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SG披露标准

体现ESG生态系统在某时期内形成的共识

近年来，ESG被全球监管部门机构投资者广
泛采纳， 成为了指导企业进行可持续信息披露和
尾部风险管理的重要指导框架。随着我国“双碳”
目标的确立，ESG也成为助力中国实现“碳中和”
的重要抓手。不过，ESG在我国的发展目前仍处于
初级阶段，国内机构对ESG认知存在局限性，对于
ESG所蕴含的企业长期价值的认知有待深化，打
破国内机构对ESG的认知局限， 将成为推动我国
ESG发展的重要一环。

虽然国内尚未形成直接以ESG为命名元素的
国家标准，但各个利益相关方已经意识到，ESG标
准的建设不应成为监管机构或任何单一集体的责
任， 不仅国内的评级机构在积极探索和开展ESG
评价相关的工作，我们也能看到，相关行业协会、
社会团队与企业都在积极参与ESG标准制定活

动， 起草发布ESG信息披露与ESG评价准则等标
准文件。

在参考海外主流准则的基础上， 中国应该根
据自身的环保、 社会和治理等方面的现状来建立
自己的ESG评价标准。在本特色指标上，纳入共同
富裕乡村振兴的实践案例、 污染物排放量与核定
排放量之比、监管行政处罚、3C类认证、设立希望
小学数量等等。在判断ESG指标的绩效表现时,也
可参考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或行政条例来确定企业
的绩效表现是否合规。

中国式的ESG体系应该在各个层面、 各个业
态形成合力，打造积极共建的行业生态，这不仅是
为了实现2030、2060的“双碳”目标，更是为了突出
ESG在资源配置、 市场定价和风险管理方面的强
大功能,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长期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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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ESG发展有目共睹，但由于起
步较晚等现实因素，也决定了ESG发展
与国际标准存在不小的差距。在数据获
取、评级体系和行业标准等方面仍有一
定改进空间；在与国际交流方面，仍然
面临着话语权和标准体系差异等挑战。

我国ESG仍缺乏统一的信息披露标
准。从问题上看，一些企业的信息披露“自
说自话”，以成绩为主，趋向主观，时常陷
入“假大空”的境地，导致报告整体“信噪
比”居高不下，投资者无法有效获取更多

的关于企业未来发展的关键信息。
其次， 国内外评级机构评价体系

不同， 也导致企业ESG评级出现“错
位”，与国际标准的联动较弱。

由于中西方经济发展阶段、行业标
准、 资源禀赋和文化习俗等方面差异，
导致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之
路不同。因此，中国不能一味照搬或模
仿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标准，必须要走与
中国国情相符的可持续发展之路，ESG
投资也是如此。

·挑战·
评价体系需改进 国际交流缺乏话语权

·优势· 推动五大产业转型创新

● 能源行业：转型压力最大、前景最广

巨大的转型压力也意味着巨大的转型前
景。一头连着社会的正常运转，一头连着“双碳”
目标的重头任务，能源转型势必先立后破，拥抱
ESG成为能源企业的必然选择。实践中，ESG通
常表现为披露、评价和投资等多个环节，如果说
披露和评价是ESG“以评促改” 的基础， 那么
ESG投资则从现实角度， 为企业绿色转型提供
了动能。

● 健康行业：反商业贿赂备受关注

ESG报告让企业在上市后对反商业贿赂更
加坚定地持续深化相关工作。一份共计102家生
物医药行业企业参评的《2022生物医药行业
ESG评级报告》显示，在“反商业贿赂”一项，企
业的平均得分率仅为10%， 最高得分率仅为
55%，反商业贿赂的战略规划、承诺和目标得分
率超过50%的企业为零，有32家（占比43%）企
业没有披露任何有关对内部人员和外部供应商
进行反商业贿赂的培训。

● 传统汽车：比拼全周期减排

作为践行ESG理念的“排头兵”，国内车企
肩负持续推动“双碳”进程的使命，ESG评价体
系对汽车制造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作为汽车
行业的基盘，燃油车依旧为销量主力。工业和信
息化部原部长、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毅
表示， 提高燃油汽车经济性仍是碳减排的主要

方面。因此，在制造过程中如何减碳，成为汽车
行业各企业探索“碳中和”的重要方向之一。

● 新能源汽车：电池回收重中之重

作为降碳主力军，ESG对新能源汽车的价
值日益凸显。 相比于燃油车企对尾气排放和生
产环节的减排关注，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汽车行
业还关注到回收再利用问题，例如电池回收、制
造材料回收等。

截至去年底，新能源汽车累计报废51万辆，
报废动力电池24.4GWh。其中，磷酸铁锂、三元
电池分别占56.6%和39.8%。同时，有预测称，按
照电池寿命8年左右计算，到2025年左右我国将
会迎来动力电池退役的高峰。

● 互联网行业：个人信息保护出圈

近年来， 我国鼓励互联网行业自主对外公
开披露社会责任/ESG信息， 推动实现社会公众
的有效监督。《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规定，提供
重要互联网平台服务、用户数量巨大、业务类型
复杂的个人信息处理者， 应当定期发布个人信
息保护社会责任报告，接受社会监督。

隐私安全之外，数据创造的财富如何监管亦
不可回避。这也成为互联网公司ESG中，“G”的重
要关切。近年，降本增效成为主题，互联网公司正
通过一切手段监督每笔钱的动向。大厂们设立监
察、廉政部门，高薪聘请专业人员，动用数据等技
术手段查处违规员工，并将查处结果第一时间通
过内部邮件与网络分发，以示警醒。

·出路· 寻找特色监管路线 积极共建行业生态

中国的ESG更加强调在环境、
社会和公司治理三者之间均衡融
合。在环境方面主张“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在社会方面强调企业社
会责任，助力共同富裕，维护社会安
全； 在治理方面强调企业经济效益
的同时，要保障员工权益，向下延展
到家庭、个人、社会行动人的行为治
理，以及向上的社会治理，最终与国
家发展同频共振。

如今，中国企业ESG意识不断增

强，ESG报告披露系统化、专业化、常
态化，从片面追求规模、效益到全面
审视绿色、安全、可持续，在摸索中走
上具有中国特色的ESG之路。

ESG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
战略以及“三新一高”的发展方向高
度契合，再加上“双碳”目标的引领，
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ESG报告
体系， 既是企业挖掘内生动力促进
更健康成长的需要， 也是新时代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特点·
强调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的均衡融合

80%

中国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
48.4%， 超额完成向国际社会所
作的承诺目标

中国的碳排放总量中80%
与能源行业相关，40%与
发电企业相关

48.4%

· 中国 ·

2020年

中国神华 ESG�目标管理

项目

温室气体

污染防治

能源使用

用水效益

碳排放总量

COD排放量

火电SO2排放绩效

火电NOX排放绩效

火电烟尘排放绩效

一般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万元产值综合能耗

供电标准煤耗

污废水利用率

2022年比2020年

上升30.8%�

降低12.8%�

持平

降低14.3%�

降低23.1%�

提高22个百分点

降低13.4%�

降低3.3%�

降低0.69个百分点

20家
目前全球ESG

评级机构数量已超
过600家，中国仅20
家左右

ESG数据

对企业与金融机构ESG实践情况的事实性反映

ESG评级

评级商对企业ESG表现的综合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