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07月23日 星期四

编辑：贾晶晶 E-mail：qiyebaoxinwenbu@163.com 校对：筱华 美编：王祯磊

02

推进

关注气候中国峰会

做关注气候的

行动者、垂范者和推进者

为应对全球气候挑战， 中国政府积

极推动大力应对中国气候变化， 中国企

业也在积极开展行动。 行动是我们本届

中国峰会的主题， 也是中国网络企业大

家庭所崇尚的准则， 是联合国全球契约

倡议的根本驱动力。 绿色低碳、 创新驱

动、企业合作、携手共进等一系列卓有成

效的行动不仅保障企业自身的良性健康

发展， 更是作为负责任的企业对于人类

和社会价值的认同。

今年 6月份，作为全球契约理事和中

国网络的代表， 我出席了在联合国会议

大厅举办的联合国全球契约成立 15周年

纪念大会，并作了主旨演讲。 在联大会议

上，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先生呼吁商界

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中继续发挥重要作

用， 共同为制定未来 15年的全球发展议

程献计献策， 并将审议通过新的可持续

发展目标， 有望在 12月份举办的巴黎气

候变化大会上达成全球协议。

中国网络自 2011 年 11 月 28 日成立

以来不断壮大， 成员数量达到 340 余家，

企业和组织成员涵盖社会的各行各业，众

多的中国企业、 国际公司、 政府部门、

NGO组织，包括广大青年、妇女和儿童都

积极参与其中。在企业界取得了良好的示

范效果。 我们通过举办峰会和年会、开展

研讨培训、促进信息交流、发展成员、服务

成员等多种方式，深入宣传全球契约的理

念， 努力提升成员企业社会责任履职能

力，推动中国网络成员企业全面践行全球

契约十项原则，实现可持续发展和与利益

相关方的价值共享，不断加强全球契约的

吸引力、凝聚力和号召力。

全球契约中国网络已成功举办了两

届关注气候中国峰会， 在相关部门的大

力支持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下取得了

丰硕的成果。 在首届峰会上，由中国企业

界领袖共同签署并发布《中国企业界应

对气候变化倡议书》；由企业社会责任青

年大使代表中国青年发布《中国青年关

注气候倡议书》；在环保与可持续发展领

域评选出 2014“关注气候·生态文明”先

锋企业。 在第二届峰会上，我们在倡导行

动的同时， 制作了《共筑美好世界———

2014 关注气候生态文明中国实践》 成果

集。 本届峰会是年底巴黎气候大会的一

次预备会，我们更加突出行动的力量，并

设有关注气候、水资源、科技创新和中小

企业绿色发展三个分论坛以及电动汽车

闭门会议，为政府代表、企业领袖、专家

学者、专业人士等搭建沟通、交流和对话

的平台，推动全社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充分发挥企业在绿色低碳领域的力量和

示范作用。 通过会议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借助全球契约中国网络的平台， 向世界

传递来自中国典范企业的声音， 感受行

动的力量，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也让

中国更好地了解世界。

今年， 中国网络将搭建起中国企业

参与全球活动、对话地区网络的平台，让

中国的最佳实践不仅在国内， 也向国际

做好传播，包括关注气候、水资源、科技

创新和中小企业绿色发展、负责任教育、

商业促进和平等各类议题的对接， 评选

出“中国企业十大绿色行动”和“绿色科

技创新”， 将收集到的案例经过汇编整

理，最终形成《关注气候 - 中国在行动》

成果集在大会上发布，并递交联合国，为

12 月份在巴黎达成一项有意义的、 雄心

勃勃的全球气候变化协议做出我们中国

企业和中国的贡献， 展现出中国企业只

争朝夕的精神和力量。

全球契约中国网络连续举办的三届

关注气候中国峰会将更多的跨行业、跨领

域、跨国别的成员凝聚到一起，在联合国

全球契约的指导下， 在有关政府部门、机

构和组织的支持下，积极架设政府与企业

沟通的桥梁，持续传播国际社会关注气候

的声音，努力倡导中国企业包括中国上市

公司走生态文明与企业发展共赢之路，共

同建设一个生机盎然的绿色美好家园。

关注气候变化，世界在行动，从北京

到纽约，从哥本哈根到巴黎。 企业是美好

世界的建筑师。 希望各位商界领袖、企业

精英，携手共进，应对我们共同的挑战，

探索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

好的企业可持续发展之路， 创造一个让

人民满意、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发展

的美好世界。

当今世界正处于文明转型期， 国际

国内正在步入人与自然和谐共赢的绿色

发展道路。 生态文明建设是顺应国际潮

流的历史选择，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是生

态文明建设的基本途径。 企业家具备把

握机遇的敏锐和迎接挑战的担当， 让我

们以本次峰会为契机，共同携手，把绿色

发展转化为新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的

新优势。 把握机遇、开拓创新，在关注气

候事业中争创佳绩。

关注气候，行胜于言。 让我们做关注

气候的行动者、垂范者和推进者。

由联合国全球契约中国网络主办的

第三届“生态文明·美丽家园”关注气候

中国峰会 7 月 22 日在北京举行。 作为

2015 年 12 月联合国巴黎气候大会在中

国的预备会之一， 此次峰会得到联合国

全球契约总部、国家发改委、环保部、中

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中国

新能源汽车百人会等各单位的支持。

中国企业联合会、 中国企业家协会

会长王忠禹出席峰会并做了主旨讲话。

王忠禹指出， 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

临的共同挑战， 关系到全世界的永续发

展和子孙后代的福祉。 中国企业中一批

怀有先进理念、走在时代前列的佼佼者，

努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树立绿色低碳

发展、可持续发展模式，积极应对气候变

化， 积累了值得广大企业学习和借鉴的

优秀实践和良好经验。

例如，中国石化继“碧水蓝天”计划之

后，加紧实施“能效倍增”计划，提出到

2025年，提高能效 100%。“能效倍增”计

划的实现可使中国石化累计节约标煤

4200万吨，相当于减排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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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0万吨，相

当于植树 9.4亿棵。 这也是中国企业首次

推出类似计划。中国工商银行在同行内率

先出台《关于推进绿色信贷建设的意见》，

将绿色信贷理念融入银行服务的多个环

节，通过金融手段化解产能过剩矛盾。 中

国建材集团则在业内率先开展智能化水

泥工厂建设，有效推动建材行业的循环经

济和节能减排。 宝钢集团提出“像造车一

样造房子”， 通过开展绿色生产和推广钢

结构住宅，力求在建筑物的整个生命周期

减少 20%的二氧化碳排放。

这些企业的成就被峰会归纳成了

《关注气候-中国在行动》成果集。 会上，

中国企业联合会、 中国企业家协会常务

副会长兼理事长、 联合国全球契约理事

李德成将这本成果集赠送给了联合国全

球契约组织， 希望它见证中国企业在推

动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联合国全球契约理事、 全球契约中

国网络轮值主席傅成玉表示， 行动是全

球契约中国网络企业大家庭所崇尚的准

则， 也是联合国全球契约倡议的根本驱

动力。 绿色低碳创新驱动、企业合作、携

手共进等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行动， 不仅

保障企业自身的良性健康发展， 更是作

为负责任的企业对于人类和社会的价值

认同。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本次峰会给

予了高度重视， 并委派联合国秘书长气

候变化特别顾问郑来权专程参加本次峰

会。 联合国全球契约副总干事蒲高文也

在致辞中表达了对中国政府以及中国企

业在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的高度赞誉。

中国建筑材料集团董事长宋志平，

国家电网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王敏，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王建宙， 国务院

参事、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

组组长牛文元，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清泉

出席会议并致辞。 中国工商银行首席风

险官魏国雄、APP（中国）副总裁翟晶丽、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谢

云、中化泉州石化副总经理王宗国、杭州

世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彭嘉明，

作为先锋企业代表做了经验交流。

中国企业联合会副理事长刘鹏宣读

了由企业及机构自荐、 权威专家评选出

的 2015 年度极具影响力、引领力的“中

国企业十大绿色行动”以及“中国绿色科

技创新成果”获奖企业名单。

推进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需要

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和积极参与。 本届峰

会特别以“行动的力量”作为主题，旨在

彰显中国企业的绿色低碳发展领域的努

力及成效，力求通过国际对话、专家研判

以及思想碰撞等多角度、 全方位展现中

国企业在关注气候、促进生态文明、实现

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扎实行动和成功经

验，向世界传递来自中国典范企业、区域

的声音。 同时，号召更多的企业加入全球

契约的行列， 共同推动全球范围内的可

持续发展。

峰会围绕“科技创新驱动绿色发展、

全球水环境治理与展望、关注气候、行动

引领未来” 等热点议题， 分别设置分论

坛。 活动期间还组织召开以汽车行业绿

色发展为议题的会议。

全球契约中国网络于 2011 年 11 月

正式成立， 截至目前已有 300 多家中国

企业加入这一网络。 全球契约中国网络

成为中国企业与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和

国际机构合作交流的重要平台。

企业环保行动正成为社会责任重点

第三届关注气候中国峰会举行， 中国企业联合

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王忠禹出席并做主旨讲话，

中国企业联合会、 中国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理

事长、 联合国全球契约理事李德成向联合国全球契

约组织赠送《关注气候 - 中国在行动》成果集，联合

国秘书长潘基文特别顾问郑来权、 全球契约中国网

络轮值主席傅成玉致辞， 中国建筑材料集团董事长

宋志平等企业家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

本报记者 陈玮英

转型发展模式

应对气候变化

（上接第一版）

但总体上看，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仍滞

后于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

重，生态系统退化，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

矛盾日益突出， 已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

瓶颈制约。 中国企业如何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的

情况下， 在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过

程中获得新的发展动力、赢取新的发展机遇，成

为摆在中国企业面前的一道必须全力以赴去破

解的重要命题。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企业更需要

走出一条低碳运营、绿色发展、环境友好、生态

文明之路， 既为自身赢得更为强劲和可持续的

发展动力， 又为国家乃至全球的可持续发展作

出应有贡献。 广大企业向绿色低碳发展模式的

全面转型， 无疑将对应对气候变化起到重大而

积极的推动作用。

为此，广大企业要锐意进取、积极创新，全

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进一步转变企业发展

方式。 要从长远发展的角度和全球化视野，把

绿色低碳发展作为企业转变发展方式，走质量

效益型发展道路的重要内涵和主要抓手，纳入

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将应对气候变化纳入企

业长期战略，紧紧把握绿色低碳发展的战略机

遇，推动企业转型升级与结构调整；结合节能

减排、淘汰落后产能制定企业应对气候变化行

动方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实现绿色生产与

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

加强科学管理能力，不断提高企业低碳

运营水平。 要建立和不断完善发展组织管理

体系，发挥董事会等战略决策机构在绿色发

展中的引导作用；加强生产经营、技术开发

和环保节能等部门的协同合作；建立企业内

部责任制，把绿色低碳发展要求落实到具体

岗位、个人和项目；引进碳减排技术人才，强

化员工队伍培训，充实应对气候变化的人力

资源；持续推进管理创新，优化管理流程，提

高管理效率，有效减少因为管理原因造成的

温室气体排放； 加强供应链环境责任管理，

在投资、采购、销售、维护等各个环节加强产

品与服务的碳足迹评估监控，将绿色低碳发

展目标贯穿企业一切经营活动的始终。

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推动绿色低碳发

展。 要进一步加大低碳技术研发力度，加快

技术改造和创新，积极开展能够大幅减少能

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减碳、无碳和去碳

技术研发，加快低碳技术应用步伐，拓展低

碳技术应用范围。特别是能源、运输、冶金等

碳排放密集行业的企业，更要大力开发应用

新的低碳技术 , 建设以低排放为特征的企业

生产体系。 同时，企业也要积极开展低碳技

术服务，减少产品在生命周期内的能源消耗

和对环境的污染。

树立绿色文明典范，带动全社会可持续

消费与低碳生活。 企业要在金融投资与基础

建设、产品开发与服务提供、生产经营与日

常办公、社区发展与公益事业等各个领域全

面自觉地践行绿色低碳文化，通过自身的行

动力量和示范作用， 感召和引领广大员工、

业务伙伴、客户、消费者与社会大众秉持可

持续消费理念，在衣食住行、购物旅游、休闲

娱乐等各个方面加快向绿色低碳、节能环保

的生活方式转变。

深化与社会各界的合作，共同应对气候

变化。 企业界内部要进一步加强合作，发挥

大企业、行业龙头企业和产业链主导企业的

引领作用，带动各行业和产业链上下游中小

微企业共同参与绿色低碳发展。 企业界要积

极参与国家绿色低碳与节能减排立法、政

策、标准的制订和实施工作，为党和政府应

对气候变化的战略举措献计献策。 企业界要

加强与行业协会、非政府组织、科研院所、新

闻媒体等社会各界的对话与合作，为企业绿

色低碳发展争取更多智力投入和舆论支持。

中国企业要积极参与关注气候变化的国际

平台，加强与国际社会的沟通交流，与国际

组织、 国外企业开展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

加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与国际应对气候变

化行动的相互促进与密切交流。

建设美丽幸福家园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和责任。 在当前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严峻形

势下，广大企业要牢固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

念，积极行动起来，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以高

度的社会责任感，不断通过自身的实际行动

和影响力，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人类

美好家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文系作者在 2015“生态文明·美丽

家园”关注气候中国峰会上的讲话，本报有

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

联合国全球契约理事、全球契约中国网络轮值主席 傅成玉

远见

李德成向联合国秘书长气候变化特别顾问郑来权等赠送成果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