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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制定目的 

HD HYUNDAI INFRACORE（以下简称“公司”）为了检查和评估在整个业务运营中可能发生的损

害生物多样性的风险，特制定旨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本政策。本政策的制定参考了国际社会的

《生物多样性公约》（CBD：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

际贸易公约》（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和《IUCN自然保护地管理分类应用指南》（IUCN：Guidelines for Applying 

Protected Area Management Categories）。 

 
2. 适用范围 

公司的国内/外经营场所、在职员工、子公司均适用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同时建议本公司的客

户、合作公司等利害关系者采纳本政策。公司以本政策为基础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活动，但优

先遵守当地法律及法规。 

 
3. 治理 

1) 责任 

公司最高决策机构ESG委员会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的方向、计划以及执行进行审议和表决。通

过由首席执行官（CEO）及主要决策者组成的ESG经营委员会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计划与活动进行

管理/监督。 

2) 执行 

在公司内部设立主管生物多样性保护活动的部门并负责相关工作。评估损害生物多样性的风险，

并开展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活动。 

3) 处理与受理投诉 

公司运营投诉渠道，如果在业务运营过程中发生损害生物多样性的情况，可受理来自内/外利

害关系者的投诉。公司针对投诉事项制定应对方案，如投诉事项给当地社会造成了巨大影响，

或者存在损害企业风评的隐患，则由ESG经营委员会等最高决策机构商议应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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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培训与信息公示 

1) 培训 

公司面向在职员工与公司内外利害关系者开展有关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培训，以此改善认识，

让员工在工作中以生物多样性为考量。 

2) 信息公示 

公司通过便于公司内外利害关系者获取信息的综合报告和官方网站等外部渠道公开生物多样

性保护活动的现状。 

 
5. 生物多样性保护原则 

1) 以生物多样性国际公约和IUCN¹保护区为考量，努力保护生物多样性。 

2) 防止经营场所的生物多样性受到损害 （NNL：No Net Loss，无净损失），开展保护生物

多样性的活动，截至2050年实现净积极影响（NPI：Net Positive Impact）增长。 

3) 支持旨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相关倡议。 

¹严格自然保护区（IUCN Category Ia类）、荒野地保护区（IUCN Category Ib类）、国家公园（IUCN Category 

II类）、自然历史遗迹或地貌（IUCN Category III类）、生境或物种管理区（IUCN Category IV类） 

 

 

6. 执行体系 

公司以生物多样性保护原则为基础，执行旨在保护经营场所附近地区生物多样性的执行体系。

在开展新业务或撤走旧业务时，落实本执行体系。此外，在国家机关、当地社会等利害关系者

对经营场所的运营可能损害生物多样性表示担忧时予以执行。由此制定管理生物多样性的指标

与目标，采取缓解措施（保护-复原-扩大），并构建以指标为基础的监控体系。 

代表投诉渠道 

> 部门名称：ESG Team 

> 电子邮箱： hdi.esg@hd.com 

> 官方网站：https://www.hd-infracore.com/kr/contact-us 

> 通讯地址：京畿道城南市盆唐水西路477 13F HD HYUNDAI INFRACORE ESG Team 

mailto:hdi.esg@hd.com
http://www.hd-infracore.com/kr/contac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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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物多样性风险评估 

立足于TNFD框架的LEAP分析法，了解经营场所分析边界对自然资本的脆弱性以及依赖度-影响度，

通过场景分析识别危险/机会区域，掌握对自然资本产生的影响，推导出优先管理区域。 

2) 指标设定与目标管理 

(1) 指标设定：根据生物多样性风险评估结果，构建并管理整体业务运营的管理指标。与此

同时，分辨国内/外经营场所分析边界的保护物种与保护区域，开展保护个体数量和地区的管

理工作。 
 

<生物多样性管理指标> 

- 水紧缺（水资源可利用性） 

- 土壤流失风险（土质） 

- 水域富营养化程度（水质） 

- 邻近保护区的面积、数量、距离 

- 各种植被的面积 

 

- 洪水风险（洪水） 

- 空气污染物质浓度（空气质量） 

- 城市气温上升危险度 （气候） 

- 邻近地区濒危物种的数量 

- 自然植被暴露度 

 

(2) 目标管理：为保护整体业务的生物多样性，公司设定中长期目标，并定期检查执行现状。

在对风险评估结果、国内/外规则与动向、利害关系者的意见进行综合后设定目标。 

3) 实行缓解措施 

基于此前设定的指标与目标，采取立足于当地的缓解措施（保护-复原-扩大），必要时与利害

关系者进行合作，采取尽量减少业务运营负面影响的措施。 

4) 在指标基础上进行监控 

对缓解措施（保护-复原-扩大）的效果进行持续监控，定期检查定量管理指标的合理性、目标的

执行现况及其过程。 

 

* 本政策制定于2024年03月25日。 

1) 生物多样
性风险评估 

2) 指标与目
标管理 

3) 实行缓解
措施 

4) 基于指标
进行监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