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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仅供参考。不应将其视为建议或依据。PRI 协会不对根据本文档做出的任何决定或采取的任何行动负责，也不对由此类决

定或行动引起的任何损失或损害负责。所有信息均按 “现状 ”提供，不保证完整性、准确性或及时性，也不提供任何明示或暗

示的担保。PRI 协会不对此处包含或引用的第三方内容、网站或资源负责，也不为其背书。 包含示例或案例研究并不构成 PRI 协

会或 PRI 签署方的认可。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所表达的观点、建议和结论仅代表 PRI 协会的观点，并不一定代表撰稿人或 PRI 

签署方（单独或整体）的观点。 不应推断所提及的任何第三方认可或同意此处的内容。 PRI 协会致力于遵守所有适用法律，不

会寻求、要求或支持不符合这些法律的个人或集体决策或行动。 版权所有 © PRI 协会 (2024)。 版权所有，未经 PRI 协会事先

书面同意，不得复制本内容或将其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为撰写本文，我们咨询了中国的 RPRG 成员。除非另有说明，本文所表达的观点、建议和结论仅代表 PRI 协会的观点，并不一定

代表撰稿人或 PRI 签署方（个人或整体）的观点。不应推断所提及的任何第三方认可或同意此处的内容。PRI 协会致力于遵守所

有适用法律，不会寻求、要求或支持不符合这些法律的个人或集体决策或行动。  

 

本文档为英文原件的中文翻译，如有疑义请以英文原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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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PRI 

负责任投资原则（PRI）与其国际签署方网络合作，将六项负责任投资原则付诸实践。其目标是了解环

境、社会和治理（ESG）问题对投资的影响，并支持签署方将这些问题纳入投资和所有权决策。PRI 为

签署方、签署方所运营所在的金融市场和经济体的长期利益以及并最终符合整个环境和社会的利益行

事。 

负责任投资的六项原则是一套自愿的且有抱负的投资原则，为将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问题纳入投资实

践提供了一系列可能的行动清单。这些原则是由投资者为投资者制定的。通过实施这些原则，签署方可

为发展更具可持续性的全球金融体系做出贡献。 

PRI 基于签署方的观点和循证政策研究，制定政策分析和建议。PRI 很荣幸有机会对中国证监会关于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监管文件的意见征询做出回应。 

 

关于本次意见征询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在就包括《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 号文件）和《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 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3 号文件）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监

管规则修订稿公开征求意见。修订稿于 2025 年 1 月 26 日之前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基于近年来信息披露监管实践经验的修订，如风险披露要求和可持续发展披

露要求；强化对部分重点事项的监管，如报告外包和重大问题的报告时间；以及结合法律最新要求的适

应性调整。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 请联系: 

大崎一磨 

PRI 亚太政策负责人 

kazuma.osaki@unpri.org 

唐棣 

PRI 中国高级政策分析师 

di.tang@unpri.org 

  

http://www.csrc.gov.cn/csrc/c101981/c7528811/7528811/files/%E9%99%84%E4%BB%B61%EF%BC%9A%E3%80%8A%E4%B8%8A%E5%B8%82%E5%85%AC%E5%8F%B8%E4%BF%A1%E6%81%AF%E6%8A%AB%E9%9C%B2%E7%AE%A1%E7%90%86%E5%8A%9E%E6%B3%95%E3%80%8B%E4%BF%AE%E8%AE%A2%E7%A8%BF.pdf
http://www.csrc.gov.cn/csrc/c101981/c7528811/7528811/files/%E9%99%84%E4%BB%B63%EF%BC%9A%E3%80%8A%E5%85%AC%E5%BC%80%E5%8F%91%E8%A1%8C%E8%AF%81%E5%88%B8%E7%9A%84%E5%85%AC%E5%8F%B8%E4%BF%A1%E6%81%AF%E6%8A%AB%E9%9C%B2%E5%86%85%E5%AE%B9%E4%B8%8E%E6%A0%BC%E5%BC%8F%E5%87%86%E5%88%99%E7%AC%AC2%E5%8F%B7%E2%80%94%E5%B9%B4%E5%BA%A6%E6%8A%A5%E5%91%8A%E7%9A%84%E5%86%85%E5%AE%B9%E4%B8%8E%E6%A0%BC%E5%BC%8F%E3%80%8B%E4%BF%AE%E8%AE%A2%E7%A8%BF.pdf
http://www.csrc.gov.cn/csrc/c101981/c7528811/7528811/files/%E9%99%84%E4%BB%B65%EF%BC%9A%E3%80%8A%E5%85%AC%E5%BC%80%E5%8F%91%E8%A1%8C%E8%AF%81%E5%88%B8%E7%9A%84%E5%85%AC%E5%8F%B8%E4%BF%A1%E6%81%AF%E6%8A%AB%E9%9C%B2%E5%86%85%E5%AE%B9%E4%B8%8E%E6%A0%BC%E5%BC%8F%E5%87%86%E5%88%99%E7%AC%AC3%E5%8F%B7%E2%80%94%E5%8D%8A%E5%B9%B4%E5%BA%A6%E6%8A%A5%E5%91%8A%E7%9A%84%E5%86%85%E5%AE%B9%E4%B8%8E%E6%A0%BC%E5%BC%8F%E3%80%8B%E4%BF%AE%E8%AE%A2%E7%A8%BF.pdf
http://www.csrc.gov.cn/csrc/c101981/c7528811/content.shtml
mailto:kazuma.osaki@unpri.org
mailto:di.tang@unpr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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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立场 

PRI 欢迎中国证监会对包括《管理办法》以及年度报告和半年度报告规则在内的企业信息披露监管规则

进行修订。去年，随着三大证券证券交易所《企业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指引》（可持续发展披露指引）

和财政部《企业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标准》的发布，中国在企业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方面取得了重大进

展。这些披露框架与 ISSB 标准的高度一致将产生重大的积极影响，有助于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标准的

统一，并加强全球资本与中国和其他地区企业的联系。 

中国证监会对企业信息披露监管规则的更新对这些披露框架进行了补充，使监管更加明确，这将进一步

确保证券交易所指引的实施和有效性。明确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财务报告要求将有助于实现 ISSB 全球

基线，并有助于为投资者提供其投资组合中所需但目前缺乏的、对决策有用的可持续发展数据1。 这也

将有助于投资者有效分配资本，考虑与可持续性相关的财务风险和机遇，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2。 

 

针对本次修订 PRI 的主要立场如下： 

■ 我们欢迎在《管理办法》第三条中参照现有监管与交易所要求增加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披露要

求。 这将加强证券交易所披露可持续发展披露指引的监管力度，并为中国证监会未来可能发布

的可持续发展相关规则留出空间。这也与我们在 2020 年回复中提出的意见一致，即《管理办

法》应明确规定 “发行人应强制披露所有具有财务重要性的因素，包括环境、社会和治理

（ESG）因素” 

■ 关于第 十六条中的风险披露，建议证监会明确，如果不利影响与可持续发展相关，上市公司应

遵循第三条的相关要求，即遵循证券交易所的可持续发展披露指引和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这不会给上市公司增加额外的报告负担，反而会避免相关问题披露的混乱和重复，并为投资者

提供所需的决策有用的可持续发展信息。  

 

1 例如，富时罗素（FTSE Russell）发现，在富时全球指数（FTSE All World index）的 4,000 家大中型公司中，只有 58% 披露了范围 

1 和范围 2 的碳排放量。资料来源– Mind the gaps: Clarifying corporate carbon (2022). 

2 世界各地的投资者越来越致力于纳入和追求可持续发展成果，如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巴黎协定》和《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

多样性框架》所提出的成果。为实现可持续性影响而投资的法律框架探讨（LFI）项目的法律分析发现，虽然不同司法管辖区和投资者

群体之间存在差异，但如果可持续发展成果投资方法能有效实现投资者的财务目标，投资者很可能会被要求考虑使用这些方法并采

取相应行动。全球 LFI 分析和地方 LFI 政策报告（如《LFI日本报告》）一致发现，要使投资者能够追求可持续发展成果，强制性可持

续发展信息披露等市场机制至关重要。 

https://www.ftserussell.com/research/mind-gaps-clarifying-corporate-carbon
https://www.unpri.org/policy/a-legal-framework-for-impact
https://www.unpri.org/a-legal-framework-for-impact/japan-integrating-sustainability-goals-across-the-investment-industry/11429.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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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 过去在中国企业可持续发展相关信息披露方面的立场 

自 2018 年以来，PRI 一直致力于在中国开展 ESG 披露工作，我们相信一个强制性和标准化的 ESG 报

告框架将为中国市场提供具有可比性和对决策有用性的关键 ESG 信息报告。上述建议与我们之前就中

国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在企业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议题上发布的报告和文件中的建议一致： 

■ PRI 报告: 中国的 ESG 数据披露: 关键 ESG 指标建议 （2019 年 6 月） 

■ PRI 政策简报: ESG 披露政策：中国政策设计的重点 （2019 年 12 月） 

■ PRI 政策简报: 中国的 ESG 信息披露： 市场准备度和 PRI 投资者调查 （2020 年 9 月） 

■ PRI 对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修订稿 ）》（征求意见稿 ）的回应

（2020 年 8 月） 

■ PRI 对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指引（征求意见稿 ）》的回应 （2021

年 3 月） 

■ PRI 对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

的内容与格式 （征求意见稿 ）》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 号—

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征求意见稿 ）》的回应（2021 年 6 月） 

■ PRI 对生态环境部《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稿 ）》和《企业环境信息

依法披露格式准则（公开征求意见稿 ）》的回应 （2021 年 10 月） 

■ PRI 报告: 投资实现公正转型： 对中国制定公正转型披露框架的建议 （2022 年 8 月） 

■ PRI 对香港交易所关于加强 ESG 框架下气候相关披露的意见征询文件的回应 （2023 年 7 月） 

■ PRI 对中国三大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可持续发展报告（试行）（征求意见稿）的

回应（2024 年 2 月） 

■ PRI 对 PRI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基本准则（征求意见稿）》的

回应（2024 年 6 月） 

■ PRI 对香港会计师公会《香港可持续披露准则》S1 和 S2 意见征询的回应（2024 年 10 月） 

PRI 在全球可持续金融和负责任投资公共政策领域拥有丰富经验，可随时对中国证监会及中国相关监管

部门的工作提供进一步支持，为改善中国可持续发展相关的财务信息披露提出更多意见建议。如您有问

题或建议，请联系 policy@unpri.org.  

更多信息：www.unpri.org  

https://www.unpri.org/fiduciary-duty/esg-data-in-china-recommendations-for-primary-esg-indicators/4345.article
https://d8g8t13e9vf2o.cloudfront.net/Uploads/v/z/d/esgdisclosureinchinakeyconsiderationsonpolicydesignbriefingfinalcn_635510.pdf
https://dwtyzx6upklss.cloudfront.net/Uploads/g/h/j/esgdisclosureinchinapriinvestorsurvey_chinesereviewed_156433.pdf
https://dwtyzx6upklss.cloudfront.net/Uploads/o/q/v/csrcdisclosureconsultationpriresponsecn_59923.pdf
https://dwtyzx6upklss.cloudfront.net/Uploads/o/q/v/csrcdisclosureconsultationpriresponsecn_59923.pdf
https://dwtyzx6upklss.cloudfront.net/Uploads/d/j/w/pris_response_to_the_guidelines_on_investor_relations_management_of_listed_companies_cn_379884.pdf
https://dwtyzx6upklss.cloudfront.net/Uploads/p/b/x/pricsrcperiodicreportingconsultationresponsecnupdated_934186.pdf
https://dwtyzx6upklss.cloudfront.net/Uploads/p/b/x/pricsrcperiodicreportingconsultationresponsecnupdated_934186.pdf
https://dwtyzx6upklss.cloudfront.net/Uploads/p/b/x/pricsrcperiodicreportingconsultationresponsecnupdated_934186.pdf
https://dwtyzx6upklss.cloudfront.net/Uploads/r/f/x/primeeenterpriseenvironmentaldisclosureconsultationresponsecn_643205.pdf
https://dwtyzx6upklss.cloudfront.net/Uploads/r/f/x/primeeenterpriseenvironmentaldisclosureconsultationresponsecn_643205.pdf
https://www.unpri.org/china-policy/investing-for-a-just-transition-proposals-for-a-just-transition-disclosure-framework-in-china/10310.article
https://dwtyzx6upklss.cloudfront.net/Uploads/b/f/q/priresponsetohkexconsultationpaperonenhancementofclimaterelateddisclosuresundertheesgframework_768173.pdf
https://dwtyzx6upklss.cloudfront.net/Uploads/j/a/o/pri_response_to_china_sustainability_disclosure_guidelines_cn_327174.pdf
https://dwtyzx6upklss.cloudfront.net/Uploads/j/a/o/pri_response_to_china_sustainability_disclosure_guidelines_cn_327174.pdf
https://www.unpri.org/consultations-and-letters/pri-response-to-the-china-ministry-of-finances-consultation-on-corporate-sustainability-disclosure-standards-basic-standards/12525.article
https://www.unpri.org/consultations-and-letters/pri-response-to-the-china-ministry-of-finances-consultation-on-corporate-sustainability-disclosure-standards-basic-standards/12525.article
https://www.unpri.org/consultations-and-letters/pri-response-to-exposure-draft-hkfrs-s1-and-s2/12805.article
mailto:policy@unpri.org
http://www.unpri.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