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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从 ESG寻找向善发展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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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从北京市生态环

境局获悉，近年来，北京市大力实

施能源低碳化、产业绿色化、交通

清洁化等根本性、源头性解决方

案，走稳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技术

路线，实现主要污染物和碳排放

双下降，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其中，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中

的“减污”是指减少污染物排放，

“降碳”是指降低二氧化碳等温

室气体排放；“协同”是指在实施

环境污染防治或降碳措施的过

程中，实现碳污的共同减排；“增

效”是指实现环境效益、气候效

益、经济效益多赢。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表示，北京

市紧盯碳污源头，聚焦能源、产业、

交通、建筑等重点领域协同治理。

例如，在能源领域，通过加快发展

光伏、地热等本地可再生能源，大

幅提升外调绿电规模，进一步减少

化石能源消费，2023年与 2019年
相比降碳 600余万吨，减少主要大
气污染物排放 3万余吨。

在交通领域，北京市综合施

策，一手抓老旧车淘汰、一手抓

新能源车（机械）推广，新能源及

国五以上机动车占比超过 70%，
汽柴油消费量由 2019 年的 660
万吨降至 2023年的 530万吨，实

现降碳 300 余万吨、氮氧化物
（Nox）、挥发性有机物（VOCs）分
别减排 2万和 1万吨左右。

从区域来看，北京市深化区

域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合作、强

化产业与交通领域协同发展，持

续加强京津冀区域生态环境联

建联防联治，减污降碳协同不断

走深走实。

减污降碳是一项系统性工

作，需要综合部署、一体推进，也

需要以点带面、创新示范。北京

市扎实开展减污降碳协同创新

试点建设，建立“4+N”试点建设
体系，围绕机制、路径、技术等开

展协同创新实践。

今年 1 月，朝阳区、大兴区
与经济技术开发区、朝阳循环经

济产业园分别成功入选国家首

批减污降碳协同创新城市试点

和园区试点，开启了为期三年的

建设周期。四个试点各具特色，

其中，朝阳区坚持环境要素协

同、强化领域协同、创新政策协

同，着力打造超大城市中心城区

减污降碳新范本。

北京市还着眼超大城市生产

生活运行保障需求，顺应大规模

集中建设到高标准城市更新的转

变，拓展城市、园区试点至行业、

企业示范，培育了 N个减污降碳
“试验田”。其中，城市更新领域，

北京大红门服装商贸城华丽变身

丰台区南中轴国际文化科技园，

改造升级原有基础设施，构建“水

源热泵+地源热泵+冰蓄冷+能源
塔热泵”的冷热源供能系统，显著

减少污染物和二氧化碳排放。

未来，北京市将以美丽北京

建设为统领，深入推动重点领域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充分释放减

污降碳潜力效益，鼓励多层次深

入减污降碳创新实践，为全面推

进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北京力量。

渊据中国新闻网冤

近五年北京能源和交通领域减碳近 1000万吨

12 月 20日袁2024年度粤
港澳大湾区 ESG 伙

伴与年度广州慈善捐赠榜样在

由中共广州市委社会工作部尧广
州市民政局尧 广州市生态环境
局尧 广州市协作办公室指导袁广
州日报报业集团 渊广州日报社冤
主办的质跃未来窑2024粤港澳大
湾区企业 ESG 发展年会中一一
正式亮相遥 69家年度 ESG伙伴
企业与汇集于此的政府部门代

表尧专家学者袁共同探讨未来的
生存发展之道袁并把目光投向了
看似与利润无关的 ESG遥

ESG，是指从环境、社会、公
司治理的外部性来判断一家企

业的表现和未来。然而，关心并

参与环境的改善、推动社会的公

共议题，做好公司治理，关心个

体的尊严和价值……很多人觉

得，这些都是要额外投入成本去

做的事情，而且做得越好成本越

高，怎么会和长期盈利能力正相

关呢？实际上，两者之间不仅是

正相关，而且是强相关。新一代

的企业家，逐渐在实践中发现了

一个颠覆传统商业理论的可持

续高质量发展的未来。

“在物质日益丰富的当下，我

们的社会开始追求‘好’和‘善’，

这种‘善’已经从个体的社会责任

深入到社会生产生活之中，整个

社会都要在回应这种新的需求

中，找到自己的长期价值。”在近

日举办的 2024粤港澳大湾区企
业 ESG发展年会上，多位专家学
者表示，这个阶段的商业智慧不

在于短期利益最大化，而是通过

“义利共生”找到企业基业长青的

必由之路，想想为什么要，以及如

何找到自己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

间的最大公约数，或许才是企业

最应该“忙着做的事情”。

提到善，很多人想到了传统

的“扶弱济困，救急救难”。在“行

善”这件事上面，似乎只有腰缠

万贯者能做，无论做什么善事，

都是只见支出、难见收益。然而，

企业乃至社会对于“善”的理解，

正悄然发生变化。

13.86亿元———这是 2024年
广州慈善捐赠的“成绩单”，这个

数据背后，藏着广州慈善事业的

新变局，也展现了慈善事业突破

的新风口。

野善冶与野经济冶
正在悄然结合

据统计，2024 年广州地区
662家大额捐赠机构中，313家持
续深耕的机构贡献了 89%的捐赠
总额，成为慈善事业发展的中坚

力量；同时，349家新加入的机构
为慈善事业注入新活力，占入选

机构总数量的 53%。总体来看，
今年 10万元到 500万元的捐赠
金额占比从 2022年的 17%增长
到 2024年的 22%，大量的新生力
量不断进入慈善领域，虽然刚开

始捐赠的金额不高，但发展潜力

可观。

可以看到的是，如今大额捐

赠的来源行业更加多元，显示出

企业与慈善组织合作开展捐赠

的情况更为普遍。慈善事业正在

向全社会更广泛地延伸，说明社

会的捐赠意识更加普及。

与此同时，社会对公益慈善

的理解不再停留在传统的物资

帮扶上，而是关注社会议题的长

期解决方案以及发展需求。据统

计，2024年广州慈善捐赠支出共
计 13.94亿元，其中来自机构捐
赠的慈善支出 13.35亿元，偏向
于把慈善资金用于“教育助学”

“乡村振兴”和“慈善行业支持”

三大领域。值得关注的是，今年

“慈善行业支持”的慈善捐赠支

出占比出现较明显的提升，由

2023年度的 11%增长到 2024年
度的 14%。

据专业人士分析，企业发起

的基金会逐步成为重要的捐赠

主体，大家的捐赠不再停留在单

一的“扶弱济困”上，而是结合自

身的经验和视角共创公益价值。

其中，企业的助力乡村振兴工作

更是体现了“善”与“经济”的高

度结合。

记者从广州市协作办了解

到，今年以来，广州市东西部协

作对口帮扶贵州省毕节、黔南、

安顺三市（州）持续加力升级，高

标准完成东西部协作各项协议

指标。其中，广州在区域协作方

面，共建产业园区 30个，新增引
进广东企业 219家、实际到位投
资金额超 90亿元；吸纳农村劳
动力就业数超 2万人；援建、改
造帮扶车间 327个，吸纳农村劳
动力 2.66万人。

对此，捐赠分析也指出，目

前社会多方，尤其是企业，对于

公益慈善事业正处于“从单一捐

款捐物到关注项目效益，再到深

度参与项目”的转变过程当中，

而 ESG 已经成为影响企业经营
管理和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

如今，社会各界对善的理解

都是多元而复合的，社会价值与

商业价值二元对立的观念早已

经不适用于当下的社会发展，大

家开始关注如何寻找义利并举

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企业不再

是把“善”当成门面，而是通过把

握社会价值的内生动力，寻求下

一个时代发展机遇窗口。

野善经济冶到来
商业也要向善

现在，“义利共生”不仅仅存

在于概念中。从今年 69 家企业
的实践中可以看到，当 ESG理念
融入企业发展战略，不仅不会影

响企业的盈利能力，反而能够帮

助企业在竞争中占据先机。

其中，高德地图在 2022年正
式推出的无障碍“轮椅导航”功

能，在两年间，已累计为用户提供

超过 1.5亿次无障碍路线规划；腾
讯发挥平台优势发动用户“一起

做好事”，见证上亿人次的爱心流

动；金域医学专注“帮助医生看好

病”，推动医疗可及性，在技术中

找到了自己的发展模式……以上

种种其实都不是简单的商业行

为，而是企业用创新解决社会问

题，并在解决社会问题中延长了

自己的商业价值链条。

有专家指出，这种对长远价

值的执着，奠定了一家企业的文

化根基，使其能够通过紧密关注

社会的需求和利益最大化创新的

潜力，并将前沿技术成功转化为

实际应用。值得关注的是，除了社

会服务，在环境治理方面，企业的

社会价值创造实践更为丰富，也

更受政府、社会以及企业多方关

注和投入。以广州为例，记者了解

到，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大力推动

产业“优链”，促进综合能源服务、

环保治理、生态修复等绿色低碳

服务能力稳步提升，还积极组织

企业每年按要求开展环境信息披

露工作，为产业链企业发展和开

展 ESG评价奠定了好的基础。推
动绿色经济，已成为大家对商业

未来的共识。

绿色金融成
企业发展突破路径

在一线实践中，大多企业很

难实现自身“一次性的转型升

级”，大家更加需要的其实是积蓄

势能。但谁来提供支持，迈过这个

“充满挑战的跨越”？绿色金融、资

本向善，正成为有效的突破路径。

颇有意思的是，绿色金融如今正

在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新宠”。

广州、深圳、澳门三地的碳交易所

构建起独具特色的“碳金融朋友

圈”。截至今年 6月，仅广东碳排
放配额交易就突破 65亿元，稳居
全国区域碳市场榜首。

绿色债券、绿色贷款等创新

产品，如今正在为大湾区的绿色

项目引入全球资本。而在广州

1.28万亿元的绿色贷款、2000亿
元的绿色债券、73.48亿元的碳交
易额……一串串数字背后，是金

融“活水”滋润实体经济的生动

画卷。其中，人保财险广州市分

公司推出的“ESG碳金保”项目，
让养殖企业尝到了“绿色红利”；

大都会人寿则将目光投向了湿

地生态修复、美丽乡村建设，用

金融之力守护绿水青山。

当资本也在向善，ESG的“短
期成本”和“长期收益”之间的矛

盾，得到了自然而然的化解。与此

同时，企业通过 ESG 实践，不仅
在降低环境影响、提升效率，更在

这个过程中激发创新潜能，实现

“1+1>2”的蝶变效应。反过来，新
质生产力也在为 ESG 注入源源
不断的动力。 渊据叶广州日报曳冤

有学者在粤港澳
大湾区企业 ESG 发
展年会上阐述慈善
与 ESG的结合之路

企业代表交流 ESG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