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本要素：尽责管理的特征  

 

尽责管理是预防性的 

尽责管理的目的首先是避免对人、环境与社会造成或助长不利影响，并寻求防范因业务关系而与运营、

产品或服务直接相关的不利影响。不利影响不能避免时，尽责管理应让企业能够减轻不利影响，防范不

利影响再次发生，并且在相关的情况下，补救不利影响。 

尽责管理涉及多个过程与目标 

《经合组织跨国企业准则》中尽责管理的概念涉及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过程，用于识别、防范与减轻不利

影响，跟踪实施情况与结果，并沟通企业如何通过自身运营、供应链与其他业务关系消除不利影响。尽

责管理应是企业决策与风险管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尽责管理能够基于（尽管其范围

更广）传统交易或“认识交易对手”（KYC）尽责管理过程发展起来。将负责任商业行为融入政策与管

理体系，能帮助企业防范对负责任商业行为议题产生不利影响，还能通过明确企业战略、开展员工能力

建设、确保资源可用性及沟通来自高层的明确立场，支持有效的尽责管理。 

尽责管理与风险相称（基于风险） 

尽责管理是基于风险的。企业为开展尽责管理而采取的措施应与不利影响的严重性与可能性相称。不利

影响的可能性与严重性均很高时，应开展更全面的尽责管理。尽责管理还应与对人权、环境与腐败等负

责任商业行为议题产生的不利影响的性质相适应。这涉及针对特定风险定制方式，并考虑这些风险如何

影响不同群体，比如将性别视角应用于尽责管理。 

尽责管理可涉及优先级排序（基于风险） 

如果不能一次性消除所有已识别的影响，企业应根据不利影响的严重性与可能性，对需要采取的行动进

行优先级排序。一旦最重要的影响得到识别并处理，企业应继续消除相对次要的影响。企业如果正在对

负责任商业行为议题造成或助长不利影响，应无例外地停止正在造成或助长影响的活动，提供条件或合

作开展补救。优先级排序的过程也是持续进行的，在有些情况下，可能出现或正在出现新的不利影响，

可优先消除这些影响，然后再应对相对次要的影响。例如，在优先考虑人权风险的情况下，潜在不利影

响的严重性是对响应进行优先级排序中的主导因素，如延迟响应会导致影响不可补救。 

尽责管理是动态的 

尽责管理的过程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持续进行、快速响应并不断变化的。它包含反馈环路，企业因此

能够汲取经验，了解什么有效和什么无效。企业的目标应为逐步改善体系与过程，以避免并消除不利影

响。通过尽责管理过程，企业应能充分应对情况变化（如国家的监管框架发生变化、行业中出现新的风

险、开发新产品或新业务关系）可能带来的风险状况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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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责管理不转嫁责任 

业务关系中的每家企业均有责任识别并消除不利影响。《经合组织跨国企业准则》提出的尽责管理建议，

其意图不是为了将责任从政府转嫁到企业，或者从造成或助长不利影响的企业转嫁到因业务关系与不利

影响直接相关的企业。相反，《经合组织跨国企业准则》建议，每家企业对不利影响履行自身的责任。

在有些情况下，不利影响与企业的运营、产品或服务直接相关，企业应尽量寻求利用自身影响力，单独

或与他人合作，实现变革。 

尽责管理涉及国际上认可的负责任商业行为标准 

《经合组织跨国企业准则》提供与适用法律和国际上认可的标准一致的负责任商业行为原则与标准。

《准则》指出，遵守企业运营和/或常驻所在辖区的国内法律是企业的首要义务。尽责管理能够帮助企

业履行《经合组织跨国企业准则》相关事务的法律义务。在有些国家，国内法律法规与《经合组织跨国

企业准则》的原则与标准存在冲突，尽责管理还能帮助企业在最大程度上遵守《经合组织跨国企业准

则》，同时又不违反国内法律。在有些情况下，国内法律还可能要求企业就某个特定负责任商业行为议

题（如与国外贿赂、现代奴隶制或来自受冲突影响和高风险区域的矿石等具体负责任商业行为议题相关

的法律）采取行动。 

尽责管理符合企业情况 

尽责管理的性质与程度可能受多个因素的影响，如企业规模、运营环境、商业模式、供应链中的位置，

及其产品或服务的性质。业务范围广、产品或服务众多的大型企业，与产品或服务种类有限的小型企业

相比，可能需要更正式、更全面的制度，以有效识别与管理风险。 

尽责管理能够进行调整，以适于处理与业务关系合作的限制 

企业在如何影响业务关系以终止、防范或减轻有关负责任商业行为议题的不利影响或进行补救方面，可

能面临实践与法律限制。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自身可能没有市场力量影响业务关系。企业可寻求通

过合同安排、资格预审要求、表决权委托、许可或特许协议；还可通过合作，整合行业协会或跨行业倡

议的影响力，克服上述挑战，以影响业务关系。 

尽责管理通过与利益相关方合作的方式开展 

利益相关方是利益可能受企业活动影响的个人或群体。利益相关方参与的特征是双向沟通。及时与利益

相关方分享相关信息，帮助其做出知情决定，且这些信息应该以利益相关方能够理解和获取的格式进行

分享。利益相关方参与需各方真诚，才有意义。利益相关方开展有意义的合作在整个尽责管理过程中都

非常重要。尤其是企业可能造成或助长或已经造成或助长不利影响时，与受影响或潜在受影响的利益相

关方合作将非常重要。例如，根据正在消除的不利影响的性质，这可包括参与现场评估并分享评估结果、

制定减轻风险的措施、持续监测与设计申诉机制。 

尽责管理涉及持续沟通 

沟通有关尽责管理过程的信息、结果与计划是尽责管理过程本身的组成部分。通过沟通，企业能让人信

任其行动与决策，并展示真诚。企业应说明自身如何识别与消除实际或潜在不利影响，并进行相应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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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应为目标受众（如利益相关方、投资者、消费者等）可及，并足以证明企业充分响应影响。应在适

当考虑商业机密性和其他竞争性关切或安全关切的情况下开展沟通。沟通中可尽量采用各种策略，同时

尊重保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