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气候变化概述
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是由人类活动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过多

所引起的。这种变化正在对地球的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产生广泛而深远的

影响。了解气候变化的原因、现状和影响对于企业制定应对策略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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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对企业运营的影响

物理风险

极端天气事件如暴风

雨、洪涝、干旱等会

对企业的生产设施、

运输物流和供应链造

成直接损害,从而影

响企业的正常运营。

法律和监管风险

政府为应对气候变化

而颁布的法规和政策,

如碳排放交易制度、

能源效率标准等,会

增加企业的合规成本。

市场和技术风险

消费者对低碳产品和

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

缺乏绿色技术创新的

企业将失去市场竞争

力。

声誉风险

企业如果未能妥善应

对气候变化问题,可

能会遭到社会和消费

者的负面评价,从而

影响品牌形象和声誉。



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

物理风险

极端天气事件如暴风雨、热浪和干旱会损坏企

业资产,中断供应链和生产活动,造成巨大的经

济损失。

法律和政策风险

政府日益收紧的气候政策和碳定价机制会增加

企业的合规成本,并可能影响其市场竞争力。

市场和技术风险

消费者对环保产品的需求增加,缺乏绿色技术

创新的企业将面临丧失市场份额的风险。

声誉和财务风险

负面的环境影响可能损害企业声誉,使其难以

吸引投资和客户,从而严重影响财务状况。



气候变化带来的机遇

绿色技术创新

气候变化推动了清洁能源、节能技术、碳捕

集等绿色技术的发展,为企业提供了新的增长

点和市场。

可持续产品和服务

消费者对环保型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正在不断

增加,企业可以开发绿色产品满足这一需求。

碳交易市场

日益完善的碳排放交易机制为企业提供了新

的商业机会,可以通过碳交易获得收益。

绿色供应链

打造绿色供应链有助于企业提升社会形象,获

得政府和消费者的支持。



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

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应主动承担起应对气候变化的社

会责任,为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未

来贡献力量。

合规性要求

各国政府制定了日益严格的气候

法规和碳定价机制,企业必须主

动适应并遵守,否则将面临合规

风险。

市场竞争优势

顺应消费者对绿色产品和服务的

需求,企业可以通过提高环境绩

效获得市场竞争优势。



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

策略
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各种风险和机遇,企业需要采取全面的应对措施,包括

提高能源效率、发展可再生能源、减少碳排放等方面的行动,同时还要实施

环境管理体系、加强风险管理,并抓住新商机实现可持续发展。



提高能源效率

能源审计

定期开展能源审计,全面了解企

业能源使用情况,查找潜在节能

空间。

设施改造

优化生产设施、办公楼宇等基础

设施,采用节能技术和设备,提高

能源利用效率。

智能管控

采用智能化能源管理系统,实时

监测能耗,优化用能模式,降低不

必要的能源消耗。



采用可再生能源

太阳能发电

在办公楼、生产厂房等场所安装

太阳能电池板,利用清洁无污染

的太阳能发电,减少化石燃料消

耗。

风力发电

在适合的地理位置建设风力发电

场,利用无穷无尽的风能资源供

给企业所需电力。

水力发电

对于靠近水源的企业,采用水力

发电可以提供绿色环保的电力来

源,替代化石燃料。



减少碳排放

提高能源效率

采用先进的节能技术,优化生产

流程,降低单位产品的能耗,从而

减少碳排放。

使用可再生能源

大幅增加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

源在企业能源结构中的比重,替

代传统化石燃料。

碳捕集与封存

投资研发碳捕集、利用和封存技

术,实现对工业排放二氧化碳的

有效回收和处理。



推动供应链绿色化

原料选择

优选可再生、环保型原材料,减少采购对环境

的负面影响。

过程优化

完善供应链各环节的能源管理和废弃物处理,

降低资源消耗和排放。

物流改革

采用绿色运输方式,减少运输过程中的碳排放

和污染。

供应商管理

对供应商进行环境绩效考核,鼓励其采取节能

减排措施。



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可持续性

1 生命周期评估

通过全面评估产品或服务的整个生命周期,

了解其环境影响,并采取措施优化各阶段的

可持续性。

2 清洁生产

采用清洁生产工艺,减少资源消耗和污染排

放,提高原材料和能源利用效率。

3 绿色设计

在产品设计阶段就考虑可修复性、可再利用

性和可回收性,最大限度减少废弃物。

4 可持续包装

使用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料,减少包装对环

境的负荷,推动循环利用。



实施环境管理体系

ISO 14001标准

通过获得ISO 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企业可以建立系统化

的环境管理框架,持

续改善环境绩效。

生态环境审核

定期开展全面的生态

环境审核,评估企业

运营对环境的影响,

识别并解决存在的问

题。

绿色采购策略

制定绿色采购政策,

优选环保型原材料和

能源供应,降低企业

碳足迹和生态负荷。

环境信息披露

主动公开企业的环境

信息和绩效数据,提

高透明度,增强利益

相关方的信任。



加强气候变化风险管理

风险识别

系统分析企业在运营、

供应链、市场等各方

面可能受到的气候变

化影响,全面识别潜在

风险。

风险评估

对已识别的风险进行

定性和定量评估,了解

发生概率和可能造成

的损失程度。

风险应对

制定全面的气候风险

管理策略,包括规避、

转移、控制和接受等

不同应对措施。

提高抗灾能力

提升设施、系统和流

程的韧性,增强企业应

对极端天气事件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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