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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企业内部价值链角度研究了低碳经济给企业带来的风险，主要有技术与产品风险、供应商低碳成本转

嫁风险、监管风险、声誉风险和出口企业的“绿色壁垒”风险，并提出了降低企业风险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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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经济环境下的企业风险及应对措施

一、低碳经济给企业带来的风险

在欧美市场，“碳风险”正在成为投资者对企业的股票进

行投资时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所谓“碳风险”是指在低

碳经济的大背景下，各国关于二氧化碳的管制措施不断出台

以及消费者低碳消费理念的转变对企业的经营，特别是对企

业的收益造成的不利后果。那么，低碳经济或气候变化给企业

带来的风险有哪些呢？从企业内部看，企业是产品设计、供应、

生产、销售等基本业务活动的综合体，这些活动构成了一个相

互联系的价值链，本文从这个价值链的各环节来讨论企业在

低碳环境下所面临的风险。

1. 研发阶段：技术与产品风险。中国经济由“高碳”向“低

碳”转变的最大制约，是技术研发能力还不足。尽管《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发达国家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

术转让，但实际情况与之相去甚远，中国不得不主要依靠商业

渠道引进。我国企业感叹最多的就是技术创新难，这与我国目

前整体技术落后、研发能力不强有密切关系。我国低碳技术仍

以中低端为主，进行研发又需要大量的投入，而高额的研发成

本会使很多企业产生本能的退却反应，从而导致其不得不生

产高碳产品。

2援 供应阶段：供应商低碳成本转嫁风险。政策变化使得

包括能源在内的原材料投入、中间产品以及最终产品的价格

产生变化，从而影响到企业的经济绩效和市场竞争力。因为供

应商很可能会将与碳排放相关的成本转嫁给自己的客户，从

而导致零部件和能源成本的升高。例如房地产企业非常依赖

钢材、水泥等原料的供应商，这些价值链上的上游企业很可能

会受到国家排放法规的限制和监管法规的严重影响，它们会

把由此增加的成本转嫁给下游，导致采购时原材料成本价格

上涨，从而会给企业带来成本升高的风险。

3援 产品生产阶段：政策与监管风险。企业在低碳经济环

境下面临的监管风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各国有关碳排

放标准的法律法规的限制；二是碳信息披露方面的限制。监管

风险应是企业的主要风险，企业在这一方面受到的影响最直

接最明显。无论是产品本身的排放量（例如为汽车制造商规定

的汽车尾气排放上限），还是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排放量都会受

到有关部门的监管。世界上的许多公司都受到《京都议定书》

和各国政府制定的有关碳排放量规定的约束。例如美国加利

福尼亚州颁布了一些法规，要求 2008~ 2016年间生产的汽车

温室气体排放量必须下降 30%，并已通过法案，规定在 2020

年之前将总排放量降至 1990 年的水平。2009年国家环境保

护部在《关于印发〈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的

通知》中可以看出，目前，有 14个行业受到国家环境保护政策

的严格管制：火电、钢铁、水泥、电解铝、煤炭、冶金、建材、采

矿、化工、石化、制药、轻工、纺织和制革。环境保护部的这个通

知十分明确地指出，在火电、钢铁等 14个行业中，不能通过环

保核查、达到低碳标准的企业，将不得申请上市，也不能申请

再融资。

并不是只有政府机构在对企业进行监督，大型投资机构

也要求公司披露更多的与碳相关的信息。例如美国的碳排放

披露项目是一个由总资产超过 57万亿美元的 385家联署投

资者组成，每年，它都要求大型跨国公司提供自己在碳排放方

面的信息。

2008年 10月 24日，碳信息披露项目（CDP）中国报告在

北京公布。中国的这个调查结果颇有些令人尴尬———100家

受邀参与企业中，只有 5家填写了 CDP问卷，20家提供了相

关信息，58家没有明确回应，而 17家中国企业干脆直接拒绝

参与这项活动。列入这次问卷调查的 100家中国企业，包括了

中国大部分在海外上市的大型企业以及众多 A股市值排名

前 100名的企业，涉及到钢铁、石油和天然气、汽车、建筑材

料、金融等行业。在中国进行 CDP项目调查的负责人陈颖告

诉记者，这五家正式做出回复的中国公司，分别为中国工商银

行、神华能源、长城汽车、华星水泥以及富士康公司；其中，华

星和富士康是由其在海外或香港的母公司统一做出回复的。

在没有直接回复的中国企业则包括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电

信、中国人寿保险、中煤能源等行业巨头；不过，其中的中石

油、中国银行、中国电信等企业提供了相关碳信息。考虑到除

了 5家回复问卷的企业外，还有 20家企业也提供了相关的碳

排放信息，陈颖对这一结果持乐观态度，但是这仍无法掩饰中

国企业在这次世界范围内的调查过程中回复率最低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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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较而言，美国企业的回复率为 82%，欧洲为 83%，亚洲500

强企业也大概有一半进行了问卷答复。

4援 销售阶段：声誉风险和出口企业的“绿色壁垒”风险。

如果公司销售或使用的产品对气候产生负面影响或不符合国

家的碳排放标准，那么就会影响到顾客对公司的信任，还会降

低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公司的品牌价值和声誉就会受到影

响。消费者逐渐提高对于气候友好型产品和服务的支付意愿，

都将会通过消费者选择的变化体现出来。据联合国统计，目前

世界“绿色消费”总量已达 6 000亿美元以上，到 2012年将至

少增加到 1万亿美元。在发达国家，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认同

率很高，大多数人在选购商品时，会优先考虑绿色产品，虽然

绿色商品的售价，比普通商品高出 30%耀 200%。英国 14家最

大的绿色公司，平均税前利润达 31%，远高于非绿色企业的水

平。而消费者对于企业声誉的关注，特别是关注企业在应对气

候变化方面是否发挥领导力，也迫切要求企业采取切实措施

承担社会责任。

而对出口企业而言，除了会有声誉风险外，还有“绿色壁

垒”风险。金融危机导致贸易保护措施更趋多样化，保护手段

也逐步由传统的关税壁垒和反倾销措施，向技术壁垒、知识产

权保护、绿色壁垒等超贸易保护主义手段演变。据统计，我国

平均每年约有上百亿美元的出口商品，因不符合环境要求而

遭受各种损失。我国约有 70多亿美元的出口产品，因不符保

护臭氧层国际公约，而被限制或禁止生产和销售；50多亿美

元的出口产品，因主要贸易对象国实施环境标志，而面临市

场准入问题；因农药残留量超标，我国部分粮油食品出口受

阻；部分纺织品出口，也因染料等问题面临退出欧盟市场的

风险。

除了这几种价值链上的风险，企业还可能会遇到诉讼风

险和由于气候变化而导致的自然风险。产生大量碳排放的公

司可能会因破坏环境而被社会公众提起诉讼。例如美国 8个

州和纽约市对国内五大电力公司提起诉讼，要求它们减少碳

排放。最后，由于碳排放而导致的气候变化会造成直接的自然

风险，会给企业造成直接损失。近几年频发的气候灾害如干

旱、洪水、风暴和海平面上升等都给企业和国家造成了不可估

量的损失。

在上述风险中，不同企业受每种风险影响的程度可能不

同，因此，企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评估风险，制定相应的对策

以降低和规避风险。

二、低碳经济环境下企业应对风险的策略

1援 应用新技术和进行新产品开发，减少碳排放。在碳排

放受限的未来，如果有些公司能够找到办法，进行技术创新，

研发低碳产品，他们就会比其他公司更加成功。例如，整体煤

气化联合循环系统（IGCC）是一种把煤转换成能源的技术，

虽然目前他的成本要高于粉煤发电厂中使用的传统技术，但

他的能效更高，并有可能实现二氧化碳的封存与存储，进而降

低碳排放量。在碳排放标准日益严格的情况下，以煤为燃料的

工厂将面临更高昂的成本，而IGCC的应用能降低这一成本。

随着低碳产品需求的增加，最先将此类技术加以运用的公司

就能实现可观的收入增长，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叶峰认为，以

低碳技术为驱动力，会在中国形成一种特殊的模式，在融资、

研发和市场等方面会获得政府的支持，使企业早期的生存风

险减小。

绿色发电集团是中国新能源发电领域技术最先进的企业

之一，其首个 IGCC华能天津示范项目已投入运营，拥有多项

自主创新技术。山东莱钢在行业内率先使用了先进节能技术，

关注产品的“绿色度”，推动产品在应用领域的低碳排放。2001

年以来，莱钢的吨钢能耗指标下降迅速，累计到 2007年因资

源节约实现经济效益达到 80多亿元。相当于其全年销售收入

的 10%，相当于减少排放二氧化碳 1 200多万吨。

2援 量化碳足迹，通过生产流程再造改进运营，削减成本。

大多数企业可通过削减能耗和减排来节省成本，研究显示，许

多企业的成本削减幅度可达到 20%~50%，有的甚至更高。特

别是当企业能够因减少碳排放而获得多余的碳排放配额时，

减排可以在碳交易市场上获利，因为根据《欧盟排放交易方

案》，碳排放配额可出售给其他企业。但据调查，全球平均只有

24%的企业高管表示所在企业制定了碳排放目标。因此，企业

高管应在列明所有可能举措的重要性和成本情况的基础上，

设计长期的碳减排计划，最基本的举措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从

企业内部能源效率出发，使用碳排放量低的燃料、更好的保温

隔热材料、节能照明系统，以及重工业企业生产上的重新配

置，比如再利用生产流程热能发电或供热等。金融企业则可以

通过重置数据中心、简化应用程序、安装新的高效服务器、优

化布局，提高热能利用率，从而节省能源，削减成本。二是在企

业供应链上推行成本削减和碳减排举措。通过与供应商洽谈，

确定硬性要求和关键绩效指标，就如同为成本和质量制定标

准一样。三是设计由低碳原材料生产的产品，从而在运营当中

降低能耗和减排。据一家全球性生产企业对其全部“碳足迹”

的分析结果，10%的碳排放来自企业自身及电力消耗；15%来

自供应商及其电力消耗；而 75%来自产品中所用原材料。因

此，减排降耗的最大潜力来自于对低碳原材料的使用，加强对

低碳原材料的使用尤为重要。

可口可乐公司在低碳的经营理念和生产流程再造方面动

手更早。2009年 11月，可口可乐中国系统获得“2009中国饮

料行业实践社会责任优秀企业”称号，通过实施 101项节能减

排项目，可口可乐公司年节约用水 591 410 吨、年节约 1 211

吨标煤、年减排 1 955吨。为了节能减排，实施“碳友好”战略，

可口可乐公司通过打造低碳供应链和绿色工厂、向经销商推

广不含氢氟碳化物绝缘体的新制冷设备等措施，从产品价值

链的各个环节进行低碳管理，从而提高了低碳竞争力，获得可

持续的长期回报。

3援 把握低碳政策，规避政策风险。由于低碳经济的变革

路径是自上而下的，虽然大多数低碳行业尚未走到市场化和

商品化阶段，真正的低碳消费需求尚未出现，但是从政策里可

以嗅到前瞻性的机会。研究国家有关的碳和环境保护等方面

的政策，不仅有助于降低政策的监督风险，还可以先发制人，

把握住机会，塑造低碳竞争力，如现在我国重点发展的清洁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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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环境管理体系、内部与外部绩效、财务与非财务绩效等视角研究了环境绩效指标涉及的内容及相互关

系，并提出了计量不同环境绩效指标的方法。

【关键词】环境绩效 环境绩效指标 财务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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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环境绩效指标确定与计量刍议

一、环境绩效的定义与环境绩效指标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在 ISO14001中提出，环境绩效是

组织基于其环境方针、目标和指标，控制其环境因素所取得的

可测量的环境管理成效。在 ISO14031中则进一步明确指出，

环境绩效是一个组织对其环境因素的管理结果。

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将环境因素锲入到管理决策，影

响了其对环境治理、节能减排的效果。评价这类效果即环境绩

效，需使用相关的环境数据。直接表述的环境数据通常非标准

化、计量单位繁多，不利于外部利益相关者使用、比较。为增加

环境绩效信息的透明度和可信度，需对环境数据作标准化处

理，或合并相关信息以符合特定信息要求，减少数据的复杂

性，增强可用性。通过构建不同形式要求的环境绩效指标，可

最大程度满足信息的可比性，为环境监管机构、利益相关者和

企业提供决策有用信息。

目前，较有影响的环境绩效评价指标主要有：国际标准

化组织（ISO）的 ISO14031、世界可持续发展企业委员会

（WBCSD）的以生态效率为核心的环境绩效指标、全球报告

倡议组织（GRI）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G3 版）和日本环

境省的《环境会计指南 2005》。

二、环境绩效指标确定的原则

环境绩效的研究重在环境绩效指标的选择，最高审计机

关国际组织（INTOSAI）环境审计委员会 2001 年在其颁布的

《从环境视角进行审计活动的指南》中指出：环境绩效指标要

求具有相关性、可理解性和可靠性。欧盟在 1993年发布的《工

业企业自愿参加环境管理和环境审核联合体系的规则》

（EMAS）中将环境绩效指标的要求界定为：淤能对组织的环

境业绩有准确的评价；于可理解性和明晰性；盂能对组织的环

境绩效进行年度比较；榆能与行业、国家或区域的标准进行比

较；虞能与监管的要求进行比较。而 ISO于 1999年发布的

《环境绩效评价———指南》中，则规定环境绩效指标能提供定

技术、新能源汽车、智能电网、新能源规模发电等领域。结合中

国低碳经济的现状，《经理人》预测，未来的低碳经济政策，有

四大趋势值得关注：碳调节税、区域政策竞争优势、产业政策

和消费需求导向政策。

4援 积极披露碳信息，赢取社会声誉。发改委国家气候办

巡视员高广生表示，在全球气候变化的条件下，国际上会逐步

提高进口产品的环保标准和能效标准。对于气候变化带来的

挑战，我国企业应尽早行动，CSR报告中的气候变化在 CDP

中国报告中，专门分析了 24家上市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报

告，从而得出了以下结论：在涉及节能减排的 20份企业社会

责任报告中有 15份报告表明为了更有效地表现节能减排、履

行“节能减排”要求，企业已经建立了内部管理体系，将节能减

排落实到生产、运营各个环节，如建立工作领导小组、“一票否

决”制度、检测和考核体系等。在 24家企业中，有 4家企业在

报告中介绍其参与清洁发展机制（CDM）的情况，其中 3家公

司详细披露了 CDM项目相关信息，包括已审核数量项目、碳

信息数量和减排量，以及交易收益情况等。这 3家企业均来自

电力行业。近 20家企业在社报告中披露温室气体排放有关的

量化信息，如节能数量、温室气体减排数量等。14家企业披露

了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计划和目标，其中有 9家企业制定

了明确的、可量化的减排目标。这些与低碳有关的信息披露，

能够反映企业的社会责任，同时也会提高企业声誉，给企业带

来较高的投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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