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ESG资管领域引领者

华夏基金构建ESG投资新生态

构建公司ESG治理架构

作为公募基金中的ESG开拓者，华夏基金是国
内首家签署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UN�PRI）的基
金公司。自2017年3月加入PRI起，华夏基金深入贯
彻其六大原则，系统性地将ESG考量整合到投资流
程中，建立了完善的ESG风险管理框架体系和ESG
投资研究团队，并设立ESG业务委员会。该委员会
与投资委员会平行，由CEO领导，负责统筹管理公
司的ESG投资和推广业务，决定公司ESG投资的发
展方向和具体计划。

2020年， 华夏基金的ESG投资制度实践获得
PRI签署方年度评价报告中“策略与治理”模块的全
球最高等级“A+” 评定，是国内首批获得该评定的
资产管理公司。

在华夏基金总经理李一梅看来，公募基金做好
ESG投资， 是兑现资产管理者信义义务的内在要
求，是基金业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是帮助管理
人识别行业、公司风险与机遇的有力工具。“受人之
托、代人理财”是资产管理业的本质，它要求资产管
理者恪守信义义务，勤勉尽责，为投资者寻求最佳
利益，这也是基金行业生存发展的根基。高质量发
展时代，可持续发展、“双碳”战略成为时代主题，越
来越多的委托人要求基金管理人做好ESG投资。
2022年4月，证监会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公募基金
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这份指引公募基金行业
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明确督促行业履行环境、社会和
治理责任。作为头部公募，总结ESG投资规律，大力
发展绿色金融，积极践行责任投资理念，华夏基金
责无旁贷。此外，大量国内外研究与实践证明，ESG
投资框架是风险管理的有力工具， 可以有效避免
“黑天鹅”， 而在把握机遇方面，ESG也可以帮助投
资者把握全球碳中和大趋势下相关行业、企业的投
资机遇，可以说ESG提供了传统财务分析之外的一
种管控风险、把握机遇的全新视角。

李一梅强调， 引导上市公司更加关注其环境、
社会和治理责任，助力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是公
募基金义不容辞的责任。具体的方法方面，除了建
立系统的ESG评级体系， 投资ESG的企业优等生，
回避差生外，还包括履行积极股东义务，与企业展
开对话沟通，鼓励ESG信息披露、提高披露质量、提
高ESG评级。一句话总结，既要“用脚投票”，更要
“用手投票”。

创建本土特色ESG投研体系

鉴于国际ESG评级在中国“水土不服”，华夏基
金主动开展适合国情企情的ESG投资研究，以期更

精准地挖掘中国企业的ESG核心价值。
华夏基金首创将ESG研究团队嵌入投资部门

的组织模式，将ESG投资理念融入主动权益投资管
理的各个环节， 并在主动管理中采取策略制定、基
本面分析、组合管理、风险控制、上市公司沟通、定
期跟踪的六步ESG投资流程，妥善管理ESG风险并
产生可持续的回报。

此外， 华夏基金将ESG深度嵌入基本面研究。
在借鉴国际主流ESG评价体系的基础上，华夏基金
的ESG研究团队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特点，开发出一
套适用于本土市场的ESG基本面研究框架。华夏基
金风险控制部门建立了覆盖全公司的内部负面信
息筛查系统，通过关键词抓取过滤，及时识别并预
警投资标的ESG风险。 每个季度，ESG�研究员会向
基金经理汇报其组合的ESG风险暴露，并及时提请
仓位调整或后续关注，以实现ESG与主动权益投资
管理全流程的体系化深度整合。

华夏基金还制定了具有行业特征的本土化
ESG评价体系。华夏基金的ESG评价体系是以政策
框架为基础，结合市场特点所构建的，覆盖了重点
行业的上市公司， 并持续对具体指标进行改进，以
期构建完善的评价体系。

针对不同行业，华夏基金ESG研究团队通过分
析调研发掘其中的个性化指标，并进行指标权重调
整。 指标评估以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定
性指标则基于行业研究员、投资经理以及ESG团队
调研的综合判断，对其进行分级定档。量化指标以
权威、准确的现有数据源为主，数据缺失时用多种
方法构建拟合指标。 最终汇总定量和定性指标，并
通过权重和偏度调整形成ESG分数。

2022年，华夏基金搭建了贯穿ESG各环节指标
筛选的ESG数据平台系统，通过市场调研筛选出市
场上具有专业度的数据供应商，提升ESG数据可得
性与可比性，提高ESG投资研究实力与效率。

尽责管理提升企业ESG表现

华夏基金入选PRI资管机构践行尽责管理活动
的案例， 展示了其在ESG尽责管理中的实践经验。
当识别出争议事件或通过行业和股票分析发现被
投企业的可持续性风险和机遇时， 通过与高层沟
通、团队交流和出具报告等方式，华夏基金根据被
投企业所处的行业环境、公司发展历程、股权结构
以及被投企业自身意愿程度等特征采取不同的沟
通策略，提供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

如果沟通进展不理想，华夏基金将视不同情况
采取与其他投资者协作共同开展沟通、在股东大会
提交股东提案、投票提出反对意见，甚至撤资等不
同措施。2018年以来， 华夏基金ESG团队已与超过

40家上市公司进行了深度ESG交流，帮助相关公司
提升ESG管理水平与绩效。

全线布局ESG投资策略产品

自2017年布局泛ESG产品以来，华夏基金持续
扩宽境内外ESG产品线，并在产品中逐步深入融合
ESG投资策略。

2020年3月31日，华夏基金与战略合作伙伴NN�
Investment�Partners（NNIP）成立了NN(L)�Inter-
national�China�A-share�Equity�Fund，这是全球
首个由境内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ESG策略UCITS
产品。

2022年，华夏基金首只ESG指数产品“华夏沪
深300�ESG基准ETF”正式成立，填补了被动型ESG
产品线的空白。同年，华夏基金推出ESG整合基金
华夏ESG可持续投资一年持有基金（014922）和华
夏融盛可持续一年持有混合（014482）。华夏基金将
ESG理念贯彻于产品实践中。

2022年12月7日，华夏越秀高速REIT（180202）
的《2021年环境、社会及管治（ESG）报告》发布，披
露了项目基础资产相关的ESG关键议题和绩效指
标。 这是境内首份公募基金ESG报告、 首份公募
REITs�ESG报告。

在老产品方面，华夏基金泛ESG产品“华夏能
源革新基金”（003834） 与“华夏节能环保基金”
（004640） 两只主要投资于新能源产业链企业的
ESG主题公募基金。不仅获得高额收益回报，并为
国家可持续发展作出实质贡献。

全面减碳助力碳中和目标实现

值得一提的是，华夏基金是国内首家明确提出
“碳中和” 具体目标和实施路径的基金公司。2021
年，华夏基金提出实现运营活动“碳中和”的目标，
并制定了完整的实施方案。华夏基金持续通过节约
用电、用纸、改进差旅等方式降低排放，辅以购买绿
色电力凭证及符合标准的碳汇等举措抵减剩余排
放量来实现运营活动“碳中和”。

据外部机构依据温室气体议定书（GHG�Pro-
tocol）系列标准进行碳排放核算的结果显示，华夏
基金总部及各分公司2020年二氧化碳当量排放约
为9225.62吨，人均排放量为9.5吨。华夏基金2021年
碳排放总量为9034.80吨，同比下降2.07%，人均排
放量为8.94吨。

华夏基金计划在2025年前完成投资组合碳排
放基线测算及目标设定，承诺加强投资组合碳排放
的测算工作，并敦促被投资企业加强气候变化风险
管理和信息披露。

可持续发展是21世纪人类共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发展绿色金融，支持绿色低碳产业，持续推进重点行业及相关领域的绿色

化改造，对引领经济平稳发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体系具有重要意义，而ESG正成为中国资管机构践行可持续发展

的新着力点。

作为国内最早开展ESG投资的基金公司之一，ESG已逐渐成为华夏基金的价值底色。华夏基金将ESG融入到企业战略、组织

架构、投资管理和企业运营中，以价值投资为内核，以ESG为底层逻辑，追求股东价值与利益共同体的社会价值的双重体现。

目前，华夏基金旗下共有3只ESG策略基金和10只泛ESG主题基金，规模共计超300亿元。此外在全部跨境投资资产的主动权

益类账户中应用ESG整合投资理念，规模超4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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