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气候变化对企业跨国

经营的挑战
气候变化正深刻影响着全球商业环境,给企业跨国经营带来诸多风险和挑战。

从极端天气事件对生产和供应链的影响,到能源需求和成本的变化,企业需

要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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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对全球商业环境的影

响

气候变化正在深刻影响着全球的商业环境和运营条件。极端天气事件、气

温升高、水资源短缺等气候变化带来的问题,正在增加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

和运营风险。这些挑战远远超出了单个企业的应对能力,需要企业与政府、

NGO等各方共同合作应对。



极端天气事件对生产和供应链

的影响

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天气事件,如暴雨、干旱、热浪等,可能对企业的生产

设施和仓储系统造成严重损害。这将中断生产和物流,导致供应链中断,影

响交货时间和成本。企业需要加强抗灾能力建设,提高灾害预警和应急响应

的准备。



气温上升对能源需求和成本的影响

全球气温上升会导致夏季空调使用量大幅增加,从而大幅推高电力需求。同时,供电系统也可能因此受到严

重冲击,电力短缺和价格大涨成为可能。能源密集型企业将面临更高的运营成本压力。此外,冬季供暖需求

的下降也会影响相关行业。企业需要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并探索可再生能源等替代方案。

影响 描述

夏季电力需求上升 气温升高导致空调使用大幅增加,电力需求猛增

电力供给压力 供电系统承受不了大幅增加的电力需求,电力短

缺和价格上涨

能源成本上升 能源密集型企业面临更高的运营成本压力

冬季供暖需求下降 暖冬导致取暖能源需求下降,相关行业受影响



水资源短缺对工业运营的影响

生产中断

干旱导致供水中断,工厂无法正

常运转,生产线被迫停摆。这不

仅直接影响产能,还可能造成订

单延误和客户流失。

水资源匮乏

水资源匮乏迫使工厂调整生产计

划,更新设备以提高用水效率,增

加水循环利用。这增加了资本开

支和运营成本。

农业供给链中断

工厂依赖的农产品原料供给中断,

会导致原料价格上涨并影响生产

成本。这也可能迫使工厂改变采

购策略。



气候政策变化对企业合规的挑战

监管法规重塑

各国政府为应对气候

变化不断出台新的法

律法规,涉及碳排放

限制、能源效率标准、

可再生能源等。企业

需持续跟进这些变化,

确保运营符合最新的

合规要求。

成本与投资压力

为满足日益严格的气

候政策,企业需投入

大量资金改造生产设

施、升级能源系统、

实施碳交易等。这增

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

和资本开支压力。

信息披露要求

监管部门要求企业定

期披露温室气体排放、

能源消耗等环境数据。

这增加了企业的信息

采集和报告负担,也

暴露了企业碳足迹。

跨国一致性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气

候法规存在差异,跨

国企业需平衡各地的

合规要求,制定统一

的应对措施,增加了

管理复杂度。



消费者对气候友好型产品的需求增加

随着气候意识的不断提高,消费者对环保、节能、可再生的产品需求日益强烈。他们更倾向于选择碳足迹小、

制造过程环保的商品。企业必须开发满足这些需求的绿色产品,并全面提升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吸引

并满足消费者的期望。



企业碳足迹管理的重要性

1 减少环境负荷

全面掌握企业碳足迹数据,有助于识别关键

排放源并制定有针对性的减排措施,降低对

气候的影响。

2 提高运营效率

通过优化能源使用、提高资源利用率等方式,

不仅可以减少碳排放,还能提升企业整体的

运营效率。

3 应对监管压力

各国政府逐步收紧碳排放监管,企业必须有

效管理碳足迹以符合相关法规要求,避免受

到处罚。

4 满足市场需求

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偏好不断上升,企业

主动管理碳足迹可以增强品牌形象,提高市

场竞争力。



气候风险对企业财务和投资的影响

气候变化引发的一系列风险,如极端天气事件、物理资产损坏、供应链中断等,都会给企业的财务状况和投

资决策带来重大影响。这些气候相关的风险可能导致收益下降、成本上升和资产贬值,严重影响企业的盈利

能力和股东价值。

有鉴于此,企业需要全面评估气候风险对各项财务指标的影响,并建立健全的气候风险管理体系,将相关风险

纳入企业整体的战略规划和投资决策过程。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给企业经营带来的严峻挑战。



气候变化对不同行业的具体影响

农业

极端天气导致农作物减产,农场遭受严重损失。

水资源短缺和温度升高也会降低农业生产效率。

企业需要开发抗旱抗热品种,并采用精准灌溉

等水资源管理技术。

制造业

暴雨导致工厂和仓库被淹,机器设备损坏;高温

则对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造成影响。企业应提

高设施抗灾能力,并优化生产工艺以提高能源

和资源利用效率。

能源

气温升高带来电力需求高峰,但同时也可能导

致水源枯竭,阻碍水电等可再生能源的发电。

企业应大力发展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并

提高电网韧性应对气候风险。

旅游业

极端天气事件和气候模式变化会破坏旅游景点,

游客人次也可能大幅下降。企业应调整旅游路

线和项目,开发气候适应性更强的新型旅游产

品。



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规划

评估气候风险

深入了解气候变化对企业各个环节的潜在影响,全面评估相关风险,为后续制定应对措施奠

定基础。

制定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针对企业碳足迹,设定具有挑战性但可实现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并制定路线图推动目标实现。

优化生产和运营

采用节能技术、可再生能源和循环经济模式,全面提高能源效率和资源利用率,降低碳排放。

发展气候韧性

增强应对极端天气事件的能力,提高生产设施和供应链的抗灾性,确保业务连续性。

开发绿色产品

针对消费者需求,研发低碳环保的产品和服务,提升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和市场竞争力。

加强利益相关方合作

与政府、行业组织和NGO等建立伙伴关系,共同推进气候行动,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



利用可再生能源降低碳排放

太阳能发电

利用太阳能电池板在厂房或办公

楼屋顶发电,可大幅降低企业碳

足迹,减少化石燃料消耗。这是

企业推行可再生能源战略的重要

方式之一。

风力发电

在合适的地理区域建设风力发电

场,可为企业生产基地或园区供

应清洁可靠的电力,成为减排的

另一个选择。

地热发电

部分企业可利用地热资源进行发

电和供热,这种天然、可再生的

能源源头不受气候变化影响,运

营成本低且环保。



优化供应链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运输优化

通过合理规划配送路径、采用低

排放车型、提高装载率等措施,

最大限度降低物流过程中的碳排

放。

仓储管理

利用智能仓储系统提高库存周转

率,减少存货积压和过期浪费,从

而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循环利用

实施3R（减少、再利用、再循环）

策略,将原材料、零部件和产品

循环重复利用,最大化资源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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