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索符合中国市场特质的 ESG发展之路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党委副书记、副会长 胡家夫 

         2019 年 11 月 13 日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大家下午好！ 

欢迎来到 2019 中国责任投资论坛，我代表中国证券投

资基金业协会，对各位专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自 2016

年起，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就将 ESG 作为战略性方向，

联合学术机构、市场机构以及相关政府部门，开展了一系列

理论研究、行业培训与交流合作，持续推动基金业 ESG投资

理论与实践，取得显著成效。今天，来自监管部门、机构投

资人、基金管理人的专家共聚一堂，再次就 ESG展开研讨交

流，继续推动 ESG 投资落地。借此机会，我想从行业协会的

角度，谈几点看法，请大家批评指正。 

通过 ESG 提升投资的质量，改善资本市场功能，促进企

业高质量发展，是协会推动 ESG 工作的初衷。ESG 提供了一

个完整的框架，整合了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责任，传递了

追求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统一的发展观，很好地契合了高

质量、可持续发展诉求。在资本市场和投资领域，企业社会

责任成为影响其股价波动的重要因素，公众投资者“用脚投



票”来反对违反社会公德、污染环境、内部治理失衡的上市

公司，重大环境问题、安全问题和财务造假的公司通常会被

投资者摒弃，甚至被强制退市。随着 ESG 投资实践的发展，

机构投资者更加积极地介入公司治理，更加重视投资对环境

和社会产生的影响，积极改善投资的综合绩效，为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基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发展特点、文化差异和投资者偏

好，ESG 投资在应用中会展现出各不相同的特征，其环境、

社会和公司治理三大因素的具体内涵也会有所差异，以反映

该经济体的特定需求，正如 ESG发展历史所表现出来的那样。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处于现代经济体系建设过程中的市场

而言，ESG 理论、政策与实践应当充分关注我国实际。例如

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问题、董事会独立性问题、财务粉饰甚

至造假问题、从企业到投资机构的短视主义问题，等等。这

些问题与环境、社会问题一道，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质量

的关键因素，ESG 理论与实践应当对此作出回应。 

一个完整的 ESG链条涵盖了从政策到投资实践、从经济

到金融、从生产型企业到金融投资机构的多方决策，需要包

括上市或非上市公司、投资者、资产管理公司、金融中介服

务机构以及经济金融决策部门在内的各方主体取得广泛共

识，在政策和实践上形成协同效应。基金行业协会作为链条

中的一个环节，只能发挥有限作用。因此，今天的论坛特别



邀请了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中投研究院、中国证监会、人

民银行研究局、沪深交易所、生态环境部政策法规司、对外

合作中心等相关部门领导，以及来自银行、证券、基金等各

类资产管理机构的专家，从政策与实践两个角度开展交流研

讨。我们期待本次论坛能够进一步深化行业对 ESG 的理解，

推动资产管理机构更好地开展 ESG 投资。 

2017年，中国证监会与环保部签署了《关于共同开展上

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工作的合作协议》，共同推动建立和完

善上市公司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制度。2018 年，中国证监会

对《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进行修订，要求“上市公司应当贯

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弘扬优

秀企业家精神，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形成良好公司治理实践”，

同时，设单章明确“利益相关者、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要

求，确立 ESG 基本框架。2018 年 11 月，协会发布了《中国

上市公司 ESG评价体系研究报告》和《绿色投资指引（试行）》，

初步形成了上市公司 ESG 评价的理论基础和指标框架。今天

将发布二期研究成果，分别是《上市公司 ESG信息披露质量

评价报告》和《上市公司 ESG评价体系研究报告》。 

我们希望通过这两份研究来推动 ESG 信息披露的改善，

同时建立反映中国资本市场和环境社会发展诉求的 ESG指标

体系，推动资产管理机构坚持长期视角，发展专业能力，将

ESG 融入投资决策流程，优化投资组合，为投资者获得最佳



回报。我们认为，应当基于中国资本市场实践，构建出基础

性、有实质意义的 ESG价值坐标和行为基准，以及与之相配

套的 ESG 相关经济金融政策，让市场主体各方自洽，按照市

场化规律专业运作，形成核心理念一致、具体做法多元的开

放体系，让 ESG 投资在中国资本市场落地生根、发展壮大。 

我们希望，借助系统的 ESG研究、投资实践和政策改善，

着力解决我国公司治理困境和经济金融高质量发展中的部

分难题。同时，推动基金行业提升投研水平，在国内国际两

个市场中发展核心竞争力。我们愿意与市场机构、行业协会、

监管机构乃至更多的政策部门加强沟通交流，形成共识合力，

共同改善投资行为，改善企业价值增长方式，助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