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对没有正解的课题竭力讨论， 

在思索中达成共识 

有吉：我公司在去年 2022 年 10 月成立了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虽然该委员会在公司中会如何定位还处于摸索状态，但正反复

尝试着开展各种工作。在这种情况下，环境方面对相关举措蓬

勃开展，我们的基地工厂也与所在地的滋贺县合作，推出了具

体举措（参见 P13-14）。 

另外，由于政府目标的调整，我们将 2030 年的 CO2减排

目标制定为 38%作为一项具体工作。并且，出于推进回收利用

的观点，我们与供应链一起开始把以前进行废弃处理的铝屑进

行回收，试图重新利用。 

最近，感觉 SDGs 终于深入到员工之中，成为了他们自己

的东西。我们今后也会继续开展前面提到的各种举措，从积极

意义上，我很期待这些举措也能像拳击的胸腹打击那样在之后

慢慢显现出效果。因为这些举措并不会马上看到巨大的变化，

需要坚持不懈地持续努力。 

关：正如您所说，在公司内部的渗透是一点点的积累。对于成

立的委员会是否有活性，是否有效，我认为内容比开会次数更

重要。我希望它不仅仅只进行报告和审批，还能让大家积极讨

论。或者也可以是学习会这样的形式，希望委员会能成为一个

让大家深入讨论公司应该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场所。 

重要的是，对于公司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决策，并没有“唯

一的正确答案”，而是只能在苦苦思索中进行。虽说我们应该

牢牢掌握世界趋势，但变化和升级也总是不断，并没有解决问

题的教科书。利益相关者的意见也各不相同。在这种情况下，

重要的是经营团队要让各自的意见进行碰撞，在加深彼此理解

的同时达成共识。而且，不仅是经营层，公司内各层面都必须

加深讨论，不断与利益相关者进行对话，这也很重要。 

不必因“没做到”而感到羞耻， 

重要的是对信息披露的高透明度 

关：本可持续发展报告并非是把可持续发展放在一

边，而是将其作为经营核心的重要体现。 

如何在经营中充分融合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 

我们要坚持改革，给公司带来变化，而不是维持现状。我希

望有吉先生的部门能成为窗口部门，可以把社会风潮带入公司，

或者向公司的经营团队提出建议，比如从其他角度重新审视以往

一直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物，以及不是从自己角度，而是从利益

相关者的角度来看会怎样等等。 

有吉：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改变公司，并让公司内部理解改变的

必要性呢？ 

关：应该有效地利用外部意见，这对改变公司来说很有必要。此

外，透明度问题也很重要。作为公司来说，会尽量不暴露弱点或

未达标的数字等。然而，可持续发展经营无法一下子达到 100

分。这是一个不断努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断提高水平的、无

穷无尽的过程。 

重要的是，如果有一个案例“还差 10%”，就应该表明要

如何去填补这 10%的不足，以及明确完成期限，然后去努力。

总而言之，就是要求不要把未完成的状态置之不理，而是要坚定

面对，制定 3 年计划或者更早的 2 年计划去完成，并且不仅仅是

喊口号，还要实际去行动，明示过程与结果。这样一个个行动的

积累就会改变公司。员工们应该也会明白这才是信息披露的重要

性。 

有吉：正如您所言。对于没有做到的事如果只是说说而已，就等

同于放置不理。如果能清楚表明会采取措施填补其不足，也许就

会转变为正面材料吧。 

关：我认为这个领域的工作就是要自己进行此类报告，同时去改

变公司。然后通过这些活动让社会能更加可持续发展，因此现在

没有做到的事情并不可耻。 

今后应注重生物多样性和人权举措 

有吉：本公司集团在推进今后的可持续发展举措方面还有哪些

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关：那就是生物多样性了。与气候异常事态相同，生物多样性

如今也处于危机状态，因此正在制定 TNFD 的披露标准，要求

企业应基于风险和机遇的观点推行举措，与气候相关的 TCFD

一样披露与自然相关的财务信息。但是这从实务上看并不容

易，气候变动相对比较简单，因为只是单纯地测量 CO2排放量

即可。而要对带给生态系统的影响或冲击进行定量就非常困

难。对于各企业来说，其重要主题是水还是森林也完全不同，

并不容易制定通用的标准。但是，TNFD 是必要的，标准也必

须制定，因此我们要进行挑战。即使不完善，也要断然使用，

然后逐渐提高完成度，这样一步步向前推进。我认为以这种方

式进行比较好。 

另外，我希望也能注重商务和人权。联合国在十几年前制

定了指导原则，但还未充分普及。欧洲的先进企业正率先致力

于前面提到的生物多样性和人权举措，EU 和各国政府也加强了

人权方面的监管，并将其纳入竞争规则。但是，这其中日本企

业的努力还远远不够。经团联在企业行动宪章和执行指南中加

强了对人权尽职调查相关的描述，并编写了对实务有所帮助的

手册，大家可以多加运用。 

有吉：感谢您今天提出的各种宝贵意见和建议。 

关正雄教授在以前的可持续发展报告“第三方意见”中给本公司集团的可持续发展举措给予过评估和建

议，本次，我们邀请他与可持续发展负责董事有吉毅进行了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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