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信息

※　取得年月：尚未取得认证的情况下，若有取得预定/计划也请填写

■ 自主确认实施者（或冲电气集团审核陪同人） ■ 冲电气集团审核实施者

注1　重点项目：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管理的基本要求事项中的重点要求项目。

注2　 判断是否符合REACH规则时有效的项目。

注3　风险评价项目：有效规避含有禁止对象物质风险的项目。

注4　判断是否符合劳动安全卫生法时有效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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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 变更管理 5.5.6 变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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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绩效评价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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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  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管理体制检核表 2018.10.1 修订

≪冲电气集团委托方填写栏≫ ≪供应商填写栏≫

公司编号 公司名称

采购品名称（评价对象产品群） 公司地址

联系部门名 采购品名称（评价对象产品群）

联系部门担当者姓名 部门名

电话号码 管理负责人姓名（职务）

窗口部门电子邮件地址 电话号码

委托方部门名（担当者姓名） 传真号码

委托方电子邮件地址 管理负责人电子邮件地址

标准名 取得年月※ 认证机关名 认证No. 认证期限

ISO9001

ISO14001

其他的官方认证

实施日期               年             月           日 ～           日 部门名称 姓名 部门名称 姓名

审核的种类
(请选择）

　 　

审核结果的备注（参考各审核项目的达成率，填写优点/缺点）

冲电气集团审核备注

综合评价
(请选择）

　

自主确认备注

合格
基本项目评价不低于88分，且重点评价项目无不合格

需要符合REACH规则时，REACH相关项目评价不低于88分

不合格项目有纠正计划

准合格
基本评价项目在60分～88分之间，且重点评价项目无不合格

需要符合REACH规则时，REACH相关项目评价不低于60分

不合格项目有纠正计划

不合格
基本项目评价未达到60分，或者有一个以及多个重点评价项目不合格

需要符合REACH规则时，REACH相关项目评价未达到60分

客户自主确认结果(自动计算检核表的结果) 冲电气集团审核结果(自动计算检核表的结果)

审核项目 基本项目 重点项目注1    REACH 
注2

相关项目

  风险  
注3

评价项目

安卫法注4

评价项目
审核项目 基本项目 重点项目注1   REACH

注2

相关项目

风险注3

评价项目

安卫法注4

评价项目

　判定总计 0 0 0 0 　　判定总计 0 0 0 0

0 0 ― 0
5.1 组织所处的环境
5.2 领导作用
5.3 策划

0 0 ― 0

5.1.3 确定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管理的范围 0 5.1.3 确定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管理的范围 0

5.2.2 方针 0 5.2.2 方针 0

5.3.2 目标及其实现的策划 0

0

5.3.2 目标及其实现的策划

5.4.5 文件化信息 0 5.4.5 文件化信息 0

0 0 0 0 0

5.5.2 确立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管理基准 0 0 5.5.2 确立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管理基准

5.5.4.1 获取并确认产品含有化学物质信息 0 0

0 0

5.5.3 设计、开发中的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管理 0 0 5.5.3 设计、开发中的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管理 0 0

5.5.4 外部采购品的管理

5.5.4.3 验收时的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管理 0 0 5.5.4.3 验收时的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管理

0 0

5.5.4.2 确认供应商的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的管理情况 0 0 0 5.5.4.2 确认供应商的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的管理情况 0

5.5.5生产及保管过程中的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管理

0 0

5.5.4.4 确认外部受托方的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的管理情况 0 5.5.4.4 确认外部受托方的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的管理情况 0

0 0

0

5.5 运行

5.5.2 确立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管理基准
5.5.3 设计、开发

5.5.5.1 生产工程的管理 0 0 5.5.5.1 生产工程的管理

5.5.4.1 获取并确认产品含有化学物质信息

5.5.2 确立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管理基准
5.5.3 设计、开发

0

0 0

5.5.5.2 防止误用及污染

0

000

5.4 支持

5.4.2 能力

5.4.4 信息交流

5.1 组织所处的环境
5.2 领导作用
5.3 策划

5.5.4 外部采购品的管理

5.4 支持

0 0

5.6 绩效评价和改进

0 0
5.5.6 变更管理
5.5.7 产品交付
5.5.8 发生不符合时的应对

―

0

0 ― ― ―

0 0

0 ― ― ―

0

0 0

5.6 绩效评价和改进 0 5.6 绩效评价和改进 0

未确认

确认项目 确认内容 回答

XRF、ICP等的持有
可测量禁止对象物质的设备的持有情况

（请选择有无或有购买计划）
　

（选择有时，请填写设备名称；选择有购买计划时，请填写计划购买年月）：

5.4.2 能力

5.4.4 信息交流

RoHS产品/非RoHS产品的混合生产

（请选择有无混合生产或未确认）

所有工厂均无混合生产

　一部分工厂有混合生产

5.5 运行

5.5.5生产及保管过程中的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管理

5.5.5.2 防止误用及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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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确认备注

合格水平

冲电气集团审核备注

■ 各审核项目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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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按照各审核项目的内容进行评价，从评价栏的“合格、准合格、不合格、对象外”中选择符合的一栏，填写"１"。
　2.合格、不合格的评价参考审核要点，按照如下基准进行判定。

　　・合格：为满足审核内容设置了适当的规则（体制），并根据规则进行运用（活动）。 规则 运用

　　・准合格：设置了适当的规则(体制)，但运用(活动)中有不完善的地方。或者进行了运用，但规则有不充分和不完善的地方。 合格 ○ ○ 3

　　・不符合：设置了适当的规则(体制)，但没有按照规则进行运用(活动）。进行了运用，但没有设置规则。 ○ △

或者规则以及运用两方面均有不完善、不充分之处。 △ ○

评价为不符合时，务必把问题点填写到备注栏中。 ○ ×

　　・作为对象外不被评价的项目，务必将其理由填写到备注栏中。 × ○

　3.除对象外项目外，每个审核项目的评价得分按照100分满分换算后被自动合计/计算，并自动显示到首页的得分表和各项目评价图表中。 △ △

　4.依据评分结果(判定总计)，判定合格、准合格、不合格，并记录到综合评价栏中。 △ ×

× △

注1　重点项目（●）：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管理的基本要求事项中的重点要求项目。 × ×

注2　判断是否符合REACH规则时有效的项目。 对象外 ― ― ―

注3　风险评价项目(※)：有效规避含有禁止对象物质风险的项目。
注4　判断是否符合劳动安全卫生法时有效的项目。

合格 准合格 不合格 对象外 合格 准合格 不合格 对象外

审核
要点

审核
要点

审核
要点

审核
要点

审核
要点

○

审核

要点

审核
要点

审核
要点

5.2 领导作用

审核
要点

审核
要点

审核
要点

　

审核
要点

审核
要点

　 ○

审核

要点

审核

要点

审核

要点

5.4 支持

审核

要点

○

审核

要点

审核

要点

审核

要点

审核

要点

审核

要点

审核

要点

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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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核

要点

审核

要点

审核

要点

审核

要点

审核

要点

○

审核

要点

审核

要点

　审核的推进方法

5.3 策划

・无论客户公司有无要求，是否均会提供

・有无对SDS最新版进行保持和控制，并向对方企业提供新的信息

・间接销售其它品牌、短期租赁＆长期租赁、集团企业间交易有无均作为对象

・确认实例

产品含有化学物质信息以chemSHERPA提供时，有无提供实绩或能否提供

・确认向顾客提交的格式实例（chemSHERPA等）

向顾客或承包商等转让或提供产品时，有无在装有对象化学物质的容器上粘贴标示了劳动安全卫生法规定的SDS及法

律法规要求项目的标签（亦可通过吊牌标示）。

有无明确向顾客提供产品含有化学物质信息和管理体制时的规则，并按规则执行

・有无明确担当和负责部门

・有无明确信息的提供方法、格式（chemSHERPA等）

・有无设定确认教育结果理解度的方法

・必要时，劳动安全卫生法相关要求等是否列入了教育对象范围

―

有无系统地归纳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相关文件，并适时改版、保持和控制其处于最新状态

应对参与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管理的员工（包括派

遣员工、临时工等），开展环境基础教育以使其

理解必要的相关事项。

此外，必要时也应对供应商和受托方等实施教

育。

・确认网络等渠道的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管理相关的信息提供（方针、目标和实施计划、管理基准等）

・有无将管理基准（管理对象物质和阈值等）提供给对象组织

・确认在工程中等发生问题时的信息传达路径

・有无提供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管理相关的方针、范围和基准等

・有无获取基于采购基准书的确认结果等

・有无获取有可能导致产品含有化学物质信息发生变化的4M变更信息

对于来自顾客的咨询和投诉，有无明确应对方法和担当部门

・有无明确担当和负责部门

・有无保留应对时的记录

针对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的调查数据和检查数据等，有无明确保管时间进行控制和保管

・确认员工教育机制（教育计划表等）及实施记录

・对象人员有无包括间接部门、营业部门的人员及派遣员工和临时工

・教育内容中有无包括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管理的重要性，例如本公司的管理基准和运行方法、顾客要

求、RoHS指令、REACH规则及偏离这些要求时的影响。

・确认检测仪器（ICP、XRF等）的使用、检测方法的教育实施记录（拥有相关仪器时）

针对从事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管理相关业务的人员，有无明确所需的教育和培训，并加以实施

针对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管理，本公司有无签订过合同书和备忘录等，或者是能否签订

应明确设计和开发、采购、生产及交付各阶段中

参与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管理的员工所需的教育和

培训并切实实施。

有无明确所需的能力（知识、技能等）。

―

有无明确向组织内部提供产品含有化学物质信息和管理体制相关信息时的规则、对象和基准并执行

有关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管理，有无明确与供应商和外部受托方等进行信息交流所需的信息并执行

管理对象范围中有无明确导致污染的原因（例：邻苯二甲酸酯类RoHS指令对象物质的粘着（接触）造成的转移）

应根据对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管理的基本理解及实

施项目，确立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管理的规则，实

施、维护、并持续改进该规则。

为使产品能够符合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管理基准，

应根据组织形态，在设计开发、采购、生产及交

付等各阶段实施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管理。

・不仅是设计开发工程和生产工程，有无将管理工程（采购、保管、销售、维护）也作为对象

应确定以下事项以理解相关方的需求和期望。

・关系密切的相关方

･相关方的要求
―

有无将管理基准形成文件化信息予以保持和控制。此外，有无传达给必要的相关部门

・是否无论本公司有无加工，凡是由本公司向顾客或承包商等提供的任何物品都作为了管理对象

・有无包含提供给接包方及受托方的原材料交接，无论是有偿还是无偿

・销售工程中有无包含间接销售、短期租赁＆长期租赁、集团企业间交易

・气体、液体、粉状对象产品；有无确认调色剂、油墨、润滑油、喷雾剂、粘着剂、涂料、溶融焊料、

焊锡膏和一部分蓄电池等

―

最高管理者或经营者应通过以下几方面证实其在

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管理方面的领导作用与承诺。

・有效性的说明责任

・组织活动的定位

・所需资源的利用

・使之符合管理基准

最高管理者应建立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管理相关的

方针，并以文件化信息的形式予以保持。

有无向相关部门周知并在必要时进行修改

应从采购供应商处获取采购品的产品含有化学物

质信息，并确认必要信息是否完备、是否符合管

理基准

有无将包含顾客要求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方针形成文件化信息予以保持和控制

应制定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的管理相关的目标和实

施计划

・顾客要求和法律法规最新信息的保持和控制部门是否明确

・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含有化学物质信息的保持和控制部门是否明确

・材料、零部件、包装材料、辅助资材（焊锡材料、粘着剂、胶带等）的调查范围、分担是否明确

・有无规定生产工程和交付时发生问题时，有权停止工程和交付的人员

・有无明确接包方及受托方的角色和职责范围

应确定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相关的管理基准及范

围，并将必要信息切实传达给相关部门

・管理基准中有无包含顾客要求、法律法规及公司业务相关法规制度、行业标准等的最新信息

・确认相关部门是否能够随时查阅最新版

关于方针，有无向相关部门周知并在必要时进行修改

・相关人员是否理解

・必要时有无对其进行修改

在策划时应考虑以下事项，策划实现含有化学物

质管理目的所需的、应对风险和机遇的措施。

　・外部和内部问题

　・相关方的要求和范围

实施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管理，应针对相应的角

色，规定其职责和权限并向组织内传达。

・有无使用一览表等明确管理对象， 比如“化学物质及阈值”、“零部件、产品”、“包装材料、辅助资材

（焊锡、粘着剂、胶带等）”

・管理对象化学物质、阈值是否符合最新的法律法规和顾客要求

―

有无将管理对象的范围形成文件化信息予以保持和控制

・组装工程中，与产品直接接触的由树脂或橡胶制成的资材等有无作为对象（防静电脚垫、传输带、胶

带、作业用手套、保管搬运用的货盘或箱子）

・从供应商处采购的零部件及材料的包装材料，交付给冲电气集团时使用的包装材料中，与采购品和交

付品直接接触的由树脂或橡胶制成的包装材料有无作为对象（袋子、缓冲材料、箱子）

有无在产品目录和主页等处声明符合RoHS指令，并创建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的信息数据库

・确认合同书和备忘录等

・确认含有化学物质数据、验收/交付/分析数据和教育记录、内部审核结果记录等

・有无明确供应商的回复日期和调查实施日期，并规定保管期限

・法律法规和顾客要求等的保管期限跟规定的保管期限是否冲突

　（需要应对RoHS 指令时，保管期限为使用有关零部件或材料的产品上市后10年以上）

有关生产、销售的劳动安全卫生法对象产品中含有的化学物质的SDS是否建立了管理台账，并明确了其保管期限

○・是否无论本公司有无加工，包括从供应商处采购的产品均作为管理对象

・资料更新后，有无明确旧版资料的保管期限

・是否与法律法规和顾客要求等的保管期限相冲突

审核项目以及审核内容

判定基准

审核项目

―

5.1.1 理解组织及其所

处的环境

5.1 组织所处的环境

包括接包方及受托方，有无明确应管理的“工程”

审核内容 评价
自主确认说明 审核备注

      注2

REACH

相关项目

风险　
注3

评价项目
重点

注1

项目

●

安卫法
注4

评价项目

有无制定设定了目标的实施计划并在必要时进行修改

自主确认 冲电气集团审核评价对象

基本

项目

评价RoHS

該当項目
问题点

○

应确定外部和内部问题

・环境方针、质量方针、经营方针等有无包含经营者批准环节

○

○

○

―

・有无明确周知对象和周知的方式

有无将目标及实施计划向关联部门周知

―

有无将劳动安全卫生法规定的SDS的提交及标签标识相关事项作为对象范围考虑

・有无跟环境方针保持统一（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承诺的顾客要求等其它要求的遵守）

・有无规定对策、所需的资源、实施的负责人、实现时期、结果的评价方式等

・有无根据法律法规及其它要求的变更和推进情况进行修改

・有无将计划的推进情况向管理负责人汇报并进行确认

―

有无通过文件化信息明确对象组织和业务的范围（角色）以及各组织的职责和权限

・有无明确周知对象和周知的方式

○

○

―

―

5.4.2 能力

○

○

○

评价得分

准合格

不合格

2

0

―

○

○

5.1.2 理解相关方的需

求和期望

5.1.3 确定产品含有化

学物质管理的范围

5.2.1 领导作用与承诺

5.2.3 组织的角色、职

责和权限

5.2.2 方针

―

5.4.3 意识

5.1.4 产品含有化学物

质管理的实施

5.3.1 应对风险和机遇

的措施

5.3.2 目标及其实现的

策划

5.4.1 资源

5.4.4 信息交流

5.4.5 文件化信息

应向组织内部提供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管理相关信

息，并在各层级及职能间进行内部信息交流。

此外，有关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管理所需的信息，

应明确与顾客、供应商、外部受托方等进行外部

交流的方法，并加以实施，且将其内容形成文件

化信息予以保留。

应制定、保持和控制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管理相关

的基准。且切实作成并控制运行结果的记录。 ・有无明确法律法规和顾客要求发生变更时需要改版的文件

・有无保持和控制使文件化信息处于最新状态

○ ●

○

―

●

○

○

※

○ ●

○

※

※

○ ●

○

※

○

○：满足实施项目。

△：部分实施项目存在不充分的地方。
×：不满足实施项目。



审核

要点

审核
要点

审核
要点

审核
要点

审核
要点

审核

要点

审核

要点

审核

要点

审核

要点

审核

要点

审核

要点

审核

要点

审核

要点

审核

要点

审核

要点

审核

要点

审核

要点

○

审核

要点

审核

要点

审核

要点

审核

要点

审核

要点

○

审核

要点

审核

要点

审核

要点

审核

要点

○

审核

要点

○

　

○

审核

要点

○

审核

要点

○

审核

要点

○

审核

要点

5.5.5生产及保管过程中的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管理

锡焊槽

“符合”时

5.5.5.1 生产工程的

管理

・有无针对相应工程设置管理项目

 1）电镀液的管理项目：镀液的构成、更新周期、浓度、杂质浓度、pH、电流密度、处理时间等

 2）喷涂工程的管理项目：颜料/染料、溶剂、辅助剂、杂质浓度、处理/干燥温度/时间等

 3）模制工程的管理项目：金属铸模的防锈剂、离型剂、洗净剂的残留等

・有无将偏离管理基准时的应对方法形成文件化信息，并切实运行

为符合含有化学物质管理基准，实施应对风险和

机遇的措施中决定的事项，应策划、实施、保持

和控制所需的过程。

且应保留确认其过程有无按计划实施所需的文件

化信息。

此外，外包过程也应作为控制对象。

应对生产工程进行管理，并将其结果形成文件化

信息予以保持和控制。

・有无在作业指示书等中明确记载杂质的管理浓度，并指示要定期分析。

・分析结果的记录中有无问题。

有无获取电镀液、涂料和油墨材料等的SDS、成分表，并确认其内容

选择新的采购供应商或继续使用原有采购供应商

时，应具备确认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管理体制的机

制，并切实运行

・有无使用一览表等明确管理对象， 比如“化学物质及阈值”、“零部件、产品”、“包装材料、辅助资材

（焊锡、粘着剂、胶带等）”

・管理对象化学物质、阈值是否符合最新的法律法规和顾客要求

掌握变换工程，制定其相关工程的管理基准并保持和控制。

有无针对相应工程制定管理项目，并明确管理基准

有无获取电镀液、涂料和油墨材料等的chemSHERPA-CI，并确认其内容

・有无确认获取的资料内容是否存在不完善

・有无针对内容不完善时的处理方法制定规则，并切实运行

・有无明确发生化学物质构成变化和浓度变化的工程（镀金、表面喷涂、锡焊槽等）

镀金、表面喷涂工程等

“符合”时

・在生产工程，确认没有发生构成变化和浓度变化的工程（变换工程）

　　例：聚合物聚合（PVC：氯乙烯导致的化学反应）、无电解镀镍工程（铅：电镀液的浓度变化）、

油墨涂料等

・确认相关工程的管理基准和记录

有无明确无铅焊锡材料中杂质的管理基准

有无掌握本公司中由于氧化或还原反应等使化学物质构成发生变化或者由于蒸发或挥发等使产品中含有化学物质的浓

度发生变化的工程

・有无确认获取的资料内容是否存在不完善

・有无针对内容不完善时的处理方法制定规则，并切实运行

5.5.4.1 获取并确认

产品含有化学物质信

息

对于采购供应商，有无通过文件等明确邻苯二甲酸酯类转移导致的污染的对策

5.5.4.2 确认供应商

的产品含有化学物质

的管理情况

5.5.2 确立产品含有化

学物质管理基准

包括接包方及受托方，有无明确应管理的“工程”

・不仅是设计开发工程和生产工程，有无将管理工程（采购、保管、销售、维护）也作为对象

应确定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相关的管理基准及范

围，并将必要信息切实传达给相关部门

应对劳动安全卫生法时，有无明确对于受托方的应对方法。

・有无粘贴记载有法律法规中规定事项的标签并提供了SDS。

・无危险有害性标识时是否也粘贴了标签标识并提供了SDS。

有无将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相关的验收检查基准形成文件化信息并切实运行

・有无获取记载有法律法规规定事项的SDS。

・有无提供与获取的SDS内容相一致的粘贴标签标识和SDS。

・无危险有害性标识时是否也粘贴了标签标识并提供了SDS。

・有无明确获取到的信息的保管规则及保持和控制部门

・确认公司为回避风险，自行分析或委托外部机构等的应对方法

有无尽量选择不含有REACH规则中高关注度物质（SVHC）的材料、零部件等

有无将管理基准形成文件化信息予以保持和控制。此外，有无传达给必要的相关部门

有无明确使用树脂材料和可循环材料时的设计基准和确认方法、对相关部门的指示和方法等

・有无根据风险程度指定确认方法，例如实施定期分析和获取产品含有化学物质信息

有无将管理对象的范围形成文件化信息予以保持和控制

・有无要求生产工程中与产品直接接触的由树脂或橡胶制成的资材中不含有邻苯二甲酸酯类（防静电胶

垫、传输带、胶带、作业用手套、保管搬运用的货盘或箱子）

・有无要求交付时使用的包装材料中，与交付物直接接触的由树脂或橡胶制成的包装材料中不含有邻苯

二甲酸酯类（袋子、缓冲材料、箱子）

・有无确认是否符合管理基准

・有无明确判断获取的信息的充分性的基准（例如：与以前的类似产品数据比较等）

・有无明确存在不完善之处或不符合管理基准时的应对方法和担当部门

・有无对采购供应商实施指导，督促其改善，并根据需要考虑替代产品等

・有无通过零部件认证程序等，制定尽量选择不含有高关注度物质(SVHC）的规则

・确认受托方的管理情况的确认计划书、程序等及确认结果的记录

・外部受托方实施反应工序时，有无进行与本公司同等的管理

是否拥有XRF和ICP等检测仪器。拥有时，有无明确分析结果好坏的判断基准

・获取的SDS是否与相关产品中含有的化学物质相吻合，SDS的内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

・从供应商处采购的相关产品上粘贴的标签（或吊牌标识）内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

・有无确认SDS与标签是否矛盾

・调查对象中有无包含顾客提供的零部件及材料或指定零部件及材料。

・确认使用频率

・操作人员是否具备操作该仪器的能力

5.5.3 设计、开发中的

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管理

有无明确检查结果不符合管理基准时的应对方法并切实运行

应对劳动安全卫生法时，有无明确采购过程中的应对。

有无确认获取的产品含有化学物质信息的内容

如劳动安全卫生法规定的须提交SDS及标示标签的化学物质以气体、液体、粉状形式存在于采购品中，是否有关对象

化学物质的SDS获取和标签粘贴进行了确认

・有无确认是否符合管理基准（例：不含有禁止对象物质）

・有无根据采购供应商的风险大小制定验收检查基准（必须分析或只确认产品含有化学物质信息等）

・从多家公司采购时，有无根据每家采购供应商的风险大小制定不同的验收检查基准

・确认验收检查结果和分析数据的保存期限（最好不少于3年）。如有相关法律要求，则遵从法律规定

（例：REACH标准要求保存10年）

5.5.4 外部采购品的管理

・确认进行新的采购时的确认基准(机制和实施结果）

・确认原有采购供应商相关的审核计划和确认结果的记录

・基准中有无包含针对二级供应商的要求。

应从采购供应商处获取采购品的产品含有化学物

质的信息，并确认必要信息是否完备、是否符合

管理基准

有无明确使用可循环材料时的验收检查基准

有无按照不符合时的应对方法进行运行（依据3.8项)

相关人员是否能够根据需要，确认获取的产品含有化学物质信息

有无明确无法获取产品含有化学物质信息时的应对方法

应对劳动安全卫生法时，有无明确设计过程中的应对。

・有无获取记载有法律法规规定事项的SDS。

・有无提供与获取的SDS内容相一致的粘贴标签标识和SDS。

・无危险有害性标识时是否也粘贴了标签标识并提供了SDS。

・有无在零部件和材料的规格书中标明管理基准，并切实传达给供应商

・有无在组装图纸和生产指示图纸中标明管理基准，并传达到生产工程

・将设计和开发承包给外部时，承包商是否实施了与本公司同等的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管理

・为降低含有禁止对象物质风险，设计基准等中有无对使用的树脂材料进行统一

・使用可循环材料时，有无向接收部门等相关部门传达含有禁止对象物质风险相关的信息（例如：使用

部位、确认方法等）

有无通过文件化信息等明确地向采购供应商传达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相关的要求

有无以文件化信息的形式切实向受托方传达要求实施的管理项目、内容等

・有无向受托方传达管理项目、内容，并实施交接管理（负责人、日期）等

有无将确认受托方的管理情况的方法形成文件化信息并切实运行

有无将劳动安全卫生法规定的SDS的提交及标签标识相关事项作为对象范围考虑

○

有无向供应商等传达管理基准并确认其符合性

○

・是否无论本公司有无加工，凡是由本公司向顾客或承包商等提供的任何物品都作为了管理对象

・有无包含提供给接包方及受托方的原材料交接，无论是有偿还是无偿

・销售工程中有无包含间接销售、短期租赁＆长期租赁、集团企业间交易

・气体、液体、粉状对象产品；有无确认调色剂、油墨、润滑油、喷雾剂、粘着剂、涂料、溶融焊料、

焊锡膏和一部分蓄电池等

○

○

○

○

○

○

―

○

○

有无通过文件等明确采购供应商的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管理体制的确认基准

・是否不仅以文件形式发送了要求，并且实施了交接管理（版本、负责人、日期）

・确认有无包含禁止对象物质相关的具体要求（例：禁止对象物质的阈值、不含有高关注度物质

（SVHC）等）

产品开始生产（量产判断等）前，有无明确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相关的应确认项目

5.5.4.3 验收时的产

品含有化学物质管理

应制定验收时的检查基准，确认采购品是否符合

含有化学物质管理相关的管理基准，并将其结果

作为记录进行保存。

・管理基准中有无包含顾客要求、法律法规及公司业务相关法规制度、行业标准等的最新信息

・确认相关部门是否能够随时查阅最新版

・有无获取所有材料、零部件的产品含有化学物质信息，确认其是否符合管理基准

・有无明确担当部门、调查格式及流程等

○

●

有无通过文件化信息等明确获取组成产品及附属品的所有零部件、材料、包装材料、辅助资材（焊锡材料、粘着剂

等）的产品含有化学物质信息的方法

○

○

―

○

○

○

●

●

○

5.5 运行

委托加工时，应实施与本公司同等的产品含有化

学物质管理

5.5.4.4 确认外部受

托方的产品含有化学

物质的管理情况

应确认产品设计和开发中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的信

息，确认产品符合管理基准

5.5.1 运行策划和控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

要点

审核

要点

审核

要点

审核

要点

审核

要点

审核

要点

○

审核

要点

审核

要点

○

审核

要点

审核

要点

审核

要点

审核

要点

○

审核

要点

5.6 绩效评价和改进

审核

要点

审核

要点

审核

要点

审核

要点

・有无向经营者汇报问题发生信息和内部审核结果

・1年至少实施一次评审，评审中的课题有无反映到下期目标和计划中

・有无商议变更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管理体制的必要性

有无确认改进措施的有效性

应定期监视和评价各工程的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管

理相关的确认项目的遵守情况

如需纠正措施，应根据<发生不符合时的应对>进

行应对。

应通过管理评审等向最高管理者汇报评价及纠正

措施的结果，并将结果作为记录保存。

针对4M变更等的变更，应确认产品含有化学物质

的变化，记录实施变更前，通过评审确认其与

<5.5.2.2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管理基准的明确化>管

理基准的一致性并批准变更的责任人和处理结

果，且保留记录。
有无明确更换材料和零部件等时的更换方法和传达方式

・发生不符合时，有无按照应对方法切实应对（依据5.5.8项）

・变更电镀和锡焊槽设备或替换锡焊槽中锡焊材料后，有无确认不含有禁止对象物质

有无通过文件化信息明确管理评审的方法，经营者有无掌握并更新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管理的相关实施状况，并在必要

时进行改进

有无通过文件化信息明确内部审核中指出的问题和工程中的问题等的纠正措施处理方法

向客户交付劳动安全卫生法对象产品时，是否有关对象物质有无提交SDS及有无粘贴标签（或标识）进行了确认。

5.5.6 变更管理

5.5.5.3 识别及可追

溯性

有无通过文件化信息明确内部审核的实施计划和方法等

・确认之前的放行实绩和放行判定记录等

有无确认各过程中没有问题，以及各过程中存在缺陷时是否进行了妥当处理

・确认要求事先联络的合同书、备忘录、采购基准书等文件

・有已获取的变更信息时，确认其内容

5.6 绩效评价和改进

・有无确认纠正措施程序，并横向沟通改进内容

・通过实施改进后的数据、记录表格等确认纠正措施的有效性

应采取措施，切实防止管理对象化学物质的混

入、误用及污染。

5.5.5.2 防止误用及

污染

・与获取的产品含有化学物质信息及产品的组成零部件的关联性

・有无明确需要识别管理的工程及识别、切换时的方法

・有无明确识别对象（材料、零部件、包装材料、成品等）

・生产RoHS对象产品和RoHS对象外产品时有无混用

・存在混用的情况时，有无实施防止铅等混入的对策

・确认混用制模机、调和机等时的污染防止对策（洗净基准等）

・确认有无制定无铅锡焊槽的铅浓度管理基准和有无定期检查的记录

[邻苯二甲酸酯类的转移性应对]

・组装工程中，与产品直接接触的由树脂或橡胶制成的资材等是否含有邻苯二甲酸酯类（防静电脚垫、

传输带、胶带、作业用手套、保管搬运用的货盘或箱子）

・从供应商处采购的零部件及材料的包装材料中，与采购品直接接触的由树脂或橡胶制成的包装材料是

否含有邻苯二甲酸酯类（袋子、缓冲材料、箱子）

・交付给冲电气集团时使用的包装材料中，与交付品直接接触的由树脂或橡胶制成的包装材料是否含有

邻苯二甲酸酯类（袋子、缓冲材料、箱子）

・确认操作区域、保管区域、保管箱和保管货架（包括外部仓库）的防止混淆对策的实施状况，例如区

域标识等

・确认贸易公司和代理店入库、保管和出库时的防止混入对策

・针对操作区域、保管区域、保管箱和保管货架（包括外部仓库等）以及材料、零部件等，确认防止混

入和误用对策的实施状况。例如有无通过各色标签识别等

・确认贸易公司和代理店的入库、保管和出库时的防止混入对策

・有无在生产工程中使用臭氧层保护法等法律限制的化学物质

・有无明确在洗净和印制等的工程中使用的化学物质

应确保产品含有化学物质信息的可追溯性（批次

追踪）

有无事先获取并确认材料和零部件的采购供应商以及受托方的材料、设备和过程等的变更信息

有无妥当管理冶炼工具、测试设备、生产设备等，并切实实施防止污染对策

有无妥当管理生产工程中使用的化学物质，并切实实施防止污染对策

有无确保材料和零部件从验收到产品生产、发货为止的可追溯性

有无明确法律法规和顾客要求变更（禁止对象物质的阈值的修改和新物质的添加等）时的处理方法

同时生产RoHS对象产品和RoHS对象外产品时，有无进行识别管理以防止在生产工程、零部件和产品的仓库、外部物

流仓库等处产生混入。

・有无验证变更内容对库存和生产中的材料、零部件和成品（外部仓库等）没有影响

有无进行切实管理以防止混淆REACH规则对应的零部件、产品和含有高关注度物质（SVHC）的零部件、产品。

有无明确实施设备和过程变更时的确认内容和变更方法

・是否无论本公司有无加工，都确认了从供应商处获取的SDS、公司自己作成的SDS以及粘贴标签三者

的内容相一致。

・有无确认SDS的内容与该产品中含有的化学物质信息相吻合，且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

・粘贴标签（或标识）的内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

・是否能够追溯产品的生产日期、生产设备、测试设备、零部件的批号等的生产记录

・有无管理工程中电镀和锡焊槽的修理、锡焊材料的替换等，并能追溯到这些变更信息

・是否能够追溯由于返修和退货从市场退回的产品，另外有无明确不能追溯时的措施

・是否能够追溯可循环使用的材料等混入禁止对象物质风险高的材料

・有无将产品中使用的直接交付的辅助资材也作为对象。

・设计和开发过程的确认：确认所有的零部件等是否均不含有禁止对象物质，有无获取产品含有化学物

质信息以及非含有保证书、是否符合RoHS指令、REACH规则等

・采购过程的确认：在选择供应商之前有无对其进行评价（依据3.2项），是否已获取要求的产品含有化

学物质信息等

・生产过程的确认：分析时，有无确认包括受托方在内，工程中是否不含有禁止对象物质，例如不含有

禁止对象物质、锡焊槽的铅杂质未超过规定值等

・添加或更换零部件时，有无分析是否不含有禁止对象物质，并通过获取的数据进行验证

・必要时有无事先联系顾客，并获得其同意

有无通过文件化信息等明确识别管理的实施基准

5.5.8 发生不符合时的

应对

5.5.7 产品交付

应制定发生产品含有化学物质不符合时的应对措

施（应急措施、查明原因、防止再次发生、横向

沟通等）的规则

有无通过文件化信息明确不合格产品发生时的应对及处理方法，切实实施对象批次的处理及对策、并横向沟通、防止

再次发生、向相关方（包括顾客）汇报等

・有无记录不符合的内容、原因、应急措施、对策、防止再次发生和横向沟通等的格式

・确认对象不符合产品已放行时向客户汇报的方法

・发生不符合时，有无及时向管理负责人等其它相关部门汇报

有无通过文件化信息等明确放行判定为不合格时的处理方法和应对方式等

应确认设计和开发、采购、验收以及生产等各过

程中规定的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相关项目均被实

施，且产品被放行

冲电气集团采购品的同类产品有无被其它要求产品化学物质管理的组装厂商采购过

・确认内部审核的实施规定等规则

・通过议事录、计划书等的记录确认有无定期实施内部审核

・有无向经营者等负责人汇报结果

・顾客要求和法律法规发生变更时，有无通过审核确认必要的更改内容已被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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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管理体制改善项一览表

8 1

7 1

6 1

5 1

4 1

3 1

2

完成
年月日

1

（例如）
3.1

　设计、开
发

根据准则，应优先选用不含有
高度关注物质（SVHC）的零

部件，但是在选用零部件时没
有加以考虑。

1.针对设计、开发部门开展准则相关的教

育
2.在设计评审的检查表中增加确认运行状

况的项目
（纠正措施文件：＊＊－＊＊＊＊）

1.2011.9.30之前

2.从2011.10.1以

后的设计评审开
始运用

项目经理

公司名称：　　　　　　　　　　　　　　　　　　　
制作日：　　　年　　月　　日

No
问题点 改善计划

审查项 内容
改善内容

（纠正措施相关文件No.等）
实施(预定)

年月日

推进
负责人

格式-D　3/3

　文件管理No.

负责人 制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