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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GRI 205: 反腐败 2016包含一系列披露项，用于组织报告其腐败相关的影响，以及管理影响的方法。

本标准的结构如下：

简介的其余部分提供议题背景，概述GRI标准体系，并提供关于使用本标准的更多信息。

议题背景 
本标准是关于反腐败议题。在本标准中，腐败 被理解为包括贿赂、疏通费、欺诈、勒索、串通和洗钱等行为；提供或收受
礼物、贷款、费用、奖励或其他好处，以诱使做出不诚实、非法或违反信托的行为。还可能包括贪污、影响力交易、滥用
职权、非法致富、隐瞒和妨碍司法公正等行为。

腐败与各种负面影响广泛相关，例如转型经济中的贫困、对环境的破坏、滥用人权、滥用民主、投资分配不当、破坏法
治。市场、国际规范和利益相关方都期望组织表现出恪守诚信、管治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及联合国的重要文件中介绍了这些概念：见参考文件。

标准体系 
本标准是GRI可持续发展报告标准（GRI标准）的一部分。GRI标准使组织能够报告对经济、环境和人最重大的影响 ，包括
对人权的影响，以及管理影响的方法。

GRI标准是由相互关联的多套标准组成的系统，分为三个系列：GRI通用标准、GRI行业标准和GRI议题标准（见本标准的
图1 ）。

通用标准：GRI 1、GRI 2和GRI 3 
GRI 1：基础2021 规定了组织符合GRI标准编制报告必须遵守的要求。组织首先查阅GRI 1，开始使用GRI标准。

GRI 2: 一般披露2021 包含一系列披露项，用于组织说明报告实践和其他组织详情（例如活动、管治和政策）。

GRI 3：实质性议题2021 就确定实质性议题提供指导。还包含一系列披露项，用于组织说明其确定实质性议题的过程、实
质性议题清单以及每个议题的管理方法。

行业标准 
行业标准为组织提供信息，以确定可能的实质性议题。组织在确定实质性议题以及为实质性议题报告哪些信息时，采用适
于所在行业的行业标准。

议题标准
议题标准包含一系列披露项，用于组织报告与具体议题有关影响的信息。组织使用GRI 3确定实质性议题清单，并据此采
用议题标准。

 
图1.GRI标准：通用、行业和议题标准

使用GRI标准的要
求和原则

关于组织的披露项

通用标准 行业标准 议题标准

GRI 标准

第1节 包含一个要求，说明组织如何管理其腐败相关的影响。•
第2节 包含三个披露项，说明组织的腐败相关的影响。•
术语表 包括在GRI标准中具有特定含义的术语。这些术语在 GRI标准的正文中以下划线标出，并链接至相应的定义。•
参考文件 列出了制定本标准时使用的权威性政府间文件和其他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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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报告中应用所有三
套通用标准

使用适于所在行业的
行业标准

选用议题标准报告实质
性议题的具体信息

关于组织实质性议
题的披露项和指南

使用本标准 
任何组织——不论规模、类型、行业、地理位置或报告经验——皆可使用本标准报告其腐败相关影响。

如果组织要编制符合GRI标准的报告，并确定反腐败为实质性议题，需要报告以下披露项：

见GRI 1: 基础2021的要求4 和 5。

此等披露项允许有从略的原因。

如果无法遵守披露项或披露项中的要求（例如，由于必要信息保密或被法律禁止），组织就需要说明其无法遵守的披露项
或要求，并在GRI内容索引中提供从略的原因及解释。关于从略原因的更多信息，参见GRI 1：基础2021中的要求6。

如果由于某个条目（例如，委员会、政策、做法、流程）不存在，无法报告披露项中条目的必要信息，组织可说明这一情
况以遵守要求。组织可解释没有相关条目的原因，或说明任何建立相关条目的计划。披露项并不要求组织实施条目（例
如，制定政策），但如果条目不存在，则要求组织报告。

如果组织计划发布单独的可持续发展报告，那么无需重复已在别处公开报告的信息，例如网页或年度报告。在这种情况
下，组织可在GRI内容索引中提供参考，说明何处可找到该等信息（例如，提供网页链接或引用年度报告中已发布信息的
页面），从而报告规定的披露项。

要求、指南和定义的术语 
以下内容适用于本标准：

要求以粗体字标明，并用“应”表示。组织必须遵守要求，以符合GRI标准编制报告。

要求可能附有指南。

指南包括背景信息、解释和例子，有助于组织更好地理解要求。但不要求组织遵守指南。

标准还可能包括建议，即鼓励采取但并非要求的具体行动。

“宜”表示建议，“可”表示可能或可选。

定义的术语在 GRI标准的正文中以下划线标出，并链接至术语表中相应的定义。组织需要采用术语表中的定义。

1.议题管理披露项
如果组织要编制符合GRI标准的报告，需要报告其每项 实质性议题的管理方法。

确定反腐败为实质性议题的组织，需要使用GRI 3: 实质性议题 2021的披露项 3-3，报告其管理议题的方法（见本节条款
1.1）。

因此，本节旨在补充——而非取代——GRI 3的披露项3-3。

GRI 3: 实质性议题 2021 的披露项 3-3（见本标准条款1.1）；•
本议题标准中涉及组织的腐败相关影响的任何披露项（披露项205-1到205-3）。•

要求 组织应使用GRI 3: 实质性议题 2021的披露项 3-3，报告对反腐败议题的管理方法。1.1

建议 组织宜披露以下信息：1.2

GRI 205: 反腐败 20164



2.议题披露项

披露项 205-1 已进行腐败风险评估的运营点

披露项 205-2 反腐败政策和程序的传达及培训

组织的腐败风险评估程序，包括风险评估中使用的标准，如位置、活动和行业；1.2.1
组织如何识别和管理员工或与组织的活动、产品或服务相关人员的利益冲突。 关于
最高管治机构的利益冲突，见GRI 2：一般披露 2021的披露项2-15；

1.2.2

组织如何确保向其他组织提供的慈善捐赠和赞助（财务和实物）不被用作变相的贿赂
形式。 慈善捐赠和赞助（财务和实物）的接收方可包括非营利组织、宗教组织、私
人组织和活动；

1.2.3

针对被认定为腐败事件风险较高的管治机构成员、员工、业务伙伴以及其他人员，专
门进行的反腐败传达及培训程度；

1.2.4

在什么阶段向被认定为腐败事件风险较高的管治机构成员、员工、业务伙伴以及其他
人员提供反腐败培训（例如新员工加入组织时，与新业务伙伴建立关系时），以及培
训的频率（例如每年一次或每半年一次）；

1.2.5

组织是否参与反腐败主题的集体行动，包括：1.2.6
集体行动的活动策略；1.2.6.1
组织参与的集体行动倡议清单；1.2.6.2
对这些倡议的主要承诺的描述。1.2.6.3

条款 1.2.4 和 1.2.5指南 
在本 GRI 标准中，“业务伙伴”一词包括供应商、代理商、游说组织和其他中间商、合资企业和联
盟伙伴、政府、客户和顾客。

指南

组织应报告以下信息：要求

已进行腐败风险评估的运营点的总数及百分比。a.

通过风险评估确认的重大腐败风险。b.

披露项 205-1 指南 
本披露项可包括以腐败为重点的风险评估，或将腐败作为风险因素列入总体风险评估。

“运营点”一词是指组织用于生产、储存和 / 或配送其货物和服务，或用于行政管理的单一地点。
在单一运营点中，可以有多条生产线、多个仓库或多种其他活动。例如，单独一家工厂可生产多种
产品，单独一个零售店可包括由组织拥有或管理的多种不同零售业务。

背景 
本披露项衡量在整个组织中实施风险评估的程度。风险评估有助于评估组织内部及与组织相关的腐
败事件的可能性，并帮助组织制定打击腐败的政策和程序。

指南

组织应报告以下信息：要求

组织的反腐败 政策和程序传达给管治机构成员的总数及百分比（按地区细分）。a.

组织的反腐败政策和程序传达给员工的总数及百分比 （按员工类别和地区细分）。b.

组织的反腐败政策和程序传达给业务伙伴的总数及百分比（按业务伙伴类别和地区细分）。 说
明组织的反腐败政策和程序是否已传达给任何其他人员或组织。

c.

已接受反腐败培训的管治机构成员的总数和百分比（按地区细分）。d.

已接受反腐败培训的员工的总数和百分比（按员工类别细分）。e.

建议 编制披露项 205-2 规定的信息时，组织宜：2.1

利用GRI 405: 多元化与平等机会2016中披露项405-1的信息， 以确定：2.1.1
组织内存在的管治机构，例如董事会、管理委员会或非公司组织中的类似机
构；

2.1.1.1

构成这些管治机构的个人和/或员工的总数；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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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项 205-3 经确认的腐败事件和采取的行动

各个员工类别的员工总数，不包括管治机构成员；2.1.1.3
估计业务伙伴的总数。2.1.2

披露项 205-2 指南 
在本 GRI 标准中，“业务伙伴”一词包括供应商、代理商、游说组织和其他中间商、合资企业和联
盟伙伴、政府、客户和顾客。

背景 
传达和培训能够构筑内部和外部打击腐败的意识，培养必要的能力。

指南

组织应报告以下信息：要求

经确认的腐败事件的总数和性质。a.

经确认事件（其中员工由于腐败被开除或受到纪律处分）的总数。b.

经确认事件（其中因与腐败有关的违规事件，与业务伙伴的合同终止或未续订）的总数。c.

报告期内，对组织或其员工的腐败行为的公开诉讼案件及审理结果。d.

披露项 205-3 指南 
腐败事件的发生以及组织的应对措施都关系到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关于腐败的公开诉讼案件可包括
当前的公开调查、起诉或已结案件。

披露项 205-3-c指南 
在本 GRI 标准中，“业务伙伴”一词包括供应商、代理商、游说组织和其他中间商、合资企业和联
盟伙伴、政府、客户和顾客。

 

指南

术语表
本术语表为GRI标准中使用的术语提供定义。组织在使用GRI标准时，需采用这些定义。

本术语表可能包含在完整GRI 标准术语表中详细定义的术语。所有已定义的术语均以下划线表示。 如果某个术语在本术语
表或完整 GRI 标准术语表中未给出定义，则可采用通常所理解的常用定义。

（影响的）严重性
实际或潜在负面影响的严重性由其规模（即影响的严重程度）、范围（即影响的广泛程度）和不可
补救性（抵消或弥补伤害的难度）决定。

来源：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经合组织负责任商业行为尽职调查指南》，2018
年；经修订
联合国（UN），《企业尊重人权的责任：诠释指南》，2012年；经修订

注： 关于“严重性”的更多信息，参见GRI 3: 实质性议题 2021的第1 节

业务伙伴
组织为实现业务目标而与之建立某种直接、正式关系的实体。

来源： Shift and Mazars LLP，《联合国指导原则报告框架》，2015年；经修订

示例： 关联机构、B2B客户、顾客、一级供应商、特许经营商、合资伙伴、组织拥有股份的被
投资公司

注： 业务伙伴不包括组织控制的子公司和关联机构。

业务关系
组织与业务伙伴、价值链实体（不限于第一级别实体）以及与其运营、产品或服务直接相关的任何
其他实体的关系

来源： 联合国（UN），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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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经修订

注： 与组织的运营、产品或服务直接相关的其他实体包括：与组织一起向当地社区提供支持
的非政府组织，或保护组织设施的国家安全部队。

人权
所有人固有的权利，至少包括联合国《国际人权宪章》中规定的权利和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
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中规定的基本权利原则

来源： 联合国（UN），《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
架》，2011年；经修订

注： 关于“人权”的更多信息，参见GRI 2: 一般披露 2021中对2-23-b-i的指南

价值链
组织及其上下游实体的经营范围，以将组织的产品或服务从概念转化为最终用途

注1： 组织的上游实体（如：供应商）提供产品或服务，用于组织开发自有产品或服务。组织
的下游实体（如分销商、客户）从组织获得产品或服务。

注2： 价值链包括供应链。

供应商
为组织开发自有产品或服务而提供产品或服务的上游实体（即属于组织的供应链）

示例： 经纪人、顾问、承包商、经销商、特许经营商、家庭工作者、独立承包商、被许可商、
制造商、初级生产商、分包商、批发商

注： 供应商可能与组织存在直接业务关系（通常被称为一级供应商）或间接业务关系。

供应链
为组织开发自有产品或服务而提供产品或服务的上游实体所开展的一系列活动

儿童
15 岁以下者，或未达义务教育完成之年龄者，以较高者为准

注1： 在经济和教育设施欠发达的某些国家可能会有例外，此种情况下适用的最低年龄为 14
岁。这些例外的国家由国际劳工组织（ILO）根据有关国家的特别申请并征询雇主和工
作者代表组织的意见来规定。

注2： 在国际劳工组织《最低年龄公约》，1973年（138号）中包括童工和未成年工两者。

利益冲突
面对自身在组织中的职责要求与其他私人或职业利益或责任，个人需要做出选择的情形

利益相关方
权益受到或可能受到组织活动影响的个人或团体

来源：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经合组织负责任商业行为尽职调查指南》，2018
年；经修订

示例： 业务伙伴 、公民社会组织、消费者、客户、员工和其他工作者、政府、当地社区、非
政府组织、股东和其他投资者、供应商、工会、弱势群体

注： 关于“利益相关方”的更多信息，参见GRI 1: 基础 2021的2.4 节

原住民
原住民通常被确定为：

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ILO），《土著与部落人民公约》 1989 年（169号）

反腐败集体行动

生活在独立国家的部落居民，所在地带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状况有别于该国其他部分的社区，且
全部或部分根据自己的习俗或传统或根据特殊法律或法规来进行管理；

•

生活在独立国家的居民，他们因延续征服或殖民时期或建立现有国界时居住在该地带或该地带所
属地理区域人口的血统，因而被视为原住民，不管其法律地位如何，他们都保留部分或全部自身
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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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参与倡议并与 利益相关方 共同 改善更广泛的运营环境和文化，以打击 腐败

示例： 与公民社会组织、政府和更广泛的公共部门、同行及工会积极合作

可持续发展 / 可持续性
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的需求

来源：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1987年

注： 在 GRI 标准中，“可持续性”和“可持续发展”可以互换使用。

员工
根据国家法律或惯例，与组织存在雇佣关系的个人

员工类别
对员工按级别 （例如高级管理人员、中级管理人员）和职能（例如技术、行政、生产）的细分

注： 该信息来源于组织自身的人力资源系统。

实质性议题
体现组织对经济、环境和人的最重大影响 （包括对人权影响）的议题

注： 关于“实质性议题”的更多信息，请参见GRI 1: 基础2021中的2.2 节，以及 GRI 3: 实
质性议题 2021中的第1节

工作者
为组织承担工作的人员

示例： 员工、派遣工作者、学徒、承包商、家庭工作者、实习生、自雇人士、分包商、志愿
者，以及为报告组织以外的组织（如供应商）工作的人员

注： 在 GRI 标准中，某些情况下会指明是否使用工作者的特定子集。

弱势群体
具有某些特定状况或特征（如经济、身体、政治、社会）的人群，可能因组织活动受到比一般人更
严重的负面影响

示例： 儿童和青少年、老年人、退役军人、受艾滋病毒/艾滋病影响的家庭、人权捍卫者、原
住民、国内流离失所者、移徙工作者及其家庭、 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的少数群
体；可能因性取向、性别认同、性别表达或性特征而受到歧视的人（如女同性恋者、男
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变性人、双性人）；残障人士；难民或遣返难民；妇女

注： 弱势状况和影响可能因性别而异。

当地社区
在受到组织活动影响或可能受其影响的地区生活或工作的个人或群体

注： 当地社区的范围涵盖在组织运营地点附近以及远处生活的人口。

影响
组织对经济、环境和 / 或人已经或可能产生的影响，包括对人权的影响，可表明其对可持续发展的
作用（正面或负面）

注1： “影响”一词可指实际或潜在、正面或负面、短期或长期、有意或无意、可逆或不可逆
的影响。

注2： 关于“影响”的更多信息，参见GRI 1: 基础 2021的2.1 节

报告期
所报告的信息涵盖的具体时期

示例： 财年，日历年

经确认的腐败事件
已得到 证实的腐败事件

注： 经确认的腐败事件不包括在报告期内仍在接受调查的腐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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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
可能受个人或组织唆使而“滥用职权牟取私利”

来源： 透明国际，《反贿赂商业守则》，2011

注： 腐败包括贿赂、小额疏通费、欺诈、勒索、串通和洗钱等做法，以及向任何人提供或收
取任何礼物、贷款、费用、回报或其他好处，诱使做出不诚实、违法或在企业经营中违
反信托之事。这可能包括现金或实物利益，如免费物品、礼品和度假，或为谋取不正当
利益而提供的特殊个人服务，或为获得此等好处而可能导致道德压力的事物。

本节列出制定本标准时使用的权威性政府间文件和其他参考文件。

权威性文件：

其他参考文件：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际商务交易活动反对行贿外国公职人员公约》，1997年。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内部控制、商业道德和合规建设良好行为指南》，2010年。2.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OECD 跨国企业准则》，2011年。3.
联合国(UN)公约，《反腐败公约》，2003年。4.

英国司法部，《2010 反贿赂法指南》，2011年。5.
美国司法部刑事司和美国证监会辖下的执法部，《美国反海外腐败法信息指引》，2012年。6.
透明国际，《商业反贿赂守则》，2011年。7.
透明国际，全球清廉指数，http://www.transparency.org/research/cpi/overview，于2016 年 9 月 1 日访问。8.
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和透明国际，《反腐败第10项原则报告指南》，2009年。9.
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WGI)，“控制腐
败”，http://info.worldbank.org/governance/wgi/index.aspx#home，于2016 年 9 月 1 日访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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