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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设置好转型路径和阶段目标，

把握好转型节奏

➢ COP28《阿联酋共识》

气候共识达成

转型之路势在必行

➢ 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

“沸腾时代”来临，气候适应刻不容缓

气候议题正在从问题导向转为发展导向

企业转型道路曲折，但方向明确

以公正、有序、公平的方式，在能源系统中转型摆脱化石燃料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

趋势一



TNFD发布了
披露框架建议

2023年
9月

2023年
12月

2024年
1月

EFRAG和TNFD
签署合作协议

首批采用TNFD框架
的企业名单将公布

➢ 2023年TNFD进展迅速

建议：

提升对自然议题的认识，

强化自然相关信息披露

TNFD崭露锋芒

经济生态价值协同

趋势二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特征之一

正确处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



建议：

运用数字化工具，将技术和数据

整合到供应链的上下游管理，

提升信息透明度、优化决策效率，

有效应对风险

趋势三

➢ 供应链挑战升级

气候变化和自然相关议题嵌入供应链管理

提高供应链的透明度和可溯源性，数字化是关键

地缘政治:武装冲突

气候风险:山火、暴雨、极端高温和寒潮

国际间立法:欧盟《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指令》

供应链挑战升级

数字化成突围关键



建议：

在准备期内通过对标新规，

完成企业内部摸底和诊断，

为高质量信息披露打下扎实基础

ISSB快速迈进

信息披露踏入深水区

趋势四

➢ ISSB快速迈进

全球可持续信披标准正在经历从自愿走向强制的关键拐点

2024年将是关键准备年

ISSB发布IFRS S1
和IFRS S2

6月

7月

11月

• TCFD监督职责将于2024年起移
交至ISSB；

• EFRAG和ISSB确认气候相关披
露要求高度一致

GRI与IFRS合作成立
可持续发展创新实验室

12月

IFRS宣布
启动知识中心



建议：

关注中国可持续信披标准进展，

承担好企业信披责任；

持续参与乡村振兴、应急救灾、

生态保护等活动，

落实企业社会责任工作

监管多点发力

ESG推动高质量发展

趋势五

➢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 新《公司法》

ESG为企业贯彻高质量发展理念提供切实可行的抓手

中国特色ESG体系建立，有助于企业全面理解高质量发展内涵

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

国家鼓励公司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公布社会责任报告



建议：

从可持续发展的全局视角，

加强员工赋能培训，

开发和应用负责任AI，

有效管理AI应用风险

新质生产力引领

AI助推可持续科技

趋势六

➢ 习近平总书记论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将创新引领至新战略高度

AI正在成为基础研究、医疗健康、文化创意、生态治理等

领域的创新引擎，孕育可持续新商机

• 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

新质生产力

• 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

• 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

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



建议：

持续完善产品标识，

丰富产品类别，

为消费者提供更有性价比

的可持续产品

标准逐步完善

可持续消费趋理性

趋势七

➢ 低碳标准体系逐步完善

商道咨询《2023中国可持续消费报告》

消费者不仅希望低碳产品认证体系和标识标签更完善，更易于

辨识和辅助选购，还希望未来的资源循环体系更健全，低碳产

品的溢价水平持续降低，最终与市场同类产品价格保持一致，

以及有越来越多的低碳产品和服务选择。

• 国家发改委《关于加快建立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的意见》

•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14068-1》



建议：

做好长期战略规划，分阶段，

分目标持续参与乡村振兴；

通过共创共享的创新方式，

发掘乡村特色价值，培育

乡村内生动力

乡村多元发展

内生动力待加强

趋势八

➢ 202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乡村振兴是一项长期任务

单纯依赖外力引导的振兴模式

不仅会千篇一律、缺乏特色，且不具备发展的持续性

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为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学习运

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循序渐进、久久为功，集

中力量抓好办成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



对从业者建议：

保持对学习的热忱，

运用创新思维，

链接不同部门，

为企业创造价值

人才需求飙涨

复合型学习型人才走俏

趋势九
职业发展空间广阔，但是路径需要摸索

需要具备快速学习的能力以及跨学科的视野

思盟《2023「CSO首席可持续发展官」企业经理人调研报告》

在内部建立可持续发展管理架构以及将企业主营业务与可持续

发展战略结合是经理人推动项目的最主要方式。

相较于2022年，“熟悉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理论与实践” “熟

悉企业战略、主业”“跨部门沟通能力”依旧是可持续发展经

理人最为重视的能力，并且受到关注的程度相比往年更高。



建议：

在借助评级提升企业ESG信披质量和

管理水平的同时；

将外在标准转化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

内在助力，协同业务发展，突破发展

困境，创造共享价值

ESG进入下半场

超越评级回归战略

趋势十

➢ 2023年ESG发展经历考验

经历早期的野蛮生长，ESG将逐步迈向成熟，

探索理论与实践更好地结合

评级是重要的检验工具，

但不是唯一的工具，也不是最终的答案

• 欧洲立法趋严ESG投资放缓

• 美国党派之争反ESG浪潮凶猛

• 中国ESG理念得到空前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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