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资源管理与气候

变化
企业如何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挑战,是一个重要的管理课题。从资源利

用效率、碳排放管控、供应链绿色化等多个角度,全面提升企业的气候变化

应对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当前企业面临的紧迫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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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资源管理概述

1 资源高效利用

企业应该提高能源、水、原材料等关键资源

的使用效率,减少浪费和排放,实现更加可持

续的运营。

2 循环经济理念

采用循环经济的理念,推广产品生命周期管

理、回收利用等措施,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

和最大化。

3 绿色生产流程

重视绿色设计、清洁生产等, 优化生产工艺,

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4 环境管理体系

建立健全的环境管理体系,持续改进环境绩

效,提高企业的环境管理水平。



气候变化对企业的影响

极端天气事件

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

天气事件,如暴雨洪涝、

干旱等,会严重影响企

业的生产经营,造成物

流中断、设备损坏、

原料短缺等损失。

海平面上升

海平面上升会淹没沿

海地区,危及企业在这

些区域的生产设施和

资产,给企业运营带来

巨大挑战。

碳排放约束

各国政府出台的碳排

放控制政策,会限制企

业的排放总量,增加企

业的环境合规成本和

能源转型压力。

消费者偏好转变

消费者对气候友好产

品的需求不断增加,企

业必须调整产品和服

务,以满足绿色消费趋

势。



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

碳足迹管控

企业必须精准测算并持续降低自

身碳排放,控制整体碳足迹,以符

合日益严格的排放政策法规。

气候韧性提升

增强企业在极端天气事件、海平

面上升等气候风险下的应对和恢

复能力,提高业务延续性。

绿色创新驱动

通过绿色技术和创新提升资源利

用效率,降低环境影响,满足消费

者日益增长的绿色需求。



节能减排的重要性

资源节约

通过节能措施，企业

可以有效减少能源和

原材料的消耗，从而

降低生产成本和运营

开支。这不仅有利于

企业经济效益，也符

合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环境保护

减少废物排放和温室

气体排放，有助于缓

解气候变化、改善当

地环境质量。这对于

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

和品牌形象提升至关

重要。

合规要求

各国政府日益严格的

环保法规要求企业实

现节能减排目标。企

业必须主动采取行动

来满足这些合规标准，

以避免受到处罚或限

制。

市场竞争力

绿色环保已经成为消

费者的重要选择标准。

通过节能减排举措，

企业可以提升产品和

服务的市场竞争力，

满足消费者的绿色需

求。



可再生能源利用

企业应该大幅提高可再生能源在总能源消费中的

占比,如利用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清洁能源代

替传统化石燃料,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同时可考虑采用屋顶太阳能电池板、地源热泵等

分布式能源系统,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运营成

本。
积极参与绿色电力交易市场,支持可再生能源项目

建设和配额交易,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参与绿色

转型的重要途径。



绿色供应链管理

原料来源管控

严格把控原材料的可持续性和环保性,优选绿

色环保认证的供应商,减少原料采购的碳足迹。

运输节能减排

优化物流路径和运输方式,推广使用新能源车

型和低排放运输工具,提高运输效率降低排放。

包装降低环境负荷

采用可回收、可降解的环保包装材料,减少一

次性包装,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绿色环保。

废弃物资回收利用

建立完善的回收体系,鼓励供应商和客户参与,

推广废弃物回收再利用和循环利用。



碳排放管理

碳足迹测算

准确测算企业的整体

碳排放水平和碳足迹,

为后续的排放管控提

供基础数据支持。

减排目标制定

根据国家和行业碳排

放政策,制定企业阶段

性的碳排放减少目标，

为行动路径提供指引。

碳交易参与

积极参与碳排放权交

易市场,通过购买碳配

额或出售减排量来管

控成本和履行社会责

任。

信息披露

定期公开企业的碳排

放数据和减排进展,提

高透明度和赢得利益

相关方的信任。



环境管理体系

标准体系建立

企业应根据自身行业

特点和环境影响,建

立健全的环境管理标

准体系,明确环境目

标和指标,确保持续

改进。

过程控制管理

通过对生产、能源、

水、废弃物等各个环

节的严格管控,降低

环境风险,减少资源

耗用和污染排放。

绩效评估监测

定期评估环境绩效,

对关键指标进行内外

部审核,及时发现问

题并采取纠正措施。

持续改进机制

建立环境管理的持续

改进机制,持续优化

管理策略和措施,不

断提升企业的环境绩

效。



企业社会责任

环境保护

企业应该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排放、节约资源、

保护生态环境,体现企业对可持续发展的坚持。

员工权益

维护员工的劳动权益,提供安全健康的工作环

境,关爱员工的职业发展,体现人文关怀。

公益慈善

通过捐赠、志愿服务等方式,回馈社会,参与公

益事业,履行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

利益相关方

平衡好股东、客户、供应商等各方利益诉求,

维护良好的企业社会关系,获得社会信任。



政府政策与法规

政策引导

政府出台一系列鼓励节能减排、

发展可再生能源等政策,为企业

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明确的政策方

向和支持。

法规要求

政府不断完善环保法律法规,对

企业碳排放、污染排放等提出明

确标准和限制,要求企业必须确

保合规运营。

财政激励

政府提供绿色发展基金、税收优

惠等财政支持政策,鼓励企业加

大节能减排和可再生能源投入。



利益相关方参与

客户参与

倾听客户对企业环境管理的意见和诉求,并积

极回应,增强客户的绿色消费信心。

供应商合作

携手供应商共同制定绿色采购标准,推动供应

链上下游的资源节约和污染减少。

员工参与

鼓励员工参与环保实践,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培养全员的环保意识和行动力。

社区交流

与当地社区保持良好沟通,了解并回应他们的

环境诉求,共同推动绿色发展。



员工培训与意识提升

环保培训

定期为员工举办节能减排、环境

保护等方面的专业培训,提高他

们的环保意识和实践技能。

创新激励

鼓励员工积极提出环保创新点子,

给予物质和精神奖励,充分调动

员工的主动性。

参与实践

组织员工参与植树造林、垃圾分

类等环保实践活动,增强他们的

环保意识和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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