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 6日，根据沪深北交易
所 5月 1日起实施的《上市公司
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沪深北

交易所起草了《上市公司可持续

发展报告编制指南（征求意见

稿）》，并对外公开征求意见。

本次先行设置《第一号 总体

要求与披露框架》和《第二号 应

对气候变化》两个具体指南，后续

将在中国证监会的统筹下，根据

市场需要加快推进其他重要议

题具体指南的制定，逐步实现对

《指引》重点内容的全覆盖。

据记者了解，A股上市公司
可持续发展报告的披露，未来将

形成以《指引》为强制性和底线

要求，《指南》为参考性规范和典

型实践推荐的可持续发展信息

披露制度体系。沪深北交易所将

持续总结上市公司的实践经验，

加强对《指引》和《指南》的政策

评估，不断增强制度的适应性、

有效性和可操作性。

在市场人士看来，《指南》为

上市公司完善可持续发展治理、

识别重要性议题、分析可持续发

展相关风险和机遇等提供“工具

箱”和“百宝书”，将《指引》中的

相关披露要求细化为披露要点，

提供具体的适用解释，以便利上

市公司编制可持续发展报告。

不设额外强制披露要求

据记者了解，沪深北交易所

前期制定出台《指引》，系统规范

了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相关

披露要求。在征求意见过程中，部

分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反映，希望

结合上市公司实践，提供更加具

体的应用指南，帮助上市公司更

好理解和落实《指引》相关要求。

为此，在证监会统一部署下，沪深

北交易所结合市场诉求，针对可

持续发展报告编制过程中的重点

难点问题起草《指南》。起草过程

总体坚持四方面思路。

具体来看，推动实践先行，

增强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意识。

《指南》定位于《指引》的“教科

书”和典型实践推荐，内容既包

括披露要点提示和示例，也涵盖

了重要概念解释、主要实施步

骤、相关参考索引等，旨在推动

上市公司健全治理、强化管理、

提升可持续发展意识，以更好的

实践推动更好的披露。

辅助参考为主，不设置额外

的强制披露要求。《指南》以《指

引》为基本框架，在此基础上进

一步提示工作流程及报告披露

要点，为上市公司编制可持续发

展报告提供参考。不在《指引》之

外新增额外强制性披露要求，不

增加上市公司披露负担。

突出重点难点，为上市公司

提供必要指导。《指南》针对完善

可持续发展治理架构、双重重要

性评估分析、四要素披露框架应

用等重点难点内容，给予必要的

细化指导。相关内容既参考了国

内外相关法规、标准和行业规

范，又充分考虑了上市公司现阶

段实践情况。

坚持系统思维，稳步推进健

全制度体系。本次先行设置《第一

号 总体要求与披露框架》和《第

二号 应对气候变化》两个具体指

南，后续将在证监会统筹下，根据

市场需要加快推进其他重要议题

具体指南的制定，逐步实现对《指

引》重点内容的全覆盖。

毕马威中国 ESG 咨询合伙
人胡颖华表示，《指南》明确了

《指引》实施的落地手段和方法

论，给出了诸多重要工具，提供

了编制报告的“工具箱”，如气候

风险和机遇识别、影响以及财务

量化的方法等。

总的来看，在《指引》的框架

和要求下，《指南》更多从实操层

面做出细化，就工作流程、实施

步骤提供参考，指导《指引》落地

实施。相较《指引》这一“考纲”，

《指南》堪比“教科书”，《指引》与

《指南》形成了可持续发展报告

披露的规则矩阵。

商道咨询管理合伙人刘涛认

为，本次起草的《指南》定位于《指

引》的“教科书”，基于《指引》做了

进一步细化指导。其中，《第一号

总体要求与披露框架》主要解决

了《指引》要求下可持续发展报告

“怎么披露”的问题，包括公司的

可持续发展治理架构、双重重要

性评估分析方法、报告框架等重

点难点内容；《第二号 应对气候

变化》重点解决了单个议题“披露

什么”的问题，作为《指引》的首个

议题披露指南，将《指引》中气候

变化相关披露要求细化为披露要

点，提供具体的适用解释。

披露制度不断健全

近年来，监管部门高度重视

推动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将上市

公司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作为推

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环节，持

续完善相关规则，上市公司可持

续发展信息披露制度不断健全。

2017年，证监会要求属于重
点排污单位的上市公司披露主

要环境信息。2018年修订《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要求上市公司

披露环境信息及履行扶贫等社

会责任相关情况。2021年修订定
期报告披露规则，鼓励上市公司

主动披露碳减排措施和效果。

今年 4月，新“国九条”提
出，健全上市公司可持续信息披

露制度。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证监会指导沪深北交

易所 4月 12日发布上市公司可
持续发展报告指引，5 月 1 日起
正式实施。

刘涛认为，《指引》充分考虑

绿色低碳转型要求，结合上市公

司实践能力，将应对气候变化作

为重点披露内容之一。作为中国

资本市场首个系统规范可持续

发展信息披露的强制性规定，

《指引》将显著提升上市公司温

室气体排放等信息披露的可靠

性、可比性。《指南》则将《指引》

中的相关披露要求细化为披露

要点，提供具体的适用解释。

融入公司治理全过程

记者注意到，随着上市公司

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制度不断

健全，上市公司绿色投融资实践

更加丰富，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

信息披露生态持续优化。

一方面，报告披露的数量和质

量双升。随着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

信息披露制度不断健全，上市公司

绿色投融资实践更加丰富。

权威数据显示，截至 9 月
底，超过 2200家上市公司披露
2023 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或社
会责任报告，家数再创新高，近

三年披露家数年均增长 20%左
右。发布相关报告的上市公司

中，超过 40%的公司已建立 ESG
治理架构、搭建 ESG制度体系，
筑牢可持续发展根基；超过 60%
公司识别并披露了重要性议题

分析过程；超过 70%的公司组织
利益相关方以调研、座谈和问卷

等方式参与相关工作。报告中的

定量信息也持续增多，超过 1000
家上市公司不同程度披露了碳

排放量情况，近三年披露家数年

均增长 50%以上。
另一方面，上市公司寻求专

业咨询机构支持的目的已不止

于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本身，还

将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作为市

值管理工具，融入公司治理全过

程。“一些公司开始从战略层面

审视可持续发展的价值，比如开

展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识别重

要可持续发展议题、完善可持续

发展管治体系、梳理可持续发展

指标体系、搭建可持续发展信息

系统、设定可持续发展目标、将

可持续发展绩效融入原本的绩

效管理体系，通过实质上的可持

续发展改善优化可持续发展信

息披露。”胡颖华说。

刘涛表示，今年以来企业对

此工作愈发重视，在专业咨询机

构的助力下，一些企业设立了专

门的可持续发展岗位或部门，成

立公司层面的可持续发展委员

会和工作组；一些企业开展了财

务重要性和影响重要性专项评

估、可持续发展管理等方面的战

略规划，着力提高管理层和员工

的可持续发展管理认知和能力。

渊据叶中国证券报曳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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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海南省市场监管局

正式发布了《海南省零碳（近零

碳）标准体系建设方案》（以下

简称《方案》），该方案提出了海

南省碳达峰碳中和标准制修订

建议和标准化路线图，为零碳

（近零碳）标准体系建设提供了

明确的规划指引与工作路径。

《方案》提出 4 个标准体

系，为海南自贸港重点行业和

领域提供全面的标准支撑。主

要包括基础通用标准子体系、

碳减排标准子体系、碳清除标

准子体系和碳市场标准子体系

等 4 个一级子体系，并进一步
细分为 18 个二级子体系、64 个
三级子体系。

在基础通用标准领域，《方

案》着重解决了碳排放数据“怎

么算”“算得准”“如何管”的问

题，包括基础标准、碳监测核算

与核查标准以及管理评价等标

准的制定。在碳减排标准领域，

主要推动了节能降耗、新型电

力系统、非化石能源利用、化石

能源清洁利用、生产和服务过

程减排以及资源循环利用等标

准的完善，旨在解决碳排放“怎

么减”的问题。

在碳清除标准领域，《方

案》加快了碳汇、碳捕集利用与

封存、直接空气碳捕集和储存

以及其他碳清除技术等标准的

研制，以重点解决“怎么中和”

的问题。而在碳市场标准领域，

则主要致力于绿色金融、碳排

放交易、碳普惠、碳票等标准的

制定，推动解决碳排放“可量

化”“可交易”的问题。

《方案》的发布，标志着海

南省在碳达峰碳中和标准制修

订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也为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建设注

入了新的动力。

渊据新华网冤

海南发布构建零碳渊近零碳冤新标准体系

上市公司编制可持续发展报告
将有参考性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