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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世界经济论坛（WEF）公布最新一批“灯塔工厂”

名单，蒙牛集团旗下全数智化超级工厂———蒙牛宁

夏工厂成功认证“灯塔工厂”称号，成为中国乳业首家获批的

灯塔工厂。这不仅彰显了蒙牛以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数智化

转型的领先地位，也是其敢为天下先、带领中国乳业抢占全球

智能制造新高地的生动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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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2024 全国理性饮酒
宣传周启动仪式暨第二届中国

酒业 ESG 论坛活动在上海举
行。活动中，中国酒业协会酒与

社会责任促进工作委员会秘书

长元月发布了《中国酒业 ESG
发展报告（2023）》（以下简称
《报告》）。

当前，我国酒类企业已有

了 ESG 披露和评价的团体标
准。今年 7月，中国酒业协会发
布《酒类企业 ESG披露指南》
《酒类企业 ESG评价指南》两项
团体标准。标准的出台旨在规

范酒类企业的 ESG披露行为，
推动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报告》对 2023中国酒业
ESG发展概况进行了介绍。《报
告》指出，酒类企业 ESG披露情
况方面，从 A股酒类上市公司
的 ESG报告（或社会责任报告）
的发布情况来看，2023年度，在
总共 36家 A股上市公司（包括
白酒、啤酒和其他酒类上市公

司）中，共计 29家公司发布了
ESG报告（或社会责任报告），仅
有 7家公司没有发布。2023年
度中国 A 股酒类上市公司的
ESG报告披露率达到 80%以上，
远高于 A股市场 40.29%的平均
ESG报告披露率。这一比例相较

于往年有了显著提升，表明酒类

上市公司正在积极响应监管要

求，加强 ESG信息披露。
元月对此表示：“我们有 20

家白酒上市公司，只有两家没

有发布 ESG报告，披露率达到
了 90%。啤酒和其他酒类上市
公司的披露率分别是 71.4%、
66.67%。”

《报告》显示，酒类企业

ESG发展中“央企、国企担当践
行主体”。具体而言，在中国酒

类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实践

ESG过程中，央企、国有企业担
当了重要的践行主体角色。统

计调查显示，央企、国企占总调

研数量 82.6%，其中泸州老窖、
珠江啤酒等企业为首次发布

ESG报告。
企业 ESG组织架构是企业

践行 ESG 并实施管理的第一
步。酒企 ESG 组织架构方面，
《报告》指出，2023年酒类上市
公司 ESG 报告披露的 ESG 组
织与管理显示，40%的企业明确
设立 ESG工作领导小组或治理
机构，履行相关 ESG管治职责。

元月指出，当前酒企 ESG
报告的披露还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

做到信息的全面披露，会有披

露信息不平衡的特点，同时引

用的标准也不是特别的统一”。

针对“披露信息不平衡”的

问题，《报告》指出，目前，我国

酒类企业 ESG披露的信息相对
发展不平衡，但呈现全面化发

展的态势。现阶段酒类上市公

司企业的 ESG披露重点信息和
指标重点集中于公司治理方

面，包括管理体系升级、智慧平

台、人才培养以及供应商管理，

在产品研发创新发展方面，列

举投入资金、人才培养计划以

及员工培训数据作为案例数

据，着重表达 G方面的业绩表
现；同时，以头部企业为代表的

绝大部分酒类企业在社会公益

上表现极为突出；从环境治理

的项目投入上看，项目总体数

量相对较少，但投入资金和时

间成本较高，部分企业在节能

减排、水资源管理以及生态保

护等方面成绩卓著，贡献了很

多标杆案例。在党建引领方面，

仅部分央企、国企提及公司治

理中党建工作内容。

会上，2023 中国酒业 ESG
示范企业榜单亦正式发布，茅

台、五粮液、汾酒等 20 家企业
获得了该荣誉。

渊据叶每日经济新闻曳冤

叶2023中国酒业 ESG发展报告曳发布
上市酒企 ESG报告披露率超 80%

“灯塔工厂”是由世界经济

论坛和麦肯锡咨询公司共同遴

选的“数字化制造”和“全球化

4.0”的示范者，代表着当今全球
制造业领域智能制造和数字化

最高水平。

蒙牛宁夏工厂坐落于宁夏

平原中部、黄河东岸，是蒙牛首

座全数智化工厂，同时也是目前

全球最大的液态奶单体工厂。从

设计之初，该工厂就明确了“高

效、智能、绿色可持续”的理念，

自投产以来，蒙牛宁夏工厂便以

其先进的自动化、数字化、智能

化和可持续的深度实践，成为业

界瞩目的焦点。

目前，宁夏工厂通过打造

5G+立体化、效益化、高效化、智
能化一体的“绿色智慧”工厂，实

现了全系统、全链条、全流程、全

自动的“全数智化”，不仅更加精

准地洞察消费者需求和市场趋

势、显著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

确保了产品从源头到终端都经

过严格的品质把控，保障每一滴

乳制品的营养和安全，从而让数

智驱动的乳业新质生产力从蓝

图变为现实。

据了解，得益于自动化设

备、物联网技术和大数据分析平

台等数智化技术的全面应用，蒙

牛宁夏工厂可实现“三个一百”：

即 100名员工、创造 100万吨年
产能、实现 100亿元年产值。与
传统工厂相比，蒙牛宁夏工厂人

均效能可提高 20倍，打造出全
球乳业工厂最高年度人效比，向

全世界展示中国智能制造的新

未来。

高速纸包灌装系统平均每

秒灌装 12包牛奶，一盒牛奶从
牧场到包装下线全程不超 13小
时；生产过程中 100 多项业务
点、上千个动作要素、36个关键
控制点、139项检验项目，可全部
通过数字化在线管控……这一

系列亮眼的数字，正是在数智化

驱动下，蒙牛宁夏工厂打造出乳

业智能高效新传奇。

据介绍，蒙牛宁夏工厂最大

突破就是创新性地提出“134556”
数智密码，实现了战略、运营与

AI决策的深度融合，树立了全球
乳制品智能制造的新标杆。值得

一提的是，该工厂通过数智化应

用实现了“三个彻底打通”，即从

牛奶到餐桌的产业链打通、工厂

内所有设备的接口连接全部打

通、整个系统集成打通。这意味

着牛奶的生产过程不是离散的

数智化升级，而是三个“全链条”

彻底打通的“全数智化”。

基于这“三个彻底打通”的

理念，蒙牛宁夏工厂实现“去部

门建平台”，以算法驱动决策精

简传统的 9个部门模式，搭建了
“六大平台”：智慧采供、智慧能

源、智慧生产、智慧检验、智慧物

流和智慧园区。这六大平台覆盖

了从产线安防、日常办公、人员

流动等各个方面，以数字化的智

慧应用推动整个园区的高效能

运转。而且，基于全数智化逻辑

和新的运营模式，工厂的组织架

构也相应地作出了调整。不同于

传统工厂的“金字塔式”的管控

命令模式，智慧工厂采用网络与

平台化管理，赋能激活模式，形

成一人多岗、随机调动的灵活作

业方式。

建成一年以来，宁夏工厂四

大指标“坪效”“人效”“品效”“能

效”表现优异，真正实现了“四

效合一”。与传统工厂相比，宁

夏工厂空间利用率提升 37%，
包装效率提升 67%，坪效提升
2.06 倍；在人效上，劳动生产率
提高近 20 倍，实现“百人百亿”
的突破；在品效上，实现产品精

度提升 55%、质量缺陷减少
60%，并且质量一键追溯效率从
2 小时缩短到 2 分钟；在能效
上，智慧能源系统优化设备数

量，减少异常损耗，实现能源消

耗整体降低 43%。
此外，宁夏工厂还应用了磁

悬浮、智能包装控制、智能装车

等前沿技术，并率先创建智慧黑

灯实验室，建立乳业首个黑灯物

料库房，实现了生产流程的高度

集成与自动化。据统计，宁夏工

厂共获得 154 多项专利与软件
著作权，实现 1270项技术创新
突破。

宁夏工厂作为蒙牛数智化

转型的标志性成果，其成功投产

驱动了产业上游资源布局的深

度变革，为整个奶业产业链带来

了深远影响：通过打通上中下

游，该工厂聚合全球九个国家 39
家合作伙伴的优势资源，实现全

产业链的数智化升级；不仅提升

了自身的运营效率与产品质量，

还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促进

了数字化人才的回流与培养，并

带动“种植垣养殖”一体化发展，
为当地产业链带来 3000多个岗
位；为乳业数智化转型树立范

例，对外技术产品服务可实现商

业化复制。

在追求高效生产的同时，蒙

牛宁夏工厂积极响应国家绿色

发展号召。工厂通过智慧能源系

统的应用，实现了能源消耗的显

著降低和碳排放的有效控制。目

前，该工厂已通过由美国绿色建

筑委员会颁发的 LEED“能源与
环境设计先锋奖”绿色建筑金级

认证，成为绿色建筑的典范。这

种从源头到终端的绿色发展模

式，不仅提升了企业的可持续发

展能力，也为行业的绿色发展树

立了榜样。

除了宁夏工厂的“向绿”实

践，蒙牛还打造了中国乳业首家

获得国内外双认证的“零碳工

厂”，以及 30家国家级绿色工厂。
到 2030年，蒙牛力争打造 50家
绿色标杆工厂，实现 50%可再生
清洁能源利用。在最新公布的

MSCI ESG 评级中，蒙牛保持
“AA”行业最高评级，持续领跑中
国乳业可持续发展。 渊据新华网冤

蒙牛宁夏工厂成功认证野灯塔工厂冶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国家

发展改革委办公厅、生态环境部

办公厅日前印发《碳排放计量能

力建设指导目录（2024版）》（以
下简称《指导目录》）。作为我国

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进程

中的一项重要举措，《指导目录》

的发布标志着我国碳排放计量

体系建设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为

各行各业提供了精准的碳减排

“行动蓝图”。

《指导目录》涵盖 39个关键测
量参数、82种检测标准方法、108
种测量仪器设备、85项国家计量
技术规范、55项社会公用计量标
准，为各级计量技术机构、重点排

放单位和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

业主提供了全方位的参考和指导，

旨在全面提升我国碳排放计量能

力，确保碳排放数据的准确性和可

靠性，为碳市场建设和温室气体减

排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另据了解，《指导目录》具有

较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例如，

针对火力发电、铝冶炼、水泥、钢

铁等高排放行业，明确了燃料消

耗量、燃料发热量、原料中碳含

量等关键测量参数，以及相应的

测量仪器设备和技术规范。这些

参数和设备的精准测量将有效

解决过去碳排放数据质量偏低、

测量量值缺乏溯源性或溯源链

不完整、不清晰等问题，为企业

节能减排提供科学依据。

在测量仪器设备方面，《指

导目录》推荐了烟气排放连续监

测系统（CEMS）、非分散红外气
体分析仪等先进设备，这些设备

能够实时监测并精确计算碳排

放数据，为碳排放核算数据的准

确性验证提供有力支撑。同时，

《指导目录》还强调了计量器具

的溯源性要求，确保测量数据的

准确性和可比性。

据悉，下一步，相关部门将

加强对《指导目录》的宣传和培

训，推动各项措施落地生根。

渊据叶光明日报曳冤

企业有了碳排放计量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