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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ESG要素在企业评价、投资决策以及政府监管指引中的广泛应用，

市场上各类 ESG 披露标准也层出不穷。但由于 ESG 要素同财务指标相比具

有数量指标多且难以量化的特点，依照不同 ESG 披露标准给出的 ESG 评价

往往存在较大的差异，不同标准和不同机构给出的 ESG 结果可比性较差。

因此，全球范围内从监管、投资机构和企业对于 ESG 标准统一的要求日益

迫切。在这一形势下，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IFRS）下设机构可持续

发展准则理事会（ISSB）所设立的可持续发展披露准则（ISDS），有后来

居上成为一统国际 ESG 标准的趋势。在当前国际 ESG 标准基准成型阶段，

我国相关 ESG标准制定和评级机构亦应积极参与相关国际标准的研究和接

轨，并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 ESG 披露标准和评价框架。 

全球范围内，ESG 评价的作用日渐重要，各类标准也不断涌现。然而，

不同ESG披露标准之间差异性较大，影响了不同ESG标准下评价的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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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ESG 评价应用领域的扩展，企业、投资机构、国际组织和政府监管机

构对 ESG 标准统一的呼声日高。 

ESG 信息披露是 ESG 投资、企业评价和相关金融工具评级的底层基础

数据。而数据是 ESG 投资的核心和支撑，是投资人评价投资标的非财务风

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主要依据。因此 ESG 信息披露的标准能否规范是

ESG 评价可比性、参考性和实用性的基础。同时，ESG 标准既是评价企业、

投资机构 ESG 表现的基础，也是政府监管的依据。然而由于 ESG 标准本身

涵盖了环境、社会和治理等多个维度的要素，而且很多要素缺乏统一的财

务会计统计指标，这就造成 ESG 标准众多，难以统一的客观现状。然而，

随着全球对气候、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等领域重视的不断强化，无论企

业、投资机构或者是政府机构，对 ESG 标准的规范和统一的需求都更为强

烈。 

从目前 ESG 披露标准的现状看，主流的标准包括全球报告倡议组织标

准（GRI）、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标准（SASB）、气候变化相关财务

信息披露工作组指南（TCFD）、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标准（IIRC）等。其

中，GRI 标准是全球使用较为广泛的披露框架，在欧洲企业中尤为普遍。

SASB 标准进行一般性披露则在美国企业中较为流行。由金融稳定委员会

（FSB）所设立的 TCFD 指南则在气候相关问题披露上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

使用。 

由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IFRS）下设机构 ISSB 所设立的可持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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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披露准则（ISDS），有后来居上成为统一 ESG 标准主要候选的趋势。其

所具备的有利条件包括：一是所依托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IFRS）

自身强大的国际影响力；二是同众多现有国际主流标准制定机构的合作与

整合。 

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SSB）是 2021 年 11 月由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基金会（IFRS）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6 次缔约方大会

（COP26）上正式宣布成立，设立该机构的目标就是要制定一个高质量的、

具有可比性的可持续发展披露标准的全球基准，为投资者和资本市场提供

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相关的风险和机遇的信息。从目前的发展势头来看，ISSB

的 ISDS 有后来居上之势。 

ISSB 制定的 ISDS 同其他标准相比有两个优势。一个是它所依托的

IFRS 的另一下设机构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在金融会计准则方面在

全球范围内已形成广泛的影响力，目前全球范围内约 140 多个司法管辖区

强制采用了 IASB 的会计准则，即遵从 IASB 会计惯例已经是对这些司法管

辖区中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的法律要求。IFRS 设立 ISSB 主要的目的之一

就是试图建立起来同 IASB 平行的非金融会计领域的国际标准，这样 IASB

和 ISSB 两条腿就撑起了金融和非金融会计两个领域，目的是未来使 ESG

可持续发展报告变得和当下的财务报告一样举足轻重，让非财务信息和财

务信息互为补充，全面满足投资人和资本市场的需求。未来，如果 ESG 标

准披露同财报的要求一样，则强制性披露以及第三方审计机构的参与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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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强化 ESG 标准的可执行力，同时其可比性和可参考性也会更强。 

第二个优势则是 ISSB 通过合并或者合作，对现有影响力较大的几个同

ESG相关的标准体系进行了有机整合，因此虽然起步较晚，但从一开始 ISSB

的 ISDS标准就具有较好的基础。在组织层面，ISSB通过合并CDSB和VRF，

整合了两家 ESG标准构建和评价领域的技术力量和专业人才；在合作层面，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于 2021 年成立了技术准备工作组（TRWG），该

工作组由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气候披露准则理事会（CDSB）、

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下属的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等

协同工作，并在 2022 年上半年发布了《气候相关披露准则》和《可持续

发展相关财务信息披露的一般要求》两个标准文件的初稿。一旦定稿，这

两份文件将首次在全球范围内为可持续发展和气候报告提供了急需的统一

和标准化要求，有望为 ESG 战略和披露提供清晰有效的途径和框架。值得

一提的是，ISSB 出台的两份标准，从核心架构上借鉴了 TCFD 架构，即企

业通过披露度量风险的指标和目标、评估和应对风险的策略方法、企业规

划和发展战略，以及企业应对风险管理的治理体系等要素，使相关利益人

能较全面评价企业的 ESG 状况。由于 TCFD 框架在气候领域广泛的影响（截

至 2022 年 7 月，全球共有 95 个国家和地区的 3400 家组织和机构正式公

告支持 TCFD），这也意味着众多国家和机构将会比较容易接受和采纳 ISSB

的 ISDS 标准。 

ESG 国际标准的形成趋势上，短期内不同标准的竞争在所难免。但长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65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