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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期 · 2025 年 3月 24日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25 年年会 

“全面释放发展动能 共促全球经济稳定增长” 

 

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助力可持续发展专题研讨会 

（小组讨论一）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

展高层论坛2025年年会，于2025年3月23-24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

行。3月24日下午举行了“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助力可持续

发展专题研讨会”，其中，“小组讨论一”环节的发言嘉宾为中国华

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温枢刚，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侯启军，安博联合创始人、董事长、首席执行官何慕德。本场会议由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顺喜主持。 

ESG作为引导企业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新兴理念和评价标准，

与可持续发展进程一样，近年来既取得了许多新的积极进展，也面临

不少新的变化和挑战。 

温枢刚认为，中国积极推进的ESG理念符合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从中国推动ESG实践看，2024年中国企业

ESG的信息披露率整体提升至60%，其中国有企业或中央企业控股的上

市公司ESG的披露率超过99%。中国风力发电装机和光伏发电装机已经

超过14亿千瓦，历史性地超过煤电总装机，提前6年完成中国对外承

诺的目标。 

他说，作为ESG的企业主体，中国华能将ESG有机融入公司发展。

一是以绿色转型引领行业变革。中国华能的发电装机已经达到2.74亿

千瓦，低碳清洁能源占比超过50%。二是以科技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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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站由华能进行商业运营。三是以民生工程共促和

谐发展。华能始终践行“建设一座电站，带动一方经济，保护一方环

境，造福一方百姓，共建一方和谐”的理念进行项目投资。四是以深

化改革完善现代企业治理。温枢刚建议，要加快ESG评价体系建设，

积极构建良好ESG生态，持续提升ESG发展绩效，不断提升ESG治理水

平，共促可持续发展。 

侯启军表示，当前ESG作为一种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的发展理

念，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世界各国政府、国际组织

和企业都在期待一个更加成熟且有影响力的ESG框架和全球性的一致

行动。而ESG从理念到行动的转换过程还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

国际标准壁垒尚未突破，全球性技术合作共享需要进一步深化，国内

ESG评价标准缺乏统一规范。 

展望未来，侯启军认为ESG发展将呈现政策驱动作用进一步强化、

社会公平议题更加凸显、评价体系标准化、资本加速向负责任企业流

动、AI和大数据技术赋能、提高管理透明度等一系列新趋势，需要世

界各国政府和企业将ESG理念深度融入战略与管理，以技术创新破解

数据难题，以跨国协作应对标准分歧。 

为更好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各方共同实现可持续发展，侯启军

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强化ESG标准互联互通，助力企业绿色转型发展。

二是深化能源领域技术创新合作，共促绿色低碳技术突破应用。三是

优化完善国内ESG体系，夯实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基础。构建包括

权力、执行、监管、研发机构四位一体的ESG组织体系，形成各司其

职、相互促进的治理格局，制定国内统一的ESG标准体系，接轨国际、

适配国情，更好地为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践行ESG理念提供清晰的指引。 

何慕德表示，企业需要在包括环境领域在内的很多领域发挥作用。

他从企业家的视角分享了安博的ESG探索经验，包括四个方面。一是

地产企业可以利用屋顶资源，开发太阳能资源，成为可再生能源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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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商。二是科学制定计划，设定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目标，监测建筑

物的碳排放，并定期发布报告。三是加强技术创新，通过发行绿色债

券等方式，加大对技术创新的资金投入，开展可再生和可持续材料的

研发。四是关注技术创新前沿，通过风险投资（VC）等方式资助初创

公司或其他发展阶段的公司，支持其转型发展。 

对于未来ESG的发展，何慕德认为，企业发展的动力源于客户的

需求，企业应该思虑长远，而监管也应该更加完善，引导企业做正确

的事情。他倡议，未来充满发展机遇，要将“零碳”理念融入各项社

会活动中。  

 

（中国发展出版社 撰稿：马超 吴振东 徐静；审稿：杨良敏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审校：何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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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信息--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

自 2000 年首次举办以来，论坛坚持“与世界对话，谋共同发展”的宗旨，形成

了专业化、高层次的鲜明特色，已成为中国政府高层、全球商界领袖、国际组织

和中外学者之间重要的交流对话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