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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ESG信息披露受到广泛关注。这产生于环境保护、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等方

面的多元化动因。有关国际或区域性组织及各国政府在制定公司ESG信息披露标准和原则的努力，推动

ESG信息披露在实践中得以快速发展。这对我国构建ESG信息披露框架、完善相关信息披露标准具有重要

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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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ESG information disclosure has received ex-
tensive attention. This is due to the diversified cause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ocial respon-
sibility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The efforts of relevant information or regional organizations and 
governments to develop standards and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ESG information disclosure pro-
mot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SG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n practic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hina to build an ESG information disclosure framework and improve related information disc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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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e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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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际 ESG 信息披露实践的动因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ESG 这一新型的投资理念深入实践，成为衡量公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

标，也使得相关信息披露受到广泛关注。公司应当根据所在地关于 ESG 信息披露的政策和标准，对其在

一定时期内在环境保护、履行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等方面的表现以报告形式予以披露，向信息使用者提

供除公司盈利能力、财务状况、现金流量等财务信息以外的大量非财务信息。这些 ESG 信息是否真实、

客观，对于信息使用者评估公司履责业绩、做出合理决策至关重要。 
在国际范围内，公司 ESG 信息披露实践产生于多元化的动因，涉及环境保护、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

等方面的现实困境及其破解需求。 
首先，环境保护主要体现在公司经营和生产活动中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情况等。

由于人类的经济活动伴随着对资源的利用，森林锐减、草场退化、生物多样性减退、气候变化导致的极

端天气等问题不断浮现并影响着人类的正常生活，甚至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安全。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人

类不加节制的透支环境，使得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雪上加霜。而且，一些公司在经营和生产中发生的资

源浪费、有害物质泄露等不良行为，不仅造成了大量的经济损失，而且对生态环境造成了重大损害。 
其次，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现主要反映在公司对人力资源的管理、对社会的贡献等。在实践中，公司

社会责任履行不足、道德感和责任意识缺失的情况频繁出现。美国烟草巨头万宝路的一则名为“不做无

主意之人”(Don’t Be A Maybe)的广告，将目标客户聚焦于青少年，鼓励青少年吸烟，由于缺乏道德感，

没有正确引领青少年而遭到了社会各界的批评与抵制。2021 年，美国的社交软件脸书(Facebook)被曝泄

露超过 5 亿用户的信息，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侵犯用户的隐私权，严重破坏了用户对软件的基本信任。 
再次，治理方面的表现主要反映在公司内部控制制度、薪酬制度等。治理属于公司一种基础性的制

度安排，对维护公司相关主体的经济利益、推动公司长远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价值。但是，公司治理中

普遍存在着治理机制不健全、损害股东权益、财务造假等问题。比如，资本市场上爆发的安然公司财务

舞弊案、瑞幸咖啡财务造假事件等，都说明公司治理难题依然存在且亟需解决。 
总体而言，国际范围内的公司发展面临着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公司治理的种种问题，并且这些问

题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ESG 信息披露能够将公司与公司行为联系在一起，有利于公司增强环保意识、

提升环保技术，保证产品安全、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 

2. 国际 ESG 信息披露的实践情况 

随着 ESG 理念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流行，有关国际或区域性组织及各国政府开始根据自身经济发展情

况、环境治理需求等因素对公司 ESG 信息披露制定标准、提出要求，使得 ESG 信息披露在实践中得以

高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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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国际或区域性组织 ESG 信息披露 
国际或区域性组织对 ESG 信息披露的实践具有引领作用，因为这些组织制定发布的相关披露标准和

原则以及报告指引各有侧重、指标齐全，有助于公司更清晰地理解和认识自身在环境保护、社会责任、

公司治理各方面的表现，受到全球公认。2006 年，由联合国提出的负责任投资原则就提议公司对 ESG 信

息进行适当披露。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发布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及其配套的 GRI 标准包含通用

准则和细分议题，提供了更具可实践性的 ESG 信息披露框架，被各个国家广泛使用。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起草制定的《ISO26000 社会责任》就企业社会责任披露报告提供指导和参考。由 G20 金融稳定委员会发

起成立的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制定了《气候信息披露框架》，关注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

机遇以及其对财务的影响，对企业提供了相应的信息披露建议。成立于 2000 年的碳信息披露项目(CDP)
要求企业公开披露碳排放信息以及为气候变化采取的措施，以达到督促企业节能减排的目的。在 CDP 基

础上成立的气候披露准则理事会(CDSB)主要关注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的信息披露。价值报告基金会

(VRF)提出的《价值报告披露框架》以不同维度为基础，为 70 多个细分行业提供了 ESG 信息披露标准，

规范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报告。2021 年 11 月，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基金会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第 26 次缔约方大会(COP26)上宣布，将合并利用已有的国际信息披露原则和标准，成立国际可持

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SSB)，负责具体制定 ESG 信息披露准则，助力 ESG 信息披露标准走向全球统一。这

些国际或区域性组织建立的信息披露框架对各个国家和地区政府根据自身情况制定配套的标准和制度具

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 
(二) 欧盟 ESG 信息披露 
自 2004 年全球契约组织首次提出 ESG 概念，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就开始关注公司治理规范并发

布了《股东权指令》。2014 年修订的《非财务报告指令》首次将 ESG 纳入政策法规，强烈支持公司披露

非财务信息[2]。该指令规定，雇员超过 500 人的大型公共利益主体(如上市公司、银行、保险公司等)，
从 2018 年起应当按照指令规定的原则披露 ESG 相关的信息[1]。严重污染企业必须根据要求披露关于环

境方面的信息，其他企业可以自愿披露。可见，该指令属于针对 ESG 信息披露的半强制性政策，也更加

重视环境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地位。 
2014 年之后，为了进一步完善披露要求，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连续发布多个与 ESG 相关的政策报

告，比如对之前的《股东权指令》进行修订，并要求该指令从公司治理单方面拓展到 ESG 信息全覆盖。

2021 年 4 月通过的《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征求意见稿)计划修改或取代现行的披露要求，包括扩

大要求报告的范围，对报告进行强制性审计等。但是，这些信息披露标准和政策在欧盟并不统一，各成

员国需要互相借鉴指令执行和应用经验，导致投资者无法对披露信息的质量进行准确的评估。 
(三) 美国 ESG 信息披露 
2010 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发布了《委员会关于气候变化相关信息披露的指导意见》，要

求上市公司对气候变化等环境信息进行披露。实际上，早在 1934 年，美国发布的《证券法》就要求公司

披露其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以此监管和防止破坏环境的问题；1964 年发布的《民权法案》就劳工问题提

出了信息披露的要求，可以理解为如今对社会责任或公司治理情况披露中对员工的关心和关怀；还有 2002
年颁布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规范了企业行为，要求公司如实披露财务状况。这些都是美国在尚

未产生 ESG 概念之前发布的与 ESG 理念相符的政策法规，为制定相关信息披露标准和原则打下了基础

[3]。 
2010 年之后，美国不断修改和完善 ESG 信息披露制度，积极响应可持续发展目标。在纳斯达克和纽

交所上市的公司不仅需要根据证交所的要求进行信息披露，还要遵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其信息披露

的要求。2021 年以前，美国的披露政策基于企业自愿披露信息。然而 2021 年，由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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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通过的《ESG 信息披露简化方案》成为转折点，将披露政策转化为强制性披露，要求公司公开其

在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公司治理方面的表现，主动披露其经营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系统

等风险。 

3. 对我国 ESG 信息披露的启示 

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同样面临着环境保护、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方面的各类问题。而且，ESG
理念和实践在全球范围内开始广泛流行。因此，我国大力推行公司 ESG 信息披露也势在必行。我国政府

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也体现了这一要求。比如 2021 年“两会”上，“碳达峰、碳中和”被首次写入《政府

工作报告》；“十四五”规划纲要指出经济社会发展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着

力推动经济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国际 ESG 信息披露实践对我国构建 ESG 信息披露框架、完善相关信息

披露标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 发展完善 ESG 信息披露政策 
在尚未明确提出 ESG 理念之前，我国就已经对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公司治理各方面发布了具有倡

议性的相关政策和指引报告。比如，2006 年，由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与社会责任相关的《上市公司社

会责任指引》，要求上市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定期评估公司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自愿披露企业社

会责任报告；2007 年，国家环保总局发布了《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鼓励企业公开其履行环境保

护责任的情况[4]；2013 年 7 月，中国银保监会印发《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旨在促进和完善公司治

理。虽然这些政策的发布时间较早并且具有针对性，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被整合成一个完整的 ESG
信息披露指南，缺乏统一性，在实践过程中也存在可操作性弱、成本高、企业披露信息质量参差等问题。

所以，我国的 ESG 信息披露政策还有很大的发展完善空间。2022 年 6 月，我国正式实施《企业 ESG 披

露指南》，对 ESG 理念中三个维度的信息披露设计了细化指标。但是，我国政府主管部门依然要借鉴国

际标准、立足中国问题，根据企业信息披露执行状况进行不断的修改完善，逐步形成适应国情的系统性

的 ESG 信息披露准则，推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二) 提高强制性披露水平 
直到 2019 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才对 ESG 相关信息做出强制披露要

求，规定公司要积极履行应当承担的责任[5]。由于在这之前我国采用自愿披露制度，导致主动披露 ESG
信息的公司占少数，而且信息披露质量参差不齐。在 ESG 信息披露的三种形式——完全强制披露、半强

制披露、不遵守就解释(Comply or Explain)中，欧美国家和地区基本上已经由自愿披露政策发展成为完全

强制披露政策，提高了披露信息的质量和可参考性。我国现在正由自愿披露走向强制披露，为此，需要

进一步提升强制性披露水平，保证 ESG 信息披露的完整性与有效性，更好地反映公司在环境保护、社会

责任履行和公司治理方面的情况，满足使用者进行评估与做出决策的信息需求[6]。 

(三) 增强企业对 ESG 信息披露的认识 
企业需要了解到，现在的社会大环境强调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企业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为了追求

利益而牺牲赖以生存的环境，而应该意识到 ESG 信息披露的重要性，在企业经营过程中，按照信息披露

标准中的要求，对保护环境、履行社会责任、改善公司治理机制做出贡献，并以披露标准中的指标进行

自查，立即停止破坏环境、社会以及公司治理的行为。 
(四) 加强对 ESG 信息披露质量监管力度 
有些企业在进行信息披露时自主选择披露的内容，不披露对自己不利的信息。还有的企业宣称自己

为环境保护做出了贡献，实际上却是虚假空无的，即“漂绿”行为。这些都违背了信息披露标准，评价

机构做出的评级数据没有可信度，让投资者很难做出评估。因此，监管部门要加大对这些欺诈行为的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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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力度，可以请审计部门进行审查，增加信息披露报告的真实性与可靠性[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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