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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明敏

释放 ESG 倍数效应
推动企业全面参与绿色低碳转型

CCER 让 ESG
在交互中收益

碳交易是一种能源交易形

式。目前我国存在两种碳交易类

型，一类是政府分配给企业的碳

排放配额；另一类是 CCER
（Chinese Certified Emission Re－
duction），全称“国家核证自愿减
排量”，即经过国家核实证明的

自愿减排量为商品所做的交易。

在中国境内生产经营的企业需

要遵守碳减排量的规定，碳排放

数额超标会受到处罚。同时，企

业可以向有富余排放额度的企

业购买其碳排放额度，这让企业

参与 ESG 中的 E（环境）目标有
了具象的目标。

据了解，2017年起我国暂停
了 CCER 的签发，只在部分省
份使用，随着“双碳”战略目标提

出，全国 CCER 市场将在近期
重启。

日前，生态环境部对《温室

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

法》进行了修订，编制形成了《温

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办法

（试行）》（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

求意见，以尽早启动全国自愿减

排交易市场为目标，积极稳妥推

进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启动前各

项准备工作。

2021年 7月 16日，全国碳

市场正式启动。记者在全国碳市

场交易平台查询显示，截至 2023
年 7月 16日，两年间全国碳市
场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 2.40
亿吨，累计成交额 110.30亿元。7
月 17日当天，全国碳市场碳排
放配额收盘价为 60元/吨。
“十四五”期间，火电、建

材、钢铁、有色、石化、化工、造

纸和航空等八大高排放行业都

将逐步有序纳入碳市场。以钢

铁为例，作为我国制造业 31 个
门类中碳排放量最大行业，其

碳排放量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

15%左右。
王忠民表示，ESG在 CCER

自愿减排市场中，对于绿色的初

心、追求和愿望，都可以从自愿

减排中换来收益。企业自愿减排

的努力，无论贡献大小都能在市

场中有价值体现，这种交互行为

中，一些有超额排放需求的市场

主体应该负担相应成本。

“漂绿”让 ESG
低碳遇挑战

随着国家对低碳进程发展

的要求，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更加

严格，成为绿色投融资的重要依

据。但一些企业的“漂绿”行为让

低碳进程遭遇挑战。

“漂绿”又称为“洗绿”，是指

企业为产品、服务、供应链进行

“环保”“绿色”“低碳”等宣传，实

际上却并未达到标准，刻意放大

节能降碳绩效，为项目披上绿色

低碳外衣，实际行动与口号并不

一致，甚至对一些生产过程中的

环境污染进行掩盖。这与 ESG推
崇的 E（环境）目标背道而驰。

就 ESG监管而言，让资本加
速投向真正可持续发展项目，对

“漂绿”进行限制在全球范围内

已经成为主要方向。监管政策要

求企业披露更多环境影响信息，

提高透明度，让投资人对可持续

投资提供更多选择。

2021年 4月，中国人民银行
修订印发《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

金融评价方案》，将定量评价范

围扩展至绿色贷款和绿色债券，

金融机构公开披露发放碳减排

贷款的情况及贷款带动的碳减

排数量等信息，第三方机构将专

门核验，接受公众监督。

2022年 2月 8日，生态环保
部颁布实施的《企业环境信息依

法披露管理办法》第十二条“企

业年度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报告

应当披露内容”第二、四款表明，

企业环境管理信息披露，包括生

态环境行政许可、环境保护税、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环保信用评

价等方面的信息。碳排放信息，

包括排放量、排放设施等方面的

信息。

这表明，对于规避监管、吸

引投资的企业环境不良行为，我

国监管部门已经引起重视。ESG
理念能更直接、更前瞻地识别企

业在经济活动中的“负外部性”，

对企业在环境、社会、公司治理

和企业的实际经营流程、战略目

标以及 ESG 投资活动进行纠偏
来修正市场扭曲。

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

司处长丁辉在日前举办的第二

届 ESG全球领导者峰会上表示，
要让漂绿与责任投资政策关联，

制定可操作、可量化、可检查的

责任边界政策，让气候投融资信

息披露变得完整、准确、及时。

丁辉表示，我国企业 ESG信
息披露程度依然较弱，评级机构

有时不得不以“爬数据”的方式

补充底层数据库，间接影响了数

据完整性和时效性，导致投资者

不能准确掌握企业真实表现。

ESG践行中，除了生产必须
要耗费的环境代价外，有人认为

“漂绿”更有主观原因。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执行

副理事长刘文奎表示，一些企业

把 ESG 视为保证企业合规不得
不做的事情，并非自我认同，在

经营生产活动中大打折扣，仅仅

沦为一件漂亮外衣。一些企业在

投入金钱和时间后更多用来宣

传，这给漂绿带来一定空间。

碳基向硅基
引导 ESG 投资发展

目前，ESG 理念更加注重
环境友好、社会责任、公司治

理，促进产业链实现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的统一，促进全球

产业链发展。

在王忠民看来，ESG表现更
好的产业链更能得到投资者和

消费者的青睐。环境友好让产业

链具有正外部性或负外部性较

小，兼具财务与环境效益。社会

责任友好让企业在产业链中重

视客户、员工、消费体验、劳动者

权益等方面有着较高的市场认

同度，在商品和劳动力市场获得

较大的市场份额。

当前，有着大量践行 ESG
理念的企业也在帮助全球产业

链实现环境友好和注重社会责

任。一些企业也积极通过发布

ESG 报告向社会展现良性发展
的状态。

2021年，联合国净零碳排放
银行业联盟成立，旨在践行

ESG理念，发挥银行业对脱碳战
略的作用，目标是在 2050年实
现贷款和投资组合的净零排放，

其成员银行管理的资产占全球

比重约为 40%。
2022年 7月 13日，苹果公

司发布《供应链中的人与环境》

报告，这是苹果公司发布的第 16
份年度报告，报告对苹果公司及

其供应商在整个公司的供应链

中支持员工、向清洁能源过渡、

投资创新技术及其供应商进行

了展示。有 24家供应商因不满
足苹果的 ESG 要求而被移除苹
果产业链，9%的潜在供应商因
ESG 风险评估不合格而未被纳
入苹果产业链。因此，不注重

ESG的企业更难融入产业链，并
可能因此逐渐丧失竞争优势。

7月 24日，阿里巴巴集团发
布 《环境、社会和治理报告

（2023）》报告。报告指出，在系统
性实施 ESG 七大战略方向的第
一年，阿里巴巴 ESG行动有显著
进展：全集团自身运营净碳排放

和价值链碳强度实现“双降”；在

乡村教育、适老化、无障碍、乡村

振兴等诸多领域积极践行社会

责任；与此同时，ESG正成为改
革后阿里巴巴与业务集团之间

的价值纽带。

王忠民认为，绿色发展的社

会价值与人类自身价值已成为

投资人和企业共同关心的问题，

越来越多的投资人从企业发展

的初始阶段就开始注重对企业

ESG的考察，当企业在不同成长
时期需要从 ESG 角度进行产品
与产业链提升时，资本便有效介

入，全力协助企业成长与发展。

有统计表明，当前全球市值

排名前十的公司，均在基于绿色

或碳排放交易上下功夫。王忠民

表示，市值靠前企业的数字化发

展逻辑均是通过碳基建设转向

硅基建设，不断提升和替代碳基

的产业链，引导资本进入硅基产

业，从产业、市场、交互等多方形

成资本结构的新组合，这已是当

今公司成长的主要路径、价值追

求和工具运用的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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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竞争、技术变革、绿色转型等多重因素，使得全球

产业链呈现逆全球化、多元化、绿色化特点。非经济

因素对全球产业布局发展的影响力逐步提升，追求经济目标

和利润最大化的发展阶段，逐渐与环境友好、社会责任与企业

治理的理念协同，这让ESG在践行可持续发展方面产生了足

够的空间。

ESG指从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三个角度来衡量企业发

展的可持续性，三个角度信息披露越充分具体，越能吸引更多

投资机构青睐和关注。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经历了长期产业

发展后，环境气候问题急需加以改变，低碳减排已经成为全社

会共识，不同层面的社会参与成为多方持续努力的结果。

全国社保基金原副理事长王忠民认为，从市场角度看，企

业对ESG信息充分披露，是走向全面参与绿色转型发展制度

建设的重要环节。

全国社保基金原副理事长王忠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