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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范围： 

我们每周重点关注国内外 ESG

市场动态。 

概要 

◆ 国外 ESG 发展动态 

新加坡将为企业提供资金，以满足新的气候报告要求。 

澳大利亚将成立首个国家级环境保护机构。 

欧洲议会表决通过欧盟电力市场改革方案。 

日本将于明年公布 2040年能源结构目标。 

◆ 国内 ESG 发展动态 

上交所举办支持中央企业科技创新及绿色债券高质量发展座谈

会。 

《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发布。 

央行等七部门发文首次明确将 ESG 纳入信评，金融机构参与碳

市场交易将近。 

首批国家级绿色低碳示范项目清单发布。 

◆ ESG 最新观点 

中国银行研究院刘晨：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助力 ESG 发展向实

向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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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SG 发展动态 

（一）国外 ESG 发展动态 

新加坡将为企业提供资金，以满足新的气候报告要求 

近日，新加坡政府宣布推出新的可持续性报告拨款计划，为公司

提供支持。新的拨款将由新加坡经济发展局（EDB）和新加坡企业发

展局（EnterpriseSG）等政府机构管理，将提供给年收入超过 1 亿美元

的大型公司，用于支付其首份可持续性报告准备成本的最高 30%，上

限为新币 15 万新元，约合 11.2 万美元。 

这项新的拨款计划是在政府宣布将根据 IFRS 基金会的国际可持续

性标准委员会（ISSB）的标准，为上市和大型非上市公司引入强制性

的气候相关报告要求后推出的。上市公司的披露义务将于 2025 年开

始，大型非上市公司将于 2027 年开始。 

尽管中小企业（SME）没有被强制要求进行可持续发展报告，但

政府还将提供高达 70%的资金支持，用于帮助中小企业与碳服务提供

商合作，并制定他们的第一份可持续发展报告。中小企业计划预计将

于今年晚些时候启动，政府还将通过 EnterpriseSG 为中小企业提供后两

年 50%的费用。（环球网） 

澳大利亚将成立首个国家级环境保护机构 

据彭博社 4 月 16 日报道，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将推进该国"自然积

极计划"(Nature Positive Plan)的第二阶段，其中包括建立一个独立的环

境监管机构--澳大利亚环境保护局（Environment Protection Australia, 

EPA）。作为澳大利亚首个国家级环保机构，环保局的任务是对企业

进行审计，确保企业遵守环境规定，并有权对违规企业发布停工令。

此外，政府还在环保局内部设立了澳大利亚环境信息部门

（Environment Information Australia, EIA），以提高对可信环境数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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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获取，该部门还将定期报告环保成果进展情况。（Seneca 

ESG） 

欧洲议会表决通过欧盟电力市场改革方案 

当地时间 4 月 11 日，欧洲议会表决通过了欧盟电力市场改革方

案。此方案是在 2022 年以来由于天然气价格飙升导致整个欧洲电价飞

涨背景下制订的。方案中包括一项“差价合约”条例。如果电价下跌幅

度过大，公共机构将对能源生产商进行补偿，但如果电价过高，则向

能源生产商收取费用。方案中还规定了宣布“电价危机”的机制。当电

价被异常推高的情况下，欧盟可能宣布区域性或欧盟范围内的电价危

机，允许成员国采取临时措施，为中小企业和能源密集型工业消费者

制定电价。（央视新闻） 

日本将于明年公布 2040 年能源结构目标 

据《日本经济新闻》4 月 16 日报道，日本计划在明年 3 月前宣布

截至 2040 财年的修订后的能源结构目标。此举旨在为企业提供更清晰

的国家长期脱碳目标前景，使他们能够做出更明智的投资决策。这些

新的能源结构目标将被纳入日本最新的能源战略计划，该计划每三年

更新一次。根据 2021 年发布的上一份战略能源计划，日本计划到 2030

财年从可再生能源中获得 36%至 38%的电力，从核能中获得 20%至

22%的电力，旨在将全国温室气体排放量较 2013 年排放水平降低

46%。尽管关于新的能源结构战略的讨论尚未开始，但政府预计到

2035 财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在 2013 年的基础上减少 66%。（Seneca 

ESG） 

新加坡目标每年供应 100 万吨绿色甲醇 

在国际净零减碳趋势下，身为全球最大海运燃料补给中心的新加

坡，正在积极发展替代燃料，其可持续发展与环境部高级政务部长许

连碹在新加坡海事周（Singapore Maritime Week）的一场会议上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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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到的提案中，新加坡船用甲醇供应量，有潜力在 2030 年以前达到

每年至少 100 万吨，显示产业已准备好迎接绿色甲醇燃料需求成长。

新加坡预计在 2025 年公布以甲醇当作船舶燃料的国家标准。（新浪财

经） 

欧盟承诺投入 35 亿欧元保护全世界海洋 

据路透社 4 月 16 日报道，欧盟已承诺投入 35 亿欧元，用于实施一

系列旨在保护全世界海洋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举措。欧盟共宣布了 40

项承诺，涵盖从打击海洋污染到支持可持续渔业的各种倡议。具体而

言，欧盟的恢复和复原基金（Recovery and Resilience Facility, RSF）将

提供最高 19 亿欧元的资金，用于支持塞浦路斯、希腊、波兰和葡萄牙

在可持续渔业和水产养殖方面进行投资和改革。此外，RSF 还将拨款

9.8 亿欧元用于希腊、西班牙、意大利、塞浦路斯和芬兰的海洋污染防

治工作。此外，约 1.34 亿欧元将用于帮助非洲国家发展蓝色经济，即

以可持续方式利用海洋和淡水资源开展经济活动。 

这些承诺是在本周于雅典举行的年度论坛"我们的海洋"(Our Ocean)

上宣布的，预计会上将公布超过 400 项新承诺，总额约 100 亿美元。

这些举措旨在保护海洋免受过度捕捞、塑料污染、海洋栖息地丧失和

全球变暖影响等重大威胁。（Seneca ESG） 

（二）国内 ESG 发展动态  

上交所举办支持中央企业科技创新及绿色债券高质量发展座谈会 

日前，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四川举办支持中央企业发行科技创新及

绿色债券座谈会。会议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关于做好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等五篇大文章的战略部署，充分发挥资本市场优

化资源配置重要功能和中央企业绿色投资引领示范作用，加快发展新

质生产力。此次座谈会认真听取了参会企业科技创新、绿色低碳领域

投融资情况、科创债及绿色债券发行情况、主要问题及意见建议，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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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如何优化科创债和绿色债券的融资服务机制、提高市场流动性、

降低融资成本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证券日报） 

《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发布 

4 月 12 日，沪深北三大交易所正式发布《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

告指引》，引导和规范上市公司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或《环境、

社会和公司治理报告》。与 2 月 8 日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指

引》主要有以下修订： 

一是明确不同重要性议题的披露要求，界定了财务重要性的内

涵，指出具备财务重要性的议题需按照“治理”“战略”“影响、风险和机

遇管理”“指标与目标”四要素框架进行披露，以保持和国际可持续发展

信息披露准则的衔接。同时，若上市公司认为《指引》设置的议题对

其不具备双重实质性，应当进行解释说明。二是完善具体披露要求和

文字表述，整合优化部分议题章节。三是适当放宽部分披露要求，对

于《可持续发展报告》的披露时间仅要求在 4 月 30 日前，不要求必须

和年报同时发布，以缓解上市公司集中披露年报与《可持续发展报

告》的压力；对于部分难度较高的定量披露要求增加定性替代披露的

缓释措施，适当缓解公司披露压力。（证券时报） 

央行等七部门发文首次明确将 ESG 纳入信评，金融机构参与碳市

场交易将近 

4 月 10 日，央行联合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生态环境部、金

融监管总局和证监会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绿

色低碳发展的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的主要目标是，未来 5 年，国际领先的金融支持绿

色低碳发展体系基本构建；到 2035 年，各类经济金融绿色低碳政策协

同高效推进，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标准体系和政策支持体系更加

成熟，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和市场定价功能得到更好发挥。《指导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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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指出，要推动金融系统逐步开展碳核算；持续完善绿色金融标准

体系，包括持续优化我国绿色债券标准，绿色债券碳核算方法和披露

标准、研究制定绿色股票标准，加快研究制定工业绿色发展指导目录

和项目库，加快研究制定转型金融标准等。（21世纪经济） 

加大制造业金融支持力度，金融监管总局等三部门联合发文 

4 月 16 日，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工信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

《关于深化制造业金融服务助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通知》，要求把金

融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完善制造业金融政策体系和市场体系，推动银行保险

机构协同发力，聚焦推进新型工业化重点任务，持续加大金融支持力

度，优化金融服务模式，增强金融专业化能力，推动金融支持制造业

发展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通知》提到，着力支持产

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加大对基础零部件、基础材料、基础软件和工

业软件等薄弱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着力支持工业智能化、绿色化发

展。要加大对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支持力度，强化对智能装备、数字

基础设施、工业互联网新业态等领域的金融服务。大力推动绿色金融

发展，支持工业领域碳减排、绿色化改造、资源节约高效循环利用和

绿色能源体系建设。（Wind） 

首批国家级绿色低碳示范项目清单发布 

4 月 16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发布关于印发《绿色低碳先进

技术示范项目清单（第一批）》的通知。项目清单共计 47 个项目，按

照减碳方向分类，共有源头减碳项目 22 个、过程降碳项目 19 个、末

端固碳项目 6 个。 

通知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加强项目要素保障。各有关地区和部门

要指导项目单位扎实做好用地审批、规划许可、节能审查、环境影响

评价等工作，引导金融机构加大融资支持力度，鼓励社会资本以多种

形式参与示范项目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统筹利用现有中央预算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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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渠道，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示范项目建设。二是强化全流程监督

管理。各地区发展改革委要持续跟踪调度项目进展，加强工作协调，

确保示范项目建设取得实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

示范项目的监管，适时组织开展成效评估。三是扎实做好后续项目储

备。各地区发展改革委要会同本地区有关部门建立绿色低碳先进技术

项目储备库，主动对接绿色低碳领域相关企业、高校、研究机构，摸

排先进适用技术储备情况，滚动更新储备项目，为绿色低碳先进技术

示范工程后续工作打好基础。（中国发展网） 

国家发改委发布节能降碳和污染治理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办

法 

4 月 8 日，国家发改委印发《节能降碳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办

法》《污染治理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办法》。前者主要包括碳达

峰碳中和先进技术示范及应用项目、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节能降碳项

目、循环经济助力降碳项目及其他项目，包含电力、钢铁、焦化、机

械和数据中心等重点行业领域，废钢铁、废玻璃、非有色金属、退役

风电光伏设备的循环利用等具体内容。后者主要支持城镇环境基础设

施建设、重点行业清洁生产改造、重点领域环境治理、水污染和节水

及其他项目，包含支持电镀、皮革、有色金属、印染等涉重金属行业

及钢铁、水泥、焦化等行业先进清洁生产技术示范项目。两项文件中

均提出，预算下达方式为直接安排到具体项目，单个项目支持资金原

则上不超过 1 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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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SG 最新观点 

中国银行研究院刘晨：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助力 ESG 发展向实向

深 

在中国证监会的指导下，上交所于 4 月 12 日正式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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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自 5 月 1 日起实施。 

《指引》的发布对于推动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有什么样的长远意

义？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刘晨表示，随着碳达峰碳中和、经济高质

量发展扎实推进，投资者逐步从传统以财务指标为主的投资理念，转

向更加全面、综合的可持续发展投资模式，其中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

成为投资者对企业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截至 2023 年末，国内 ESG 基

金规模较 2019 年末增长 1.5 倍，近十年复合增长率高达 23.3%。本次

《指引》发布后，上证 180 指数、科创 50 指数样本公司以及境内外同

时上市的公司被要求披露可持续发展信息，其他上市公司也可自愿披

露，有利于推动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的效率和透明度持续提

升，同时也为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以及监管机构提供了更加全面的信

息参考。 

刘晨表示，从长远来看，通过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融入业务体系

不仅将支撑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也成为企业对外展示自身长

期发展价值的“成绩单”。此外，《指引》也处处彰显中国特色，例如

《指引》要求披露与乡村振兴、创新驱动等相关的信息，有助于充分

激发企业在助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的重要活力。 

另外，刘晨认为，《指引》采取强制与自愿披露相结合的方式，

体现了循序渐进引导上市公司规范治理的思路。他表示，《指引》通

过要求披露、鼓励披露、解释未披露原因等不同层次，形成强制与自

愿披露相结合的形式，体现了循序渐进引导上市公司规范治理的思

路，有利于上市公司缓解短期信息披露压力，并在实践中持续积累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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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优化调整。此外，《指引》鼓励企业披露可持续发展相关风险和

机遇在当期对商业模式、主要供应商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产生的影响，

也有助于公司不断提升自身风险预判和防控能力。（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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