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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员工参与的举措为自然保护 

和实现碳中和做出贡献
东洋铝业集团赞助并参加了 2022 年 6 月“第 72 届日本全国植树节 2022”。东洋铝业株式会社与东洋铝爱科制

造株式会社以此为契机，在 2022 年 8 月与绵向生产森林联合会签订了“琵琶湖森林建设合作伙伴协议”，在命

名为“东洋铝业集团共创之琵琶湖未来森林”的协议林中开展活动。在日本，森林约占国土面积的 2/3，妥善地

对森林进行保养和维护可以增加 CO2吸收量，从而有助于实现碳中和。本次活动中我们与绵向生产森林联合会就

自然保护和碳中和交换了意见。 

琵琶湖

东洋铝业株式会社日野制造所

绵向生产森林联合会所有森林

绵向生产森林联合会事务所

东洋铝爱科制造株式会社 滋贺工厂

琵琶湖森林建设合作伙伴协议 

本措施是基于《琵琶湖森林建设条例》，依托全

体县民进行森林建设活动的一环，由赞同合作伙

伴协议的宗旨和机制的企业及团体与森林所有人

签订协议，参与推进森林的保养。 

关于签订“琵琶湖森林建设合作伙伴协议”的通知 

https://www.toyal.co.jp/whatsnews/2022/08/202208
1901.html#000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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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山才能享受水的恩惠， 

我要更多地宣传山的魅力和山林的工作 

有 117 条河流通过琵琶湖汇入淀川，最后流向大海。滋贺的群

山和市区、港湾地区都紧密相连。为了让更多人了解环境问题和自

然的相关问题，生活在这里的我们应该不断向大众传播信息。 

通过合作伙伴协议，可以让不同行业的人来到山里，关注山林

工作，这一点也很重要。我认为各方人士亲临其境的体验，是加深

人们对山的理解的机会。管理良好的山林可以起到贮存雨水和涵养

水源的作用。另外，森林也是“新鲜空气的加工厂”。我们因山林

而受到各种恩惠。 

我深深感到致力于碳中和的各企业的各种辛苦。2023 年 1 月开

始，可以把温室气体的减排和吸收量作为“碳信用”，进行由国家

评定的“J-Credit 制度”认证，希望在这方面也能进行合作。 

通过员工家人的加入， 

培养成为主体性的环保活动 

本公司开展了一项名为“可持续互联实验室”的员工志愿者活

动。作为活动的其中一环，我们参加了“第 72 届日本全国植树节

2022”，籍此机会遇到绵向生产森林联合会。我们不想只限于一次

性的植树节，而是能持续开展活动，这促使我们签订了“琵琶湖森

林建设合作伙伴协议”。 

我们在去年 10 月举行了揭幕仪式以及植树等活动，但由于疫情

的影响，规模并不大。今后希望员工的家人和孩子们也能参加，将

其发展成为森林建设活动，让大家能通过观察昆虫、鸟类和生活在

森林中的生物实际感受到大自然的乐趣和神奇。我认为，能让员工

期待参加，那就是成功。 

此外，我们在制造现场贯彻了要采取措施削减 CO2和废弃物的

意识，但在办公室的工作中很难自己具有问题意识。于是，我们还

开展了“Toyal 零碳行动”的活动，以加强大家的意识。 

为了在公司内构建坚实的基础，并保持与绵向生产森林联合会

的协作，今后我们也将继续开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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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多方面关注环境问题， 

让员工的工作和生活更加丰富 

在东洋铝业集团的“OKR”自律型管理推进活动中，滋贺工厂

以前只有无事故、提高品质等仅限工厂内的目标，我们希望能够更

多地和当地社会一起开展活动。正好从日野制造所得知了森林建设

的消息，我们也非常希望一起参加这项有意义的活动。 

我们生产的食品容器因其清洁性和简便性受到好评，因此需求

扩大。但制造的容器是一次性的，可以说是高环境负荷产品。因

此，我们在 2009 年将生产产品从塑料容器转换为纸容器，并且同

时取得了森林认证。通过迅速地使用由妥善管理的森林制成的原纸

来践行环保产品的制造。 

我们今后也将以实现碳中和为目标，同时，不仅是产品方面，

也希望员工们通过参与和森林联合会的森林建设活动，开展环境问

题举措，形成对公司的自豪感，让森林和情感都变得富足。 

旨在与诸位利益相关者合作， 

保护美丽的滋贺环境

滋贺有近畿水库之称的琵琶湖，对大气和水质等环境控制非常

严格，制造所全体人员都努力遵守其规定。 

去年，我参加了在滋贺县举办的日本全国植树节。活动中不仅

仅是种植树木，还有森林管理人员关于周边地区自然环境的介绍

会，非常有意思。 

此外，在我们日野制造所的厂区内也种植了许多树木和绿植，

由于大家自然保护意识的提高，还从去年开始了“里山再生项

目”，即聚集志愿者，开展割除林地杂草、清除倒塌树木、种植樱

花等活动。 

实现碳中和不仅是保护地球环境，同时也成为了事业存续上的

重要因素。最近，我们经常被客户询问“制造产品时的温室气体排

放量有多少？”等问题。为了实现碳中和，今后需要采取各种措

施。我们要与森林联合会、客户和当地社会一起，在开展自然环境

保护活动的同时实现碳中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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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专家对话 

通过可持续发展经营 

改变公司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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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正雄先生 


	csr_report2023-01-zh.pdf
	csr_report2023-02-zh.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