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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前言

转眼一年，ESG的发展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国内外ESG投资规模都有了显著增长。国际上从两年前的30万亿美元增长到35
万亿美元；在国内，狭义口径的ESG投资，即泛ESG公募基金规模，从去年的2000多亿人民币增长到5000多亿人民币；广义
口径的ESG投资，如银行绿色信贷余额，也从去年12万亿人民币增长到14万亿人民币。ESG增长趋势是确定的。

资产所有者支持ESG的信号也逐步清晰。去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会在选聘境外委托管理机构时已提出对ESG的要求；今
年，中投公司发布《可持续投资政策》，明确了投资管理中应遵循的原则。最近，据媒体报道，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制定保险资
金的ESG投资指引。个人投资者也对ESG有了更多关注，今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听说过且了解（责任投资）”的个人投资者
有17%，较去年提高了6%。

毋庸置疑，市场对ESG投资的需求在实实在在地增长，站在供给一侧的资管行业自然也能感受到这般增长，开始采取更积
极的应对措施。产品数量的快速增长可以说明这一点。根据今年的统计数据，泛ESG指数有66只，较去年增长11只；泛ESG
公募基金产品数量增至344只，同比实现指数级飞跃。这些数据令人鼓舞，表明资管行业更加重视ESG，也更加愿意开发
ESG主题的投资产品。

但资管行业也要认识到，市场是个动态过程。以前，ESG产品屈指可数，资管只要推出ESG产品就是领先者；如今，ESG产品
遍地开花，资管单凭一只ESG产品是很难屹立潮头的。这就对资管的ESG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应这一趋势，今年我们
在报告中增加了对金融机构责任投资实践的评估，选取了治理结构与高管层职责、ESG风险管理流程及工具等10个指标。
从评估结果看，在137家公募基金公司，140家证券公司和30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中，领先和进阶者为少数，行动和起步者
有一些，但还有一半的资管机构连一个指标都未能得分。

这个数据符合我们对市场现状的判断。确实如此，尽管ESG投资发展很快、市场上在谈论ESG的资管机构也不少，但仍有不
少资管机构仅停留在了解、认识阶段，还没开始产品研发、制度建设，更谈不上主动对外的信息披露。当然，从乐观角度看，
这也意味着，中国市场还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如果资管机构迈过了解和认识的阶段，采取行动、逐步进阶，我们将会看到多
得多的ESG创新产品、大得多的ESG投资规模。

放眼全球，市场对资管ESG能力的预期也随着ESG投资增长而“水涨船高”。成熟市场已经开始重视资管机构的内部治理，
要求资管机构披露如何在投资中整合ESG，以防漂绿。欧盟《可持续金融披露条例（SFDR）》即是这一趋势的政策典型。这
对资管机构ESG能力提出了更进一步的要求，现时处在领先位置的资管机构，有必要紧跟步伐。

总之，ESG大潮已现，未来可期。国内资管机构应快速提升ESG能力，迎接ESG浪潮。

提升资管ESG能力，迎接ESG投资浪潮

郭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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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自2020年9月中国做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宏伟目标之后，“双碳目
标”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工作开展的重要纲领。中国资本市场的责任投资开始加速发展，新的责任投资产品数量呈现
指数型上升，ESG、责任投资和气候风险与机遇管理等理念开始为市场所熟知，并得到主流认可。

《中国责任投资年度报告2021》根据公开信息梳理了中国责任投资发展现状及规模。根据整理，我国可统计绿色信贷余额
14.78万亿元人民币，泛ESG公募证券基金规模5,492.42亿元人民币，绿色债券发行总量16,500亿元人民币，可持续发展挂
钩债券1发行总量311亿元人民币，社会债券发行总量9,766.68亿元人民币，可持续理财产品规模约1,368亿元人民币，ESG
私募股权基金规模约为2,000亿元人民币2，绿色产业基金规模约1,176.61亿元人民币。

本报告总结了国际责任投资发展趋势，回顾了近年中国责任投资政策进展，金融机构的责任投资实践，梳理了已有的考虑
了ESG因素的股票指数、公募基金产品，分享了个人投资者对责任投资的态度调查结果。

中国主要责任投资类型

绿色信贷
14.78万亿元

t

可持续证券投资 可持续股权投资

可持续证券
投资基金

ESG公募基金
5,492.42亿元

可持续理财产品
约1,368亿元

ESG私募证券基金

绿色债券
16,500亿元

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
311亿元

可持续债券 ESG私募股权基金
约2,000亿元

绿色产业基金
约1,176.61亿元

社会债券
9,766.68亿元

注：各类型数据统计口径不完全相同，详情请见附录1。

1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于2021年4月创新推出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通过债券结构设计，在为企业提供
资金支持的同时，锁定发行人公司整体的减排目标或主营业务的减排效果，敦促企业有计划、有目标的实现可持续发展，助推经济可持续
发展。
2  海南省绿色金融研究院, 中国绿色产业基金发展现状分析,2021年6月22日，http://m.thepaper.cn/baijiahao_13263114



“双碳目标”引领国内政策发展，具体行动方案引导金融资源向低碳转型配置。全国碳市场正式启动。

金融机构的ESG信息披露成为政策和市场的关注重点，尤其是环境和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强制性信息披露成为趋势。

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推出更新版，统一了中国绿色债券市场标准，向着与国际标准接轨的方向更近了一步。碳中和债
券、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社会责任债券被引入市场。

主要发现

责任投资政策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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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中国个人投资者开展责任投资的主要驱动力为价值观因素，相比之前，降低投资风险的驱动力占比逐步下降。

目前个人投资者开展责任投资面临的核心挑战依然是缺乏ESG信息渠道、对责任投资了解不多和缺乏ESG绩效判断标
准。

投资者的责任投资意识

·

·

国内公募基金、证券公司和保险资管公司都已在不同程度上进行责任投资的具体实践，部分头部公司已经达到业内最佳
实践水平。但是金融机构在气候风险与机遇管理方面还停留在初级阶段。

截至2021年10月底，在沪深交易所发布的总计66只A股泛ESG指数，在收益和波动方面有良好表现。

截至2021年10月底，国内共有19家公募基金管理人签署负责任投资原则（PRI），可统计的泛ESG公募基金产品数量达到
344只。其中股票型和混合型泛ESG基金的规模约占市场所有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的6.27%，2021年泛ESG基金规
模呈现指数级增长。

责任投资市场动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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