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发改委印发《北京市 ESG 方案》，发展培育 ESG 生态圈 

2024 年 6 月 7 日，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京发改委”）正式发布了《北

京市促进环境社会治理（ESG）体系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42027 年）》（以下简称《北京

市 ESG 方案》），旨在通过加强 ESG 体系建设，发展培育 ESG 生态圈，以提升北京市的可

持续发展水平并注入发展新动能。 

《北京市 ESG 方案》作为全国首个地方综合性实践方案，总体包含两个目标、七个方

面和 20 项举措。其中，两个阶段性目标分别为：“到 2027 年，北京 ESG 高质量发展政策

体系逐步完善，生态体系加快形成，在京上市公司1ESG 信息披露率力争达到 70%左右”和

“到 2035 年，北京 ESG 体系高质量发展步入法治化轨道，成为 ESG 发展全国高地和国际

代表性城市”，旨在将北京打造成为 ESG 发展全国高地和国际代表性城市。七个方面和 20

项具体举措则聚焦 ESG 新型服务业市场，全面考虑 ESG 生态系统的各个维度，如 ESG 信

息披露、ESG 评级体系、ESG 监管体系和 ESG 创新试点等方面。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北京市 ESG 方案》在 ESG 实践运用方面提出了具体应用场景，

包括在政府采购项目的招投标、城市副中心建设项目投资等环节运用 ESG 评级结果等。此

前部分区域也提出对积极践行 ESG 的企业实施现金奖励、用房补贴、贷款利息补贴等具体

措施，使得重视 ESG 的企业能够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ESG 评级的实践运用场景的不断扩

充，体现了政策不再局限于前向的监管引导，同时也重视后向利益驱动，通过前后两方面下

功夫，大大增加了企业推进 ESG 实践的动力，促进 ESG 领域形成完整的生态。 

 

                                                             
1 在京上市公司：包括在京 A 股和 H 股上市公司，暂不包括其他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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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来看，《北京市 ESG 方案》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强化完善 ESG 信息披露并推动 ESG 信息披露标准的制定。2023 年 8 月 9 日，国

务院国资委发布了《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工作方案》，要求央企控股上市公司披露ESG

专项报告，力争到 2023 年相关专项报告披露“全覆盖”；2024 年 4 月 12 日，沪、深、北三

大交易所同步发布了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不仅明确了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信息的披露框

架，还对上证 180、科创 50、深证 100、创业板指数等重要市场指数的样本公司以及境内外

同时上市的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披露做出了强制披露要求。在央企控股上市公司、重要指

数上市公司以及境内外同时上市的公司的披露要求基础上，《北京市 ESG 方案》进一步指出

将“积极推动营业额、总资产或员工人数超过一定规模的经营主体，参照本市 ESG 信息披

露标准率先披露 ESG 信息”“积极推动重点碳排放单位，以及重点用能、用水、用塑料等

能源资源消耗单位、餐饮和食品经营单位在现行相关报告制度基础上，大力探索开展能源资

源节约、反食品浪费等专题信息披露”，ESG 信息披露覆盖主体再度扩充；另一方面，《北

京市 ESG 方案》还将整合各组织机构积极参与到 ESG 信息披露标准的制定中并推动京津冀

ESG 标准体系协同发展，规范企业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 

二是特别提出了 ESG 试点示范的概念，支持在城市副中心开展 ESG 创新试点。2021

年 11 月 26 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了

北京城市副中心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的地位，并加大政策倾斜发展绿色产业，因此在《北京

市 ESG 方案》出台的多项具体落实措施中，提到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立 ESG 数据库，推

进数字化产品创新。此外，丰台区作为科技创新发展的引擎，也将开展 ESG 服务生态试点，

吸引 ESG 专业服务机构的聚集。 

三是 ESG 监管体系建设。ESG 体系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监管体系的有效运转。科学合

理的监管体系能够有效连接政府和市场两大主体，有助于维护公平高效的市场秩序，打造稳

定的市场投资环境，促进市场的良性循环。《北京市 ESG 方案》中提到了将采用政府监管与

行业自律双管齐下的监管模式。政府通过推动 ESG 监管信息共享、完善 ESG 投资管理及风

控体系等机制方式来确立监管规则；同时鼓励行业协会、产业联盟等自律组织，约束引导各

类 ESG 服务机构持续加强专业能力，定期开展宣传培训和设置业务流程防火墙等来进行风

险规避和管理。政府监管和自律组织的有机配合将促进 ESG 发展的走实走稳。 

四是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可比”的 ESG 评级体系。根据彭博的调研数据显示，中国

企业和金融机构正在将 ESG 纳入其投资决策，在此背景下，ESG 评级和数据产品在投资和

资本配置中的使用将逐步增加，考虑到适应性和数据敏感性，中国亟须构建本土特色的 ESG



评级体系，以充分客观的反映中国企业价值。《北京市 ESG 方案》中也提到“鼓励评级机构

衔接成熟的国际化评级体系，丰富中国特色、北京特点的环境、社会与治理评价维度,关注

绿色发展、全面节约、反食品浪费、生物多样性保护、乡村振兴、安全生产等特色议题，构

建符合国际国内投资人需求的 ESG 评级指标体系”。此外，本土特色的 ESG 评级体系在考虑

基本国情的同时也需注重与国际标准的接轨和协同发展，以契合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共识。

《北京市 ESG 方案》中也鼓励“ESG 评级机构建立行业联盟，加强 ESG 评级国际交流合

作”。 

《北京市 ESG 方案》具体实践举措 

类别 ESG 实践举措 

ESG 信息披露  鼓励北证 50 指数2样本公司中的北京市上市公司发布 ESG 报告，引领

其他北京市上市公司和达到要求的挂牌公司披露 ESG 信息，持续提升

上市公司和挂牌公司 ESG 信息披露质量。 

ESG 评级  支持企业开展 ESG 评价、ESG 咨询等服务，支持 ESG 表现优秀的企业

参与城市副中心政府投资、政府采购项目； 

 鼓励相关区政府按照非歧视和公平竞争的原则,依法合规在政府投资项

目中，将 ESG 评级水平纳入项目参建单位招投标评分指标体系； 

 在政府采购项目中，探索将供应商 ESG 评级水平作为评审加分因素，

鼓励引导更多供应商积极参与 ESG 实践。 

ESG 投融资  支持相关区探索将 ESG 理念纳入政府投资项目前期研究内容，促进项

目建设方案在绿色低碳、全面节约、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工代赈等方面

强化论证、完善措施； 

 鼓励金融机构发行 ESG 相关金融产品，加强 ESG 金融产品的分级分类

研究，增强 ESG 金融产品的信息透明度； 

 按照市场化和风险可控原则，适当加大对 ESG 表现良好企业的融资支

持，降低融资成本。 

ESG 数据创新  探索建立北京城市副中心 ESG 数据库，建立 ESG 数据采集、共享机

制。 

ESG 人才培养  积极吸引高层次 ESG 人才集聚,加强市属高校 ESG 学科建设，组织开

                                                             
2 北证 50 指数是北交所和中证指数公司发布的股票指数，由北交所市值规模和流动性排名靠前的 50 只证

券组成，以综合反映市场整体表现，兼具代表性和成长性。 



展 ESG 职业培训，推动 ESG 学术研究、产业孵化与 ESG 人才培育协

同发展。 

ESG 发展理念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要求高度重合，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

点。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进程深入推进，ESG 生态也迎来大发展。在此背景

下，多个城市先后发布了地方 ESG 发展政策，旨在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北京作为全国 ESG

各类生态资源非常完备的地区之一，统筹聚集各类技术资源，不仅是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

还拥有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SSB）和全球环境信息研究中心（CDP）中国办公室，

具有良好的基础优势。同时，北京汇集了众多全球五百强企业、大型跨国公司和央企等，有

助于其依托各类头部平台，推动 ESG 生态体系建设，加大与国际市场合作衔接。作为全国

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北京市的 ESG 方案也必将发挥示范

效应，引领其他省市的跟进效仿，形成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