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什么是建行 

 

2021年 7月 30日，南方周末发布 2020年度中国企业社

会责任榜，其中包括 300强总榜单和银行、互联网、房地产

等行业榜单。在今年的 300强总榜单中，建行以 80.60分的

成绩位列第二，这一排名比去年上升了 11 位。在银行业榜

单中，建行位列第一，这是建行连续第二年位居行业榜首。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榜是南方周末发起的、一份超越了以

财务回报为核心的评价榜单，是对企业创造的经济价值、社

会价值和环境价值进行的综合评估。榜单连续发布 18年间，

很多企业的社会责任得分排名在这份榜单上起起落落，也有

企业因发生重大负面事件被一票否决，剔除榜外。由此，居

于行业榜首，并在总榜中实现跃升的建行便值得关注。 

如果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榜只代表了国内媒体智库的

评价，那么不妨来看看国际机构对建行社会责任的评级。当

前，在有关企业社会责任评级评价的国际机构中，摩根士丹

利资本国际公司（中文简称“明晟”，英文简称“MSCI”）

的 ESG评级颇具代表性，广受资本市场认可。2020年 12月，

MSCI公布新一轮ESG评级结果，建行评级从BBB级升至A级，

成为中国银行业中唯一获得 A级评价的大型金融机构。 

为山九仞，功非一日。在国内国际机构评价评级中稳步

上升的背后，是建行社会责任工作的持续改进和履责成效的

不断提升。尤其是近年来，以“新金融”理念为引领，建行

社会责任迈入了全新阶段。 



 

新金融重塑责任内涵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

量。银行业金融机构对社会责任的认知应该与经济社会发展

形势相适应，履行社会责任的成效应该与自身影响相匹配。 

然而，面对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传统金融服务

的功能显露出不足，这突出表现在：片面迎合股东对投资回

报的要求，从而弱化了对社会大众、小微企业等“低收益”

客户诉求的响应；过于追求当期和短期绩效，导致对经营中

的潜在风险把控不足；盲目追逐新业态，金融资源脱实向虚，

等等。 

金融服务功能的不足，必然导致银行机构的履责成效与

公众期望之间出现差距，比如对于金融服务的“弱势群体”

而言，金融的普惠性未能得以彰显；对于经济社会运行而言，

金融的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很显然，面对新时代新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社会责

任内涵需要深化，金融的服务功能需要校准。建行旗帜鲜明

地提出“拥抱新金融”，并不断阐释和丰富新金融理念。建

行认为，在价值观上，新金融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金融发展

理念，坚持“人民至上、金融向善、义利合一”的价值追求，

推动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的本源，实现从资本转向人本，从客

户思维转变到用户思维。升华到人民思维，从而更好地回应

和服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方法论上，要“跳出金融

做金融”，用社会工作者的视角和金融工作者的专注，重修

金融水利工程，将解决社会痛点难点问题作为工作的目标。



在机构定位上，应充分认识到银行业金融机构是为大众服务

的机构，理应根植大众、服务大众，而不是高高在上。在业

务经营中，新金融应充分体现普惠性、共享性和科技性三大

特点，普惠性要求提升金融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得性；共享性

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开放平台资源、输出机构能力，让金融

成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科技性是指将金融与现

代科技充分结合，提升金融服务能力和效率。 

新金融理念重塑了建行对银行机构社会责任的认知，使

得建行社会责任工作在价值观念和战略方向上出现显著变

化：一是全面履行社会责任已经成为内生的文化基因、价值

追求和行动自觉，二是社会责任工作逻辑从内部工作需要转

向外部社会需求，并扩展到主动参与社会治理，三是社会责

任工作重点确定为通过全面履行社会责任来服务和建设美

好生活。 

拓展边界与坚守本源 

认知决定行为。在新金融理念指导下，建行社会责任工

作开启了新局面，不断拓展着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履责边界，

深化履责内涵。 

2018年，建行推出“劳动者港湾”，将营业网点向社会

公众开放，为快递小哥、环卫工人、出租车司机等户外工作

者提供热饭、歇脚、喝水、充电、上厕所的地方。这项看似

不起眼的举措，为数以万计的户外劳动者带来了便利，而且

很快产生了“向上向善”的溢出效应。建行客户、公益组织

等各类机构与建行合作，开展“劳动者港湾+”建设，防诈

骗讲座、健康讲座、读书分享、司法普及、志愿服务等不断



丰富着港湾的服务内容。有的港湾还走出了网点，走向社区

和乡村。 

在保障正常开展业务的情况下，将企业资源最大限度开

放，服务社会需求。这充分体现了企业与社会“共建共享”

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同样的理念在建行实施的“金智惠民”

教育培训工程也得以体现。在做好本行员工专业培训的同时，

“金智惠民”面向行外赋能社会，特别是小微企业主、个体

工商户、学生和农民群体开展金融知识教育普及，增强社会

公众学金融、懂金融、用金融的能力。培训不仅在课堂进行，

也在乡村的田间地头展开。 

润物无声，改变悄然发生。这些履责实践的显著效应是

提升了社会公共福利，无论是为户外工作者提供便利，还是

提升全民金融素养，建行的服务对象都没有局限在与自身业

务直接关联的利益相关方，而是面向社会大众，这无疑拓展

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边界，为履责创新提供了新的可能。

成人达己。企业也收获了来自公众的由衷点赞——金融机构

并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可以如此亲民。 

拓展边界并不是没有边界。对于银行业金融机构而言，

无论履责形式如何创新、边界如何拓展，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的本质始终不变，这是任何一家银行机构的首要社会责任。

稍有不同的是，建行将支持实体经济的举措从大行业、大客

户延伸至小行业、小客户，加大了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

农民等群体的融资支持。这正是建行所倡导的新金融理念的

普惠性的集中体现，让全体社会成员公平享有金融服务的机

会。 



打造“惠懂你”APP 有效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问题；布设遍及全国乡镇农村的六十多万个“裕农通”金融

服务点，打通农村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为乡村振兴提供

有效的金融支撑；创新推出“民工惠”金融产品，缓解企业

融资难、民工工资发放难问题。瞄准金融“弱势群体”的需

求和社会痛点，是服务理念的变化，更是国有大行的责任担

当。 

 服务下沉，丝毫没有影响建行作为国之重器的本色。

相反，却为人们一贯认为的“高冷”的金融增添了温暖的底

色。将企业发展融入社会发展大局，将解决公众需求作为业

务目标，建行这种新金融履责理念的深化，带来了工作思路

的开阔，业务拓展更加广泛，经营根基更加厚实，自身的发

展也更具韧性。过去一年，在全球经济发展不确定增加、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的背景下，建行各项经营指标稳步向好。

截至 2020年末，建行普惠金融贷款余额达 1.45万亿元，余

额新增均列市场第一。建行数字普惠模式成为央行制定普惠

金融行业标准的基础蓝本。在零售业务方面，建行已经累计

超 7亿个人客户，这就是说每两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是建行

的零售客户。 

进阶的责任管理 

责任理念需要在实践中落地，责任实践需要通过科学的

管理提升绩效。 

在推进社会责任建设过程中，建行逐渐形成了一套精细

的责任管理体系和工作方法，总体来看，涵盖了组织领导、

战略推进、培训交流、信息披露等举措。通过高层引领价值



追求、全行认同深入践行，以及科学精细的责任管理体系，

建行的责任管理有了新的提升。 

在社会责任组织架构方面，建行在董事会下设关联交易、

社会责任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的基础上，又于今年在管

理层设立了 ESG管理推进委员会，进一步加强了社会责任和

ESG管理工作。在董事会和管理层相关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

总行各部门、各分支机构负责推动社会责任战略和 ESG管理

落地并融入经营管理，保证了全行履行社会责任工作的有序

推进。 

在战略推进方面，建行致力于将“服务大众、促进民生、

低碳环保、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责任战略融入经营管理、客

户服务、产品创新中，倡导和践行“共建美好社会、共享美

好生活”的理念，深化全行对推进社会责任战略、全面履行

社会责任的理解。同时，提出和践行“带上员工做公益、带

着客户做公益、带动机构做公益、融合业务做公益”的公益

理念，让企业公益慈善不仅只是企业行为，而是联合员工、

客户和机构多方力量参与，实现公益慈善由单个企业到多方

联合，凝聚合力。 

在培训交流方面，建行一方面加强内部社会责任管理条

线培训，增强全行社会责任管理的专业性。拓展与相关专业

机构的合作，开展 ESG信息披露、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等社

会责任专项培训，提升全员对社会责任的认知与理解。另一

方面，积极回应 TCFD（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等国

际倡议，增强与国际机构的合作交流。 



在信息披露方面，建行连续 16 年发布社会责任报告，

向利益相关方披露企业履责信息，报告披露了丰富的履责数

据。为保证数据质量，报告进行了第三方鉴证。此外，建行

还在官网开设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专栏，这有助于投资

者、智库、评级机构及时了解其社会责任工作动态。无论是

南方周末的社会责任评价还是 MSCI 的 ESG 评级，企业公开

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都是重要的参考依据。 

启示和建议 

 “新金融”理念深化了金融业社会责任内涵，新金融实践

证实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自身稳健发展并行不悖，且相得

益彰。 

在建行实践中，履行社会责任不是简单的捐款捐物，而

是要用金融向善的力量，在经营管理中全面履行社会责任，

不断解决社会痛点难点问题，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客户营销和客户服务深化为共建共享

与合作共赢关系，员工工作的社会价值得到挖掘和彰显，客

户需求被更好地服务和满足，企业也赢得了发展机遇。 

从理念重塑、战略推进到实践创新和管理提升，建行社

会责任工作在拓展边界和坚守本源中一步一步进阶。对于银

行业金融机构开展社会责任管理、提升履责绩效而言，建行

的履责实践具有借鉴意义。 

第一，社会责任理念需要适势创新。企业社会责任处在

动态发展之中，伴随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企业与社会

之间的关系、社会公众对企业的履责诉求也有所不同。因此，

企业需要及时更新社会责任理念，并据此开展创新实践。 



第二，社会责任工作需要坚持长期主义。银行业社会责

任工作起步相对较早，建行作为第一家上市的国有大型商业

银行，社会责任工作起步更早。从 2007 年发布第一份行业

社会责任报告，到如今评级评价位居行业榜首，这是长期坚

持的结果。企业对社会责任工作应有长期耕耘的心态。面对

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企业更需要坚定履行社会责任

的决心，良好的责任治理基础和履责实践将是企业应对未来

各种挑战的有力武器。 

第三，社会责任管理需要保障机制。作为一项专业工作，

社会责任管理需要系统的保障机制，包括组织架构、规章制

度、知识管理、交流传播等。南方周末开展的银行业社会责

任调研评价显示，在调研评价的 50家银行中，48%的银行没

有制定社会责任专项规划，38%的银行没有设立社会责任相

关岗位。银行业在社会责任管理方面有所提升，仍有较大的

改善空间。 

企业经营始终处在动态变化中，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也

是。没有一家企业可以说自己的社会责任履行臻于完美，建

行也不例外。 

在南方周末的银行业社会责任调研评价中，我们看到，

相比其他行业，银行业社会责任管理普遍起步较早，信息披

露相对规范，但是仍有改进和提升的空间。面对碳达峰、碳

中和“3060”目标和 ESG责任投资要求，银行业如何有效发

展绿色金融值得期待。金融强监管持续发力，银行的合规运

营仍需要不断改进。此外，国内外大型企业设立自身的企业



公益基金会或专项基金、推进公益慈善专业化精细化的做法，

也值得大型银行机构参考借鉴。 

 “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

兴；经济强，金融强。”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道出了金融和

实体经济的辩证关系以及金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和

天职。面对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金融业应该有更

大的担当。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履责实践为金融和经济社会

的协同健康发展探路。 

 

注：转载自《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