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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到名副其实

诚然， 中国ESG基金虽诞生时间不长，却
已驶入发展的快车道。不过关于ESG基金尚未
成熟的声音也频频出现，这一观点在市场中也
成为普遍存在的共识。

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研究员、内
蒙古银行研究发展部总经理杨海平也指出，
“我们必须承认，ESG基金的界定目前确实存
在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权威部门并没
有给出ESG基金的明确规范，实践中有的采用
较为严格的标准， 有的采用较为宽泛的标准。
其二，投资标的公司的ESG信息披露质量参差
不齐”。 绿色债券的信息披露标准比较规范严
格，而权益性资产和其他资产对应的ESG信息
披露仍有改进空间。

中投协咨询委绿创办公室副主任郭海飞
直言称，“当前我国ESG基金发展迅猛，对于推
动绿色低碳发展和践行‘双碳’目标都有非常
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其中最大的难点是如何让
ESG基金真正做到名副其实，而不是仅仅停留
在炒作、喊口号的阶段”。

“以上存在的问题， 一方面反映出当下国
内资本市场践行ESG投资理念的困难，折射出
一些市场参与者无法真正开展长期投资的深
层次问题；也对进一步完善和优化我国的资本
市场提出了新的思路，不妨以推进ESG信息强
制披露为切入点，促进我国资本市场向健康可
持续的模式进化”。张仕元建议称。

对于市场中关于ESG投资理念与追求投
资收益相悖的论断， 知名ESG行业领域专家、
Co-Found智库秘书长张新原表示，ESG投资
并不是为了牺牲收益而追求社会责任，而是通
过综合考虑环境、社会和治理因素，以及公司
长期发展可持续性，来寻找具有长期投资价值

的企业，这方面ESG基金也需发挥其作用。
张仕元表示， 对于我国的基金管理人而

言，实践ESG投资也是一条深度践行价值投资
理念的康庄大道。一方面可以借鉴海外机构投
资者在ESG投资实践中总结的最佳实践，借助
ESG评级、第三方数据库和量化工具发掘ESG
因子；另一方面，也需要基于中国企业的ESG
信息披露现状，以及我国经济社会和行业发展
的特点，合理运用金融科技工具，找到适合中
国资本市场的方法，助力ESG理念在中国实现
落地生根。

就ESG基金的未来，多位市场人士均表示
看好。 在张新原看来，ESG投资将成为中国资
本市场的重要趋势，ESG基金也将得到更多的
关注和认可，中国ESG基金将不断创新发展和
积极参与全球ESG投资标准的制定和推广，推
动中国ESG投资的标准化、特色化、专业化、规
范化和国际化。

杨海平表示，就发展趋势而言，随着“双
碳”目标的推进，ESG基金对投资者的吸引力
逐步增加，未来ESG基金更容易做大规模。从
投资资产看，ESG基金重点筛选绿色低碳产
业的资产， 要求投资的企业具有良好的公司
治理架构和社会责任意识， 这些都是稳健收
益的保证。 随着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的
推进，ESG基金的稳健收益优势将更趋明显。

“ESG基金在海外资本市场已占有相当大
的比重，其中挂钩ESG指数的ETF基金是各类
机构投资者配置资产的主要模式。 可以说，在
ESG基金方面， 我国资本市场还是一片蓝海，
随着与ESG相关的资本市场基础设施逐步完
善，A股的ESG指数和相关基金也将迎来更大
的增长空间。”郭海飞表示。

践行ESG企业样本

嘉实基金：
ESG评价体系覆盖A+H股

随着高质量发展理念和“双碳”目标逐渐成为共
识，中国市场ESG投资的关注度持续走高。目前，ESG
投资已成为金融资本助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
在全球， 主流资产所有者和投资管理机构均积极开
展可持续投资实践，将ESG因素系统性纳入其投资政
策及决策流程，国内也是如此，资管机构持续推出多
层次绿色投资、可持续投资工具，以公募基金为代表
的资产管理机构积极探索ESG实践落地。

早在2018年，嘉实基金就率先加入UN�PRI，
组建ESG专职研究团队， 致力于系统性推进ESG
纳入投研决策的全流程， 并建设ESG智能投研和
数据系统。依托自身的投研能力，嘉实基金构建了
与国际标准接轨并符合中国本土特色的ESG评估
体系， 并通过万得和彭博终端等在行业内率先发
布嘉实ESG评价体系及结果，为行业搭建ESG基础
设施。

据了解， 嘉实ESG评分体系的核心是一套与国
际标准接轨且具备中国本土特色的ESG方法论框
架，其建立在嘉实基金的行业知识图谱、ESG研究能
力和智能投研数据体系之上，应用海量的本土数据
源和自主研发的ESG———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显著
提升ESG覆盖的广度、质量、时效性，并提升投资应
用的有效性。该体系由自上而下的三级指标体系构
成，包括3个主题、8个议题、23个事项及超过110个底
层指标。0-100分的ESG得分可反映公司在实质性
ESG议题的表现和管理水平。

此外， 嘉实ESG评价体系可覆盖全部A股、H股
市场超7000家上市公司、境内7000多家发债主体，能
在中国市场较好地区分和识别ESG领先和落后者，
并前瞻和高频地提示ESG风险和机遇， 提升投资组
合风险调整后收益及稳定性。

在“双碳”目标提出不久后，嘉实基金还成立
了覆盖重点投资团队的跨部门研究组， 自上而下
与自下而上相结合， 研究碳达峰、 碳中和政策体
系、实现路径，搭建碳数据库和测算模型、分析其
对产业结构和投资价值的影响，“基于此研究和
制定中长期战略资产和行业配置框架，未来更系
统、 科学地融入在投资中前瞻性融入气候变化风
险和机遇因素。”嘉实基金ESG投研负责人韩晓燕
介绍道。

基于对ESG投资的深刻理解和本地化的成功实
践，包括嘉实基金在内的公募基金管理人在可持续
投资落地和ESG产品不断创新。例如，嘉实基金的布
局也覆盖了ESG基金全产品体系。

此外， 嘉实基金应用嘉实ESG评价体系和因子
构建A股ESG指数体系， 发布了包括中证嘉实沪深
300�ESG领先指数、万得全A可持续、碳中和可持续
50在内的十多条ESG指数， 并基于指数发布公募基
金产品。

随着绿色金融政策持续加码，以及“双碳”目标
的有序推进，ESG市场前景依旧广阔。作为专业资产
管理者，嘉实基金发挥所长，积极探索契合我国可
持续发展的投资模式，并将这种责任和使命融入到
ESG领域的规划蓝图。“未来， 我们将以更加科学严
谨的态度，完善和扩展嘉实基金ESG投资产品体系，
聚焦符合ESG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投资机会， 推出
更多ESG投资策略产品以及ESG数据系统等解决方
案，扩宽可持续投资边界。”韩晓燕指出。

全球UN�PRI签署方达到5383家

其中来自中国的签署方131家

截至2023年4月公募深入践行ESG

在可持续发展理念和
“双碳” 目标的大背景下，
ESG投资理念深入人心，
更吸引着越来越多基金
管理人投入其中。作为全
球ESG领域较有影响力
的机构投资者联盟，UN�
PRI的队伍逐渐扩大，其
中更增添了不少基金管理
人的身影。

博时基金 嘉实基金

国投瑞银基金 富国基金

建信基金 兴证全球基金

浦银安盛基金 ……

加入UN�PRI
部分基金管理人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8只

112只
129只

积极加入
UN�PRI

● 近年来ESG成立基金数量情况 ● ● 近年来ESG基金规模变化情况 ●

年度

2019年末 676.37亿元

2020年末 1497.28亿元

2021年末 3072.98亿元

2022年末 2582.38亿元

2023年一季度 2664.92亿元

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