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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1⽇晚8点，本次活动中DKL直播间邀请了德和衡⻢德⾥分所主任郜树松作
为主讲嘉宾，由德和衡(前海)联营律师事务所主任唐志峰律师作为主持⼈，为⼤家讲
述ESG在欧洲的披露规则。
下⾯让我们⼀同对本期活动的⼲货进⾏回顾！

主题讲解
直播开始，由德和衡(前海)联营律师事务所主任唐志峰律师对欧盟ESG进⾏简单介绍。
⾃ESG概念诞⽣以来，欧盟在该领域便属于先⾏者，截⽌当前，欧盟已⾃上⽽下建立
起了⼀套较为完善、统⼀、标准、系统的ESG监管体系，从公司治理、信息披露及可
持续产品分类等⽅⾯立法推动可持续发展。

紧接着由德和衡⻢德⾥分所主任郜树松先⽣在⻄班牙⻢德⾥延续前期话题为各位线上
观众分享ESG在欧洲的披露规则。
被⻢斯克炮轰为“魔⿁化⾝”的ESG到底是什么？
借鉴世界ESG前沿经验，成为⻛⼝下的踏浪者！

点击链接回顾前期内容
由⾸都经贸⼤学牵头起草，中国企业改⾰与发展研究会立项设计的“团体标准”，今天
正式实施，这是中国设立的⾸个ESG团体标准。从团体标准到后续的⾏业标准，再到
国家标准这样的路径已经开始起步，也意味着ESG在中国的实践也有了⼀个更好的开
端。ESG标准更多的是从欧洲向中国延伸。上期活动中，各位观众了解到在2019年12
⽉，新⼀届欧盟委员会发布《欧盟绿⾊协议》（European Green Deal），将实施“七
⼤⾏动”以实现2030可持续发展计划，最终实现2050碳中和的愿景。
在整体的制度构架⽅⾯，有三个重要的指令或者法律规则来约束欧盟区域达到这个⽬
标。
1  《可持续⾦融分类⽅案》（EU Taxonomy）
该⽅案对欧盟可持续活动的分类体系做了⼀个约定，帮助监管⽅、咨询⽅、披露⽅，
以及任何与之相关的主体提供简便的投资建议。在《可持续⾦融分类⽅案》的附件
中，欧盟委员会详细规定了13个⼤类近百个相关产业经济活动的⽓候影响筛查标准，
每个经济活动对应的披露和保护要求。
2  《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CSRD）

https://mp.weixin.qq.com/s/dvIHVsDvAJ5FfA7m4PtVWA


要求所有员⼯⼈数超过500⼈的企业对外非财务信息披露内容要覆盖ESG议题，这⼀要
求保证该指令覆盖了整个欧盟⼤约11700多家⼤企业和经济实体，包括：上市公司、
银⾏、保险公司、国家当局指定为公益实体的其他公司。
3  《⾦融业可持续性相关披露条例》（SFDR）
该条例针对⾦融服务产品的具体披露信息进⾏了明确。因为遵循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
信息披露可能会对⾦融企业产⽣影响，所以在欧盟的设计理念⾥是希望通过⾦融企业
的传导及指挥棒作⽤，让更多的实体企业参与到ESG的合规合规理念当中。随后，郜
树松主任就三个体系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详细说明。《可持续⾦融分类⽅案》的创
立，是为了推动可持续发展计划的完成，因此其内容也与环境保护息息相关。该分类
⽅案确立了六个环境⽬标，分别为：

《可持续⾦融分类⽅案》主要解决的问题即定义、约束、执⾏主体等。《企业可持续
发展报告指令》，约定了哪些主体需要来承担披露责任。《⾦融业可持续性相关披露
条例》则是指挥棒的作⽤，通过传导机制保证可推进解决可持续发展当中相关信息不
披露、不⼀致的情况。
唐志峰律师提出在⽬前所了解的情况⾥，中国实际上并没有立法要求企业必须要强制
性的披露，⽽是⾃愿性披露，那企业是基于什么样的准则去披露相关内容呢？
郜树松主任表⽰这样的法规还是有的。如2006年深圳交易所官⽅发布《上市公司社会
责任指引》，这已经是开始⿎励上市公司根据指引要求，建立社会责任制度，并主动
对社会责任进⾏披露，2016年中国⼈⺠银⾏发布了《关于构建绿⾊⾦融体系的指导意
⻅》。因此ESG三个板块下，环境领域中国其实是⾛在前列的。
在社会责任⽅⾯，随着整个经济的发展以及对企业价值定义的完善，社会责任也逐渐
成为成为社会的主流。如2020年9⽉深交所修订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作考核办
法》积极⿎励上市公司发布社会责任报告，2021年⽣态环境部印发了《环保信息依法
披露规则》，等等。
根据郜树松主任对中国ESG情况的介绍和对欧盟ESG发展现状的分享，唐志峰律师提
问道中国与欧洲相比，似乎没有对应性的法律体系建设，那中国的ESG是在⽤什么样
的逻辑在发展？
郜树松主任回答道从环保领域中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体系，中国主要是通过政府
⾃上⽽下的⽅式推动ESG发展。



活动最后，⼀位线上观众提出欧洲还是太遥远，通过直播⼜很难直观的了解到法规的
基本情况，希望专家们可以准备课件或基本的讲义进⾏讲授，后期能有ppt分享给感
兴趣的朋友们。
通过本次活动各位观众对欧洲ESG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后续DKL直播间“中欧连线2+1
——跨境直播”专栏将邀请更多欧洲伙伴对ESG热点话题进⾏更深度的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