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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环境、社会和治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ＥＳＧ）是指从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三个维度来评估企业经营的

可持续性与对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 随着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的理念逐渐成为共识，ＥＳＧ 也成为实践和研究的热点。 ＥＳＧ
关注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但当前 ＥＳＧ 研究与生态环境科学的结合明显不足。 简要回顾了中国的 ＥＳＧ 实践，并将其自 ２００５ 年起

分为起步阶段（２００５—２００９ 年）、发展阶段（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年）和全面深化阶段（２０１８ 年至今）。 通过对主流的 ＥＳＧ 评价指标体系

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二者高度相符，表明 ＥＳＧ 与生态环境科学联系密切。 再根据国内外 ＥＳＧ 研究

文献分析，发现现有研究多围绕上市公司和金融机构展开，研究者主要来自金融、经济、社会、管理乃至商务等领域，当前 ＥＳＧ
研究与生态环境科学存在脱节，总体上与生态环境科学的结合还有待发展和深入。 在此基础上，文章指出应尽快推进 ＥＳＧ 研

究与生态环境科学的结合，并对未来如何开展相关实践与研究进行了展望，以期为生态环境领域学者开展 ＥＳＧ 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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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ｗｏｒｔｈ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ａ ｍａｊｏｒ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ｉｓ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ＥＳ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ｃ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ｅｐ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ＳＧ． Ｏｎ ｔｈｉｓ ｂａｓｉ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ｎ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ｏｎ ｈｏｗ ｔｏ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ｅｃ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ｔｏ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ＥＳ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 ＥＳＧ）；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企业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载体，推动企业经营的可

持续发展科学评估体系与实践是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环境、社会和治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ＥＳＧ）是指从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三个维度或要素来评估企业经营的可持续性与对

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１—４］。 ＥＳＧ 投资的理念最早可以追溯到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起源于宗教教会投资的伦理道

德投资，正式的 ＥＳＧ 概念由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ｐａｃｔ， ＵＮＧＣ）在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首次

提出［１］。 ２００６ 年，联合国发布了负责任投资原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ｆｏ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ＰＲＩ）框架，提出将

ＥＳＧ 投资理念纳入到政策和实践中，以降低风险、提高投资收益并创造长期价值，最终实现高效并具有可持续

性的全球金融体系［５—８］。 ＥＳＧ 理念强调企业在考虑财务表现的同时，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履行社会责任、提高

治理水平，从而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９—１０］。 ＥＳＧ 是提倡责任投资和弘扬可持续发展的投资方法论，自
提出起逐渐受到各国政府和监管部门的重视，ＥＳＧ 投资也逐渐得到主流资产管理机构的青睐，从欧美走向了

全球。 当前，ＥＳＧ 理念在实践应用过程中形成了 ＥＳＧ 体系，可持续发展理论是支撑 ＥＳＧ 体系的主要理论支

柱［９—１０］；此外，学者基于不同的视角，认为经济外部性理论和企业社会责任理论［９］、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委托代

理理论［１０］也是 ＥＳＧ 体系的理论基础。 ＥＳＧ 体系包括三大关键环节，即 ＥＳＧ 信息披露、ＥＳＧ 评价、ＥＳＧ 投

资［１０］。 企业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强制或自愿披露信息；评级机构对企业披露的 ＥＳＧ 信息进行评价评级；最后

ＥＳＧ 投资者将评价情况纳入其投资决策过程中，对 ＥＳＧ 评级良好的公司予以特别的关注。
与 ＥＳＧ 相关但更早一些的一个概念是企业社会责任（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ＣＳＲ）。 ＣＳＲ 是指企

业在自愿的基础上，把社会和环境的影响整合到企业运营以及与利益相关方的互动过程中［１１—１３］。 ＣＳＲ 要求

企业必须超越把利润作为唯一目标的传统理念，强调要在生产过程中对人的价值的关注，强调对消费者、环
境、社会的贡献。 ＣＳＲ 思想的起点可以追溯到 １８ 世纪亚当·斯密（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的“看不见的手”。 至 ２０ 世

纪 ８０ 年代，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开始在欧美发达国家逐渐兴起，由此导致消费者的关注点由单一的产品质量，

５７７８　 １９ 期 　 　 　 邓红兵　 等：推进环境、社会和治理与生态环境科学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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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关心产品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和劳动保障等多个方面，同时很多欧美跨国公司纷纷制定对社会作出必要

承诺的责任守则（包括社会责任），或通过环境、职业健康、社会责任认证应对不同利益团体的需要。 １９９７ 年

问世的 ＳＡ８０００（Ｓｏｃｉ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８０００）即社会责任标准受到了公众极大的关注；ＳＡ８０００ 是全球首个道德

规范国际标准，适用于世界各地、任何行业、以及不同规模的公司，其宗旨是确保供应商所供应的产品都符合

社会责任标准的要求。 ＳＡ８０００ 认为管理与社会责任相结合的需求日益增大，同时一个对社会负责任的企业，
可以在商业经营中获益。 未来若 ＳＡ８０００ 转化为 ＩＳＯ 标准，通过 ＳＡ８０００ 认证将成为国际市场竞争中的又一

重要武器。 一些学者对 ＣＳＲ 与 ＥＳＧ 的联系与异同进行了辨析［１１， １４—１５］。 从根本上讲，ＣＳＲ 概念起源于上世纪

３０ 年代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后来被更具体的利益相关者理论深化，关注的是“利他”；ＥＳＧ 概念则起源于可

持续发展理论，关注的是“共赢” ［１４］。
总之，随着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的理念逐渐成为当今世界的共识，ＥＳＧ 也备受关注，成为科学研究和投

资实践的热点。 ＥＳＧ 是未来世界重要的发展战略内容，因其改变了对企业、投资以及经济活动的评价标准，有
可能颠覆未来的商业模式。 虽然当前 ＥＳＧ 更多是作为评价标准和投资参考，但未来 ＥＳＧ 很容易被用作贸易

和投资的壁垒。 因此各国都在大力推进相关实践和研究，重点在建立 ＥＳＧ 实践的相关机制、建设 ＥＳＧ 投资基

础设施、统一 ＥＳＧ 信息披露规则、构建接轨国际的评价体系并争取相关话语权。
国内一些学者［１，５，８，１０—１１，１６—１９］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和分析，从 ＥＳＧ 的内涵、理论基础、测量方法以及与

有关 ＥＳＧ 行为的信息披露和 ＥＳＧ 投资等方面进行了很好的总结与评述，并指出已有研究存在 ＥＳＧ 内涵不明

确、ＥＳＧ 测量方法或指标体系未达成统一、ＥＳＧ 相关研究深度与广度不够等问题；这些对于未来在中国深入

开展 ＥＳＧ 研究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 与此同时，ＥＳＧ 关注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但当前 ＥＳＧ 研究与生态环境科

学的结合明显不足。 因此，本文在简要回顾中国 ＥＳＧ 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对国内外主流 ＥＳＧ 评价指标与联合

国可持续发展目标（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ｓ， ＳＤＧｓ）的关系进行分析来说明 ＥＳＧ 与生态环境科学的密

切联系，通过对国内外 ＥＳＧ 研究文献的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分析来说明当前 ＥＳＧ 研究与生态环境科学研究存在脱节；
在此基础上，文章指出应尽快推进 ＥＳＧ 研究与生态环境科学的结合，并对未来开展相关实践和研究进行了展

望，以期为生态环境领域学者开展 ＥＳＧ 研究提供参考。

１　 中国 ＥＳＧ 实践

虽然 ＥＳＧ 的概念是 ２００４ 年被正式提出的，但由于其包含环境、社会以及治理三个维度，实际上中国在

２００５ 年前后就出台了相关政策法规来规范和引导企业在 ＥＳＧ 某个维度上的行为，所以可认为 ２００５ 年是中国

开展 ＥＳＧ 实践的起点。 与国外主要依靠市场发挥主导作用不同，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和 ＥＳＧ 实践中发挥着

主导作用［２０—２１］。 基于重要政策颁布的时间节点和实施情况［６， ２２］，本文将中国 ＥＳＧ 实践分为三个阶段。
１．１　 起步阶段：２００５—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中国证监会发布了《上市公司与投资者关系工作指引》（证监公司字〔２００５〕５２ 号），明确投

资者关系工作的目的、内容和方式、组织和实施［６］。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

境保护的决定》（国发〔２００５〕３９ 号），要求企业应当公开环境信息；同年《公司法》修订，列明公司在业务过程

中必须承担社会责任。 这些均为中国开展 ＥＳＧ 实践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此期间，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对企业 ＥＳＧ 实践、信息披露和评价做出具体要求。 这些规定从内容

上看，多侧重于公司治理、环境或社会责任的单一维度；从强制力来看，多为引导性的政策或规范式，或者仅对

特定行业类型企业如重污染企业做出了强制要求［６］。
１．２　 发展阶段：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审计署、原中国银监会和原中国保监会联合发布《企业内部控制应用

指引第 ４ 号—社会责任》，指出企业在经营发展过程中应当履行的社会职责和义务［６］。 ９ 月，原环境保护部发

布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征求意见稿）》首次将突发环境事件纳入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范围，并

６７７８ 　 生　 态　 学　 报　 　 　 ４４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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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附录中列示了上市公司年度环境报告编写参考提纲［６］。 这两份文件虽然还是侧重 ＥＳＧ 的单一维度，但其

内容更加明确和具有指导性，从此中国的 ＥＳＧ 实践得到充分发展。
在此期间，中国 ＥＳＧ 发展的标志性事件是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在北京发布了《中国石化

页岩气开发环境、社会、治理报告》，这是公开资料可以查到的中国首个同时关注环境、社会、治理的专题报

告。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要求资本市场建立上市公司环保信

息强制性披露机制。 同年，原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了《社会责任指南》《社会责任报告

编写指南》《社会责任绩效分类指引》等标准体系，意味着社会责任的实践由起步阶段步入实质阶段［６］。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国务院国资委发布《关于国有企业更好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要求建立健全社会责任报告制

度，加强社会责任日常信息披露。
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十八届五中全会确立了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党的十九大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 随着一系列新理念、新战略的提出，生态文明战略地位得到显著提升，
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此背景下，强调保护生态环境、承担社会

责任、改善企业治理的 ＥＳＧ 理念得到普遍认可，ＥＳＧ 实践有条件得以快速发展。
１．３　 全面深化阶段：２０１８ 年至今

２０１８ 年是中国 ＥＳＧ 发展历程中重要的一年。 这一年，中国证监会正式发布修订后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２０１８ 修订）》，确立了 ＥＳＧ 信息披露的基本框架；上交所制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环境、社会和公司治

理信息披露指引》，深交所起草《ＥＳＧ 信息披露指引》，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绿色投资指引（试
行）》，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中国上市公司 ＥＳＧ 评价体系研究报告》。 这些都明确要求企业从 ＥＳＧ
的三个维度综合推行相关经营活动与实践，极大促进了企业 ＥＳＧ 投资与实践的全面深化。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国资

委发布《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工作方案》，推动央企控股上市公司 ＥＳＧ 专业治理能力、风险管理能力不

断提高，推动更多央企控股上市公司披露 ＥＳＧ 专项报告，力争到 ２０２３ 年相关专项报告披露全覆盖［２０］。
进入 ２０２４ 年，顶层设计不断发力，ＥＳＧ 重大政策相继出台。 １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

中国建设的意见》发布，其中“健全美丽中国建设保障体系”中明确提及“深化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探
索开展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评价”。 ２ 月，上交所、深交所和北交所发布《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可持续

发展报告（试行）（征求意见稿）》，明确要求相关上市公司应当按照指引及相关规定披露《上市公司可持续发

展报告》或《上市公司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报告》，并给出具体信息披露框架以及从 ＥＳＧ 三个维度进行信息

披露所涉及的具体内容。 ３ 月，上海与北京先后发布《加快提升本市涉外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ＥＳＧ）能力三

年行动方案（２０２４—２０２６ 年）》和《北京市促进环境社会治理（ＥＳＧ）体系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征求意见

稿）》，对激发企业可持续发展内生动力、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 据 ３ 月 ２６ 日证券日报消息，国务

院国资委即将发布《关于新时代中央企业高标准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以推进中央企业 ＥＳＧ 建设［２３］。
随着顶层设计方面力度的加大，必然会有效引导与推动企业及全社会的积极参与，提升企业在 ＥＳＧ 信息披露

及评价方面的水平，激励 ＥＳＧ 市场与投资的活跃，从而全面深化中国的 ＥＳＧ 实践。

２　 ＥＳＧ 评价指标与 ＳＤＧ 关系分析

ＥＳＧ 评价结果是对企业 ＥＳＧ 实践的全面反映，不仅关乎企业的声誉，也是投资者进行决策的重要参考。
ＥＳＧ 评价所需资料与数据主要来自企业信息披露报告，同样关注环境、社会和治理三个方面。 在环境方面，
ＥＳＧ 评价主要关注企业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具体考量碳排放、能源消耗、资源利用、废弃物排放、生
物多样性保护等内容。 在社会方面，ＥＳＧ 评价主要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劳动关系，具体包括员工福利、安全

生产、多元化与包容性、创新驱动与供应链管理、社区关系。 在治理方面，ＥＳＧ 评价主要关注企业的公司治理

结构和风险管理能力，如可持续发展相关治理机制、防范商业贿赂与不正当竞争、风险管理、信息披露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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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政策指定与实施细则等。 开展 ＥＳＧ 评价体系建设有利于增强国家的软实力，有利于增强国资、央企走

出去的话语权，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所以中国的 ＥＳＧ 评级及其指标体系构建近年来得到了较大的

发展。
选取国内、外各五家评级机构的 ＥＳＧ 评价指标体系（表 １），由于不同指标体系构成的层级不同，且大部

分指标体系最低层级的独立指标或数据点数量较多，因此这里主要选取独立指标或数据点上一级指标进行分

析，重点关注其与生态环境及 ＳＤＧｓ 的关系。

表 １　 不同 ＥＳＧ 评价指标体系中环境指标占比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ＳＧ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ｓ

国外机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Ｅ 指标占比 ／ ％
Ｅ ｉｎｄｅｘ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国内机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Ｅ 指标占比 ／ ％
Ｅ ｉｎｄｅｘ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明晟 Ｍｏｒｇａｎ ｓｔａｎｌｅｙ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ＳＣＩ） ３６．１ 华证 ２６．９
路孚特 Ｒｅｆｉｎｉｔｉｖ ４０．０ 万得 ３３．３
穆迪 Ｍｏｏｄｙ′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２５．９ 商道融绿 ２３．１
世界银行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ｇｒｏｕｐ ２９．４ 社投盟 １８．２
惠誉国际 Ｆｉｔｃｈ ｒａｔｉｎｇｓ ３５．７ 中财绿金院 ４２．３

　 　 ＥＳＧ： 环境、社会和治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在国内外的 １０ 家机构中，共提取了 ３２４ 个 ＥＳＧ 指标，其中包含 １０３ 个环境指标（Ｅ 指标），环境指标在总

共 ３２４ 个 ＥＳＧ 指标中的占比为 ３１．８％。 不同机构在环境方面的评价指标数量和占比相差较大（表 １），表明

ＥＳＧ 评价指标体系关注的重点虽然大同小异，但在具体指标选取、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度以及评价方法上存在

一定差异。 １０３ 个 Ｅ 指标中与 ＳＤＧｓ 相关的指标占 ８１．６％，表明 ＥＳＧ 对于生态环境的关注与全球可持续发展

目标高度相符，ＥＳＧ 实践可以促进 ＳＤＧｓ 的实现。
将 ３２４ 个 ＥＳＧ 指标与 ＳＤＧ 各目标对应，发现 ＳＤＧ１２、ＳＤＧ８、ＳＤＧ１３、ＳＤＧ６ 出现频数较高，这表明 ＥＳＧ 评

价更关注企业在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模式、经济增长和保障就业、应对气候变化以及清洁饮用水与环卫设施方

面的表现。 在 Ｅ 指标方面，ＳＤＧ１２、ＳＤＧ１３、ＳＤＧ６ 和 ＳＤＧ７ 是较常被提及的目标，即更多关注可持续消费和生

产模式、应对气候变化、清洁饮用水与环卫设施以及清洁能源（图 １）。

图 １　 与 ＥＳＧ 指标相关的各 ＳＤＧ 频数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ＳＤＧ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ＥＳＧ ｉｎｄｅｘ

Ｅ：环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社会，ｓｏｃｉａｌ；Ｇ：治理，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ＳＤＧｓ：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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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从 １０３ 个 Ｅ 指标中，统计其所涉及关键词的出现频次（表 ２），发现频次最高的几个关键词都是当

前生态环境领域关注的重点或热点，分别为绿色、水、排放、废物 ／废弃物和能源。 其中“绿色”包括绿色建筑、
绿色金融、绿色收入、绿色生产等；“水 ／水资源”涵盖水资源管理、水污染治理等生态议题。 此外，“废物 ／废弃

物”主要包括其管理、减排与利用；“能源”又通常与可再生能源、节能减排、气候、碳等问题相关。 可以认为，
水资源、污废排放、碳减排与气候变化是构成未来绿色发展的三大关注重点。

表 ２　 Ｅ 指标中主要关键词出现频次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ｎ Ｅ ｉｎｄｅｘ

出现最多的关键词
Ｍｏｓｔ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出现频数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ｎｕｍｂｅｒ）

出现最多的关键词
Ｍｏｓｔ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出现频数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ｎｕｍｂｅｒ）

绿色 Ｇｒｅｅｎ １６ 环境管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６

水 ／ 水资源 Ｗａｔｅｒ ／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１２ 污染 Ｐｏｌｌｕｔｅ ６

排放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９ 减排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６

废物 ／ 废弃物 Ｗａｓｔｅ ／ ｗａｓｔｅ ８ 碳 Ｃａｒｂｏｎ ６

能源 Ｅｎｅｒｇｙ ８ 气候 Ｃｌｉｍａｔｅ ５

由此可见，ＥＳＧ 与可持续发展及生态环境科学密切相关。 生态环境科学研究可为 ＥＳＧ 实践提供科学基

础和技术支撑，ＥＳＧ 也为生态环境科学与社会、管理、经济等学科的交叉提供了着力点。 未来随着 ＥＳＧ 实践

的进一步发展，对于与 ＥＳＧ 相关的科学数据，特别是与碳和生物多样性相关数据的获取与处理必然会有更高

的要求，这也要求 ＥＳＧ 与生态环境科学的深度结合，为实现 ＳＤＧｓ 做出贡献。

３　 ＥＳＧ 研究的文献分析

已有一些文献对于 ＥＳＧ 当前研究进展进行了很好的分析和总结［１，５，８， １０—１１，１４—１７］。 为了更好地表达本文

的主题，我们也对与 ＥＳＧ 相关的国内外文献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分别进行了分析［２４］。 因有其他学者相关文献

珠玉在前，本文只给出一些主要分析结果。
３．１　 外文文献分析

外文文献来源于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ＯＳ）核心合集数据库，检索主题词包括环境、社会和治理（ＥＳＧ）、ＥＳＧ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企业社会责任（ＣＳＲ），检索时间段为 ２０００⁃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２３⁃６⁃３０。 手动剔除与主题无关的论文、会议、
报告等无效结果后，最终筛选出有效样本文献 ７０８ 篇。

从发文量来看，２０１４ 年以前，每年的发文量较少，２０１５ 年之后，发文量持续增长，发文量的变化明显受

ＥＳＧ 实践的影响。 相关文献平均被引频次为 １２．０７ 篇，既表明 ＥＳＧ 属于相对较新的研究领域，也说明该领域

具有很强的学术影响力和实践意义。
中国、美国、西班牙、韩国、意大利以及德国在 ＥＳＧ 领域的发文量较多。 从合作关联度来分析，欧美之间

的合作密度较高，美国的外部连线最多，代表合作数量最高。 中心度较高的国家是美国和法国，说明全球合作

网络中美国和法国是合作的关键点。 中国关于 ＥＳＧ 研究开始时间较早，但在合作研究上还有一定差距。 作

者合作方面，ＥＳＧ 研究学者形成了一定的协作网络，但每个作者、团队之间缺乏密切和广泛的协作联系；ＥＳＧ
研究领域核心学者之间合作的网络结构比较分散，学者之间的合作交流有待进一步提升。

关键词共现分析表明，频次排名前五的关键词是 ＥＳ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ＥＳＧ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图 ２）。 其中，中心度和出现频率最高的词都是 ＥＳ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而 与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相 关 的 ＥＳＧ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合 计 频 次 仅 次 于 ＥＳ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可见，学者们更多的是基于 ＥＳ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企业社会责任和环境信息披露视角，探究企业的治

理和披露行为，以及对金融投资和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２００９ 年前研究主要关注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ｄｅｓｉｇｎ 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的文献关注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９７７８　 １９ 期 　 　 　 邓红兵　 等：推进环境、社会和治理与生态环境科学的结合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图 ２　 ＥＳＧ 外文文献的关键词共现图谱

Ｆｉｇ．２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ｍａｐ ｏｆ ＥＳＧ⁃ｒｅｌａｔｅ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和 ＥＳ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等；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研究主题为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等；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的研究主题则围绕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ｃｏｖｉｄ⁃ １９ 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等 （图 ３）。 所有研究阶段都围绕 ＥＳＧ 三要素展开，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在每个研究阶段都不同程度的出现过。

图 ３　 ＥＳＧ 外文文献的关键词时间线图

Ｆｉｇ．３　 Ｔｉｍｅｌｉｎｅ ｍａｐ ｏｆ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ｏｆ ＥＳＧ⁃ｒｅｌａｔｅ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此外，ＥＳＧ 研究文献对标 ＳＤＧｓ 最多的是 ＳＤＧ３ 健康与福祉以及 ＳＤＧ１３ 应对气候变化，其次是 ＳＤＧ８ 经济

增长和保障就业和 ＳＤＧ９ 工业创新和基础设施。 由此可以看出来 ＥＳＧ 研究从关注企业治理和企业绩效逐渐

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转变。 总体来说，研究较多围绕上市公司和金融机构展开，研究者主要来自金融、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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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社会、管理乃至商务等领域。 近年来文献虽然越来越多涉及环境、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领域，但总体上

与生态环境科学的结合还有待发展和深入。
３．２　 中文文献分析

中文文献来源于中国知网（ＣＮＫＩ）。 检索主题词为 ＥＳＧ，检索时间段为 ２０００⁃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２３⁃８⁃３１。 与外文

文献的检索不同，中文文献环境限定了科学与资源利用学科，得到 １７６１ 文章。 其中最早的文献［２］ 发表于

２００６ 年，介绍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ＵＮＥＰ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简称 ＵＮＥＰ ＦＩ）发布的研究报告《Ｓｈｏｗ
Ｍｅ Ｔｈｅ Ｍｏｎｅｙ： Ｌｉｎｋ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ｔｏ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Ｖａｌｕｅ》，然后直到 ２０１４ 年开始

陆续有 ＥＳＧ 相关的研究文献［２５—２７］。
中文文献对应的研究机构主要为国内的财经大学。 文献中出现频率和中心度都比较高的关键词为信息

披露、绿色金融、融资约束、以及企业价值。 主要的关键词聚类有：（１）融资约束、绿色创新、经营风险以及企

业的 ＥＳＧ 表现；研究重点在于如何应对融资限制，促进绿色创新，以及 ＥＳＧ 因素如何影响企业绩效等。 （２）
信息披露、上市公司、绿色金融；研究内容重点在于信息披露对公司表现的影响。 （３）绿色金融、碳中和、碳达

峰、低碳城市和绿色债券等；研究集中在如何通过绿色金融工具推动碳减排及可持续发展。 （４）可持续发展、
利益相关者参与、企业治理以及 ＥＳＧ 信息披露；研究围绕 ＥＳＧ 因素在企业政策和可持续商业实践中的作用

展开。
与国外研究相比，２０１４ 年之前国内 ＥＳＧ 研究基本属于空白，这段时间国外 ＥＳＧ 研究也属于缓慢发展阶

段。 随着国外研究的快速发展以及全球 ＥＳＧ 实践的不断深入，国内相关研究也在 １０ 年时间内得到极大发

展。 但与国外文献相似，国内研究总体上与生态环境科学的结合明显不足。 以生态环境领域国内具有代表性

的两个期刊《生态学报》和《中国环境科学》为例，截至 ２０２３ 年底，两个刊物均无与 ＥＳＧ 相关的文章发表，仅
《生态学报》２０１４ 年有一篇文章［２８］与 ＣＳＲ 相关。 因此，亟需加快推动 ＥＳＧ 研究与生态环境科学研究的结合，
这既是学科交叉及发展的需要，也是新时期推动 ＥＳＧ 相关实践的要求。

４　 ＥＳＧ 与生态环境科学的结合

ＥＳＧ 理论研究与评估实践不仅关注企业经营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而且也关注生态环境政策、物理环境变

化对企业经营的影响，也就是 ＥＳＧ 在生态环境科学领域的双向实质性影响。 其中 ＥＳＧ 关注的气候变化、生物

多样性、环境污染与废弃物等领域与双碳战略与建设美丽中国有着紧密的联系。 在生态文明理念指导下的新

时期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工作需要 ＥＳＧ 的助力，特别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

见》中明确提及“深化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探索开展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评价”，也为 ＥＳＧ 实践及研

究与生态环境科学的结合提供了指引。
一直以来，生态环保部门也在推进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等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并

取得成效，但就 ＥＳＧ 的三个维度而言，这些工作更多只是涉及单一的环境维度。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的出台，为生态环保部门全面参与和推进 ＥＳＧ 行动及研究提供了依据。 当前，结
合中国生态环境建设的重大任务以及国家推进 ＥＳＧ 实践的具体需求，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 ＥＳＧ 与

生态环境科学的结合：
（１）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的出台为契机，生态环境部门积极参与并

推动 ＥＳＧ 的实践及研究。 比如，ＥＳＧ 披露和评价虽然针对企业，但重大投资或建设工程同样需要注重其 ＥＳＧ
披露和表现，可以探索在环境影响评价或者重大生态工程（如山水工程）效益评估中纳入 ＥＳＧ 评价的内容或

指标。
（２）构建科学的、具有国际影响的 ＥＳＧ 指标体系是当前 ＥＳＧ 实践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不应该离开生态环

境部门及相关学者的参与。 随着 ＥＳＧ 实践的逐步推开，环境维度指标的设置、相关数据的获取、企业如何在

环境维度取得更好的表现，将会更加受到重视，同时也需要生态环境科学及学者的参与和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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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当前谈及 ＥＳＧ 的环境维度，普遍的观点就是其核心是气候变化，也就是关注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

气体排放及减排、核算与核查、气候变化及双碳目标。 这是当前 ＥＳＧ 理论研究和实践的重点之一，也是生态

环境部门和学者关注的主要工作和热点。 因此，将科学碳管理与（企业）可持续性计量结合起来，既符合当前

相关工作的需求，也容易找到结合的着力点。
（４）生物多样性是 ＥＳＧ 环境维度关注的另一个重点，对于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和保护效果评价更离不开生

态环境科学的支撑。 如有学者评价了中国海外投资开发对全球生物多样性和土著土地的风险［２９］，这也为

ＥＳＧ 研究关注生物多样性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５）未来 ＥＳＧ 披露和评价、与 ＥＳＧ 相关的碳管理以及与碳管理相关的绿色金融都需要有力的数据支持，

构建提供相关数据服务的平台和系统也是 ＥＳＧ 与生态环境科学相结合的重要内容之一，类似的数据服务平

台和系统将来会有很好的市场前景。
（６）ＥＳＧ 实践与企业绿色创新是当前 ＥＳＧ 研究的重点之一［３０—３１］，但企业 ＥＳＧ 实践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

关系研究是 ＥＳＧ 与生态环境科学相结合需要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 本文虽然分析了 ＥＳＧ 指标体系与 ＳＤＧｓ
的关系，但对于更深入的研究而言，首先存在尺度差异的问题；从企业⁃行业⁃行业的经济与环境影响或企业—
园区—区域，最终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相结合，是易于被选择的两条路径。 当然这里还有许多关键的节点和问

题需要更多的生态环境领域学者来共同思考和解决。
（７）ＥＳＧ 与生态环境科学的结合，还应该为中国环境政策及环境投资提供决策参考和科技支撑。

５　 结语

ＥＳＧ 作为可持续发展在企业层面的具体实践，会从根本上重塑经济、产业和能源发展方式，带来许多值得

关注的投资和发展机会［５］。 与此同时，一个重大的机遇和挑战就是推进以生态环境科学为基础的 ＥＳＧ 科学

理论研究与评价实践的体系，促进生态环境科学与 ＥＳＧ 的深度融合。 随着国家对于生态文明建设及新发展

理念的日益重视，以及推进 ＥＳＧ 实践的国际背景需求，中国政府在生态环境保护及 ＥＳＧ 实践上主动作为，未
来生态环境科学必将为 ＥＳＧ 实践提供更有力的科技支撑，而与 ＥＳＧ 的结合也必将丰富生态环境科学的研究，
促进两者在中国得到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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