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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亚洲论坛 

全球经济发展与安全论坛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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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负责任商业行为（RBC）提供了一条途径，以满足所有企业为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的期

望，同时避免和解决其运营中，包括在其整个供应链和业务关系中，产生的对人、环

境和社会的不利影响。简而言之，企业应该做“好事”，避免做“坏事”。 
 

新冠肺炎疫情使企业在此方面面临更大的挑战。这场危机加速了全球供应链上商业环

境的结构性转变。例如：改变着消费者的习惯，使其转向更可持续的本地产品，以及

增强了供应商的多样化，确保供应链的连续性，等等。与此同时，这场疫情破坏经济

一体化、引发贸易限制并对投资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这削弱了人们对国际商业和全球

供应链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驱动力的信心。由于亚洲经济和社会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

且生产模式属于劳动密集型，这场危机给其造成的损失尤为显著。 
 

疫情对供应链的冲击影响了所有的经济部门和经济体。即使像中国这样拥有相对全面

的生产和供应网络的大型经济体，也受到了重大影响。在 2020 年第一季度的危机高峰

期，中国的 GDP 同比下降了 6.8%，工业增加值季度同比萎缩 8.4%，货物进出口总额同

比下降了 6.4%1。在全球经济强劲复苏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增长预计将保持在接近

新冠肺炎疫情前的水平，2021 年保持在 8.5%，2022 年保持在同比 5.8%。但是，世界

各地的复苏是不平衡的，全球经济的巨大不确定性仍在继续2。由于全球经济其他地区

仍在持续的健康危机以及全球供应链中断，中国企业的投入和产出限制可能仍然存在。 
 

在从危机中恢复的过程中，负责任商业行为（RBC）原则在采购实践、投资决策和贸易

对话中日益趋向中心位置，而这些实践、决策和对话在总体上塑造了全球供应链的结

构。政策制定者们进一步强调，要采取长期导向的战略，促进可持续性、韧性和体面

劳动以及符合国际劳工标准和环境标准的良好实践做法。例如，欧盟正在制定强制性

的尽责管理法案，促使欧盟企业符合这些期待；卡比斯湾七国集团峰会呼吁采取联合

行动，解决供应链中的劳工层面挑战以及关键全球供应链恢复韧性所面临的风险；在

亚洲，东盟全面复苏框架（ACRF）3和亚太经合组织第 31 届部长级会议4都提出了负责

                                                           
1 参见: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4/t20200417_1739327.html  

2 参见: 经合组织 (2021 年), “经合组织中期经济展望（OECD Interim Economic Outlook）”。 

3 东盟广泛战略 5是关于迈向一个更具可持续性和韧性的未来。  
4 第 31 届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2020 年 11 月)将“负责任商业与投资”确立为一个关键优先领域。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4/t20200417_1739327.html
https://www.oecd-ilibrary.org/sites/490d4832-en/index.html?itemId=/content/publication/490d4832-en&_ga=2.25241725.1129866289.1634083592-2112658229.1556629289


 

 

任商业行为和可持续性。因此，企业不得不考虑负责任商业行为，以应对所在行业及

其供应链的转变。 
 

在亚洲和其他地区，负责任商业行为的相关考虑也位于贸易、投资和产业政策议程的

优先位置。一些贸易和投资发展机制（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与

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亚洲国家与欧盟之间的贸易谈判）已经取得了进

展，表明各国有意愿共同努力，创造一个有利环境来推动具有共识的国际环境和劳工

标准。在复苏期和更远的将来，就这些经济工具达成协议有助于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和

时间，将企业的核心决策引向在负责任商业行为方面有良好记录的市场，并吸引投资。 
 
 

会议目标 

 
本次会议将讨论负责任商业行为（RBC）原则和工具在确保从健康、经济和社会危机中

实现可持续韧性复苏方面的效用。讨论嘉宾们将分享经验并确定良好实践做法，以支

持负责任供应链。 

嘉宾们将分享他们的观点，探讨我们如何确保对负责任商业行为的期望——包括那些

涵盖环境、社会和劳工目标的期望——作为政策应对措施和商业行动的核心。讨论将

围绕以下指导性问题进行： 
 

 什么是负责任商业行为? 为什么它在当今背景下至关重要? 关于负责任商业行

为的现行国际标准在当前如何与企业用以支持为人类、地球和社会从危机中建

立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所能够或应该做的事情保持一致？这些标准如何为连接多

项紧急的经济、环境和社会议程提供支持并帮助政府和企业做出平衡的决策？ 
 

 “可持续性”和“韧性”对全球供应链意味着什么？当政府和企业执行计划以

应对冲击和干扰时，这不仅仅意味着重新连接全球供应链。如何确保这些应对

措施不会给人类、地球和社会造成更多风险或导致在以后的阶段进一步破坏供

应链的稳定性？ 
 

 在中国、亚洲地区和其他相关的地方出现了哪些负责任商业行为（RBC）实践

和做法？在促进复苏的措施中哪些是有效的，又有哪些经验教训？考虑到不同

国家/地区处于不同的负责任商业行为工作背景下，并且它们在新冠肺炎疫情危

机中的处境各不相同，如何促进将国际公认的对负责任商业行为（RBC）的期望

转化为特定市场中的企业层面行动？ 
 

 需要企业、政府和国际组织做什么来实现供应链在更长时期内的系统性转变，

并为此后的危机做好准备：同时还必须考虑不同的行为者和关键利益相关方如

何合作以实现这一目标。 
 

 

 



 

 

嘉宾 

 

主持人 

 苏钰婷女士，中国国际电视台主任记者、主持人 
 

开场致辞 

 郁白先生，欧盟驻华代表团团长 
 

讨论嘉宾 

 马蒂尔德·梅斯纳女士，经合组织金融和企业事务司代理司长 

 李昌徽先生，国际劳工组织中国和蒙古局局长 

 王江宁女士，中国商务部国际经贸关系司二级巡视员 

 王鹏先生，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副司长 

 汪晖先生， 法国电信 Orange 集团供应商管理与创新资深副总  

裁、欧航旗商务咨询(北京)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议程 

  

[5 分钟]  主持人介绍会议内容和嘉宾 

[10 分钟] 开场致辞 

[50 分钟] 小组讨论 

[10 分钟]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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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白(Nicolas Chapuis)，欧盟驻华代表团团长 

郁白大使是一位拥有广泛经验的外交官，特别是在中国。他具有汉学教育背景，

并长期专注于理解中国语言和文化，集中体现了欧洲的开放精神和欧盟与中国对

话所作出的努力。 

郁白大使的职业生涯从在中国担任外交官开始。后来，他又多次回到中国，先后

担任新闻专员、政务参赞、文化参赞、驻上海总领事以及使团副团长。 

他在法国外交部门的职务也使他访问了新加坡、英国、蒙古和加拿大。 

郁白大使也是一位翻译家和作家。 

马蒂尔德·梅斯纳（Mathilde Mesnard），经合组织金融和企业事务司代理司长  

梅斯纳女士自 2021 年 7 月起担任目前的职务。2016-2021 年，她担任金融与企业

事务司（DAF）副司长，负责反腐败、公司治理和负责任商业行为等政策领域，

并支持DAF工作计划和委员会的协调和管理。在此之前，她在经合组织的职务还

包括经济挑战新方法倡议协调员、秘书长高级顾问。 

梅斯纳女士在管理东南欧、俄罗斯联邦、亚洲和中国的公司治理项目方面拥有丰

富的经验。她曾担任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的管理顾问，皮卡第大学经济学助理教

授，花旗银行金融分析师。梅斯纳是一名法国国民，拥有哲学学位、金融硕士学

位和巴黎高等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她在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获得经济学博

士学位。 
 

 

李昌徽 （Changhee Lee），国际劳工组织中国和蒙古局局长 

李博士自2021年7月1日担任现职。在此之前，他自2015年9月开始担任国际劳工

组织越南局局长。  

他于1996年加入国际劳工组织日内瓦总部，在那里他参加了一系列关于产业关

系的重大全球研究计划。随后，他在位于曼谷的东亚工作组担任产业关系专

家，负责有关东南亚和东北亚的工作（2000-2006年），后在北京负责有关中

国、蒙古和越南的工作（2006-2012年）。在东亚任职期间，他就广泛的产业关

系政策问题向东亚的三方产业关系行为者提供政策建议。在2012年，他回到位

于日内瓦的国际劳工组织总部，担任政策整合司的高级政策分析师，并在包容

性劳动力市场、劳动关系和工作条件处（INWORK）担任高级劳动关系专家。他

还是经总干事任命的国际劳工组织地方业务（field operation）改革工作组成

员。李昌徽是韩国公民。他拥有首尔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1996年），并在日

本东京大学社会科学院当过研究员(1993-95年)和访问教授(2010年) 。他在国际

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关于产业关系和人力资源管理的多篇文章。他参与合编了一

本书，题为《新兴经济体的产业关系——寻求包容性发展》（Elgar，2018

年）。 



 

 

 
 
 
 
 
 
 
 

 
 
 
 
 
 
 
 
 
 
 
 
 

  
 
 
 

、 

 

 
 
 
  

 
  

汪晖（Alex Wang），法国电信Orange集团供应商管理及创新资深副总裁、 欧航旗商务咨询(北京)有限

公司首席执行官  

在法国电信Orange集团27年的职业生涯中，汪晖担任中国区经理三年，然后自2006年起担任战略客户

经理、Wholesale France销售经理和欧航旗商务咨询(北京)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他还成立了联合审计

合作协会（Joint Audit Cooperation ），即电信运营商的企业社会责任（CSR）协会。 
 
 

王江宁(WANG Jiangning)， 中国商务部国际经贸关系司二级巡视员  

王江宁女士先后任中国商务部（原外经贸部）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和二级巡

视员。现负责中国实施自贸区提升战略总体工作，以及中日韩自贸协定等具体谈

判。 

她长期从事中国对外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工作，曾担任中国-新西兰自贸协定升级谈

判（2016-2018）、中国-新加坡自贸协定升级谈判（2017-2018）、中国-挪威自贸

协定谈判（2017-2018）中方谈判代表。长期从事中国-东盟自贸区谈判（2002-

2012），担任中方服务贸易主谈。长期参加“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谈判（2012-2018），担任中方谈判代表助理及中方服务贸易主谈。曾担任中国-韩

国自贸协定（2010-2015）、中国-新西兰自贸协定（2004-2008）、中国-新加坡自

贸协定（2006-2007）、中国-冰岛自贸协定（2012）、中日韩自贸协定（2015-

2019）、中国-以色列自贸协定（2017）等谈判中方服务贸易主谈。她还曾参与中

国-澳大利亚自贸协定可行性研究、中日韩自贸区研究、东亚自贸区研究等业务，

并负责中国参与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亚峰会、亚欧会议、联合国贸易与发

展会议（UNCTAD）的经贸议题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华合作、联合

国儿童基金在华合作项目等多边发展援助等业务。 

拥有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国际商务法律硕士学位和中国南开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 

汪晖（Alex Wang），法国电信Orange集团供应商管理及创新资深副总裁、 欧航旗

商务咨询(北京)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在法国电信Orange集团27年的职业生涯中，汪晖担任中国区经理三年，然后自2006

年起担任战略客户经理、Wholesale France销售经理和欧航旗商务咨询(北京)有限公

司首席执行官。他还成立了联合审计合作协会（Joint Audit Cooperation ），即电信

运营商的企业社会责任（CSR）协会。 
 

王鹏（WANG Peng），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副司长 

王鹏先生现任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副司长。 

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学硕士。 

历任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

研究院副院长。 

https://www.orange.com/en/Media2/orange.com/responsabilite/Joint-Audit-Cooperation
https://www.orange.com/en/Media2/orange.com/responsabilite/Joint-Audit-Cooperation


 

 

亚洲负责任供应链(RSCA)项目  
 

本次会议是亚洲负责任供应链（RSCA）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该项目是欧盟（EU）、

国际劳工组织（ILO）和经合组织（OECD）之间的合作，由欧盟资助。RSCA 项目与亚

洲合作伙伴一道，共同促进全球供应链中的负责任商业行为。 

 

RSCA 项目的总体目标是通过确保投资者和企业更好地理解企业社会责任，促进智能型、

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创造有利于促进负责任商业行为和增加对话机会的政策环境。

该项目是与六个亚洲经济体合作实施，即中国、日本、泰国、越南、菲律宾和缅甸。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亚洲负责任供应链”项目（OECD-EU-ILO Responsible 

Supply Chains in Asia Programme）。 

 
 

 
 

https://mneguidelines.oecd.org/globalpartnerships/responsible-supply-chains-asia/
https://mneguidelines.oecd.org/globalpartnerships/responsible-supply-chains-as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