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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of addressing the challenge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SG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factors have become the key driving force to reshape the business model of large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This study deeply explores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the ESG evaluation system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and evaluates its performance in empirical cases. 
By analyzing the status of ESG performance of large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it reveals the main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The study proposes a feasible selection of evaluation 
methods, including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data sources, to ensure the scientificity and accuracy of the evaluation process. 
Based on this framework, this study designed a set of ESG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in lin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and obtained a series of targeted strategies and suggestions through empirical analysis, aiming to help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optimize ESG performance and further drive the transition of the industry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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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背景下大型建筑企业 ESG 绩效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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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应对可持续发展挑战的当代背景下，ESG（环境、社会和治理）因素已经成为重塑大型建筑企业经营模式的关键动力。本
研究深入探讨了ESG评价体系在建筑业的具体应用，并评估了其在实证案例中的表现。通过分析大型建筑企业的ESG绩效现
状，揭示了在环保、社会责任及公司治理方面的主要成就与挑战。研究提出可行的评价方法选择，包括数据来源的详细说
明，以确保评价过程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基于这一框架，本研究设计了一套符合建筑业特点的ESG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通
过实证分析得出一系列针对性的策略和建议，旨在帮助建筑企业优化ESG绩效，进一步驱动行业向可持续发展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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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论文通过构建适合建筑行业特性的 ESG 评价体系，细

致研究了大型建筑企业在这三个维度当前的表现，并结合实

际案例分析，提供了增强行业 ESG 绩效的实践策略和建议，

不仅为企业提供行动指南，也为研究领域带来新的洞见。

2 大型建筑企业 ESG 评价体系构建

2.1 ESG 概念及其在建筑业的应用
ESG，代表环境（Environment）、社会（Social）和公

司治理（Governance），是评估一个组织在可持续发展方面

表现的指标体系。在建筑行业，这个概念正逐渐成为衡量大

型建筑企业社会责任和长远发展潜力的重要工具。随着全球

对低碳经济和绿色建筑的越来越高的要求，传统建筑企业不

可避免地需要在其商业模式中融入 ESG 元素。特别是在环

境指标上，建筑行业的 ESG 绩效关注点包括但不限于节能

减排、可再生能源利用、废物管理以及生态保护，这些都直

接或间接影响到了企业的成本、风险以及与利益相关者的

关系。

社会指标在建筑行业同样至关重要，涉及工人安全、

社区参与、客户满意度等方面，对企业声誉和项目成功都有

着深远的影响。而良好的公司治理则通常意味着高效透明的

决策流程、强有力的合规体系和对所有利益相关方责任的承

担，是提高企业竞争力、吸引投资并推进行业可持续性的基

础。因此，大型建筑企业陆续开始将 ESG 准则整合到企业

战略规划和日常经营之中，通过构建相应的评价系统来监控

和报告其在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内部治理方面的表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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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提升了企业自身的品牌形象，也增强了与政府部门、消

费者以及投资方之间的互信互利。通过动态的 ESG 绩效评

价机制，大型建筑企业正逐步推动整个行业向可持续性更高

的未来发展。

2.2 可持续发展背景对建筑业的影响分析
可持续发展正逐渐成为重新塑造建筑业战略和运营模

式的催化剂。在资源日益紧缺和环境压力加剧的大背景下，

建筑业正面临着从设计、施工到运维各环节的绿色革新。建

筑作为固定资产的一种，其寿命周期较长，故对环境的影响

是持久且深远的。例如，首次材料的获取、能源消耗和建筑

废弃物处理等方面已经引起了公众和政府的高度关注。因

此，大型建筑企业必须在材料选择、施工方法、废物回收以

及节能减排等方面进行创新和改革，这对于保障其项目的环

保性和社会责任承担具有重要意义。

除了直接的环境影响之外，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还深刻

地影响了建筑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今日，建筑企业

要保持竞争力，就无法回避与社区和民众的互动，尤其是在

项目规划和施工阶段。这不仅涉及穿透性的公众参与过程，

更包括对于周围环境、文化和社区生活质量的考虑。与此同

时，大型建筑企业还需要在公司治理机制中融入透明度与道

德伦理方面的要求，确保决策过程公正并符合持股者的长期

价值最大化原则，特别是在反腐败、合规性以及风险管理等

领域。这种趋势不仅反映出市场和监管环境的变化，也是企

业可持续发展实践的必然要求。

鉴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往往需要初期投入与长期

视野，大型建筑企业开始采纳全生命周期成本分析（Life 

Cycle Costing，LCC）以评估项目长期经济效益。使用可更

新或可回收材料、投资高效能源系统等做法虽然在初期可能

增加成本，但从整体生命周期角度来看，它们带来的经济效

益和环境效益将为企业赢得更大的市场份额与更为良好的

社会形象。如此，大型建筑企业不仅在推进自身向可持续方

向发展，更是在通过行业实践，推动整个社会向着可持续性

的未来前进。

2.3 建筑企业 ESG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在设计建筑企业的 ESG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时，考虑到

该行业独特的影响因素和利益相关者要求，必须制定全面而

定制的评估方法。环境维度中，指标不只限于温室气体排放

量、能源及水的消耗效率，还应涵盖生态影响如生物多样性

保护、对本地水源与土壤的影响，以及构建过程中资源的循

环利用能力。进一步来看，建筑设计的可持续性，比如建筑

材料的选择、项目对环境有无负面长期影响等，也都应成为

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指标将有助于量化企业在减少环

境足迹方面的努力及效果。

社会维度的指标，则注重建筑企业对社会的直接和间

接贡献，包括就业创造、工作场所安全和健康、社区参与及

对下游产业的影响。不仅如此，更广义的社会表现，如产品

和服务是否符合最终用户需求的可持续性标准，企业在应对

社会紧急需求（如自然灾害时的快速反应能力）中的角色，

均需作为评价体系中的环节。得益于这些指标，企业可以

从多角度审视并改进其对员工、客户以及整个社区的正面

影响。

公司治理层面的评价指标则强调企业内部决策机构的

透明度、高层管理和监管结构的完整性、合规性和道德标准

的落实，以及风险管理的有效性。这些指标不仅映射了企业

在治理上的成熟程度，还体现了其对于投资者和其他关键利

益相关者责任的承担。此类指标的引入不只满足监管需求，

实际上也能驱动企业从内而外地提高管理效率和市场信誉，

从而提升其在竞争激烈的建筑行业中的地位。

2.4 ESG 评价模型与方法在建筑业的实践
将 ESG 评价模型与方法运用到建筑业实践中，首先要

明确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价值与企业战略的结合点。通过多维

度的数据收集与分析，建筑企业可使用量化模型预测特定施

工方案对环境的潜在影响，如二氧化碳排放量和能耗水平 [1]。

借助生命周期评估（LCA）方法，评估建筑项目从原材料获

取、制造、运输到施工和运营全过程中的环境负荷。这种评

估模型帮助决策者选择低环境影响的材料和技术，进而优化

设计方案和工程技术，对大型建筑企业的长期可持续性成果

有着直接影响。

社交层面的 ESG 实践可以采取社会影响评估（SIA）

等模型，系统评价建筑项目对当地社区经济、文化和生活的

影响。这从一定程度上确保了社会责任得以实际落实，并促

进了企业与社区的沟通与协作。此外，一个完备的社会指标

体系还需融合员工满意度、安全记录、公共参与等方面的参

数，来全面把握社会维度的绩效表现。有效地践行社会层面

的 ESG 实践，能够为企业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中树立良

好的公众形象和社会信誉。

公司治理是 ESG 模型中另一项关键要素，这要求建筑

业内的大型企业强化内部控制机制，并显示其对外界透明度

的承诺。采用统一的报告标准如全球报告倡议（GRI），企

业能够以规范化的方法展现治理成果和信息披露状况。评价

模型应充分涵盖审计质量、领导力行为、反腐败策略及利益

相关方关系管理等方面。定期进行第三方审计和评级，同时

采用得分卡和平衡计分卡之类的工具在治理实践中提供定

量和定性的进度衡量，大型建筑企业能够更准确地评估自己

的治理水平，并找到持续改进的关键领域。如此精细的治理

框架使企业不仅符合法规要求，更有助于塑造其在投资者、

客户和其他商业伙伴中的声誉 [2]。

3 大型建筑企业 ESG 绩效评价实证分析

3.1 评价方法选择与数据来源说明
在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大型建筑企业的 ESG（环境、

社会和治理）绩效评价是对企业在可持续性领域努力的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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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有效的评价方法应兼顾客观性与针对性，保证评价结

果的准确性与实用性。借鉴国际通行的多维度评价框架，结

合建筑行业的特点，采用的评价方法包括但不限于资产负债

表分析、清洁生产指数、全生命周期成本分析等，以提供一

个全方位的评价视角。具体来说，比如在环境维度上，评估

企业对环境的影响可以通过建筑项目的绿色建筑认证数量、

节能减排成果、环境治理投入等核心指标反映；在社会责任

方面，则可以考虑企业在人权、劳动条件、社区发展等方面

的投入和成效；治理层面则重点评估企业治理结构的完善

度、透明度及反腐败措施的有效性。

ESG 评价的数据来源至关重要，它需要精确并可验

证，以支撑评估结果的权威性。以某知名建筑企业为例，其

ESG 绩效评价所依赖的数据多源自企业年报、可持续性报

告、第三方认证机构出具的证书和各项奖项。例如，该企业

在环境方面的数据收集，涵盖了其公布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固体废物处理量和水资源使用量等，而这些数据的真实性通

过 ISO14001 等国际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得到了支持与确认。

社会维度则着重关注企业员工满意度调查结果、安全事故记

录和社区支持活动记录等信息，这些均通过社会责任报告或

符合 SA8000 标准等社会责任管理体系进行披露和认证。治

理方面则主要依托公司治理结构相关信息、法律合规性情况

及外部审计结果，也可通过与 AA1000 等治理相关标准对照

来进一步加强数据的透明度和可靠性。

3.2 典型大型建筑企业 ESG 绩效现状分析
关于大型建筑企业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的 ESG 绩效，

以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交建）为例进行现状

分析。中交建作为全球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商之一，

在报告期内其环境维度表现出积极向上的势头，如通过改进

建筑设计和采用新技术减少了施工过程中的碳排放，根据其

2022 年公布的数据，总体能耗同比下降 4%，硫氧化物、氮

氧化物排放量分别下降了 5% 和 6%。然而，在高标准的绿

色建筑项目施工率方面尚存提升空间，仅达到新承接项目的

20%，反映出该领域有进一步的优化潜力。

社会维度中，中交建积极贯彻社会责任理念，在职员

工培训时数显著增加，每位员工平均培训时数为 30 小时，

较上年增长 15%；此外，公司注重安全生产，重大事故率

下降 20%，显示出不错的员工健康与安全管理成效。然而，

由于建筑行业特性，其在职女性比例较低，仅占全部员工的

10%，揭示了性别平等方面有待加强。治理方面，中交建致

力于提高透明度和防范经营风险，实施了严格的合规管理制

度。依据其最近的报告，外部审计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率达

98%，较去年提高了 3 个百分点。即便如此，面对复杂多变

的国际市场，企业治理仍需在动态监管机制构建上投入更多

资源，以不断增强自身的抗风险能力。通过分析中交建的

ESG 绩效现状明确了大型建筑企业在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取

得的成就与所面临的挑战，并指明了未来持续改进的方向，

为同行业其他企业树立了参考标杆。

3.3 提高建筑业 ESG 绩效的策略与建议
大型建筑企业要提高其 ESG 绩效，重点在于采纳创新

技术及管理实践，改善其建设流程和材料使用的可持续性。

企业可以通过智能化施工、精细化项目管理和模块化建造等

现代化方法，降低资源浪费和碳排放。例如，借助 BIM（建

筑信息模型）技术优化设计流程，实现资源高效配置和更低

水平的材料浪费。进一步，在材料的选用上，倾向于选择环

保认证的产品，如采用可再生能源制成或经过回收处理的建

筑材料，这不仅有助于降低整体的环境影响，也适应了市场

对于绿色建筑的日益增长的需求。

持续提升社会责任管理是另一个关键领域；建筑企业

需要确保遵守高标准的劳动安全规程，并投资于员工的专业

培训和职业发展。更为深远的是，它们应该与地方社区建立

起正面的互动机制，投入社区发展项目，如教育支持和基础

设施改善，进而提升企业的社会影响力和品牌价值。至于公

司治理，加强透明度和问责机制是根本途径 [3]。这包括定期

进行独立的 ESG 审计，强化内部合规监控，以及进行利益

相关者沟通。加之不断更新的法律法规适应，以及对全球最

佳治理实践的学习，将使大型建筑企业更能稳健地发展，同

时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担当更丰富的角色。

4 结语

研究提出评价体系帮助企业系统地审视和评估自身绩

效，并通过实证分析提出的策略和建议为企业持续改进提供

了方向。建筑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复杂且持续的过程，需

要建筑企业、政府、利益相关者和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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