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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大中華企業可持續發展指數（Greater China Region Business Sustainability Index / GCBSI） 
 
為鼓勵企業對大灣區社會及環境帶來正面影響，商業可持續發展中心在 2021 年推出大中華企業

可持續發展指數（GCBSI），邀請於上海、深圳、台灣及香港的上市公司參與。 
 
今年，GCBSI 企業整體得分達 51.86 分，較去年上升 11%。在上海及深圳的企業得分升幅尤為

明顯，分別達 17.32% 及 30.19%。然而，台灣及香港企業的得分，分別只有 3.98%及 1.69%的

輕微升幅。 
 
不過，台灣企業的平均得分達到 68.68 分，較香港（59.65 分），上海（43.04 分）及深圳

（34.80 分）都為高。總括而言，台灣企業能更有效地透過不同渠道披露與 CSR 相關的資訊。

對比香港、上海及深圳的企業，他們能夠在公司網頁上展示更全面的 CSR資訊。 
 
台灣及香港企業較能兼顧各類持份者，包括「社會」、「客戶」、「僱員」、「環境」、「政

府」、「投資者」和「供應商」。上海及深圳的企業則較重視對「政府」及「投資者」。上海

市場發展較成熟，當地企業在 CSR上的表現也較好。 
 
香港的企業對「投資者、客戶、僱員、供應商」這等第一類持份者的著重程度，較第二類持份

者即「社會、環境、政府」為高，反映他們採取以市場導向為主的可持續發展戰略。他們的可

持續發展戰略傾向聚焦於核心價值鏈發展，多於著重社會層面的持份者。 
 
受新冠疫情影響，自 2020 開始起，企業採取了不同措施應付前所未見的危機，因而減少投入社

會關顧方面的工作，例如義工服務及對社區項目的預算。台灣、香港及上海的企業在這方面的

開支分別下降了 8%，11%及 9.4%，只有深圳在這方面的得分上升了 25.9%。 
 
在環境保護實踐方面，香港和台灣企業分別減少了 9%和 3.9%。自 2020年起，區內經濟不景氣，

很多企業都削減了對環境工作的投入及義工服務的開支，企業甚至需要減少或暫停其生產線及

服務，如此一來，對處理環境事宜的需求也降低了。但另一邊廂，上海及深圳的企業為了應付

政府在環境保護方面較為積極的目標，相應的投入卻按年增長了 13.2%及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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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 GCBS – VPI 總分數 

 
 

 
 
第二屆 GCBSI – 企業十強排名 
排名 企業名稱 
1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2 匯豐控股有限公司 
3 中銀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4 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 
5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6 中國信託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7 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8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9 中電控股有限公司 
10 萬海航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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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至二屆大中華企業可持續發展指數 (GCBSI) 地區趨勢

Total Value Management Practice Impact
1st GCBSI 46.88 51.96 54.34 55.02 30.07
2nd GCBSI 51.86 53.84 61.36 87.41 3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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