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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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该通知要求，央企在2023年底前要力争实现上市

公司ESG专项报告披露“全覆盖”。

央企探路 ESG，体系如何搭建？

8月 10日，一家央企内参与
ESG牵头工作的负责人表示，正
在和同事研究该通知中与环境、

社会、治理三大维度构建相关的

14 个一级指标、45 个二级指标
和 132个三级指标的详细内容，
“感觉还是有点弄不清现实的落

地路径”。该央企尚未发布过独

立的 ESG报告，只是在企业社会
责任报告中，对 ESG的内容有所
涉及。不过，此前监管层亦一直

没有强制要求企业发布独立的

ESG报告。
2022年国资委发布的《提高

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质量工

作方案》中已经对央企的 ESG披
露提出要求：中央企业探索建立

健全 ESG体系，并提出了 2023
年的目标节点。

按照上述通知中披露的数

据，截至 2023年 4月，A股和港
股央企控股上市公司 ESG 专项
报告共 328份，占比约为 71.6%。
该通知中提及“由于国内还没有

统一、权威的 ESG 信息披露标
准，上市公司 ESG专项报告容易
出现不规范的问题，央企 ESG披
露良莠不齐。截至目前，我国尚

未发布强制性的 ESG 信息披露
要求和规范性框架，国家层面的

ESG 信息披露标准和管理文件
处于缺失状态，系统有效的信息

监督机制也存在缺位。”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

际研究院 ESG 中心联合主任杨
晨辉表示，对于 ESG，国央企
ESG信息披露研究具有探索性、
前沿性意义，国资委此次下发的

通知尚未形成强制规范，而是一

份权威参考。

【节点】

国资委下发给央企的《央企

控股上市公司 ESG 专项报告参
考指标体系》（以下简称《指标体

系》）从环境、社会、治理三大维

度构建了 14 个一级指标、45 个
二级指标、132 个三级指标的指
标体系。《指标体系》涵盖了央企

控股上市公司在环境、社会、治

理三大领域的主题，将内容进行

拆解到具体的管理与实践议题，

以定量或定性指标的形式作为

三级指标进行呈现。对于每一项

指标，也为企业提供了指标的讲

解说明，试图为企业理解指标内

涵，开展收集与计算工作提供方

法路径。

上述央企参与 ESG牵头工作
的相关负责人，也是频繁向第三方

机构咨询和求助的人之一：“我们

已经开过好几次会讨论国资委下

发的《指标体系》，感觉它比较复

杂，目前我们还是不太成熟。”

在接受记者采访之前，他刚

刚放下与同事探讨不同的 ESG
指标体系中细项拆解的电话，E
的部分，他们已经有了一些尝试

与数据的搜集，但是 S的部分，
他们还没有达成统一的共识。

对于这项工作，该央企已经

上升到了集团推动的层面，该负

责人透露：“我们正在做一些相

关方案，有几个部门共同负责。

最近的一次专项会议中，我们把

国资委发的指标体系拉出来集

体讨论如何开展落实。”

在集团内部的专项会议中，

该负责人是这样解释 ESG 的：
“ESG核心意思是说，央企别老
盯着一亩三分地那点钱，你是社

会的一分子，要对社会负责任，

因此，仅仅关注财务指标不够，

这只是 G里的一小部分。”
目前，该央企 ESG工作团队

的理解是，国资委此次要求的

ESG体系构建，包括打造世界一
流企业、打造中国领先企业，和企

业的核心竞争力以及公司内部的

各种指标体系挂钩，然后再将业

绩分成很多指标，慢慢进行拆解，

拆解完之后，才能按体系落实。

另一家能源央企也在探索

过程中。该能源央企相关负责人

表示，该企业旗下，只有几家香

港上市企业按照联交所的 ESG
标准做了披露。目前，该企业正

在研讨如何按照国资委的要求，

来扩大披露覆盖面。

A 股上市公司 ESG 信息披
露的形式、比例和水平与港股上

市公司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

在现有的情况下，2023年底
节点之前，各大央企能否达成全

覆盖的目标？杨晨辉表示这没有

办法直接预估，但是相关央企都

在积极配合和探索当中。

【探索】

部分较早在港股上市的央

企已经摸索出了一些 ESG 体系
搭建的路径。

8月 8日，中交集团 ESG工作
负责人表示，截至目前，该企业已

经连续 16年编发企业社会责任报
告，连续 3年编发 ESG报告，旗下
5 家上市公司已经全部编制了
ESG报告，且不定期编发了“一带
一路”海外履责报告、重点国别及

重点工程项目社会责任报告等。

该企业于 2021年成立专门负
责社会责任管理工作的机构，同时

明确，公司董事会是公司最高治理

机构，对公司社会责任、ESG策略
及有关年度报告负责，监察公司社

会责任、ESG有关事项，审议和批
准公司年度 ESG报告。此外，还成
立 ESG管理工作委员会全面领导
社会责任与 ESG工作。

在上述架构基础上，自上而

下，集团高层主导决策，董事会

具体推进，党委工作部负责报告

编制，董办负责报告发布，各部

门各单位具体实施 ESG 的内部
格局，据此形成。

2023年，该集团编制印发了
最新的社会责任管理办法，同时

还编制印发了 ESG 报告编制发
布实施细则，用于指引下属各个

企业如何编制发布 ESG报告。
对于所属上市公司，中交集

团的要求是“必须按照监管部门

要求发布 ESG报告，其他的一些
企业和项目，我们鼓励他们编制

ESG报告”。
2023年 10月左右，中交集

团将携所属相关单位，向外界发

布 ESG报告。
与一些企业单纯探索 ESG

信息披露有所区别的是，中交集

团内部的推进思路是，推动公司

业务与 ESG融合，换句话说，就
是要求 ESG在各个部门、各个企
业中都可以看到实践和案例。

具体到 ESG 中的环境绿色
低碳层面，中交集团还成立了专

门的绿色低碳发展研究中心，用

以开展绿色低碳战略和规划、碳

核算方法和标准、绿色低碳技术

研发推广、碳资产开发和交易路

径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下一步，为了帮助子企业落

实 ESG报告编制的实施细则，中
交集团还拟对相关子企业展开

ESG报告编制培训。
不过，中交集团在实践 ESG

的过程中，并非没有挑战。

上述负责人表示，目前国内 ESG
更多的还是团体标准，缺乏国

标，从标准完善的角度来说，还

不够完善。就算是团体标准，因

为都是近两年才发布，还没有足

够的时间来检验它是否科学。

目前，很多机构正在研究这项工

作，ESG的推进，还有较大的提
升空间。

【痛点】

中交集团提到的标准多元

化问题，杨晨辉在与前来咨询的

央企当沟通中，也听到了类似的

困惑。

她说：“很多企业都会问我

们，现在国际标准、国内团标特

别多，我究竟应该采用哪种标准

来编制？”

事实上，在港交所上市还比

较明确，按照港交所、联交所的要

求开展披露即可。如果是 A股，或
者没有上市的国央企，就会需要

明确具体采用的披露标准。

所以，在杨晨辉看来，如果

有一个能够收束的规范，帮助企

业进行指引，将会成为企业有效

开展 ESG 工作的锚点。当然从
ESG 核心而言，具备一致的共
性，但是从具体披露而言，还是

要有一个明确的指导。

此外，央企还有更多涉密的

要求，这一点也会限制央企在

ESG有关科技方面的披露范围，
从而影响海外资本对企业的价

值判断。

综合来看，国家层面 ESG信
息披露标准和管理文件的缺失，

系统有效的信息监督机制缺位，

将影响央企控股上市公司高质

量发展。

国务院国资委课题组相关

成员表示，目前，还存在 ESG 信
息披露主体的口径不统一的问

题。以上市公司为例，目前上市

公司数据的披露口径包括“上市

公司主体、全资子公司、控股公

司”等，宽泛的披露主体口径，导

致同一行业规模相当的公司披

露的数据差异较大。还有，ESG
指标披露口径差异较大，数据质

量及可比性较差。以能耗指标为

例，部分上市公司仅披露能耗总

量，但未披露不同类型能耗量，

且能耗单位包括标准煤、千瓦时

等，数据可比性较差。

该课题组成员还表示，目前

国内 ESG 报告缺乏第三方机构

验证，在披露报告的上市公司中

只有 12%的报告经过了第三方
审计，披露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

性有待考证。

从近期动态看，中央企业正

在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主动提升

ESG 相关信息披露率。截至目
前，153 户央企境内上市公司编
制并发布了专门的 2022 年度
ESG 报告，占比 41.58%，较上年
占比提升了 28.87个百分点。

据此，要提高央企控股上市

公司 ESG披露质量，想让央企控
股上市公司 ESG 工作走在国内
前列，还是回到初始的问题，那

便是需要建立统一的 ESG 专项
报告编制框架。

中国公司治理 50人论坛专
家委员，哈佛大学访问学者陈锋

曾参与国务院国资委 2008年《关
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

意见》的起草工作，他表示，国务

院国资委对央企 ESG 的研究与
探索，早在很多年前就开始了。

以上述《意见》为例，便是第

一次由国家部级机构出台关于

企业社会责任的规范性文件，第

一次系统地对企业履责提出要

求。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了企

业社会责任实践的发展。

据此，规范央企 ESG报告披
露的信息质量，也是大势所趋。

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陈锋认为，央企 ESG信息披露的
质量和档次仍有待提高。

他举例表示，央企 ESG信息
披露的中国特色体现的还不够，

一些针对性问题披露不够，针对

全社会关心的问题有时避而不

谈，对一些实质性问题没有回

应。比如，S 层面的员工权益问
题，一般披露较多的员工培训、

内部福利等议题，从仅仅央企内

部来说，这些披露是没问题的，

只是公众关心的可能并不只是

这些，公众关心的是什么人能够

进央企？是否切实建立科学的选

聘标准和流程，打破“内部繁

殖”，实现入职机会公平？又比

如，目前广泛开展的市场化改革

试点全社会都高度关注，职业经

理人的入口关、考核评价科学

性、出口和退出机制还处在黑箱

之中，缺乏透明度，这本是新一

轮国企改革的重点问题，但鲜见

相关披露。因此，仅仅就员工权

益来说，入职机会公平、公正考

核和晋升发展、消除性别和职场

歧视等方面信息披露还不够。

（据《经济观察报》）

14
２０23．8.15 星期二 责编：高文兴 美编：段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