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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是城市副中心

最鲜明的底色，

更是副中心生机勃发的最好

标志。我们围绕绿色建筑、绿

色交通、绿色产业、绿色能

源、绿色生态、绿色文化六个

方面，狠抓重点领域减污降

碳，一幅生机勃勃、蓝绿交

织、水城共融的美丽画卷正

在大运河畔徐徐展开。”在11

月1日举行的北京城市副中

心绿色发展论坛上，北京城

市副中心党工委常务副书

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通州

区委书记孟景伟介绍了副中

心绿色发展成果。

北京城市副中心亮出绿色发展“成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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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绿色发展制度
改革先行先试区

孟景伟表示，在建设国家绿

色发展示范区过程中，北京城市

副中心既要开展新城高水平绿

色低碳建设，又要探索老城深度

绿色低碳转型，副中心建设性提

出绿色发展制度改革先行先试

区、绿色技术示范应用创新区等

四个战略定位。

“我们坚持大胆探索，建立

集规划管理、开发建设、监测评

估、城市治理、动态调整于一体

的全过程管控机制，激发绿色发

展和生态保护的内生动力。”孟

景伟说，副中心努力总结了一批

行之有效、引领示范的政策制度

经验，当好绿色发展制度改革

“领头雁”“排头兵”，为北京市、

全国其他地区乃至国际社会提

供借鉴。

“我们积极探索科技创新

驱动绿色低碳发展新模式，依

托科技应用场景沙盒试点建设

集聚绿色创新要素。构建碳达

峰、碳中和相关技术在副中心

的系统化应用示范场景，推动

形成绿色、协同、高效的创新生

态系统，加快构建以市场为导

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孟景

伟介绍。

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实现“负碳”状态

近年来，城市副中心对标国

家绿色发展示范区要求，加快发

展方式绿色转型，绿色发展底色

持续擦亮。

孟景伟介绍，北京城市副中

心积极推进重点区域光伏、智慧

充电桩等零碳能源设施建设，降

低区域内综合能耗及碳排放总

量，大幅提升可再生能源利用比

例。2022年全区万元地区生产总
值能耗较 2015年下降 26%，能源
利用效率显著提升。

“我们不断加强绿色金融市

场引导，大力培育绿色金融生

态，副中心成为全国首批气候投

融资试点地区和林业碳汇试点

城市，全市首支百亿规模绿色基

础设施投资基金、首笔 CCER
（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质押贷

款落地。”孟景伟说，副中心还设

立全国首个城市级 ESG研、产、
投一体化产业创新引擎，全国领

先的 ESG 产业发展模式逐步构

构建。

在工程建设上，副中心制定

了《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工程绿

色施工指导意见》，提出贯穿于

工程项目招投标、设计、施工、竣

工验收移交、保修全过程的 72
项绿色施工措施。谋划推进一批

绿色发展标杆项目，行政办公区

内建筑全部达到绿色建筑二星

级及以上水平；运河商务区建筑

全部达到绿色星级标准；城市绿

心森林公园完成首个城市组团

级区域绿色低碳能源全覆盖，实

现了“负碳”状态。

探索开展用能权
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

孟景伟表示，未来，北京城市

副中心将贯彻落实国家“双碳”战

略，全力打造绿色发展的现代化

城市样板。构建智能舒适的绿色

建筑示范，推进实施全生命周期

绿色建造，大力推行绿色建筑标

准，新建建筑执行二星级及以上

标准，新建公共建筑执行三星级

标准，推动具备条件的既有建筑

及老旧小区改造执行二星级及以

上标准，加快推行超低能耗建筑

和近零能耗建筑，力争到 2025年
新增 100万平方米建筑。

在建设绿色交通方面，副

中心将加快推进城市轨道交通

发展，着力建设高效绿色、生态

友好的交通网络；探索设立超

低排放区，打造新能源汽车推

广示范区。力争到 2025 年，推
进公交车、出租车、环卫运输车

等城市服务车辆基本完成新能

源化，实现氢燃料电池汽车试

点示范应用。

副中心深入推进全国气候

投融资试点工作，将加快设立国

际绿色投资集团，优化利用国际

国内绿色资本。着力提升数字经

济、智能制造等产业绿色化发展

水平，推动建设一批数字技术与

绿色经济融合创新平台。在文化

旅游区、运河商务区等功能区建

设近零碳排放示范区域。

此外，副中心还将开展能耗

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试点，探

索开展用能权有偿使用和交易

试点，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余

热利用，不再新增独立燃气供热

设施，有序推进区域散小热源整

合与热泵替代。力争到“十四五”

末期，实现新建建筑可利用面积

80%安装光伏光热设备，地热能
供暖面积达 1280万平方米。

（据人民网）

今年是《ESG指引》实施的第
十年，目前香港地区上市公司

ESG信息披露也进入全新阶段。
统计显示，截至 2023年 6月 30
日，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共有

2604家，其中在联交所刊发年度
ESG报告的公司达 1930家，占比
为 74%，ESG披露率不断提升。

普华永道中国 ESG 可持续
发展披露和管理咨询合伙人胡

牡丹表示，随着联交所 ESG规则
和指引的不断发展，其管理也日

趋严格。“从披露程度看，样本企

业 ESG报告中所有《ESG指引》
议题的披露率达 50%以上，这说
明上市公司 ESG 报告披露完备
度正日益提升。”胡牡丹说。

近日，普华永道对已经刊发

2022财年 ESG报告的香港地区

上市公司，按照恒生行业分类系

统的 12个一级行业分类，从各
行业抽取共 300 家香港地区上
市公司，对其披露的 ESG报告展
开深入研究。

根据调研结果，上市公司对

ESG相关事宜的监管、ESG管治
方针及策略、按 ESG相关目标检
讨进度等议题的披露率都呈快

速增长趋势，这显示出上市公司

ESG 披露已超越合规的基本要
求，正在向更高目标迈进。

记者了解到，2023 年 4 月，
联交所曾发布《优化环境、社会

及管治框架下的气候相关信息

披露》咨询文件，以推动上市公

司就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

（ISSB）气候准则作为基础的气候
相关披露要求做好准备。

这份文件建议强制所有发

行人在其 ESG 报告中披露与气
候相关的信息，以及推出参考

ISSB 气候相关披露准则的新气
候相关信息披露要求，并拟将作

为香港上市规则附录 27的 D部
分引入上市规则。

这一要求也为 ISSB 可持续
准则的实施做了提前铺垫。

6月 26日，国际可持续准则
理事会（ISSB）正式发布首批全球
可持续披露准则，《国际财务报

告可持续披露准则第 1号（IFRS
S1）———可持续相关财务信息披

露一般要求》及《国际财务报告

可持续披露准则第 2 号（IFRS
S2）———气候相关披露》。根据规

定，这两项准则将于 2024年 1月
1日正式生效。

在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变化

成为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背景

下，联交所发布的咨询文件也具

有较强的前瞻意义。“联交所建

议的气候相关信息披露规定涵

盖管治、策略、风险管理、指标和

目标四大核心支柱，并详细列出

气候披露要求，这对 ISSB可持续
准则的实施具有积极的推动作

用。”一位长期关注 ESG话题的
资本市场人士坦言。

根据普华永道的调研，目前

对于联交所现行 ESG 相关指引
所涉及的温室气体范围 1、范围
2排放量等气候相关指标，多数
样本企业已在报告中开展披露。

调研结果显示，样本企业

中，99%的企业披露了范围 1和 2
的排放信息，25%的企业披露了
范围 3排放信息。

具体来看，范围 1是直接温
室气体排放，包括生产电力、热

力或蒸汽、物理或化学工艺等；

范围 2 是电力产生的间接温室
气体排放，主要是企业所消耗的

外购电力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目前范围 1和 2属于强制披露，
范围 3是选择性披露，但从政策
完善程度看，提高范围 3的披露

率也将成为一种趋势。

以气候相关披露中的指标

及目标为例，此次咨询文件新增

了气候相关指标及目标的披露

要求，其中包括温室气体排放

量、风险与机遇、薪酬政策等内

容，这将帮助投资者评估公司的

碳足迹，以及其所面临的气候相

关风险及潜在财务脆弱性。

胡牡丹介绍，咨询文件与现

行联交所《ESG报告指引》相比，
增加了范围 3排放信息的披露要
求，这对上市公司全价值链温室

气体排放管理提出了更高标准。

“我们建议上市公司要准确、完整

梳理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来源与场

景，并按照责任边界对范围 1、范
围 2和范围 3进行披露。可以预
见，随着包括气候相关信息披露

在内的 ESG指引的日益完善，上
市公司 ESG 披露和管理也将不
断提升，未来更高质量的 ESG及
气候相关信息披露值得期待。”胡

牡丹说。 （据《中国经营报》）

港股公司 ESG信息披露率达 74%

绿色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发展最鲜明底色

自2013年推出《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以下简称

《ESG指引》）以来，香港联交所不断完善ESG框架和

细则，以促进上市公司在ESG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进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