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气候变化对企业人力

资源管理的影响
气候变化正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和人力资源管理带来重大挑战。企业需要从人

才招聘、员工健康、工作环境等多方面,制定针对性的应对措施,以应对气候

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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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概述

1 气候变化的定义

气候变化指由于人类活动导致的长期天气模

式改变,包括全球变暖、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等

。

2 气候变化的成因

主要源于温室气体排放、能源使用、土地利

用变化等人为活动引起的长期气候模式变化

。

3 气候变化的影响

气候变化可能导致干旱、洪涝、台风等自然

灾害加剧,威胁生态平衡和人类发展。

4 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包括制定相关政策、推广可再生能源、提高

能源效率、倡导绿色生活方式等。



气候变化对企业运营的影响

生产效率降低

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

气事件频发,可能造

成设备故障、原料供

应中断、物流受阻等

,从而降低企业生产

效率。

能源消耗加大

气温上升会增加企业

用电、供暖等能源需

求,加大能源消耗和

碳排放,增加运营成

本。

安全隐患增加

高温热浪、洪涝等极

端天气可能威胁员工

安全,造成人员伤亡

和财产损失。

业务中断风险高

自然灾害的发生可能

导致企业设施受损、

运营中断,给企业带

来重大经济损失。



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的挑战

应对气候变化不确定性

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频发,给

企业运营和人员管理带来了前所

未有的不确定性,需要制定应急

预案和灵活的应对策略。

保障员工健康安全

高温热浪、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

事件可能威胁到员工的身体健康

和工作安全,需要采取有针对性

的保护措施。

维护工作生活平衡

气候变化导致的工作中断和生活

干扰，可能加重员工的工作压力

和生活负担,需要提供心理疏导

和生活支持。



人才招聘和留任

吸引和招募优秀人才

制定有竞争力的薪酬福利方

案,并突出企业在应对气候变

化方面的优势和作为。

提升员工工作满意度

关注员工的身心健康,提供灵

活的工作安排和生活支持,增

强归属感和留任意愿。

培养气候适应型人才

设计针对性的培训项目,提升

员工应对气候变化的专业能

力和应急处置技能。



员工健康和福利

职业健康管理

针对高温、污染等极端环境,为

员工提供职业健康检查和安全防

护设备,确保身心健康。

心理健康关怀

为受到气候事件影响的员工提供

心理咨询和辅导服务,缓解工作

压力和生活焦虑。

多元福利保障

完善医疗保险、带薪休假等制度

,为员工提供更全面的福利保障,

提高幸福感。



培训和发展

提升专业技能

设计针对气候变化的专业培训计

划,提升员工应对极端天气事件

的应急处置能力。

职业发展通道

建立绿色岗位晋升通道,为有气

候变化应对专长的员工提供发展

机会。

领导力培养

强化管理层的气候风险意识和决

策能力,引领组织应对气候变化

的挑战。



工作环境的调整

物理环境改善

针对高温、干旱等气

候变化,升级空调、

增加通风设施,并优

化照明和隔热材料,

为员工创造更舒适的

工作环境。

远程办公支持

提供稳定的远程办公

基础设施,如高速网

络、视频会议等,支

持员工在家工作,减

少通勤碳排放。

灵活工作安排

根据气候变化影响,

制定弹性上下班、错

峰上班等措施,帮助

员工合理安排工作和

生活。

绿色办公方式

采用节能照明、可再

生能源等环保措施,

并提倡无纸化办公、

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

,降低环境影响。



企业文化建设

价值观塑造

结合气候变化挑战,明确企业的可持续

发展价值观和社会责任理念,深入践行

以人为本、绿色环保的企业宗旨。

组织氛围营造

通过培训沟通、团队活动等方式,增强

员工的气候风险意识和环保意识,营造

积极向上、团结协作的组织文化。

品牌形象传播

彰显企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先锋作用和社会担当,增强企业在员工和社会中的正面形

象。



应急预案和风险管理

制定应急预案

针对各类气候灾害制定详细的应急处置方案,明

确职责分工、物资储备和信息通报等。定期组

织演练,提高员工的应急反应能力。

加强风险评估

系统分析气候变化对企业各业务环节的潜在影

响,制定分级管控措施,确保关键环节稳定运行

。建立动态监测机制,及时预警和应对。

优化保险保障

结合企业实际情况,购买恰当的财产险、责任险

等,全面覆盖可能遭受的财产损失和法律责任。

保障企业抗灾能力。

加强信息沟通

通过多渠道、实时的信息传达,确保员工了解应

急预案、监测预警和应对措施。提高危机响应

的协调性和透明度。



政策法规的变化

环保法规日趋严格

各国和地区正在陆续出台更为严

格的环境保护法规,要求企业减

少碳排放、节能降耗,确保可持

续发展。

政策面临不确定性

气候变化相关政策法规正处于不

断调整阶段,企业需要密切关注

和应对政策变化带来的影响。

政企协同应对

政府和企业应该加强沟通协作,

共同制定并实施应对气候变化的

有效政策措施,确保政企双赢。



绿色办公和节能减排

提升能源效率

采用LED照明、高效空调等节能设备,并优化办

公设备使用模式,降低企业整体能源消耗。

推广绿色办公

倡导无纸化办公、减少打印、鼓励使用环保文

具等,从日常办公行为做起,践行绿色环保。

引入可再生能源

在办公场所安装太阳能电池板、风力发电等可

再生能源系统,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

推动碳排放管理

建立碳排放测量和监控机制,制定减排目标并定

期评估,持续推动碳足迹的降低。



供应链和物流的调整

供应链优化

针对气候变化带来的

原料供应中断、运输

障碍等问题,企业需

要评估和优化供应链

结构,提高抗风险能

力。

物流模式转型

鼓励使用电动车、混

合动力车等环保运输

工具,并推广智能路

径规划、多式联运等

绿色物流模式。

仓储管理优化

采用智能温湿度控制

等技术,确保产品在

不同气候条件下的储

藏安全。同时增加备

货量,应对供应链中

断风险。

协同应对机制

与供应商、物流商等

上下游企业建立紧密

协作,共同制定应急

预案,提高供应链的

整体韧性。



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视

社会公益参与

企业鼓励员工参与社区公益活动

,如植树造林、清洁环境等,传播

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政企合作交流

企业高层主动与政府部门沟通,

共同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

施,展现企业的社会担当。

信息披露透明

企业定期披露碳排放、能源消耗

等可持续发展数据,接受公众监

督,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形象。



跨国企业的特殊考量

全球化视野

跨国企业需要统筹规划全球业务,考虑不同国

家和地区的气候变化影响差异。

文化融合挑战

在实施员工调配、方式调整等应对措施时,需

要兼顾各地文化背景和习惯。

资源调配灵活性

跨国企业应建立灵活的资源调配机制,快速响

应不同区域的气候变化需求。

法规合规管理

密切关注各国/地区的最新环保法规,确保全球

业务运营符合当地标准。



中小企业的应对策略

成本管控

通过采用节能设备、智能管理系

统等措施,有效降低能源和资源

消耗,实现成本控制。

灵活适应

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及时调整生

产计划、供应链和物流方式,以

应对不确定的气候变化。

协同合作

与上下游伙伴建立紧密联系,共

享信息资源,共同制定应对方案,

提高整体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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