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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重新审视ESG信息时，其意义早已超越披露报告本身。它不仅是企业责任实践的记录
仪，是长期价值的重要基石，更是企业与世界对话的共通语言。这种披露和沟通，不能停留在选择
性的优化，也不能流于品牌公关的表层修饰，而应立足于企业真实、持续的内在ESG行动。从区域
合规到全球共识，从年度报告到全渠道沟通，ESG信息披露正经历一场深刻的范式转变。2025年中
欧ESG白皮书以“披露与沟通”为关键词，围绕政策趋势、企业实践、学术研究与教育探索构建起五
个章节的系统内容，希望在多变的时代中，为企业提供方向，也为行业积累共识。

第一章从全球政策趋同的格局出发，王雅瑾教授、张飞达教授和刘耿研究员为读者系统梳理了
ESG信息披露的制度演进与发展趋势。文章强调，披露并非最终目的，真正重要的是它应建立在企
业持续行动与内在反思的基础之上。披露是驱动改进的工具，是让企业不断进化的引擎。无论是体
系成熟的大型企业，还是探索阶段的中小型公司，都应在“内在行动”与“外在表达”的良性循环中，
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语言和路径。ESG披露是一种“无国界的语言”，更是企业走向国际的关键支撑。

第二章聚焦三个来自不同行业的企业案例，展示企业如何突破“写报告”的边界，把披露升级为
多维度、有温度的沟通行为。从组织内部的协同机制建设，到面向消费者的品牌叙事；从零售终端
的场景传递，到社交平台上的动态互动，这些实践勾勒出ESG沟通从单向到共创、从理性到情感的
转变趋势。它不再只是展示结果的静态动作，而是持续互动中的动态表达。

第三章回到中欧自身的行动中。一方面，绿色校园建设从资源管理、低碳运营等多个维度推进；
另一方面，学生项目聚焦真实企业课题，在调研、分析与创意设计中，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转化为具
体、可执行的沟通策略。责任教育不再只存在于课堂中，而在落地在真实的实践中。

第四章收录了三项来自中欧教授的研究成果，张飞达教授、江源教授、单宏宇教授从会计、组织
行为与金融领域出发，分别探讨了企业如何通过披露吸引国际资本，何种领导风格能激励员工绿
色行为，以及企业在面对ESG负面事件时如何借助社交媒体重建信任。这些研究从理论深度出发，
回应实践中的关键痛点，为企业提供更具穿透力的洞见。

第五章是芮萌教授领衔的中欧财富管理研究中心带来最新的“A股上市公司ESG报告研究”。共
有1687家A股上市公司披露了社会责任报告，其ESG加权综合得分较上一年度提升0.68分，增幅达
1.3%。本年度还新增了对出海企业的专项分析。数据显示，相关企业的ESG得分显著高于全市场的
平均水平。可见，ESG正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基础设施，也是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商业环境
中建立信任的重要工具。

我们希望，本白皮书不仅是一份实用的工具手册，更是一份引导企业基于真实、具体的行动，构
建自身可持续叙事的行动指南。让每一次披露表达更真实可信，让每一次沟通更有温度与共
鸣——在变化中寻找确定性，在对话中共创可持续的未来。



ESG信息披露
与全球沟通

作为企业与市场之间日益关键的桥梁，信息披露不仅是满足监管与投资者
要求的回应机制，更逐步演化为企业战略管理、品牌建设和跨文化交流的重要
工具。在本章节中，我们将系统梳理 ESG披露和沟通的最新发展趋势与政策动
态，深入剖析其在企业实践中的真实价值。

无论是已具备成熟披露体系的大型企业，还是正处于探索期的中小型公
司，ESG和可持续信息披露的核心逻辑都在于“内在行动”与“外在表达”的良性
互动：真正有效的披露从来不是为了报告而报告，而是推动企业不断反思与进
化的关键引擎。本章将围绕以下几个关键议题展开：

· 全球 ESG披露政策如何趋同？又将如何影响中国企业的应对路径？

·企业如何设计具有战略性、可信度与影响力的披露框架？

·中小企业应如何借力 ESG信息管理，突破资源限制，实现全球接轨？

·在社交媒体与实时传播时代，ESG信息如何实现从“报告”到“沟通”的升级？

·全球与中国披露实践之间，能否实现互鉴与协同创新？

本章还总结了八条关键洞见，希望帮助读者从披露背后的实践逻辑中提炼
出最具前瞻性的趋势判断与行动建议。

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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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企业对 ESG信息的披露主要侧重于“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原则，许多企业更愿意披露财务绩效相关的信息，而对社会
和环境责任的关注相对较少。部分企业和州政府反对强制性披露，认为这会增加成本和管理负担，且认为 ESG不应成为公司
的主要经营目标。与美国不同，欧洲国家特别是北欧国家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有着更深厚的历史传统，企业更多将 ESG视为其
社会责任（CSR）的核心。欧盟早期便出台了关于可持续金融的指令，但其影响力仍局限于部分国家和跨国公司。在日本和中国
等亚洲国家，ESG披露刚刚起步，且主要依赖于自愿性报告，缺乏强有力的政策指导。

趋同的时代：2010 年后
随着全球对气候变化和社会不平等问题的关注日益增加，ESG 信息披露逐渐从一个自愿性的活动转变为全球性趋同的

目标。2010年后，全球逐步出台一系列国际标准和框架，推动 ESG信息披露的规范化和统一化。2015年巴黎气候协议的签署
是全球 ESG信息披露从分歧走向趋同的关键时间点。该协议不仅在全球范围内确立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目标，而且推动了
各国在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政策协调。巴黎协议的签署为全球范围内的 ESG信息披露建立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并促
使各国政府逐步推动相关立法和标准化框架。

欧盟一直走在前列，其《可持续金融披露法规》（SFDR）自 2021年 3月正式生效后，又于 2022年 12月通过了《公司可持
续报告指令》（CSRD），将可持续信息披露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至更多类型的企业，并要求更严格的详细披露。7欧洲金融报
告咨询团（EFRAG）随后制定并发布了“欧洲可持续报告准则”（ESRS）草案，努力确保欧盟企业在环境、社会和治理层面提供
更为系统、透明的信息。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则于 2022年提出了更严格的气候披露规则草案，要求上市公司披露温室气体排放、气候风
险及其对财务的潜在影响等信息。8推动各大上市公司加速建立或完善内部可持续报告体系，释放出美国在 ESG监管方向上
“比肩欧盟”的强烈信号。但近年来，美国在 ESG领域的反对声音愈加强烈。尤其是在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推动下，反 ESG运
动逐渐扩大，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内，这种反对态势变得更加激烈，许多共和党领导的州出台了限制性法规，反对企业过度关
注非财务因素。这一政策背景下，美国市场的 ESG基金遭遇了资金外流，2022年底以来，大约 260亿美元的资金撤出 ESG

投资，超过 80只基金移除了 ESG标签。9

美、欧对待 ESG信息披露上的态度分歧，体现的是哲学底层的公司理念之争：美国的反 ESG立场基于“自由市场”经济
理念，强调企业应最大化股东财富，尽量减少外部干预。而欧洲则倾向于拥抱“社会契约”论，认为企业不仅应为股东负责，还要
为社会、环境和员工等多方利益相关者承担责任。

尽管美国出现了反 ESG的现象，但全球其他地区，特别是欧洲和亚洲，继续推动 ESG投资和信息披露。日本、香港地区、
中国大陆等亚太市场也在探索强制或半强制的 ESG披露机制：例如日本金融厅（FSA）要求在东京证券交易所 “Prime市场”

上市的公司参照 TCFD建议进行披露，香港交易所（HKEX）、上交所、深交所也陆续推出各自的 ESG指引，使得更多亚洲企业
将环境与社会议题纳入合规管理与对外沟通中。10

需要注意的是，在“强制—自愿”之间，企业依旧拥有一定的“选择性披露”空间，这也带来潜在的道德风险。一些企业可能
采取“只报利好、不报风险”的做法，从而使投资者和公众无法获得全面准确的信息。为此，各大监管机构正逐步加强对披露真
实性和数据合规性的审查，鼓励甚至强制引入第三方鉴证，以提升企业报告的透明度与可信度。

理念更新之一：ESG信息披露的沟通价值
在全球范围内，围绕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的信息披露标准，正呈现出日益整合、相互兼容的趋同趋势。随着不同国家和

地区对于可持续发展报告要求日渐细化，国际通用的披露框架不仅成为“合规性”与“可比性”的载体，更重要的是通过统一语
言与指标体系，提升了企业与投资者、监管机构、乃至社会公众之间的沟通效率与质量。

作为最早且应用最广的可持续发展披露框架之一，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通过一系列针对环境、社会和治理议题的标
准化指标，为企业提供了跨文化、跨行业的“基本词典”，让利益相关者能够在同一平台上理解并评价企业的 ESG表现。11可持
续会计准则委员会（SASB）则针对 77个行业建立了财务相关性更强的标准，帮助企业以“行业通用语言”向投资者传达特定行
业的可持续风险与机遇。对于财务机构和专业投资者而言，SASB 框架降低了沟通门槛，使其能够快速比较不同企业在同类
ESG议题上的表现。

在气候议题上，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尤其凸显了“沟通”的价值。其推荐性披露原则围绕治理、战略、风险

管理、指标与目标四大支柱，建立了一套能够使企业和利益相关者有效对话的“核心框架”。12借助 TCFD，企业不仅能就碳排放
与气候风险进行数据化呈现，也能在这一“通用语言”下阐明自身的应对战略和治理结构。投资者、监管者和公众则可通过同一
框架，对企业的气候敞口及长期可持续策略进行横向对比和纵向跟踪。

最值得关注的是，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IFRS Foundation）于 2021年底成立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并在
2023年 6月发布了首批全球可比性 ESG披露准则：《IFRS S1：通用可持续披露要求》和《IFRS S2：气候相关披露要求》。13 

ISSB吸收了原价值报告基金会（Value Reporting Foundation）旗下的 SASB资产，并与 GRI、TCFD等保持密切协作，努力打
造高度兼容的全球标准，实质上为跨国企业和投资者提供了一套更统一的 ESG沟通“坐标系”。在这一体系下，不同区域的政
策制定者也能在“准则对接”过程中减少摩擦，使企业在“多重框架”之间的沟通成本显著下降。

这些准则与框架共同构建了一个跨区域、跨文化的 ESG 信息“对话平台”，让财务、非财务指标得以在可比、透明的基础上
交换与诠释。通过这样的统一话语体系，企业得以向全球投资者和公众清晰阐明自身环境与社会绩效，投资者则能更便捷地跨
市场评估、比较不同企业的 ESG风险和机遇，进一步推动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全球商业生态中的深化。更重要的是，随着这些框
架的逐渐趋同，它们在全球化背景下形成的规范和标准，极大地增强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企业之间的沟通和合作，为全球市场
提供了一个更为透明和协同的运作环境。

在逆全球化潮流日益强烈的今天，这种跨国沟通平台的存在，正是全球企业间协调合作的强大引擎，尤其对于那些有志
于“出海”的中国企业来说，它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沟通框架，帮助它们在国际市场中脱颖而出，获得更多的机会与信任。

理念更新之二：ESG信息披露的管理价值
可持续发展和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 Tensie Whelan等学者回顾了 2015年至 2020年间的 1000多项研究，发现 ESG 信

息披露本身并不会自动提升企业的财务表现或股东回报，披露仅仅是一个信息传递的过程。企业的财务增长通常是因为其在
实际运营中贯彻了 ESG原则，从而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吸引了更多的投资者和消费者，并优化了公司管理结构。这种实践效
应才是企业长期竞争力和财务增长的真正来源。例如，在新冠疫情初期，研究发现，表现良好的公司在危机应对（如人力资本、
供应链和产品服务的 ESG情感）方面得分较高，股票回报率比其同行高出 1.4%到 2.7%。14

要实现 ESG的真正价值，企业需要将其融入核心战略并付诸实践。首先，企业应确保其 ESG目标与公司的长期战略一
致，而非仅仅作为短期的公关工具。其次，企业需要建立有效的 ESG绩效评估机制，并定期披露其 ESG实践的实际成效，确保
投资者和公众可以看到其在该领域的真实进展。

在这一过程中，企业还应与投资者、监管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深入的对话，以确保其 ESG目标能够反映社会的长
期利益，并且在实践中得到有效实施。这不仅有助于提升企业的透明度，还能增强企业在市场中的声誉和竞争力，从而实现财
务表现的持续增长。

2025ESG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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껷⟧շ」ꬠ♸ꅾ㝕 ·2020-2022榰䎋ㄳ㉰Ⱆ屛椚䫣デոկ✳僽㾝爙Ⱆ鲮㘗䧭卓霫絈䫪ꪪⰖ屛椚佖ꬠ䲃倶㾝爙Ⱆ㖈ꅾ
㝕⟱⚌俒⻊ծ鍒Ɀ⾎〷곿ㄤ佖㊤ⰻ鿈䱽ⵖ方涸鵳㾝䔂靈Ⱆ㖈❡ㅷ餘ꆀծ䪮助倝ㄤ➃䩞〄㾝方涸⸖⸂瑲ⴀ⚌⸉〳
䭯絯㟞涸Ⱒꝶ㔔稇կ♲僽ꅾ䒊ⵄ渤湱Ⱒ方涸信⟣鸑鵂 ESG䫣デ㾝爙Ⱆ㖈爢⠔餓⟣ㄤ梠㞯⥂䫡方涸㹊꣢遤⸓կ⚺⸓♸
䫏餴罏ծ㯮⡤ㄤ ESG湱Ⱒ方䒊用尲鸑庈麤㟞鵳ぐ方㼆Ⱆ鲮㘗涸椚鍒կ

鸑鵂⸈䔂 ESG 㹊騨ㄤ信䜂䫪ꪪ , 榰䎋ㄳ㉰鷶姿ꅾ䒊信⟣2022 䎃痦✳㷍䏞蠒佐ず嫱㟞 72.4%կ䨔荛 2025 䎃 2 剢
榰䎋ㄳ㉰䊺䧭⚹中㕂剒㣐涸鵶ꝉㄳ㉰ㅷ晥⛓♧꡶䏅侨ꆀ馄鵂 21,000㹻馄鵂✫僤䊼⯘㖈中㕂涸꡶䏅侨ꆀկ25

盗椚ծ䭷叻♸湡叻㔋㣐佅叙䒊用✫♧㤛腊㢿⢪⟱⚌ㄤⵄ渤湱Ⱒ罏剣佪㼆霢涸“呍䗱呥卹”կ12⦶⸔ TCFD⟱⚌♶➑腊㽠焫䱗佞
♸孞⦫굥ꤗ鵳遤侨䰘⻊ッ梡⛲腊㖈鵯♧“鸑欽露鎊”♴ꢞ僈荈魧涸䎾㼆䧶殜ㄤ屛椚絕匬կ䫏餴罏ծ港盗罏ㄤⰖ⠍ⴭ〳鸑鵂ず♧
呥卹㼆⟱⚌涸孞⦫侎〡⿺劍〳䭯絯瘻殜鵳遤埇ぢ㼆嫱ㄤ紷ぢ騈驶կ

剒⧩䖤Ⱒ岤涸僽㕂꣢餒⸉䫣デⲥⴭ㛇ꆄ⠔IFRS Foundation✵ 2021䎃䏀䧭用㕂꣢〳䭯絯ⲥⴭ椚✲⠔ISSB䎇㖈
2023䎃 6剢〄䋒✫껷䪠Ⰼ椕〳嫱䚍 ESG䫪ꪪⲥⴭշIFRS S1鸑欽〳䭯絯䫪ꪪ銳宠ոㄤշIFRS S2孞⦫湱Ⱒ䫪ꪪ銳宠ոկ13 

ISSBエ佐✫⾲⟟⧩䫣デ㛇ꆄ⠔Value Reporting Foundation偫♴涸 SASB餴❡䎇♸ GRIծTCFD瘝⥂䭯㺙ⴗ⼸⡲⸖⸂䩧
鸣넞䏞Ⱟ㺂涸Ⰼ椕叻ⲥ㹊餘♳⚹騗㕂⟱⚌ㄤ䫏餴罏䲿⣘✫♧㤛刿絡♧涸 ESG尲鸑“㗂叻禹”կ㖈鵯♧⡤禹♴♶ず⼓㚖涸佟
瘻ⵖ㹁罏⛲腊㖈“ⲥⴭ㼆䱹”鵂玐中Ⲹ㼱䷑亭⢪⟱⚌㖈“㢴ꅾ呥卹”⛓ꢂ涸尲鸑䧭本儑衼♴꣭կ

鵯❈ⲥⴭ♸呥卹Ⱏず匬䒊✫♧⚡騗⼓㚖ծ騗俒⻊涸 ESG⥌䜂“㼆霢䎂〵”雮餒⸉ծꬋ餒⸉䭷叻䖤⟄㖈〳嫱ծ鷳僈涸㛇炄上
❜䰃♸霥ꅺկ鸑鵂鵯呋涸絡♧霢露⡤禹⟱⚌䖤⟄ぢⰌ椕䫏餴罏ㄤⰖ⠍幡兠ꢞ僈荈魧梠㞯♸爢⠔絫佪䫏餴罏ⴭ腊刿⤑䰦㖑騗
䋑㖞霉⠮ծ嫱鳅♶ず⟱⚌涸 ESG굥ꤗㄤ劼麁鵳♧姿䲀⸓〳䭯絯〄㾝椚䙁㖈Ⰼ椕㉁⚌欰䙖中涸帿⻊կ刿ꅾ銳涸僽ꥥ满鵯❈呥
卹涸鷶幯馋ず㸐⟌㖈Ⰼ椕⻊胜兞♴䕎䧭涸錞薴ㄤ叻ⲥ匧㣐㖑㟞䔂✫♶ず㕂㹻ㄤ㖑⼓涸⟱⚌⛓ꢂ涸尲鸑ㄤざ⡲⚹Ⰼ椕䋑㖞
䲿⣘✫♧⚡刿⚹鷳僈ㄤ⼸ず涸鵘⡲梠㞯կ

㖈鷟Ⰼ椕⻊惐崨傈渤䔂捘涸➚㣔鵯猫騗㕂尲鸑䎂〵涸㶸㖈姻僽Ⰼ椕⟱⚌ꢂ⼸靈ざ⡲涸䔂㣐䒸乾㽍Ⱖ㼆✵齡❈剣䘋
✵“ⴀ嵳”涸中㕂⟱⚌勻霹㸐䲿⣘✫♧⚡幡兠涸尲鸑呥卹䌐⸔㸐⟌㖈㕂꣢䋑㖞中膴곽罜ⴀ蜦䖤刿㢴涸劼⠔♸信⟣կ

椚䙁刿倝⛓✳ESG⥌䜂䫪ꪪ涸盗椚⟟⧩
〳䭯絯〄㾝ㄤ⟱⚌爢⠔餓⟣곭㚖涸 Tensie Whelan瘝㷖罏㔐곥✫ 2015䎃荛 2020䎃ꢂ涸 1000㢴고灇瑕〄梡 ESG⥌

䜂䫪ꪪ劥魧䎇♶⠔荈⸓䲿⼮⟱⚌涸餒⸉邍梡䧴肅⚎㔐䫣䫪ꪪ➑➑僽♧⚡信䜂⠛鷻涸鵂玐կ⟱⚌涸餒⸉㟞鸑䌢僽㔔⚹Ⱖ㖈
㹊꣢鵘蠒中餟䕸✫ ESG⾲ⴭ➢罜䲿⼮✫餴彂ꂁ縨佪桧ծエ䒸✫刿㢴涸䫏餴罏ㄤ嶊餩罏䎇⠏⻊✫Ⱆ盗椚絕匬կ鵯猫㹊騨佪
䎾䩞僽⟱⚌劍畊✰⸂ㄤ餒⸉㟞涸溫姻勻彂կ⢾㥵㖈倝ⱟ氋䞔ⴲ劍灇瑕〄梡邍梡葻㥩涸Ⱆ㖈⽭劼䎾㼆㥵➃⸂餴本ծ
⣘䎾Ꝇㄤ❡ㅷ剪⸉涸 ESG䞔䠭方䖤ⴔ鳅넞肅牰㔐䫣桧嫱Ⱖず遤넞ⴀ 1.4%ⵌ 2.7%կ14

銳㹊梡 ESG涸溫姻⟟⧩⟱⚌銳㼜Ⱖ輑Ⰶ呍䗱䧶殜䎇➰霽㹊騨կ껷⯓⟱⚌䎾烁⥂Ⱖ ESG湡叻♸Ⱆ涸劍䧶殜♧
荝罜ꬋ➑➑⡲⚹瀊劍涸ⰖⰢ䊨ⰨկⰦ妃⟱⚌銳䒊用剣佪涸 ESG絫佪霉⠮劼ⵖ䎇㹁劍䫪ꪪⰦ ESG㹊騨涸㹊꣢䧭佪烁⥂
䫏餴罏ㄤⰖ⠍〳⟄溏ⵌⰦ㖈霪곭㚖涸溫㹊鵳㾝կ

㖈鵯♧鵂玐中⟱⚌鵮䎾♸䫏餴罏ծ港盗劼匬ㄤⰦ➭ⵄ渤湱Ⱒ罏鵳遤帿Ⰶ涸㼆霢⟄烁⥂Ⱖ ESG湡叻腊㢿僥爢⠔涸
劍ⵄ渤䎇⚂㖈㹊騨中䖤ⵌ剣佪㹊倶կ鵯♶➑剣⸔✵䲿⼮⟱⚌涸鷳僈䏞鵮腊㟞䔂⟱⚌㖈䋑㖞中涸㡮钚ㄤ畊✰⸂➢罜㹊梡餒
⸉邍梡涸䭯絯㟞կ

絡♧♸ⴔ鄬Ⰼ椕ESG⥌䜂䫪ꪪ涸⾎玐♸馋⸷
㖈㕂꣢ⲥⴭ⸈鸟侮ざծぐ㕂佟瘻♶倗䔂⻊涸胜兞♴♧❈騗㕂⟱⚌桧⯓遤⸓鸑鵂信䜂䫪ꪪ勻ㄎ䎾Ⰼ椕 &4(港盗⸓ぢ♸

䋑㖞劍劅獤稡✫〳⦶ꊹ涸絑낉կ♴呩⢾➢♶ず錭䏞㾝梡✫⟱⚌㥵⡦㼜佟瘻呥卹涸銳宠ⰻ⻊ⵌ荈魧⚌⸉♸䫪ꪪ⡤禹中䧭⚹
馋⸷♸佟瘻✽⸓涸Ⱙ薴կ

ꦿ䊤NestléESG䫪ꪪⰌ椕⻊ծ㖈㖑⻊鷓䎾

ꦿ䊤㖈傍劍2000䎃⛓䎇劢䎛岌䫪ꪪ ESG信䜂կ赡搬Ⱆ剣满䎛岌涸爢⠔餓⟣고湡⡎鵯❈信䜂刿㢴㖑⟄⠛絡涸⟱
⚌爢⠔餓⟣CSR䫣デ涸䕎䒭ⴀ梡䎇⚂ⰻ㺂鳅⚹㛇炄⣩ꅾ✵Ⱆ渤崞⸓ㄤ❡ㅷ餘ꆀ瘝곭㚖կ15ⵌ 2005䎃ꦿ䊤䒓㨤鷶姿㼜
Ⱖ梠㞯䕧ㆇծ爢⠔餓⟣⿺屛椚絕匬瘝方涸ⰻ㺂紵Ⰶ䎃䏞䫣デ䎇鷶幯䕎䧭♧⚡鳅⚹禹絡涸 ESG䫪ꪪ呥卹կ16

2010䎃た㽍Ⱖ僽 2015䎃たꦿ䊤㖈 ESG信䜂䫪ꪪ♳㹊梡✫餘涸굷駟կꦿ䊤㖈 2011䎃㽠䊺絑㖈麤楹倛〳䭯絯〄㾝䭷
侨中》䖤곭⯓㖑⡙կ17㖈 2015䎃ꦿ䊤〄䋒✫♧⚡Ⰼ涸〳䭯絯〄㾝䫣デ껷妃㼜〳䭯絯〄㾝湡叻SDGs♸Ⱆ⚌⸉䧶殜
稒㺙絕ざկ䫣デ霫絈➝絏✫Ⱆ㖈蠒Ⱞծ⨴䐀ծ梠㞯〳䭯絯䚍瘝方涸 39고䪬霿䎇⚂鸑鵂侨䰘ㄤ呩⢾㾝爙Ⱖ㹊梡鵳㾝կ18

全椕标勍呩例：곡䎾新ⲥⴭ与佟瘻要宠涸㹊騨

ESG信䜂䫪ꪪ♸Ⰼ椕尲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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荈 2015䎃⟄勻ꦿ䊤㖈Ⰼ椕㢴⚡䋑㖞涸 ESG信䜂䫪ꪪ鷶幯輑ざ✫ぐ㖑暵剣涸岁錞銳宠㽍Ⱖ僽㖈繠㕂ծ欧崍ㄤ❇崍䋑㖞

繠㕂涸 ESG䫪ꪪ銳宠「ⵌ霆ⵚ❜僒㨼プ⠔SEC涸䔂捘䕧ㆇկꦿ䊤㖈繠㕂䋑㖞涸 ESG䫣デ⚚呔黽㸛✫ SEC㼆ꬋ餒⸉
信䜂䫪ꪪ涸錞㹁暵ⵆ僽㖈孞⦫湱Ⱒ굥ꤗ䫪ꪪ方կⰖꅷ欽✫孞⦫湱Ⱒ餒⸉䫪ꪪ䊨⡲絆 (TCFD) 涸方岁勻霉⠮ㄤ䫪ꪪⰦ孞
⦫굥ꤗㄤ劼麁կꦿ䊤䪬霿ⵌ 2025䎃㼜庛㹔孞⡤䱗佞ꆀⲸ㼱 20%ⵌ 2030䎃Ⲹ㼱 50%䎇剒鵷㖈 2050䎃㹊梡ⲙꨪ䱗佞կ19

ꦿ䊤➢ 2017䎃䒓㨤䭽撑ꬋ餒⸉䫣デ䭷⟁NFRD䭷⟁涸銳宠〄䋒✫Ⱒ✵梠㞯䕧ㆇծ爢⠔餑柄ծ⣘䎾Ꝇ盗椚瘝方涸霫
絈䫣デ䎇⚂㖈䫣デ中帿Ⰶⴔ區✫Ⱆ㥵⡦䎾㼆Ⰼ椕孞⦫」⻊ծ荈搬餴彂瀊緃瘝劍䮋䧶կ20⧩䖤岤䠑涸僽NFRD姻㖈鄄刿
Ⰼ涸Ⱆ〳䭯絯〄㾝䫣デ䭷⟁CSRD䨾》➿կCSRD㼜➢ 2024䎃䒓㨤鷶姿㹊倶巑渷刿䎛岌涸Ⱆ䎇䒸Ⰶ刿⚚呔涸䫣
デ銳宠կꦿ䊤⡲⚹♧㹻㣐㘗騗㕂Ⱆ㾩✵ CSRD껷䪠銳黽㸛倝錞㹁涸⟱⚌⛓կ呏䰘 CSRD涸㹊倶傞ꢂ邍ꦿ䊤㼜銳㖈
2025䎃䲿❜Ⱖ 2024䎃䏞涸껷⟧ CSRD䫣կꦿ䊤翴霼㸝宕⠔雦䋗✲⸉䨾 (EY)㼆Ⱖ 13⚡Ⱒꝶ涸梠㞯ծ爢⠔ㄤ屛椚 (ESG)絫
佪䭷叻鵳遤杝用ꊹ霆⟄㽴⸂痗ざ CSRD㼆痦♲方㹎呍涸銳宠鵯⡤梡✫忘駈港盗銳宠涸⸓䙖䚍ծ㢕勇䚍կ21

罜㖈❇崍䋑㖞ꦿ䊤暵ⵆ岤ꅾ鷓䎾♶ず㕂㹻ㄤ㖑⼓涸 ESG䫪ꪪ銳宠կꦿ䊤넞䏞ꅾ錠Ⱖ㖈中㕂䋑㖞涸 ESG䫣デ餘ꆀ暵ⵆ
僽㖈中㕂港盗䔂靈侨䰘ⲥ烁䚍ㄤ〳嫱䚍涸倝胜兞♴կ中㕂涸 ESG 䫪ꪪ叻ⲥ㼆信䜂餘ꆀ䲿ⴀ✫⚚呔銳宠䔂靈䫣デ涸〳ꬑ䚍ծ
湱Ⱒ䚍ծ〳 嫱䚍ծ〳 낉霆䚍ծ〳 椚鍒䚍ㄤ⿺傞䚍22⚹姼ꦿ䊤⸈䔂✫♸中㕂本㖑涸ざ⡲⠑⠶ㄤ㹎雦劼匬涸ざ⡲烁⥂Ⱖ侨䰘涸鷳
僈䏞ㄤⲥ烁䚍կ中㕂涸 ESG䫣デ叻ⲥ㖈Ⰼ椕薴㔵ⰻ⛲Ⱘ剣杝暵䚍暵ⵆ僽㖈㼆“Ⱏず㺢酕”ㄤ“⛵勠䮷Ⱓ”涸䔂靈♳鵯♧馋⸷㼆
Ⰼ椕⟱⚌䲿ⴀ✫倝涸䮋䧶կ23ꦿ䊤㖈鷓䎾鵯❈銳宠傞♶➑銳罌贊ⰦⰌ椕 ESG䧶殜涸♧荝䚍鵮銳烁⥂Ⱖ㖈中㕂涸⚌⸉腊㢿
僥ⴀ㼆中㕂爢⠔絑崸〄㾝⠏⯓✲고涸佅䭯կꦿ䊤鸑鵂霃用㣐中⼶⼓〳䭯絯〄㾝㨼プ⠔烁⥂Ⱖ䫣デ痗ざ中㕂暵剣涸港盗銳
宠ㄤ爢⠔湡叻կ姼㢪ꦿ䊤鵮Ⱒ岤㥵⡦ⵄ欽本㖑⻊侨䰘烁⥂Ⱖ㖈中㕂䋑㖞涸〳䭯絯〄㾝瘻殜痗ざ中㕂䫏餴罏涸宠ㄤ劍䖉կ

榰䎋ㄳ㉰-VDLJO�$PFF&4(屛椚⟟⧩ծ尲鸑⟟⧩⡤梡

榰䎋ㄳ㉰Luckin Coffee僽中㕂涸♧㹻ㄳ㉰鵶ꝉㅷ晥䧭用✵ 2017䎃կ⳪⦶“侨㶶⻊”ㄤ“倝ꨪ㈒”涸絑蠒椚䙁榰䎋鴽鸟
〄㾝䎇㖈瀊瀊Ⳝ䎃ⰻ䧭⚹中㕂ㄳ㉰䋑㖞涸곭⯓ㅷ晥⛓♧կⵌ 2019䎃榰䎋涸꡶䏅侨ꆀ䊺絑馄鵂 4000㹻〄㾝⸷㣢䞞➃կ
2020䎃榰䎋ㄳ㉰欨荛䧭⸆㖈繠㕂紵倛鴪⯘♳䋑䧭⚹餴本䋑㖞涸倝㹍կ

2020䎃 4剢 ,榰䎋ㄳ㉰ꤴⰆ✫⚚ꅾ涸餒⸉鸣⧺♾ꢉկⰖ䪬雩⠦鸣✫紨 22➉⯋➃字䋏 (紨 3.1➉繠⯋ )涸Ꝉ㈒괄㼋
荝Ⱆ肅⟟凐駮 75.6%껷䌏鵘蠒官ㄤ㢴ぜ넞盗鄄⨢翟Ⱆ⚰䫏餴罏霎霁ㄤ港盗靈叅紵倛鴪⯘Ɀ㹁㼜榰䎋ㄳ㉰鷍䋑կⰖ
憄⚰灶❡կ24

㼆⽭劼 ,榰䎋ㄳ㉰䒓㨤✫葼ꦼ涸鲮㘗⛓騟կ㼆ⰻꅾ㝕Ⱆ屛椚絕匬կ♧僽䒸Ⰶ倝涸盗椚㔙ꢭ䒊用㢴㽻涸港漛禹絡
䔂⻊ⰻ鿈䱽ⵖㄤざ錞盗椚2022䎃7剢䧭用〳䭯絯〄㾝㨼プ⠔㼜ESG椚䙁紵ⰆⰖ䧶殜Ɀ瘻կ✳僽䔂⻊⟱⚌俒⻊ㄤ⟟⧩錜
㼜霟信ծ䊨⻠礵牟ծ倝ծ⚺➃线礵牟ㄤざ⡲⚹呍䗱⟟⧩錜ꅾ倝ⵖ㹁Ⱆ⢪ㄐㄤ䡦兞2023䎃姻䒭〄䋒✫“⟄饬繠㥩僈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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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 ESG信息披露近年来在政策指引与市场需求的双重驱动下快速崛起，呈现“多方共促、加速规范”的发展态势。一
方面，监管部门陆续出台各类政策与标准，推动上市公司和大型国有企业率先探索 ESG实践；另一方面，投资者、消费者以及
国际社会对中国企业在可持续发展与信息透明度方面的要求也在不断提升。随着国内外资本市场对 ESG 信息的关注度持续

攀升，中国企业在完善信息披露、参与全球可持续治理对话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政策历程
                      初步探索（2006-2009年左右）

这一时期，随着 2006年《公司法》和《证券法》的修订，中国资本市场开始将环境和社会责任纳入上市公司治理体系的
视野中。虽然当时并未明确提出“ESG”概念，但在法律层面已强调上市公司应承担社会责任。2008 年，上海证券交易所率
先发布了针对环境信息披露的指导意见，鼓励上市公司披露环保投入、排污情况及节能减排成果等环境绩效信息，标志着
我国资本市场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初步重视。

第一阶段

                      制度框架逐步成型（2010-2015年）

在此阶段，企业社会责任（CSR）报告开始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自发或应监管部门要求编制 CSR 报告，内
容涵盖环境保护、公益慈善和社会责任等方面。监管部门在多个规范性文件和行动方案中提出了“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

等理念，倡导企业将环保、节能等关键信息纳入对外报告。尽管未形成系统的强制性要求，但地方和行业的探索为后续 

ESG 披露体系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经验和实践基础。

第二阶段

                      从“倡导”到“半强制”（2016-2018年）

2016年，香港联交所对 ESG 报告实施了新的监管规定，对 A+H 股公司在环境、社会与管治信息披露方面提出更高
要求，也在内地资本市场引发关注。2017 年至 2018 年间，上海证券交易所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修订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
则与自律监管指引，进一步强化了环境与社会责任方面的披露要求。在此推动下，越来越多公司在年度报告或社会责任报
告中纳入 ESG 相关事项，披露的深度和范围逐步拓展。

第三阶段

                      强化监管与政策协同（2019-2020年）

2019年修订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对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和加强环保治理作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推动公司治
理与 ESG 理念深度对接。与此同时，各地和行业协会相继出台了本地或行业的 ESG/CSR 报告编制指引，使信息披露逐
步呈现多层面、规范化的发展趋势。2020 年，随着我国确立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绿色金融”相关政策密集出台，银行、保险
等金融机构也开始更加关注 ESG 风险因素并将其纳入风险管理和信息披露体系。

第四阶段

                      迈向更全面的强制性和规范化（2021年至今）

2021 年起，双碳目标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资本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完善上市规则与行业指引，要求上市公司在年报、
半年报或单独的 ESG 报告中全面披露环境、社会与治理相关信息。国资委也明确要求具备条件的央企发布可持续发展报
告或 ESG 报告，并将其纳入考核体系。2022 年后，监管层进一步推动建立统一的 ESG 披露标准，并逐步将 ESG 纳入银
行保险等金融机构的信贷审批、投资决策和风险管理范畴。随着政策的不断细化与落实，中国 ESG 披露正从“倡导”走向
“规范”，在深度与广度上迈向更为系统和全面的强制性阶段。

第五阶段

政策体系
整体而言，中国 ESG 信息披露政策体系已形成了由“双碳”战略与“十四五”规划统领，证监会与国资委主导，交易所具体执

行，各类政策文件与指引相互衔接的多层次结构。大企业与国企在这一框架下率先实施强制或半强制披露，并起到“标杆”作用。

顶层设计与总体制度基础
“双碳”目标与“十四五”规划

自 2020年提出碳达峰、碳中和（“双碳”）目标以来，中国政府对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显著提升。这一战略不仅成

为企业环境责任的重要指引，也为日后各项 ESG披露政策的出台提供了宏观背景与明确的目标导向。在此基础上，2021年 3

月发布的“十四五”规划，明确将绿色发展与碳排放控制置于国家战略高度，为环保与社会责任相关政策奠定整体基础，并引导
资本市场在转型中发挥资源配置与监督作用。

法律法规与相关基础制度

现行的《公司法》和《证券法》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合规性和透明度提出基本要求。虽然这两部法律并未直接提及 ESG，
但它们为公司治理和信息披露提供了框架性保障。此外，中国证监会在修订《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时，逐渐纳入了对社会责任、
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表述，鼓励或引导上市公司将 ESG因素纳入经营管理和信息披露。这些基础制度的完善，也为从“倡导”到
“强制”过渡奠定了法律与制度基石。

主要监管主体与职责分工
中国证监会

作为资本市场的主管部门，中国证监会在宏观层面制定并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管制度，不断强调 ESG信息在风
险管控及投资决策中的重要性。证监会通过修订《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基础制度，督导交易所出台更细化的自律监管指引，并
在持续监管和现场检查中强化对 ESG信息披露的要求，从而在顶层推动 ESG合规落地。

国资委 

国资委对中央企业（央企）在 ESG管理与信息披露方面的要求较高，强调要将可持续理念融入企业战略、海外投资和供
应链管理等关键环节。2022年 3月，国资委成立了社会责任局，专门负责指导央企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乡村振兴、推动
“双碳”工作等。随后发布的《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工作方案》《关于新时代中央企业高标准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等
文件，均对央企 ESG信息披露提出了覆盖范围和报告质量的具体要求。

通过系列规范和专门机构的设立，央企在国内 ESG实践中扮演着“领跑者”角色，为其他上市公司在履行社会责任、推动
可持续发展方面起到了示范作用。

交易所

交易所主要通过上市规则、监管指引和报告编制指南等执行层面的文件，落实证监会的顶层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与深
圳证券交易所两大交易所在早期主要以“倡导”和“建议”为主，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和投资者需求的提升，正在逐步向“半强
制”乃至“强制”披露迈进。

目前，交易所对 ESG信息披露的强化首先聚焦于特定板块或重点样本公司，如上证 180指数、科创 50指数等，为未来覆
盖更多上市公司的全面推行做好了制度和实践准备。

核心政策文件与指引
上海证券交易所

2022年 10月，上交所发布《上市公司自愿披露指引（ESG）》征求意见稿，提出更加精细化的 ESG披露建议，并鼓励企业
与国际主流框架接轨。26

2024年 4月 12日，上交所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4号——可持续发展报告（试行）》，明确了
强制披露主体范围（上证 180指数、科创 50指数样本公司及境内外同时上市的公司），规定了披露时间、披露形式与审批程序，
并采用“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的双重重要性原则，同时对 2025年度报告披露设定了 2026年 4月 30日的过渡期要求。27

深圳证券交易所

早在 2006年，深交所就发布了《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强调上市公司在保护股东利益的同时，应注重承担社会与环境
责任，为随后 ESG理念的推广打下基础。28

2024年 4月，深交所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7号——可持续发展报告（试行）》，明确列出了
21个议题，涵盖应对气候变化、污染物排放、生态保护、乡村振兴、创新驱动、员工权益等。29此后在 2024年 11月，深交所进
一步推出了《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ESG）报告编制指南（征求意见稿）》，详细规定了报告的编制范围、数据口径和披露方式，以
提高披露的可比性和透明度。 30

ESG信息披露与全球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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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体系
整体而言，中国 ESG 信息披露政策体系已形成了由“双碳”战略与“十四五”规划统领，证监会与国资委主导，交易所具体执

行，各类政策文件与指引相互衔接的多层次结构。大企业与国企在这一框架下率先实施强制或半强制披露，并起到“标杆”作用。

顶层设计与总体制度基础
“双碳”目标与“十四五”规划

自 2020年提出碳达峰、碳中和（“双碳”）目标以来，中国政府对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显著提升。这一战略不仅成

为企业环境责任的重要指引，也为日后各项 ESG披露政策的出台提供了宏观背景与明确的目标导向。在此基础上，2021年 3

月发布的“十四五”规划，明确将绿色发展与碳排放控制置于国家战略高度，为环保与社会责任相关政策奠定整体基础，并引导
资本市场在转型中发挥资源配置与监督作用。

法律法规与相关基础制度

现行的《公司法》和《证券法》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合规性和透明度提出基本要求。虽然这两部法律并未直接提及 ESG，
但它们为公司治理和信息披露提供了框架性保障。此外，中国证监会在修订《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时，逐渐纳入了对社会责任、
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表述，鼓励或引导上市公司将 ESG因素纳入经营管理和信息披露。这些基础制度的完善，也为从“倡导”到
“强制”过渡奠定了法律与制度基石。

主要监管主体与职责分工
中国证监会

作为资本市场的主管部门，中国证监会在宏观层面制定并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管制度，不断强调 ESG信息在风
险管控及投资决策中的重要性。证监会通过修订《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基础制度，督导交易所出台更细化的自律监管指引，并
在持续监管和现场检查中强化对 ESG信息披露的要求，从而在顶层推动 ESG合规落地。

国资委 

国资委对中央企业（央企）在 ESG管理与信息披露方面的要求较高，强调要将可持续理念融入企业战略、海外投资和供
应链管理等关键环节。2022年 3月，国资委成立了社会责任局，专门负责指导央企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乡村振兴、推动
“双碳”工作等。随后发布的《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工作方案》《关于新时代中央企业高标准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等
文件，均对央企 ESG信息披露提出了覆盖范围和报告质量的具体要求。

通过系列规范和专门机构的设立，央企在国内 ESG实践中扮演着“领跑者”角色，为其他上市公司在履行社会责任、推动
可持续发展方面起到了示范作用。

交易所

交易所主要通过上市规则、监管指引和报告编制指南等执行层面的文件，落实证监会的顶层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与深
圳证券交易所两大交易所在早期主要以“倡导”和“建议”为主，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和投资者需求的提升，正在逐步向“半强
制”乃至“强制”披露迈进。

目前，交易所对 ESG信息披露的强化首先聚焦于特定板块或重点样本公司，如上证 180指数、科创 50指数等，为未来覆
盖更多上市公司的全面推行做好了制度和实践准备。

核心政策文件与指引
上海证券交易所

2022年 10月，上交所发布《上市公司自愿披露指引（ESG）》征求意见稿，提出更加精细化的 ESG披露建议，并鼓励企业
与国际主流框架接轨。26

2024年 4月 12日，上交所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4号——可持续发展报告（试行）》，明确了
强制披露主体范围（上证 180指数、科创 50指数样本公司及境内外同时上市的公司），规定了披露时间、披露形式与审批程序，
并采用“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的双重重要性原则，同时对 2025年度报告披露设定了 2026年 4月 30日的过渡期要求。27

深圳证券交易所

早在 2006年，深交所就发布了《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强调上市公司在保护股东利益的同时，应注重承担社会与环境
责任，为随后 ESG理念的推广打下基础。28

2024年 4月，深交所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7号——可持续发展报告（试行）》，明确列出了
21个议题，涵盖应对气候变化、污染物排放、生态保护、乡村振兴、创新驱动、员工权益等。29此后在 2024年 11月，深交所进
一步推出了《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ESG）报告编制指南（征求意见稿）》，详细规定了报告的编制范围、数据口径和披露方式，以
提高披露的可比性和透明度。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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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委相关文件

国资委针对央企多次发布规范性文件，包括 2022年 5月的《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工作方案》31和 2024年 6月 4

日的《关于新时代中央企业高标准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提出“将 ESG工作纳入社会责任工作统筹管理”以及“实现央企
控股上市公司专项报告披露全覆盖”等要求。32

2023年 7月，国资委办公厅发布《关于转发 <央企控股上市公司 ESG专项报告编制研究 >的通知》，提供参考指标体系
与模板，助力央企在海外投资与供应链管理中落实可持续发展理念，提升信息披露的规范性与完整性。33

适用主体与披露要求
强制与半强制区分

在现行政策体系下，强制性披露主体主要锁定于上证 180指数、科创 50指数样本公司、境内外同时上市公司以及央企控
股上市公司。对这类企业，政策文件均规定了明确的披露形式、时间和审批程序。除此以外，尚未覆盖在强制范围内的其他上市
公司，多数处于“鼓励或半强制”阶段，随着监管深化和投资者需求增长，未来强制范围可能持续扩大。

“双重重要性”原则

“双重重要性”指“财务重要性”与“影响重要性”的结合。一方面，需要判断 ESG议题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另一方面，也
要评估企业自身的经营对环境、社会可能造成的正面或负面影响。通过这一原则，企业可更有针对性地披露真正关键的信息，
同时满足不同利益相关方对 ESG信息质量与深度的需求。

披露深度与国际对标

上交所、深交所的最新指引均鼓励企业参照国际通行框架，如 GRI、SASB、TCFD等，以便在全球范围内提升信息透明度
与可比性。这既为跨境投资者提供了更清晰的企业 ESG表现，也推动中国企业与国际标准进一步接轨，增强其在全球资本市
场的可持续竞争力。

市场与企业的披露实践
政策催生需求，市场亦在倒逼企业加速行动。中国 A股上市公司发布 ESG报告的数量呈现显著增长趋势。2023年度，共

有 2220家 A股上市公司发布了 ESG报告，披露率达到 41.56%，比 2022年增长约 20%，比 2021年增长约 51%。34截至
2024年 6月，2023年度 ESG报告的披露率进一步提升至 57.83%，其中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披露率高达 95%。35行业分布方
面，金融行业的整体披露覆盖率已超过 90%，公用事业和能源行业超过 60%。36地区差异也在缩小，截至 2024年 8月，西部地
区 A股上市公司的 ESG报告披露率达 45%，较 2023年增长 13%。37这些数据反映出中国企业对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责任的重
视程度不断提高。随着“双碳”目标的深入推进，碳排放、能源使用效率及绿色供应链已成为最受投资者与公众关注的议题之一。

所有制性质是中国企业最大的身份标签。中国大型国企与民营企业在 ESG 信息披露方面各具特色，但都展现出越来越
高的透明度与合规性。国企更多是受国家战略引导，披露内容围绕社会责任、环境管理和安全生产展开，着重展示其对社会公
共利益的贡献；而民营企业则更强调市场化驱动和国际化对标，注重通过创新和商业模式融合，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推动企
业在全球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两类企业在中国 ESG信息披露的不同路径和策略中，展现了各自特色，同时也反映出中国企
业在全球资本市场中对可持续发展的日益重视。

中国大型国企：肩负国家战略与社会责任
特色一：紧扣国家战略与政策导向

大型国有企业（国企）在 ESG信息披露中通常承载着更高的社会责任，其披露内容与国家战略和政策紧密相连。国企不仅
需要在自身发展中贯彻落实国家的经济政策，还要在环保、社会责任等领域积极响应国家指示。比如，在“双碳”目标背景下，许
多能源行业的国企如中国石油和中国电力公司会在其 ESG报告中，详细披露节能减排措施、清洁能源发展、碳排放量和未来
减排目标等。此外，国企还需展示它们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社会责任承担，如在国际项目中披露对当地环境和社区的影响评
估，并通过报告传递其在全球发展中的合规性与责任心。

例如，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两大能源巨头，它们的 ESG报告不仅涵盖了减排与清洁能源的进展，还对其在油气开采、运输
等环节中的环境影响进行了详细分析，同时明确提出减少油气行业温室气体排放的阶段性目标。这些企业在报告中强调对海
外项目的合规性，确保遵守当地的环境保护与劳工法规，展示出它们在跨境业务中的绿色转型与社会责任。

ESG信息披露与全球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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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二：完善的组织与考核机制

国企在 ESG 信息披露中的另一大特点是其高度的组织化与系统化。国资委对中央企业的 ESG 管理和信息披露有明确
要求，大型国企通常会设立专门的 ESG委员会或社会责任部门，且报告的编制和审核通常由高层领导亲自主导。例如，中国建
筑与中国交建等基建巨头，通常会将 ESG报告与社会责任报告合并，由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且其报告会包括安全生产、绿色建
筑、社会影响等多个维度的披露，体现了国企在行业中的示范作用。

通过这样的机制，国企能够在 ESG报告中向外界传达它们在履行国家战略目标、推动社会福利、绿色转型等方面的行动
与成绩。其考核机制通常涉及高管薪酬与企业社会责任完成度挂钩，进一步推动企业在环境、社会及治理等方面的系统性改进。

特色三：供应链合规与全覆盖管理

国企的供应链合规性往往比民营企业更加严格，尤其是涉及到重资产、能源等领域的企业。国企会在 ESG报告中披露供应
商的环保标准、劳工条件及合规性审查结果，并为此设立专项的管理和审核机制。例如，中国国家电网在其 ESG报告中详细列
出其供应商筛选标准，包括供应商的环境影响、社会责任及产品质量，确保供应链在环保、安全及劳工管理等方面符合国家和企
业的高标准。这种对供应链的全覆盖管理，不仅是国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也是国企在 ESG信息披露中的突出特色之一。

中国民营企业：多元化业务与市场化驱动

特色一：创新驱动与国际对标

中国民营企业在 ESG信息披露中展现出强烈的市场驱动性与创新意识，尤其是在高科技、互联网及制造业领域。这些企
业在 ESG 信息披露上往往具有较强的国际视野，致力于对标全球最先进的 ESG 框架。以阿里巴巴为例，阿里巴巴早期的
ESG报告集中于公益领域，随着电商、云计算、物流等业务的扩展，阿里巴巴逐渐将环境管理、数据合规和用户隐私保护等议
题纳入到 ESG报告中，体现了企业不断创新和扩大 ESG议题覆盖范围的趋势。

例如，阿里巴巴在 2021年的报告中开始对标 TCFD框架，详细披露了气候风险、减排路径和治理结构，并针对数据合规、
用户隐私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管理措施。阿里云也在报告中展示了其数据中心如何通过节能降耗来降低碳排放。阿里巴巴的
这一做法展现了民营企业在全球竞争中积极对接国际 ESG标准，推动业务与社会责任的深度融合。

特色二：公益与商业模式融合

相比国企主要受到政策与社会责任导向的影响，民营企业更多是在市场竞争的驱动下，将公益与商业模式进行融合，创
造出既有商业回报又能实现社会价值的模式。例如，比亚迪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努力，不仅推动了中国汽车产业的绿色转型，
也为全球减排贡献了力量。比亚迪在其 ESG报告中详细披露了其在电池回收、碳排放控制、绿色运营等方面的创新举措，并明
确表示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其绿色出行理念，旨在实现环境与商业的双赢。

比亚迪在报告中还介绍了其成立的碳排放管控委员会，明确制定了减少碳排放的目标，并通过技术创新不断降低汽车生
产过程中的碳足迹。通过这种将公益与商业目标紧密结合的做法，比亚迪成功在全球市场树立了环保先锋的品牌形象。

特色三：快速迭代与生态协同

民营企业在 ESG信息披露上的快速迭代和生态协同能力也是其突出特点之一。以京东为例，京东在 2018年后逐步将绿
色物流、环保包装与供应链伦理管理等内容纳入其 ESG报告中，并通过与国际 ESG准则（如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对标，展
现了京东在全球市场中的责任担当。随着京东物流的业务扩大，公司在 2023年发布的 ESG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双碳”目标，并
展示了绿色仓储、智能物流车辆和电商包装减量化等具体数据。这些信息不仅展示了京东在环保方面的实际努力，也体现了民
营企业如何通过生态协同推动整个产业链的绿色转型。

京东在绿色物流方面的努力，如推进屋顶光伏项目、绿色仓储及智能物流车的使用，体现了民营企业如何在快速发展的
同时，迅速调整战略并整合内外部资源，通过不断优化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在环保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核心挑战与未来趋势
尽管中国企业的 ESG信息披露水平已有显著提升，但在数据质量、信息透明度和报告一致性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不同

企业对“环境”“社会”“治理”的定义和指标口径差异明显，缺乏统一而具操作性的准则。此外，第三方鉴证与独立审计的覆盖面
不足，也为“选择性披露”与潜在的“漂绿”（greenwashing）行为留下空间。

2025ESG白皮书

010



搬罜ꥥ满♸㕂꣢〳䭯絯ⲥⴭ椚✲⠔ISSB涸ⲥⴭ涸鷶姿䱹鲪中㕂 ESG䫪ꪪ涸叻ⲥ⻊♸〳嫱䚍〳劅鷶䎃㟞䔂կず傞
껺度❜僒䨾♸ⰻ㖑❜僒䨾涸✽翫✽鸑劼ⵖ⛲㼜㖈♧㹁玐䏞♳䲀⸓A肅♳䋑Ⱆ♸㕂꣢⚺崨ⲥⴭ䱹鲪կ〥♧方㕂ⰻ涸“焫”

湡叻♸♶倗⼮紩涸梠⥂岁䖒岁錞㼜鵳♧姿⤛鵳⟱⚌➢“鄄⸓ざ錞”ぢ“⚺⸓尲鸑”鲮」鷶幯ッ梡“港盗—䋑㖞—爢⠔”♲⯋ざ⸂
涸葻䚍✽⸓կ

➢劍溏⠶ꥥ綁蒀ꆄ輑♸〳䭯絯嶊餩椚䙁涸䎛岌⠛乄中㕂⟱⚌㖈Ⰼ椕⣘䎾Ꝇ♸餴本䋑㖞中涸㖑⡙⠔刿⣜饆✵ ESG信
䜂䫪ꪪ涸餘ꆀ♸帿䏞կ佟瘻♸䋑㖞信〿邍僈劢勻中㕂 ESG信䜂䫪ꪪ㼜ッ梡♴馋⸷

刿䎛岌涸䔂ⵖ䚍銻渷

ꥥ满港盗㽻㼆♳䋑Ⱆㄤꅾ挿遤⚌⟱⚌涸ざ錞銳宠傈渤⚚呔䔂ⵖ䚍䫪ꪪ㼆韌㼜➢⠛絡ꅾ寓厩ծ넞腊署遤⚌鷶姿䒁
⠽荛刿䎛岌涸곭㚖⺫䭍✽翫緸䎂〵ծꆄ輑劼匬ծ䨻㖑❡⚌瘝կ劢勻㕂餴㨼ㄤ❜僒䨾䧴㼜鵳♧姿僈烁♶ず碫㘗⟱⚌涸䔂ⵖ
䫪ꪪ絈ⴭ㥵焫䱗佞ծ⣘䎾Ꝇ麤䗞㹎叅ծ⸣䊨勉渤瘝Ⱒꝶ雳곿䌄⸓刿㢴中㼭㘗⿺ꬋ♳䋑⟱⚌⚺⸓㼆叻կ

刿礵絈⻊涸䭷叻⡤禹

㖈焫湡叻ㄤ㕂꣢ⲥⴭ馋ず涸胜兞♴⟱⚌銳刿⸈礵ⲥ㖑ꆀ⻊荈魧梠㞯ծ爢⠔ㄤ屛椚絫佪կ焫䱗佞侨䰘㼜絈⻊ⵌ薴
㔵 1ծ薴㔵 2ㄤ薴㔵 3綁蒀鵘蠒♸腊署䧭本涸礵絈⻊呍皾鷶姿䧭⚹⚺崨爢⠔餓⟣鿈ⴔ⛲〳腊鸑鵂ꆀ⻊䭷叻㥵プ䊨㢴
⯋䚍ծ⣘䎾Ꝇ⸣䊨叻ⲥざ錞䏞鵳遤䫪ꪪ㹊梡♸Ⰼ椕叻ⲥ涸㼆䱹կ

刿㢴絶䏞痦♲倰ꊹ霆

⚹⯘剪“鷥䭊䚍䫪ꪪ”♸侨䰘溫㹊䚍♶駈涸굥ꤗ港盗鿈꡶ㄤ餴本䋑㖞㖲㼜렽⸠䧴䔂ⵖ⟱⚌䱹「㢪鿈杝用ꊹ霆劼匬涸
㹎雦嶍⿺焫䱗佞雦ꆀծ爢⠔䕧ㆇ霉⠮⟄⿺屛椚絕匬ざ錞瘝㢴方կ劢勻ꊹ霆䫣デ〳腊䧭⚹⟱⚌䎃䫣䧴 ESG䫣デ涸ꅾ銳
ꂁ㤛俒⟝䲿⼮侨䰘鷳僈䏞♸㕂꣢䫏餴罏雩〳䏞կ

刿⸓䙖⻊涸䫪ꪪ倰䒭

馊勻馊㢴涸中㕂⟱⚌㼜♶ⱄ㽷ꣳ✵嫦䎃〄䋒♧妃涸 ESG䫣デ罜僽㽂霚⟄㷍䏞䫣デծ剢䏞刿倝䧴鵘欽侨䰘〳錠⻊
䎂〵㹊傞䫪ꪪ呍䗱梠㞯♸爢⠔䭷叻կ侨㶶⻊䊨Ⱘ㥵⼓㗌ꝆծAI皾岁ծ㣐侨䰘ⴔ區㼜㖈⟱⚌ⰻ鿈䎾欽欽✵鷅驶⣘䎾Ꝇ䱗
佞ծプ䊨犷ⵄ♸굥ꤗ䭷叻瘝㹊梡㼆 ESG信䜂涸넞곸港䱽♸⸓䙖〄䋒կ

刿深Ⰶ涸⣘䎾Ꝇ餓⟣䒁⠽

焫湡叻ㄤ㕂꣢爢⠔涸騗㞯港盗馋⸷⢪䖤⟱⚌䗳곢㼜⣘䎾Ꝇ紵Ⰶ ESG盗椚薴㔵巑渷♳康⾲勞俱ꅷ餝ծ⸣䊨勉渤⿺
䱗佞盗䱽瘝㢴⚡絶䏞կ㼆✵Ⱘ㢊騗㞯⚌⸉涸中㕂⟱⚌㥵⡦Ⱟ곥嵳㢪䋑㖞涸岁錞䊵䒗ծ俒⻊䊵䒗瘝㼜䧭⚹鵳♧姿䲿⼮
ESG䫪ꪪ帿䏞涸Ⱒꝶկ

刿稒㺙涸綁蒀ꆄ輑翫⸓

㖈ꆄ輑䋑㖞㽻㉁⚌Ꜿ遤ծ⥂ꤗㄤ餴盗劼匬姻㼜 ESG霉紩紵Ⰶ䱇信♸䫏餴Ɀ瘻“綁蒀⧥ⵚ”“〳䭯絯〄㾝䭱꛰餧妴”

瘝❡ㅷ錞垷⛲㖈♶倗䪈㣐կ劢勻⟱⚌涸 ESG䫪ꪪ餘ꆀㄤ䫏餴罏⨊㥩⛓ꢂ涸Ⱒ翫䏞⠔鵳♧姿㟞䔂⦝鹦⟱⚌⠏⻊梠㞯♸
爢⠔絫佪⟄蜦》刿⠏䧭本涸輑餴♸刿䎛岌涸䫏餴罏纈⡤կ

刿㢴⯋⻊涸遤⚌荈䖒♸爢⠔港漛

ぐ遤⚌⼸⠔♸爢⠔絆絉䠁〄ꅾ錠 ESG 荈䖒♸叻ⲥⵖ㹁㯮⡤♸嶊餩罏⛲鸑鵂荈㯮⡤ծ瀊錠곸瘝庈麤䘯鸟佞㣐⟱⚌
㖈梠㞯䧴爢⠔곭㚖涸鵵錞遤⚹կ遤⚌ⰻ涸“✽湱港漛”♸Ⰼ爢⠔涸“ⰖⰟ港漛”劼ⵖ㟞䔂䠑满⟱⚌銳㖈ⰻ䱽ㄤ㼆㢪尲鸑
♳䭯絯䫏Ⰶ鼙⯝“怓綁”Greenwashing䧴信䜂㣟㹊䌄勻涸㡮钚굥ꤗկ

ESG信䜂䫪ꪪ♸Ⰼ椕尲鸑

011



Ⰼ椕ㄤ中㕂涸港盗馋⸷Ɀ㹁满Ⱆ ESG 信䜂䫪ꪪ涸瘻殜港盗♸䋑㖞㼆 ESG 信䜂䫪ꪪ涸銳宠♶倗㟞⸈⟱⚌銳僈
烁ㆭ❈ ESG雳곿㼆Ⱖ⚌⸉剒ⰨⰢ翫䚍ㄤ䕧ㆇ⸂爢⠔Ⱆ⠍ㄤ䫏餴罏㼆 ESG信䜂鷳僈䏞ㄤ溫㹊䚍涸銳宠䲿⼮⟱⚌鸑鵂䒸Ⰶ
痦♲方㹎雦♸ꊹ霆烁⥂䫪ꪪ涸梠㞯侨䰘ծ爢⠔䕧ㆇծ⸣䊨犷ⵄ瘝Ⱒꝶ信䜂涸〳ꬑ䚍ㄤ〳信䏞䫏餴罏ㄤ⟱⚌馊勻馊雩霋ⵌ
ESG邍梡♶➑♸⟱⚌涸爢⠔餓⟣湱Ⱒ鵮湬䱹䕧ㆇ⟱⚌涸餒⸉⨴䐀ㄤ劍渠ⵄ腊⸂⟱⚌䎾䔲㼜Ⱒꝶ涸 ESG䭷叻㥵腊署ծ
焫䱗佞ծプ䊨崨㣟桧瘝♸餒⸉侨䰘鵳遤Ⱒ翫ⴔ區㾝爙㥵⡦鸑鵂〳䭯絯〄㾝㹊騨䕧ㆇ鵘蠒䧭本ծ佐Ⰶㄤ굥ꤗꥥ满侨㶶⻊傞
➿涸ⵌ勻⟱⚌♸䫏餴罏ծⰖ⠍⛓ꢂ涸尲鸑庈麤傈渤㢴呋⻊爢❜㯮⡤ծ官緸ծ錠곸䎂〵瘝䧭⚹✫⟱⚌⠛乄Ⱖ ESG信䜂涸倝鸀
䖈կ㖈鵯♧胜兞♴⟱⚌䗳곢ꅾ倝㹎錠㥵⡦鸑鵂剣佪涸尲鸑瘻殜ⵖ㹁♧㤛腊衅㖑ծ〳 䪄遤ծ〳 邂ꆀ涸 ESG尲鸑♸䫪ꪪ瘻殜կ
⟄♴㼜➢㹊餘䚍雳곿霋ⵆծ餒⸉♸ꬋ餒⸉信䜂侮ざծ鷳僈⻊ꊹ霆劼ⵖծ⟄⿺傈䌢⻊尲鸑㔋⚡方⚹⟱⚌䲿⣘Ⱘ⡤涸㹊乼䭷⽂կ

㹊餘䚍雳곿涸霋ⵆ♸⠏⯓䱗䎸

僈烁⚌⸉Ⱒ翫䏞♸爢⠔䕧ㆇ
㖈⠍㢴 ESG雳곿中䎇ꬋ嫦♧고鿪♸⟱⚌涸絑蠒垷䒭䧴爢⠔䕧ㆇず瘝ꅾ銳կ⟱⚌䎾⯓㛇✵遤⚌㾩䚍ㄤ〄㾝媯癃鷥㼆

荈魧絑蠒剒Ⱘ䕧ㆇ⸂ծず傞㼆㢪鿈ⵄ渤湱Ⱒ罏䫏餴罏ծ㹐䨪ծ爢⼓瘝Ⱒ岤䏞剒넞涸雳곿կ⢾㥵ꅾ⻊䊨⟱⚌ꅾ挿䫪ꪪ焫䱗
佞ծ䊨⚌䏑宐瘝梠㞯雳곿✽翫緸䎂〵ⴭ곢翸搋侨䰘ꥧ猙ծ信䜂㸝Ⰼ♸皾岁⠡椚瘝곿կ僤䊼⯘Starbucks㖈ⰦⰌ椕䫣デ中
ꛏ㼆⣘䎾Ꝇ〳䭯絯䚍ծㄳ㉰鞝猫嗃梠㞯⥂䫡ծ爢⼓佅䭯瘝雳곿鵳遤✫帿䏞靈灇䎇♸ⵄ渤湱Ⱒ罏ⱚ䨪ծ곥㹐ծ䫏餴罏ծNGO鵳
遤霄靍կ呏䰘霄靍絕卓僤䊼⯘㼜“餏餓⟣涸ꅷ餝”♸“爢⼓〄㾝”⚹㹊餘䚍雳곿涸⠏⯓紩䎇㖈た絯涸䫪ꪪ♸㹊騨中䫏Ⰶ刿㢴
餴彂♸尲鸑礵⸂կ38

䒓㾝ꅾꅾ銳䚍ⴔ區Double Materiality
ꅾꅾ銳䚍⾲ⴭ銳宠⟱⚌ず傞罌贊 “餒⸉ꅾ銳䚍”ㄤ “爢⠔ꅾ銳䚍”կ♧方銳霉⠮梠㞯䧴爢⠔굥ꤗ㼆⟱⚌餒⸉邍梡涸

悶㖈䕧ㆇ〥♧方⛲Ⱒ岤⟱⚌鵘⡲㼆㢪鿈梠㞯♸爢⠔䨾❡欰涸姻䧴餏䕧ㆇկ39⢾㥵ꨪ ㈒歏㉁䎂〵傁銳㾝爙⣘䎾Ꝇ
中㶸㖈涸焫䱗佞ծ⸣䊨犷ⵄ瘝爢⠔䕧ㆇ⿶銳霹僈鵯❈㔔稇㥵⡦䕧ㆇ⣘䎾Ꝇ䧭本䧴餒⸉㔐䫣կ㹆㹻 (IKEA)㖈Ⱖ剒倝〳䭯絯〄
㾝䫣デ中ꅷ欽✫ “ꅾꅾ銳䚍”⾲ⴭ ,ず傞罌贊✫㼆⟱⚌餒⸉邍梡涸悶㖈䕧ㆇㄤ㼆爢⠔梠㞯涸㢪鿈䕧ㆇկ䫣デ中䲿ⵌ : “㖈䧮⟌
涸霉⠮中 , 䧮⟌罌贊✫⚙⚡곿——䧮⟌涸⚌⸉僽や〳腊㖈霪⚺곿♳䕧ㆇ➃䧴㖑椕 ? 霪⚺곿僽や〳腊䕧ㆇ䧮⟌⚌⸉涸餒⸉
邍梡 ?㥵卓㼆⟣♧곿涸㔐瘷僽肤㹁涸 ,䧮⟌㽠濼麤鵯僽♧⚡ꅾ銳⚺곿կ”♧方Ⱆ㖈㹻Ⱘ欰❡⿺⣘䎾Ꝇ崨玐中霉⠮卌加
⾲勞俱ꅷ餝ծ鵘鳕腊署♸䏑䒙暟㢅椚瘝呍䗱梠蒜㼆䧭本絕匬ㄤ絑蠒굥ꤗ涸䕧ㆇ䎇鸑鵂㖞兞垷䬾䲀皾⾲勞俱瀊緃䧴焫㹁⟟〳
腊䌄勻涸餒⸉岚⸓〥♧方㹆㹻❠Ⱒ岤荈魧㼆㢪鿈欰䙖ㄤ爢⼓涸䕧ㆇ⺫䭍啿卌餴彂〳䭯絯盗椚ծ⸈䊨梠蒜涸焫駈鶺⟄⿺
爢⼓㽠⚌佪渤瘝կ40

侮ざ餒⸉♸ꬋ餒⸉⥌䜂➢ⴔ用䫪ꪪⵌ絡♧䫣デ

㼜 ESG䭷叻紵Ⰶ餒⸉盗椚⡤禹
⟱⚌〳㼜Ⱒꝶ ESG䭷叻㥵腊署ծ焫䱗佞ծプ䊨崨㣟桧瘝♸餒⸉侨䰘鵳遤Ⱒ翫ⴔ區椚鍒〳䭯絯㹊騨㥵⡦䕧ㆇ䧭本ծ佐

Ⰶ⿺굥ꤗ侎〡կ⢾㥵㼜蒜宐ㄤ腊署涸佖㊤ꆀ⻊⚹湬䱹涸鵘蠒䧭本蒜溁䎇㖈䎃䏞餒䫣岤ꅺ中䫪ꪪկ41涰㪭薉⽇㖈 2022䎃䏞
䫣デ中霫絈霹僈✫宐餴彂盗椚涸餒⸉䕧ㆇ㼜蒜宐䪮助涸䎾欽䌄勻涸欰❡䧭本蒜溁⟄㹁ꆀ方䒭ッ梡կ鸑鵂䪾梠㞯䭷叻♸絑蠒
絫佪⨞侮ざ涰㪭薉⽇雮䫏餴罏刿湬錜㖑溏ⵌ〳䭯絯⚿䲃㼆ⵄ嶹♸굥ꤗ涸姻䕧ㆇկ42

䒸Ⰶ㢴絶䏞 KPI罌呍劼ⵖ
㖈ⰻ鿈屛椚中ESG絫佪♶䎾♸餒⸉ KPI湱✽ⶶ鄬罜䎾ꂁ㤛紵Ⰶ넞盗⿺Ⱒꝶ㔙ꢭ涸絫佪罌呍⡤禹烁⥂〳䭯絯〄㾝湡

叻㖈䧶殜䪄遤㽻䖤⟄衅㹊կ厤❈㕂꣢叻勍⟱⚌⠔霃縨 “焫Ⲹ䱗㤙⸠䭷叻”䧴 “爢⠔䕧ㆇ⸂霉⠮䭷叻”♸絑蠒ⵄ嶹䧴嬁ⵄ桧♧
饰紵Ⰶ罌呍䎇㖈䎃䫣䧴 ESG䫣デ中Ⱆ䒓罌呍絕卓կ43ꦿ䊤Nestlé㖈プ䊨♸넞盗罌呍⡤禹中䒸Ⰶ✫“宐餴彂盗椚佪桧”ㄤ“⣘
䎾Ꝇ〳鷅彷䚍”瘝 ESG䭷叻欽✵邂ꆀⰦ㼆爢⼓♸梠㞯涸餑柄䏞կ霪Ⱆ㖈䫣デ中䫪ꪪ湱䎾涸湡叻鴪䧭䏞䎇㼆劢腊㸤Ⰼ㹊梡
涸湡叻⨞ⴀ⾲㔔霹僈⡤梡✫㼆㢪尲鸑涸㸤侮䚍կ44

♧⡤⻊⥌䜂䫪ꪪ➢䫣デⵌ侮ざ䫣デ

ESG 信息披露涸呍䗱沟通瘻略与㹊乼指⽂

2025ESG白皮书

012



国际上愈来愈多公司选择在年度报告或“整合报告”中同时呈现财务与 ESG信息。此举不仅可提高披露效率，也让投资者
和公众更直观地了解“环境、社会议题与财务绩效之间的互动关系”，有助于增强企业的透明度与投资者对企业长期价值的认
识。45汇丰控股（HSBC）在其年报中除传统财务报表外，专门设有可持续发展章节，通过风险评估模型与案例展示将环境与社
会风险对信贷及投资业务的影响进行定量说明，并在股东大会上定期向投资者报告 ESG进展。这种整合式披露在全球资本市
场赢得了更高透明度与认可度。46

信息透明度与第三方鉴证：建立可信披露体系

采用国际主流框架并对标行业最佳实践
GRI、SASB、TCFD、ISSB等框架为企业提供了成熟的披露指南，既能满足合规需求，又可在跨文化、跨地区对话中发挥统

一“沟通语言”的作用。对于国内企业尤其需兼顾地方交易所要求（如上交所、深交所）与国际准则的兼容性，以便满足境内外多
方利益相关者期望。平安（PingAn）在其《2020气候风险管理报告》中针对气候风险和机遇进行了情景分析，全面参照 TCFD

的披露结构，从治理、风险管理、策略及目标等方面展开阐述。该报告细化了平安保险与投资业务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并对潜
在气候压力测试结果进行公开，赢得了监管与投资者的一致好评。47

引入第三方审计与鉴证机构
要避免“选择性披露”或“漂绿”（Greenwashing）的质疑，第三方鉴证是提升报告可信度的主要手段之一。第三方机构可对

环境数据、劳工福利、社区影响等关键指标进行独立审计或鉴证，并出具意见或评估报告；在财务与社会绩效关联度较高的领
域，还可考虑联合会计师事务所进行“综合审计”。联合利华（Unilever）在《2022年度报告与财务报表》中，明确说明与普华永道
（PricewaterhouseCoopers，PwC）合作，对部分非财务绩效数据进行独立的“有限鉴证”（Limited Assurance）。这项审计范围
涵盖了企业温室气体排放（尤其是范围 1 和范围 2 ）、水资源使用量、生产废弃物、健康与安全等关键可持续发展指标。根据该
报告的“独立鉴证从业者报告”（Independent Assurance Practitioner’s Limited Assurance Report），普华永道对联合利华的 

ESG 数据收集、计算与内部管控流程进行了抽样核查、现场访谈和文档审阅，并最终在报告中出具意见与建议。通过这项独立
鉴证，一方面，联合利华能够向投资者和社会公众更具公信力地展示其环境与社会绩效的真实性；另一方面，来自专业审计机
构的反馈也帮助企业内部发现潜在数据不足或管理缺口，从而持续完善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与信息披露质量。48

动机与道德风险管理
在强制性与自愿性之间，企业仍可能面临披露“利好”而隐匿“风险”的冲动。需通过董事会或高管层建立长效监督机制，内

外结合（跨部门审查、独立审计、公众监督）确保 ESG信息披露的完整性与真实性。英特尔（Intel）在其《2022-23 企业责任报
告》（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Report 2022-2023）中详细介绍了公司从董事会到业务部门在 ESG信息披露上的多层级监督
与审查体系，以避免仅披露 “利好” 信息而忽视风险或不足。英特尔设立了董事会下属的企业治理与提名委员会（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Nominating Committee），该委员会每年定期审阅公司在环境与社会议题中的关键风险和绩效数据，并与管
理层共同讨论披露策略。内部由企业可持续发展部门牵头，与财务、法务、人力资源等跨职能团队协作，定期交叉核验温室气体
排放、供应链人权保障等核心指标的真实性与完整性。英特尔对其范围 1和范围 2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及部分供应链绩效指
标，聘请了外部鉴证机构（如 ERM CVS）进行独立审计，并在报告中附上第三方鉴证声明。英特尔还通过定期与投资者、NGO

和社区代表进行“利益相关方对话”（Stakeholder Engagement）来收集外部反馈，以便及时发现潜在“报喜不报忧”的信息披露
风险并进行补正。49这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综合监督模式，使英特尔能够在强制性和自愿性披露之间保持审慎
与平衡，从董事会到业务部门的层层把关，再辅以第三方独立鉴证与利益相关方持续监督，较好地保证了 ESG报告中正负面
信息的客观呈现与完整性，降低了选择性披露的道德风险。

日常化、全渠道沟通：从“一年一报”到“全时互动”

非正式披露与社交媒体运用
在数字化时代，ESG 信息披露不应仅限于年度报告。企业可在社交媒体、官方网站、内部与外部培训会上持续更新 ESG 

动态，包括碳排放削减进展、新公益项目或内部可持续创新成果等。这些“实时分享”能增强公众信任度，也有助于获得媒体与
舆论的正面关注。美团（Meituan）在推出新一代无人配送车及绿色餐盒等举措时，利用官方微博、微信和视频平台持续释出相
应的环境友好数据和用户互动反馈，并在季度经营公告中附带简要的可持续进展。这种线上实时互动方式有效地将 ESG理念
融入品牌传播，增强公众对公司绿色实践的认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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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本土化内容的全球沟通效果
随着中国“双碳”进程持续推进，以及资本市场对企业可持续表现的关注度日益增强，中国企业在编制 ESG报告时，应平

衡国内政策议题与国际准则要求，使披露内容兼具本土特色与全球可比性。

将国内减排与社会发展目标有效映射到国际框架
在遵守 GRI、SASB、ISSB等框架的基础上，企业可将涉及中国减排目标、社会发展等关键内容，按对等主题或指标展开。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在其 2023年发布的《可持续发展报告》中，针对“绿色炼化升级”与“低碳能源供应”两大领域设置
了 KPI，并分别匹配国际气候准则（TCFD）有关排放管控的披露要求。这样做能让海外投资者在熟悉的框架下评估企业减排进
度，同时使本土减排政策内容获得更高透明度。52

为了让国际读者明确数据口径，企业应在报告附录中注明国内碳核算与国际标准（如 TCFD下范围 1、2排放）的差异；
并通过数字化呈现短、中、长期的减排目标，以增强与国际气候基准的可比性。通过这种做法，企业既能展现对国内政策的有力
响应，也能使海外投资者理解减排成果与全球 ESG指标的互通性。

多语种呈现与目标受众区分
面向国内监管与公众，ESG报告可更多介绍绿色金融、普惠贷款等项目带来的社会收益，海外读者则更关注财务关联度

与气候风险防控。例如，招商银行在其中英文版 ESG报告中，中文部分就“普惠金融创新”“乡村振兴”等领域做了较多案例阐
述；53英文版则聚焦定量披露如何与 IFRS/TCFD接轨。54这样在保证核心数据统一的同时，让不同语言版本针对目标群体诉
求做适度调整，并在报告前言或附录对翻译与数据处理原则作简要说明，维持整体一致性与透明度。

与国内权威机构或高校合作，增强本土可信度
在本土数据鉴证与技术研究中，邀请国内知名科研院所或高校进行协同合作，能够让企业在中国政策背景和国际 ESG

标准之间建立更具说服力的“双重背书”。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在其《2023年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提及，与中国科学院旗
下研究团队共同推进碳捕集与氢能利用等项目的科研攻关。55报告通过简要列明合作范围、技术路线及阶段性结论，既凸显本
土科研机构在关键技术领域的专业性，也方便境内外投资者依据国际排放及能源评估指标，对企业减排成果与研发投入进行
快速对照。此类合作呈现出“国内权威 +国际框架”的优势组合，能够让海外利益相关者在熟悉的气候和能效话语体系中，更直
观地理解并认可中国企业的环境与社会绩效。

技术赋能的沟通提升
在中国数字化进程中，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为 ESG信息披露提供了更高效率与准确度，让数据更具说服力。以下是

三种主要应用场景的实践方向。

利用大数据与 AI 进行实时监测与趋势分析
重工业与制造业若使用工业互联网平台进行能耗、排放数据自动化采集，不仅能精确掌握厂区排放趋势，还能利用 AI算

法对异常波动做预警分析。中国宝武钢铁集团（Baowu Steel Group）在重点钢铁生产基地上线了 “宝武重点环境风险监管平
台”，已完成十大钢铁生产基地的数据稳定接入，成为国内采矿行业第一家拥有碳数据管理平台，具备“工序级”碳核算、管理和
分析能力的企业，并为企业的 ESG管理提供了可靠的支持和数据基础。56建议在报告中对数字化采集流程、AI建模逻辑作简
要描述，让境内外利益相关者看到数据如何保持连续性与质量管控。

区块链与溯源技术确保供应链数据可信
在食品及农产品的安全监管与可追溯领域，家乐福（Carrefour）自 2019年开始采用“IBM Food Trust”区块链平台，对自

有品牌鸡肉、牛奶等多类产品的供应链进行链上记录；公司在其《2022 年度注册文件（Universal Registration Document 

2022）》及整合 CSR报告中，将这一区块链追溯实践列为产品质量管控与可持续供应链建设的核心举措。57消费者或合规方
可通过扫描产品二维码查看溯源信息（包括饲养地点、饲料使用、检验时间与物流节点），由此验证食品的原产地和运输过程，
减少人工记录可能带来的信息失真。若企业在 ESG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披露这类“区块链追溯”应用，通常会介绍其对接
范围（如几种主要肉类、乳制品或农作物），并说明与外部审计或质检机构合作的方式，以便海内外投资者和消费者明晰区块链
记录在防篡改、可验证方面的价值。通过这一技术，家乐福在 ESG信息沟通中有效展示了供应链透明度与产品责任意识，增强
对外披露的可信度与深度。

随着全球气候与社会议题的复杂性持续上升，各国监管、资本市场和消费者对企业环境与社会绩效的透明度要求也在不
断提高。未来几年，在技术加持与政策趋严的双重推动下，ESG信息披露有望朝以下几个关键方向演进。

趋同加速：全球标准与本土规则的深度融合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IFRS Foundation）下属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已于 2023年 6月发布 IFRS S1与 S2，

全球各大资本市场预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统一 ESG披露要求。75即使美国和欧盟在具体指标上仍有分歧，但跨国企业为了方
便多地上市与融资，大概率会优先对标 ISSB的基础框架。

中国、欧盟、东南亚等市场也在积极探讨如何在双碳或供应链规范方面与国际通用语境衔接，如 A股强制披露指引、欧盟
CSRD对非欧盟企业的潜在影响等。长期来看，各国在审议或执法层面或保持差异，但对国际准则的 “兼容与互认”会成为趋
势。企业在编制 ESG报告时需兼顾“多方对标”，确保在资本市场和本土监管间顺利运行。

技术突破：从静态披露到实时洞察
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技术使企业可实时采集能耗、排放及员工安全等关键 ESG数据，并通过数据可视化平台对内对外

发布。这将改变传统“一年一报”模式，使“ESG动态跟踪”成为可能。

人工智能在数据清洗、异常检测、风险预判上的应用，能显著减少人工统计和合规审计的成本。一些金融机构或咨询公司
正探索利用 AI自动核对企业提交的 ESG数据，识别“选择性披露”或“数据造假”嫌疑。

在食品安全、原材料环保溯源等环节，区块链技术可记录并锁定全过程关键节点数据，避免上下游数据篡改，为 ESG报
告提供更透明、可信的供应链证据。

范畴扩张：关注更多社会与治理议题
过去几年 ESG披露侧重碳排放、能源效率等环境议题，未来在劳工福利、多样性与包容、数据与隐私保护等治理与社会

领域会出现更多定量指标。机构投资者与公众希望看到企业对员工多元化及人权保障的透明度，以及对当地社区福祉的实际
贡献。

从董事会构成、薪酬政策、问责机制到关键高管的 ESG绩效考核，欧美和部分亚洲市场已陆续将公司治理指标纳入强制
披露范围。企业在年度报告或 ESG报告中对“治理”板块的篇幅将明显扩大，并结合审计或独立鉴证结果提升可信度。

生态协同：行业联盟与投融资联动
不同领域的企业可能通过行业组织共同制定基线标准或开展联合评估，借此降低单个企业的合规成本并统一对外话语。

例如，国际航运行业、钢铁行业等都在探索联合碳足迹核算平台，并推动全球化的行业联盟审计方式。

随着全球范围内绿色债券、可持续挂钩贷款（SLL）等产品市场规模高速扩张，各金融机构将 ESG评级引入授信与投行业
务之中，刺激企业在披露和履责方面走向自觉与透明。这也要求企业 ESG信息能以更加数据化、标准化形式输出，方便金融机
构迅速量化并追踪绩效承诺。

焦点前移：日常化沟通与风险预警
在社交媒体和直播等平台上，人们对企业环境与社会表现的实时追问日渐增多；报告单次发布已无法满足公众的信息

需求。企业通过线上线下全渠道互动，以“小步快跑”方式持续释出 ESG进展。

突发环境污染、劳资纠纷或数据泄露等风险事件若能快速披露并配合系统化后续追踪，将降低企业公信力受损的幅度。
ESG报告不仅是事后总结，还会融入过程化的风险预警和即时透明。

未来的 ESG信息披露，在标准、技术与行业协同三方面都将持续升级：标准层面呈现“全球统一 +本土深化”的双线并进，
技术层面从传统离线统计迈向 AI 与区块链等实时核验，行业与投融资层面亦呈现更强的生态协作与信用联动。面对这一趋
势，企业若能积极拥抱数字化技术、构建多维度披露管控体系并融入行业与金融合作网络，不仅能更好地满足监管与资本市场
对透明度的要求，更能在社会责任履行与长期竞争力塑造上占据先机。

ESG信息披露与全球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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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共享平台与产业园区模式
在中国部分工业园区或生态城项目中，政府部门与园区管委会联合搭建了集中化的能耗监测与减排核算平台，不仅帮助

入驻企业节省自建数字系统的成本，也提供了较为权威的统计与监督依据。以中新天津生态城（Sino-Singapore Tianjin 

Eco-City）为例，生态城管委会自 2021年起上线“绿色数据集成系统”，面向区内工业企业与公共机构采集能耗与排放等核心
指标，并在核验后发布月度或季度报告。58对于生产经营相对分散的中小型企业而言，只需按要求录入数据，即可获得较为系
统的排放监控与节能潜力评估。若企业在 ESG报告中引用该平台提供的统计结果，并简要说明数据采集范围、审核流程，以及
政府部门或第三方专业机构如何参与校核，即能为对外披露提供坚实的真实性背书。这样的做法在全球投资者眼中也更具公
信力，因为数据不仅受企业内部管理，还受到地方政府和专业团队的共同监管。

动态更新和实时沟通
为应对国内外对信息的高时效性需求，中国企业在 ESG信息披露上应注重过程化与持续性，让重大进展或风险动态得

到及时传递。

阶段性信息通报与年度总结相结合
在国内新能源行业，一些风电与光伏企业会在“半年度”或“季度财报”中简要提及新增装机容量或重点项目推进情况，并

于年终在 ESG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里做系统复盘。以金风科技（Goldwind）为例，该公司在其 2022年半年报中披露了年初
至报告期末的新增风电项目装机量和交付进展，并在同期公布的运营数据说明里提及风机单机技术升级对单位千瓦时碳减排
的贡献；59 到 2022 年年度报告及 ESG 专题报告，则进一步整合全年风电项目累计减排量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战略与经
济影响评估。60通过这样“分时更新 +年度汇总”相结合的披露方式，投资者能在中期了解企业装机进程及阶段成果，年终则获
取对经济、社会与环境影响的系统性分析，从而形成立体的 ESG沟通链条。在实际操作中，企业若要在半年度或季度财报中体
现环境或社会绩效指标，应选取与主营业务关联度较高、数据采集相对成熟的几项（如风电装机量及相应的碳减排估算），并在
年度 ESG报告里对这一时期的所有关键指标进行交叉核验和风险评估，确保数据连贯且解释充分。

及时应对重大环境与社会风险事件
当出现排放事故、供应链断裂或劳资纠纷时，若能在 24小时内通过官网或官方新闻稿公布事件范围、初步原因及处置方

案，往往更易取得公众信任。2022年 3月，受乌克兰局势影响，大众汽车（Volkswagen Group）从乌克兰采购的线束供应受阻，
导致其位于德国茨维考（Zwickau）和德累斯顿（Dresden）等多家工厂被迫暂停生产。大众汽车在短时间内通过多个渠道披露
了这一问题，详细说明供应链中断的原因、影响范围以及临时资源调配方案。在随后的季度财报和官方声明中，大众持续追踪
供应链恢复进度，强调其供应商多元化策略和未来的风险分散举措。在 2022年年度报告中，大众又提到了乌克兰冲突对供应
链的影响 ,以及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61企业在 ESG或可持续发展报告中系统回顾此类事件，并阐述改进供应链审查和应急
机制的措施，不仅展示了企业的透明度和责任担当，还能在未来类似风险情景下提高利益相关者的信任度。

结合本土媒介生态强化公信力
国内社交媒体和新闻客户端的广泛覆盖，使得任何重大事件容易快速扩散。若企业主动通过微信、微博等渠道即时发布

信息，外部观察者更能及时获取事件动态，以减少因信息延迟引发的猜测。在季度或年度 ESG披露中，对这些即时发布的信息
进行再整理、补充相关数据，就能构成对外有连续性、有闭环的沟通体系。中国平安保险曾在极端气象灾害时，持续于官方微博
通报理赔进展，在年度报告里附上理赔数据与应急流程，使公众及投资者对风险处置产生更高认同感。

针对中小/初创企业的差异化策略
对于中国的中小企业和初创公司来说，ESG（环境、社会和治理）信息披露可能看似遥远，甚至与它们的日常运营无关。然

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尤其是产业链上游对 ESG标准的逐步要求，这些企业迟早会面临合规压力。尽管资源有限，但越
早开始着手 ESG披露，越能提前收集数据、梳理企业发展，做好未雨绸缪的准备。甚至即便是小范围的、渐进式的改进，也能为
企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助力，降低成本并增强竞争力。对于这些尚未上市的企业而言，通过简化和聚焦关键议题进行“轻
量化”披露，不仅能满足基本的合规要求，还能够在国际市场和投资者面前建立积极形象，帮助企业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占得
先机。ESG信息披露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越早布局，越能获得市场、上下游合作伙伴以及投资者的认可，为
企业带来更长远的发展动力。

随着全球气候与社会议题的复杂性持续上升，各国监管、资本市场和消费者对企业环境与社会绩效的透明度要求也在不
断提高。未来几年，在技术加持与政策趋严的双重推动下，ESG信息披露有望朝以下几个关键方向演进。

趋同加速：全球标准与本土规则的深度融合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IFRS Foundation）下属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已于 2023年 6月发布 IFRS S1与 S2，

全球各大资本市场预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统一 ESG披露要求。75即使美国和欧盟在具体指标上仍有分歧，但跨国企业为了方
便多地上市与融资，大概率会优先对标 ISSB的基础框架。

中国、欧盟、东南亚等市场也在积极探讨如何在双碳或供应链规范方面与国际通用语境衔接，如 A股强制披露指引、欧盟
CSRD对非欧盟企业的潜在影响等。长期来看，各国在审议或执法层面或保持差异，但对国际准则的 “兼容与互认”会成为趋
势。企业在编制 ESG报告时需兼顾“多方对标”，确保在资本市场和本土监管间顺利运行。

技术突破：从静态披露到实时洞察
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技术使企业可实时采集能耗、排放及员工安全等关键 ESG数据，并通过数据可视化平台对内对外

发布。这将改变传统“一年一报”模式，使“ESG动态跟踪”成为可能。

人工智能在数据清洗、异常检测、风险预判上的应用，能显著减少人工统计和合规审计的成本。一些金融机构或咨询公司
正探索利用 AI自动核对企业提交的 ESG数据，识别“选择性披露”或“数据造假”嫌疑。

在食品安全、原材料环保溯源等环节，区块链技术可记录并锁定全过程关键节点数据，避免上下游数据篡改，为 ESG报
告提供更透明、可信的供应链证据。

范畴扩张：关注更多社会与治理议题
过去几年 ESG披露侧重碳排放、能源效率等环境议题，未来在劳工福利、多样性与包容、数据与隐私保护等治理与社会

领域会出现更多定量指标。机构投资者与公众希望看到企业对员工多元化及人权保障的透明度，以及对当地社区福祉的实际
贡献。

从董事会构成、薪酬政策、问责机制到关键高管的 ESG绩效考核，欧美和部分亚洲市场已陆续将公司治理指标纳入强制
披露范围。企业在年度报告或 ESG报告中对“治理”板块的篇幅将明显扩大，并结合审计或独立鉴证结果提升可信度。

生态协同：行业联盟与投融资联动
不同领域的企业可能通过行业组织共同制定基线标准或开展联合评估，借此降低单个企业的合规成本并统一对外话语。

例如，国际航运行业、钢铁行业等都在探索联合碳足迹核算平台，并推动全球化的行业联盟审计方式。

随着全球范围内绿色债券、可持续挂钩贷款（SLL）等产品市场规模高速扩张，各金融机构将 ESG评级引入授信与投行业
务之中，刺激企业在披露和履责方面走向自觉与透明。这也要求企业 ESG信息能以更加数据化、标准化形式输出，方便金融机
构迅速量化并追踪绩效承诺。

焦点前移：日常化沟通与风险预警
在社交媒体和直播等平台上，人们对企业环境与社会表现的实时追问日渐增多；报告单次发布已无法满足公众的信息

需求。企业通过线上线下全渠道互动，以“小步快跑”方式持续释出 ESG进展。

突发环境污染、劳资纠纷或数据泄露等风险事件若能快速披露并配合系统化后续追踪，将降低企业公信力受损的幅度。
ESG报告不仅是事后总结，还会融入过程化的风险预警和即时透明。

未来的 ESG信息披露，在标准、技术与行业协同三方面都将持续升级：标准层面呈现“全球统一 +本土深化”的双线并进，
技术层面从传统离线统计迈向 AI 与区块链等实时核验，行业与投融资层面亦呈现更强的生态协作与信用联动。面对这一趋
势，企业若能积极拥抱数字化技术、构建多维度披露管控体系并融入行业与金融合作网络，不仅能更好地满足监管与资本市场
对透明度的要求，更能在社会责任履行与长期竞争力塑造上占据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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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与互补：深度、议题与本土化
披露深度与细节

欧美等地在碳排放（特别是范围 3）与社会议题（如劳工权益、供应链审查）上有更严格的量化规定。根据 S&P Global的分
析 ,在 2022年评估的 13,075家公司中，在全球范围内，范围 1和范围 2排放数据的披露率分别为 58.1%和 51.4%，而范围
3排放数据的披露率为 29.7%，但呈上升趋势。66大型企业通常必须执行更高层次的独立审计，以确保 ESG数据的准确性与
可比性。

随着国有企业与头部民企率先执行双碳政策，国内 ESG报告对“能源消耗”“污染物排放”“供应链审查”有了一定的定量化
进展 67不过，就单一指标的详细程度而言，范围 3排放的数据透明度尚有待进一步提升，第三方鉴证范围往往仅集中于碳排
放等环境领域，其社会和治理层面的全面审计仍较为匮乏。

议题覆盖与本土化特色

欧美聚焦气候变化、社会多元与包容（D&I）以及公司治理独立性。例如，在英国富时 100指数成分企业中，已有超过 80%

的公司在 ESG报告中披露了多元化和包容性措施。68中国本土企业 ESG报告注重 “双碳”行动、绿色金融及国企改革下的社
会责任履行等特色项目，如“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专题。一些在港股或美股上市的中国企业，则会将这些本土议题与国际投
资者关注的劳动条件、数据隐私等相结合。若想得到海外资本市场认可，还需在 ESG中以国际标准语言解释本土项目的社会
与环境价值。

多元市场与差异化监管

美国 SEC的气候披露新规草案要求上市公司披露气候风险的财务影响，欧盟 CSRD及 SFDR更注重双重重要性、供应
链溯源等方面，合规压力集中于大型跨国集团。A股上市公司 2023年起须在自愿 /鼓励的基础上逐步过渡至更严格的强制性
披露，国有企业必须按照国资委相关指导高标准推进 ESG。对于在香港或美国等境外资本市场挂牌的中国公司，需要一份“全
球化”报告同时满足中外监管基准，披露难度与要求均有不同程度提升。

上述差异既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提供了对标国际的挑战，也使海外企业在华发展时须关注本土社会责任与政策要求；
若能在报告中针对不同市场诉求说明差异化的数据口径与指标，则更易赢得跨文化沟通的信任。

互鉴视角：从“单向学习”到“双向对话”
中国企业借鉴国际标准化与信息透明度

随着全球资本市场对可比性与透明度的要求提高，中国企业可积极对标 TCFD、ISSB等框架中的范围 1-3排放、气候情
景测试、董事会风险管控等关键要素。根据罗素投资的第十次基金管理人 ESG年度调研，2024年 ,TCFD框架的采用率上升
至 59%，以英国为首的多个国家开始强制执行 TCFD报告，并预计将会有更多国家加入这一行列。69这表明 TCFD在全球投
资管理人中的影响力和接受度正在不断提升。全球资产管理总额达 47 万亿美元的 500 多家投资机构加入了气候行动 100+

（Climate Action 100+）倡议，推动世界上碳排放最高的企业通过实施 TCFD建议来提高其气候相关信息披露水平。70这对有
跨国融资需求的中国公司具有借鉴意义。

海外市场借鉴中国大规模应用经验

中国在新能源供应链、本土数字化监管（如产业园区碳监测平台）方面有大规模应用场景，海外企业可通过在华实体的减
排实践获得可复制的示范。例如，宝马集团在中国的工厂进行了多项节能改造，包括使用可再生能源和优化制造工艺等。大众
汽车集团在中国设立了其德国总部以外最大的研发中心，聚焦智能网联汽车研发，这也包括了节能技术的开发。71中国正在成
为新能源汽车和相关技术的重要创新中心，为全球汽车产业提供了宝贵经验，中国企业如比亚迪、宁德时代等正在向欧洲输出
新能源汽车技术和生产能力，欧洲企业也在学习和借鉴中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生产流程和软件集成经验，构建更广覆盖的
“碳中和”路径，从而体现“全球标准 +中国实践”的双向输出。

行业协会与专业机构之间的跨境互动

中国交易所、欧盟金融监管机构、国际行业协会之间日益频繁的对话，为企业在数据口径、审计流程上提供技术支持与互
认机会。此 “双向赋能”既能减少企业在多重框架中疲于奔命，也能为国际 ESG规则制定吸收更多新兴市场的声音。中外企业

可通过国际行业协会或可持续发展联盟进行数据对标与经验分享，减少因地区差异带来的信息壁垒。例如，ICCA（国际化学品
制造商协会）或 RBA（负责任商盟，原 EICC）对供应链责任管理有成熟的跨境对标工具。72对中小企业而言，可联合地方政府、
协会或第三方机构建立共享平台，降低“一家家单打独斗”的成本。

企业实践：本土与海外“双轨并行”
跨国企业在华：兼顾本地化合规与全球统一方针

在华经营的跨国企业，需要同时响应中国监管部门对 ESG信息披露的合规要求（如上交所、深交所的自律监管指引），并
与其母公司所在市场的全球框架接轨（如 TCFD、GRI、ISSB 等）。一些企业需要“定向编制”不同版本的报告，或在一份报告中
区分中外合规要求，以应对投资者与主管部门的多重审阅。在本地版报告中响应上交所、深交所针对上市公司披露的细分指标
（如能源、污染物排放、绿色供应链等），全球版报告则采用 TCFD或 GRI的范围 1-3排放、董事会风险管理等更广泛指标。

在具体操作层面，跨国企业普遍会设立在华 ESG或合规团队，与总部保持数据和标准对接，保证年度或季度报告覆盖中
国本土特色。通过企业内部培训，使在华团队理解并执行海外审计标准；也与母公司共享在中国 “双碳”示范项目或供应链环
保管理的实操成果。

在这种“本地化合规 +全球统一方针”下，跨国企业不仅满足了中国市场对 ESG的日益严格要求，也为母公司在世界范
围内提升可持续竞争力和信息透明度奠定了基础。

中国企业出海：对接海外监管与本土议题融合

对于有跨境发展战略的中国企业而言，如何在 ESG报告中既满足海外市场对供应链人权、隐私保护及减排的高标准，又
展现自身在本土“双碳”行动和社会责任项目（如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成果，是一项关键挑战。根据《2023中国对外投资合作
发展报告》（由商务部和国资委等部门联合发布）统计，约 60% 的中国海外上市或境外投资企业表示，在过去两年内已开始或
加大 ESG 披露投入，以获取当地投资者与监管的认可；其中新能源、基建和互联网行业企业在欧盟或北美市场应对更为复
杂的合规审查。73

部分“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会在年度或阶段性 ESG报告里设置“双轨结构”：如在美国上市须满足 SEC潜在的气候信息
披露规则，或在欧盟范围内对供应链范围 3排放、劳工标准进行更细化数据；如企业在境内开展大规模清洁能源应用，投身
乡村振兴或教育扶贫等公益项目，并将这些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责任实践以英文、数字化方式呈现，让海外读者理解企业在中
国情境下的深度承诺与执行成效。

例如，一些在欧洲拥有工厂的中国汽车与电池厂商，会在 ESG 报告中强调与欧盟 CSRD（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Directive）的对标情况，并阐述其在中国大规模运营中积累的绿色制造经验。与此同时，通过向所在国的环保及劳
工主管部门披露更详细的生产能耗与供应链信息，进一步确保在碳足迹、供应商审查等方面符合法规。双向沟通使得海外利益
相关方看到中国企业的技术与规模优势，也相信其遵循本土合法合规与国际准则的信念。74

全球与中国 ESG信息披露虽在法规、标准与议题重点上各具特色，但二者愈发呈现高度融合态势：欧美在深度与独立
审计上经验丰厚，中国在大规模双碳落地与数字化监管上独具优势。两者的差异不仅是挑战，更孕育着中外企业彼此学习与共
同创造的机会。当跨国企业与中国本土企业通过 “双轨并行”——一方面适用国际准则与境外监管，另一方面立足中国政策与
社会现实——便能在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中打造出多样化的参考范式。对于已经或正准备 “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而言，抓住互
鉴与融合的契机，可在国际舞台上树立更具竞争力和责任感的品牌形象；对于在华跨国企业而言，深入理解本土政策及社会
需求，也有助于其全球 ESG战略在中国市场获得更广阔的创新与实施空间。

随着全球气候与社会议题的复杂性持续上升，各国监管、资本市场和消费者对企业环境与社会绩效的透明度要求也在不
断提高。未来几年，在技术加持与政策趋严的双重推动下，ESG信息披露有望朝以下几个关键方向演进。

趋同加速：全球标准与本土规则的深度融合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IFRS Foundation）下属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已于 2023年 6月发布 IFRS S1与 S2，

全球各大资本市场预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统一 ESG披露要求。75即使美国和欧盟在具体指标上仍有分歧，但跨国企业为了方
便多地上市与融资，大概率会优先对标 ISSB的基础框架。

中国、欧盟、东南亚等市场也在积极探讨如何在双碳或供应链规范方面与国际通用语境衔接，如 A股强制披露指引、欧盟
CSRD对非欧盟企业的潜在影响等。长期来看，各国在审议或执法层面或保持差异，但对国际准则的 “兼容与互认”会成为趋
势。企业在编制 ESG报告时需兼顾“多方对标”，确保在资本市场和本土监管间顺利运行。

技术突破：从静态披露到实时洞察
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技术使企业可实时采集能耗、排放及员工安全等关键 ESG数据，并通过数据可视化平台对内对外

发布。这将改变传统“一年一报”模式，使“ESG动态跟踪”成为可能。

人工智能在数据清洗、异常检测、风险预判上的应用，能显著减少人工统计和合规审计的成本。一些金融机构或咨询公司
正探索利用 AI自动核对企业提交的 ESG数据，识别“选择性披露”或“数据造假”嫌疑。

在食品安全、原材料环保溯源等环节，区块链技术可记录并锁定全过程关键节点数据，避免上下游数据篡改，为 ESG报
告提供更透明、可信的供应链证据。

范畴扩张：关注更多社会与治理议题
过去几年 ESG披露侧重碳排放、能源效率等环境议题，未来在劳工福利、多样性与包容、数据与隐私保护等治理与社会

领域会出现更多定量指标。机构投资者与公众希望看到企业对员工多元化及人权保障的透明度，以及对当地社区福祉的实际
贡献。

从董事会构成、薪酬政策、问责机制到关键高管的 ESG绩效考核，欧美和部分亚洲市场已陆续将公司治理指标纳入强制
披露范围。企业在年度报告或 ESG报告中对“治理”板块的篇幅将明显扩大，并结合审计或独立鉴证结果提升可信度。

生态协同：行业联盟与投融资联动
不同领域的企业可能通过行业组织共同制定基线标准或开展联合评估，借此降低单个企业的合规成本并统一对外话语。

例如，国际航运行业、钢铁行业等都在探索联合碳足迹核算平台，并推动全球化的行业联盟审计方式。

随着全球范围内绿色债券、可持续挂钩贷款（SLL）等产品市场规模高速扩张，各金融机构将 ESG评级引入授信与投行业
务之中，刺激企业在披露和履责方面走向自觉与透明。这也要求企业 ESG信息能以更加数据化、标准化形式输出，方便金融机
构迅速量化并追踪绩效承诺。

焦点前移：日常化沟通与风险预警
在社交媒体和直播等平台上，人们对企业环境与社会表现的实时追问日渐增多；报告单次发布已无法满足公众的信息

需求。企业通过线上线下全渠道互动，以“小步快跑”方式持续释出 ESG进展。

突发环境污染、劳资纠纷或数据泄露等风险事件若能快速披露并配合系统化后续追踪，将降低企业公信力受损的幅度。
ESG报告不仅是事后总结，还会融入过程化的风险预警和即时透明。

未来的 ESG信息披露，在标准、技术与行业协同三方面都将持续升级：标准层面呈现“全球统一 +本土深化”的双线并进，
技术层面从传统离线统计迈向 AI 与区块链等实时核验，行业与投融资层面亦呈现更强的生态协作与信用联动。面对这一趋
势，企业若能积极拥抱数字化技术、构建多维度披露管控体系并融入行业与金融合作网络，不仅能更好地满足监管与资本市场
对透明度的要求，更能在社会责任履行与长期竞争力塑造上占据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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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气候与社会议题的复杂性持续上升，各国监管、资本市场和消费者对企业环境与社会绩效的透明度要求也在不
断提高。未来几年，在技术加持与政策趋严的双重推动下，ESG信息披露有望朝以下几个关键方向演进。

趋同加速：全球标准与本土规则的深度融合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IFRS Foundation）下属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已于 2023年 6月发布 IFRS S1与 S2，

全球各大资本市场预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统一 ESG披露要求。75即使美国和欧盟在具体指标上仍有分歧，但跨国企业为了方
便多地上市与融资，大概率会优先对标 ISSB的基础框架。

中国、欧盟、东南亚等市场也在积极探讨如何在双碳或供应链规范方面与国际通用语境衔接，如 A股强制披露指引、欧盟
CSRD对非欧盟企业的潜在影响等。长期来看，各国在审议或执法层面或保持差异，但对国际准则的 “兼容与互认”会成为趋
势。企业在编制 ESG报告时需兼顾“多方对标”，确保在资本市场和本土监管间顺利运行。

技术突破：从静态披露到实时洞察
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技术使企业可实时采集能耗、排放及员工安全等关键 ESG数据，并通过数据可视化平台对内对外

发布。这将改变传统“一年一报”模式，使“ESG动态跟踪”成为可能。

人工智能在数据清洗、异常检测、风险预判上的应用，能显著减少人工统计和合规审计的成本。一些金融机构或咨询公司
正探索利用 AI自动核对企业提交的 ESG数据，识别“选择性披露”或“数据造假”嫌疑。

在食品安全、原材料环保溯源等环节，区块链技术可记录并锁定全过程关键节点数据，避免上下游数据篡改，为 ESG报
告提供更透明、可信的供应链证据。

范畴扩张：关注更多社会与治理议题
过去几年 ESG披露侧重碳排放、能源效率等环境议题，未来在劳工福利、多样性与包容、数据与隐私保护等治理与社会

领域会出现更多定量指标。机构投资者与公众希望看到企业对员工多元化及人权保障的透明度，以及对当地社区福祉的实际
贡献。

从董事会构成、薪酬政策、问责机制到关键高管的 ESG绩效考核，欧美和部分亚洲市场已陆续将公司治理指标纳入强制
披露范围。企业在年度报告或 ESG报告中对“治理”板块的篇幅将明显扩大，并结合审计或独立鉴证结果提升可信度。

生态协同：行业联盟与投融资联动
不同领域的企业可能通过行业组织共同制定基线标准或开展联合评估，借此降低单个企业的合规成本并统一对外话语。

例如，国际航运行业、钢铁行业等都在探索联合碳足迹核算平台，并推动全球化的行业联盟审计方式。

随着全球范围内绿色债券、可持续挂钩贷款（SLL）等产品市场规模高速扩张，各金融机构将 ESG评级引入授信与投行业
务之中，刺激企业在披露和履责方面走向自觉与透明。这也要求企业 ESG信息能以更加数据化、标准化形式输出，方便金融机
构迅速量化并追踪绩效承诺。

焦点前移：日常化沟通与风险预警
在社交媒体和直播等平台上，人们对企业环境与社会表现的实时追问日渐增多；报告单次发布已无法满足公众的信息

需求。企业通过线上线下全渠道互动，以“小步快跑”方式持续释出 ESG进展。

突发环境污染、劳资纠纷或数据泄露等风险事件若能快速披露并配合系统化后续追踪，将降低企业公信力受损的幅度。
ESG报告不仅是事后总结，还会融入过程化的风险预警和即时透明。

未来的 ESG信息披露，在标准、技术与行业协同三方面都将持续升级：标准层面呈现“全球统一 +本土深化”的双线并进，
技术层面从传统离线统计迈向 AI 与区块链等实时核验，行业与投融资层面亦呈现更强的生态协作与信用联动。面对这一趋
势，企业若能积极拥抱数字化技术、构建多维度披露管控体系并融入行业与金融合作网络，不仅能更好地满足监管与资本市场
对透明度的要求，更能在社会责任履行与长期竞争力塑造上占据先机。

2025ESG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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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气候与社会议题的复杂性持续上升，各国监管、资本市场和消费者对企业环境与社会绩效的透明度要求也在不
断提高。未来几年，在技术加持与政策趋严的双重推动下，ESG信息披露有望朝以下几个关键方向演进。

趋同加速：全球标准与本土规则的深度融合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IFRS Foundation）下属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已于 2023年 6月发布 IFRS S1与 S2，

全球各大资本市场预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统一 ESG披露要求。75即使美国和欧盟在具体指标上仍有分歧，但跨国企业为了方
便多地上市与融资，大概率会优先对标 ISSB的基础框架。

中国、欧盟、东南亚等市场也在积极探讨如何在双碳或供应链规范方面与国际通用语境衔接，如 A股强制披露指引、欧盟
CSRD对非欧盟企业的潜在影响等。长期来看，各国在审议或执法层面或保持差异，但对国际准则的 “兼容与互认”会成为趋
势。企业在编制 ESG报告时需兼顾“多方对标”，确保在资本市场和本土监管间顺利运行。

技术突破：从静态披露到实时洞察
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技术使企业可实时采集能耗、排放及员工安全等关键 ESG数据，并通过数据可视化平台对内对外

发布。这将改变传统“一年一报”模式，使“ESG动态跟踪”成为可能。

人工智能在数据清洗、异常检测、风险预判上的应用，能显著减少人工统计和合规审计的成本。一些金融机构或咨询公司
正探索利用 AI自动核对企业提交的 ESG数据，识别“选择性披露”或“数据造假”嫌疑。

在食品安全、原材料环保溯源等环节，区块链技术可记录并锁定全过程关键节点数据，避免上下游数据篡改，为 ESG报
告提供更透明、可信的供应链证据。

范畴扩张：关注更多社会与治理议题
过去几年 ESG披露侧重碳排放、能源效率等环境议题，未来在劳工福利、多样性与包容、数据与隐私保护等治理与社会

领域会出现更多定量指标。机构投资者与公众希望看到企业对员工多元化及人权保障的透明度，以及对当地社区福祉的实际
贡献。

从董事会构成、薪酬政策、问责机制到关键高管的 ESG绩效考核，欧美和部分亚洲市场已陆续将公司治理指标纳入强制
披露范围。企业在年度报告或 ESG报告中对“治理”板块的篇幅将明显扩大，并结合审计或独立鉴证结果提升可信度。

生态协同：行业联盟与投融资联动
不同领域的企业可能通过行业组织共同制定基线标准或开展联合评估，借此降低单个企业的合规成本并统一对外话语。

例如，国际航运行业、钢铁行业等都在探索联合碳足迹核算平台，并推动全球化的行业联盟审计方式。

随着全球范围内绿色债券、可持续挂钩贷款（SLL）等产品市场规模高速扩张，各金融机构将 ESG评级引入授信与投行业
务之中，刺激企业在披露和履责方面走向自觉与透明。这也要求企业 ESG信息能以更加数据化、标准化形式输出，方便金融机
构迅速量化并追踪绩效承诺。

焦点前移：日常化沟通与风险预警
在社交媒体和直播等平台上，人们对企业环境与社会表现的实时追问日渐增多；报告单次发布已无法满足公众的信息

需求。企业通过线上线下全渠道互动，以“小步快跑”方式持续释出 ESG进展。

突发环境污染、劳资纠纷或数据泄露等风险事件若能快速披露并配合系统化后续追踪，将降低企业公信力受损的幅度。
ESG报告不仅是事后总结，还会融入过程化的风险预警和即时透明。

未来的 ESG信息披露，在标准、技术与行业协同三方面都将持续升级：标准层面呈现“全球统一 +本土深化”的双线并进，
技术层面从传统离线统计迈向 AI 与区块链等实时核验，行业与投融资层面亦呈现更强的生态协作与信用联动。面对这一趋
势，企业若能积极拥抱数字化技术、构建多维度披露管控体系并融入行业与金融合作网络，不仅能更好地满足监管与资本市场
对透明度的要求，更能在社会责任履行与长期竞争力塑造上占据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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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气候与社会议题的复杂性持续上升，各国监管、资本市场和消费者对企业环境与社会绩效的透明度要求也在不
断提高。未来几年，在技术加持与政策趋严的双重推动下，ESG信息披露有望朝以下几个关键方向演进。

趋同加速：全球标准与本土规则的深度融合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IFRS Foundation）下属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已于 2023年 6月发布 IFRS S1与 S2，

全球各大资本市场预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统一 ESG披露要求。75即使美国和欧盟在具体指标上仍有分歧，但跨国企业为了方
便多地上市与融资，大概率会优先对标 ISSB的基础框架。

中国、欧盟、东南亚等市场也在积极探讨如何在双碳或供应链规范方面与国际通用语境衔接，如 A股强制披露指引、欧盟
CSRD对非欧盟企业的潜在影响等。长期来看，各国在审议或执法层面或保持差异，但对国际准则的 “兼容与互认”会成为趋
势。企业在编制 ESG报告时需兼顾“多方对标”，确保在资本市场和本土监管间顺利运行。

技术突破：从静态披露到实时洞察
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技术使企业可实时采集能耗、排放及员工安全等关键 ESG数据，并通过数据可视化平台对内对外

发布。这将改变传统“一年一报”模式，使“ESG动态跟踪”成为可能。

人工智能在数据清洗、异常检测、风险预判上的应用，能显著减少人工统计和合规审计的成本。一些金融机构或咨询公司
正探索利用 AI自动核对企业提交的 ESG数据，识别“选择性披露”或“数据造假”嫌疑。

在食品安全、原材料环保溯源等环节，区块链技术可记录并锁定全过程关键节点数据，避免上下游数据篡改，为 ESG报
告提供更透明、可信的供应链证据。

范畴扩张：关注更多社会与治理议题
过去几年 ESG披露侧重碳排放、能源效率等环境议题，未来在劳工福利、多样性与包容、数据与隐私保护等治理与社会

领域会出现更多定量指标。机构投资者与公众希望看到企业对员工多元化及人权保障的透明度，以及对当地社区福祉的实际
贡献。

从董事会构成、薪酬政策、问责机制到关键高管的 ESG绩效考核，欧美和部分亚洲市场已陆续将公司治理指标纳入强制
披露范围。企业在年度报告或 ESG报告中对“治理”板块的篇幅将明显扩大，并结合审计或独立鉴证结果提升可信度。

生态协同：行业联盟与投融资联动
不同领域的企业可能通过行业组织共同制定基线标准或开展联合评估，借此降低单个企业的合规成本并统一对外话语。

例如，国际航运行业、钢铁行业等都在探索联合碳足迹核算平台，并推动全球化的行业联盟审计方式。

随着全球范围内绿色债券、可持续挂钩贷款（SLL）等产品市场规模高速扩张，各金融机构将 ESG评级引入授信与投行业
务之中，刺激企业在披露和履责方面走向自觉与透明。这也要求企业 ESG信息能以更加数据化、标准化形式输出，方便金融机
构迅速量化并追踪绩效承诺。

焦点前移：日常化沟通与风险预警
在社交媒体和直播等平台上，人们对企业环境与社会表现的实时追问日渐增多；报告单次发布已无法满足公众的信息

需求。企业通过线上线下全渠道互动，以“小步快跑”方式持续释出 ESG进展。

突发环境污染、劳资纠纷或数据泄露等风险事件若能快速披露并配合系统化后续追踪，将降低企业公信力受损的幅度。
ESG报告不仅是事后总结，还会融入过程化的风险预警和即时透明。

未来的 ESG信息披露，在标准、技术与行业协同三方面都将持续升级：标准层面呈现“全球统一 +本土深化”的双线并进，
技术层面从传统离线统计迈向 AI 与区块链等实时核验，行业与投融资层面亦呈现更强的生态协作与信用联动。面对这一趋
势，企业若能积极拥抱数字化技术、构建多维度披露管控体系并融入行业与金融合作网络，不仅能更好地满足监管与资本市场
对透明度的要求，更能在社会责任履行与长期竞争力塑造上占据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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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企业战略的组成部分，如何
有效地 “表达”自身承诺，成为越来越多企业面临的新课
题。不同行业、不同体量、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在开展
ESG实践的过程中，不仅面对着外部监管与投资者日益
增长的披露需求，也在思考如何更有温度、更具互动性地
与公众、消费者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建立沟通机制。

在本章节中，我们将通过三个企业案例来探讨 ESG

沟通的不同路径：从以报告为核心的正式披露，到通过
零售场景或服务设计展开的用户对话；从组织内部的沟
通机制搭建，到公众层面的理念传播，这些实践体现了
ESG从单向披露向多维互动转变的趋势。

本章将围绕以下三个关键问题展开讨论：

· 企业如何实现从“报告披露”向“理念对话”的转变，在不
同的沟通场景中构建 ESG的可信表达？

· 在全球化与数字化背景下，企业如何设计组织内部的
沟通机制与协调体系，实现跨部门、跨区域的 ESG协
同？

· 面向消费者的品牌沟通中，企业如何通过产品、服务与
场景构建绿色价值观的传递渠道，推动更广泛的可持
续生活方式？

安踏 0 碳使命店：ESG 报告之外的可持续沟通新路径

王雅瑾 朱琼 何梓晴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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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为一家新店冠以“使命”二字，按照安踏品牌 CEO徐阳的说法，是因为这家店
承载着安踏集团对可持续战略的重要探索，和对零碳的长期承诺。“这些年来安踏集团在
供应链、零售终端、生产运输等方面做出了很多具有可持续意义的改变，而 ANTAZERO

安踏 0碳使命店可以把安踏集团在可持续方面实现承诺的过程透明地展示给外界，并接
受所有人的监督。” 

当然，安踏首先呈现给消费者的，还是 ANTAZERO安踏 0碳使命店本身。

门店装修与布局
使命店位于上海武康路 98号，于 2024年 4月 22日（世界地球日）开业。按照安踏

的说法，这是中国鞋服行业首家由专业机构认证的“碳中和店铺”。

门店整体保留原墙体和地面，使用废旧材料、旧衣物和拼接布料进行装饰，其中最引
人注目的是艺术区内诸多环保主题的艺术作品。首先吸引用户的，是门店门口悬吊的一
个由旧衣物做成的绿色“地球”。“地球”表面包裹着绿植、苔藓和旧面料，传递出艺术家对
环境和地球未来的思考。门店其他部分也经过精心设计，比如全店色彩斑斓的墙面，是由库存剩余面料、辅料、残次品以及生产
边角料等，浇筑环保树脂制作而成。

打造这个门店，安踏坚持践行“0碳”承诺，除了在门店装修和装饰方面做到废物利用，在能源使用方面也最大力度节能减
排，例如采购二手设备，利用旧空调和灯具等，由此实现了超过 30%的减排。这个减排数据，是专业认证机构认证的结果。在这
个减排基础上，安踏进一步对店铺装修阶段的碳排放做了碳中和认证。

通过这个试点，安踏已发现了门店进一步的减排空间——“假设建材和道具 100%采用回收和再生材料、100%采购二手
设备，再加上其他环节的努力，那么这家门店可以在现有基础上再减排近 60%”。安踏团队对公众说。

碳中和产品 

使命店的可持续基因不仅体现在装修和布局方面，还在于店内所有产品。除了外观时尚、功能品质有保障，价格要合理以
外，产品更被要求需要具有可持续属性，即所有产品均符合安踏集团的可持续产品技术规范，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污染较小、对
环境友好。

“ESG 并不是消费者非选我们不可的理由，我们不能对消费者进行道德绑架。我们只有把成功元素植入到 ESG 产品里，
让产品更美观、更舒服、性价比更高，才能跑赢没有 ESG元素的商品。”徐阳说。

使命店开业之初主推的都是安踏大货主推产品②中的精选之作，换句话说，这些产品也会在安踏普通线上线下门店内售
卖。只是，使命店将这些精选之作集中起来，并选择核心产品标明具体的碳排放量。比如一件空气甲梭织薄外套的碳排放量是
13.01KgCO2e/件，一款竞速训练的马赫 4代男款跑鞋的碳排放量是 12.371KgCO2e/双。

这些产品的碳排放量是经过专业机构认证的，认证报告就在店铺里向消费者展示。而且，对这些产品从原材料到成品的
生产过程进行碳足迹核查、测算和认证，有助于厘清产品全链条的碳排放空间。当然这个核查和认证过程需要投入大量的时
间、资源和数据支持，而且必须保证数据的透明性和可验证性，因此，整个过程需要花费不菲的成本，且操作复杂。

“用主推的专业科技款产品来做碳中和认证，国内没有其他体育公司做，我们是第一家。”安踏集团ESG高级总监黄萃琪说。

除了推出核心碳中和产品之外，安踏为使命店打造了一系列专属产品，如在“世界海洋日”推出的海洋回收纱系列产品，主
材料来自回收废旧渔网；在开业之际就有展示的使用库存成衣与面料制作而成的有潮流属性的 remake再造类产品等。

通过对过往专属系列产品受众的问询与反馈分析，安踏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开始打造 ANTAZERO UPCYCLE安踏循环
再造系列产品，将其库存成衣与面料再造成可规模化生产并售卖的商品。

库存是每个鞋服企业的负担和社会环境的潜在杀手。每年全球时尚行业都会产生巨量的库存和纺织废料，它们大多数要
么被送往垃圾填埋场，甚至被焚烧，不仅会造成浪费，还会导致巨大的生态环境污染，加剧全球气候变暖。

安踏对库存的再利用，减少了新面料生产过程产生的碳排放，体现了其社会环境价值。但更核心的理念在于，通过解构设
计，将未能销售的“滞留”产品，再造升级为更具设计美感以及时尚潮流属性的产品，使商品增值新生，并拥有他们新的受众。为
此，安踏需要摸索出一条路径，既能减少产品需要均摊的定制化设计环节，又能提高效率，减少这一过程对环境的影响，让再造
设计真正实现循环。

于是，有的设计师用喷绘手法（在衣服上画画）为库存服装赋予新的情绪价值；有的设计师对自己过往设计的库存衣物
进行可持续革新；有的则以都市生活化场景为思考出发点，将宠物友好与可持续理念结合起来再造库存服装；还有的则将文
化可持续理念植入库存再造中。

最终，安踏打造了集运动基因、时尚美学和可持续理念为一体的再造系列产品。拥有这些产品的使命店为品牌吸引到了
更年轻、更先锋的客群。

凭借这些产品，让消费者切切实实地参与到循环经济中来，一起为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添砖加瓦，从而影响越来越多人，这
是安踏最希望看到的事情，安踏也很愿意率先迈出这一步。

与利益相关方互动
使命店不仅通过产品吸引消费者，还通过其他方式主动与利益相关方互动。

面向消费者，使命店特设了一个睿美工坊，定期邀请消费者到店体验库存服饰的时尚再造。消费者可以利用剩余面料或
库存产品，亲手设计定制一件颇具意义的新单品。

面向公众，使命店不仅通过街头库存再造时尚秀等活动进行现场互动，还通过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等，推广相关内容并
与公众互动。

面向安踏集团内部，使命店会将定期进行的减碳排查数据、来自消费者的反馈信息及时传递给产品设计、研发和供应链
部门，为相关部门提供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决策依据，由此形成从零售终端到设计的可持续发展商业决策闭环。

图片来源：安踏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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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减少聚酯纤维生产过程中造成的环境影响，安踏集团与供应商盛虹联合开展碳捕捉纤维产业化研究。从 2023 年建
成行业首条“二氧化碳捕集利用 -绿色甲醇 -新能源材料”生产线开始，完成了从二氧化碳捕集、液化、提纯，到生产碳捕集聚酯
（PET），进而到碳捕捉纤维后续的织造、染色、成衣加工全链条的产业化研究，2025年，安踏集团推出具有第三方碳捕捉认证
的专业跑步短袖，成为首个推出碳捕捉聚酯跑步服的体育品牌，推出首季订单量就超过 40万件。

项目以涤纶行业低碳可持续发展的工程化技术为目标，每生产 1 吨 “碳捕捉聚酯纤维” 将捕获工业废气中二氧化碳
364kg，相较生产等量的原生石油基涤纶丝减少了28.4%的碳排放。而换算成安踏集团碳捕捉环保科技T恤，每生产一件T恤，
需捕集工业废气中二氧化碳约 35g，生产 40万件衣服相当于 1200棵树一年的二氧化碳吸收量。

该技术项目将极大地推动纺织行业向绿色低碳生产方式的转型，符合全球对工业制造的可持续发展共识和应对气候变
化的迫切需求，也获得了行业内的广泛认可。2024年 9月 8日 -10日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举办的 2024国际纺织制造商
联合会（ITMF）年会暨国际服装联盟时尚大会（IAF）上，该项目荣获国际纺联“可持续和创新奖”，这是 2024年中国唯一获此奖
项的项目。在 2024年 12月 3日至 5日的德国慕尼黑体育用品博览会（“ISPO”）上，安踏集团推出基于此相技术的“安踏集团
冰甲羽绒服”，一举斩获 ISPO AWARD全球设计大赛创新奖。

包括上述研发在内，安踏集团打造了一个可持续原材料矩阵，包含四大类材料：再生、生物基、再生纤维素和可降解。

供应链
安踏集团打造可持续供应链的第一步，是将企业可持续发展表现作为安踏集团评估供应商准入的重要标准之一。安踏集

团会优先选用具备良好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及可溯源、可持续认证能力的供应商进行合作。安踏集团依据联合国契约的 SDG

目标，国际劳工公约及 OECD人权指引等国际准则制定《供应商可持续发展管理手册》，列出了供应链可持续发展的标准，包
括劳工权益、健康与安全、环境责任和可持续发展管理体系。该管理手册是作为供应商可持续表现衡量和赋能提升的重要指引
之一。 

根据 2024年安踏集团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2025年 3月发布）的数据显示，安踏集团拥有供应商 897家，包括 309家
成品供应商（一级供应商），489家材料供应商（二级供应商）和 99家原材料供应商（三级供应商）。

从 2017年起，安踏集团每年会对其正式供应商开展社会责任及环境合规审核。社会责任部分，安踏集团充分结合国际通
用审核标准及考虑供应商合作不同品牌客户的复杂度，采用了内外部多方审核结合及多标准转分制的模式进行推进。安踏集
团以自身集团供应商行为准则为基础，在供应链推行 SLCP审核等通用审核标准工具，减轻供应商在审核合规部分的压力。环
境合规部分，安踏集团主要以 Cascale的 FEM评估工具为准绳，每年在不同层级的供应商推行 FEM评估，为集团在范围三
部分的数据披露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

2024年是安踏集团推进供应商可持续管理的关键一年。这一年，安踏集团持续加强对供应链的可持续管理，不断完善供
应商能源消耗与碳排放管理体系，推动可持续要求从制度走向落地。2024财年内，安踏集团对 302家一级供应商、203家二
级供应商以及 10 家三级供应商共进行了 786 次 ESG 审核，获得良好等级以上的供应商占比超过 80%。在数据管理方面，
2024财年共收集了 200余家供应商的环境数据，实现了对碳排放和能源使用的精细化管理，为科学制定减排路径提供了坚
实的数据基础，并推动超过 100家供应商安装光伏系统，供应链的光伏发电量超过 7,400,000兆瓦时。与此同时，安踏集团还
建立了常态化的能力建设机制，通过每季度开展 ESG专项沟通与培训，系统提升供应商在温室气体减排与可持续运营方面的
意识与能力。通过这一系列举措，安踏集团也正逐步构建起一个更为高效、协同的可持续供应链生态。

在原材料可持续采购方面，安踏集团加入了皮革工作组（LWG）和可持续服装联盟（Cascale）等世界组织，将可持续发展
理念融入原材料采购流程，加强对原材料的溯源要求，确保原材料符合 ESG管理要求。由此，安踏集团 100%鞋类产品的皮
革供应商获得 LWG金级认证，超过 99%的皮革原料可追溯。安踏集团的目标是 3年后皮革原料溯源比例为 100%。在安踏集
团看来，消费者如果知道自己购买的产品原材料来自哪里，就会形成和品牌更强的互动和信任。因此，原材料的追溯至关重要。

在生产环节，安踏集团持续推进自营工厂的减碳工作，制定多项能源管理及节能制度，设计和评估更多可行的节能举措，
全面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和基准管理能力，包括光伏项目建设、更换 LED灯具、设备节能改造、优化工艺流程、引进节能设备等。
2024财年，安踏集团自有营运工厂以及晋江物流中心的光伏项目自发自用电力已超过 8,800兆瓦时。在物流运输方面，安踏
集团重点优化仓网布局以提升运输效率，在泉州、晋江、厦门等地组建城市配送电车车队，有效降低运输过程中的碳排放。同
时，安踏集团联合顺丰、京东等第三方物流企业开展节能减排，推动供应商使用电动车及氢燃料货车替代传统车辆。

2021年，安踏集团成立三十周年，正式对外发布新十年发展战略，明确将可持续发展战略确定为集团级发展战略，并成
立了由董事会授权的“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由集团联席 CEO亲自挂帅。同年底，发布了安踏集团“1+3+5”可持续发展战略目
标——一个总目标：在 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三个“零”：2030年前实现自有生产废弃物零填埋，自有营运设施原生塑料零
使用和自有营运设施净零碳排放，把运营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五个 “50%”：2030 年前实现可持续产品的比例提高到
50%；战略合作伙伴能耗的 50% 采用可再生能源替代；50% 的产品使用可持续包装；自有运输设备能耗的 50% 采用清洁
能源替代；使用 50%可持续原材料。

2023年 1月，安踏集团加入并承诺支持科学碳目标倡议（SBTi），按照 SBTi标准，安踏集团设定了以科学为基础的全价
值链温室气体减排目标。2024年 5月，SBTi正式认证了安踏集团的科学碳目标，并确定这些目标与 1.5°C路径相符。安踏集
团以 2022年作为基准年，承诺到 2030年将范围 1和范围 2的温室气体绝对排放量减少 42.0%，同时还致力将外购商品和
服务、员工通勤、已售产品报废处理以及投资方面的范围 3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51.6%（按每美元附加值计算）。此外，安踏集
团基于 TCFD（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和 ISSB（International Sustainability Standards Board）
的建议，从治理、策略、风险管理和目标绩效四个方面搭建气候变化管理体系，将其融入到企业运营的全生命周期。

这些ESG的相关目标已被安踏集团逐级分解到各业务单元和职能部门。安踏集团根据不同部门的ESG责任，制定了对应
的KPI，每年进行考核。于是，各部门迅速行动起来。

研发
安踏集团研发方面的 ESG行动从服装原材料起步，希望减少材料生产过程的环境影响。

聚酯纤维（涤纶）是产量最大的化学纤维材料，全球年产量超过 6700万吨。传统的聚酯纤维都是以石油化工不可再生资
源为原料进行聚合，生产过程中不仅消耗了大量石油化工资源，同时消耗大量电力等能源，且伴随生产过程会产生较多的二氧
化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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㸝驎꧋㔙 ESG 䧶殜遤⸓涸䧭卓♶➑⡤梡⚹⢪ㄐ䏅կ⡲⚹㕂ⰻ剒傍䒓㾝⟱⚌爢⠔餓⟣信䜂䫪ꪪ涸鵘⸓ㅷ晥⛓♧㸝驎꧋
㔙㖈 2024 䎃䭯絯䲀鵳〳䭯絯〄㾝䧶殜》䖤✫♧禹Ⱒꝶ鵳㾝կ〳 䭯絯ꭑ剪ꂁ❡ㅷ㖈㸝驎꧋㔙侮⡤❡ㅷ中涸嫱⢾鴪ⵌ
30.3%湱嫱 2023 䎃〳䭯絯ꭑ剪❡ㅷ 19.5% 涸⽑嫱剣✫儑衼䲿⼮♸姼ず傞〳䭯絯⺫鄳涸⢪欽嫱⢾歋 19.7% 駟⼮荛
36%〳 䭯絯⾲勞俱涸⢪欽嫱⢾⛲➢馄鵂 20%䲿⼮荛馄鵂 33.2%կ

歋姼㖈 ESG㢪鿈霉紩方㸝驎꧋㔙⛲䖤ⵌ✫⯎ⴔ雩〳⚙䎃ⰻ MSCI ESG霉紩駟⼮♲紩荛“A”紩껷妃Ⰶ鷥麤楹倛
곭⯓倝Ⱓ䋑㖞䭷侨䧭⚹Ⱉ㹻Ⰶ鷥涸中㕂㣐꣣⟱⚌中㈔♧♧㹻ꭑ剪ㅷ晥կ

⡲⚹㸝驎〳䭯絯䧶殜涸〳錠⻊璬〡⢪ㄐ䏅㖈鵂♧䎃中♶倗鶛➿⼮紩嶍⿺瑟ꢂ䋒㽷ծ꣥ 麤Ⱘㄤ嶊餩罏⸓絁⠏⻊꡶
䏅䭯絯輑ざ梠⥂椚䙁ծ繠㷖霃雦♸綁蒀猰䪮䩧鸣ⴀⰯⰨ小嵵䠭♸✽⸓䚍涸〳䭯絯⡤낉㖞兞ず傞鷶姿匬䒊饰綁蒀❡ㅷ瀃կ

㽴盗㖈欽䨪껩ㄤ❡ㅷ倝方》䖤✫䖎㢴獤匧䧭佪㔙ꢭ➠⟄㹎䢆涸䙖䏞霉⠮霪고湡涸侮⡤邍梡կ고湡餏餓➃㗞鎊
赡搬꡶䏅㖈欽䨪⡤낉ㄤ錠錣ッ梡方剣✫䖎㥩涸〡烵⡎➢㉁⚌㔐䫣錭䏞➠劢鴪ⵌ곫劍կ搬罜鵯⟧“♶忘䠑”䎇ꬋ㼆䧭卓涸や
㹁罜僽♧猫䭯絯鵳⻊涸荈䧮끮⸓կ고湡涸溫姻⟟⧩㖈✵鸑鵂♸嶊餩罏涸溫㹊✽⸓䲀⸓絆絉ⰻ鿈鵳遤刿帿㽻妃涸䙼ㄤ⠏
⻊䙼罌㥵⡦刿剣佪㖑㼜綁蒀㹊騨䲀ぢ䋑㖞կ

ANTAZERO涸䱲程♶➑僽♧㹻꡶䏅涸♧ワ䎃紬䙁刿僽♧㖞ぢ劢勻涸綁蒀ꨪ㈒㹊낉կ㸝驎꧋㔙雦ⴢ㼜 ANTAZERO㸝
驎 0焫⢪ㄐ䏅涸䧭⸆垷䒭ㄤ〳乼⡲絑낉ⴔ媯䲀䎛荛刿㢴ꨪ㈒꡶䏅䎇㖈❡ㅷ絕匬ծ⺫鄳霃雦ծ⾲勞俱鷥䭊⟄⿺⣘䎾Ꝇ♸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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㖈♧䒓㨤絆䒊ぐ㽻妃屛椚劼匬傞嵳㼷兰㹻⤑Ⱒ岤⦫鷥➃㖈➃䊨兰腊瘝屠䪮助䎾欽ծ䧶殜ㅐ霧倝⿺呍䗱⚌⸉곭㼋⸂
瘝絶䏞涸㢕ざ㘗盗椚絑낉կ湡嵳㼷兰㹻涸 ESG㨼プ⠔♧Ⱏ剣♲⡙袙✲⚙⡙僽㢪鿈袙✲鿪剣满⚪㺢涸Ⰼ椕⻊盗椚絑낉
䬐⟣鵂ꅾ銳⼓㚖涸盗椚罏〥㢪♧⡙僽嵳㼷兰㹻涸 CFO烁⥂餒⸉⡤禹♸〳䭯絯〄㾝湡叻涸剣佪⼸ずկ㨼プ⠔⚺䌏歋♧⡙剣
满㢴㹻騗㕂⟱⚌꧋㔙䊨⡲絑낉涸㥎䚍곭㼋罏䬐⟣կESG䪄遤⸅Ⱆ㹔⚺⟣歋嵳㼷兰㹻ⶰ䚪鄪Ⱟ餴本䋑㖞䚪絑椚랕儯娀䬐⟣կ

鵂♲䎃嵳㼷兰㹻 ESG㨼プ⠔㖈Ⱒꝶ蒜挿涸⡲欽儑衼կⰦ♧䲀⸓袙✲⠔禹絡䙼罌 ESG㼆⟱⚌〄㾝涸䠑⛐⸔Ⱖ➢㢴
絶䏞雩濼 ESG䧶殜⟟⧩Ⱖ✳⤛⢪Ⱆ㖈屛椚絕匬♴䵨䒊盗椚⡤禹㼜袙✲⠔ ESGⰟ霋衅㹊ⵌ盗椚㹊騨⥂ꥻ ESG椚䙁
餟瑬鵘蠒梠蒜Ⱖ♲鷓傞邂ꆀծ霉⟟ ESG㹊騨⦶猰㷖䭷叻⡤禹峯㻋⠏⸌䰘姼䲿ⴀ佖鵳䒊雳鵳罜⠏⻊ ESG㹊騨ծ䲀鵳〳
䭯絯〄㾝կ

㖈䒓㾝 ESG䊨⡲傞海㼷兰㹻⠔鸑鵂剣佪尲鸑㹊梡ⰻ㢪鿈ぐⵄ渤湱Ⱒ倰涸Ⱏ輑〄㾝 ,⟄㹊梡䚪鿈♸⼓㚖ծ鄄⸓䫪ꪪ♸⚺
⸓鵶䱹ծ㢴⯋♸Ⱏ霋涸䎂邂կ

⡲⚹♧㹻Ⰼ椕䚍⟱⚌嵳㼷兰㹻㖈䲀⸓♶ず⼓㚖涸 ESG㹊騨傞銳䎾㼆涸♧⚡䮋䧶⤑僽㖈“傁銳剣䚪鿈絡♧涸屛椚銳
宠”ㄤ“⿶銳⯈雽ぐ⼓㚖呏䰘劥㖑⻊宠抳崞靈侮”⛓ꢂ》䖤䎂邂կ

总鿈与⼓㚖：全椕⟱业涸劥㖑化沟通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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㖈㹊騨中嵳㼷兰㹻䚪鿈⠔絡♧呥卹㽠焫䱗佞ծ臱餕ծ侨䰘㸝Ⰼ瘝Ⱒꝶ屛椚雳곿絡♧ⵖ㹁䫪ꪪ叻ⲥծ雦皾〡䖈♸ざ錞
銳宠կ♸姼ず傞嵳㼷兰㹻⠔⯎ⴔ罌贊㖑⼓䊵䒗䚍㼣ꅾ♶ず䋑㖞涸俒⻊♸㉁⚌鹤鳓⯈雽涰蔄룅佞կ♸銳宠ぐ⼓㚖䗳곢㸤䧭傁
㹁餒⸉湡叻♶ず㖈 ESG㹊騨方䚪鿈⠔刿⸈䔂靈䚪鿈㼆⼓㚖涸餻腊կ

㛇✵“♲⡙♧⡤”涸Ⰼ椕⻊瘻殜嵳㼷兰㹻㖈Ⱖ䒓㾝⚌⸉涸嫦♧⚡⼓㚖鿪霃用✫〳䭯絯〄㾝絆絉勻ⵖ㹁䔲㖑涸〳䭯絯瘻
殜ㄤ䭷叻餏餓♸䔲㖑ⵄ渤湱Ⱒ罏涸尲鸑䎇呏䰘ぐ荈⼓㚖涸暵挿ㄤ䊨⡲ꅾ挿䲀鵳湱Ⱒ䊨⡲կ

嵳㼷兰㹻⻌繠⼓㚖刿⸈䔂靈㢴⯋⻊Ⱏ輑ծⰟESG㹊騨㖈爢⠔Society絶䏞邍梡⠏猖կ嫱㥵♸欽䨪ծ猰䪮鴪➃ծ爢⼓
Ⱏ涸䎂〵 First Build僽慨〄抳䠭ㄤ倝❡ㅷ涸㖞䨾㥩涸❡ㅷ䠑⠔㖈 First Build 䖤ⵌ霃雦ծ灇〄ծ欰❡ㄤ䋑㖞䲀䎛瘝餴
彂佅䭯կFirst Build㖈䧭用たエ䒸✫馄鵂 245,000ぜⰟ罏♸❡ㅷ倝䧭⸆♳絁✫馄鵂 100⡮妴❡ㅷㄤ⸆腊կ㹔ⰻ擞掐劼
㽠僽 FirstBuildⰟ涸괇銻䚍❡ㅷ僽遤⚌껷妴㹔ⰻ掆擞劼կ㹔ⰻ擞掐劼涸霣欰雮欽䨪駈♶ⴀ䨪㽠腊掱껋ⴀ駈⟄㰺繠㹔㢪掔
掐涸掆擞굥կ2024䎃㹔ⰻ擞掐劼㖈䬘倛絶⸈倛⚿⸅涸 CES㾝⠔♳姻䒭〄䋒♧⚿倐蜦 CES剒⢕❡ㅷ㤙կ

㖈欧崍嵳㼷兰㹻䖎傍⤑䒓✫ ESG㹊騨鵮ぢ䔲㖑欽䨪畮䒓〄✫♧⚡侨㶶⻊䎂〵կ欽䨪〳⟄鸑鵂鵯⚡䎂〵⢪欽嵳㼷
涸❡ㅷㄤ剪⸉嫱㥵ⱺ盲ㄤ蝲靶䲿ⴀ㈒た剪⸉涸宠嵳㼷兰㹻⛲〳⟄㛇✵欽䨪涸宠⚹欽䨪䲿⣘㹻䏭腊彂盗椚方呩կ
2025䎃嵳㼷兰㹻涸欧崍⼓㚖㼜⠔䒓ꅾꅾ銳䚍䕧ㆇⴔ區䎇㛇✵姼鵳♧姿⸈䔂♸䔲㖑欽䨪ㄤ㹐䨪涸尲鸑կ

㖈慌倝慌㣐ⵄ❇ㄤ倝銯Ⱎ䋑㖞嵳㼷兰㹻涸 ESG㹊騨ⴭ刿⸈⣩ꅾ✵❡ㅷ畮㔵絗Ⱖ넞畮㹁⡙涸❡ㅷ瘻殜嵳㼷兰㹻⠔
䔂靈❡ㅷ涸䊨蒌⿺㼆梠㞯㥩䚍կ䨾⟄㖈慌倝⼓㚖嵳㼷兰㹻刿傍⤑Ⱆ䋒✫焫中ㄤ湡叻կ㖈♸䔲㖑涸嶊餩罏鵳遤尲鸑⟄⿺鵳
遤ㅷ晥㹒⠛涸傞⦫嵳㼷兰㹻⛲⠔䔂靈Ⱘ⡤涸❡ㅷ㼆✵鴪䧭焫中ㄤ湡叻涸⡲欽կ

姼㢪㖈♧❈〄㾝中㕂㹻嵳㼷兰㹻鵮⠔刿⸈Ⱒ岤♸䔲㖑佟䏎ㄤ爢⼓⨞㥩尲鸑㼣ꅾプ䊨䎇岤ꅾⰦ勉渤⥂䫡瘝霎宠կ

㖈㹊騨中嵳㼷兰㹻鷥䭊㼜 ESG⚺⸓紵ⰆⰖ涸⚌⸉䧶殜䎇㖈♸欽䨪涸鵶䱹中㼊䪪㹊梡 ESGㄤ㉁⚌ꅾ湡叻涸劼⠔կ

♸㉁⚌湡叻鵶䱹
㖈㹊騨中ぐ⚌⸉⽀⯋絑䌢銳鍒Ɀ涸ꦼ곿僽㥵⡦䪪ⵌESG♸⚌⸉絕ざ涸ⴗⰆ挿ⰻ鿈⛲絑䌢㽠♶ず涸〳腊䚍㾝䒓雭雿կ

嫱㥵嵳㼷兰㹻㖈❡ㅷ涸⟱ⴢծ灇〄ㄤ䋑㖞瘻殜方鿪⠔Ⱒ岤腊佪䲿⼮⡎㖈 2024䎃䎇尵剣㼆㢪Ⱆ䋒Ⱆ中劍涸
焫中ㄤ湡叻⚺銳䫪ꪪ✫腊署꣭⡛〄欰㖈ㆭ❈欰❡梠蒜⟄⿺䱹♴勻♧䎃涸♴꣭湡叻կ䔲 ESG㨼プ⠔䲿ⴀ銳䙼罌侮⚡⟱⚌涸綁
蒀畊✰⸂傞ⰻ鿈㼆湱Ⱒ곿㾝䒓✫慨捘涸雭雿——綁蒀畊✰⸂僽♶僽㉁⚌錭䏞䗳곢罌贊涸僽♶僽欽䨪䨾銳涸⽰⢪僽
欧崍欽䨪〳腊㼆綁蒀涸宠넞♧❈⡎Ⱖ➭䋑㖞涸欽䨪㼿劢㼜綁蒀㾩䚍⚹Ⱖ껷銳鷥䭊㔔稇կ齡⛎ぢ䋑㖞嵳㼷兰㹻㼆✵
❡ㅷ涸綁蒀畊✰⸂ⵌ䏀銳ⵖ㹁䙦呋涸瘻殜ャ

⚹✫椚幡鵯❈곿ESG䪄遤䊨⡲絆㖈♲䎃㢴涸焫渹叅䊨⡲涸㛇炄♳✵ 2024䎃黽䗄湱Ⱒ絆絉涸錞㹁Ⰼ䲿⼮✫㖈
中㕂涸焫渹叅絆絉鴝歲⿺䱗佞彂涸㸤侮䚍銻渷⺫䭍㕂ⰻ 51㹻䊨⾊⿺ 200⡮㹻㶩Ⱆծ嵳㢪鿈ⴔ䊨⾊鵘蠒梠蒜薴㔵♧ծ薴
㔵✳涸庛㹔孞⡤䱗佞կ鸑鵂渹叅嵳㼷兰㹻㼆湡䊨⾊涸焫盗椚宐䎂ㄤ❡ㅷ畮瘻殜剣✫刿⚹Ⰼ涸✫鍒կ

2024䎃⚹✫鴪䧭Ⱏ霋嵳㼷兰㹻ⰻ鿈 ESG屛椚㽻ㄤⰖ盗椚㽻♶倗❜✽䎇♸ぐ⚌⸉勵絁涸♶ず蒜挿⽀⯋鵳遤✫⯎
ⴔ尲鸑剒たⱿ㹁Ⱆ㼜㖈 2025䎃䒓Ⰼ椕薴㔵涸焫고湡鵳罜ⵖ㹁侮⚡Ⱆぢ中劍涸焫中ㄤ湡叻ⵖ㹁⣘䎾Ꝇ畮ㄤ
♶ず⼓㚖䋑㖞Ꝉ㈒畮涸焫瘻殜կ

紷搬劍湡叻㼿鵳♧姿幡兠嵳㼷兰㹻䊺㖈Ⱒ岤“灇〄ծ欰❡ծ㔐佐ⱄⵄ欽”瘝梠蒜涸꣭焫♸Ⲹ焫㽴ꆀ⨞ⵌ❡ㅷⰌ欰ㄐ
ワ劍Ⲹ焫կ⚿⢾罜鎊❡ㅷ灇〄梠蒜䵨鲿✫嵳㼷兰㹻Ⰼ椕껷FD-PLUS」곸䪮助涸ⱺ盲❡ㅷ嫱⠛絡ⱺ盲蒜腊15%կ欰❡畮
嵳㼷兰㹻䭆剣 7䏠抧㝜䊨⾊僽遤⚌䭆剣“抧㝜䊨⾊”侨ꆀ剒㢴涸⟱⚌կ㖈 ESG椚䙁끮⸓♴嵳㼷兰㹻刿僽⚹遤⚌㖈䗄梠䲿⣘
✫倝騟䖈——㖈Ⱆ⡙✵ꫬ䀙涸㾝⾍ꅽ剣鵯呋♧媯錠곸霫絈➝絏✫歏ⱺ盲涸㔐佐ծ䬒鍒ㄤⱄⵄ欽涸崨玐䎇㼆㥵⡦鵳遤焫
呍皾ծⰨ⡤姿낢鵳遤✫絈荝涸➝絏կ

披露与鵶䱹：㼜 ESG 輑Ⰶ业务战略

Citizenship Report䧴 Corporate Citizenship Report鸑䌢僽⟱⚌䧴劼匬〄䋒涸♧碫⟱⚌爢⠔餓⟣䧴〳䭯絯〄㾝䫣デ⣩ꅾ✵⟱⚌⡲⚹“爢⠔Ⱆ字”䨾䪬䬐涸翟餓♸餑柄կ5

2025ESG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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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䨪鵶䱹
2019䎃嵳㼷兰㹻䒓✫痦Ⱉ⚡䧶殜媯——欰䙖ㅷ晥䧶殜媯➢Ⰼ椕㣐㹻歏遤⚌涸곭㼋罏鲮㘗⚹暟翫緸傞➿넞畮

ㅷ晥ծ㖞兞ㅷ晥ծ欰䙖ㅷ晥涸Ⰼ椕䒸곭罏կ鵯⚡媯⛲錛霆✫♧湬㗏䭯⟄“欽䨪⚹中䗱”涸嵳㼷兰㹻♸欽䨪鵶䱹涸方䒭涸鲮」կ

2025䎃 3剢剣緸㖈嵳㼷꧋㔙䫐갉〿霉雿⼓殆鎊邍爙䋞劅嵳㼷欰❡♧〵腊㢿ず傞幡峤ⰻ邆ծ郫㶩ծꭑ㶩ㄤ邆暟涸♧
⡤䒭䦂➃峤邆劼կ3剢 7傈嵳㼷꧋㔙 CEOワ✻匊㔐䎾✫緸涸Ⱒ岤䎇獤匧㼆ⰻ尲鸑鵳♧姿欽遤⸓勻㔐䎾կ3剢 11傈嵳
㼷兰㹻䲀ⴀ✫ꨪ䩛峤鍒ꝉ“䦂➃倝紬⯋”涸 Leader♲瘲峤邆劼䎇㛇✵ㄤ緸涸尲鸑䲀ⴀ✫碛罈롖鸣㘗涸蟟馰霃雦կ♳䋑痦♧
ワ鵯妴❡ㅷ涸곫㈒ꆀ⤑鴪ⵌ✫ 8.8♰〵կ

㖈倝〄䋒涸䎃䏞梠㞯ծ爢⠔⿺盗屛䫣デ中嵳㼷兰㹻邍爙Ⱆ㼜⠔刿獤匧䭆䫵䎃鲽嶊餩罏⯎ⴔ〄䮦㖈灇〄ծⵖ鸣ծ餘
ꆀծ剪⸉涸⠏⸷帿⻊♸欽䨪涸✽⸓ㄤꝆ䱹կ⚹✫䔂⻊♸欽䨪涸䞔䠭紿䌄嵳㼷盗椚㔙ꢭ䊺꣣絯䒓鸑爢❜㯮⡤餖〿ⴔ❧嵳㼷佦
✲ծ⧫ゑ欽䨪宠ծ䖄꧋欽䨪䒊雳կ

鵯猫俒⻊㛇㔔ㄤㅷ晥⟟⧩⚺䓎幷鷳㖈♸欽䨪涸尲鸑⛓⚥⛲僥撑✫海㼷兰㹻㼆鷅宠㢴⯋⻊〄㾝ծ䒊霃繠㥩爢⼓⟄⿺䩧
鸣〳䭯絯欰䙖涸⥌䙁կ嵳㼷兰㹻邍爙劢勻㼜⦶⸔侨㶶⻊禹絡ㄤ❜✽䎂〵㟞鵳♸欽䨪涸尲鸑㼜欽䨪涸宠⠛㼋荛ꅷ餝ծ灇〄
ㄤⵖ鸣瘝梠蒜կ

ć䘏ҕᗍⴀӄᡇԢ一ԛᶛ的文化ะഖĂĂԛ用ᡭѰ中ᗹ。Ĉ嵳㼷兰㹻袙猽儯哆鍒ꅺ麤ć䘏ҕ与ᡇԢ的⢂ԭٲ

ѱ张ᴿ一ᇐ的䙐之༺。↚ࢃ，ᡇԢ的⢂ԭٲѱ张是ą海ቊⵕ䈐到≮䘒Ć，在企业䜞，ᡇԢ一在᧞㺂䘏ṭ的ᔶ᭴和ⵕ

䈐的文化，ᒬ䍥ᖱӄ个䱬⇫的企业ᡎ⮛之中。J 䘇ࠖᒪ，ᡇԢ的⢂ԭٲѱ张❋᯦Ѱąԛᰖ⮂生ᘷ共ࡑᰖ䲆ਥ㜳Ć。ᡇԢ

ᑂᵑᩣᔰ一个生ᘷാ，പ㔋用ᡭ的䴶求，与生ᘷ䜞的Տժ一ੂࡑ䙖ཐݹԭٲ。Ĉ

ćᡇԢ的公ਮ体系∊䖹ᓔཝ，уӻ⎿ԭٲ䬴р的уੂ平ਦ，䘎⎿уੂӝ㓵，ԛޞ球经㩛的уੂ॰ต，ᡶԛ，പ

㔋 (6* 关䭤䇤从，做ླ䜞的⋕䙐অੂҕ非ᑮ重要。Ĉ嵳㼷兰㹻袙猽儯哆➝絏麤կ

多元与共霋：关岤ⰻ鿈沟通䕎䧭俒化认ず

㖈ⰻ鿈尲鸑中嵳㼷兰㹻呔㢪Ⱒ岤⟄♴⚙挿Ⱖ♧ESG屛椚㽻ㄤⰖ盗椚㽻銳䕎䧭Ⱏ霋կ䔲Ⱏ霋䕎䧭⛓た䪄遤㽻涸
尲鸑ㄤ⼸靈䊨⡲㽠」䖤刿⸈㺂僒կⰦ✳䲿넞㣐㹻涸腊⸂ㄤ俒⻊雩ずկ嫱㥵嵳㼷兰㹻⠔絆絉♶ず⼓㚖勻ⴔ❧ぐ荈涸 ESG㹊騨
呩⢾雮㣐㹻溏ⵌ♶ず涸㹊騨方䒭䕎䧭䕹姼雩〳涸俒⻊ㄤ湱✽㷖⛴ծ䒓佞❜崨涸孧㔵կ

ⴀ✵㼆䧭本礵渤ㄤ腊⸂䒊霃涸罌贊嵳㼷兰㹻㖈剒ⴲ䲀鵳 ESG䊨⡲傞䎇尵剣鷥䭊“䒊♧㤛⡤禹㽠倝䒊♧㤛➃끩”罜僽
䮋鷥ざ鷓涸➃プ㖈⾲剣本翟䊨⡲⛓㢪䫏Ⰶ傞ꢂㄤ礵⸂ⵌ ESG✲⸉中կⱄ⸈♳ぐ⼓㚖䊵䒗⻊涸䋑㖞梠㞯ㄤ暵蒀⟄⿺瀊劍⚌絫
⾓⸂涸㶸㖈嵳㼷兰㹻ⰻ鿈㼆 ESG鴪䧭Ⱏ霋ㄤ俒⻊雩ず䎇ꬋ僒✲կ

⚹✫雮㣐㹻䕎䧭Ⱏ霋嵳㼷兰㹻♧湬㖈⸖⸂䒊用䎇㸤㊤湱䎾涸慨⸠劼ⵖկⰨ⡤勻雷Ⱆ絕ざ⚌⸉暵挿⿺ ESG湡叻㼜
ESGⰢꝶ䭷叻㥵㛆雲ⵌ⡙桧ծ⟄傊䰃倝桧ծ莺䒦靈叅ծ餘ꆀ䰀㣟紵Ⰶⵌ㼆䎾盗椚プ䊨涸剢䏞絫佪罌呍⟄끮⸓ ESG湡叻
㹊梡կ姼㢪嵳㼷兰㹻鵮㼜 ESG䭷叻♸鿈ⴔ넞盗讏ꂹ䭱꛰㼜呍䗱䭷叻㽻㽻䬒鍒ⵌ䧭プծⰢꝶ고湡⟄䲀⸓ ESG䊨⡲♸Ⱆ鵘
蠒湱絕ざկ

㖈䲀⸓ⰻ鿈䕎䧭ⵄ✵ ESG涸俒⻊傞嵳㼷兰㹻Ⱒ岤♸梡剣俒⻊涸Ⱏ輑կ嫱㥵㖈“➃⽀ざ♧”涸盗椚俒⻊涸㛇炄♳䔂靈䒊
霃㢴⯋ծⰟ輑ծ⼾馊涸㔙ꢭ涸ꅾ銳䚍獤匧䲀⸓⺫㺂俒⻊ㄤ輑ざ䌄勻涸倝կ2024 䎃㗏䭯⟄“プ䊨⚹本”涸嵳㼷兰㹻䒓㾝✫㥎
䚍곭㼋⸂餻腊고湡⸈䔂✫䎃鲽㹐ծ猰䪮➃䩞⟄⿺Ⰼ椕⻊➃䩞涸㛆Ⱞㄤ〄㾝⟄劍⚹Ⱆ劢勻〄㾝⪰㢊⸂ꆀぢⰌ⡤プ
䊨䵨䒊“Ⰼプ俒⻊㣐雭雿”䎂〵⢪䖤プ䊨〳⟄㔵絗䊨⡲梠㞯ծ絆絉孧㔵ծ俒⻊䒊霃瘝㾝䒓雭雿կ

嵳㼷兰㹻䩧鸣Ⰼ椕⟱⚌涸 ESG尲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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㾝劅劢勻嵳㼷兰㹻㼜絩絯⚪㺢Ⱖ㖈ぐ⼓㚖䔲㖑涸〳䭯絯⚺곿鸑鵂㢴猫䕎䒭鵳♧姿䔂⻊♸ぐⵄ渤湱Ⱒ方涸剣佪尲鸑կ

㾝劅劢勻ծ面ぢ全椕：鵳♧姿䲿⼮ ESG 沟通⸂

껷⯓
䔂⻊❡ㅷ涸〳䭯絯㾩䚍

⡲⚹♧㹻Ⰼ椕곭⯓涸嶊餩ㅷ⟱⚌嵳㼷兰㹻邍爙㼜䪾❡ㅷ涸〳䭯絯䚍佞㖈刿⸈ꅾ銳涸⡙縨կ鵯♶➑⡤梡㖈
❡ㅷ涸綁蒀梠⥂㾩䚍刿⡤梡㖈❡ㅷ涸➃俒Ⱒ䙕կ

Ⱖ妃
匬䒊 ESG끮⸓涸盗椚垷䒭倝⡤禹

㖈ⰻ鿈盗椚方嵳㼷兰㹻㼜帿Ⰶ䱲雭㥵⡦㼜プ䊨⟟⧩㹊梡ծ倝〄㾝⟄⿺㢴⯋⻊䒊霃瘝Ⰼ輑Ⰶ ESG〄
㾝呥卹⛓中䎇⚹♧湬岤ꅾ盗椚垷䒭倝涸嵳㼷兰㹻䌄勻刿㢴涸抳䠭ㄤ劼麁կ

剒た

深⻊Ⰼ椕⻊ ESG尲鸑緸絞

ꥥ满⟱⚌Ⰼ椕⻊䧶殜涸珘姿䲀鵳嵳㼷兰㹻㼜䭯絯䲀⸓ぐ⼓㚖䔲㖑涸 ESG㹊騨կ♧方⸈䔂♸䚪鿈⿺ぐ
⼓㚖欰䙖ざ⡲⠑⠶涸翫⸓侮ざぐ方餴彂Ⱏず䲀⸓〳䭯絯〄㾝湡叻涸衅㖑♸㹊梡〥♧方鸑鵂♸䔲㖑
欰䙖⠑⠶涸䭯絯尲鸑⡤禹⻊⠛乄“⟄偽歲欰䙖Ⱏ偽ꣳ〳腊”涸ㅷ晥⟟⧩⚺䓎ㄤ〳䭯絯〄㾝椚䙁♸㹊騨涸
䕧ㆇ⸂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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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涸出嵳⛓騟：
㥸됎涸ESG㹊騨1

岤Ⱒ✵㥸됎ⴀ嵳⾎玐涸霫絈佦✲〳 罌⡲罏涸〥♧眜俒畎շ⚙䎃㥸됎㥵⡦“康”䖃欧繠 | 鷶惐ぢ嵳ո〳 㖈中欧官方Ⱆ⠍〿䧴官緸叅阅Ⰼ俒կ1

륬搡
中欧㕂꣢䊨㉁㷖ꤎ⚌盗椚㹊騨侅䱇ծ
中欧⚌蠒 -靃玐⚺⟣

랕⚆僅
中欧⚌蠒痦Ⱃ劍

㥸됎㨤➃

在中国 (6* ӂ⎾䍯 �� 的䙅率，䘒քӄ⅝㗄平ൽ ��� 的㜂Ქ下。ྐྵ 劲俌ᇬᣀᕋޛ到ӂ㺂业，у

ӻᮏ㛨ᮦॹн用ᡭ㔵㢨ᗠᓅ生⍱方ᕅ，ᒬъ䙐䗽ᮦᆍ化ӝ业䬴，ᔰ㺂业ḽ，䇟Ҧঌਂ方的Ӛ᱉䙅᱄ਥؗ

Ա。ੂ ᰬ，中国ᔰ的 (6* ӂᡆ⟕商业⁗ᕅ，ਃੇ߃出海到ᰛᵢ和㗄国ᵢൕ化，Ѱޞ球 (6* 䍗⥤一Գ࣑

䠅。

俒 / 歊⢕梟

在中国 (6* ӂ⎾䍯 �� 的䙅率，䘒քӄ⅝㗄平ൽ ��� 的㜂Ქ下。ྐྵ 劲俌ᇬᣀᕋޛ到ӂ㺂业，у

吥挿霉

侅䱇挿霉

ྐྵ劲的 (6* 实䐫Ѱᗠ环经济ޞ球化ᨆבҼ᯦ࡑᙝṭᵢ。ྐྵ 劲䙐䗽ᶺᔰḽ化䢪ᇐ体系与ᮦᆍ化Ӛ᱉平

ਦ，R 效䲃քҼӂᢁ־ᐸ൰的ؗᚥу对〦ᙝ，重ງҼ㺂业䙱䗇。在国䱻化ᡎ⮛ቸ面，ྐྵ 劲གྷ用国⊿⏶的

ެ。应䬴䍺ⓆȽᮦᆍ化中ਦ⭫商经僂，䲃քҼ海ཌᢟ张的ᡆᵢב 出海实䐫㺞᱄，ᗠ环经济出海䴶ԛᢶᵥ

重ᶺԭٲ䬴Ƚԛᵢൕ化ᕛ合ᓜ呵⋕Ƚԛ (6* ᶺᔰᐤᔸ化，䘏对᯦ުᐸ൰企业ޞ球化ޭᴿ〥ᶷ⽰。



㥸됎䧭用✵ 2016䎃 10剢僽♧⚡㤱⢸ㅷ湬乄✈⽁䎂〵䲿⣘㤱⢸ㅷ餝✈ծ㺕⽁ㄤ㔐佐瘝剪⸉荝⸂✵鸑鵂湬乄餻腊✳䩛
㤱⢸ㅷ遤⚌䩧鸣綁蒀梠⥂涸䗄梠絑崸կ2019䎃㥸됎侮⡤Ꝉ㈒괄鵛⼧➉⯋䧭⚹希㹈✳䩛㤱⢸ㅷㅷ碫Ꝉꆀ痦♧կ㥸됎㼜綁蒀
⡛焫♸〳䭯絯〄㾝涸椚䙁帿帿䩟呏✵⟱⚌俒⻊獤匧䲀⸓满㕂ⰻ✳䩛㤱⢸ㅷ遤⚌」ꬠ⸖⸂䧭⚹䱲程罏ծ䒊霃罏ㄤ➿邍罏կ鸑
鵂綁蒀嶊餩ծ梠⥂⺫鄳ծ侨㶶⻊䪮助ㄤⰖ渤ざ⡲瘝㢴ꅾ鸀䖈♶倗⸔⸂綁蒀欰䙖䒊霃⠛鷻〳䭯絯椚䙁䲀䎛刿剣餓⟣䠭涸欰崞
方䒭կ

中㕂僽Ⰼ椕剒㣐涸㤱⢸ㅷ嶊餩䋑㖞呏䰘餍䛸ㅐ霧涸侨䰘中㕂嶊餩罏餑柄✫Ⰼ椕㤱⢸ㅷ嶊餩涸 1/3ⵌ 2025䎃中㕂剣
劅馄鵂欧崍⚹㤱⢸ㅷ遤⚌餑柄鵛♧⼱涸Ꝉ㈒괄կ搬罜2020䎃㖈中㕂 7000➉涸㤱⢸ㅷ嶊餩䋑㖞中✳䩛㤱⢸ㅷ➑⽑ 5鵴
⡛✵䧭擿✳䩛䋑㖞傈本ծ繠㕂ծ欧崍25-30涸宐䎂곫崵劢勻 5䎃ⰻ⠔剣 3⦔⟄♳涸㟞瑟ꢂ➢〄㾝勻溏中㕂涸✳
䩛㤱⢸ㅷ䋑㖞㟞悶⸂䊭㣐僽♧⚡Ⱘ剣♰➉紩䋑㖞悶⸂涸劊遤⚌կ2

䔲㤱⢸ㅷꅾ倝崨鸑䎇鄄⢪欽傞〳 ⟄Ⲹ㼱倝ⵖㅷ涸欰❡ծ蒜溁餴彂䎇Ⲹ㼱䏑䒙暟❡欰㼆梠㞯❡欰獤匧䕧ㆇկ呏䰘䫐갉
歏㉁官方侨䰘♧⚡㤱⢸ㅷ涸ⱄ崨鸑鵂玐㼜Ⲹ㼱 0.5-12.7⼪⯘涸焫䱗佞 3կ䰘絡雦侨䰘儑爙嫦⟝㤱⢸ㅷ崨鲮♧妃䎂㖲〳⟄
Ⲹ㼱紨 6.6kg涸焫䱗佞湱䔲✵㔋喏尪啜吆♧䎃涸Ⲹ䱗ꆀկ4

搬罜鵯♧椚䙁䎇♶⚹䎛㣐涸中㕂嶊餩罏擿濼կ

㥸됎⦶⸔侨㶶⻊䪮助ぢ欽䨪幡兠㾝梡✫✳䩛㤱⢸ㅷ涸綁蒀䗄梠鵂玐կ鸑鵂 APP⿺㼭玐䎸欽䨪〳⟄“騈驶”㉁ㅷꊹⵆծ䧭
蒀霉⠮雩㹁ծ㉁ㅷ崨鲮ծ❜僒鵳䏞瘝Ⰼ鵂玐䒊用✫嶊餩罏㼆〳䭯絯傞㼿涸信⟣䠭⠛鷻✫騨遤〳䭯絯遤⸓涸䧭㽠䠭կ

〥㢪㥸됎⯎ⴔ〄䮦絁♳⠏⸷僽㕂ⰻ剒傍♧䪠欽湬乄䲀⸓✳䩛㤱⢸ㅷ遤⚌涸䎂〵嫦剢湬乄馄鵂 2000㖞エ䒸馄鵂
1000♰錜⠍䱹鍘“綁蒀嶊餩”կ鸑鵂湬乄䲀䎛넞⟟⧩涸ꢀ縨暟ㅷ嫦剢焫Ⲹ䱗ꆀ⠮雦〳鴪 480ょ⟄♳կず傞㥸됎ꅷ欽梠⥂⺫
鄳㉁ㅷ⺫鄳渱ㄤ㹒⠛暟俱中涸〳꣭鍒勞俱䊺馄鵂 90%㖈嫦♧⚡絈蒜♳騨遤〳䭯絯〄㾝椚䙁կ

⡲⚹湬乄歏㉁곭ⱙ⟱⚌⛓♧㥸됎㼜綁蒀䗄梠涸椚䙁輑Ⰶぐ碫綁蒀欰䙖⚺곿崞⸓中կ⚆歲㖑椕傈䒓霃侨⼧㖞䗄梠Ⲹ焫
湬乄〄饰“䗄梠䮋䧶”鷐ⴀ梠⥂勞餘ㄳ㉰匉ծDIY綁嗃瘝䗄梠㥩暟ぢ欽䨪⠛鷻Ⲹ焫涸ꅾ銳䠑⛐կⰌ㕂蒜腊㹒⠛ワ㖈䨾剣湬
乄ꢂ〄饰蒜腊Ⲹ焫〿〮䎇䒓霃“〳䭯絯傞㼿”⚁㖞湬乄ꅾ挿➝絏㤱⢸ㅷ㺕⽁㔐佐濼霋⠛鷻綁蒀嶊餩⟟⧩錜կ䎂〵“傞㼿倝欰
㷍”瘝綁蒀嶊餩⦸㼋蒜挿ぢ欽䨪饐鷐㤱⢸ㅷ絊魧⯝餩幡峤Ⱞ䫡瘝勉渤렽⸠欽䨪獤匧䭆䫵䗄梠嶊餩⡤낉Ⱖ中⛙馰侨⼧♰嶊
餩罏❧「ⵌ⚁㾩剪⸉կ

2023䎃⟄勻㥸됎絆絉⿺♸✫㢴고Ⲹ焫㹒⠛崞⸓♸中㕂齱佟Ⱏ涸“䗄梠 ·Ⱏ欰”尪恉齱㽷崞⸓歋 30㢴⚡湬乄ꢂⰟ
ず〄饰涸Ⰼ㕂蒜腊㹒⠛ワ“〳䭯絯傞㼿”俒⻊碫⚁㖞湬乄㼜䗄梠㼭靃㛔䵥鵳Ⱆ㔩ꅽ涸♳嵳䋑字綁⻊蒜綁蒀Ⲹ焫䋑꧋瘝鿪僽
㥸됎ㅷ晥㼆〳䭯絯嶊餩♸ꨪ嵠餩欰崞涸獤匧⠛乄կ

嶊餩罏侅肫：雮 ESG 帿Ⰶ人䗱

Ⱆ侨䰘餍䛸ㅐ霧岚㡦곦ㅐ霧
Ⱆ侨䰘WRAP䏑暟♸餴彂遤⸓雦ⴢշValuing Our Clothes: The Cost of Fashionո
Ⱆ侨䰘ThredUP, UNEP嗃吆Ⲹ䱗䭷⽂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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䲀鵳〳䭯絯傞㼿⚌⸉⛓⡮㥸됎鵮鸑鵂ㅷ晥ざ⡲ծⰖ渤遤⸓瘝方䒭䪈㣐⡛焫⠛乄կ獤匧♸䫐갉歏㉁“⽂嵳暟猫㸛䫡雦ⴢ”

瘝Ⱆ渤고湡餴⸔欰暟㢴呋䚍⥂䫡✲⚌翫ざ中㕂齱佟“尪恉齱㽷”㖈䬘㊤㖑⼓⚿⸅“䗄梠 ·Ⱏ欰”梠⥂Ⱆ渤崞⸓ㄤ剣⚹ꫬ䎃
㔵拝㢹霢歧靍〳䭯絯傞㼿劢勻㖈湬乄ꢂ〄饰䬘㊤尪恉嗃吆鸣卌崞⸓렽⸠欽䨪♸䬘㊤欰䙖䒊霃⚿⸅“中㤱⽇〳䭯
絯傞㼿繠㷖㾝”鸑鵂㼆㤱⢸ㅷ✳䩛䗄梠涸猰兜ぢ㾝⠔錜⠍㾝爙䗄梠傞㼿㼆荈搬餴彂⥂䫡涸䠑⛐կ

㖈㼜〳䭯絯椚䙁嗃Ⰶ嶊餩罏䗱兰涸ず傞㥸됎刿㖈⸖⸂鍒Ɀ✳㤱嶊餩罏溫姻Ⱒ䗱涸〥㢪♧⚡곿——❡ㅷ涸溫⠦կ

⠛絡涸✳䩛㤱⢸ㅷ遤⚌ꬑ信䜂♶㼆獦勻饊䊵⟟䖎ꦼ❡欰䖎剣磨䚍涸欽䨪信⟣䠭կꥥ满❜僒㖞兞鲮獴ⵌ絁♳〄㾝ⴀ✫
⟄㺕⽁垷㘗⚹⚺涸✳䩛㤱⢸ㅷ❜僒䎂〵կ㺕⽁垷㘗涸佐Ⰶ勻彂✵剪⸉餩⠮⟟鷳僈䎂〵乇ざ❜僒鴪䧭鵯猫垷䒭䲿넞✫⸓Ꝉ
桧䎇⚂㼜剪⸉欽䨪涸ワ劍䬘欽䨪㼆䎂〵❡欰涸信⟣䠭僽䩞Ⱒꝶկ

㥸됎㖈㹁⟟♳灇〄✫♧㤛礵ⲥ㹁⟟禹絡呏䰘♶ずㅷ碫➢㢴⚡絶䏞鵳遤㉁ㅷ叻皊⻊䎇鸑鵂ⴔ區⾎〷❜僒侨䰘禹絡荈
⸓欰䧭곫⠮⟟C畮欽䨪〳⟄㖈罌⟟呔薴殶ⰻ鵳遤㹁⟟㉁ㅷ㖈㈒傞侨䰘㹊傞껩禹絡〳⟄ⱄ⸓䙖靈侮㈒⟟կ

㖈✳䩛㤱⢸ㅷ遤⚌❡ㅷ涸溫⠦ㄤㅷ餘♧湬僽嶊餩罏Ⱒ岤涸ꅾ挿կ罜“ꊹ㹁”僽✳䩛㤱⢸ㅷ遤⚌中剒ꅾ銳涸梠蒜կ2020䎃
6剢㥸됎♸中㕂唬낉雩霆꧋㔙㤱⢸ㅷꊹ㹁中䗱鴪䧭䧶殜ざ⡲た絯鵮䧭⚹中唬꧋㔙㤱⢸ㅷꊹ㹁彷彂爙薴㛇㖑կず傞㥸됎鵮
桧⯓♸中彷唬낉唬崵雩霆中䗱ざ⡲嫦♧⟝㖈㥸됎♳Ꝉ㈒涸㉁ㅷ鿪⠔絑鵂⚚呔涸ꊹ㹁崨玐䎇꣡䌄⚁㾩涸彷彂码欽䨪〫
皍⽀扫码⽰〳蜦濼霪㉁ㅷ涸霫絈信䜂կꤑ✫ꊹ㹁㢪㥸됎鵮㼆㉁ㅷ涸䧭蒀ㄤⰮ䫡鵳遤叻ⲥ⻊㢅椚烁⥂✫嫦⟝㉁ㅷ涸餘ꆀ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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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世昌爱“折腾”。早在公司成立之初，他就开始探索妃鱼的第二增长曲线，“但做企业不能任性，上有资本，下有员工，得悠
着点儿走”。他在等待一个机会。2021年前后，TikTok开始在英国站点尝试直播带货，妃鱼选择“跟着大哥走”，果断迈出出海步
伐。

在英国，妃鱼用MVP的逻辑，帮助中国品牌做海外市场代运营，即协助品牌将商品销往英国市场。在国内，妃鱼的很多业
务是基于淘宝和抖音的平台展开，因为大平台已经解决了流量的智能分配和买卖交易问题等。按照这个打法，妃鱼在海外依旧
选择跟 TikTok走，招外籍主播做直播，所有团队放在国内。

带着前一次出海的经验，妃鱼第二站尝试出海日本。日本商业社会存在“圈子文化”，妃鱼这样一家成立不到三年的公司，
很难在日本社会轻易获得信任。日本社会的节奏比国内慢，即使已做出了成功、成熟的案例，但对方的决策周期往往还是以季
度为单位；另外，日本相对来说并不是高速增长的市场，年轻人看视频购物的渗透率并不高；相比之下，日本市场的服务收费
能力很强，社会对服务的接受程度很高，且差异化的竞争没有那么激烈。

如今的全球化过程中，最难的不是 know-how，而是如何成为一家本土化公司。如果企业仅仅外表是一家本土企业，但内

核都放在国内做，很难获取当地品牌方和平台的支持。

于是，妃鱼在日本采取了直接并购的方式，进一步实现出海本土化，上下游供应链企业也都使用日本品牌，并尽量招本地
员工；妃鱼还充分利用日本当地媒体，如邀请大阪电视台到国内来做双十一报道采访，或请当地媒体去妃鱼母公司做采访；
同时邀请一些日本本土品牌到妃鱼母公司做考察；把店铺开到日本最繁华的商业街；借助妃鱼本身在国内的体量和影响力
为妃鱼产品做背书等……如此种种举措都在向日本社会传递妃鱼的可信度和专业度。因为增长速度相对较慢，妃鱼选择在物
流等基建上下功夫，先耐心打基础，建立护城河。

在服务海外客户时，妃鱼也在传递一种以客户为中心的精神。在国内，妃鱼见证了视频化带货在抖音、天猫、快手等平台
上的成功，这种手段有效结合了品牌传播和销售，激发了客户的热情。面对海外市场，妃鱼采取了开放和无偿的策略。“在客户
做出决定是否采用我们的服务之前，我们会坦诚分享经验和知识，包括在中国的实践经验和在日本的团队配置等，确保客户能
够在全面了解的基础上做出明智的选择。”

经过两年多的发展，妃鱼在日本积累了大量本地化运作和品牌合作等经验。然而，日本市场体量有限，只能保持平稳的增
长，跑出正向的利润。

2023年 9月，美国 TikTok上线小黄车功能，妃鱼果断进军美国市场。仅仅两个月时间，妃鱼就实现了 TikTok二奢行业
TOP2。

“要进入美国市场，一定要经过仔细的考究和论证。有些公司在出海的前三年收益很高，但在第四年一笔罚款把之前挣到
的钱全部罚没，合规风险非常高。”在亲自考察了数次后，黄世昌对美国市场有了初步了解。他认为，美国市场某些方面介于中
国和日本之间，具有其独特性。作为高度市场化的经济体，美国虽然合规管控相对宽松，违规后的处罚却异常严厉，因此试错成
本很高。但与此同时，在美国，人们愿意为专业和未知的知识支付溢价，这要求企业在某一细分市场深耕细作，提供专业的服务
和产品。

基于这样的市场特征，妃鱼把在日本积累的 know-how在美国进行复制，把跑了一年多的半闭环运营模式，升级为前后
端一体化的全闭环交易模式。具体来说，妃鱼在进入美国市场时分两阶段走：第一阶段更多是以屡次成功验证过的模式出
海——选用 MCN的逻辑，平台负责所有的选品和结算，妃鱼做好流量侧、达人侧和运营侧；第二阶段则是深耕端到端的优势
品类——妃鱼提前布局到基地端和服务端，把以二手奢侈品为例的优势品类铺到美国去，选出垂直特色品牌建成基地，整合仓
储物流，建立自己的护城河。

尽管目前妃鱼在美国仍处于初步阶段，但其在二手奢侈品市场已实现收支平衡，并形成一套完整的策略。平台具备成熟
的中后台服务和技术能力，这些可以在海外市场直接复用。过去几年中，妃鱼在组织能力、管理机制以及视频带货打法等方面
的经验，也在海外市场展现出领先优势。

在黄世昌看来，要在美国市场取得成功，关键在于实现“表里兼修”的本土化运作：对外形象符合美国市场文化预期，同
时保留企业核心优势。 

一方面，妃鱼在公司形象、股权结构、思维方式甚至办公地点的选择上，都进行了本土化适应。妃鱼选择主流社区租赁办
公室、搭建本土化运营团队、打造契合当地审美的品牌形象包装，从而更好地融入当地的商业生态并获得类似于 eBay 和
TikTok的平台支持。与此同时，妃鱼持续发挥自身在中国市场积累的供应链资源、数字化能力和组织效率优势，通过强大的中
后台系统，为海外业务提供有力支撑。这样的协同模式，也成为了妃鱼出海战略的重要支点。 

妃鱼在出海过程中强调“并不产生能耗，已有的资源出海”，这体现了其对资源的优化利用和对能耗的有效控制。通过这种
方式，妃鱼减少了因生产新产品而带来的额外能源消耗和环境压力，符合循环经济的理念，有助于降低碳足迹。

另外，妃鱼通过创新商业模式，如与国外平台共建基地，打破了以往中国商品在国际平台上的交易壁垒。这种模式不仅促
进了中国商品的国际化，还减少了因中间环节过多而导致的资源浪费和环境影响。

在社会（Social）方面，妃鱼认识到国内用户对 ESG的接受程度还不成熟，因此在出海过程中，通过在国外市场的成功实
践，为国内用户树立了榜样。这种做法有助于提升消费者对 ESG理念的认知和接受度，推动社会整体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妃
鱼的出海实践不仅促进了商品的流通，还为当地创造了就业机会，推动了经济活力。通过与国外平台的合作，妃鱼帮助中国供
应商更好地进入国际市场，从而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2025ESG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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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校园与
学生课题

在可持续发展的推进过程中，中欧不仅是行动的践行者，
也致力于赋能学生与校友成为变革的推动者。学院将 ESG 与
可持续发展议题持续融入日常运营，以“绿色校园”为起点，探
索低碳转型与资源管理等方面的实践，并积极探索可持续信息
披露的有效路径。

与此同时，ESG 的反思与应用也深度嵌入教学体系，成为
学生课题项目中的重要内容。学生以真实企业为研究对象，围
绕其面临的挑战进行系统分析，结合可持续发展的考量提出创
新解决方案。

本章节共包含三组实践，共同回应了“可持续发展如何被
看见、被理解、被沟通”这一核心命题。首先呈现中欧在绿色校
园建设中的部分举措与阶段成果。随后，选取两组学生项目，聚
焦其在真实商业环境中如何与消费者和利益相关方展开沟通，
借助调研、数据与体验设计，将 ESG 理念转化为具体、可感、可
信的项目实践，助力企业实现长期价值增长。

可持续在行动：中欧绿色校园

张飞达

43
导读

不止于动物饲料原料，打造“橄榄喂养”消费肉类品牌

— Global EMBA 2022: Leo Chen, Jirong Chen, Gigi 
Duan, Gening Wang, Anne-Hans VAN DER BOON, 
Weimin Wang

45

ESG实践驱动营销创新：免税零售企业私域运营的探索

课题团队：EMBA2022SH5 闫君飞、丛刊、王春啸、
                       荣兴、王叶、熊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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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以“环境可持续、教育可赋能、社区可参与”为核心指导原则，系统化推进碳中和目标实现。在教育赋

能方面，我们不仅通过可持续发展课程、案例教学、实景课堂、课题项目，培养具备 ESG 素养的商业领袖，也致

力于推动专题研究、发表高水平学术成果，引领社会各界共同应对气候挑战；在社区参与方面，我们积极连

接各个利益相关方，发挥桥梁作用，推动所在区域的绿色发展与社会转型，扩大校园教育服务的社会影响力；

而具体到日常运营中，校园里同样体现了大量扎实、具体的绿色实践行动。

〳䭯絯㖈遤⸓：
⚥妍绿色吥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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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将循环经济中的“3R 原则”（Reduce 减少、Reuse 再利用、Recycle 回收）融入项目，小组团队在课

题项目中践行了 ESG 原则，并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项目的最初目标是将从西班牙进口的橄

榄油生产副产品——橄榄油渣（Olive Pomace, OP）1 转化为动物饲料原料，进入中国畜牧业。然而，经过深入

的消费者调研和利益相关方反馈后，项目也进行了显著的转型。

在市场调研阶段，项目团队意识到，仅仅销售橄榄粕作为动物饲料原料的构想缺乏足够的竞争优势和长

期发展潜力。因此，团队设计出了一个更全面、更具创新性的高端“橄榄喂养食用肉”（olive-fed meat）产业价

值链构想。这一新战略不仅涵盖了进口橄榄油渣原料，还包括挑选可靠的动物饲料合作伙伴，以及制定针对

性的品牌推广策略，构建完整的价值链。这一转型有助于保障产品品质与服务，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对高品质

和环保产品的需求，提升竞争力与可持续性。

♶姺✵⸓暟껓俱⾲俱
䩧鸣埳嚎㊠Ⱞ嶊餩聘碫品晥
— Global EMBA 2022: Leo Chen, Jirong Chen, Gigi Duan, Gening Wang, Anne-Hans VAN DER BOON, Weimin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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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佪涸 ESG 沟通瘻略

ESG 䕧ㆇCO2駈鶺Ⲹ䱗

赡搬欰暟餘敍掔䌢鄄錠⚹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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㼜埳嚎磢欽✵껓俱
䚪雦蒜溁涸✳孻⻊焫
駈鶺鴪ⵌ1.51 kg 

CO2 / kg OP

欰暟餘敍掔
〄歏

⸓暟껓俱
⾲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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涸馄괄䱗佞 / 嫦
⼪檲傞0.79 

kg CO2 / kg OP

㼜埳嚎磢剏➿
桪碛0.72 kg 

CO2 / kg OP

*勻彂https://www.epa.gov/energy/greenhousegas-equivalencies-calculator#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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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X
26.1 27.1

65.8

桪碛 埳嚎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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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电商行业的竞争不断加剧，消费者需求也日趋多元化。在行业整体消费信心不足、产业链上下游

合作受限的背景下，免税店行业面临流量成本攀升、用户活跃度下降等问题，亟需探索新的业务增长路径。针

对这一背景，课题组从分析消费者行为入手，结合市场环境和企业情况，提出了私域用户运营体系的优化方

案。在具体落地的私域运营策略中，小组将 ESG 实践融入其中，期望以此增强用户互动和黏性，开辟新的增

长路径。

ESG㹊騨끮⸓营Ꝉ创新：
⯝玘ꨪ售⟱业猙㚖鵘营涸䱲程
靃곿㔙ꢭEMBA2022SH5ば굷ծ⚍ⴚծ桬僱㊍ծ虽Ⱓծ桬〽ծ擔俛

埳嚎屘序⽰埳嚎磢僽䭷埳嚎卓絑⾓囎ծ嵵䲿瘝䊨蒌ⴔ猌屘腒た罜❡欰涸ⶰ❡ㅷ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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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 战略㥵⡦乃⸓㕂꣢餴劥
♧고騗㕂研究涸爙

本俒佖綘荈 Clarkson, P., Piao, Z.R., Tong J., and Zhang, F. (2024). ESG an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Evidenc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Working Paper. 

䓎굷鴪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会计学ⶰ教授
首席财⸉㸽 (CFO)课程 -联席课程主任

䘏亯⹊ガ分᷆Ҽ 2003-2017 ᒪ间 37 个国ᇬ的 18,445 ᇬ企业ᮦ

ᦤ，ਇ现 ESGδ环境Ƚ社会和公ਮ⋱理ε㺞现Վᔸ的企业，平ൽ੮ᕋ的ཌ

国ᵰᶺᣋ䍺δFIIε增ࣖ 3.86%。ESG ྸੂ一张 “ؗԱ䙐㺂䇷”，ੇ国䱻ᣋ

䍺㘻Ֆ䙈пཝ关䭤ؗਭφ(1) 䙅᱄䘆㩛φࠅቇ䍘ࣗ䙖ٽᡌ㇗理唇伄䲟χ

(2) 长ᵕ▒࣑φ体现䍺Ⓠ㇗理㜳࣑和᯦ࡑᣋޛχ(3) 伄䲟丝ᙝφ在ধᵰ

中ᴪ᱉㧭ᗍ利ⴀ关㘻᭥ᤷ。i ⹊ガ㺞᱄，ESG 的“ࣖ分效应”ഖ൰Ქ而

ᔸ。在ᢶᵥȽ䙖ㅿㄔҿ◶⛾的㺂业，ESG ᣋޛ㜳ᱴ企业ᐤᔸ化和ਥ

ᤷ㔣ᙝ，੮ᕋᣋ䍺效᷒ᴪᱴ㪍。↚ཌ，ɒ 自⅝㗄ㅿ ESG 儎关⌞地॰的ᣋ

䍺㘻，ᴪѰ ESG Ҧ单δ“ԭٲ㿸共ᥥ”效应εχ而在⌋⋱ᇂ的国ᇬδྸ

㗄国Ƚ㤧国ε，ESG ᮦᦤਥؗᓜᴪ儎，ᣋ䍺ࣞ֒用ᴪᕰ。⹊ガֵ用Ҽ

自然实僂和ᐛޭ䠅༺理生ᙝ䰤从，Ԅ而䇷᱄Ҽ ESG 是企业੮ᕋ

ੂ。球䍺ᵢ的关䭤ᡎ⮛ᐛޭޞ ᰬ，⹊ガᔰ䇤᭵ㆌᇐ㘻Վ化ⴇ㇗环境，

⺤ؓ ESG 实䐫与ਥᤷ㔣ᣋ䍺ḽ䖞。䘏ӑਇ现ᑤࣟᡇԢ重᯦ᇐѿҼ

ESG 的֒用——ᆹᐨу߃ਠ是企业的“ᖘ䊗ᐛぁ”，而是᧞ࣞޞ球䍺ᵢ

⍷ࣞ的重要ᕋᬄ。在䚉ᗭ和环境䍙Աᰛⴀᖧଃᣋ䍺㘻ߩㆌ的ᰬ代，ESG
↙在ࡱ重ງ企业在国䱻ᐸ൰的ㄔҿṲ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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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覆盖 37 个国家、18,445 家企业的研究发现，积极践行 ESG（如环保举措、员工福利提升）的企业，平均能多吸
引 3.86% 外国机构投资。ESG 被视为企业透明运营、管理诚信和长期财务健康的 “信任信号”，尤其在信息不对称（如跨
国投资者因距离、文化差异难以评估企业）的情况下作用突出。例如，一家公司若投资减排技术，不仅传递环保承诺，还
间接释放出其资源管理和创新能力的信号，从而缓解投资者对该企业风险的担忧。研究还发现，在竞争激烈的行业（如科技、
消费品），ESG 的 “加分效应” 更强——因为这类企业需要平衡资源分配，ESG 投入反而凸显其财务稳健性。此外，来自
欧美等重视可持续发展的地区投资者，更倾向于选择 ESG 表现优异的企业。

本研究在理论上揭示了 ESG 重塑投资的内在逻辑。传统上，投资者依赖财务报表判断企业价值，但跨国投资中信息
不透明常导致 “信任鸿沟”。本研究表明，ESG填补了这一空白：它通过非财务维度（如环境治理、社会影响）提供补充信息，
帮助投资者评估企业真实价值和潜在风险。例如，ESG 表现差的企业可能隐藏其管理问题或短期逐利行为，而持续投入
ESG 的企业更可能注重长期发展。

此外，本研究发现了“制度环境”的关键作用：在法律体系更为完善的国家（如美国、英国），ESG 的“信任信号”更易被认可；
反之，在监管较为薄弱的地区，投资者往往保持更为谨慎的态度。这提示我们，ESG 的价值并非绝对，而是与外部环境深
度绑定。

本研究发现对企业和政策制定者均有借鉴意义。首先，对企业而言，应当将ESG纳入战略核心，而非边缘化“形象工程”。
具体可采取以下措施：

1.透明披露：

定期发布 ESG 报告，量化环保、社会责任成果（如减排量、社区项目受益人数）。

2.重点突破：

在竞争激烈或投资者关注可持续发展的领域（如新能源、医疗），加大 ESG 投入以脱颖而出。

3.内外联动：

与供应链伙伴共同制定伦理标准，提升整体价值链的可持续性，增强投资者信心。

对政策制定者而言，可以考虑如下举措：

1.强化 ESG监管：

推行强制性环境和社会信息披露标准，减少 “漂绿” 行为，提升市场透明度。

2.激励兼容：

通过税收优惠、绿色信贷等政策，鼓励企业投资 ESG。例如，对减排达标企业减免所得税。

3.国际接轨：

借鉴欧盟《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CSRD）等框架，帮助本土企业对接全球投资标准，吸引外资。

这项研究揭示了一个不可逆的趋势：在全球化投资中，ESG 已成为企业竞争力的 “新货币”。它不仅是道德选择，更
是打开国际资本市场的钥匙。对于企业，忽视 ESG 可能意味着错失融资机会；对于国家，构建支持 ESG 的制度生态，将
成为吸引外资、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未来，谁能将社会责任转化为可信的 “价值语言”，谁就能在资本博弈中占据
先机。

ESG 战略如何撬动国际资本？一项跨国研究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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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导向型服务型领导如何促进员工的自愿绿色行为？

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和自然资源的枯竭，环境可持续性已成为全球普遍关注的问题。在全球范围内，企业社会责
任已深入人心，企业面临的环境要求比过去更多。尽管大多数公司已将环境因素纳入战略规划和正式政策中，员工的自愿
行动仍是实现环境目标的关键。员工的绿色行为通常被定义为工作专业人员为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或对工作场所环保产
生积极影响而采取的行为。这种行为不仅受组织规章制度的引导和约束，更易受员工所处的社会环境、尤其是领导行为的
影响。目前研究者们已尝试将员工的绿色行为与各种领导风格联系起来，其中，环境特定的服务型领导在近年来受到了关注。

本研究基于情感事件理论，探讨了环境特定服务型领导如何通过情感机制影响员工自愿绿色行为。 情感事件理论认为，
工作场所中发生的正面或负面事件会引发员工的情感反应，进而影响其工作态度和行为。本研究认为，环境特定服务型领
导能够激发特定的 “情感事件”，从而促进员工的绿色行为。具体而言，环境特定服务型领导通过提供必要的资源（如支持、
授权和反馈等），最大程度地鼓励、服务并帮助员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这一过程塑造了员工的环保价值观并引发了他
们的积极情感。

此外，本研究还提出工作场所焦虑在这一机制中起到调节作用，原因有二。

一方面，焦虑可能削弱员工对积极事件的感知。高焦虑水平会导致员工过度关注潜在威胁，从而忽视积极事件，也影
响了他们对领导行为的积极感知。也就是说，即使环境特定服务型领导关注并培养了具有高工作场所焦虑的员工，也可能
无法让他们感知到积极事件的发生。没有积极事件的刺激，员工的内在情感反应无法引发。

另一方面，具有高工作场所焦虑的员工更有可能经历情感疲惫，也就是说，他们很难产生积极的情感反应。因此，当
员工的工作场所焦虑较高时，他们很难对环境特定服务型领导触发的任何积极事件产生积极情感反应。

通过对两个组织的 190 名员工进行的分阶段数据调查，我们发现环境特定服务型领导通过积极情感间接与员工自愿绿
色行为相关。具体来说，积极情感在环境特定服务型领导与员工绿色行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此外，工作场所焦虑对这一
中介效应起到了调节作用，即该影响仅在工作场所焦虑水平较低时才显著且正向。这些发现验证了环境特定服务型领导在
促进员工绿色行为以实现更可持续、环保的工作场所中的积极作用。

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阐明了环境特定服务型领导如何通过情感过程促进员工绿色行为。过去 Norton 等人回顾了员
工绿色行为的相关文献，并提出了四种不同的理论方法来解释其影响因素。本研究则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情感视角来解释环
境特定服务型领导对员工绿色行为的影响。具体来说，通过将环境特定服务型领导行为概念化为一系列引发员工积极情感
的工作场所事件，我们通过引入情感事件理论进入组织中的绿色领导和行为的背景，推进了文献的发展。除了主效应，我
们还探讨了工作场所焦虑的调节作用。工作场所焦虑逐渐成为组织管理领域的重要研究议题。然而，现有许多研究是定性的，
并主要基于理论探讨，对实际影响的理解仍比较有限，而本研究的贡献就在于进一步拓宽了工作场所焦虑的应用场景。

我们的研究为组织和管理者提供了几个管理启示，以促进员工的自愿绿色行为。首先，本研究强调了环境特定服务型
领导的重要性。在选择管理者时，应优先考虑能够展示环境特定服务型行为的个体。此外，组织可以为管理者提供针对性
的培训和发展机会，以培养其领导力。此外，本研究揭示了管理者关注员工个人长期情绪状态的必要性。鉴于工作场所的
健康促进干预能有效减少员工的抑郁和焦虑，组织应提供多样化培训项目，支持员工的身心健康。此外，合理分配工作任务、
提升员工的工作自主权以及营造健康的工作氛围，均有助于缓解员工的工作场所焦虑。这样做，组织可以充分利用环境特
定服务型领导在促进员工绿色行为方面的全部潜力。

环保服务型领导促进员工工作场所的自愿绿色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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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SG 事件发生后，公司如何利用社交媒体管理回应？本研究分析了不同行业企业的社交媒体活动和 ESG 事件数据，
考察了沟通策略的变化及其对公众认知和市场结果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尤其是以消费者为导向的行业）在此类事件
发生后会大幅增加社交媒体活动，企业会通过平衡危机回应与日常内容，既满足利益相关者的关注，又维持正常互动。本
篇文章使用了多种数据来源，包括来自 RepRisk 的 ESG 事件记录和企业 Twitter 账户的社交媒体活动数据。通过创建企业
- 日期级的数据集，文章进行了基于事件的分析，观察 ESG 事件发生前后发帖行为的变化。内容分析将帖子分为与事件相
关和无关的类别，从而深入理解沟通策略。文章还分析了这些策略对资本市场反应的影响。

主要发现

• 沟通增加。在 ESG 事件发生后，企业显著增加了社交媒体活动。在消费品和零售等利益相关者信任和公众形象起着
关键作用的行业，这种积极主动的参与尤为明显。企业利用 Twitter 等平台分享最新信息、澄清错误信息并解决关切问题。
这种交流的增加有助于减轻声誉损害，确保利益相关者保持知情和参与。研究显示，活动的增加往往是立竿见影的，在事
件发生后几天内就会出现，这凸显了及时应对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 双重内容策略。企业采取了平衡的社交媒体沟通方式，结合了：

o 与事件相关的帖子：这些帖子解决了事件的具体问题，如道歉、纠正措施的更新和改进承诺。例如，公司可能会公
开道歉，概述为解决问题而采取的措施或提供调查的最新情况。这种透明度对于重建信任和展示问责制至关重要。

o 无关事件的帖子：与此同时，公司继续分享无关内容，包括营销活动、企业成就和常规更新。这种方式有助于保
持与受众的日常互动，传递一种正常运作的感觉，又能在不显刻意的情况下引导舆论焦点远离危机。保持这种平
衡可以确保利益相关者不会认为企业过于防御或忽视其他优先事项。

• 以消费者为导向的企业表现出更强的应对能力。文章发现，在经历 ESG 事件后，面向消费者的企业（如零售和酒店
行业）在社交媒体上的活动显著增加。这些行业高度依赖客户信任和忠诚度，因此有效的危机沟通至关重要。通过积极与
受众互动，这些公司旨在保持客户关系，防止长期的声誉损害。例如，涉及 ESG 事件的零售公司可能会利用社交媒体重申
其对道德实践的承诺，确保客户感到被重视和知情。

• 资本市场反应。除了影响公众认知，研究还发现社交媒体策略与财务结果之间的明确关系：ESG 事件后，增加社交
媒体活动的公司股价跌幅较小。这表明，积极主动的沟通让投资者和利益相关者放心，表明公司有能力有效管理危机。在
社交媒体上透明、及时地更新信息，表明了对问责制的承诺，从而增强了人们对公司复原力和长期稳定性的信心。

• 内容多元化。事实证明，混合发布与事件相关和非事件相关的帖子是管理公众看法的有效策略。与事件相关的内容
可让利益相关者对公司的行动放心，而与事件无关的内容则可维持参与度，并表明公司仍专注于更广泛的使命。例如，公
司可以同时发布关于环境事件的应对措施，并强调其正在进行的社区外联计划。这种策略上的多样化降低了利益相关者认
为公司仅由危机所决定的风险。

• 事件和行业间的异质性。文章还发现，不同类型和严重程度的 ESG 事件导致了沟通策略的显著差异。以媒体广泛报
道或后果严重为特征的高影响事件促使社交媒体活动大幅增加。与此相反，影响较小的事件通常会导致更为谨慎的回应。
行业动态也发挥了作用，监管严格或面向消费者的行业在使用社交媒体方面表现出独特的模式。

• 社交媒体作为长期工具。社交媒体的有效性不仅限于应对即时危机。强大且持续的社交媒体的存在有助于建立信任
和信誉，增强企业应对未来挑战的韧性。通过与利益相关者透明且富有意义的互动，企业可以培养长期的忠诚度和支持。

本篇文章为企业危机管理和社交媒体的运营价值文献做出了贡献。研究探讨了企业在危机管理中如何主动运用社交媒
体，而非依赖传统的 “沉默” 或 “否认” 策略，并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了积极互动的有效性。研究结果突出了企业社交媒体
平台的双重作用：既是信息分发渠道，也是关系管理工具。此外，研究扩展了内容多元化的战略使用，强调了在应对危机
和保持日常沟通之间保持平衡，有助于提升组织的应变能力。这些见解为进一步探索社交媒体在不同背景下减轻声誉损害
的作用奠定了基础。

通过社交媒体应对 ESG 危机：策略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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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要出海，ESG 是一张重要的名片和敲门砖，在经济方

面，企业应该追求公平合理的分配和利用，而非单纯的增长和效率，

要做到效率和公平的平衡，商业和社会之间的平衡。在社会方面，企

业应该促进和谐包容的共赢文化，而非囚徒困境的独享文化，做到利

己和利他的平衡，个体和集体之间的一个平衡。在环境方面，企业应

该实现人与地球的和谐共生，而非掠夺破坏的对抗关系，又做到人和

自然的平衡，当代人和下一代人的平衡。

A股上市公司
ESG报告研究
2024（精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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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䫣デծ⟱⚌爢⠔餓⟣䫣デ⟄⿺Ⱆ䎃䫣鿈ⴔ侨䰘勻彂✵中㕂灇瑕侨䰘剪⸉䎂 〵CNRDS♳䋑Ⱆ灇瑕侨䰘䎽中涸
“⟱⚌ESG侨䰘䎽”ծ“ⰻ鿈䱽ⵖ侨䰘䎽”ծ“綁蒀⚁ⵄ侨䰘䎽”ծ“梠㞯屛椚侨䰘䎽”瘝侨䰘Wind侨䰘䎽涸“♳䋑Ⱆ㛇本信䜂”ծ“♳
䋑Ⱆ㹊꣢䱽ⵖ➃”ծ“中霆遤⚌ⴔ碫”ծ“ⴀ嵳䭷侨䧭ⴔ”瘝侨䰘⟄⿺涰䏞ㄤ䊭抳餒絑侨䰘䎽中涸湱Ⱒ倝ꢉկ

侨䰘㢅椚
㖈本䫣デ䭷叻䕎䧭中䧮⟌䎾欽✫㣐ꆀ涸㣐侨䰘灇瑕方岁♸䪮助鸑鵂侨䰘ꅷ꧋ծ侨䰘幡峤ծ侨䰘䮔䱡ծ侨䰘❜⿸嫱㼆瘝

♧禹㣐侨䰘灇瑕ㄤ➃䊨吥姻湱絕ざ涸方岁

1侨䰘ꅷ꧋ꅷ欽✫㣐侨䰘涸方岁➢Ⱆ官緸ծ港盗劼匬緸畀ծ⚺崨緸絞䵂程䒸乾瘝庈麤ꅷ꧋✫㣐ꆀ⾲㨤侨䰘
2侨䰘幡峤㛇✵霃縨涸錞ⴭ㼆侨䰘鵳遤✫帿䏞幡峤⺫ゎ索姻ꝡ霴⧩ⶂꤑꅾ㢕ծ䒗䌢⧩絡♧錞呔瘝
3侨䰘⼐ꂁ➢㣐ꆀ涸爢⠔餓⟣䫣デ俒本ծ嵳ꆀ涸倝ꢉ䫣麤ㄤⰖデ中礵烁⼐ꂁⴀ䨾銳涸信䜂կ
4侨䰘䮔䱡♸〳錠⻊鸑鵂➃䊨㢅椚ㄤ劼㐼㷖⛴湱絕ざ➢嵳ꆀ侨䰘㥵俒本信䜂中䲿》ծ䮔䱡侨䰘䎇〳錠⻊ッ梡湱

Ⱒ灇瑕絕卓կ

扫䲽Ⱒ岤Ⱆ⠍〿
蜦》㸤侮晜䫣デ

说  明

中欧餒㺢盗椚灇瑕中䗱
餒㺢盗椚灇瑕中䗱絑中欧㕂꣢䊨㉁㷖ꤎ䪠ⲥ霃用կ中䗱㛇✵⚚靭涸㷖助錜ㄤ侅㷖錜鸑鵂

鸣ծⴔ❧梡⚆ꆄ輑濼霋椚雿♶䥮荝⸂✵ꆄ輑餒㺢盗椚곭㚖涸濼霋䱲程ծ倝灇瑕䲀⸓遤⚌涸叻
ⲥ⻊♸⚁⚌⻊⚹ꆄ輑곭㚖鸣〳䭯絯⟟⧩կず傞中䗱⛲獤匧㛆Ⱞ葻㊤ㄤ㺢剣餓⟣䠭涸넞ⲙ⧩
⚡➃ծ㹻偛ծ⚁⚌餒⸉곥⿺餒㺢盗椚㹊騨➃㡦餻⸂㹊梡➃䗱ぢ㊤ծ餴本ぢ㊤ծ爢⠔ぢ㊤կ

䫣デ乊ⱗ♸罏
蓼     蟟   中欧㕂꣢䊨㉁㷖ꤎꆄ輑♸⠔雦㷖侅䱇ծ뚱榰ꆄ輑㷖侅䌏侅䱇ծ中欧餒㺢盗椚灇瑕中

䗱⚺⟣ծ中欧㹻偛⠛䪬灇瑕中䗱翫ざ⚺⟣

륬     ꜵ   中欧餒㺢盗椚灇瑕中䗱灇瑕プ

研究报告撰写及发布单位简介

䫣デ涸Ⱘ⡤ㄐぜ方䒭〳腊剣䨾♶ずㄐぜ〳腊巑渷“梠㞯ծ爢⠔⿺Ⱆ屛椚”ծ“ESG”ծ“⟱⚌爢⠔餓⟣”ծ“〳䭯絯〄㾝䫣デ”瘝霒勵涸♧고䧴㢴고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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Ⰼ椕孞⦫」⻊䌄勻涸䮋䧶傈渤⚚䃔匧畮㣔孞✲⟝곸〄♶➑㼆荈搬梠㞯鸣䧭✫灶㗁⛲㼆Ⰼ椕絑崸ㄤ爢⠔❡欰✫帿鵴
䕧ㆇկ㽴盗㕂꣢爢⠔㖈䎾㼆孞⦫」⻊方䭯絯⸖⸂Ⰼ椕焫Ⲹ䱗鵳㾝➠⚰霽㢴꣖烯կ♸姼ず傞〳 䭯絯〄㾝ⲥⴭ♶倗㸤㊤㕂
꣢〳䭯絯ⲥⴭ椚✲⠔ISSB〄䋒涸孞⦫湱Ⱒ䫪ꪪⲥⴭ䲀⸓✫Ⰼ椕孞⦫湱Ⱒ信䜂䫪ꪪ涸叻ⲥ⻊鵳玐ぐ㖑❜僒䨾⛲獤匧ㆇ䎾
鷶姿銳宠♳䋑Ⱆ䫪ꪪ孞⦫湱Ⱒ信䜂կ

㖈㕂ⰻESG〄㾝鵳Ⰶ䘯鲨麤佟瘻岁錞㺙꧋ⴀ〵中㕂霆港⠔〄䋒涸〳䭯絯〄㾝䫣デ䭷䒸⟄⿺餒佟鿈瘝⛰鿈㨼翫ざ⽪
〄涸⟱⚌〳䭯絯䫪ꪪⲥⴭ⚹ A 肅♳䋑Ⱆ涸 ESG 信䜂䫪ꪪ䲿⣘✫僈烁䭷㼋կ㣛遤瘝♫鿈꡶〄䋒涸䭷㼋䠑錛껷妃僈烁㼜
ESG紵Ⰶ信欽霉紩鵳♧姿⳼儑✫ ESG㖈ꆄ輑곭㚖涸ꅾ銳䚍կⰌ㕂庛㹔孞⡤荈䡦Ⲹ䱗❜僒䋑㖞涸⸓叻䘋满中㕂焫❜僒䋑
㖞⡤禹涸鵳♧姿㸤㊤կ㖑方佟䏎⛲紹紹ⴀ〵湱Ⱒ佟瘻䲀⸓ ESG〄㾝կ

ꥥ满中㕂⟱⚌“饥ⴀ”姿⠄涸⸈䘯ESG䊺䧭⚹Ⱖ♸Ⰼ椕⻊畊✰涸倝넞㖑կ㖈㕂꣢䋑㖞♳䫏餴罏ㄤ嶊餩罏㼆⟱⚌涸
ESG邍梡馊勻馊ꅾ錠կ中㕂⟱⚌㖈ⴀ嵳鵂玐中♶➑銳黽㸛䔲㖑涸岁䖒岁錞鵮銳獤匧輑Ⰶ䔲㖑涸爢⠔俒⻊㾶遤梠㞯ㄤ爢⠔
餓⟣կ♧方㕂꣢ ESG叻ⲥ涸馋ず銳宠中㕂ⴀ嵳⟱⚌㖈梠㞯ծ爢⠔ㄤ屛椚方鴪ⵌ刿넞涸叻ⲥկ⢾㥵欧湅涸焫鴝㞯靈侮劼
ⵖCBAMㄤ⣘䎾Ꝇ㽴翟靈叅䭷⟁㼆中㕂ⴀ〡⟱⚌䲿ⴀ✫刿넞涸梠㞯ㄤ爢⠔銳宠կ〥♧方中㕂⟱⚌㖈嵳㢪䫏餴ㄤ鵘蠒鵂
玐中⛲⚰满䔲㖑爢⼓ծꬋ佟䏎絆絉ㄤ㯮⡤涸Ⱒ岤ㄤ港漛կ㔔姼中㕂ⴀ嵳⟱⚌銳⸈䔂 ESG信䜂䫪ꪪ䲿넞鷳僈䏞♸ⵄ渤
湱Ⱒ方䒊用葻㥩涸尲鸑ㄤ信⟣կ

本䎃䏞涸䫣デ䧮⟌䒁絯䖃䎃涸䭷叻⡤禹巑渷梠㞯Eծ爢⠔SㄤⰖ屛椚G♲㣐絶䏞ⴔⵆ絈ⴔ⚹ 2⚡ծ3⚡ㄤ 3⚡
雳곿嫦⚡雳곿⺫ゎ 4-9고䭷叻䚪雦 50고涸絈ⴔ䭷叻կ

灇瑕〄梡2023䎃䏞中㕂 A肅♳䋑Ⱆ㖈 ESG信䜂䫪ꪪ♳絩絯剣䨾䲿⼮本䎃䏞Ⱏ剣 1687㹻 A肅♳䋑Ⱆ䫪ꪪ✫
ESG䫣デ姼㢅⺫䭍 CSR䫣デ⚹方⤑鵳遤嫱鳅罜絡♧獦ㄎ♴俒ず鳅♳♧䎃䏞㟞⸈✫ 152㹻Ⱖ中剣 7㹻⻌❜䨾♳䋑Ⱆ
鳅♳♧䎃䏞㟞⸈✫ 3㹻կ➢鵛 15䎃〄㾝勻溏䫪ꪪ侨ꆀ䚪⡤ッ♳⼮馋⸷侮⡤䫪ꪪ桧➚䎃刿僽㣐䌴♳⼮鴪ⵌ✫ 33.0%♶
ゎ⻌❜䨾遤⚌方䫪ꪪ侨ꆀ♳⣜傊ⵖ鸣⚌곭⯓䫪ꪪ嫱ꅾ♳⛲⣜傊僽ꆄ輑⚌剒넞㖑⼓方絑崸〄鴪涸⚎鿈㖑⼓䫪ꪪ
侨ꆀ⣜傊剒㢴銯鿈㖑⼓ⴭ㖈䫪ꪪ嫱桧♳絶䭯곭⯓ⴔ䋒溁⟧方爢⠔餓⟣䫣デ䫪ꪪ侨ꆀ♸絑崸宐䎂⛓ꢂ湱Ⱒ䚍玐䏞鳅넞
䎛⚎溁ծ嵄寐溁ծ⻌❩䋑ծ♳嵳䋑ծ寐蔼溁䫪ꪪ侨ꆀ鳅㢴⡙❀♸⛓た涸溁⟧ꢂ䬘䒓鳅㣐䊵騄⟱⚌碫㘗方剣 57.3%

涸♳䋑㕂剣⟱⚌鵳遤✫䫣デ䫪ꪪⱄ妃鸣倝넞ꬋ㕂剣⟱⚌ⴭ㖈侨ꆀ♳⽑䰘✫⠏⸷匣㗌方ぐ晜㗌鿪ッ梡ⴀ僈儑涸♳⼮
馋⸷⻌❜䨾ㄤ猰匣嶻䌴곭⯓կ

⟄♴僽 2023䎃䏞ぐ⚡絶䏞ㄤ雳곿涸ꅾ挿䶰銳絈蒜ⰻ㺂霼阅姻俒梠㞯E絶䏞♴涸1梠㞯盗椚錭䏞呋本ⰻⴔⵆ
剣 48.8%ծ48.5%ㄤ 54.2%涸♳䋑Ⱆ䒓〄䧴鵘欽✫㼆梠㞯剣渤涸❡ㅷծ霃㢊䧴䪮助鸑鵂✫梠㞯盗椚⡤禹 ISO 14001涸雩
霆⟄⿺♸✫梠⥂Ⱆ渤崞⸓կ

2蒜腊Ⲹ䱗錭䏞A肅♳䋑Ⱆ㼆✵蒜腊Ⲹ䱗涸䫏Ⰶッ㟞⸈朐䙖本䎃䏞騨遤䗄梠絑崸ㄤ綁蒀⸅Ⱆ涸⟱⚌侨ꆀ㣐䌴䲿
⼮ⴔⵆ㟞⸈ⵌ✫ 869㹻ㄤ 923㹻կ㖈蒜紨腊彂方ㄤⲸ㼱♲䏑䏑孞ծ䏑宐ծ䏑序方涸佟瘻䲃倶♳鵳遤䫪ꪪ涸Ⱆ鳅⛓
䎃⟧⛲剣僈儑䲿⼮կ

爢⠔S絶䏞♴涸3❡ㅷ餘ꆀ方2023䎃䏞嶍⿺ⵌ⟱⚌❡ㅷ餘ꆀ盗椚ㄤ㈒た絶䫡涸䭷叻㥵餘ꆀ盗椚ծ餘ꆀ虽钚ծ㈒
た剪⸉ㄤ忘䠑䏞靈叅瘝鿪殜剣♴徾倝♸灇〄方本䎃䏞䫪ꪪ ESG信䜂涸 A肅♳䋑Ⱆⰻ灇〄➃プㄤ猰灇➃プ䎂㖲⽑
嫱♸䎃䭯䎂䧴殜剣䲿⼮⟱⚌灇〄佅ⴀ㼭䌴㟞ⵌ✫ 11898➉⯋կ

4プ䊨餓⟣錭䏞2023 䎃䏞⟱⚌㖈㟞⸈プ䊨讏ꂹ慨⸠♸犷ⵄ涸ず傞⛲刿岤ꅾ信䜂涸尲鸑ㄤ❜崨ⴔⵆ剣 1232 㹻ㄤ
1514㹻⟱⚌䫪ꪪ✫プ䊨尲鸑ㄤプ䊨Ⱒ昶ⴔⵆ鳅♳♧䎃䏞㟞 30.9%ㄤ 16.9%⟱⚌㼆プ䊨翟⚌稇Ⱞ⛲馊勻馊⸈ꅾ錠䎃
ⰻⰟ剣 1604㹻⟱⚌㼆プ䊨鵳遤✫湱Ⱒ涸翟⚌㛆雲կ

5爢⠔餑柄♸䡹㊤錭䏞2023䎃䏞Ⱏ剣 1440㹻 A肅♳䋑Ⱆ䫪ꪪⰦ♸爢⠔Ⱆ渤鳅♳♧䎃䏞㟞⸈ 102㹻鵯❈⟱
⚌Ⱏ䯩饐 124.4➉⯋կ⡎ 2023䎃䏞涸餏䕧ㆇ⛲剣⸈㣐馋⸷Ⱏ剣 62㹻⟱⚌鵳遤✫㣐ꆀ鄪プ鳅♳♧䎃䏞㣐䌴㟞⸈✫ 38㹻կ

Ⱆ屛椚G絶䏞♴涸6⟱⚌爢⠔餓⟣盗椚錭䏞A肅♳䋑Ⱆ綘糠 CSR䫣デ涸ⰻ㺂巑渷刿⸈Ⰼ撑㕂꣢勉㪭叻
ⲥ涸⟱⚌侨ꆀ僈儑♳⼮⟱⚌刿⸈岤ꅾ ESG 涸㼆㢪㹒⠛㖈官緸霃縨 ESG 䧴⟱⚌爢⠔餓⟣⚁吃涸⟱⚌⽑䚪䫪ꪪ⟱⚌侨涸
85.4%鳅♳♧䎃䏞絩絯䲿넞կ

7Ⱆ絑蠒盗椚錭䏞勻溏馊勻馊㢴涸⟱⚌㖈騗遤⚌ざ⡲ծ餴彂Ⱏ❧ㄤ帿Ⰶざ⡲方⸈㣐䫏Ⰶկ⡎㖈⠔雦鵵錞ㄤ輑餴索
紹⚙고餏䭷叻고♴本䎃䏞剣♧㹁䜌⻊鶺韌ⴔⵆ鳅䎃㟞 30.8%ㄤ 8.2%銳♳䋑Ⱆ䒸饰岤䠑կ

8㢴⯋⻊♸劼⠔䎂瘝絶䏞♳本䎃䏞Ⱏ剣 1044㹻⟱⚌䫪ꪪⰦ넞㽻盗椚㔙ꢭ中剣荛㼱♧ぜ㥎䚍䭆剣㥎䚍袙✲Ⱆ涸侨
ꆀ⛲♳⼮ⵌ✫ 297㹻嫱⢾⛲㣐䌴䲿넞ⵌ✫ 17.6%⟱⚌㖈劼⠔䎂瘝方⛲剣㣐䌴䲿⼮1089㹻⟱⚌荝⸂✵匬䒊♧⚡㢴⯋
⺫㺂涸䊨⡲梠㞯կ

絾ざ♴勻2023䎃䏞䫪ꪪ⟱⚌爢⠔餓⟣䫣デ涸 1687㹻 A肅♳䋑Ⱆぐ고䭷叻涸⸈勉絾ざ䖤ⴔ⚹ 51.83ⴔ涰ⴔⵖ鳅
♳♧䎃䏞㟞⸈ 0.68ⴔ㟞䌴 1.3%կ㼆嫱⾎䎃䖤ⴔ䞔ⲃA肅♳䋑Ⱆ ESG絾ざ䖤ⴔ♳⼮馋⸷僈儑կ

絑崸⟟⧩方䧮⟌㼆嫱✫絾ざ䭷叻ㄤぐ雳곿涸䖤ⴔ㼜Ⱖ瘝ⴔ⚹ 5絆嫦絆》紨 1/5涸⚡肅侨ꆀⱄ䭽絆絡雦Ⱖ⸈勉佐
渤桧կ䧮⟌⧺霃❜僒䒓㨤✵嫦䎃 5剢痦♧⚡❜僒傈✈Ⰶ絕勲✵嫦䎃涸剒た♧⚡❜僒傈⽁ⴀկESG絾ざ䭷叻䖤ⴔ涸 5絆ⴔⵆ
㖈 2024䎃》䖤✫ 11.90%ծ12.47%ծ10.38%ծ8.43%ㄤ 8.47%涸⸈勉䎂㖲嶻䌴Ⱘ剣♧㹁涸ⴔ㽻鷻鵳邍梡 1/5湱㼆た
1/5䭆剣馄괄佐渤 3.43%կ

〥㢪本䎃䏞䫣デ鵮倝㟞✫ⴀ嵳⟱⚌涸 ESG 湱Ⱒ絡雦侨䰘կⴀ嵳⟱⚌癃鷥薴㔵⟄ 2024 䎃 4 剢䏀涸♰䖤ⴀ嵳䭷侨
8841070䧭⟧Ⱆ⚹叻涸䭷侨Ⱏ紵Ⰶ 120㹻⟱⚌ 1կ紵Ⰶ絡雦涸ⴀ嵳⟱⚌中剣 70㹻♳䋑Ⱆ㖈本䎃䏞鵳遤✫ ESG䫣デ
䫪ꪪ⽑嫱⚹ 58.3%嫱⢾儑衼넞✵䚪⡤侨䰘կ70㹻ⴀ嵳⟱⚌⸈勉䖤ⴔ⚹ 59.15ⴔ涰ⴔⵖず呋㣐䌴넞✵Ⰼ鿈 1687㹻♳䋑
Ⱆ涸⸈勉䖤ⴔկ

摘  要

2025ESG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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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日益严峻，极端天气事件频发，不仅对自然环境造成了破坏，也对全球经济和社会产生了深远
影响。尽管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持续努力，全球碳减排进展仍面临诸多阻碍。与此同时，可持续发展准则不断完善，国
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发布的气候相关披露准则推动了全球气候相关信息披露的标准化进程，各地交易所也积极响应，
逐步要求上市公司披露气候相关信息。

在国内，ESG 发展进入快车道，政策法规密集出台，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以及财政部等九部委联合印
发的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为 A 股上市公司的 ESG 信息披露提供了明确指导。央行等七部门发布的指导意见，首次明确将
ESG 纳入信用评级，进一步凸显了 ESG 在金融领域的重要性。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的启动，标志着中国碳交易市
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也纷纷出台相关政策，推动 ESG 发展。 

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快，ESG 已成为其参与全球化竞争的新高地。在国际市场上，投资者和消费者对企业的
ESG 表现越来越重视。中国企业在出海过程中，不仅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还要积极融入当地的社会文化，履行环境和社会
责任。一方面，国际 ESG 标准的趋同，要求中国出海企业在环境、社会和治理方面达到更高的标准。例如，欧盟的碳边境调整机
制（CBAM）和供应链尽职调查指令，对中国出口企业提出了更高的环境和社会要求。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和运营过
程中，也面临着当地社区、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的关注和监督。因此，中国出海企业需要加强 ESG 信息披露，提高透明度，与利益
相关方建立良好的沟通和信任。

本年度的报告我们延续往年的指标体系，涵盖环境（E）、社会（S）和公司治理（G）三大维度，分别细分为 2 个、3 个和 3 个
议题，每个议题包含 4-9 项指标，总计 50 项的细分指标。

研究发现，2023 年度中国 A 股上市公司在 ESG 信息披露上继续有所提升，本年度共有 1687 家 A 股上市公司披露了
ESG 报告（此处包括 CSR 报告，为方便进行比较而统一称呼，下文同），较上一年度增加了 152 家，其中有 7 家北交所上市公
司，较上一年度增加了 3 家。从近 15 年发展来看，披露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整体披露率今年更是大幅上升达到了 33.0%（不
含北交所）；行业方面，披露数量上依旧制造业领先，披露比重上也依旧是金融业最高；地区方面，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披露
数量依旧最多，西部地区则在披露比率上维持领先；分布省份方面，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数量与经济水平之间相关性程度较高，
广东省、浙江省、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披露数量较多，位列前五，与之后的省份间拉开较大差距；企业类型方面，有 57.3%

的上市国有企业进行了报告披露，再次创造新高，非国有企业则在数量上占据了优势；板块方面，各版块都呈现出明显的上升
趋势，北交所和科创板涨幅领先。

以下是 2023 年度各个维度和议题的重点摘要，细节内容请参阅正文：环境（E）维度下的（1）环境管理角度，样本内分别
有 48.8%、48.5% 和 54.2% 的上市公司开发或运用了对环境有益的产品、设备或技术，通过了环境管理体系 ISO 14001 的认
证以及参与了环保公益活动。

（2）节能减排角度，A 股上市公司对于节能减排的投入呈增加状态，本年度践行循环经济和绿色办公的企业数量大幅提
升，分别增加到了 869 家和 923 家。在节约能源方面和减少三废（废气、废水、废渣）方面的政策措施上进行披露的公司较之前
年份也有明显提升。

社会（S）维度下的（3）产品质量方面，2023 年度涉及到企业产品质量管理和售后维护的指标，如质量管理、质量荣誉、售
后服务和满意度调查等都略有下滑；创新与研发方面，本年度披露 ESG 信息的 A 股上市公司内研发人员和科研人员平均占
比与去年持平或略有提升，企业研发支出小幅增长到了 11898 亿元。

（4）员工责任角度，2023 年度企业在增加员工薪酬激励与福利的同时也更注重信息的沟通和交流，分别有 1232 家和
1514 家企业披露了员工沟通和员工关爱，分别较上一年度增长 30.9% 和 16.9%；企业对员工职业素养也越来越加重视，年
内共有 1604 家企业对员工进行了相关的职业培训。

（5）社会贡献与慈善角度，2023 年度共有 1440 家 A 股上市公司披露其参与社会公益，较上一年度增加 102 家；这些企
业共捐赠 124.4 亿元。但 2023 年度的负面影响也有加大趋势，共有 62 家企业进行了大量裁员，较上一年度大幅增加了 38 家。

公司治理（G）维度下的（6）企业社会责任管理角度，A 股上市公司编纂 CSR 报告的内容涵盖更加全面，参照国际权威标
准的企业数量明显上升；企业更加注重 ESG 的对外宣传，在官网设置 ESG 或企业社会责任专栏的企业占总披露企业数的
85.4%，较上一年度继续提高。

（7）公司经营管理角度来看，越来越多的企业在跨行业合作、资源共享和深入合作方面加大投入。但在会计违规和融资纠
纷两项负面指标项下，本年度有一定恶化迹象，分别较去年增长 30.8% 和 8.2%，需要上市公司引起注意。

（8）多元化与机会平等维度上，本年度共有 1044 家企业披露其高层管理团队中有至少一名女性，拥有女性董事公司的数
量也上升到了 297 家，比例也大幅提高到了 17.6%；企业在机会平等方面也有大幅提升，1089 家企业致力于构建一个多元
包容的工作环境。

综合下来，2023 年度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 1687 家 A 股上市公司各项指标的加权综合得分为 51.83 分（百分制），较
上一年度增加 0.68 分，增幅 1.3%。对比历年得分情况，A 股上市公司 ESG 综合得分上升趋势明显。

经济价值方面，我们对比了综合指标和各议题的得分，将其等分为 5 组，每组取约 1/5 的个股数量，再按组统计其加权收
益率。我们假设交易开始于每年 5 月第一个交易日买入，结束于每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卖出。ESG 综合指标得分的 5 组分别
在 2024 年取得了 11.90%、12.47%、10.38%、8.43% 和 8.47% 的加权平均涨幅，具有一定的分层递进表现，前 1/5 相对后
1/5 拥有超额收益 3.43%。

另外，本年度报告还新增了出海企业的 ESG 相关统计数据。出海企业筛选范围以 2024 年 4 月底的万得出海指数
（8841070）成份公司为标的，指数共纳入 120 家企业 1。纳入统计的出海企业中，有 70 家上市公司在本年度进行了 ESG 报告

披露，占比为 58.3%，比例显著高于总体数据。70 家出海企业加权得分为 59.15 分（百分制），同样大幅高于全部 1687 家上市
公司的加权得分。

参照万得出海贸易概念指数编制方式筛选企业，出海指数主要包含主营业务收入较大部分来源于中国大陆以外的国家和地区（比如美洲、欧洲、东南亚等）的公司，按照海外营收占比调
整后市值降序，累计占比前 70% 公司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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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行业披露率来看，虽然制造业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数量最多，但参照A股所有制造业上市公司总数，制造行业整体披露
率仅为29.8%。金融行业虽只有114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但其披露率为所有行业之首，占比达到了87.7%，法规监管强制
披露是促成其高行业披露率的核心原因。其次是公用事业，披露比例超过五成，为59.4%。

2023年度A股上市公司ESG报告披露（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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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主体地域分布：各地区A股上市公司
ESG报告披露数量来看，东部地区总数最
高，达到1178家，但由于东部地区上市公
司众多，比例反而最低；从比例上来看，西
部地区依旧保持最高，占比38.7%。

报告主体省份分布：广东省、浙江省、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披露数量均超100家位居前五，各
省市披露ESG报告的数量总体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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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䎃䏞䫪ꪪ ESG䫣デ涸⟱⚌䨾㖈溁⟧ⴔ䋒勻溏䎛⚎溁㟞⸈✫ 21⟧勻ⵌ 243⟧ⱄ妃⡙痦♧䬘䒓✫♸痦✳
ぜ涸䊵騄կ䚪⡤♳䎛⚎ծ嵄寐ծ⻌❩ծ♳嵳ծ寐蔼涸 A肅♳䋑Ⱆ䫪ꪪ侨ꆀ♸䎃♧呋⽑䰘❀⡙⚂㖲馄鵂✫ 100⟧Ⱖ中䎛
⚎溁⚹ 243⟧嵄寐溁⚹ 195⟧⻌❩⚹ 191⟧♳嵳⚹ 170⟧寐蔼溁⚹ 138⟧կ

䫣デ⚺⡤絆絉碫㘗：国有企业㟞僈儑䊺有鵛Ⱉ䧭涸A肅上市国有企业〄䋒✫ESG䫣デկ

2023䎃䏞〄䋒涸 1687⟧ ESG䫣デ中㕂剣碫㘗⟱⚌⺫䭍中㣛㕂剣ㄤ㖑方㕂剣Ⱏ䫪ꪪ✫ 793⟧鳅♳♧䎃䏞㟞⸈✫
69⟧ꬋ㕂剣⟱⚌Ⱏ〄䋒✫ 833⟧䫣デ鳅♳♧䎃䏞㟞⸈✫ 83⟧㢪餴⟱⚌Ⱏ〄䋒䫣デ 55⟧㟞⸈ 1⟧կ➢鵂 3䎃涸侨
䰘絡雦勻溏䧮⟌〳⟄溏ⵌꬋ㕂剣⟱⚌䫪ꪪ絩絯㖈侨ꆀ♳⽑䰘곭⯓㖑⡙կ

➢⽑Ⰼ鿈 A肅♳䋑Ⱆ嫱⢾勻溏㕂剣⟱⚌剣鵛Ⱉ䧭涸Ⱆ〄䋒✫ ESG䫣デ⽑嫱鴪ⵌ 57.3%罜ꬋ㕂⟱ծ㢪餴涸〄䋒
嫱⢾ⴭⴔⵆ⚹ 23.8%ㄤ 30.1%䊵騄鳅⚹僈儑կ

䫣デ⚺⡤上市匣㗌ⴔ䋒：⚺匣ESG䫣デ䫪ꪪ侨ꆀ剒㢴⽑嫱馄鵂8䧭կ

2023䎃䏞 A肅♳䋑Ⱆ䫪ꪪ涸 1687⟧ ESG䫣デ中Ⱖ中䔱㾩✵⚺匣涸Ⱏ雦 1276⟧⽑嫱馄鵂 8䧭կ➢鵛♲䎃涸〄㾝
馋⸷勻溏ぐ晜㗌䫪ꪪ ESG䫣デ涸侨ꆀ鿪ッ僈儑♳⼮馋⸷⚺匣本䎃䏞Ⱏ㟞⸈✫ 102⟧㟞嫱⢾⚹ 8.0%⚌匣本䎃䏞
Ⱏ㟞⸈ 27⟧嶻䌴⚹ 16.2%猰匣Ⱏ㟞⸈ 20⟧嶻䌴⚹ 22.7%կ姼㢪本䎃䏞⻌❜䨾Ⱏ剣 7㹻♳䋑Ⱆ〄䋒 ESG䫣デ鳅
䎃㟞⸈ 3㹻㟞䌴⚹ 75%կ

2019-2023A肅上市公ESG䫣デ䫪ꪪ䞔ⲃⴔ匣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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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梠㞯盗椚

环境（E）

社会（S）

公司治理（G）

B.蒜腊Ⲹ䱗

C.❡ㅷ餘ꆀ♸新

D.プ工责任

E.社会餑柄♸䡹㊤

F.⥌䜂䫪ꪪ♸盗椚

G.公絑蠒盗椚

1梠㞯剣渤礵
2梠㞯雩霆礵
3梠⥂Ⱆ渤

4梠㞯邍䕥礵
5梠㞯㢅縇

3䗄梠絑崸礵
4綁蒀⸅Ⱆ礵

1蒜紨腊彂
2Ⲹ㼱♲䏑

1餘ꆀ盗椚
2餘ꆀ虽钚
3㈒た剪⸉礵
4忘䠑䏞靈叅

1讏ꂹ慨⸠
2プ䊨邉⯎犷ⵄ
3翟⚌㛆雲礵
4プ䊨尲鸑礵
5プ䊨Ⱒ昶礵

1爢⠔Ⱆ渤䯩饐佅ⴀ礵
2嫦肅爢⠔餑柄⧩
3佅䭯侅肫
4䡹㊤✲⚌礵
5䘋䡦罏崞⸓

1䫣デ〳ꬑ䚍
2䫣デⰌ䚍礵
3 ESG官緸⚁吃礵

1䧶殜ざ⡲Ⱏ❧礵
2餯餲臱餕
3霟信絑蠒

5⚁ⵄ
6灇〄佅ⴀ礵
7灇〄➃プ嫱⢾礵
8䪮助➃プ嫱⢾

6㸝Ⰼ盗椚⡤禹
7㸝Ⰼ欰❡㛆雲
8翟⚌⨴䐀㸝Ⰼ雩霆
9プ䊨⨴䐀♸㸝Ⰼ索紹

6㕂꣢䴂⸔
7䌄⸓㽠⚌
8⤛鵳絑崸
9鄪プ礵

4 ESG侅肫㛆雲
5 ESG곭㼋劼匬

H.㢴⯋⻊♸劼会䎂瘝
1㥎䚍넞盗
2㥎䚍袙✲礵
3偽㥎䚍袙港넞

4䓳⸷纈⡤礵
5劼⠔䎂瘝礵

4⠔雦鵵錞礵
5輑餴索紹

շA肅♳䋑Ⱆ梠㞯ծ爢⠔⿺Ⱆ屛椚ESG䫣デ灇瑕2024ո䭷叻⡤禹屠欽✫⚙䎃靈侮涸梠㞯Eծ爢⠔SㄤⰖ屛椚
G♲㣐絶䏞ⴔⵆ⺫ゎ2⚡ծ3⚡ㄤ3⚡雳곿կ鵯❈雳곿⺫䭍梠㞯E絶䏞♴涸1梠㞯盗椚2蒜腊Ⲹ䱗爢⠔S絶䏞♴涸
3❡ㅷ餘ꆀ♸倝4プ䊨餓⟣5爢⠔餑柄♸䡹㊤⟄⿺Ⱆ屛椚G絶䏞♴涸6信䜂䫪ꪪ♸盗椚7Ⱆ絑蠒盗椚
8㢴⯋⻊♸劼⠔䎂瘝կ嫦♧⚡雳곿♴⿶⺫ゎ4-9⚡絈ⴔ䭷叻կ䭷叻侨䰘♸信䜂絑昭赈㣐侨䰘ꅷ꧋ծ幡峤ծ䮔䱡ծ帿䏞❜⿸嫱㼆瘝
崨玐鵳遤佐꧋ⴔ區剒絊䕎䧭梡剣䭷叻⟄♴⚹ぐ碫䭷叻涸⡤禹匬䧭

ESG灇瑕䭷叻⡤禹

2023年度ESG研究指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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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E）维度

A. 环境管理
环境管理议题下，共包含 5 项指标：（1）环境有益，（2）环保公益，（3）环境认证，（4）环境表彰，（5）环境处罚。

（1）环境有益：2023 年度，有 823 家企业披露了其开发或运用了对环境有益的产品、设备或技术，较上一年度增加 93 家，
增幅为 12.7%；披露数量占当年 ESG 报告披露总量的 48.8%，都为历年新高。其中，制造业在该指标下披露的数量最多，共
计 236 家。行业披露率方面来看，金融业披露率最高，为 78.1%。

70 家披露出海企业中共有 40 家披露了环境有益相关内容，占比 57.1%，高于总体水平。

（2）环境认证：本年度共有 819 家企业披露了其通过了环境管理体系 ISO 14001 的认证，占到全部披露企业的约
48.5%；较上一年度大幅增加了 170 家，增幅达到 26.2%。其中制造业数量最多，为 261 家，较上一年度大幅增加了 79 家；
披露率最高的是原材料行业，披露率超过六成，为 61.5%。

70 家披露出海企业中共有 52 家披露了环境认证相关内容，占比 74.3%，大幅高于总体水平，体现出出海企业对于国际
认证有较大积极性。

（4）环境表彰：本年度共有 465 家企业披露了其获得了环境方面的表彰，如节能减排示范企业，绿色环保企业及其他行
政奖励等，占 2023 年度 ESG 报告披露企业总量的 27.6%；与上一年度相比大幅增加了 64 家，增幅为 17.6%。其中制造业获
得环境表彰的企业数量最高，共 137 家；原材料业则在披露比率上最高，有 40.1% 的披露公司获得了环境表彰。

70 家披露出海企业中共有 31 家披露了环境表彰相关内容，占比 44.3%，同样高于总体水平。

数量 行业披露率

数量 行业披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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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ꆀ 遤业䫪ꪪ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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䨻㖑❡ 䊨⚌ Ⱆ欽✲⚌ ꆄ輑 〳鷥嶊餩 腊彂 鸑信剪⸉ 信䜂䪮助 ⼕蚋⽡欰 ⾲勞俱 ⚺銳嶊餩

䨻㖑❡ 䊨⚌ Ⱆ欽✲⚌ ꆄ輑 〳鷥嶊餩 腊彂 鸑信剪⸉ 信䜂䪮助 ⼕蚋⽡欰 ⾲勞俱 ⚺銳嶊餩

梠㞯盗椚錭䏞呋本ⰻⴔⵆ剣 48.8%ծ48.5%ㄤ 54.2%涸♳䋑Ⱆ䒓〄䧴鵘欽✫㼆梠㞯剣渤涸❡ㅷծ霃㢊䧴䪮助鸑鵂✫
梠㞯盗椚⡤禹 ISO 14001 涸雩霆⟄⿺♸✫梠⥂Ⱆ渤崞⸓㖲鳅⛓䎃⟧剣鳅㣐䲿⼮本䎃䏞蜦䖤✫梠㞯方涸邍䕥涸⟱
⚌侨⛲㣐䌴㟞⸈ 64㹻勻ⵌ 465㹻儑爙ⴀ⟱⚌梠⥂䠑霋涸兜麑㟞䔂կ⡎⛲剣 24㹻⟱⚌「ⵌ✫梠㞯㢅縇鳅♳♧䎃䏞㟞⸈✫
3㹻䲿爙⟱⚌➠⸈䔂梠㞯굥ꤗ盗椚կ䚪⡤罜鎊A肅♳䋑Ⱆ㖈梠⥂䫏Ⰶ♳ッ梡㟞䙖⸷邍僈Ⱖ梠㞯餓⟣䠑霋剣䨾䲿⼮կ
劍勻溏⟱⚌蕯腊䭯絯⸈㣐梠㞯盗椚䫏Ⰶ䎇㼜Ⱖ紵Ⰶ⟱⚌爢⠔餓⟣䧶殜㼜剣⸔✵䲿⼮⟱⚌⟟⧩ծㅷ晥䕎韌ㄤ䋑㖞畊✰⸂կ

B. 蒜腊Ⲹ䱗
蒜腊Ⲹ䱗雳곿♴Ⱏ⺫ゎ�고䭷叻�蒜紨腊彂�Ⲹ㼱♲䏑�䗄梠絑崸�綁蒀⸅Ⱆկ

（3）循环经济：2023䎃䏞呋本中Ⱏ剣 869㹻紨 51.5%涸䫪ꪪ⟱⚌㖈傈䌢絑蠒中⢪欽〳ⱄ欰腊彂䧴ꅷ欽䗄梠絑崸涸
佟瘻ծ䲃倶鳅♳♧䎃䏞㣐䌴㟞⸈✫ 181㹻㟞䌴鴪ⵌ 26.3%կⰦ中ⵖ鸣⚌㖈霪方䫪ꪪ涸⟱⚌侨ꆀ剒㢴Ⱏ剣 223㹻կ遤⚌
䫪ꪪ桧♳⚺銳嶊餩⚌䫪ꪪ宐䎂剒넞⚹ 74.3%կ鳅♳♧䎃䏞㟞䌴剒㣐涸僽信䜂䪮助⚌㟞䌴鴪ⵌ 66.0%կ

70㹻䫪ꪪⴀ嵳⟱⚌中Ⱏ剣 50㹻䫪ꪪ✫䗄梠絑崸湱Ⱒⰻ㺂⽑嫱 71.4%㣐䌴넞✵䚪⡤宐䎂կ

环境管理议题总结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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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3A肅上市公㈒た剪⸉䫪ꪪ䞔ⲃ

（4）绿色办公：本䎃䏞Ⱏ剣 923㹻紨 54.7%涸䫪ꪪ⟱⚌Ⱆ䋒Ⱖ㖈傈䌢⸅Ⱆ中ꅷ》涸綁蒀梠⥂䲃倶㥵呖猫綁嗃ծ㘏㖤
ⴔ碫ծ蒜宐蒜歏䲃倶ծ䲀遤偽紺⻊⸅Ⱆ瘝鳅♳♧䎃䏞㣐䌴㟞⸈✫ 236㹻㟞䌴鴪ⵌ 34.4%կⰦ中ⵖ鸣⚌㖈霪方䫪ꪪ涸⟱⚌
侨ꆀ剒㢴Ⱏ剣 251㹻կ嫱⢾♳ꆄ輑♸䨻㖑❡⚌涸䫪ꪪ宐䎂ꬑⴔⵆ⚹ 85.1%ㄤ 79.6%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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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た剪⸉

A肅♳䋑Ⱆ㼆✵蒜腊Ⲹ䱗涸䫏Ⰶッ㟞⸈朐䙖本䎃䏞ⴔⵆ剣 1082㹻ㄤ 1125㹻⟱⚌䫪ꪪ✫Ⱖ㖈蒜紨腊彂方ㄤⲸ㼱
♲䏑䏑孞ծ䏑宐ծ䏑序方涸佟瘻䲃倶鳅⛓䎃⟧剣僈儑䲿⼮騨遤䗄梠絑崸ㄤ綁蒀⸅Ⱆ涸⟱⚌侨ꆀ本䎃䏞㣐䌴䲿⼮ⴔ
ⵆ㟞⸈ⵌ✫ 869㹻ㄤ 923㹻կ鵯邍僈 A肅♳䋑Ⱆ㖈䲀⸓〳䭯絯〄㾝ㄤ梠㞯⥂䫡方涸⸖⸂♶倗⸈䔂馊勻馊㢴涸⟱⚌䠑霋
ⵌ梠⥂♶➑僽爢⠔餓⟣涸⡤梡⛲僽䲿⼮畊✰⸂ㄤㅷ晥⟟⧩涸Ⱒꝶկ鸑鵂獤匧騨遤蒜腊Ⲹ䱗ծ䗄梠絑崸⿺綁蒀⸅Ⱆ瘝⚿䲃鵯
❈Ⱆ♶➑剣⸔✵梠㞯⥂䫡鵮腊㢿䲿넞餴彂ⵄ欽佪桧Ⲹ㼱鵘蠒䧭本鵳罜䲿⼮侮⡤䋑㖞邍梡ㄤ爢⠔䕎韌կ

社会S絶䏞

C. ❡ㅷ餘ꆀ♸新
霪雳곿歋1餘ꆀ盗椚⡤禹ծ2餘ꆀ虽钚ծ3㈒た剪⸉ծ4忘䠑䏞靈叅ծ5⚁ⵄծ6灇〄佅ⴀծ7灇〄➃プ嫱⢾ծ8

䪮助➃プ嫱⢾Ⱃ고䭷叻匬䧭ⵠ歘✫A肅♳䋑Ⱆ㖈❡ㅷ灇〄♸剪⸉方涸邍梡䞔ⲃկ

（3）售后服务：2023䎃䏞䫪ꪪ䫣デ涸 A肅♳䋑Ⱆ中Ⱏ剣 1007㹻䲿⿺✫Ⱆ㖈♶倗㸤㊤Ⱖ㈒た剪⸉⽑䔲䎃䫪ꪪ䫣デ
⟱⚌䚪侨涸 59.7%鳅⚙䎃涸넞⡙剣䨾♴徾կ➢遤⚌錭䏞勻溏ぐ⚡遤⚌㖈㈒た剪⸉方䫪ꪪ宐䎂方兜麑剣䨾♴徾剒넞
涸⼕蚋⽡欰⚌涸䫪ꪪ⽑嫱⚹ 69.5%剒⡛涸Ⱆ欽✲⚌➑⚹ 35.4%կ

70㹻䫪ꪪⴀ嵳⟱⚌中Ⱏ剣 48㹻䫪ꪪ✫㈒た剪⸉湱Ⱒⰻ㺂⽑嫱 68.6%넞✵䚪⡤宐䎂կ�

节能减排议题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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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3A股上市公司研发支出披露情况

（6）研发支出：本年度披露报告的 A 股上市公司总计研发支出数额为 11898 亿元，较上一年度增加了 417 亿元。从过去
5 年看，企业在创新科研支出方面呈明显上涨趋势，但本年度涨幅有所回落，为 3.6%。

行业方面来看，信息技术行业在平均研发投入排名第一，平均投入分别达到了 11.6 亿元；其次是可选消费和能源行业，
平均研发支出也超过了 10 亿元。

70 家披露出海企业中平均研发支出为 29.4 亿元，大幅高于总体水平，显示出海企业为争取技术优势更大量投入了研发。

（7）研发人员比例：本年度披露 ESG 报告的 A 股上市公司中，研发人员平均比例为 16.2%，较上一年度微增 0.2%。过去
五年来看，A 股上市公司研发人员的平均比例总体呈上升趋势。

2019-2023A股上市公司研发人员平均比例

2023A股上市公司行业平均研发支出（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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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5

2023A肅上市公䪮助➃プ䎂㖲嫱⢾ⴔ遤业

➢遤⚌錭䏞勻溏信䜂䪮助遤⚌涸灇〄➃プ䎂㖲嫱⢾儑衼넞✵Ⱖ㸐遤⚌鴪ⵌ 33.3%Ⱖ妃僽鸑信剪⸉⚌䎂㖲嫱⢾⚹
25.1%կ

70㹻䫪ꪪⴀ嵳⟱⚌中䎂㖲灇〄➃プ嫱⢾⚹ 26.8%㣐䌴넞✵䚪⡤宐䎂ず呋儑爙ⴀ嵳⟱⚌刿㣐涸灇〄䫏Ⰶկ

➢ⴔ䋒遤⚌勻溏ⵖ鸣⚌涸⟱⚌䎃ⰻ䫪ꪪ翟⚌㛆雲涸侨ꆀ剒㢴⚹ 437㹻⡎⽑嫱⨊たぐ遤⚌㼆✵翟⚌㛆雲涸䫪ꪪ桧
兜麑鳅넞絟㣐㢴侨遤⚌㖲㖈⛰䧭⟄♳㽍Ⱖꆄ輑⚌涸䫪ꪪ宐䎂鴪ⵌ✫ 100%կ

2019-2023A肅上市公翟业㛆雲䫪ꪪ絡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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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䨻㖑❡ꆄ輑⚺銳嶊餩Ⱆ欽✲⚌腊彂〳鷥嶊餩⾲勞俱䊨⚌⼕蚋⽡欰鸑信剪⸉信䜂䪮助

3.7%
5.7%6.3%

8.0%8.3%

12.2%12.7%

16.5%17.0%

25.1%

33.3%

➢絡雦侨䰘♳勻溏2023䎃䏞嶍⿺ⵌ⟱⚌❡ㅷ餘ꆀ盗椚ㄤ㈒た絶䫡涸䭷叻㥵餘ꆀ盗椚ծ餘ꆀ虽钚ծ㈒た剪⸉ㄤ忘䠑䏞
靈叅瘝鿪剣♧㹁涸♴徾僥✫♧鿈ⴔ A肅♳䋑Ⱆ㼆❡ㅷ餘ꆀ鵯♧⟱⚌呍䗱涸ꅾ錠♶駈կ本䎃䏞絡雦⟱⚌Ⱏ雦灇〄 79626

고⚁ⵄ⚁ⵄ䫪ꪪ侨ꆀ鵳♧姿綫宐կ⟱⚌ⰻ灇〄➃プㄤ猰灇➃プ䎂㖲⽑嫱♸䎃䭯䎂䧴殜剣䲿⼮⟱⚌灇〄佅ⴀ㼭䌴㟞ⵌ
✫ 11898➉⯋կ⟱⚌㼆✵灇〄䫏Ⰶ涸掚䞔➠㖈⡎鳅⚙䎃侮⡤⸂䏞剣䨾佞綕կ㖈䧮㕂鵄ぢ넞畮兰鸣涸鵳玐中♳䋑Ⱆ➠
⸈䔂㼆❡ㅷ餘ꆀㄤ䪮助倝涸䫏Ⰶ⸂䏞կ

D. プ工责任
霪雳곿Ⱏ歋9⚡絈ⴔ䭷叻匬䧭⺫䭍1讏ꂹ慨⸠2プ䊨犷ⵄ3翟⚌㛆雲4プ䊨尲鸑庈麤5プ䊨Ⱒ昶6㸝Ⰼ

盗椚⡤禹7㸝Ⰼ欰❡㛆雲8翟⚌㸝Ⰼ雩霆9プ䊨⨴䐀♸㸝Ⰼ索紹կ

（3）职业培训：2023䎃䏞䫪ꪪ ESG䫣デ涸 A肅♳䋑Ⱆ中Ⱏ剣 1604㹻⟱⚌䭷ⴀ䎃ⰻ㼆プ䊨鵳遤✫湱Ⱒ涸翟⚌㛆雲
侨ꆀ♳鳅♳♧䎃䏞㟞⸈✫ 149㹻կ➢鵛❀䎃涸侨䰘勻溏㼆プ䊨䲿⣘湱䎾翟⚌㛆雲涸⟱⚌侨ꆀ䚪⡤ッ僈儑㟞䎃㖲㟞鸟
桧紨⚹ 12.1%⡤梡✫♳Ⱆ㼆プ䊨翟⚌稇Ⱞ馊勻馊⸈ꅾ錠կ

产品质量与创新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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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百分比

2023A股上市公司职业培训披露统计（分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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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省份进行划分后，前五名的省份均突破了 100 家；广东省排名第一，数量达到 181 家。

从分布行业来看，制造业的企业年内披露职业培训的数量最多，为 437 家，但占比偏后；各行业对于职业培训的披露率
普遍较高，绝大多数行业均在九成以上，尤其金融业的披露水平达到了 100%。

（4）员工沟通：本年度 A 股已披露 ESG 报告企业中共有 1232 家企业披露设有员工与高层间的沟通渠道，如董事长信箱、
意见箱、员工约谈制度等，较上一年度大幅增加了 291 家，增长率达到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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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3A股上市公司员工沟通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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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ꆀ 涰ⴔ嫱

➢ⴔ䋒遤⚌勻溏ⵖ鸣⚌涸⟱⚌䎃ⰻ䫪ꪪプ䊨Ⱒ昶涸侨ꆀ剒㢴⚹ 424㹻⡎⽑嫱⡙㾀中康ぐ遤⚌㼆✵プ䊨Ⱒ昶涸䫪
ꪪ桧兜麑鳅넞Ⰼ鿈馄鵂Ⱃ䧭㽍Ⱖ⟄Ⱆ欽✲⚌涸䫪ꪪ宐䎂剒넞鴪ⵌ✫ 96.3%կ

2019-2023A肅上市公プ工关昶䫪ꪪ䞔ⲃ

2023A肅上市公プ工关昶䫪ꪪ絡雦ⴔ遤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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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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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员工关爱：本䎃䏞Ⱏ剣 1514㹻 A肅♳䋑Ⱆ䫪ꪪ✫Ⱖ㼆プ䊨Ⱒ昶涸ⰻ㺂㥵곭㼋㽻䣅ծ絆絉⡤唬ծ絆䒊⯄留䩯盗ծ
プ䊨䗱椚雷䏠瘝鳅♳♧䎃䏞㟞⸈✫ 219㹻㟞䌴鴪ⵌ 16.9%կ

➢絡雦侨䰘♳勻溏本䎃䏞䫪ꪪ ESG䫣デ涸 A肅♳䋑Ⱆ㖈プ䊨餓⟣方涸䫏Ⰶ㖲剣僈儑䲿⼮䚪雦剣 1205㹻♳䋑Ⱆ
䫪ꪪⰦ霃用✫プ䊨讏ꂹ慨⸠劼ⵖⰟ剣 1321㹻⟱⚌䫪ꪪ✫プ䊨邉⯎犷ⵄⰻ㺂⟱⚌ず傞⛲刿岤ꅾ信䜂涸尲鸑ㄤ❜崨ⴔ
ⵆ剣 1232㹻ㄤ 1514㹻⟱⚌䫪ꪪ✫プ䊨尲鸑ㄤプ䊨Ⱒ昶ⴔⵆ鳅♳♧䎃䏞㟞 30.9%ㄤ 16.9%⟱⚌㼆プ䊨翟⚌稇Ⱞ⛲馊
勻馊⸈ꅾ錠䎃ⰻⰟ剣 1604 㹻⟱⚌㼆プ䊨鵳遤✫湱Ⱒ涸翟⚌㛆雲⟱⚌㸝Ⰼ盗椚⡤禹ծ㸝Ⰼ欰❡♸翟⚌⨴䐀瘝方⛲㖈
2023䎃䏞蜦䖤✫僈儑涸䲿⼮կ䚪⡤罜鎊2024䎃 A肅♳䋑Ⱆ㖈プ䊨餓⟣方㾝梡ⴀ獤匧䙖⸷䫏Ⰶ儑衼㟞⸈կ⟱⚌刿⸈岤
ꅾプ䊨涸讏ꂹ犷ⵄծ尲鸑Ⱒ昶ծ翟⚌㛆雲⟄⿺㸝Ⰼ⨴䐀鵯❈⚿䲃♶➑䲿⼮✫プ䊨涸忘䠑䏞ㄤ䔱㾩䠭⛲⚹⟱⚌涸〳䭯絯〄㾝
㤭㹁✫㗏㹊㛇炄կ

员工责任总结

2025ESG白皮书

074



数量 百分比

2019-2023A股上市公司ESG报告社会公益捐赠披露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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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社会贡献与慈善
社会贡献与慈善议题共包含9项指标：（1）社会公益捐赠支出，（2）每股社会贡献值，（3）支持教育，（4）慈善事业，（5）志愿

者活动，（6）国际援助，（7）带动就业，（8）促进经济，（9）裁员。

（1）社会公益捐赠支出：2023 年度，共有 1440 家 A 股上市公司披露其参与社会公益，较上一年度增加 102 家，占该年
度披露 ESG 报告总量的比重为 85.4%；披露企业共捐赠 124.4 亿元。

行业方面，不同行业之间的平均捐赠金额差距较大。能源业上市公司的捐赠金额大幅领先其他行业，平均捐赠额达到
4928.4 万元；而信息技术业参与公益捐赠相对较少，平均为 258.6 万元。

2023A股上市公司ESG报告社会公益平均捐赠额（单位：万元）（分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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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慈善事业：本年度总计有 1516 家企业参与了慈善捐赠事业，较上一年度大幅增加了 317 家，过去 5 年的数据来看，
A 股上市公司支持慈善事业的企业数量呈显著上升趋势，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24.8%。

（9）裁员：本年度披露 ESG 报告的 A 股企业中，共有 62 家企业进行了大量裁员，披露占比为 3.7%；这一数字较上一年
度大幅增加了 38 家，增幅高达 158.3%。

行业方面来看，制造业企业在该方面披露数量最多，为 420 家。行业披露水平程度方面，各行业普遍超过 80%，尤其以金
融和医药卫生业披露水平较高，分别为 97.4 和 97.2%。

板块属性来看，企业平均捐赠规模与其企业规模
成正比关系，主板上市企业的平均捐赠最多，为 962.5

万元；其次是创业板和科创板企业，平均捐赠额分别
为 525.9 万元和 200.5 万元。

70 家披露出海企业中平均捐赠金额为 771.1 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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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A股上市公司慈善事业披露统计（分行业）

2023A股上市公司ESG报告
社会公益平均捐赠额（分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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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3A股上市公司ESG报告裁员披露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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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ꆀ 涰ⴔ嫱

2019-2023上市公ESG䫣デⰌ䚍侨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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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雦侨䰘♳勻溏2023䎃䏞Ⱏ剣 1440㹻 A肅♳䋑Ⱆ䫪ꪪⰦ♸爢⠔Ⱆ渤鳅♳♧䎃䏞㟞⸈ 102㹻鵯❈⟱⚌Ⱏ
䯩饐 124.4➉⯋կA肅♳䋑Ⱆ㖈侅肫佅䭯ծ䡹㊤✲⚌♸ծ䘋䡦罏崞⸓ծ㕂꣢䴂⸔ծ䌄⸓㽠⚌ծ⤛鵳絑崸瘝䭷叻♳㖲鳅♳♧䎃
䏞蜦䖤♧㹁涸䲿⼮կ⡎ 2023䎃䏞涸餏䕧ㆇ⛲剣⸈㣐馋⸷Ⱏ剣 62㹻⟱⚌鵳遤✫㣐ꆀ鄪プ鳅♳♧䎃䏞㣐䌴㟞⸈✫ 38㹻կ
䚪⡤罜鎊2023䎃䏞 A肅♳䋑Ⱆ㖈爢⠔䡹㊤✲⚌方涸邍梡ッ梡ⴀ獤匧♸嶊匧䎇㶸涸暵挿կ♧方⟱⚌㖈爢⠔Ⱆ渤方
涸䫏Ⰶ䭯絯㟞⸈⚹爢⠔〄㾝⨞ⴀ✫獤匧餑柄〥♧方鿈ⴔ⟱⚌佐ⵌ絑崸梠㞯涸」⻊罜⚰♧鿈ⴔ涸絑蠒㔮㞯㼆⟱⚌涸
爢⠔餓⟣㾶遤❡欰䕧ㆇկ

♲ծ公屛椚G絶䏞

F. ⥌䜂䫪ꪪ♸盗椚
信䜂䫪ꪪ♸盗椚雳곿⺫ゎ1䫣デ〳ꬑ䚍2䫣デⰌ䚍3ESG官緸⚁吃4ESG侅肫㛆雲5ESG곭㼋劼匬Ⱏ

雦5고䭷叻⡤梡䫣デ⚺⡤㖈信䜂䫪ꪪ♸ESG椚䙁盗椚方涸Ⱒ岤♸邍梡կ

（2）报告全面性：2023䎃䏞中㕂 A肅♳䋑Ⱆ䫪ꪪ涸 1687⟧ ESG䫣デ中剣 894⟧䫣デ銻渷ⵌ✫肅⚎ծ⧥勉➃ծ翟䊨ծ
㹐䨪ծ爢⼓♸梠㞯 6⚡方䧴Ⱖ僈烁邍爙撑✫շ⟱⚌爢⠔餓⟣䫣デ䭷⽂ոG3叻ⲥ綘ⱗ⡤禹⽑霪䎃䏞䫪ꪪ䫣デ侨ꆀ䚪ㄤ涸
56.1%կ➢鵛❀䎃䫪ꪪ嫱ꅾ勻溏ッ僈儑♳⼮馋⸷鵛䎃勻絶䭯㖈 50%⟄♳宐䎂⣩僥ⴀ䫪ꪪ ESG䫣デ涸 A肅♳䋑Ⱆ䠁
⸈ꅾ錠ⰻ㺂涸䫪ꪪ錞薴կ

ⴀ嵳⟱⚌Ⱏ剣 49㹻䫪ꪪ✫䫣デⰌ䚍信䜂⽑嫱⚹ 70%넞✵䚪⡤宐䎂⡤梡ⴀ嵳⟱⚌㼆✵㕂꣢叻ⲥ綘ⱗ⡤禹涸溏룅կ

➢遤⚌方勻溏本䎃䏞➑剣Ⱆ欽✲⚌ㄤ腊彂⚙⚡遤⚌尵剣〄欰鄪プ✲⟝〄欰鄪プ涸遤⚌中〳鷥嶊餩侨ꆀ湱㼆鳅㢴
⚹ 11㹻鸑信剪⸉ㄤ䨻㖑❡⚌稒ꥥⰦた㖲⚹ 9㹻կ

2023A肅上市公ESG䫣デ鄪プ䫪ꪪ絡雦ⴔ遤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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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7

5

3
2

8
99

11

社会慈善事业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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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省份来看，广东省位居第一，数量为 134 家，排名二、三、四的浙江、北京、上海均突破 100 家且差距不大，分别为 103 家、
101 家和 100 家。

2023年度ESG报告全面性数量分布（分省份）

数量 百分比

2019-2023ESG官网专栏设置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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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787

1034

1279

1441

41.68%

71.16%
76.99%

83.32%

85.42%

（3）ESG 官网专栏：本年度共有 1441 家企业在其官网为 ESG 或企业社会责任设置了独立专栏供访问者查看，占该年
度披露 ESG 报告企业总数的 85.4%，较上一年度继续提高 2.1%。从最近五年发展趋势来看，总体上在官网设置 ESG 专栏的
企业数量和比重都呈递增趋势，反映出可持续发展越来越受到企业的重视。

出海企业共有 67 家披露了报告全面性信息，占比为 95.7%，更多出海企业会以官网进行 ESG 宣传。

2025ESG 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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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碫㘗方㕂剣⟱⚌ㄤꬋ㕂剣⟱⚌㖈官緸霃縨
ESG⚁吃涸侨ꆀ湱䊵♶㣐ⴔⵆ⽑霪䎃䏞 A肅Ⰼ鿈䫪ꪪ
䫣デ䚪侨涸 40.8%ㄤ 41.9%կ

2019-2023A肅上市公䧶殜合作Ⱏ❧䫪ꪪ䞔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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䧶殜合作Ⱏ❧

➢信䜂䫪ꪪ♸盗椚涸 5⚡䭷叻中䧮⟌〳⟄幡兠涸溏ⵌ偽雿僽侨ꆀ♳ծ餘ꆀ♳鵮僽䕎䒭♳中㕂 A肅♳䋑Ⱆ㼆 ESG

信䜂涸䫪ꪪ玐䏞鿪ッ梡ⴀ葻㥩涸㟞⸷㣢⚂叻ⲥ姻㖈ぢ㕂꣢叻ⲥ䱹鲪կ䧮⟌⛲〄梡⟱⚌刿⸈岤ꅾ ESG涸㼆㢪㹒⠛㖈官緸
霃縨 ESG 䧴⟱⚌爢⠔餓⟣⚁吃涸⟱⚌⽑䚪䫪ꪪ⟱⚌侨涸 85.4%鳅♳♧䎃䏞絩絯䲿넞⛲剣刿㢴涸⟱⚌⚁꡶霃縨✫ ESG

곭㼋ㄤ盗椚劼匬♸鿈꡶䎇䒓㾝✫ ESG 湱Ⱒ涸侅肫㛆雲կ中㕂 A 肅♳䋑Ⱆ㖈 ESG 信䜂䫪ꪪㄤ盗椚方》䖤✫儑衼鵳㾝կ
ꥥ满 ESG叻ⲥ涸♶倗㸤㊤ㄤ䫏餴罏㼆 ESG涸傈渤Ⱒ岤곫雦鵯♧馋⸷㼜絩絯⸈䔂կ

G. 公絑蠒盗椚
Ⱆ絑蠒盗椚雳곿Ⱏ⺫ゎ5고䭷叻1䧶殜ざ⡲Ⱏ❧2餯餲臱餕3霟信絑蠒4⠔雦鵵錞5輑餴索紹➢姻

⚙方䮔䱡中㕂A肅♳䋑Ⱆ㖈傈䌢絑蠒ծ㉁⚌⿺爢⠔麤䗞黽䗄♸餒⸉盗椚方涸邍梡կ

（1）战略合作共享：

2023䎃䏞 A肅〄䋒 ESG䫣デ涸♳䋑Ⱆ中Ⱏ剣 1302㹻⟱⚌㖈 ESG䫣デ中䫪ꪪ✫㢴猫䧶殜ざ⡲Ⱏ❧方䒭㥵䒓㾝㢴
鴝䪮助ざ⡲ծ䬪㾝⣘䎾Ꝇ涸䎛䏞ծ♸✽翫緸⟱⚌涸侨㶶⻊ざ⡲鲮㘗ծ侨䰘濼霋䎽Ⱏ䒊ծ皊縭䧶殜館僒⼸㹁ծ絆䒊䧶殜翫湅瘝䚪
⽑嫱⚹ 77.2%կ遤⚌方⼕蚋⽡欰⚌䫪ꪪ玐䏞鳅넞⚹ 85.4%կ

ⴀ嵳⟱⚌Ⱏ剣 60㹻䫪ꪪ✫䧶殜ざ⡲Ⱏ❧湱Ⱒⰻ㺂⽑嫱⚹ 85.7%넞✵䚪⡤宐䎂կ

2023ESG㸽緸⚁吃ⴔ䋒䞔ⲃⴔ企业碫㘗

侨ꆀ 涰ⴔ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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㕂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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ꬋ㕂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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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与管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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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会计违规：本年度披露企业中有会计违规事件的企业数量为 204 家，占比 12.1%，较上一年度进一步走高，披露占比
在历年的统计中仅次于 2020 年。

从分布行业来看，2023 年度存在会计违规的 204 家企业中，有 31.9% 来自于制造业，其次是原材料业，占比为 14.2%，
能源业占比最低，为 2.9%。

2023A股上市公司战略合作共享披露情况（分行业）

2019-2023A股上市公司会计违规数量与百分比统计

2023年度A股上市公司会计违规百分比（分行业）

数量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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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 公用事业 金融 可选消费 能源 通信服务 信息技术 医药卫生 原材料 制造业 主要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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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金融公用事业房地产通信服务医药卫生主要消费可选消费信息技术原材料工业

2025ESG 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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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䎃䏞A肅上市公会雦鵵錞涰ⴔ嫱ⴔ省⟧

➢ⴔ䋒溁⟧勻溏本䎃䏞⠔雦鵵錞㢴〄✵⚎鿈絑崸鳅⚹〄鴪涸溁⟧䎛⚎溁ծ♳嵳ㄤ⻌❩涸⟱⚌⠔雦鵵錞侨ꆀ湱㼆鳅㢴
㖲鳅♳♧䎃䏞儑衼㟞⸈⚂鿪馄鵂✫ 20饰ⴔⵆ⚹ 29饰ծ24饰ㄤ 23饰կ

2019-2023A肅上市公ESG䫣デ
㥎䚍袙✲䫪ꪪ絡雦

2023A肅上市公ESG䫣デ
㥎䚍袙✲䫪ꪪ絡雦ⴔ企业碫㘗

侨ꆀ 涰ⴔ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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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4%

国有 ꬋ国有 Ⱖ➭ 中㢪合餴

鵂涸 5䎃傞ꢂꅽ䧮⟌腊湬錜㖑溏ⵌ䫪ꪪ ESG䫣デ涸 A肅♳䋑Ⱆ㖈䧶殜ざ⡲ծ霟信絑蠒ㄤ餯餲臱餕♲方㖲
剣♶ず玐䏞涸䲿넞կ⡎㖈⠔雦鵵錞ㄤ輑餴索紹⚙고餏㔔稇♴本䎃䏞剣♧㹁䜌⻊鶺韌ⴔⵆ鳅䎃㟞 30.8%ㄤ 8.2%赡
劢鍘⿺⾎〷넞⡙⡎⛲銳♳䋑Ⱆ䒸饰岤䠑կ♳䋑Ⱆ䎾⸈䔂ざ錞盗椚㽍Ⱖ僽㖈餒⸉鷳僈䏞ㄤ굥ꤗ䱽ⵖ方♴刿㣐⸆㣗կ
鸑鵂䭯絯佖鵳Ⱆ屛椚絕匬ㄤ⸈䔂プ䊨涸ざ錞䠑霋腊㢿剣佪곫鵵錞遤⚹涸〄欰➢罜䲿⼮⟱⚌涸爢⠔餓⟣䕎韌絶䫡䫏餴
罏涸信⟣䎇⚹Ⱆ涸劍〳䭯絯〄㾝㤭㹁㗏㹊㛇炄կず傞獤匧㔐䎾Ⱆ⠍ㄤ港盗劼匬涸Ⱒ岤烁⥂㖈」⸓涸䋑㖞梠㞯中珘姿
遤⛲僽⟱⚌䎾㼆劢勻䮋䧶涸ꅾ銳⚿䲃կ

H. 㢴⯋⻊♸劼会䎂瘝
㢴⯋⻊♸劼⠔䎂瘝雳곿⚺銳歋1㥎䚍넞盗2㥎䚍袙✲3偽㥎䚍袙港넞4䓳⸷纈⡤5劼⠔䎂瘝Ⱏ雦5고䭷叻絆

䧭կ

（2）女性董事：2023䎃䏞A肅♳䋑Ⱆ剣 297㹻⟱⚌䫪ꪪ✫㥎䚍⽑袙✲⠔䌏⡙㣐✵䧴瘝✵ 4⚡⽑䔲䎃䫪ꪪ䚪ꆀ涸
17.6%鳅♳♧䎃䏞㣐䌴㟞⸈✫ 73㹻㟞䌴鴪ⵌ 32.6%կ⟱⚌碫㘗方ꬋ㕂剣⟱⚌䭆剣涸㥎䚍袙✲䌏⡙刿㢴⽑嫱馄鵂⼱侨
⚹ 54.9%կ

ⴀ嵳⟱⚌Ⱏ剣 15㹻㥎䚍⽑袙✲⠔䌏⡙㣐✵䧴瘝✵ 4⚡⽑嫱 21.4%կ

公司经营管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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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3A股上市公司ESG报告弱势群体雇佣统计

（3）弱势群体：本年度总计有 583 家企业提出了针对弱势群体（残疾人、劳教释放人员等）的包容性政策或在雇佣残疾人、
劳教释放人员方面有较好的声誉，占当年 ESG 报告披露总数的 34.6%，较上一年度大幅增加了 192 家，增幅为 49.1%。从行
业方面来看，金融业对弱势群体的包容性最高，占比高达 54.4%。

（5）机会平等：本年度共有 1089 家企业致力于构建一个多元包容的工作环境，确保来自不同民族、宗教和国别的员工都
能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占当年 ESG 报告披露总数的 64.6%，较上一年度大幅增加了 443 家，增幅高达 68.6%。按省份来看，
广东省的 A 股上市公司在注重机会平等方面数量最多，共 185 家，其次是北京、浙江和上海的企业，也都超过了 100 家，分别
为 130、121 和 112 家。

出海企业共有 57 家披露了机会平等相关内容，占比 81.4%，高于总体水平，体现出海企业更为追求多元平等。

数量 百分比

2023A股上市公司ESG报告弱势群体雇佣统计（分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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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3A股上市公司ESG报告机会平等披露统计

数量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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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服务房地产可选消费原材料主要消费工业能源信息技术医药卫生公用事业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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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综合指标年度对比分析

2019-2023䎃A肅上市公ESG絾合䭷叻⸈权䖤ⴔ

2023A肅上市公ESG䫣デ劼会䎂瘝䫪ꪪ絡雦ⴔ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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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絾ざ䭷叻䖤ⴔ方✵2023䎃䏞䫪ꪪESG䫣デ涸1687㹻A肅♳䋑Ⱆ⸈勉䖤ⴔ⚹51.83ⴔ涰ⴔⵖ鳅♳♧䎃䏞㟞
⸈0.68ⴔ㟞䌴⚹1.3%կ➢鵂5䎃涸䖤ⴔ䞔ⲃ勻溏䚪⡤♳ESG絾ざ䭷叻䖤ⴔッ♳⼮馋⸷⡎銳䟝鴪ⵌ“⿺呔”ⴔ侨絁⣜搬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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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综合指标经济价值分析

2019-2023䎃A肅上市公ESG絾合䭷叻⸈权䖤ⴔⴔ企业碫㘗

➢⟱⚌絆絉碫㘗勻溏本䎃䏞㕂剣⟱⚌⸈勉䖤ⴔ⚹ 52.9ⴔ鳅♳♧䎃䏞剣僈儑♳嶻ꬋ㕂剣⟱⚌⸈勉䖤ⴔ⚹ 53.2ⴔ赡
搬넞✵㕂剣⟱⚌涸䖤ⴔ⡎湱嫱䎃殜剣♴徾㢪餴⟱⚌㖈➚䎃♴徾僈儑䖤ⴔ⚹ 50.3ⴔկ➢ 2019-2023鵛❀䎃涸侨䰘勻溏
㕂剣⟱⚌♸ꬋ㕂剣⟱⚌涸 ESG䖤ⴔ㛇本絶䭯♳⼮馋⸷㕂剣⟱⚌涸♳⼮刿⚹珘⨴կ

➢㖑⼓方勻溏ぐ⚡㖑⼓鿪鳅♳♧䎃䏞剣䨾䲿⼮⚂Ⰼ鿈瑲灶✫ 50ⴔ㣐ⰢⰦ中⚎鿈㖑⼓䖤ⴔ剒넞⚹ 52.2ⴔ⡎㟞
䌴䏞剒㼭⚎⻌㖑⼓赡搬䖤ⴔ湱㼆鳅⡛⡎㟞剒⚹䘯鸟本䎃䏞㟞✫ 2.2ⴔ勻ⵌ 50.3ⴔկ

70㹻ⴀ嵳⟱⚌⸈勉䖤ⴔ⚹ 59.15ⴔ㣐䌴넞✵Ⰼ鿈 1687㹻♳䋑Ⱆ涸⸈勉䖤ⴔ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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㼆餴本䋑㖞ぐ碫䫏餴罏罜鎊ESG絾ざ䭷叻䖤ⴔ涸絑崸⟟⧩僽Ⱖ䨾Ⱒ岤涸ꅾ挿կ本䫣デ㛇✵♳䋑Ⱆ涸ESG絾ざ䭷叻䖤
ⴔ匬䒊䫏餴瘻殜䎇唬낉Ⱖ渠ⵄ䚍⟄㼆姼곿鵳遤灇瑕կⰨ⡤涸䧮⟌㼆嫱✫絾ざ䭷叻ㄤぐ雳곿涸䖤ⴔ㼜Ⱖ瘝ⴔ⚹5絆嫦絆
》紨1/5涸⚡肅侨ꆀ⽰㼜1680㹻♳䋑Ⱆꤑ✫⻌❜䨾♳䋑涸7㹻Ⱆⴔ䧭嫦絆336㹻Ⱆ涸5絆ⱄ䭽絆絡雦Ⱖ⸈勉佐渤
桧կ罌贊ⵌA肅♳䋑Ⱆ涸ESG䫣デ鸑䌢⠔ꥥ䎃䫣♧ず〄䋒罜䎃䫣䫪ꪪ䨔姺傈劍⚹嫦䎃涸4剢30傈⚂㢴侨Ⱆ⠔✵㔋剢䏀
꧋中䫪ꪪ䨾⟄䧮⟌⧺霃❜僒䒓㨤✵嫦䎃5剢痦♧⚡❜僒傈2024䎃⚹5剢6傈✈Ⰶ絕勲✵嫦䎃涸剒た♧⚡❜僒傈2024䎃
⚹12剢31傈⽁ⴀկESG絾ざ䭷叻䖤ⴔ涸5絆ⴔⵆ㖈2024䎃》䖤✫11.90%ծ12.47%ծ10.38%ծ8.43%ㄤ8.47%涸⸈勉䎂㖲佐
渤Ⱘ剣♧㹁涸ⴔ㽻鷻鵳邍梡1/5湱㼆た1/5䭆剣馄괄佐渤3.43%կ侨䰘霆僈㼆✵鵳遤✫ESG信䜂䫪ꪪ涸ⰖⰦ絾ざ䭷叻
䖤ⴔ馊넞馄괄佐渤馊僈儑կ

2025ESG白皮书

084



结  语

ⴔ絆佐渤

0%

2%

4%

6%

8%

10%

14%

12%

top 2 3 4 bottom

11.90%
12.47%

10.38%

8.43% 8.47%

䧮⟌ず呋⚹ぐ雳곿涸ず呋鵳遤 5瘝ⴔⴔ絆㣐鿈ⴔ雳곿邍梡ⴀ♧㹁涸ⴔ㽻鷻鵳梡韌 1/5湱㼆た 1/5䭆剣♧鿈ⴔ馄괄
佐渤կ㔔姼㛇✵⟄♳馄괄佐渤涸㹊꣢껩侨䰘䧮⟌雩⚹呏䰘⟱⚌爢⠔餓⟣涸㾶遤玐䏞勻鵳遤䫏餴Ⱘ剣♧㹁涸䭷㼋䚍䠑⛐կ

ꥥ满Ⰼ椕孞⦫」⻊ㄤ〳䭯絯〄㾝雳곿涸傈渤⚚䃔ESG䊺䧭⚹⟱⚌♸Ⰼ椕⻊畊✰涸ꅾ銳䧶殜䊨Ⱘկꛏ㼆2023䎃䏞䫣デ
涸ⴔ區邍僈A肅♳䋑Ⱆ㖈ESG信䜂䫪ꪪ方》䖤✫儑衼鵳㾝䫪ꪪ侨ꆀㄤ餘ꆀ涸䲿⼮僥✫⟱⚌㼆ESG涸ꅾ錠玐䏞♶倗
㟞䔂կ➢梠㞯盗椚ⵌ爢⠔餓⟣ⱄⵌⰖ屛椚⟱⚌㖈ぐ⚡絶䏞♳鿪㾝梡ⴀ✫獤匧涸佖鵳馋⸷կ

本䎃䏞䧮⟌䒁絯✫傁剣涸䭷叻⡤禹կ㖈梠㞯E㽻馊勻馊㢴涸⟱⚌鸑鵂蒜腊Ⲹ䱗ծ䗄梠絑崸ㄤ綁蒀⸅Ⱆ瘝䲃倶獤匧
㾶遤梠⥂餓⟣䲀⸓〳䭯絯〄㾝կ爢⠔S絶䏞♴⟱⚌㖈プ䊨餓⟣ծ❡ㅷ餘ꆀ♸倝ծ爢⠔餑柄♸䡹㊤瘝方涸䫏Ⰶ䭯絯㟞
⸈⡤梡✫⟱⚌㼆プ䊨ծ嶊餩罏ㄤ爢⠔涸Ⱒ䙕կⰖ屛椚G絶䏞♴⟱⚌㖈信䜂䫪ꪪծ䧶殜ざ⡲ծ㢴⯋⻊♸劼⠔䎂瘝瘝方涸
邍梡⛲鷶姿䲿⼮儑爙ⴀ⟱⚌㖈屛椚絕匬ㄤ鷳僈䏞♳涸鵳姿կ

搬罜㽴盗ESG絾ざ䭷叻䖤ⴔ鷶䎃♳⼮A肅♳䋑Ⱆ㖈ESG곭㚖涸侮⡤邍梡➠剣䲿⼮瑟ꢂկ暵ⵆ僽㖈⠔雦鵵錞ծ輑餴索
紹瘝餏䭷叻♳鿈ⴔ⟱⚌➠⸈䔂ざ錞盗椚ㄤ굥ꤗ䱽ⵖկ劢勻ꥥ满ESG叻ⲥ涸♶倗㸤㊤ㄤ䫏餴罏㼆ESG涸傈渤Ⱒ岤⟱⚌
銳鵳♧姿㼜ESG椚䙁輑Ⰶ䧶殜Ɀ瘻ㄤ傈䌢鵘蠒中⟄䲿⼮劍畊✰⸂ㄤ䋑㖞邍梡կ

䧮⟌⛲唬낉✫ESG絾ざ䭷叻䖤ⴔ㼆✵匬䒊䫏餴瘻殜涸⡲欽ESG絾ざ䭷叻䖤ⴔ涸5絆ⴔⵆ㖈2024䎃》䖤✫11.90%ծ
12.47%ծ10.38%ծ8.43%ㄤ8.47%涸⸈勉䎂㖲嶻䌴Ⱘ剣♧㹁涸ⴔ㽻鷻鵳邍梡ESG䖤ⴔ剒⠏絆㼆✵剒䊵絆䭆剣3.43%涸馄괄
佐渤կ

䚪⡤罜鎊ESG♶➑僽⟱⚌㾶遤爢⠔餓⟣涸⡤梡刿僽䲿⼮ㅷ晥⟟⧩ծ㟞䔂䋑㖞畊✰⸂涸ꅾ銳鸀䖈կ鸑鵂䭯絯⸈䔂ESG信
䜂䫪ꪪㄤ盗椚⟱⚌♶➑腊㢿饒䖤䫏餴罏ㄤ嶊餩罏涸信⟣鵮㼜㖈Ⰼ椕⻊涸畊✰中⽑䰘刿剣ⵄ涸⡙縨կ䧮⟌劍䖉劢勻剣刿㢴涸
A肅♳䋑Ⱆ㖈ESG곭㚖》䖤刿㣐涸鵳姿⚹匬䒊刿⸈〳䭯絯ծ⺫㺂ㄤㄤ靕涸爢⠔餑柄⸂ꆀ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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