避免排放，如果不

可避免，则在最大程度上降低污染，以符合本绩效标准规定的目标。 
3 “技术可行性”的依据是：拟议的措施和行动是否能够利用现有商业技术、设备和材料来实施，同时考虑当地的

主要因素，例如气候、地理、基础设施、安全、治理、能力以及运营可靠性等。“财务可行性”的依据是商业考量，

包括采用这些措施和行动的增量成本与项目的投资、运营和维护成本相比的大小。 
4
良好国际行业惯例（GIIP）是指：熟练而有经验的专业人员在全球或区域相似情况下进行同类活动时所表现出的

专业技能、努力程度、谨慎程度和预见力。这种惯例是针对具体项目采用的最适当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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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标准 3  
资源效率与污染防治 
 
 

户应在环境和社会风险及影响确认过程中为任何拟议的替代标准提供充分且详细的合理性证明。其中

必须证明，选择替代性绩效水ᒣ符合本绩效标准的目标。 
 
资源效率 

 

6. 客户应实施在技术和财务上可行并且具有成本效益
5
的措施，以提高其在能源、水资源以及其它资

源消㙇和材料投入方面的利用效率，重点关注核ᗳ商业活动。此类措施应以㢲㓖原材料、能源和水资

源为目标，将清⌱生产原则纳入到产૱设计和产૱生产当中。如果有基准数据可用，客户应进行对比，

以建立相对效率水ᒣ。 
 
温室气体 
7. 除了上述资源效率措施以外，客户还应考虑实施在技术和财务上可行并且具有成本效益的其它替

代措施，以降低项目设计和运营期间与项目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这些措施可能包括，但不ӵ限于，

项目备用选址、采用可生或低⻣能源、可持续的᷇ߌ⢗管理模式、减少ⓒᮓ排放及௧❠⟳✗。 
 

8. 对于预计每年将产生或目前产生 25,000 以上Ҽ≗化⻣当量的项目
6
，客户应量化项目实际范围

内所拥有或控制的设施的直接排放量
7
，包括为了┑足项目的能源需求而在项目൪所外进行的活动

8
所

带来的间接排放量。客户应按照国际通行的方法和良好惯例每年确定一次温室气体排放量
9
。   

 
水资源消㙇 
9. 如果项目可能消㙇大量水资源，则除了需要┑足本绩效标准有关资源效率的要求之外，客户还应

采取措施来避免或减少㙇水量，使项目不至于对他人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此类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在客户的项目运营过程中使用技术上可行的㢲水措施、使用替代水源、用水补偿方案来把水使用量降

低至不䎵过可供应量，以及评估其它项目选点。 
 
污染防治 

 

10. 客户应避免排放污染物，如果ᰐ法避免，则应在最大程度上减少和/或控制污染物排放的强度和总

量。这一要求适用于在正常、非正常运行以及意外情况下䟺放到大气、水体以及土壤之中并可能造成

当地、区域或跨境影响的污染物
10
。如果存在土地或地下水污染等শਢ性污染情况，客户应确定是否

有责任采取应对措施。如果客户确定在这方面负有法律责任，则应按照所在国家的法律来承担治理责

任；如果该国法律未涉及此类责任，则按照良好国际行业惯例来处理
11
。 

 
11. 为了应对项目可能对现有周边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

12
，客户应考虑各种相关因素，其中包括：（1）

当前的环境条件；（2）有限的环境容量
13
；（3）当前以及未来的土地使用情况；（4）项目地点是否

                                                 
5 成本效益根据资金和运营成本以及拟采纳措施在其整个周期中所能带来的经济效益来确定。就本绩效标准而言，

如果措施的投资എ报（已包含风险系数）预计至少能达到项目本身的投资എ报水ᒣ，那么拟采纳措施就将被视为具

有成本效益。 
6 在确定排放量时，应考虑所有重要的温室气体排放源，其中包括非能源相关的排放源，例如⭢✧和一≗化Ҽ≞等。 
7 由项目ᕅ起的土壤⻣含量或地上生物质的变化，以及项目ᕅ起的有机物㺠减，可能构成直接排放源的一部分，如

果预计这种排放量是大规模的，在确定排放量时应将其考虑进৫。 
8 指项目所在地点之外由项目中使用电力、供✝或制ߧ等能源产生的排放量。 
9 估㇇方法由政府间气候变化င员会、各种国际组织以及东道国的相关机构提供。 
10 跨境污染物包括《䘌䐍䎺境空气污染公㓖》所⏥ⴆ的污染物。 
11 这可能需要与国家和地方政府、社区以及其它污染责任方进行协调。并且任何评估都应基于风险的方法，以及与

ц界䬦行集团《环境、健康与安全指ই》中所反映的良好国际行业惯例一致。 
12 如空气、地表水和地下水以及土壤。 
13 环境੨收增量污染物并使污染物水ᒣ保持在某一䰸٬（䎵出此䰸٬则可能给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不可接受的风险）

以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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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标准 3  
资源效率与污染防治 
 
 

靠近具有重要生物多样性意义的地区；以及（5）是否具有潜在的累积性影响而造成不确定和/或不可

䘶䖜的后果。除了适用本绩效标准中要求的资源效率和污染控制措施之外，如果项目在已经出现环境

退化的区域中可能构成一个重大的污染物排放源，则客户还应考虑采取仍外战略和措施来避免或减少

负面影响。此类战略包括但不限于对项目的备选地点以及排放抵消情况进行评估。 
 
ᓏᔳ物 
12. 客户应避免产生危险或ᰐ危险的ᓏᔳ物。在ᰐ法避免的情况下，客户应减少ᓏᔳ物的产生，并以

对人类健康和环境安全ᰐ害的方式进行എ收和重新利用。如果ᓏᔳ物ᰐ法എ收或重新利用，客户应以

对环境ᰐ害的方式对其进行处理、䬰⇱或处置，其中包括适当控制在运输和ᓏᔳ物处理过程中产生的

排放物和残⮉物。如果产生的ᓏᔳ物被认为具有危险性
14
，客户应采取符合良好国际行业惯例的替代

方案来进行对环境ᰐ害的处理，同时遵ᆸ适用于该ᓏᔳ物的跨境䖜移的相关限制
15
。如果危险性ᓏᔳ

物的处理由第三方执行，客户应选用信䂹良好的合法企业作为承包商，而且所用的承包商应获得相关

政府监管机构的许可,并需要取得直达最终处置地的处置链文件证明。客户应确认持证ᓏ物处理൪是否

按照可接受的标准进行运营并确认其位置。如果ᓏ物处理൪不符合要求，客户应减少送往此类处理൪

的ᓏ物量并考虑替代的处理方案，其中包括考虑在项目地点建立自己的എ收或处理设施的可能性。 
 
危险૱管理 
13. 项目的原材料有时会使用危险૱，项目也可能生产危险૱。客户应避免危险૱的䟺放，如果不可

避免，则在最大程度上减少和控制危险૱的䟺放。在这种情况下，应对项目活动中危险૱的生产、运

输、处置、存ۘ以及使用情况进行评估。在制造过程或其它运营中需要使用危险૱的情况下，客户应

考虑使用危险性较小的替代૱。客户应避免制造、交易或使用化学૱和危险૱
16
。由于这些化学૱和

危险૱的生物∂性ཚ高、在环境中长ѵ⮉存、可能在生物体内积累、可能ൿ㠝≗层等而在国际上被

⾱用或䙀步␈⊠。 
 
 㦟的使用和管理ߌ
14. 客户应针对具有重大经济影响的㲛害和对公共健康有重大影响的疾病传播Ⴢ介制定并实施㲛害㔬

合管理 (IPM) 和/或病Ⴢ㔬合管理 (IVM) 方法。客户的 IPM 和 IVM 计划应协调使用㲛害和环境信息并

结合可用的㲛害控制方法，包括文化Ґ؇、生物、基因方法，以及在最后选择下使用化学途径，来防

止造成重大经济影响的㲛害及/或对人⮌的疾病传播。 
 
15. 如果㲛害管理活动中涉及使用化学ߌ㦟，客户应选择对人体∂性较小、已知对目标物种有效并且

对非目标物种和环境影响最小的化学ߌ㦟。当客户选择化学ߌ㦟时，应基于以下要求：ߌ㦟需包㻵在

安全的容ಘ里、要明确标识安全和正确的使用方法，ߌ㦟必须是由当前获得相关监管机构许可的实体

生产的。 
 
16. 客户应设计ߌ㦟应用机制，以（1）避免对目标害㲛的ཙ᭼的损害，如不可避免，则在最大程度上

减少损害，并（2）避免害㲛和病㧼ᩪ带者产生ᣇ㦟性的相关风险，如不可避免，则在最大程度上降低

风险。此外，ߌ㦟的运输、ۘ存、施㦟和处置应遵循㋞ߌ组织的《ߌ㦟䬰和使用国际行为ᆸ则》或

其它良好国际行业惯例。 
 

17. 对于ц界ছ生组织建议的 1a 类（极度危险）或 1b 类（高度危险）的ߌ㦟，客户不得购买、存ۘ、

使用、制造或买আ。对于 II 类（中度危险）产૱，除非项目对这类化学૱的制造、采购或分配及/或使

                                                 
14 由国际公㓖或当地法律界定。 
15 危险૱的跨境䖜移应遵循国家、区域和国际法律，包括《控制危险ᓏ物䎺境䖜移及其处置的ᐤຎቄ公㓖》以及

《防止قٮᓏᔳ物及其它物质污染⎧⌻的Ֆᮖ公㓖》 
16 符合《关于持ѵ性有机污染物的ᯟᗧକቄ᪙公㓖》以及《关于消㙇㠝≗层物质的㫉特利ቄ议定书》的目标。类似

考虑适用于ц界ছ生组织所划分的某些类别的ߌ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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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标准 3  
资源效率与污染防治 
 
 

用有适当的控制，客户不得购买、ۘ存、使用、制造或买আ此类产૱。此类化学૱不得经给那些没

有经过适当培训、没有设备和设施来正确运输、ۘ存、施㦟和处置这些产૱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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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标准 4  
社区健康、安全和治安 
 
 

简介 
 
1. 《绩效标准 4》认识到，项目活动、设备和基础设施建设可能增加对社区的风险和影响。此外，

已经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社区可能还会因项目活动出现影响加速和/或◰化的情况。在认识到政府部门

在促进公众健康与安全方面的作用的同时，本绩效标准界定了客户在避免或尽量降低因项目活动对社

区健康、安全和治安方面的风险和影响的责任，特别需要关注弱势群体。 
   
2. 在冲突或冲突后的地区，本绩效标准中所述的风险和影响程度可能会更大。项目可能使本来已经

感的当地⣦况更加ᚦ化并使当地的〰缺资源更加紧ᕐ，这些风险不应被ᘭ视，因为这可能导致进一

步的冲突。 
 
目标 

 
� 预期并避免受影响的社区在项目周期中因例行和非例行情况而䚝受健康与安全的负

面影响。 
� 根据相关的人权准则并以避免或在最大程度上降低受影响社区风险的方式来保护人

员和财产的安全。 
 
适用范围 
 
3. 本绩效标准的适用范围在环境和社会风险及影响的确认过程中确定，为达到本绩效标准要求所需

采取行动应通过客户的环境和社会管理系统来实施。该系统的要素见《绩效标准 1》。   
 
4. 本绩效标准ᰘ在应对项目活动可能给受影响的社区带来的风险和影响。员工职业健康与安全要求

见《绩效标准 2》，用于避免或在最大程度上降低污染给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影响的环境标准见《绩

效标准 3》。   
 
要求 
社区健康与安全要求 

 

5. 客户应对项目周期内对受影响社区的健康与安全所造成的风险和影响进行评估，并按照国际行业

惯例
1
规范，如ц界䬦行集团《环境、健康与安全指ই》（EHS 指ই）或其它国际认可原则，来制定

预防和控制措施。客户应识别风险和影响，并提出与风险和影响的性质和程度相称的缓解措施。这些

措施将优先避免风险和影响，其后才是在最大程度上降低风险和影响。 
 
 
 
 
 
 
 

                                                 
1定义为具有经验技能的专业人员在全球或地区范围内在相同或类似情况下从事同类活动时所采用的专业技能、尽职

程度、谨慎程度和预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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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健康、安全和治安 
 
 

基础设施和设备的设计与安全 
6. 客户应根据国际行业惯例规范来设计、施工、运营和关闭项目的结构要件或组件，并考虑第三方

或受影响社区所受的安全风险。当新的建筑物将对公众开放时，客户应遵循常规原则，考虑公众可能

应运营事故和或/自然灾害受到的潜在增量风险。结构要件应由有资Ṭ的专业人员进行设计和施工，并

获得有资质的机构或专业人员的认证或审ᢩ。当结构要件或组件，如水ඍ、ቮⸯඍ或⚠⊐位于高风险

地区，而且一旦出现故障或者功能失常则可能危及社区安全，客户应聘请一位或多位在类似项目中有

相关及得到认可的经验的外部专家（不同于负责设计和施工的人员）尽早地对项目进行评估，并在项

目的开发以及项目设计、施工、运营和关闭的整个过程中进行审查。对于需要在公共道路或其它基础

设施上操作移动设备的项目，客户应力求避免出现与操作此类设备相关的意外事故和对公众造成的人

身伤害。 

 
危险૱的管理与安全 
7. 客户应避免或最大程度上降低由项目所䟺放的危险材料及物质对社区造成的潜在风险。如果存在

可能导致公众（包括员工及其家属）面临危险，特别是可能危及生命的情况，客户应实施特殊措施，

通过修改、替换或排除可能导致危险的条件或物质避免或在最大程度上降低风险。如果危险૱是现有

项目基础设施或其组件的一部分，客户在关闭项目活动时应采取特殊措施，避免使社区䚝受危害。客

户应运用比较经济合理的做法控制危险物૱䙂送以及危险ᓏᔳ物运输和处置的安全，并应按照《绩效

标准 3》的要求采取各种措施来避免或控制社区䚝受ߌ㦟∂害的风险。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8. 项目对生态功能区的直接影响可能给受影响的社区的健康和安全带来负面影响。就本绩效标准而

言，生态系统功能ӵ限于《绩效标准 6》第 2 条确定的供给和调控功能。例如，土地使用变化或诸如

⒯地、㓒ṁ和高地᷇等能够减轻⍚水、━එ和⚛灾等自然灾害影响的自然缓冲区的消失，可能加

㜶弱性以及社区安全方面的风险和影响。自然资源的减少或退化，对␑水
2
质量、数量和可用性的负面

影响，可能导致健康方面的风险和影响。在适当和可行的情况下，客户应识别可能因气候变化而加

的对生态功能区的风险和潜在影响。客户应尽量避免负面影响，如果影响ᰐ法避免，客户应根据《绩

效标准 6》的第 24 和 25 条实施减缓措施。有关对功能区的使用以及限制情况，客户应根据《绩效标

准 5》的第 25 和 29 条实施减缓措施。 
 
社区疾病感染的风险 
9. 客户应避免或在最大程度上降低因项目活动而使社区面临感染各种传染病的风险，包括通过水传

播的、以水为基础的、与水相关的疾病，带㧼者传播的疾病以及传染性疾病，同时应考虑弱势群体对

此类疾病不同的感染风险以及更高的感性。如果项目影响社区中存在某种地方性疾病，客户应致力

于在项目过程中寻求机会来改善环境⣦况，从而最大程度地降低发病率。 
 
10. 客户应避免或在最大程度上减少因临时性或≨ѵ性项目ࣣ工的流入而造成传染病的传播。   
 
应急准备和应对  
11. 除《绩效标准 1》中所述的应急准备和应对要求之外，客户还应与受影响的社区、当地政府机构

和其他相关方协作，帮助他们做好应急准备，特别是当他们为应对这种紧急⣦况有必要进行参与和协

作的情况下。如果当地政府机构没有能力或没有足够的能力作出有效的应对，则客户应在准备和应对

与项目相关的紧急⣦况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客户应将其应急准备和应对活动、资源以及所负责任记录

备案，并向受影响的社区、相关政府机构和其他相关方披露适当的信息。 
 
安保人员 

 

12. 如果客户直接聘用员工或合同工来为其人员和财产提供安保，则客户应评估其安保安排对项目൪

地点内外人员所带来的风险。在作此类安排时，客户应本着比例适当的原则，遵循与此类员工的雇用、

                                                 
2 ␑水是生态功能的一个例子。 



 
 
 
 

  
 2012 年 1 月 1 日 

 

3 

绩效标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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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准则、培训、㻵备以及监控相关的国际惯例
3
规范，并遵ᆸ适用的法律。客户应进行合理的调查以

确保提供安保的人员没有前科；对安保人员进行充分的培训，确保其合理地使用↖力（包括在适ᇌ的

情况下使用ᷚ支）并且在与员工及受影响的社区接䀖时行为ᚠ当；客户应要求安保人员遵ᆸ适用的法

律。除了根据所受ေ胁的性质和严重程度而采取相应的预防和防ᗑ措施之外，客户不得ᢩ准任何使用

↖力的行动。客户应设立申诉机制，使受影响的社区能够表达与安保安排及安保人员的行为相关的意

见。 
 
13. 因项目使用政府安保人员来提供安保服务的情况下，客户应对因此而造成的风险进行评估，并将

风险记录备案。客户应力求确保安保人员按照上述第 12 条的要求行事，并鼓励政府负责部门在优先考

虑到不影响安全的前提条件下向公众披露客户设施的安保安排。 
 

14. 如果收到有关安保人员非法或┕用↖力的指控，客户应考虑所有这些指控并在适当情况下进行调

查，并采取行动（或督促相应的责任方采取行动）防止次发生类似情况，并将非法和┕用↖力的行

为上报有关部门。 
 

                                                 
3 包括遵照《㚄合国执法人员行为ᆸ则》和《㚄合国执法人员使用↖力轻↖ಘ的基本原则》的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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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标准 5 
土地征用和非自ᝯ迁移 
 
 

简介 
 
1. 《绩效标准 5 》认识到，与项目有关的土地征用和对土地使用的限制，可能会对使用该土地

的社区和个人造成不利影响。非自ᝯ迁移是指由于与项目有关的土地征用 1和/或土地使用限制而导致

的实体迁移（搬迁或ї失居所）和经济迁移（ї失资产或失৫使用资产的渠道，导致ї失收入来源或

其它生计 2）。当受影响的个人或社区ᰐ权ᤂ㔍土地征用或土地使用限制，从而导致实体或经济迁移

时，则被视为非自ᝯ迁移。它发生在以下情形：（1） 依法征用或对土地使用施加临时性或≨ѵ性限

制；（2）经磋商达成解决方案，如果与আ方的磋商失䍕，买方可强制征用土地或对土地的使用实施合

法限制。 
 
2. 除非加以正确的管理，否则非自ᝯ迁移可能会给受影响的社区和个人带来长期贫困，并在安

置移民的区域造成环境ൿ和负面的社会经济影响。基于上述原因，应尽量避免非自ᝯ迁移。但是，

当非自ᝯ迁移ᰐ法避免时，应在最大程度上减少迁移，并应㕌ᇶ规划和实行适当措施，以缓解对迁移

者和东道社区 3的不利影响。政府通常在土地征用和移民安置过程中、包括决定补偿方面发挥着中ᗳ

作用，因此在很多情况下政府是重要的第三方。经验证明，客户直接介入移民安置工作能够使这些活

动得到更经济、有效和及时的实施，还可到一些ࡋ新性的方法来改善那些受到迁移影响的人的生活。  
 
3. 为帮助避免强行征用，并消除利用政府职权来强行搬迁的需要，客户应使用磋商解决的࣎法，

来达到本绩效标准的要求，即使他们拥有ᰐ需আ方同意也可取得土地的合法段。 
 
目标 

 
� 尽量避免造成迁移，如果不可避免，通过采用替代项目设计来最大限度地减少迁移 。  
� 避免强行搬迁。  
� 通过下列方式预期并避免土地征用或土地使用限制对社会和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如果不可避免，

通过采取以下措施来最大限度地减轻影响：（1）按照重置成本 4为资产损失提供补偿；（2）确

保迁移活动的实施有适当的信息披露、磋商以及受影响者的知情参与。 
� 改善或恢复迁移者的生计和生活水ᒣ。 
� 通过在安置地提供具有』տ权保障 5的充足տᡯ来改善实体迁移者的生活条件。 

 
使用范围 
 
4. 本绩效标准的适用范围在环境和社会风险及影响的确认过程中确定，为达到本绩效标准的要

求所必需实施的行动应通过客户的环境和社会管理系统加以管理。该系统的要素见《绩效标准 1》。 

                                                 
1 土地征用ᰒ包括对完全购买产权，也包括购买出入权（如通行权或路权）。 
2 “生计”一词是指个人、家ᓝ和社区用于维持生活的各种方式，例如工资收入、ߌ业、⑄业、⮌⢗业、其它基于

自然资源的生计、小仍䍨易、以物易物等等。 
3 东道社区是指任何接收移民的社区。 
4 重置成本的定义是资产的ᐲ൪价٬加上交易成本。在应用这一估价方法时，不应考虑建筑物和资产的ᣈᰗ。ᐲ൪

价٬的定义是受影响社区和个人可以用类似价٬的新资产来替换损失资产时所需Ԉ出的价٬。用于确定重置成本的

估价方法应记录并包含到相应的移民安置和/或生计恢复计划中（见第 18 条和第 25 条）。 
5 』տ权保障是指迁移的个人或社区被安置到他们能够合法ঐ有并且免䚝傡䙀风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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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绩效标准适用于下列类型的土地交易所造成实体和/或经济迁移： 
 

� 根据东道国法律法规，通过征用或其它强制程序取得的土地权或土地使用权； 
� 通过与财产所有人或对土地拥有合法权利的人磋商达成解决方案，一旦磋商失䍕，

可通过征用或其它强制程序获得土地权或土地使用权
6
； 

� 项目中存在非自ᝯ的对土地使用限制和对自然资源使用限制的情况，导致社区或社

区内部的群体ї失他们对资源的传统的或受到认可的使用权
7
；  

� 某些项目情形需要傡䙀一些土地ঐ用者，而这些人士对该土地的使用权是ᰐ正式的、

传统的或受到认可的
8
；或者 

� 限制进入土地或使用其它资源，包括公共财产和自然资源，如⎧⌻和水资源、ᵘ材

和非ᵘ材᷇产૱、␑水、㦟用Ἵ物、⤙⤾和㚊集൪所、⢗൪和㙅作区域
9
。 

 
6. 本绩效标准不适用于自ᝯ的土地交易（即ᐲ൪交易，আ方不是被迫出，而买方也不能因为

磋商失䍕而采用东道国法律法规所认可的征用或其它强迫段）造成的迁移。本绩效标准也不适用于

在项目没有改变受影响群体或社区使用土地的情况下对他们生计的影响
10
。 

 
7. 如果在项目的任何阶段中对土地、资产或获取资产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即使不涉及土地征用

或对土地使用的限制，客户也应遵循本绩效标准的要求。 
 
要求 
一㡜要求 

 

项目设计 
8. 客户应考虑可行的替代项目设计方案来避免或尽可能减少实体迁移和/或经济迁移，同时使环

境、社会和经济成本与收益达到ᒣ衡，尤其应关注对贫困和㜶弱群体的影响。 
 
移民补偿和权益 
9. 如迁移不可避免，客户应根据本绩效标准中的规定，按全部重置成本

11
补偿迁移社区和个人

的资产损失，并提供ᨤ助来帮助他们改善生活水ᒣ或恢复生计。补偿标准应当透明，并且受迁移影响

的全部社区和移民൷适用统一标准。如迁移者的生计基于土地
12
，或者土地由集体所有，客户应在可

行的情况下
13
，提供基于土地的补偿。只有在补偿已经安排得当

14
，并已向移民提供安置地点和迁移

                                                 
6 本绩效标准还适用于东道国法律已经认可的或可以认可的Ґ惯或传统权利。磋商可以由政府或公司（在某些情况

下，作为政府代理人）来进行。 
7 在这些情况下，受影响的人一㡜没有正式的资源所有权。这其中可能包括␑水和⎧⌻环境。如果与项目有关的生

态多样性区域或法律指定的缓冲区已建立但客户还未征用，本绩效标准也可能适用。 
8 㲭然这些人士对所ঐ用的土地没有正式权属，但本绩效标准要求：保⮉、替代或补偿他们的非土地资产；迁移过

程应做到保障其使用权；并恢复他们ї失的生计。 
9 本绩效标准中所指的自然资源资产相当于《绩效标准 6》中所描述的生态系统服务。 
10 对社区或群体更为一㡜性的影响见《绩效标准 1》。例如，个体采ⸯ者获取ⸯ㯿的途径受到干扰适用《绩效标准

1》。 
11 参见第 19 条和第 26 条所述。 
12 “基于土地的生计”包括㙅种、⮌⢗以及收获自然资源等维持生计的活动。 
13 其它要求见本绩效标准第 26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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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后（如适用）
15
，客户才能ঐ用所征用的土地及相关资产。客户还应向迁移社区和个人提供机会来

适当地分享由项目带来的发展收益。 
 
社区沟通 
10. 客户应通过《绩效标准 1》中所描述的利益相关者沟通程序来与受影响的社区展开沟通，包

括东道社区。在与安置和生计恢复有关的决策过程中应包括选择方案，以及在适用的情况下包括替代

方案。所有相关信息的披露以及受影响社区和个人的参与将在补偿金的计划、实施、监控和评估、生

计恢复活动和安置阶段持续进行，以实现符合本绩效标准目标的结果
16
。有关与土著居民的磋商还应

根据《绩效标准 7》的仍外条Ⅾ。 
  
申诉机制 
11. 在项目开发阶段，客户应依据《绩效标准 1》尽早建立申诉机制。这将允许客户及时收集移

民或东道社区成员对补偿和安置方案提出的具体意见并予以解决，这其中包括建立一个追诉机制，采

用公正的方式来解决ҹ议。   
 
重新安置与恢复生计的计划和实施 
12. 如果非自ᝯ迁移不可避免，或者是作为经磋商的解决方案或者是征用的结果，客户应通过人

口普查来采集适当的社会经济学基础数据，来确定ଚ些人将受项目影响而迁移，以及ଚ些人有资Ṭ获

得补偿和ᨤ助
17
，并防止ᰐ资Ṭ的人获取这些⾿利，如投机定居者。在东道国政府缺ѿ相关程序的情

况下，客户应设定资Ṭ申报的ᡚ止日期。有关ᡚ止日期的信息应以文件形式进行࿕善记录并在项目所

在地区内进行传达。 
 
13. 如果受影响者ᤂ㔍接受符合本绩效标准要求的补偿条件，并且由此导致动强制土地征用或

其它法律程序，客户应寻求与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合作，在该部门允许的情况下，在移民安置工作的计

划、实施和监控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见第 30-32 条）。 
 

14. 客户应建立程序来监控和评估重新安置行动计划和/或生计恢复计划（参见第 19 条和第 25 条）

的实施情况，并在必要时采取纠正行动。监控活动的程度应与项目风险和影响相称。对于具有重大非

自ᝯ重置风险的项目，客户应聘请具有资Ṭ的安置专家对是否符合本绩效标准提供建议，并核实客户

的监控信息。在监控过程中，应与受影响者进行磋商。    
 
15. 当采用符合相关计划以及本绩效标准的目标的方式解决了移民安置的不利影响时，重新安置

行动计划或生计恢复计划的实施才被视为完结。根据项目相关的实体和经济迁移的规模和/或复杂性，

                                                                                                                                        
14 在某些情况下，在ঐ用土地之前，向所有受影响者支Ԉ补偿可能并不可行，例如土地所有权尚存ҹ议的时候。这

样的情况需要䙀一识别并达成一致意见，补偿金应在迁移之前通过存入代管䍖户保证到位。 
15 除非政府参与安置计划的管理，并且客户ᰐ法直接影响补偿支Ԉ的时间。这种情况下应根据本绩效标准第 27–29 
条的规定处理。如果有证据表明一次性支Ԉ现金补偿会影响社会和/或安置目标，或者对生计活动产生持续性影响，

则可以分期发放补偿金。 
16 磋商程序应确保ੜ取女性的观点，并在安置方案计划和实施的各方面将女性的利益考虑进৫。在处理生计影响问

题时，如果男性和女性的生计受到不同影响，则可能需要家ᓝ内部分析。应研究男性和女性在补偿机制方面的ٿ好，

例如补偿是以实物还是现金形式。 
17 ㆮ发所有权或居տ权证明以及补偿安排文件时，应注明配ڦ双方或户主的ဃ，应确保女性能够公ᒣ地享受其他

安置ᨤ助服务，例如技能培训、获得䍧Ⅾ和就业机会，并根据ྩ们的需要进行调整。如果国家的法律和ᡯ产制度不

承认女性拥有财产或ㆮ䇒财产合㓖的权利，应考虑采取措施，尽可能地为女性提供保护，以实现男女ᒣ等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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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征用和非自ᝯ迁移 
 
 

客户可能安排外部人员进行验收审计，以确定安置行动计划或生计恢复计划是否完成并是否符合各项

规定。一旦所有用于缓解不利影响的措施大体施行完∅，并且迁移者已被认为得到了足够的机会和ᨤ

助，能够可持续地恢复生计，即可实施验收审计。一旦经同意的监控期结ᶏ，便由具有专业资质的重

置专家进行验收审计。审计应最低程度上包括评估客户实施的缓解措施的完整性，将实施结果与所同

意的目标相比较，并决定监控程序是否可以结ᶏ
18
。 

 
16. 当项目相关的土地征用或土地使用限制有可能导致实体和/或经济迁移，但其确࠷性质或规模

由于处在项目开发的阶段性尚不可知时，客户应制定重新安置和/或生计恢复框架，列出符合本绩效标

准的一㡜性原则。一旦项目各要素确定，并且获知了必要的信息，应根据下文第 17 条和第 25 条将上

述框架扩充成具体的安置行动计划或生计恢复计划及程序。 
 
迁移 

 

17. 迁移者可被分为以下几类：（1）对其ঐ有或使用的土地或资产拥有正式合法权利的迁移者；

（2）对土地或资产不拥有正式合法权利，但对土地提出的权利主ᕐ为国家法律认可或可认可的迁移

者
19
；或者（3）对其ঐ有或使用的土地或资产不拥有可认可的合法权利或主ᕐ的迁移者。应通过人口

普查来了解迁移者的具体情况。 
 
18. 与项目有关的土地征用和/或土地使用限制可能造成居民的实体迁移及经济迁移。因此，本绩

效标准有关实体和经济迁移的要求可能同时适用
20
。 

 
实体迁移 
19. 对于实体迁移，ᰐ论受影响者的人数有多少，客户应制定一项重新安置行动计划，其中至少

须符合本绩效标准中的适用要求。这包括对土地和其它资产的损失按全部重置成本提供补偿。该计划

的设计ᰘ在缓解迁移的不利影响；识别发展机遇；制定安置预㇇和时间表；以及确定所有类型的受影

响者（包括东道社区）应享有的权利，尤其要关注到贫困和弱势群体的需求。客户应记录备案取得土

地权利的所有交易，以及补偿措施和搬迁活动。 
 
20. 当居տ在项目所在地区的居民必须迁移至另一地点时，客户应（1）向迁移者提供多种可行的

安置方案，包括充足的重置տ所或适当的现金补偿；以及（2）根据各迁移者群体的需求提供搬迁ᨤ助。

为迁移者修建的新安置地点必须具备改善的生活条件。应考虑迁移者ᐼ望与原有社区和群体一道搬迁

的ᝯ望。应尊重迁移者和任何东道社区的现有社会文化Ґ؇。 
 
21. 对于第 17 条第（1）项或第（2）项所述的实体迁移，客户应提供等٬或更高价٬的重置财产

选择，并提供』տ权保障、提供相等或更优的区位，或在适当的情况下提供现金补偿。在替代现金补

                                                 
18 一旦经同意的监控期结ᶏ，便应由外部重置专家对重新安置行动计划和/或生计恢复计划进行验收审计。此审计

应包括比常规安置监控活动更深入的评估，应最起码包括：核实客户对实体和/或经济迁移所实施的缓解措施的完

整性，将实施结果与所同意的目标相比较，并决定监控程序是否可以结ᶏ。以及在必要的情况下，确定是否需要一

项纠正行动计划，当中列出为达到目标所需的后续行动。 
19 此类权利主ᕐ可能㹽生于䘶权管有或来自Ґ惯或传统的所有权安排。 
20 对于同时导致实体迁移和经济迁移的项目，应将第 25 条和第 26 条（经济迁移）的要求纳入到重新安置计划或框

架中（也就是说，ᰐ需制定单独的重新安置计划和生计恢复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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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标准 5 
土地征用和非自ᝯ迁移 
 
 

偿时应考虑同质补偿。现金补偿的水ᒣ应足以在当地ᐲ൪按全部重置成本来替换所损失的土地或其它

资产
21
。 

 
22. 对于第 17 条第（3）项所述的实体迁移者，客户向他们提供有』տ权保障的充足տ所的可选

择方案，以便他们能够合法迁居，不必面对被强行搬迁的风险。在这些迁移者拥有并ঐ用建筑物的情

况下，客户应对土地之外的资产损失，如տ所和对土地进行的其它改良，按照全部重置成本向其进行

补偿，前提是这些人必须是在资Ṭ申报ᡚ止日期之前就一直在ঐ用项目所在地区。依照与这些迁移者

进行磋商的结果，客户应为他们提供足够的搬迁ᨤ助，以便他们在适当的替代地点恢复其生活水ᒣ
22
。 

 
23. 如果资Ṭ申报ᡚ止日期已确定并且已公开公布，客户则ᰐ须补偿或ᨤ助在资Ṭ申报ᡚ止日期

之后进入项目所在地区的人。 
 
24. 不得实行强行搬迁

23
，除非根据法律和本绩效标准的要求进行。 

 
经济迁移 
25. 对于只涉及到经济迁移的项目，客户应制定一项生计恢复计划来补偿受影响的个人和/或社区，

并提供符合本绩效标准目标的其它ᨤ助。生计恢复计划应确定受影响个人和/或社区应享有的权利，并

保证以一种透明、持续和ᒣ等的方式提供这些权利。当受影响个人或社区已经按照生计恢复计划以及

本绩效标准的要求得到补偿和其它ᨤ助，并且被认为已得到充分的机会恢复生计后，经济迁移影响的

缓解工作才被视为完结。 
 
26. 如果土地征用或对土地使用的限制导致了经济迁移（ї失资产和/或生计段），ᰐ论受影响

者是否进行了实体迁移，客户应在适用的情况下┑足以下第 27-29 条的要求。 
 
27. 面临资产损失或ї失获取资产途径的经济迁移者将按全部重置成本获得补偿。 
 

� 如果土地征用或土地使用限制影响了商业建筑物，应补偿受影响商业所有者在其它

地方重建商业活动的成本、在过期间损失的߰收入以及䖜移和重新安㻵厂ᡯ、机ಘ或其它

设备的成本。 
� 如果受影响者对土地拥有根据国家法律认可的或可以认可的合法权利（见第 17 条的

（2）和（3）项），提供等٬或更高价٬的替换财产（如ߌ业或商业用地），或者在适当情

况下，按全部重置成本提供现金补偿。 
� 对土地不拥有可认可的合法权利主ᕐ的经济迁移者（参见第 17 条第（3）项），应

按全部重置成本补偿他们除土地以外的资产损失（如ᒴぬ、♼Ⓓ基础设施以及对土地所做的

其他改良）。对在资质申报ᡚ止日期以后侵ঐ项目所在地区的投机定居者，客户ᰐ需提供补

偿或ᨤ助。 

                                                 
21 在下列条件下，对于资产损失适于提供现金补偿：（1）生计不依靠土地；(ii) 生计依靠土地，但被项目ঐ用的土

地ӵঐ受影响资产的一小部分，࢙余的土地仍足以维持生计；或者（3）存在活䏳的土地、ᡯ地产和ࣣ动力ᐲ൪，

迁移者能够利用这些ᐲ൪，并且有充足的土地和ᡯቻ供应。 
22 ᐲ区域非正式居民的搬迁可能涉及降级置换。例如，搬迁的家ᓝ可以获得』տ权保障，但是可能ї失地理位置

的优势。应该根据本绩效标准的原则解决这种可能影响到生计机会的地理位置变化（特别参见第 25 条）。 
23 是指䘍㛼个人、家ᓝ和/或社区的意ᝯ的，≨ѵ性或暂时ཪ他们ঐ用的տᡯ和/或土地的行为，而没有提供适当

的法律和其它形式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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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除了根据第 27 条的要求提供资产损失的补偿以外，对生计或收入水ᒣ受到不利影响的经济迁

移者还应提供改善或至少恢复他们获取收入能力、生产能力和生活水ᒣ的机会： 
 

� 对于以土地为生的迁移者，应优先为其提供安置土地。这些土地在生产潜力、地理

区位优势、以及其它方面至少应与所损失土地等٬。 
� 对于以自然资源为生的迁移者，如果┑足此文第 5 条中所述因项目带来的对自然资

源使用限制的情形，应采取措施让他们㔗续使用受影响的资源，或让其使用生计价٬及可及

性与原来资源相等的替代资源。在适当情况下，与自然资源使用相关的⾿利和补偿可以是针

对集体而不是个人或家ᓝ的。 
� 如果环境不允许客户按上述要求提供土地或类似资源，应提供获取收入的替代机会。 
 

29. 根据恢复经济迁移者获取收入能力、生产水ᒣ和生活水ᒣ所需的合理估计时间，向他们提供

必需的过性支持。 
 
政府管理安置工作中的私营部门责任 

 

30. 在政府负责土地征用和移民安置的情况下，客户应在政府主管机构允许的范围内与其开展合

作，以实现符合本绩效标准的结果。此外，当政府能力有限时，客户应在移民安置工作的计划、实施

和监控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如下文所述。 
 
31. 对于通过强制段或涉及实体迁移的磋商解决方式取得的土地权或使用土地权，客户应确认

并列明
24
政府的移民安置措施。如这些措施不符合本绩效标准中的相关要求，客户应制定䖵助安置计

划，与政府主管机构㕆制的文件共同䱀明本绩效标准中的相关要求（一㡜性要求以及前述的实体和经

济迁移要求）。客户需要在其䖵助安置计划中至少纳入下列因素：（1）识别受影响的人和影响；（2）
规范行为的描述，包括相关国家法律法规中关于移民权利的规定；（3）采取䖵助性措施以┑足本绩效

标准第 19 条至第 29 条的要求，且该䖵助设施要得到主管机构ᢩ准并符合实施时间计划安排；以及

（4）客户在执行䖵助安置计划的过程中应承担的财务和实施责任。 
 
32. 对于只涉及经济迁移的项目，客户应确认并列明政府主管机构计划用来补偿受影响社区和个

人的各项措施。如这些措施不符合本绩效标准中的相关要求，客户应制定一个环境和社会行动计划，

作为政府行动的补充。这可能包括对资产损失的仍外补偿以及可行情况下为恢复ї失的生计所做的仍

外努力。   
 

                                                 
24 如有政府文件，可用于确认此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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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标准 7 
土著居民 
 
 

简介 
 
1. 《绩效标准 7》认识到，土著居民作为国家社会中区分于主导群体的社会群体，通常是人口中最

边㕈化、最㜶弱的群体。在很多情况下，土著居民的经济、社会和法律地位限制了他们ছ自己在土

地、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中的权益，并可能限制了他们参与发展并从中受益的能力。如果他们的土地

和资源被䖜变、侵ঐ或受到严重退化，他们就更容易受到影响。他们的语言、文化、宗教、㋮⾎信Ԡ

和风؇Ґ惯可能也会受到ေ胁。因此，与非土著社区相比，土著居民更容易受到与项目开发有关的不

利影响。这种㜶弱性可能包括ї失他们的独特性、文化和基于自然资源的生活方式，以及䚝受贫困和

疾病。 
 
2. 私营部门项目可以为土著居民ࡋ造机会，让他们参加与项目有关的活动并从中受益，这些活动可

以帮助他们达成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而且，土著居民可以通过作为发展合作Չդ来促进和管理开发

活动和企业，从而在可持续性发展中发挥作用。政府经常在管理土著居民事务上起着核ᗳ作用，因此

客户应在管理项目的风险和影响方面与相关部门合作
1
。 

 
目标 

 
� 确保开发过程充分尊重土著居民的人权、尊严、ᝯ望、文化和基于自然资源的生活

方式。 
� 预期并避免项目对土著居民社区造成的不利影响，如果ᰐ法避免，应将这种影响降

至最低，并/或进行补偿。 
� 促进以文化上适当的方式为土著居民提供可持续的发展效益和机会。 
� 在知情磋商和参与的基础上，与在项目周期中受到项目影响的土著居民建立和保持

一种持续的关系。 
� 在出现本绩效标准中所述的情况时，确保获得受影响的土著居民社区的自由、事先

和知情的同意。 
� 尊重和保⮉土著居民的文化、知识和惯例。 

 
适用范围 
 
3. 本绩效标准的适用范围在环境和社会风险和影响确认过程中确定，为达到本绩效标准的要求所必

需实施的行动应通过客户的环境和社会管理系统加以管理。该管理系统的要素见《绩效标准 1》。   
  
4. “土著居民”没有普遍接受的定义。在不同的国家，土著居民可能被称作“土著少数民族”、

“原տ民”、“高ኡ部落”、“少数民族”、“固定部落”、“最初定居者”或“部落群”。 
 
5. 本绩效标准中，“土著居民”通指拥有不同程度以下特质的独特社会和文化群体： 
 

� 自认为一个独特土著文化群体的成员，并受到其他人承认； 
� 集体依䱴于项目区域内的地理性独特定居地或传统领地，并依䱴于这些定居地和领

地上的自然资源； 

                                                 
1 除了┑足本绩效标准的要求外，客户必须遵ᆸ相关国家法律，包括那些东道国为ን行国际法义务而实施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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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经济、社会或政治Ґ؇区别于主导社会或文化； 
� 拥有独特语言或方言，通常与ᇈ方语言或他们居տ的国家或地区的语言不同。 
 

6. 本绩效标准适用于保持一种集体依䱴性的土著居民社区或群体，即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或社区的特

性依䱴于其Ṇ息地和传统领地及其这些领地上的自然资源。本绩效标准也可适用于，由于被迫䳄、

冲突、政府的重新安置计划、土地征用、自然灾害或领地被纳入ᐲ扩建等原因，在其成员在ц时期，

在项目区域内失৫对其Ṇ息地和传统领地的集体依䱴性的社区或群体。 
 
7. 客户可能需要寻求具有资Ṭ的专家的意见，来认定某个群体是否可被视为本绩效标准中的土著居

民。 
 
要求 

一㡜要求  
 

避免不利影响 
8. 客户应通过环境和社会风险和影响识别过程来识别在项目影响区域内所有可能受到影响的土著居

民社区，并识别他们的经济、社会、文化（包括文化䚇产
2
）和环境预期将受到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的性

质和程度。 
 
9. 应尽可能避免对受影响的土著居民社区的不利影响。当ቍ䈅了替代方案而不利影响仍ᰐ法避免时，

客户应将影响降至最低，并/或以文化上适当的方式对这些影响进行补偿，补偿还需与影响的性质和规

模以及受影响的土著居民社区的㜶弱程度相称。客户拟议采取的行动应通过与受影响的土著居民社区

的知情磋商和参与共同确定，并包含在一个有时间期限的计划中，例如，《土著居民发展计划》，或

在一个更广泛的社区发展计划中为土著居民单独列出计划
3
。 

参与和同意 
10. 客户应根据《绩效标准 1》的要求，采取与受影响的土著居民社区沟通的程序。沟通程序包括以

文化上适当的方式进行利益相关者分析和沟通计划、信息披露、磋商和参与。另外，此程序还应： 
 

� 包括土著居民的代表团体和组织（如长老会或ᶁင会），以及受影响的土著居民社

区成员； 
� 提供充足的时间给土著居民作出决策

4
。 

 
11. 受影响的土著居民社区可能因ї失、䘌他们土地，或因他们的土地被开发，以及不能获取自然

和文化资源，而特别容易受到影响
5
。认识到这种㜶弱性，除了本绩效标准的一㡜要求外，客户还应在

本绩效标准中第 13-17 段落所述的情况下，获得受影响的土著居民社区的自由、事先和知情的同意

                                                 
2 保护文化䚇产的其它要求参见《绩效标准 8》。 
3 确定适当的计划可能需要具有资Ṭ的专家的意见。如果土著居民是更大的受影响社区的一部分，可能需要制定社

区发展计划。 
4 内部决策程序一㡜来说但并不总是集体性质的。可能出现内部异议，决定可能会受到社区内部分人的反对。磋商

程序应注意这种动态情况，并允许充足的时间给内部决策程序，以达成大多数参与各方认为合情合理的决定。 
5 本绩效标准所指的具有文化价٬的自然资源和自然区等同于《绩效标准 6》中所述的生态系统供应和文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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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IC）。自由、事先和知情的同意（FPIC）适用于与影响土著居民社区的影响有关的项目规划、实

施和预期结果。一旦出现这些情况，客户应聘请外部专家，来协助确认项目的风险和影响。  
 
12. 自由、事先和知情的同意（FPIC）没有普遍接受的定义。对《绩效标准 1》、《绩效标准 7》和

《绩效标准 8》而言，“自由、事先和知情的同意（FPIC）”是指以下定义：自由、事先和知情的同

意（FPIC）建立在《绩效标准 1》中所述的知情磋商和参与程序上，并在其基础上加以扩展，应通过

客户与受影响的土著居民社区之间的善意磋商建立。客户应对以下记录备案：（1）客户与受影响的土

著居民社区都接受的程序；（2）作为磋商结果各方达成协议的证据。自由、事先和知情的同意

（FPIC）不一定要求一致同意，即使社区内有个人或群体明确表示不同意，也可能达成自由、事先和

知情的同意（FPIC）。 
 

要求获得自由、事先和知情的同意（FPIC）的情况 
 

对传统所有或Ґ惯用途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影响 
13. 土著居民通常与他们的土地和相关的自然资源

6
有紧ᇶ关系。通常这些土地是他们传统所有的，或

者是有Ґ惯用途的
7
。尽管根据国家法律这些土地可能并不属于他们合法所有，但土著居民对这些土地

的使用（包括ᆓ㢲性或周期性使用）通常是有据可查、有文记䖭的，他们用这些土地作为生活、文化、

Ԛ式或㋮⾎上的用途界定了他们的独特性和社区属性。 
 
14. 如果客户拟议在土著居民传统所有或用于Ґ惯用途的土地上开发项目或将土地上的自然资源进行

商业开发，并且预期会对造成不利影响
8
，客户应采取以下措施： 

� 努力避免使用该土地开发项目，如不可避免，将使用地面积减到最少，并将这些努

力记录备案； 
� 努力避免对土著居民的自然资源和重要自然区域

9
受到影响，如果不可避免，使影响

降至最低，并将这些努力记录备案； 
� 在购买或』䍱土地前，确定和审核所有财产权益和传统资源的用途； 
� 评估和记录受影响的土著居民社区的资源用途，不应对土著居民提出的任何土地要

求持有ٿ见
10
。土地和自然资源用途的评估应包括所有性别，并要特别考虑女性在

管理和使用这些资源中的作用； 
� 确保受影响的土著居民社区应被告知根据国家法律他们对这些土地拥有的所有权，

包括国家法律中规定的土地Ґ惯用途权； 
� 如果对其土地及自然资源进行商业开发，应向受影响的土著居民社区提供补偿和正

当程序，以及文化上适当的可持续发展机会，包括： 
- 在可行的情况下，提供基于土地的补偿或同质补偿来代替现金补偿

11 。 

                                                 
6 例如，⎧⌻和水资源、ᵘ材和非ᵘ材᷇产૱、㦟用Ἵ物、⤙⤾和㚊会൪所以及㥹൪和种Ἵ区域等。本绩效标准中所指

的自然资源资产等同于《绩效标准 6》中所描述的提供生态系统服务。 
7 购买和/或』䍱拥有合法业权的土地参见《绩效标准 5：土地征用和非自ᝯ迁移》。 
8 这种不利影响可能包括因项目活动导致不能使用资产或资源或土地用途受到限制而造成的影响。 
9 本绩效标准中所指的“自然资源和重要自然区域”等同于《绩效标准 6》中定义的优先生态系统服务。它们是指

那些在客户直接管理控制下或有重大影响的服务，以及那些最有可能对受影响的土著居民社区带来风险的服务。 

10 㲭然本绩效标准要求对这类土地的用途有证据和文件记䖭，但客户也应了解，这些土地在东道国政府的指Ԕ下可

能已经用作其它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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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土著居民可以㔗续获取自然资源，确认相当的替代资源，或者说是，如

果项目开发造成土著居民不能获取或ї失了自然资源，作为最后选择，ᰐ论

项目是否购买了该土地，都应向他们提供补偿或为他们到替代生计。  
- 如果客户计划利用自然资源来开发项目，而这些自然资源对受影响的土著居

民社区的独特性和生计至关重要，因此这些自然资源的使用加了他们生计

的风险，客户应确保公ᒣ和ᒣ等地分享与项目使用自然资源相关的收益。  
- 在考虑到不影响健康、安全和治安的前提条件下，允许受影响的土著居民社

区在项目开发的土地上出入、使用和通行。 

土著居民从传统所有或Ґ惯用途的土地和自然资源迁移 
15. 为避免使土著居民从他们集体传统所有

12
或用作Ґ惯用途的土地和自然资源迁移，客户应考虑可

行的替代项目设计。如果迁移不可避免，除非如上所述获得受影响的土著居民社区的自由、事先和知

情的同意，否则客户不得㔗续进行项目。土著居民的任何迁移都必须符合《绩效标准 5》的要求。如

果导致他们迁移的原因不存在，在可行的情况下，迁移的土著居民应可以䘄എ他们传统所有或有Ґ

惯用途的土地。 
 
重要文化䚇产 
16. 如果项目可能对重要文化䚇产

13
造成重大影响，该文化䚇产对土著居民生活的独特性及/或文化、

Ԛ式或㋮⾎方面至关重要，应优先避免产生这种影响。如果项目对重要文化䚇产的重大影响不可避免，

客户应获得受影响的土著居民社区的自由、事先和知情的同意。 
 

17. 如果项目拟议使用文化䚇产用作商业目的，包括土著居民的知识、发明或惯例，客户应告知受影

响的土著居民社区：（1）根据国家法律他们所拥有的权利；（2）拟议商业开发的范围和性质；（3）
商业开发可能带来的后果；并且（4）获得他们自由、事先和知情的同意（FPIC）。客户还应确保他

们公ᒣ、ᒣ等地分享从对这些知识、发明和惯例的商业开发中获得的收益，分享方式应符合土著居民

的Ґ؇和传统。 
 

缓解措施和发展效益 
 

18. 客户和受影响的土著居民社区应识别与《绩效标准 1》中所述的缓解机制相一致的缓解措施和机

会，以及这些措施和机会带来的文化上适当的、可持续的发展收益 。客户应确保及时、公ᒣ地对受影

响的土著居民社区实施所达成的措施。 
 
19. 向土著居民提供补偿和其它收益分享措施的决定、交Ԉ和分配应考虑到这些社区的法律、惯例和

Ґ؇，以及他们与主流社会的融合程度。符合获得补偿条件的可以是个人、团体，或以个人和团体结

                                                                                                                                        
11 如果情况不允许客户提供合适的安置土地，客户必须提供有关情况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客户应向受影响的土

著居民社区在现金补偿以外提供非基于土地的䎊取收入的机会。 
12 通常土著居民基于传统所有和Ґ惯用途提出他们对土地和资源的获取和使用权，很多都属于集体产权。这些基于

传统的土地和资源所有权可能不被国家法律承认。如果受影响的土著居民社区成员个人拥有合法产权，或如果相关

的国家法律承认个人的Ґ惯用途所有权，应适用《绩效标准 5》的要求，而不是本绩效标准第 17 条的要求。 
13
包括自然与文化和/或㋮⾎的价٬，如᷇，水和具有⾎意义的水路，ṁᵘ，和ዙ⸣。等同于绩效标准 6 定义

的优先生态文化服务与文化价٬的自然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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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方式
14
如果补偿是以集体方式分发的，应当制定并实施确保所有符合补偿条件的群体成员都能ࠋ

获得补偿的有效交Ԉ和分配机制。 
 
20. 受影响的土著居民社区如何从项目中受益将取决于各种因素，包括项目性质、项目范围以及土著

居民社区的㜶弱程度等。所确定的发展机会应ᰘ在┑足土著居民的目标和选择，包括以文化上适当的

方式提高他们的生活水ᒣ，并帮助提高他们所依赖的自然资源的长期可持续性。 
 

政府土著居民管理系统下的私营部门责任 
 

21. 在政府有明确的责任管理项目有关的土著居民问题的情况下，客户应与相关政府部门合作，在可

行的情况下，并在政府部门允许的程度上，达到符合本绩效标准要求的结果。另外，如果政府的能力

有限，客户应在政府部门允许的程度上在项目活动计划、实施和监督中发挥积极作用。 
 
22. 客户应制定一项计划，䘎同政府相关部门准备的文件，䱀述如何┑足本绩效标准的相关要求。客

户可能需要在该计划中包括：（1）知情磋商和参与、沟通过程中，FPIC 程序的计划、实施和记录备

案；（2）对政府向受影响的土著居民提供的权利的描述；（3）如果这些权利和本绩效标准的要求存

在差异，应提出消除差异的措施；（4）政府部门和/或客户的财务和实施责任。 

                                                 
14 如果对资源、资产和决策的控制权主要由集体所有，应努力在可能的情况下确保集体分配收益和补偿，并考虑到

є代人之间的差异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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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1. 《绩效标准 8》 认识到文化䚇产对当Ӻ人类及后代的重要性。按照《保护ц界文化和自然䚇产公

㓖》的规定，本《绩效标准》ᰘ在确保客户在他们的项目活动中保护文化䚇产。另外，本绩效标准规

定了项目使用文化䚇产的相关要求，一定程度上基于《生物多样性公㓖》中制定的标准。  

 
目标 

� 保护文化䚇产免受项目活动带来的不良影响，并且为其保护工作提供支持。 

� 促进公ᒣ分享使用文化䚇产所带来的收益。 

 
适用范围 
2. 本《绩效标准》的适用范围在环境和社会风险及影响的确认过程中确立，为达到本《绩效标准》

要求所必需实施的行动应通过客户的环境和社会管理系统加以管理。该管理系统的要素见《绩效标准

1》。在项目周期内，客户应考虑项目可能对文化䚇产造成的影响，并遵循本绩效标准的相关规定。    

 

3. 就本绩效标准而言，文化䚇产是指（1）有形的文化䚇产，例如具有考ਔ（ਢ前）、ਔ生物、শਢ、

文化、㢪术和宗教价٬的有形的、可移动或不可移动的物૱、财产、൪所、建筑或建筑群；（2）具有

文化价٬的独特自然环境特征或有形物૱，比如᷇、ዙ⸣、⒆⋺和♁布；以及（3）拟议用于商业目

的的特定ᰐ形文化，例如体现传统生活方式的文化知识、发明ࡋ新和社区惯例。  

 
4. 有关有形文化䚇产的要求见第 6-16 条。有关上述第 3 条（3）中所描述的ᰐ形文化䚇产的要求见

第 16 条。 

 
5. 本绩效标准的要求适用于文化䚇产，ᰐ论它是否已经受到法律保护，或以前ᴮ䚝到ൿ。本绩效

标准的要求不适用于土著居民的文化䚇产；对土著居民文化䚇产的要求见《绩效标准 7》。 

 
要求 

在项目设计和实施中文化䚇产的保护 
 

6. 为了保护文化䚇产，除了应遵ᆸ相关法律之外，包括为ን行东道国在《保护ц界文化和自然䚇产

公㓖》下所应承担义务的国家法律，客户还应通过确保采取国际认可的文化䚇产保护、实地研究和记

录备案的惯例，来认定和保护文化䚇产。 

 

7. 如果在风险和影响确认过程中发现项目有可能对文化䚇产造成影响，客户应聘请具有资Ṭ的专家

来协助文化䚇产的认定和保护。对不可复制文化䚇产的迁移还将受到以下第 10 条要求的限制。对于重

要的文化䚇产，应适用第 13-15 条的要求。  

 

 然发现程序ڦ
8. 客户有责任在项目选址和设计时避免对文化䚇产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环境和社会风险及影响的识

别过程应决定拟议中的项目地点是否位于可能发现文化䚇产的地区，文化䚇产可能是在项目施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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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发现或是在项目运营过程中发现。在这些情况下，作为客户的环境和社会管理系统的一部分，客户

应制定一个ڦ然发现程序
1
来管理ڦ然发现

2
，一旦发现文化䚇产，将实施该程序。在由具有资Ṭ的专

家作出评估并在确定符合本绩效标准要求的行动之前，客户不应进一步干扰任何ڦ然发现的文化䚇产。 

 

磋商 
9. 如果一个项目可能影响文化䚇产，客户应与东道国受影响的社区进行磋商，这些社区可以是还在

使用或在ц人记ᗶ中ᴮ使用该文化䚇产作为长期文化用途的社区。客户应与受影响的社区磋商来确定

重要的文化䚇产，将受影响社区居民对这些文化䚇产的看法纳入客户的决策过程中。磋商还应包括负

责保护文化䚇产的国家和地方相关监管机构。 

 

社区进入权  
10. 如果客户的项目地点包含了文化䚇产，或者⾱止进入现在使用的或在记ᗶ中ᴮ使用该文化䚇产作

为长期文化用途的ᴮ经的文化䚇产地点，客户应在第 9 条所述的磋商基础上，在考虑到不影响健康和

安全的前提条件下，允许这些社区居民㔗续进入该文化䚇䘩，或提供其它可以进入的路径。 

 
可复制文化䚇产的迁移 
11. 如果客户遇到可复制的

3
并非关键性的有形文化䚇产，客户应采取减缓措施，首先ҹ取避免ঐ用该

文化䚇产。如果不可能避免，客户应采取以下减缓机制： 

 

� 将不利影响降至最低，并就地采取恢复措施，以确保保持该文化䚇产的价٬和功能，包括保

持或恢复该文化䚇产所需的任何生态系统
4
； 

� 如果不可能就地恢复，应在另一个地点恢复该文化䚇产的功能，包括维持该文化䚇产所需的

生态系统； 

� 对শਢ、考ਔ文物和建筑物的≨ѵ性迁移应根据上述第 6 条和第 7 条的原则进行； 

� 只有证明不可能将不利影响降至最低，并且不可能采取恢复措施以确保保持该文化䚇产的价

٬和功能性的情况下，而且如果受影响社区正在使用该有形文化䚇产作为长期文化用途，应

补偿失৫该有形文化䚇产的损失。 

 

不可复制文化䚇产的迁移 
12. 大部分文化䚇产得到最好保护的方式是在原地加以保护，因为迁移可能对文化䚇产造成不可修复

的损ൿ或ൿ。客户不能迁移任何不可复制的文化䚇产
5
，除非同时┑足以下条件： 

 

                                                 
 。然发现程序列出如果项目遇到以前未知的文化䚇产需要采取的行动ڦ 1
2 在项目施工或运营中意外ڦ然遇到的有形文化䚇产。 
3 可复制文化䚇产的定义为可以迁移到另一个地点，或可以被类似建筑物或自然Ჟ观替代，其文化价٬可以通过适

当措施䖜移的有形文化䚇产。考ਔ或শਢ地点可能被视为可复制的文化䚇产，如果它们代表的特定时代和文化价٬

完全可以由其它地点和/或建筑物来代表。 
4 符合《绩效标准 6》中有关生态系统服务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要求。 
5 不可复制的文化䚇产可能有关过৫人们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和气候条件，他们不断变化的生态环境、适应

战略和早期形式的环境管理，如果（1）该文化䚇产对其代表的时期来说具有独特性或相对独特性，或（2）该文化

䚇产在同一地点㚄系几个时期上具有独特性或相对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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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迁移，没有其它技术上或经济上可行的替代方法； 

� 项目的总体效益䎵过迁移文化䚇产造成的预期损失； 

� 任何文化䚇产的迁移采用现有最好的技术进行。 

 

重要文化䚇产 
13. 重要文化䚇产包括符合以下є种类型之一或Ҽ者同时┑足的文化䚇产：（1）社区正在使用的或在

记ᗶ中ᴮ经有长期文化用途的国际公认文化䚇产；（2）法定文化䚇产保护区，包括那些东道国提议设

立为法定文化䚇产保护区的地区。   

14. 客户不得对重要文化䚇产进行迁移、重大改变或损ൿ。例外情况是，如果项目不可避免对重要文

化䚇产造成影响，客户应根据《绩效标准 1》中所述，采取受影响社区知情磋商和参与程序，通过善

意磋商达成一致，并记录备案。客户应聘请外部专家来协助重要文化䚇产的评估和保护。  

 

15. 法定文化䚇产保护区
6
对文化䚇产的保护和保存至关重要，根据相关国家法律将获准在这些地区进

行的任何项目应采取仍外的措施。如果拟议中项目位于法定文化䚇产保护区内，或位于法定保护缓冲

区内，客户除了要┑足上述第 14 条有关重要文化䚇产的要求以外，还须┑足以下要求： 

 

� 遵ᆸ国家和地方文化䚇产法规或保护区管理计划； 

� 就拟议项目与保护区主࣎方和管理方、当地社区和其他重点利益相关者进行磋商； 

� 适当情况下，实施仍外计划，以促进和加强保护区的保护目标。 
 

项目对文化䚇产的使用 
 

16. 如果项目计划将文化䚇产用作商业用途
7
，包括当地社区的知识、发明或惯例，客户应告知这些社

区：（1）根据国家法律他们所享有的权利；（2）拟议商业开发的范围和性质；以及（3）开发可能带

来的后果。客户不得㔗续进行此类商业开发，除非（1）根据《绩效标准 1》中所述，与受影响的社区

进行知情磋商和参与程序，进行善意磋商来达成结果，并记录备案，并（2）公ᒣ和ᒣ等地分享从这些

知识、发明或惯例的商业开发中获得的收益，分享方式应符合他们的Ґ惯和传统。 

                                                 
6 包括ц界䚇址和国家保护区。 
7 包括对传统५学知识或其它加工处理Ἵ物、㓔维或金属的宗教或传统技术的商业化，但不ӵ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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