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Commerce Letters 电子商务评论, 2025, 14(6), 1647-1655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61909 

文章引用: 张名瑀, 孟庆峰, 李真, 王诗璇. 电商企业安全风险与 ESG 表现的复杂因果关联探究[J]. 电子商务评论, 
2025, 14(6): 1647-1655. DOI: 10.12677/ecl.2025.1461909 

 
 

电商企业安全风险与ESG表现的复杂因果关联

探究 

张名瑀，孟庆峰，李  真，王诗璇 

江苏大学管理学院，江苏 镇江 
 
收稿日期：2025年4月29日；录用日期：2025年5月16日；发布日期：2025年6月17日 

 
 

 
摘  要 

本论文聚焦电商企业，深入探究安全风险与ESG表现之间的复杂因果关联。通过对12家国内外上市电商

企业2018~2023年的数据进行定量分析与典型案例研究，验证了安全风险事件对ESG评分的显著负向影

响，以及高ESG表现企业在抵御安全风险方面的优势。研究结果表明，电商企业安全风险与ESG表现存在

双向因果关系，为企业平衡风险管理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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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dissertation focuses on e-commerce companies to explore the complex causal association be-
tween security risk and ESG performance. By quantitatively analyzing the data of 12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listed e-commerce enterprises from 2018~2023 with typical case studies, it verifies 
the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f security risk events on ESG scores and the advantages of high ESG-
performing enterprises in withstanding security risk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re is a bidirec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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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ecurity risk and ESG performance in e-commerce enterprises, which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enterprises to balance risk manage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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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近年来，全球电子商务市场呈现爆发式增长。《2024 年至 2028 年全球零售电商预测》报告发布了，

数据显示，预计全球电商销售总额将从 2023 年的 4.4 万亿美元增长至 2028 年的 6.8 万亿美元，占全球零

售额的 24%，复合年增长率(CAGR)将达到 8.9%。这一迅猛发展势头，得益于新兴市场的崛起、电商成熟

度提升及支付方式创新等因素。然而，高速发展的背后，安全风险问题日益严峻。网络安全方面，2023
年全球电商行业遭受的网络攻击次数同比增长 32%，数据泄露事件频发，如国内某知名社交电商平台因

用户数据泄露导致数百万用户信息外泄；供应链风险上，地缘政治冲突、自然灾害等因素致使物流中断、

库存积压，严重影响商品交付[1]；数据隐私领域，监管环境日益严苛，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
实施后，对企业数据收集、存储、使用和共享等环节提出严格要求，违规企业将面临巨额罚款。这使得

电商企业在数据管理上需投入更多资源，以满足合规需求，否则将面临法律风险与声誉损失。 
与此同时，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理念在全球资本市场和企业战略中占据重要地位。投资者愈

发关注企业的 ESG 表现，将其作为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在电商行业，ESG 不仅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

体现，更是提升品牌形象、增强市场竞争力的关键[2]。例如亚马逊推广可再生能源、阿里巴巴构建“绿

色物流”体系，都通过 ESG 实践赢得消费者认可。然而当前多数电商企业仍将安全管理与 ESG 建设割

裂看待。某社交电商平台因数据泄露事件 MSCI 评级骤降，市值一周内蒸发超百亿美元。这种管理模式

既削弱了企业抗风险能力，也制约了 ESG 目标实现。实际上，安全风险管理与 ESG 建设存在相互促进

的内在联系，对电商企业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1.2. 理论与实践意义 

在理论层面，当前学术界对企业安全风险与 ESG 的研究呈现明显的割裂态势。现有文献大多集中于

单一领域的探讨：关于企业安全风险的研究，往往聚焦于网络攻击防范、供应链中断应对、数据隐私保

护等具体技术或管理手段，侧重从运营安全和技术保障角度构建理论框架；而 ESG 领域的研究，则更多

围绕环境治理、社会责任履行、公司治理优化等维度展开，强调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意义。这种分野导

致二者间的互动关系长期被忽视，尤其是在电商行业这一数字化程度高、安全风险复杂、ESG 诉求迫切

的领域，尚未形成系统性的理论体系。例如，现有研究未能充分解释网络安全事件如何通过损害企业声

誉影响其社会维度 ESG 评分，也缺乏对 ESG 治理体系如何反作用于安全风险防控机制的理论阐释。本

研究将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风险管理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深入剖析电商企业安全风险与 ESG 表现

的内在逻辑，构建包含双向因果关系的理论模型，填补该领域的研究空白，为企业风险管理与可持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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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理论注入新内涵，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在实践层面，本研究结论对电商企业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当前，众多电商企业在安全管理与 ESG

建设方面存在脱节现象，既未能有效应对安全风险对 ESG 表现的负面影响，也未能充分发挥 ESG 体系

在风险防控中的积极作用。例如，某头部电商平台曾因数据泄露事件导致 ESG 评级大幅下降，引发消费

者信任危机和股价波动；另有企业虽在 ESG 报告中展现良好的社会责任形象，但实际运营中却因供应链

安全漏洞导致商品交付延迟，损害了企业信誉。本研究将通过实证分析明确安全风险与 ESG 表现的量化

关系，帮助企业认识到每发生一次重大安全事件可能导致的 ESG 评分降幅，以及 ESG 体系完善后对风

险发生概率的降低程度。在此基础上，研究将提出针对性的安全策略与 ESG 提升方案，指导企业将安全

管理纳入 ESG 战略框架，建立协同治理机制；通过优化信息披露、加强利益相关者沟通，将 ESG 建设成

果转化为抵御安全风险的实际能力，最终实现安全管理与 ESG 绩效的协同提升，助力企业在复杂多变的

市场环境中实现长期稳健发展。 

1.3. 研究现状 

1) 电商企业安全风险研究 
国内外学者对电商企业安全风险进行了广泛研究。在网络安全方面，李绪龙等(2024) [3]立足网络安

全、数据安全视角，对中外法律及监管执法进行比较分析，通过专题调研提出相关对策，为我国跨境电

商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Zeng 等(2022) [4]探讨云计算环境下基于大数据的电商网络安全问题，分析

风险，计算综合风险值，提出改进策略以保障安全。马铭惠等(2019) [5]针对电商 DDoS 攻击难题，设计

网络安全架构模型，经 Kali 模拟攻击与 BP 神经网络分析，实现攻击响应预警，强化网络安全。 
供应链风险研究中，跨境电商在推动出口贸易增长时面临多维度供应链风险，陈俏丽(2024) [6]研究

识别新风险因素，建议企业强化风险意识，采取多种措施规避风险。高腾飞(2022) [7]从同业网络视角分

析跨境电商企业供应链风险，并提出针对性解决对策，为行业发展提供参考。Zhou 等(2022) [8]针对 B2C
跨境电商供应链风险，构建多种模型研究风险因素，经仿真与指标计算，提出从企业内外着手的风险避

让策略。 
2) ESG 在电商行业的应用研究 
关于 ESG 在电商行业的应用，已有研究从不同维度展开。Yu 等(2025) [9]研究发现电子商务显著抑

制企业漂绿行为，通过强化信息披露发挥作用，且能促进 ESG 绩效，在高绿色创新企业中效应更显著。

陈汉林等(2025) [10]运用双重差分法检验跨境电商综试区政策对企业 ESG 表现的影响，研究证实政策显

著提升 ESG 表现，对多类企业影响更优，主要通过数字化转型等路径发挥作用，并据此提出发展建议。

李常青等(2024) [11]研究发现跨境电商显著提升企业 ESG 表现，经多种稳健性检验验证，通过“信息”

“资源”机制作用，在特定样本中效应更强，还能提高企业生产率、降低风险。但目前研究较少涉及 ESG
与安全风险的交叉领域，缺乏对二者关系的深入探讨。 

综合现有文献来看，电商企业安全风险与 ESG 表现的关系研究存在明显不足。在理论层面，过往研

究往往将安全风险与 ESG 割裂开来。例如，关于电商安全风险的研究多聚焦于网络攻击类型、数据泄露

成因、供应链中断机制等具体问题，而 ESG 领域的研究则侧重于环境治理、社会责任履行、公司治理优

化等方面，缺乏对二者互动关系的系统性探讨，未能深入揭示安全风险防控与 ESG 建设如何相互作用、

协同影响企业发展。在研究方法上，现有文献多以定性分析为主，通过案例描述、理论推演等方式进行

探讨，缺乏量化研究的实证支持。这种研究方式难以精确测度安全风险与 ESG 表现之间的关联强度和因

果关系，无法为企业提供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决策依据。此外，现有研究样本范围较窄，研究对象

多局限于个别企业或特定区域，研究结论的普适性不足。鉴于此，本研究将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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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研究方法。定量分析方面，运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对电商企业安全风险事件数量与 ESG 评分的关系

进行实证检验；定性分析则通过选取典型案例，深入剖析安全风险与 ESG 表现的动态互动机制。通过这

种研究方法，本研究旨在深入探究电商企业安全风险与 ESG 表现的复杂因果关联，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为电商企业平衡安全管理与 ESG 建设提供科学依据和实践指导。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理论依据 

本研究以利益相关者理论、风险管理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坚实基础，深入剖析电商企业安全风

险与 ESG 表现的内在逻辑。利益相关者理论指出，企业的存续与发展依赖于股东、员工、消费者、供应

商、社区及监管机构等多元主体的支持与信任。安全风险事件，如网络数据泄露、供应链中断等，直接

威胁消费者隐私安全、供应商合作稳定性，导致用户流失、商业伙伴信任瓦解，进而损害企业声誉，拉

低 ESG 评级中的社会与治理维度得分。反之，优质的 ESG 表现，如积极的消费者权益保护举措、透明的

供应链管理体系，能够增强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认同感与忠诚度，为企业构筑抵御安全风险的缓冲屏障。

例如，某电商平台通过建立用户数据加密机制与供应商 ESG 评估体系，既提升了消费者信任度，又降低

了供应链合作风险，实现了安全管理与利益相关者关系的良性互动。 
风险管理理论强调系统化的风险管控流程，涵盖风险识别、评估、应对与监控。ESG 框架下的环境

管理(如绿色物流体系建设)、社会责任履行(如员工安全培训与权益保障)、公司治理优化(如建立数据安全

委员会)，本质上是企业风险防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 ESG 实践，企业能够提前识别潜在安全隐

患，优化资源配置以降低风险发生概率；而有效的安全风险管理，如完善的网络安全防护、供应链韧性

建设，又能保障企业运营的稳定性，为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可持续发展理论倡导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统筹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电商行业作为数字经

济的关键载体，其运营涉及海量数据处理、全球供应链协作，安全风险与 ESG 问题相互交织。平衡安全

管理与 ESG 建设，不仅是企业规避短期风险、实现长期盈利的战略选择，更是响应全球可持续发展倡议、

履行社会责任的必然要求。通过将安全风险防控纳入 ESG 战略体系，电商企业能够实现经济、环境与社

会价值的协同创造，推动行业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2.2. 研究假设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电商安全风险事件数量与 ESG 评分呈显著负相关，即安全事故频发会降低 ESG 评级。在数字

经济时代，电商企业高度依赖网络系统和数据平台开展业务，一旦发生数据泄露、网络攻击、供应链中

断等安全风险事件，将直接损害消费者、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权益。例如，某知名电商平台因用户数据

泄露事件，导致数百万用户信息外泄，引发公众对其数据安全管理能力的质疑，不仅造成用户流失，更

在 ESG 评级中社会维度得分大幅下降。这类事件会严重影响企业声誉，降低市场认可度，进而导致 ESG
综合评分下滑。因此，安全风险事件的发生频率与 ESG 评分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 

H2：ESG 表现优异的企业具备更强的安全风险抵御能力，安全事件发生率更低。ESG 表现优异的企

业通常在环境管理、社会责任履行和公司治理方面投入更多资源。在环境管理上，通过优化物流体系减

少碳排放，降低因环境问题引发的供应链中断风险；在社会责任方面，注重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员工安全

培训，减少因内部管理不善导致的数据安全漏洞；在公司治理层面，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机制，提升对

安全风险的预警和应对能力。例如，某头部电商企业通过构建 ESG 战略体系，将数据安全管理纳入公司

治理框架，定期开展员工网络安全培训，完善数据加密技术，有效降低了数据泄露等安全事件的发生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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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因此，高 ESG 表现企业凭借更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具备更强的安全风险抵御能力。 
H3：安全风险与 ESG 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形成动态反馈机制。一方面，安全风险事件的发生直接影

响企业 ESG 表现，降低利益相关者信任，导致 ESG 评分下降；另一方面，ESG 表现的变化也会反作用

于安全风险管理。当企业 ESG 评分下滑时，会促使管理层加大安全投入，完善风险管理体系，从而降低

未来安全风险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反之，良好的 ESG 表现意味着企业具备健全的风险管理机制，能够更

好地预防和应对安全风险，进一步巩固其 ESG 优势。这种双向互动关系使得安全风险与 ESG 表现形成

动态反馈循环，共同影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确保结论的科学性与解释力。定量分析上，运用面

板数据回归模型，收集国内外多家电商企业多年的安全风险事件数量、ESG 评分及企业规模、营收等数

据，通过严谨的计量分析，验证安全风险与 ESG 表现间的量化关系，并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

增强结论稳健性。定性分析则选取安全事件冲击 ESG 评级、高 ESG 企业成功抵御风险等典型案例，从

事件起因、企业应对、指标变化等维度展开深度剖析，以具象化的企业实践，阐释二者动态反馈机制，

弥补定量研究在机制解读上的不足，实现两种方法优势互补。 

3.2. 变量选取与测量 

在变量选取与测量方面，本研究进行了严谨的设计。因变量为 ESG 评分，采用 MSCI、标普等国际

权威机构对企业的 ESG 评级数据。这些机构基于全球统一标准，从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三个维度，对

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表现进行系统评估，涵盖碳排放管理、员工权益保障、董事会结构等多个关键指标，

其评级结果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可信度，能够全面反映企业 ESG 综合表现。 
自变量为安全风险事件数量，通过多渠道数据收集确保准确性与完整性。具体而言，主要从企业年

报、新闻报道、监管机构通报等来源，系统梳理各年度发生的网络攻击、数据泄露、供应链中断、支付安

全漏洞等安全风险事件，并进行分类统计，最终形成企业安全风险事件的年度总数，以此量化企业面临

的安全风险水平。 
此外，研究引入多个控制变量以提升模型解释力。企业规模采用年末总资产的对数衡量，用于控制

企业体量对 ESG 表现与安全风险管理的影响；营收增长率反映企业经营发展状况，衡量企业成长能力对

相关变量的潜在作用；行业竞争程度通过行业集中度指标(CR4)体现，用以评估市场竞争环境的影响；区

域监管强度则根据企业所在国家或地区的网络安全、数据保护等法规政策进行评分，体现外部监管环境

的约束作用，确保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3.3. 数据来源 

选取阿里巴巴、京东、拼多多、亚马逊、eBay 等 12 家国内外上市电商企业，收集其 2018~2023 年

的数据。数据来源包括企业年报、ESG 报告、新闻数据库、监管机构通报等。为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完

整性，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交叉核对和清洗。 

4. 实证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对样本企业安全风险事件数量、ESG 评分及控制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如下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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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table of samples 
表 1. 样本描述性统计表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安全风险事件数量 15.2 8.3 3 35 

ESG 评分 68.5 7.2 52 85 

企业规模(对数) 23.1 2.5 18.7 27.3 

营收增长率 0.18 0.06 −0.05 0.32 

行业竞争程度 0.65 0.12 0.40 0.85 

区域监管强度 7.5 1.5 5 9 

 
从表 1 中数据可见，样本企业安全风险事件数量分布离散程度高，均值 15.2 次与标准差 8.3 表明企

业间安全风险水平差异显著，部分企业年风险事件超 30 次，而部分企业不足 5 次。ESG 评分均值 68.5
分、标准差 7.2，说明企业在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方面的综合表现存在明显分层。此外，企业规模、营

收增长率、行业竞争程度及区域监管强度等控制变量均呈现不同分布特征，反映出样本企业在经营规模、

发展速度、市场环境及监管压力上的多样性。 

4.2. 回归模型构建 

建立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 

1 2 3 4 5ESG Risk Size Growth Comp Regit it it it it it itα β β β β β µ= + + + + + +  

其中， ESGit 表示企业 i 在第 t 年的 ESG 评分， Riskit 表示企业 i 在第 t 年的安全风险事件数量，

Sizeit 、Growthit 、Compit 、 Regit 分别为企业规模、营收增长率、行业竞争程度和区域监管强度，α 为

截距项， 1β ~ 5β 为回归系数， itµ 为随机误差项。 
为解决内生性问题，采用工具变量法，选取企业所在地区的网络安全事件总数作为安全风险事件数

量的工具变量。该变量与企业安全风险事件数量高度相关，但与企业 ESG 评分不存在直接关联，满足工

具变量的外生性和相关性条件。回归分析结果如下表 2 所示： 
 
Table 2. Analysis table of regression results 
表 2. 回归分析结果表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t 值 p 值 

安全风险事件数量 −0.92 0.23 −4.00 0.000 

企业规模 0.35 0.13 2.69 0.008 

营收增长率 0.12 0.07 1.71 0.088 

行业竞争程度 −0.15 0.09 −1.67 0.095 

区域监管强度 0.20 0.08 2.50 0.012 

常数项 50.21 3.52 14.27 0.000 

 
结果显示，安全风险事件数量的回归系数为−0.92，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p < 0.01)，这

表明安全风险事件每增加 1 次，企业 ESG 评分平均下降 0.92 分，验证了假设 H1。该结果表明，网络攻

击、数据泄露等安全风险事件的发生，会显著损害企业在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方面的综合表现，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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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社会维度的声誉产生负面影响，进而导致 ESG 评级降低。从控制变量来看，企业规模的系数显著为

正(β = 0.35, p < 0.01)，说明企业规模越大，在 ESG 建设上的资源投入与管理能力越强，越有助于提升 ESG
评分；区域监管强度的系数同样显著为正(β = 0.28, p < 0.05)，表明严格的外部监管政策能够有效推进企

业完善 ESG 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营收增长率与行业竞争程度的系数未达显著水平，这可能与电商行业的战略异质性

密切相关：1) 营收增长的“质量差异”未被捕捉，模型使用单一的年度营收增长率，未能区分“可持续

增长”与“粗放增长”。例如，拼多多早期通过高增长抢占市场，但伴随农产品供应链 ESG 投入不足的

问题；而京东通过“青流计划”将绿色物流与增长结合，两类模式对 ESG 的影响方向相反，导致系数被

平均化。2) 行业竞争的“非价格维度”被忽略，以 CR4 衡量的行业集中度仅反映市场结构，未涵盖电商

行业关键的技术竞争与生态竞争。在高竞争的细分市场，企业可能通过 ESG 构建壁垒，而传统集中度指

标无法揭示这种关联。3) 数据周期与 ESG 滞后效应，ESG 建设具有长期性，而样本数据仅覆盖 2018~2023
年，短期营收波动可能尚未转化为 ESG 表现的显著变化。上述结果表明，安全风险是影响电商 ESG 的

直接驱动因素，而增长与竞争的作用需结合企业战略类型与行业发展阶段进一步探讨。未来可通过延长

数据周期、引入“增长质量指数”与“创新竞争指标”，深化对电商行业 ESG 驱动机制的理解。 

4.3. 双向因果关系检验 

为验证假设 H2 和 H3，本研究构建双向因果模型，并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在工

具变量选择上，本研究选取企业所在行业的平均 ESG 评分作为工具变量。该变量与企业个体 ESG 评分

显著相关(第一阶段 F 统计量 = 23.67，远高于临界值 10，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同时，行业平均

ESG 评分无法直接影响企业安全风险事件数量，满足外生性条件。 
第一阶段回归中，将企业 ESG 评分对工具变量及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得到 ESG 评分的预测值iESG ；

第二阶段将iESG 代入安全风险事件数量方程进行估计。结果显示，ESG 评分对安全风险事件数量的回归

系数为−0.78，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p < 0.05)，支持了假设 H2，即 ESG 表现优异的企业凭借完善的风险

管理体系，能够有效降低安全事件发生率。 
进一步对双向因果关系进行检验，将安全风险事件数量的预测值代入 ESG 评分方程。结果表明，安

全风险与 ESG 之间存在双向显著影响：安全风险事件数量每增加 1 次，ESG 评分下降 0.89 分(p < 0.01)；
ESG 评分每提升 1 分，安全风险事件数量减少 0.72 次(p < 0.05)，验证了假设 H3。这表明安全风险与 ESG
表现形成动态反馈机制——安全事件冲击 ESG 评级，而良好的 ESG 建设又通过资源整合与管理优化反

哺安全管理，二者相互制约、协同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5. 研究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 电商安全风险事件数量与 ESG 评分呈显著负相关，安全风险事件的发生会降低企业 ESG 评级，

尤其是在社会维度的表现。 
2) ESG 表现优异的企业具备更强的安全风险抵御能力，能够有效减少安全事件的发生。 
3) 电商企业安全风险与 ESG 表现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形成动态反馈机制。 

5.2. 管理建议 

5.2.1. 战略层面 
1) 制定融合目标与规划：成立由战略规划部牵头，信息安全、供应链、环境管理等部门参与的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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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通过开展跨部门研讨会，结合企业三年战略规划，制定包含数据安全防护(如年度数据泄露事件 ≤ 
3 起)、供应链韧性(如关键供应商灾备覆盖率 100%)、环境减排(如年度物流碳排放降低 15%)、社会责任

(如员工安全培训覆盖率 100%)等量化指标的安全与 ESG 融合目标。将这些目标分解到季度、月度，纳入

企业年度经营计划，并明确各指标对应的责任部门与考核标准。 
2) 明确部门职责与打破壁垒：制定《安全与 ESG 协同治理权责手册》，明确技术部门负责数据安全

防护技术研发与系统维护；运营部门主导供应链韧性建设，包括供应商安全评估与应急预案演练；合规

部门确保 ESG 相关政策法规的落实与合规审查。同时，建立跨部门协作激励机制，例如设立“ESG 安全

协同创新奖”，对在协同项目中表现突出的团队和个人给予奖金、晋升机会等奖励。 
3) 成立跨部门管理机构：组建由企业高管担任主席，技术、运营、合规、财务、人力资源等部门负

责人为成员的跨部门 ESG 安全委员会。委员会每季度召开一次战略研讨会，制定安全风险管理与 ESG 建

设的年度计划与预算；每月召开一次联席会议，共享安全事件处理进展、ESG 指标完成情况等信息，协

调解决跨部门协作问题。建立委员会决策跟踪机制，由战略规划部负责对委员会决策的执行情况进行跟

踪与反馈，确保各项措施有效落地。 

5.2.2. 执行层面 
1) 构建安全风险预警系统：与专业的网络安全公司合作，引入动态监测模型与智能分析工具，搭建

涵盖网络攻击、供应链中断、数据泄露等风险的综合监测平台。建立风险分级预警机制，将风险分为高、

中、低三个等级，针对不同等级制定相应的应急响应流程。例如，当监测到高级别的网络攻击风险时，

自动触发应急预案，信息安全团队需在 1 小时内启动防御措施，并向管理层汇报。定期对监测模型进行

优化，每半年根据实际风险事件与行业趋势，调整风险监测指标与权重。 
2) 完善 ESG 信息披露机制：设立 ESG 信息管理专员岗位，负责收集、整理企业在数据安全事件处

置、绿色物流投入、员工权益保障等方面的数据与案例。参照 GRI、SASB 等国际标准，制定企业《ESG
信息披露指南》，明确信息披露的内容、格式与时间要求。在 ESG 报告编制过程中，邀请第三方审计机

构对数据安全措施有效性、绿色物流投入金额等关键信息进行专项审计，并在报告中披露审计结果。同

时，通过企业官网、社交媒体等渠道，采用图文、视频等多样化形式，对 ESG 报告核心内容进行宣传，

增强利益相关者的关注度与理解度。 

5.2.3. 技术层面 
1) 大数据分析应用：整合企业内部的用户交易数据、浏览行为数据以及外部的行业威胁情报数据，

利用大数据分析平台建立用户行为分析模型。通过分析用户登录地点、交易频率、操作时间等行为模式，

识别异常行为，预测潜在的账号被盗、欺诈交易等安全风险，并提前采取风险提示、二次验证等干预措

施。每月对分析模型的准确性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优化模型参数与算法。 
2) 区块链技术应用：在供应链管理中引入区块链技术，构建分布式账本系统。要求所有供应商在交

易过程中，将订单信息、物流运输记录、产品质量检测报告等数据实时上传至区块链平台，确保数据不

可篡改与可追溯。建立基于区块链的供应链信用评价体系，根据供应商的数据上传及时性、交易记录真

实性等指标，对供应商进行信用评分，为企业选择优质供应商提供依据。同时，利用区块链智能合约技

术，实现供应链金融中的自动结算，降低交易风险与成本。 
3) 人工智能算法应用：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开发碳排放计算模型，结合企业的仓储布局、物流路线、

运输工具等数据，精准计算各业务环节的碳排放量。通过模拟不同的运营策略与技术方案，为企业制定

环境治理策略提供数据支持，如优化仓储物流路径、选择新能源运输工具等。定期对碳排放计算模型进

行校准，每季度与专业的环境监测机构数据进行对比，确保模型的准确性。例如，亚马逊利用 AI 技术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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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仓储物流路径，通过对历史订单数据、交通状况数据的分析，规划最优配送路线，在降低能耗的同时

提升了供应链效率，实现了安全管理与 ESG 目标的协同增效。 

5.3.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其一，样本选取方面，仅涵盖部分上市电商企业，因上市企业在规模、资

源及合规要求上与非上市企业存在显著差异，导致研究结论对中小电商、跨境电商等细分领域的普适性

不足，难以全面反映行业整体特征。其二，数据来源依赖企业年报、新闻报道等公开渠道，存在信息披

露不完整、时效性滞后等问题，可能影响安全风险事件统计的准确性及 ESG 表现的动态评估。其三，研

究模型相对简化，未充分纳入宏观经济波动、行业竞争策略调整等复杂因素，且对安全风险与 ESG 表现

的非线性关系及长期演变机制探讨不足。未来研究可扩大样本覆盖范围，纳入跨境电商、农村电商等多

元类型企业；加强产学研合作，获取企业运营管理的内部数据以提升研究精度；同时优化模型设定，结

合动态面板模型、门槛效应模型等方法，深入探究二者的非线性关系与动态演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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