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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热点聚焦： 

1）国内：国家能源局发布 2024 年 7 月全国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核发及交易

数据。2024 年 7 月，国家能源局核发绿证 1.82 亿个。其中，风电 4025 万个，占

22.09%；太阳能发电 3148 万个，占 17.28%；常规水电 1.02 亿个，占 56.07%；

生物质发电 802 万个，占 4.40%；其他可再生能源发电 29 万个，占 0.16%。截至

2024 年 7 月底，全国累计核发绿证 8.89 亿个。其中，风电 3.56 亿个，占 40.00%；

太阳能发电 2.61 亿个，占 29.31%；常规水电 2.04 亿个，占 22.94%；生物质发

电 6869 万个，占 7.73%；其他可再生能源发电 31 万个，占 0.03%。2024 年 7

月，全国交易绿证 2447 万个（其中随绿电交易绿证 848 万个）；截至 2024 年 7 月

底，全国累计交易绿证 2.91 亿个（其中随绿电交易绿证 1.54 亿个）。 

2）国外：瑞士证券交易所推出 SIX 1.5℃ Climate Equity。在瑞士证券交易所(SIX 

Swiss Exchange)上市的公司可以申请该验证，证明它们正在调整其商业模式和未

来计划以将全球变暖限制在 1.5℃以内。SIX 表示，该标准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

门委员会（IPCC）制定的可持续性原则和气候科学的科学共识确定。 

 政策动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的能源转型》白皮书。白皮书指出，中国

能源转型为全球能源转型、共建清洁美丽世界作出重要贡献。2023 年中国能源转

型投资达 6760 亿美元，是全球能源转型投资最多的国家。十年来，中国向全球提

供优质的清洁能源产品和服务，持续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不断推动新能源技术快速

迭代，有力促进全球风电、光伏成本大幅下降。中国持续扩大开放合作，与 100 多

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绿色能源项目合作，核电、水电、新能源等一大批标志性项目接

连建成投产，2023 年出口风电光伏产品助力其他国家减排二氧化碳约 8.1 亿吨。

中国新能源产业不仅丰富了全球供给，缓解了全球通胀压力，也为全球应对气候变

化和绿色转型作出了突出贡献。 

 ESG 产品跟踪： 

1）债券：截至 2024 年 8 月 30 日，我国已发行 ESG 债券达 4728 只，排除未披

露发行总额的债券，存量规模达 13.33 万亿元人民币。截至 2024 年 8 月 30 日，

本月发行 ESG 债券共 138 只，发行金额达 1570 亿元。近一年共发行 ESG 债券

1260 只，发行总金额达 39,077 亿元。 

2）公募基金：截至 2024 年 8 月 30 日，市场上存续 ESG 产品共 552 只，ESG 产

品净值总规模达 5219.84 亿元人民币，其中环境保护产品规模占比最大，达

38.81%。截至 2024 年 8 月 30 日，本月发行 ESG 产品共 3 只，发行份额为 6.37

亿份，主要为纯 ESG，近一年共发行 ESG 公募基金 73 只，发行总份额为 246.33

亿份。 

3）银行理财：截至 2024 年 8 月 30 日，市场上存续 ESG 产品共 596 只。其中纯

ESG 产品规模占比最大，达 58.56%。截至 2024 年 8 月 30 日，本月发行 ESG 产

品共 52 只，主要为纯 ESG 和环境保护，近一年共发行 ESG 银行理财 447 只。 

 

 ESG 专家观点：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研究员王旬、中央财经大学绿

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副院长崔莹：湖北碳市场的发展与启示。王旬、崔莹结合对湖北

碳市场发展情况的梳理，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有关部门可进一步研究湖北及其他

试点碳市场的配额分配制度与实践，为全国碳市场相关领域的新制度制定和引入做

好准备；第二，地方试点碳市场可进一步探索碳金融创新，相互借鉴并加强协同，

推动形成统一的碳金融业务准则；第三，地方试点碳市场可加快探索市场扩容与不

同市场间的协同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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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提示： ESG 发展不及预期；双碳战略推进不及预期；政策推进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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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热点聚焦 

1.1. 国内 

（1） 国家能源局发布 2024 年 7 月全国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核发及交易
数据。2024 年 7 月，国家能源局核发绿证 1.82 亿个。其中，风电 4025 万个，
占 22.09%；太阳能发电 3148 万个，占 17.28%；常规水电 1.02 亿个，占 56.07%；
生物质发电 802 万个，占 4.40%；其他可再生能源发电 29 万个，占 0.16%。截
至 2024 年 7 月底，全国累计核发绿证 8.89 亿个。其中，风电 3.56 亿个，占
40.00%；太阳能发电 2.61 亿个，占 29.31%；常规水电 2.04 亿个，占 22.94%；
生物质发电 6869 万个，占 7.73%；其他可再生能源发电 31 万个，占 0.03%。
2024 年 7 月，全国交易绿证 2447 万个（其中随绿电交易绿证 848 万个）；截至
2024 年 7 月底，全国累计交易绿证 2.91 亿个（其中随绿电交易绿证 1.54 亿个）。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中新天津生态城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实施方
案（2024—2035 年）》。中新天津生态城（以下简称生态城）是中国和新加坡两国
政府间重大合作项目，也是国务院批复设立的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方案》确定
了生态城打造以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为主线、以高附加值细分产业为重点、以国
际一流营商环境为特征的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的建设目标，提出了绿色产业与创
新发展、资源能源与生态环境、城市建设与绿色生活等 3 方面 20 项主要指标，
要求把绿色发展理念融入生态城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到 2035 年使生态
城绿色发展主要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3） 天津市生态环境局发布关于征求《天津市扩大地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
盖范围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方案》指出，结合天津市碳排放
行业特点，国家及本市“双碳”工作部署，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大、节能降碳要求
高的行业企业优先纳入天津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考虑目前天津市已将年排放二
氧化碳 2 万吨以上的工业和航空（机场）企业纳入天津碳排放权交易管理范围，
本次扩大应结合已有工作基础适当调整纳入标准、增加工业和航空（机场）企业
数量。 

（4）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等 8 部门印发《广东省甲烷排放控制工作方案》。《方
案》提出，到 2025 年，甲烷排放控制政策、技术和标准体系逐步建立，甲烷排放
统计核算、监测监管等基础能力有效提升，甲烷资源化利用和排放控制工作取得
积极进展。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和城市污泥无害化处置率持续提升，污水
处理甲烷回收利用水平持续提升。种植业、养殖业单位农产品甲烷排放强度稳中
有降。 

（5） 环境部审议通过新版碳排放权交易发电行业配额总量和分配方案。《方
案》结合新的工作形势要求和各方意见建议，优化履约时间安排，由两年一履约变
成一年一履约；调整统计核算口径；可比口径下碳排放基准值略有加严，2023、
2024 年度碳排放基准值同等可比口径下降 1%左右。 

1.2. 国外 

（1） Robeco 推出新的气候指数系列。国际资产管理公司 Robeco 宣布推出
Robeco Climate Equities Indices，旨在为投资者提供支持全球减少碳排放和减缓
气候变化的机会。Robeco 表示，新的指数能够将前瞻性指标纳入股票中，包括
Robeco’s Climate Traffic Light（用于评估公司与巴黎协定的一致性）、SGD 框架
以及 Climate Beta（用于衡量公司面临的气候转型风险）。 

（2） 瑞士证券交易所推出 SIX 1.5°C Climate Equity。在瑞士证券交易所
(SIX Swiss Exchange)上市的公司可以申请该验证，证明它们正在调整其商业模
式和未来计划以将全球变暖限制在 1.5℃以内。SIX 表示，该标准根据政府间气候
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制定的可持续性原则和气候科学的科学共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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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策动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的能源转型》白皮书。白皮书指出，中国

能源转型为全球能源转型、共建清洁美丽世界作出重要贡献。2023 年中国能源转

型投资达 6760 亿美元，是全球能源转型投资最多的国家。十年来，中国向全球

提供优质的清洁能源产品和服务，持续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不断推动新能源技术

快速迭代，有力促进全球风电、光伏成本大幅下降。中国持续扩大开放合作，与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绿色能源项目合作，核电、水电、新能源等一大批标志

性项目接连建成投产，2023 年出口风电光伏产品助力其他国家减排二氧化碳约

8.1 亿吨。中国新能源产业不仅丰富了全球供给，缓解了全球通胀压力，也为全球

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转型作出了突出贡献。 

（2） 十部门联合印发《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指南》。近日，中央网

信办秘书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自然资源部办公

厅、生态环境部办公厅、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农业农村

部办公厅、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国家数据局综合司联合印发《数字化绿色化协

同转型发展实施指南》（以下简称《实施指南》）。《实施指南》从创新引领、协同

推进、开放合作、务求实效等四个方面，明确了推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

（以下简称“双化协同”）工作的基本原则。按照“323”总体框架进行布局，明

确了各地区政府和相关部门，行业协会、高校和科研院所，相关行业企业等双化

协同三类实施主体，为各类主体推进双化协同工作提供指引和参考；明确了推动

数字产业绿色低碳发展、加快数字技术赋能行业绿色化转型等双化协同两大发力

方向；明确了数字化绿色化基础能力、数字化绿色化融合技术体系、数字化绿色

化融合产业体系等双化协同融合创新三方面布局。 

（3） 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金融支持长江经济带

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从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推动绿色

金融与科技金融、数字金融协同发展，推动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养老金融协同

发展，扎实做好金融风险评估和防控工作等四方面提出 16 项重点任务，并提出加

强组织领导、加强宣传引导、加强监督管理三项保障措施。 

3. 长江电力 ESG 表现研究 

以水电为核心，发展清洁能源。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9

月 29 日，于 2003 年 11 月在上交所挂牌上市。2020 年 9 月，长江电力发行的
“沪伦通”全球存托凭证在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长江电力主要从事水
力发电、抽水蓄能、智慧综合能源、新能源、投融资和配售电等业务，经营区域覆
盖中国、秘鲁、巴西、巴基斯坦等多个国家，是中国最大的电力上市公司和全球最
大的水电上市公司。 

电力行业 ESG 更聚焦于社会和治理。参考 MSCI 指标体系，对电力企业而
言，环境项权重最高，占比 47.5%，治理与社会项分别占比 35.8%、16.6%。环
境指标中，电力企业需要关注有毒排放物和废物、可再生能源机遇、碳排放、水压
力、生物多样性&土地使用等等；社会指标中，企业需要关注人力资源发展、社区
关系、隐私&数据安全、健康&安全等等；治理指标中，治理问题最为重要。 

表 1：MSCI 评级体系下环保行业 ESG 关键指标及权重 

支柱 评级关键指标 权重 

环境 

有毒排放物和废物 13.40% 

可再生能源机遇 12.60% 

碳排放 9.90% 

水压力 8.00% 

生物多样性&土地使用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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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人力资源发展 14.60% 

社区关系 1.70% 

隐私&数据安全 0.20% 

健康&安全 0.10% 

治理 治理 35.80% 

资料来源：MSCI，德邦研究所 

 

公司 ESG 得分处于行业领先水平。根据 iFind 显示，截至 2023Q3 长江电力
的同花顺 ESG 评级为 AA，在公用综合得分排名第 3，占前 2.38%，ESG 综合得
分 76.40。公司在环境、社会、治理各方面的得分分别为 64.92、73.82、54.04，
除治理项目外均处于行业上游水平。 

 

 

图 1：行业评级分布  图 2：长江电力与行业平均 ESG 评分对比 

  

 

 

资料来源：iFind，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iFind，德邦研究所 

 

评估实质性议题，助推可持续发展。为完整、准确展示公司可持续发展工作
进展，了解利益相关方期望，检视内部管理成效，长江电力定期开展实质性议题
识别和评估。2023 年，公司基于政策趋势、披露标准、公司发展和同行对标等多
维度分析，识别出 16 项环境议题、14 项社会议题及 19 项公司治理议题共 49 项
对公司具有实质性影响的议题。通过线上问卷的形式，邀请公司内外部利益相关
方从其切身利益出发，对议题进行重要性评价，共回收有效问卷 346 份，按照对
公司的重要性和对利益相关方重要性的不同给出分布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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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长江电力 ESG 实质性议题重要性矩阵 

 
资料来源：《长江电力 2023 年度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报告》，德邦研究所 

 

聚焦低碳转型，不断拓展业务发展新空间。公司紧跟全球能源绿色发展趋势，
推进抽水蓄能、新能源和智慧综合能源等新业务蓬勃发展，“氢化长江”“电化长
江”加速破题，逐步构建水风光储一体化发展新格局。同时，公司积极践行绿色发
展理念，推行绿色生产运营方式，将应对气候变化、绿色低碳、节能减排融入公司
运营管理和产品服务。2023 年，公司生产的清洁电能相当于替代标准煤 8307 万
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2.27 亿吨，助力国家经济绿色转型，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
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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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长江电力六座梯级水电站示意图 

 

资料来源：《长江电力 2023 年度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报告》，德邦研究所 

尊重员工权益，保障人才发展。长江电力秉持“和谐为本、创造价值、奉献
社会、绿色发展”的社会责任理念，尊重所有员工权益，营造开放、透明、平等、
多元的职场环境，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2023 年，公司修订《职业病危害防治管
理办法》，修编《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手册（2023 版）》，对全体员工开
展健康体检，切实保障员工的健康安全。 

此外，公司制定《岗位管理办法》《干部管理办法》《干部交流管理细则》《专
业序列人员管理办法》《干部转岗实施细则》等规章制度，建立符合公司电力生产
和经营管理特点的岗位体系和晋升机制，完善管理、生产、专业、工勤四个岗位序
列，畅通人才职业发展环境和通道。2023 年，员工岗位晋升人数约 1400 人，其
中近五年入司的青年员工岗位晋升人数占比达 50%以上。 

图 5：长江电力薪酬理念与政策 

 

资料来源：《长江电力 2023 年度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报告》，德邦研究所 

高研发投入促进技术攻关，系统性布局驱动公司发展。公司持续建强水电创
新链和产业链，优化完善科技管理组织体系，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和人才培养，充
分发挥科研中心等专职科研机构作用，统筹开展自上而下的科技攻关，打造各单
位特色的科技分工协同管理机制；进一步加大基础性、紧迫性、前沿性技术攻关，
聚焦公司“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坚持“问题导向”和“战略导向”并重的系统
性科研布局，开展多专业协同的重大项目策划，以高质量高水平的科技创新支撑
公司战略发展。2023 年，公司研发投入 20.68 亿元，公司非全时研发人员 1865

人，全时研发人员 139 人，通过整合科研资源，组建科学技术研究中心，设立智
能电站运维技术、水电检修技术、水资源高效利用 3 个研究所，全面深入推进大
水电科研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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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长江电力近 3 年研发投入 

 

资料来源：《长江电力 2023 年度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报告》，德邦研究所 

 

强化“全业务链条”管控，推进供应链改革建设。公司聚焦供应链管控战略
目标，以制度体系、组织体系、数字化建设为抓手，推进供应链改革，强化供应链
前瞻性和主动性管理，稳步推进供应链管理向供需两端延伸。公司建立了包含招
标采购、合同、物资、供应商等“全业务链条”的供应链管理体系，现有采购与供
应链管理相关制度、标准文本及指南 43 项，覆盖采购与供应链全业务流程。2023

年度，根据《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供应链行动方案》要求，公司印发工作任务清
单，形成 11 个方面、17 个标志性成果目标，统筹推进“精益化、协同化、国际
化、智慧化、绿色化”的世界一流企业供应链建设。 

 

图 7：长江电力供应商选择与管理原则 

 
资料来源：《长江电力 2023 年度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报告》，德邦研究所 

4. ESG 金融产品跟踪 

4.1. 债券 

 

绿色债券余额规模占比最大，达 82.60%。截至 2024 年 8 月 30 日，我国已
发行 ESG 债券达 4728 只，排除未披露发行总额的债券，存量规模达 13.33 万亿
元人民币。截至 2024 年 8 月 30 日，本月发行 ESG 债券共 138 只，发行金额达
1570 亿元。近一年共发行 ESG 债券 1260 只，发行总金额达 39,077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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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ESG 年度债券存量（亿元）及债券只数（右轴）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图 9：ESG 月度债券发行量（亿元）及债券只数（右轴）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4.2. 公募基金 

环境保护产品规模最大，达 38.81%。截至 2024 年 8 月 30 日，市场上存续
ESG 产品共 552 只，ESG 产品净值总规模达 5219.84 亿元人民币，其中环境保
护产品规模占比最大，达 38.81%。截至 2024 年 8 月 30 日，本月发行 ESG 产品
共 3 只，发行份额为 6.37 亿份，主要为纯 ESG，近一年共发行 ESG 公募基金 73

只，发行总份额为 246.33 亿份。 

图 10：ESG 公募基金季度产品存续数量（只）及基金规模（亿元，右轴）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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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ESG 公募基金月度新发产品（只）及发行份额（亿份，右轴）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4.3. 银行理财 

纯 ESG 产品规模占比达 58.56%。截至 2024 年 8 月 30 日，市场上存续 ESG

产品共 596 只。其中纯 ESG 产品规模占比最大，达 58.56%。截至 2024 年 8 月
30 日，本月发行 ESG 产品共 52 只，主要为纯 ESG 和环境保护，近一年共发行
ESG 银行理财 447 只。 

图 12：ESG 银行理财季度产品存续数量（只）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图 13：ESG 银行理财月度产品新发数量（只）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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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SG 专家观点 

（1）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研究员王旬、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

国际研究院副院长崔莹：湖北碳市场的发展与启示。王旬、崔莹结合对湖北碳市场

发展情况的梳理，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有关部门可进一步研究湖北及其他试点碳

市场的配额分配制度与实践，为全国碳市场相关领域的新制度制定和引入做好准备；

第二，地方试点碳市场可进一步探索碳金融创新，相互借鉴并加强协同，推动形成

统一的碳金融业务准则；第三，地方试点碳市场可加快探索市场扩容与不同市场间

的协同运行。 

（2）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能源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金子曦、中

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能源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任玉洁等：用好绿色金融

与转型金融支持能源重点领域大规模设备更新——《能源重点领域大规模设备更

新实施方案》解读。金子曦、任玉洁总结，《实施方案》部署了能源重点领域推进

大规模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的整体目标与重点任务，为下一阶段绿色金融和转型金

融支持能源领域明确了增长空间与关键抓手。未来，随着系列政策的逐步完善，特

别是能源行业标准供给和升级，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任务将逐步细化，绿色金融和

转型金融领域的支持标的和支持模式都更加明确，有望为能源领域的可持续发展提

供坚实的资金保障和支持。 

 

6. 风险提示 

ESG 发展不及预期；双碳战略推进不及预期；政策推进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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