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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中文版基于2017年6月发布的《Implementing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Task Force on Climate 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翻译而成，并由负责任

投资原则（PRI）翻译。 

 

中文版仅供参考，若有出入，以英文版为准。 

 

 

 

Disclaimer:  

 

The Chinese version, translated by the 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 

(PRI), is based on "Implementing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Task Force on 

Climate 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published in June, 2017.  

 

The Chinese version is for reference only. If there is any inconsistency or 

ambiguity between the two versions, the English version shall prev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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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前言 

1. 背景 

2015 年 12 月，金融稳定理事会（FSB）成立业界牵头的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

露工作组（以下简称“TCFD”或“工作组”），责成其设计气候相关信息披

露，以“促进更为明智的投资、信用（或信贷）和承保决策”，从而“使利益

相关方更好地了解金融行业中涉碳资产的集中度以及金融系统所面临的气候

相关风险”。12 

为履行其职责，工作组制定了有关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的四项可广泛适用

的建议，适用于各经济部门、各行业的机构，详见工作组报告——《气候相

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建议报告》。工作组最终报告汲取了工作组在 2016 年

和 2017 年两年间收到的业内和公众反馈意见。工作组多方征求反馈意见，包

括两次征求公众意见（获得500多份回复）、数百次的行业访谈、若干小组座

谈会和多次网络研讨会。 

工作组的重要建议之一是要求机构在其主要（即公开）年度财务申报中做出

气候相关财务披露。在多数 G20 成员国，在财务申报中披露重大信息（包括

重大的气候相关信息）是公众公司的法定义务。工作组认为，气候相关风险

和机遇对于许多机构而言非常重要或可能非常重要，而其报告和本附件将有

助于机构更为有效地履行现行披露义务。此外，对于未来可能面临重大气候

相关风险和机遇的机构，工作组鼓励其在财务申报之外的其他报告中披露气

候相关财务信息，以便在气候相关问题被认定对组织具有重大性时，将该等

信息纳入财务申报。 

本附件包含以下信息： 

◼ 关于适用工作组建议的指导说明； 

◼ 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统称“气候相关问题”）的评估信息； 

◼ 建议以及支持该等建议信息披露，说明投资者、贷款人和保险公司在

制定经济决策时需要的信息； 

◼ 关于建议实施背景和实施方案的指导意见； 

◼ 对金融行业和最可能受气候变化影响的非金融行业提供的补充指导意

见，突出重点注意事项； 

◼ 建议信息披露与其他框架的协调。 

另外，工作组制定了有效披露的七项原则（详见第 F 部分），协助指导气候

相关财务报告当前和未来的发展。机构在编制气候相关财务披露信息时，这

 
1 金融稳定理事会，《关于气候相关风险信息披露工作组的提案》（Proposal for a Disclosure 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Risks），2015 年 11月 9日。 
2 涉碳资产一词并无精确定义，但通常被认为指直接或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相对较高的资产或机构。 

https://www.fsb-tcfd.org/publications/final-recommendations-report
https://www.fsb-tcfd.org/publications/final-recommendations-report
https://www.fsb-tcfd.org/publications/final-recommendations-report
http://www.fsb.org/wp-content/uploads/Disclosure-task-force-on-climate-related-risks.pdf
http://www.fsb.org/wp-content/uploads/Disclosure-task-force-on-climate-related-risk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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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原则将帮助其作出高质量、有助于决策的信息披露，协助使用者了解气候

相关风险和机遇对机构的影响。对于采纳工作组建议的机构，工作组鼓励其

在编制气候相关财务披露信息时，考虑采用上述有效披露原则。 

2. 建议的架构 

工作组制定了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的四项可广泛适用的建议，并指明了气

候相关的重要财务信息披露——，即“建议信息披露”。此外，工作组还提出

了指导意见，支持各机构根据建议以及特定经济部门、行业的补充指导意见

编制披露信息。具体建议架构见下图 1。 

 

工作组另外制定了补充指导意见，协助金融行业和最可能受气候变化和低碳

经济转型影响的非金融行业（下称“非金融群体”）编制信息披露。图 2 列举

了已制定补充指导意见的金融行业和非金融群体以及相关建议（治理、战

略、风险管理、指标和目标）和建议信息披露（a、b、c 项）。 

图 1 

建议和指导意见 

建议 

建议信息披露 

适用于所有

行业的指导

意见 

对特定行业的

补充指导意见 

建议 

关于治理、战略、风险管理以及指标和目标的四

项可广泛适用的建议 

建议信息披露 

为提供有助于决策的信息，建议机构纳入财务申

报的具体披露信息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指导意见 

面向所有机构提供的指导意见，就执行建议信息

披露提供背景和建议 

对特定行业的补充指导意见 

基于特定行业的重要考量提供的指导意见，以期

更完整地反映该等行业内的潜在气候相关财务影

响 

补充指导意见针对的是金融行业和最可能受气候

变化影响的非金融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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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议的适用 

a. 披露主体是谁？ 

工作组建议发行公共债务或股权的所有金融和非金融机构采取其建议，

以协助做出更加明智的投资、贷款和承保决策。由于气候相关风险和机

遇关乎所有行业的机构，因此，工作组鼓励所有机构都实施这些建议。

另外，工作组认为资产管理人和资产所有者，包括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

的退休金计划、养老金和基金会等，均应当实施其建议。 

b. 哪些建议涉及重大性评估？ 

与战略以及指标和目标建议相关的信息披露涉及重大性评估。对于资产

管理人和资产所有者而言，工作组建议不论重大性评估结果如何，均应

在其向客户和受益人提供的报告中纳入碳足迹信息。 

c. 编制人应于何处披露相关信息？ 

气候相关财务信息编制者应当在其主要（即公开）年度财务申报中做出

该等信息披露。3年收入超过 10亿等值美元（USDE）且属于四类非金融

群体的机构，对不具有重大性且未在财务报告中列报的与战略以及指标

和目标建议相关的信息，应当考虑在其他报告中予以披露。4“其他报

告”系指每年至少发布一次、传播面广泛、投资者和其他人可以获得的

公司官方报告，且该等报告所遵守的内部治理流程，应与财务报告采用

的内部治理流程相同或基本相同。 

资产所有者和资产管理人应当在相关、可行的情况下，通过现有财务报

 
3 财务申报指机构每年依照经营所在地公司法、合规法或证券法提交的整套年度报告，记录其经审计的财务业绩。 
4 工作组选择 10 亿等值美元年收入作为最低标准的原因是，在四类非金融群体所代表的行业中，达到该收入的机构占范围 1

和范围 2 温室气体排放的 90%以上（约 15000 个机构中的 2250 个）。 

治理 战略 风险管理 指标和目标 

图 2 

金融行业和非金融群体补充指导意见 

行业和群体 

银行 

保险公司 

资产所有者 

资产管理人 

能源 

交通运输 

材料和建筑 

农业、食品和林产品 

金
融
行
业

 
非
金
融
群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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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手段分别向其受益人和客户报告。另外，鼓励资产所有者和资产管理

人通过网站或其他公开披露渠道实施公开披露。 

d. 如何确定重大信息？ 

机构确定气候相关问题的重大性时采用的方式，应当与确定年度财务申

报中其他信息重大性的方式一致。工作组提醒机构不要仅仅因为一些气

候相关风险具有长期性，而过早地得出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不具重大性

的结论。 

资产管理人和资产所有者在提供除主要财务申报之外的信息披露时，应

当结合其各自的宗旨以及客户和受益人的投资效益考虑信息的重大性。 

e. 谁负责在发布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之前进行审核？ 

由于气候相关信息披露载于主要财务申报，因此，其治理流程应当与已

有的公开财务信息披露类似，可能需要首席财务官和审计委员会适当参

与审核。机构在除财务申报之外的报告中披露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时，应

当遵循与财务报告流程相同或相近的内部治理流程。 

 

f. 编制者选择不披露建议披露的信息时，应当如何处理？ 

编制者不披露建议披露的信息时，应当说明理由。 

g. 编制者应当使用怎样的周期？ 

编制者报告气候相关信息的周期应当与主要财务申报的周期相同。 

h. 编制者如何定义短期、中期和长期？ 

由于企业受到气候相关影响的时间各不相同，所以工作组没有规定短

期、中期和长期的具体时间范围，但建议编制者根据资产寿命、面临的

气候相关风险状况、经营行业和经营地确定时间范围。 

i. 如何处理与本国披露要求不符的建议信息披露？ 

机构需按照本国披露要求披露财务信息。如果相关建议内容与本国财务

申报要求不一致，工作组鼓励机构在其他报告中披露该等内容。 

4. 评估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财务影响 

尽管气候变化几乎影响到所有经济部门，但是各个经济部门、行业、地区和

机构面临的气候相关风险的程度和影响却不尽相同。5此外，气候相关问题并

 
5 SASB 的研究证明，在可持续产业分类系统（SICSTM）的 79个行业中，72 个行业受到气候相关风险的严重影响，详见

《SASB 气候风险技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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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总会对机构产生直接或明确的财务影响，而且，对于许多机构而言，发现

问题、评估潜在影响并确保在财务申报中反映重大问题，颇具挑战。主要原

因可能包括：（1）机构对气候相关问题的了解有限，难以识别风险；（2）

机构倾向于关注短期风险，而不重视长期可能出现的风险；及（3）气候相关

风险难以量化。6 

工作组的主要目标就是加强披露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对机构的财务影响。投

资者、贷款人和保险公司需要了解气候相关问题会如何影响机构损益表、现

金流量表和资产负债表中反映的未来财务状况，以便做出更为明智的财务决

策。 

从根本上讲，气候相关问题对机构的财务影响受两个因素驱动：机构面临的

特定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机构在管理风险（即减缓、转移、接受或控制风

险）及抓住机遇过程中采取的战略和风险管理决策。机构评估气候相关问

题，并确定应对方法之后，便可以考虑此类问题对收入、支出、资产和负债

以及资本和融资的实际和潜在财务影响。图 3总结了机构在制定战略计划或实

施风险管理时，应当考虑的主要气候相关风险（转型风险和实体风险）和机

遇，以确定潜在财务影响。另外，附录 1 列明了下述表格及相关示例：（1）

气候相关风险及其潜在财务影响，和（2）气候相关机遇及其潜在财务影响。 

 

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气候相关问题都可能对机构财务状况造成若干重要影

响。比如，气候相关问题可能影响到机构的业务和资本支出。资本支出反过

来又决定了长期资产的性质和数额，以及机构资产负债表中需要融资的债务

和股权比例。气候相关问题也可能影响未来现金流（营运、投融资活动现金

 
6 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可持续发展与企业风险管理：整合的第一步》（Sustainability and 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 The first step towards integration），2017 年 1 月 18日。 

图 3 

气候相关风险、机遇和财务影响 

转型风险 

政策和法律 

技术 

市场 

声誉 

实体风险 

急性 

慢性 

风险 机遇 

战略规划 

风险管理 

 

财务影响 

机遇 

资源效率 

能源来源 

产品/服务 

市场 

适应力 

损益表 现金流量表 资产负债表 
资产与负债 

资本与融资 

收入 

支出 

http://www.wbcsd.org/contentwbc/download/2548/31131
http://www.wbcsd.org/contentwbc/download/2548/3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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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因此，机构应当根据图 4所述四大类财务影响，考虑气候相关问题对其

当前财务状况的影响，以及对其未来财务状况的潜在影响。 

 

图 5 高度概括了金融行业和非金融群体可能受影响的四个领域——收入、支

出、资产和负债以及资本和融资，协助机构理解其最有可能受到的财务影

响。7气候相关问题是否对或是否有可能对机构产生财务影响通常取决于： 

◼ 机构的气候相关机遇和风险敞口及其预期影响； 

◼ 机构管理（即减缓、转移、接受或控制）风险或把握机遇的应对计

划；以及 

◼ 机构的应对计划对其损益表、现金流量表和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7 图 5主要依据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SASB）《气候风险技术公告》“气候风险财务影响”表的部分内容，但同时也

参考了其他内容。SASB 另编制有详细的行业研究简报（参见附录 3）。 

图 4 

主要财务影响分类 

损益表 资产负债表 

收入。转型和实体风险可能影响对产品和服务的需

求。机构应考虑对收入产生的潜在影响，并发现增

加或创造新收入的潜在机遇。特别是，由于已经制

定了规范排放的碳定价机制，且该等机制的推广实

施范围可能不断扩大，因此，对于受影响的行业来

说，有必要将碳定价机制对企业收入的潜在影响纳

入考量。 

支出。机构对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应对，在某种

程度上取决于其成本结构。对气候相关问题引起的

成本变化，低成本供应商可能更具适应力，在解决

该等问题时也更具灵活性。通过说明成本结构及适

应力，机构才能更好地向投资者证明其投资潜力。 

同时，这也有利于投资者了解资本支出计划，以及

为该等计划提供融资所需要的债务或股权规模。在

考虑该等计划的适应力时，应注意机构转移资本的

灵活性，以及资本市场为承受巨大气候相关风险的

机构提供资金的意愿。该等计划的透明性可能有助

于机构进入资本市场或者获得更加有利的融资条

件。 

资产和负债。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技术

和市场动态的变化，会导致供需改变，并可

能进一步影响机构的资产和负债估值。长期

资产和准备金（如相关）的使用尤其可能受

到气候相关问题的影响。机构有必要说明其

资产和负债（特别是长期资产）可能受到的

影响，重点应当包括需要新投资的现有活动

和决策，或已承诺开展的未来活动和决策、

资产重组、减记或减值等。 

资本和融资。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可能会增

加机构的负债规模，以补偿机构被削减的运

营现金流，或补偿新的资本支出或研发资

金，从而改变机构的负债和股权结构。同

时，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还可能影响机构筹

集新债或就现有债务进行再融资的能力，或

者导致企业可举借的债务期限缩短。气候相

关风险和机遇还可能改变机构的资本、运营

损失准备金、资产减记，或为进行投资而募

集新股本的需求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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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敞口 

本文件中“敞口”指机构容易遭受的负面影响或能够实现的积极影响，

包括低碳经济转型影响和/或气候变化实体影响。机构考虑其气候相关

风险和机遇敞口时，应当同时考虑价值链敞口。 

气候变化伴随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导致难以确定气候变化对机构产生影

响的具体领域和时间范围。首先，机构应当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评估

其涉及如下各项的价值链：8 

◼ 气候相关风险，包括（1）限排政策、征收碳税、限制用水、限制

或鼓励用地、市场供需变化等转型风险，（2）经营中断、财物破

 
8 评估敞口的时间范围是机构需要考虑的重要内容。通常认为气候相关风险都是 10 年、20 年甚或 30 年的“长期”风险，其实

不然。政策、技术创新和市场可能在很多可预见的气候趋势之前发生调整和转变。同样，如今风暴、洪水和干旱更加频繁、

更为严重。因此，机构应当慎重考虑评估敞口的时间范围，可以选择多个时间范围，评估短期、中期和长期的潜在敞口。 

图 5 

财务影响证据 

收入 支出 资产负债 资本和融资 群体和行业 

银行 

保险公司 

资产所有者 

资产管理人 

石油和天然气 

煤炭 

电力设施 

航空货运 

航空客运 

海洋运输 

铁路运输 

货车运输 

汽车和零部件 

金属和矿产 

化学品 

建筑材料 

资本货物 

房地产管理和开发 

金
融

 
能
源

 
交
通
运
输

 
材
料
和
建
筑

 

饮料 

农业 

包装食品和肉类 

纸张和林产品 农
业
、
食
品
和
林

产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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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等实体风险； 

◼ 气候相关机遇，比如进入新市场、使用新技术（如碳捕获与封存

技术）。 

重要的是，机构应当在其业务、经营和地理位置基础上评估其气候相关

风险和机遇，确定潜在的财务影响。评估期间，机构应当考虑（1）有

关管辖地目前和预期的政策限制和政策激励、技术变化和可得性、市场

变化，（2）机构的地理位置或供应商是否易受气候变化的财务影响。

举例而言，某机构的排放量虽大，但如果所在管辖地的预期政策不能有

效约束排放量，则该机构可能认定其在规划期间受到的财务影响不大。 

表 1 列出了六大类指标，能够帮助机构理解其面对各类转型风险和实体

风险的薄弱环节或应变能力。举例而言，如果机构经营和供应链排放量

大、水耗高、采用不可持续的土地利用实践或者工厂位于沿海等“危

险”地域，则更易受转型和实体风险影响。相反，节能节水、排放量低

或采用可持续的土地利用实践的机构，则不易受气候相关风险影响，具

体情况取决于机构面临的政策、技术限制和地理限制。 

b. 应对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 

机构评估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敞口后，需要选择相应的应对方法，包

括： 

◼ 计划采取的风险管理措施（即减缓、转移、接受或控制措施）； 

◼ 可能需要为新技术、新设施而支出的资本支出（CapEx）；以及 

◼ 可能必要的研发支出。 

以上各项主要是机构为应对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而计划就运营和资本支

出做出的战略和财务规划决策。某些情况下，特定气候相关问题是采取

应对措施的直接动机，其他情况下，气候相关问题只是围绕其他商业动

因的补充动机因素，而非唯一因素。机构需要认识到接受气候相关风险

（即“不予应对”）也可能产生潜在的财务影响，比如收入损失、资产

估值下降、资产核销或成本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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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气候相关指标分类和相关风险类型 

分类 子类 风险类型 指标说明 

温室气体

（GHG）排放 

排放水平 转型 总排放量（按温室气体类型、来源、范

围计） 

 排放强度 转型 产出比例因子（比如收入、销售额、产

量）单位排放量 

 隐含排放 转型 化石能源储量单位排放量 

能源/燃料 能源使用 转型 总能耗（每年兆瓦时【MWh】或千兆焦

耳【GJ】） 

 能源强度 转型 产出比例因子（比如收入、销售额、产

量、占地面积）单位总能耗 

 能源构成 转型 各类能源（比如可再生能源、水能、煤

炭、石油、天然气）比例（MWh 或

GJ） 

水 用水 实体 取用淡水总量（立方米） 

 用水强度 实体 产出比例因子（比如收入、销售额、产

量）单位用量（立方米） 

 水源 实体 高基准水压力地区取用量（立方米） 

   处理和回收量（立方米） 

用地 土地覆盖 实体 各覆盖类型土地（比如草地、森林、耕

地、牧场、城市用地）比例 

 用地方法 转型 覆盖类型年度变动率 

   用于农业耕作、放牧、可持续利用或保

护的土地比例 

位置 沿海地区 实体 沿海地区位置 

 洪泛区 实体 指定洪泛区位置 

风险适应和减缓 研发 ____ 开发低碳产品、服务和/或技术投资额 

 资本支出 ____ 低碳技术、节能部署等投资额 

   适应能力投资额 

 

c. 应对措施有效性 

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产生的财务影响不仅取决于机构敞口的水平和应对

计划，还取决于其能否有效地通过应对措施，把握目标机遇、减缓或以

其他方式管理风险。因此，机构应当结合内部目标和外部因素，监督应

对措施的落实情况，从财务角度评估措施有效性（比如对未来收入、支

出、资产和负债以及资本和融资的影响）。 

d. 小结 

要确定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财务影响，机构通常需要评估：（1）敞

口，（2）应对计划，以及（3）应对措施有效性。分析重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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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采取措施的敞口和潜在财务影响；及 

◼ 在机构总体业务战略和所处环境的大背景下，减缓风险和扩大机

遇的财务影响。 

前瞻性分析特别重要，但难度颇高。人类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作出的

努力史无前例，而气候变化在特定情况下发生的时间和程度并不确定。

出于这些原因，工作组认为情景分析是机构战略规划流程的重要工具。

机构评估气候变化的财务影响时，可以通过情景分析和其他战略规划工

具作出广泛假设，考虑各种不确定因素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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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建议 

工作组提出的建议，围绕着作为机构经营核心要素的四个主题展开——即治理、战

略、风险管理以及指标和目标（图 6）。这四大类建议的支持基础是气候相关主要

财务信息披露——即建议信息披露。这些披露信息建立起一个信息框架，帮助投资

者和其他各方了解报告机构如何评估气候相关问题（图 7）。 

 
 

工作组建议机构在主要（即公开）年度财务申报中做出气候相关财务披露，并指出

财务申报中包含的大部分信息均须进行重大性评估。但是，气候相关风险属于不可

分散风险，几乎影响到所有行业，许多投资者都认为应当给予特别关注。例如，在

评估机构的财务和经营业绩时，许多投资者不仅希望了解取得的业绩结果，也希望

了解相关的治理和风险管理背景。工作组认为，与治理和风险管理建议项目有关的

披露，直接满足了投资者了解背景的需求，应纳入年度财务申报。 

对于与战略及指标与目标建议有关的披露，工作组认为，如果机构认为该等信息具

有重大性，即应在其年度财务申报中披露该等信息。年收入超过 10 亿等值美元

（USDE）且属于四类非金融群体的机构，对不具有重大性且未在财务报告中列报

的与战略以及指标和目标建议相关的信息，应当考虑在其他报告中予以披露。9原

因在于，与其他机构相比，随着时间推移，此类机构的财务状况更容易受到影响，

投资者更希望监督其战略的演变情况。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工作组制定的建议广泛适用于各个国家/地区和各个行业，不

应当视为取代各国的披露要求。机构应当按照本国披露要求披露财务信息。 

 
9 工作组选择 10亿等值美元年收入作为最低标准的原因是，在四类非金融群体所代表的行业中，达到该收入的机构占范围 1

和范围 2 温室气体排放的 90%以上（约 15000 个机构中的 2250 个）。 

图 6 

建议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的核心要素 

治理 

战略 

风险管理 

指标和目标 

治理 

机构关于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治理 

战略 

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对机构的业务、战略和财务规划的实

际和潜在影响 

风险管理 

机构识别、评估和管理气候相关风险的流程 

指标和目标 

用以识别和管理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指标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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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建议和支持建议的信息披露 

治理 战略 风险管理 指标和目标 

披露机构与气候相关风险和

机遇有关的治理情况。 

如果相关信息具有重大性，

披露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对

机构的业务、战略和财务规

划的实际和潜在影响。 

披露机构如何识别、评估

和管理气候相关风险。 

如果相关信息具有重大

性，披露评估和管理相关

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时采

用的指标和目标。 

建议信息披露 建议信息披露 建议信息披露 建议信息披露 

披露机构按照其战略和风

险管理流程评估气候相关

风险和机遇时使用的指

标。 

披露范围 1、范围 2 和范

围 3（如适用）温室气体

排放和相关风险。 

描述机构在管理气候相关风

险和机遇时使用的目标以及

目标实现情况。 

描述识别、评估和管理气

候相关风险的流程如何与

机构的整体风险管理相融

合。 

描述机构管理气候相关风

险的流程。 

描述机构识别和评估气候

相关风险的流程。 

描述机构识别的短期、

中期和长期气候相关风

险和机遇。 

描述气候相关风险和机

遇对机构的业务、战略

和财务规划的影响。 

描述机构的战略适应力，

并考虑不同气候相关情景

（包括 2°C 或更低升温的

情景）。 

描述管理层在评估和管理

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方面

的职责。 

描述董事会对气候相关

风险和机遇的监控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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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指导意见 

为支持所有机构按照工作组的建议和所建议的信息披露编制气候相关财务披露信息，

工作组拟定了指导意见，为信息编制者执行所建议的信息披露提供相关背景和建议。 

1. 治理 

投资者、贷款人、保险公司和气候相关财务披露信息的其他使用者（统称为“投

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会期望了解机构董事会对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起到的

监督作用，以及管理层对气候相关问题的评估和管理作用。该等信息有助于使用

者判断重大气候相关问题是否得到了董事会和管理层的适当重视。 

治理 

披露机构与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有关的治理情况。 

建议信息披露 a） 

描述董事会对气候

相关风险和机遇的

监督情况。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指导意见 

在描述董事会对气候相关问题的监督时，机构应当考虑论述下列

问题： 

- 董事会和/或董事会下设委员会（例如审计、风险或其它委员

会）了解气候相关问题的流程和频率； 

- 董事会和/或董事会下设委员会在审查和指导机构的战略、重

要行动计划、风险管理政策、年度预算和商业计划，制定机

构的业绩目标、监控实施和执行情况、以及监督重要资本支

出、收购和资产剥离时，是否考虑了气候相关问题；以及 

- 董事会如何监督和监控在处理气候相关问题时其目标的实现

情况。 

建议信息披露 b） 

描述管理层在评估

和管理气候相关风

险和机遇方面的职

责。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指导意见 

在描述管理层在评估和管理气候相关问题方面的职责时，机构应

当考虑纳入下列信息： 

- 机构是否已将气候相关职责分派给管理层的岗位或管理委员

会；如果是，该等管理岗位或管理委员会是否向董事会或董

事会下设委员会报告，并且该等职责是否包含评估和/或管理

气候相关问题； 

- 对相关组织结构的描述； 

- 管理层了解气候相关问题信息的流程；以及 

- 管理层如何（通过具体岗位和/或管理委员会）监控气候相关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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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战略 

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需要了解气候相关问题如何影响一个机构长期、中期和

短期的业务、战略和财务规划。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可依据该等信息，对机

构的未来业绩作出预期。 

战略 

如果相关信息具有重大性，应披露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对机构的业务、战略和财务规划

的实际和潜在影响。 

建议信息披露 a） 

描述机构识别的短

期、中期和长期气

候 相 关 风 险 和 机

遇。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指导意见 

机构应当提供下列信息： 

- 描述其认为相关的短期、中期和长期时间范围；在确定该等

时间范围时，应考虑机构资产或基础设施的使用寿命，以及

气候相关问题通常在中期和长期体现出来这一事实； 

- 描述在不同时间范围（短期、中期和长期）中可能产生的，

可能对机构产生重大财务影响的具体气候相关问题；以及 

- 描述在确定哪些风险和机遇可能对机构产生重大财务影响时

采用的流程。 

适当情况下，机构应当考虑按行业和地区提供风险和机遇描述。

在描述气候相关问题时，机构应当参考表 A1 和表 A2。 

建议信息披露 b） 

描述气候相关风险

和机遇对机构的业

务、战略和财务规

划的影响。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指导意见 

在建议信息披露（a）基础上，机构应当进一步披露被识别的气

候相关问题是如何影响其业务、战略和财务规划的。 

机构应当考虑在下列领域，其业务和战略遭受的影响： 

- 产品和服务 

- 供应链和/或价值链 

- 适应和减缓活动 

- 研发投资 

- 业务经营（包括业务类型和设施所在地） 

机构应当描述气候相关问题是如何纳入其财务规划流程的、所使

用的期限，以及如何确定该等风险和机遇的优先顺序。机构的信

息披露应当全面反映其创造长期价值的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依赖

关系。机构还应当考虑在其信息披露中纳入对下列领域的财务规

划的影响： 

- 运营成本和收入 

- 资本支出和资本配置 

- 收购或撤资 

- 资本的获取 

如果在机构的战略和财务规划中考虑了气候情景，应当对该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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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 

如果相关信息具有重大性，应披露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对机构的业务、战略和财务规划

的实际和潜在影响。 

景予以描述。 

建议信息披露 c） 

描述机构的战略适

应力，并考虑不同

气候相关情景（包

括 2°C 或更低升温

情景）。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指导意见 

机构应当说明在 2°（或更低升温）的情景下，以及气候相关实体

风险更高的情景下（如与其相关），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过程中，

其战略对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适应力。 

机构应当考虑论述以下事项： 

- 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影响将在哪些方面对其战略产生影

响； 

- 为应对该等潜在的风险和机遇，应如何改变其战略；及 

- 纳入考虑的气候相关情景和相关时限。 

请参见工作组报告第 D 部分，详细了解在前瞻性分析中情景分析

的运用。 

 

3. 风险管理 

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需要了解机构如何识别、评估和管理气候相关风险，以

及该等流程是否被纳入了现有的风险管理流程。该等信息可为气候相关财务信息

披露的使用者提供支持，以评估机构的整体风险状况和风险管理活动。 

风险管理 

披露机构如何识别、评估和管理气候相关风险。 

建议信息披露 a） 

描述机构识别和评

估气候相关风险的

流程。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指导意见 

机构应当描述其识别和评估气候相关风险的风险管理流程。该

项描述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机构如何确定气候相关风险相对于其

它风险的重要性。 

机构应当说明其是否考虑了与气候变化（例如排放限制）有

关的现有和新监管要求以及其它相关因素。 

机构应当考虑披露下列信息： 

- 已识别气候相关风险的潜在规模和范围的评估流程，以及 

- 所使用风险术语的定义，或者指明所使用的现有风险分类框

架。 

建议信息披露 b） 

描述机构管理气候

相关风险的流程。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指导意见 

机构应当描述其管理气候相关风险的流程，包括如何做出减缓

、转移、接受或控制这些风险的决定。另外，机构应当描述对

气候相关风险进行优先性排序的流程，包括在机构内如何做出

 

https://www.fsb-tcfd.org/publications/final-recommendations-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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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认定。 

在描述管理气候相关风险的流程时，机构应视适当情况，论述表

A1 和表 A2 包含的风险。 

建议信息披露 c） 

描述识别、评估和

管理气候相关风险

的流程如何纳入机

构 的 整 体 风 险 管

理。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指导意见 

机构应当描述其识别、评估和管理气候相关风险的流程如何被纳

入整体风险管理之中。 

 

4. 指标和目标 

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需要了解机构如何衡量和监控其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

了解机构使用的指标和目标，可以让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更好地评估机构潜

在的风险调整回报、履行财务义务的能力、气候相关问题的一般风险敞口以及管

理和适应这些问题的进展情况。 

指标和目标 

如果相关信息具有重大性，应披露评估和管理相关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时采用的指标和

目标。 

建议信息披露 a） 

披露机构在按照其

战略和风险管理流

程评估气候相关风

险和机遇时使用的

指标。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指导意见 

机构应当提供表 A1 和表 A2 描述的在衡量和管理气候相关风险和

机遇时使用的重要指标。 

如相关，机构应当考虑纳入与水、能源、土地使用和废物管理有

关的气候相关风险指标。 

如果气候相关问题具有重大性，机构应考虑描述薪酬政策是否纳

入以及如何纳入相关业绩指标。 

如相关，机构应当提供其内部碳价格以及气候相关机遇指标，例

如为低碳经济设计的产品和服务产生的收入。 

应当提供历史时期的指标以进行趋势分析。另外，如果其计算或

估算气候指标的方法并非显而易见，机构应当予以描述。 

建议信息披露 b） 

披露范围 1、范围 2

和（如适用）范围 3

温室气体排放和相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指导意见 

机构应当披露其范围 1、范围 2 和范围 3（如适用）温室气体排放

和相关风险。10 

温室气体排放应当按照温室气体核算体系（GHG Protocol）规定

 
10 排放是全球气温上升的主要推动因素，是限制气候变化的政策、监管、市场和技术应对措施的关键着眼点。因此，排放量大的

机构受到转型风险的影响可能会比其他机构更为显着。此外，当前或未来排放限制（直接限制或通过碳预算间接限制）可能会对

机构产生财务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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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风险。 的方法计算，以便在不同机构和地区之间进行汇总和比较。11适

当时，机构应当考虑提供相关和公认的特定行业温室气体效率

比。12 

应当提供历史时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和相关指标以进行趋势分

析。另外，如果其计算或估算气候指标的方法并非显而易见，机

构应当予以描述。 

建议信息披露 c） 

描述机构用于管理

气候相关风险和机

遇的目标以及目标

的实现情况。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指导意见 

机构应当根据预期监管要求或市场约束或其它目标，描述相应

的关键气候目标，例如与温室气体排放、水用量、能源使用量

等有关的目标。其它目标可以包括效率或财务目标、财务损失

容忍度、整个产品周期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或者为低碳经济

设计的产品和服务的净收入目标。 

在描述目标时，机构应当考虑纳入下列信息： 

- 绝对目标或基于强度的目标， 

- 目标的时限， 

- 衡量进度情况的基准年份，以及 

- 评估目标进展情况的重要业绩指标。 

如果其计算或估算气候指标的方法并非显而易见，机构应当予以

描述。 

 

5. 建议信息披露与其他框架的对应 

 

 
11 虽然仍遭到一些质疑，温室气体核算体系规定的方法是得到最广泛认可和使用的计算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标准。如果国内报告

标准与温室气体核算体系规定的方法一致，机构可采用国内报告方法。 
12 对于能耗高的行业，应提供与排放强度有关的指标。例如，单位经济产出（如单位产量、员工人数或增值）排放量使用较广。 

治理类建议信息披露 

a） G20/经合组织（OECD）公司治理原则 5.a.4、5.a.9、6.a、6.d.1、6.d.2、6.d.3、6.d.4、

6.d.7、6.e.2、6.f 

CDP 2017 年气候变化调查问卷 CC1.1a 

GRI 102：一般信息披露 102-18、102-19.102-20、102-26、102-27、102-

29、102-31、102-32 

CDSB 气候变化报告框架 4.16、4.17 

CDSB 环境信息和自然资本报告框架 REQ-03 

国际综合报告框架 3.4、3.41、4.8、4.9 

b） GRI 102：一般信息披露 102-29、102-31、102-32 

CDP 2017 年气候变化调查问卷 CC1.1、CC1.1a、CC1.2、CC1.2a、CC2.2、

CC2.2a、CC2.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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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类建议信息披露 

a） G20/经合组织公司治理原则 5.a.7、5.a.8 

CDP 2017 年气候变化调查问卷 CC2.1b、CC2.1c、CC5.1、CC6.1 

CDSB 气候变化报告框架 4.6、4.9、4.10、4.11、4.14 

CDSB 环境信息和自然资本报告框架 REQ-02、REQ-06 

GRI 102：一般信息披露 102-15 

国际综合报告框架 3.5、3.17、4.6、4.7、4.23、4.24、

4.25、4.26 

b） G20/经合组织公司治理原则 5.a.2、5.a.7、5.a.8 

CDP 2017 年气候变化调查问卷 CC2.2、CC2.2a、CC2.2b、CC3.2、

CC3.3、CC5.1、CC6.1 

GRI 201：经济表现 201-2 

CDSB 气候变化报告框架 2.8、2.9、2.10、4.6、4.7、4.9、4.10、

4.11、4.12、4.13、4.14 

CDSB 环境信息和自然资本报告框架 REQ-01、REQ-02、REQ-06 

国际综合报告框架 3.3、3.5、3.39、4.12、4.23、4.28、

4.29、4.34、4.35、4.37 

c） CDP 2017 年气候变化调查问卷 CC2.2a 

CDSB 气候变化报告框架 4.7 

 

风险管理类建议信息披露 

a） G20/经合组织公司治理原则 5.a.2、5.a.7 

CDP 2017 年气候变化调查问卷 CC2.1、CC2.1a、CC2.1b、CC2.1c、CC2.1c、

CC5.1、CC6.1 

GRI 201：经济表现 201-2 

CDSB 气候变化报告框架 4.6、4.7、4.8、4.9、4.11 

CDSB 环境信息和自然资本报告框架 REQ-01、REQ-02、REQ-03 

b） G20/经合组织公司治理原则 5.a.2、5.a.7 

CDP 2017 年气候变化调查问卷 CC2.1c、CC5.1c 

CDSB 气候变化报告框架 2.8、2.9、4.12、4.13、4.16、4.17 

CDSB 环境信息和自然资本报告框架 REQ-01、REQ-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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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类建议信息披露 

CDSB 气候变化报告框架 4.12、4.13、4.16、4.17 

CDSB 环境信息和自然资本报告框架 REQ-01、REQ-02、REQ-03 

国际综合报告框架 4.23、4.24、4.25、4.26、4.40、4.41、4.42 

c） G20/经合组织公司治理原则 5.a.2、5.a.7 6.d.1、6.f 

CDP 2017 年气候变化调查问卷 CC2.1 

CDSB 气候变化报告框架 4.6、4.7 

CDSB 环境信息和自然资本报告框架 REQ-01、REQ-02、REQ-03、REQ-06 

国际综合报告框架 2.7、2.8、2.9 

 

指标和目标类建议信息披露 

a） G20/经合组织公司治理原则 6.d.1、6.d.7 

CDP 2017 年气候变化调查问卷 CC2.1c、CC2.1d、CC2.3、CC12 

GRI 102：一般信息披露 102-30 

CDSB 气候变化报告框架 2.36、2.37、2.38、4.14、4.15 

CDSB 环境信息和自然资本报告框架 REQ-01、REQ-04、REQ-05、REQ-06 

国际综合报告框架 3.52、3.53、4.30、4.31、4.32、4.38、4.53 

b） CDP 2017 年气候变化调查问卷 CC7、CC7.2、CC8、CC9、CC10、CC12、

CC14 

GRI 102：一般信息披露 102-29、102-30 

GRI 201：经济表现 201-2 

CDSB 气候变化报告框架 4.19.1、4.19.2、4.29、4.30、4.31、4.32、4.33 

CDSB 环境信息和自然资本报告框架 REQ-04、REQ-05 

c） CDP 2017 年气候变化调查问卷 CC3.1、CC3.2、CC3.3 

CDSB 气候变化报告框架 4.12、4.13、4.14、4.15 

CDSB 环境信息和自然资本报告框架 REQ-01 

国际综合报告框架 4.53、4.60、4.61、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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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金融行业补充指导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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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金融行业补充指导意见 

金融稳定理事会关于工作组的提案的关键要素之一，是制定气候相关信息披露

制度，“使利益相关方更好地了解金融行业中涉碳资产的集中度以及金融系统

所面临的气候相关风险”。13金融稳定理事会的提案还特别指出，金融行业的信

息披露将： 

◼ “促成对（气候相关）风险进行早期评估”，并“促进市场自律”，并 

◼ “提供可系统化分析的数据来源，协助主管机关评估气候变化对金融行

业造成的任何风险的严重程度，以及最有可能传导该风险的渠道。” 

工作组主要依据经营活动，将金融行业分为以下四大行业：银行（贷款）、

保险公司（承保）、资产管理人（资产管理）和资产所有者，包括公共部门

和私营部门的退休金计划、养老金及基金会（投资）。金融稳定理事会提案

指出，作为气候相关金融财务信息披露的编制者，金融行业具有重要作用，

有鉴于此，工作组列出了应适用补充指导意见的若干领域，如图 8 所示。该

补充指导意见旨在为金融行业提供补充背景信息，以便其编制符合工作组建

议信息披露。 

 

1. 银行 

银行因其贷款业务、其他金融中介业务以及自身经营而面临气候相关风险和机

遇。作为金融中介机构，银行可因其借款人、客户或交易对手而承受重大气候

相关风险。如果公司直接面临气候相关风险（例如，化石燃料生产商、化石燃

料密集消费者、房地产所有人或农产品/食品公司），则向其发放贷款或买卖其

证券的银行可能因授信和持股而累积气候相关风险。特别是，大型化石燃料生

产商或使用者所面临的针对特定资产的信用或股权风险，可能需要在银行的财

务文件中披露或讨论。此外，随着低碳和能效替代产品市场的发展，银行可能

在其贷款和投资业务中承担重大风险。银行还可能因其融资业务或者第三方向

 
13 金融稳定理事会：《关于气候相关风险信息披露工作组的提案》，2015年 11月 9日。 

治理 战略 风险管理 指标和目标 

行业 

银行 

保险公司 

资产所有者 

资产管理人 

图 8 

金融行业补充指导意见 

http://www.fsb.org/wp-content/uploads/Disclosure-task-force-on-climate-related-risk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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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张损害赔偿或其他法律追索而面临诉讼。投资者、贷款人、承保人和其他

利益相关方需要有能力识别银行的各种风险，以便做出明智的财务决策。 

治理 

披露机构在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方面的治理情况 

建议信息披露 a） 

描述董事会对气

候相关风险和机

遇的监督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指导意见 

在描述董事会对气候相关问题的监督时，机构应当考虑论述下

列问题： 

- 董事会和/或董事会下设委员会（例如审计、风险或其他委

员会）了解气候相关问题信息的流程和频率 

- 董事会和/或董事会下设委员会在审查和指导机构的战

略、重要行动计划、风险管理政策、年度预算和商业计

划，制定机构的业绩目标、监控实施和执行情况、以及

监督重要资本支出、收购和资产剥离时，是否考虑了气

候相关问题，以及 

- 董事会如何监督和监控在处理气候相关问题时其目标的实

现情况。 

建议信息披露b） 

描述管理层在评

估和管理气候相

关风险和机遇方

面的作用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指导意见 

在描述管理层在评估和管理气候相关问题方面的作用时，机构

应当考虑纳入下列信息： 

- 机构是否已将气候相关职责分派给管理岗位或管理委员

会；如果是，该等管理岗位或管理委员会是否向董事会或

董事会下设委员会报告，并且该等职责是否包含评估和/或

管理气候相关问题； 

- 对相关组织结构的描述； 

- 管理层了解气候相关问题信息的流程；以及 

- 管理层如何（通过具体岗位和/或管理委员会）监控气候相

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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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 

如果相关信息具有重大性，应披露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对机构的业务、战略和财务

规划的实际和潜在影响。 

建议信息披露a） 

描述机构已经识

别的短期、中期

和长期气候相关

风险和机遇。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指导意见 

机构应当提供下列信息： 

- 描述其认为相关的短期、中期和长期时间范围；在确定该

等时间范围时，应考虑机构资产或基础设施的使用寿命，

以及气候相关问题通常在中期和长期体现出来这一事实； 

- 描述在不同时间范围（短期、中期和长期）中可能产生

的，可能对机构产生重大财务影响的具体气候相关问题，

并区分这些气候相关风险是转型风险还是实体风险；以及 

- 描述在确定哪些风险和机遇可能对机构产生重大财务影响

时采用的流程。 

适当情况下，机构应当考虑按行业和地区提供风险和机遇描

述。在描述气候相关问题时，机构应当参考表 A1 和表 A2。 

对银行的补充指导意见 

银行应描述涉碳资产信用风险敞口的重要考量因素。14此外，

银行还应考虑披露其贷款和其他金融中介业务中的气候相关风

险（转型风险和实体风险）。 

建议信息披露 b） 

描述气候相关风

险和机遇对机构

的业务、战略和

财务规划的影响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指导意见 

在建议信息披露（a）基础上，机构应当进一步披露被识别的

气候相关问题是如何影响其业务、战略和财务规划的。 

机构应当考虑纳入在下列领域，其业务和战略遭受的影响； 

- 产品和服务 

- 供应链和/或价值链 

- 适应和减缓活动 

- 研发投资 

- 业务经营（包括业务类型和设施所在地） 

机构应当描述气候相关问题是如何纳入其财务规划流程的、所

使用的期限，以及如何确定该等风险和机遇的优先顺序。机构

 
14 由于认识到涉碳资产一词不存在精确定义，工作组鼓励银行使用一致的定义，以便进行比较。为披露本框架下涉

碳资产信用敞口的重要集中度信息，工作组建议银行将涉碳资产定义为《全球行业分类标准》下与能源和公用事

业行业相关联的资产，不包括水资源公用事业和独立发电和可再生能源发电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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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 

如果相关信息具有重大性，应披露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对机构的业务、战略和财务

规划的实际和潜在影响。 

的信息披露应当全面反映其创造长期价值的各种因素之间的相

互依赖关系。机构还应当考虑在其信息披露中纳入对下列领域

的财务规划的影响： 

- 运营成本和收入 

- 资本支出和资本配置 

- 收购和撤资 

- 资本的获取 

如果在机构的战略和财务规划中考虑了气候情景，应当对该等

情景予以描述。 

建议信息披露 c） 

描述在不同的气

候相关情景（包

括 2°C 或更低升

温情景）下机构

战略的适应力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指导意见 

机构应当说明在 2°（或更低升温）的情景下，以及气候相关实

体风险更高的情景下（如与其相关），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过程

中，其战略对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适应力。 

机构应当考虑论述以下事项： 

- 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影响将在哪些方面对其战略产生

影响； 

- 为应对该等潜在的风险和机遇，应如何改变其战略； 

- 纳入考虑的气候相关情景和相关期限。 

请参见工作组报告 D 部分，详细了解在前瞻性分析中情景分

析的运用。 

 

https://www.fsb-tcfd.org/publications/final-recommendations-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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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 

披露机构如何识别、评估和管理气候相关风险。 

建议信息披露 a） 

描述机构识别和评

估气候相关风险的

流程。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指导意见 

机构应当描述其识别和评估气候相关风险的风险管理流程。

该项描述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机构如何确定气候相关风险相对

于其他风险的重要性。 

机构应当说明其是否考虑了与气候变化（例如排放限制）有

关的现有和新出现的监管要求以及其他相关因素。 

机构应当考虑披露下列信息： 

- 评估已识别的气候相关风险的潜在规模和范围的流程，

以及 

- 所使用风险术语的定义，或者指明所使用的现有风险

分类框架。 

对银行的补充指导意见 

银行应考虑按其传统银行业风险类别描述气候相关风险，如

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和运营风险。 

银行还应考虑描述采用的任何风险分类框架（如强化信息披

露工作组用于定义“首要和新兴风险”的框架）。15 

建议信息披露 b） 

描述机构管理气候

相关风险的流程。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指导意见 

机构应当描述其管理气候相关风险的流程，包括如何做出减

缓、转移、接受或控制这些风险的决定。另外，机构应当描

述对气候相关风险进行重大性排序的流程，包括在机构内如

何做出重要性认定。 

在适当情况下，在描述管理气候相关风险的流程时，机构应

当论述表 A1 和表 A2 中包含的风险。 

建议信息披露 c） 

描述识别、评估

和管理气候相关

风险的流程如何

被纳入机构的整

体 风 险 管 理 之

中。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指导意见 

机构应当描述其识别、评估和管理气候相关风险的流程如何

被纳入整体风险管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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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和目标 

如果相关信息具有重大性，应披露评估和管理相关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时采用的指

标和目标。 

建议信息披露 a） 

披露机构在按照

其战略和风险管

理流程评估气候

相关风险和机遇

时使用的指标。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指导意见 

机构应当提供表 A1 和表 A2 描述的在衡量和管理气候相关风

险和机遇时使用的重要指标。 

如适当，机构应当考虑纳入与水、能源、土地使用权和废物

管理有关的气候相关风险指标。 

如果气候相关问题具有重大性，机构应考虑描述相关业绩指

标是否已经纳入薪酬政策，以及在薪酬政策中的作用。 

如相关，机构应当提供其内部碳价格以及气候相关机遇指

标，例如为低碳经济设计的产品和服务产生的收入。 

应当提供历史时期的指标以进行趋势分析。另外，如果其计

算或估算气候指标的方法并非显而易见，机构应当予以描

述。 

对银行的补充指导意见 

银行应当提供用于评估其长期、中期和短期贷款和其他金融

中介服务所面临（转型和实体）气候相关风险影响的指标。

所提供的指标可涉及按以下标准细分的信用风险敞口、股权

和债权或交易仓位： 

- 行业16 

-  地域  

- 信用质量（如投资或非投资等级、内部评级体系） 

- 平均期限 

银行还应提供涉碳资产的数额及其占总资产的比例以及与气

候相关机遇有关的贷款和其他融资数额。17 

建议信息披露 b） 

披露范围 1、范围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指导意见 

机构应当披露其范围 1、范围 2和范围 3（如适用）温室气体排

 
15 强化信息披露工作组由金融稳定理事会成立，目的是为银行提供财务风险信息披露建议。该工作组将“首要风

险”定义为“一种当前已出现的风险，有可能在不同风险类别、业务区域或地理区域对财务业绩、声誉或可持续性

或业务产生重大影响，并可能在短期（可能一年）内固化”。新兴风险被定义为“结果具有巨大不确定性，可能需要

较长期间才能确定（可能一年以上）且一旦发生，可能对商业战略产生重大影响的风险”。 
16 行业应按照《全球行业分类标准》或符合财务申报要求的国内分类体系确定。 
17 由于认识到涉碳资产一词不存在精确定义，工作组鼓励银行使用一致的定义，以便进行比较。为披露本框架下涉

碳资产的数额及其占总资产的比例，工作组建议银行将涉碳资产定义为《全球行业分类标准》下与能源和公用事

业行业相关联的资产，不包括水资源公用事业和独立发电和可再生能源发电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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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和目标 

如果相关信息具有重大性，应披露评估和管理相关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时采用的指

标和目标。 

2和（如适用）范

围 3 温室气体排

放和相关风险。 

放和相关风险。18 

温室气体排放应当按照温室气体核算体系（GHG Protocol）

规定的方法计算，以便于在不同机构和地区之间进行汇总和

比较。19适当时，机构应当考虑提供相关和公认的特定行业

温室气体效率比。20 

应当提供历史时期的温室气体排放和指标以进行趋势分析。

另外，如果其计算或估算气候指标的方法并非显而易见，机

构应当予以描述。 

建议信息披露 c） 

描述机构用于管

理气候相关风险

和机遇的目标以

及目标的实现情

况。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指导意见 

机构应当根据预期监管要求或市场约束或其它目标，描述相

应的关键气候目标，例如与温室气体排放、水用量、能源使

用量等有关的目标。其它目标可以包括效率或财务目标、财

务损失容忍度、整个产品周期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或者为

低碳经济设计的产品和服务的净收入目标。 

在描述目标时，机构应当考虑纳入下列信息： 

- 绝对目标或基于强度的目标； 

- 目标的时限， 

- 衡量进度情况的基准年份，以及 

- 评估目标进展情况的重要业绩指标。 

补充指导意见与其他框架的对应 

风险管理类建议信息披露 

a） EDTF，《强化银行风险披露》 建议 18, 22, 23, 24, 25, 26, 30 

SASB，《商业银行：重大性会计准则》 脚注 0101-16 

 
18 排放是全球气温上升的主要推动因素，是限制气候变化的政策、监管、市场和技术应对措施的关键着眼点。因

此，排放量大的机构遭受的转型风险影响，可能会比其他机构更加显著。此外，当前或未来排放限制（直接限制或

通过碳预算间接限制）可能会对机构产生财务上的影响。 
19 虽然存在一些质疑，但温室气体核算体系规定的方法是得到最广泛认可和使用的计算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标准。

如果国内报告标准与温室气体核算体系规定的方法一致，机构可采用国内报告方法。 
20 对于能耗高的行业，应提供与排放强度有关的指标。例如，每经济产出单位（例如产量、员工人数或附加值单

位）的排放量即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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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和目标类建议信息披露 

a） EDTF，《强化银行风险披露》 建议 26, 28 

 

2. 保险公司21 

对保险公司而言，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是影响该行业核心业务（例如，天气相

关风险转移业务）的关键课题。科学界达成的共识是，全球平均气温持续上升

将严重影响天气类自然灾害，且在自然灾害损失中所占比重日益提高。22 

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的使用者尤为关注保险公司如何在承保和投资业务中评

估和管理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该等信息披露有助于使用者了解保险公司如何

将气候相关风险纳入其战略、风险管理、承保流程以及投资决策。本指导意见

适用于保险业务的负债（承保）一侧。关于保险公司的投资业务，请参见对资

产所有者的补充指导意见。 

治理 

披露机构对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方面的治理情况 

建议信息披露 a） 

描述董事会对气

候相关风险和机

遇的监督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指导意见 

在描述董事会对气候相关问题的监督时，机构应当考虑论述下列

问题： 

- 董事会和/或董事会下设委员会（例如审计、风险或其他委

员会）了解气候相关问题信息的流程和频率； 

- 董事会和/或董事会下设委员会在审查和指导机构的战

略、重要行动计划、风险管理政策、年度预算和商业计

划，制定机构的业绩目标、监控实施和执行情况、以及

监督重要资本支出、收购和资产剥离时，是否考虑了气

候相关问题；以及 

- 董事会如何监督和监控在处理气候相关问题时其目标的实

现情况。 

建议信息披露 b） 

描述管理层在评

估和管理气候相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指导意见 

在描述管理层在评估和管理气候相关问题方面的作用时，机构应

当考虑纳入下列信息： 

 
21 保险公司包括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 
22 气候变化政府间工作组：《评估报告五》，剑桥大学出版社，2014 年。 

http://www.ipcc.ch/report/ar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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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 

披露机构对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方面的治理情况 

关风险和机遇方

面的作用 

- 机构是否已将气候相关职责分派给管理岗位或管理委员

会；如果是，该等管理岗位或管理委员会是否向董事会或

董事会下设委员会报告，并且该等职责是否包含评估和/或

管理气候相关问题； 

- 对相关组织结构的描述； 

- 管理层了解气候相关问题信息的流程；以及 

- 管理层如何（通过具体岗位和/或管理委员会）监控气候相

关问题。 

 

战略 

如果相关信息具有重大性，应披露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对机构的业务、战略和财务规

划的实际和潜在影响。 

建议信息披露a） 

描述机构已经识

别的短期、中期

和长期气候相关

风险和机遇。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指导意见 

机构应当提供下列信息： 

- 描述其认为相关的短期、中期和长期时间范围；在确定该

等时间范围时，应考虑机构资产或基础设施的使用寿命，

以及气候相关问题通常在中期和长期体现出来这一事实； 

- 描述在不同时间范围（短期、中期和长期）中可能产生

的，可能对机构产生重大财务影响的具体气候相关问题，

并区分这些气候相关风险是转型风险还是实体风险；以及 

- 描述在确定哪些风险和机遇可能对机构产生重大财务影响

时采用的流程。 

适当情况下，机构应当考虑按行业和地区提供风险和机遇描述。

在描述气候相关问题时，机构应当参考表 A1 和表 A2。 

建议信息披露 b） 

描述气候相关风

险和机遇对机构

的业务、战略和

财务规划的影响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指导意见 

在建议信息披露（a）基础上，机构应当进一步披露被识别的气

候相关问题是如何影响其业务、战略和财务规划的。 

机构应当考虑纳入在下列领域，其业务和战略遭受的影响； 

- 产品和服务 

- 供应链和/或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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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 

如果相关信息具有重大性，应披露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对机构的业务、战略和财务规

划的实际和潜在影响。 

- 适应和减缓活动 

- 研发投资 

- 业务经营（包括业务类型和设施所在地） 

机构应当描述气候相关问题是如何纳入其财务规划流程的、所使

用的期限，以及如何确定该等风险和机遇的优先顺序。机构的信

息披露应当全面反映其创造长期价值的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依赖

关系。机构还应当考虑在其信息披露中纳入对下列领域的财务规

划的影响： 

- 运营成本和收入 

- 资本支出和资本配置 

- 收购和撤资 

- 资本的获取 

如果在机构的战略和财务规划中考虑了气候情景，应当对该等情

景予以描述。 

对保险公司的补充指导意见 

关于其核心业务、产品和服务，保险公司应描述气候相关风

险和机遇的潜在影响，并提供可获得的定量支持信息，包

括： 

- 业务单元、行业或地域层面的信息； 

- 该等潜在影响对客户、再保险分出人或经纪人的选择的

影响；及 

- 是否正在开发特定的气候相关产品或业务能力，如绿色

基础设施保险、气候相关风险专项咨询服务以及对气候

相关客户的开发。 

建议信息披露 c） 

描述在不同的气

候相关情景（包

括 2°C 或更低升

温情景）下机构

战略的适应力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指导意见 

机构应当说明在 2°C（或更低升温）的情景下，以及气候相关实

体风险更高的情景下（如与其相关），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过程

中，其战略对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适应力。 

机构应当考虑论述以下事项： 

- 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将在哪些方面对其战略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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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 

如果相关信息具有重大性，应披露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对机构的业务、战略和财务规

划的实际和潜在影响。 

- 为应对该等潜在的风险和机遇，应如何改变其战略；

及 

- 纳入考虑的气候相关情景和相关时限。 

请参见工作组报告D部分，详细了解在前瞻性分析中情景分析

的运用。 

对保险公司的补充指导意见 

对其承保业务开展气候相关情景分析的保险公司应提供下列

信息： 

- 描述所采用的气候相关情景，包括关键输入参数、假设

和考虑因素以及分析选项。除 2°C情景外，面临大量天气

类灾害风险的保险公司还应考虑采用 2°C以上情景以评估

气候变化的实体风险；及 

- 气候相关情景所采用的时限，包括长期、中期和短期时

间节点。 

 

风险管理 

披露机构如何识别、评估和管理气候相关风险。 

建议信息披露 a） 

描述机构识别和评

估气候相关风险的

流程。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指导意见 

机构应当描述其识别和评估气候相关风险的风险管理流程。该

项描述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机构如何确定气候相关风险相对于其

他风险的重要性。 

机构应当说明其是否考虑了与气候变化（例如排放限制）有关

的现有和新出现的监管要求以及其他相关因素。 

机构应当考虑披露下列信息： 

- 评估已识别的气候相关风险的潜在规模和范围的流程，

以及 

- 所使用风险术语的定义，或者指明所使用的现有风险分

类框架。 

对保险公司的补充指导意见 

https://www.fsb-tcfd.org/publications/final-recommendations-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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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 

披露机构如何识别、评估和管理气候相关风险。 

保险公司应按地域、业务行业或产品类别描述再保险/保险产

品组合的气候相关风险识别和评估流程，包括下列风险： 

- 天气类灾害频率和强度变化所产生的实体风险； 

- 因价值缩水、能源成本变动或实施碳监管导致可保利益

降低而产生的转型风险；及 

- 因诉讼可能增多而可能严重化的责任风险。 

建议信息披露 b） 

描述机构管理气候

相关风险的流程。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指导意见 

机构应当描述其管理气候相关风险的流程，包括如何做出减

缓、转移、接受或控制这些风险的决定。另外，机构应当描述

对气候相关风险进行重大性排序的流程，包括在机构内如何做

出重要性认定。 

在适当情况下，在描述管理气候相关风险的流程时，机构应当

论述表 A1 和表 A2 中包含的风险。 

对保险公司的补充指导意见 

对于产品开发和定价领域的气候相关风险，保险公司应描述

管理该等风险的关键工具或手段，如风险模型。 

保险公司还应描述列入所考虑气候相关事件的范围，以及如何

管理该等事件日益升级的倾向和严重性所产生的风险。 

建议信息披露 c） 

描述识别、评估

和管理气候相关

风险的流程如何

被纳入机构的整

体 风 险 管 理 之

中。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指导意见 

机构应当描述其识别、评估和管理气候相关风险的流程如何

被纳入其整体风险管理之中。 

 

指标和目标 

如果相关信息具有重大性应，应披露评估和管理相关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时采用的指

标和目标。 

建议信息披露 a）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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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和目标 

如果相关信息具有重大性应，应披露评估和管理相关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时采用的指

标和目标。 

披露机构在按照

其战略和风险管

理流程评估气候

相关风险和机遇

时使用的指标。 

机构应当提供表A1和表A2描述的在衡量和管理气候相关风险

和机遇时使用的重要指标。 

如适当，机构应当考虑纳入与水、能源、土地使用权和废物管

理有关的气候相关风险指标。 

如果气候相关问题具有重大性，机构应考虑描述相关业绩指标

是否已经纳入薪酬政策，以及在薪酬政策中的作用。 

如相关，机构应当提供其内部碳价格以及气候相关机遇指标，

例如为低碳经济设计的产品和服务所产生的收入。 

应当提供历史时期的指标以进行趋势分析。另外，如果其计算

或估算气候指标的方法并非显而易见，机构应当予以描述。 

对保险公司的补充指导意见 

保险公司应按相关管辖区提供其财险业务的天气类灾害风险敞

口总和（即天气类灾害的年度预期损失总和）。 

建议信息披露 b） 

披露范围 1、范围

2和（如适用）范

围 3 温室气体排

放和相关风险。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指导意见 

机构应当披露其范围 1、范围 2 和范围 3（如适用）温室气体排

放和相关风险。23 

温室气体排放应当按照温室气体核算体系（GHG Protocol）规

定的方法计算，以便在不同机构和地区之间进行汇总和比较。

24适当时，机构应当考虑提供相关和公认的特定行业的温室气

体效率比。25 

应当提供历史时期的温室气体排放和指标以进行趋势分析。另

外，如果其计算或估算气候指标的方法并非显而易见，机构应

当予以描述。 

建议信息披露 c） 

描述机构用于管

理气候相关风险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指导意见 

机构应当根据预期监管要求或市场约束或其它目标，描述相应

的关键气候目标，例如与温室气体排放、水用量、能源使用量

 
23 排放是全球气温上升的主要推动因素，是限制气候变化的政策、监管、市场和技术应对措施的关键着眼点。因

此，排放量大的机构遭受的转型风险影响，可能会比其他机构更加显著。此外，当前或未来排放限制（直接限制或

通过碳预算间接限制）可能会对机构产生财务上的影响。 
24 虽然存在一些质疑，温室气体核算体系规定的方法是得到最广泛认可和使用的计算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标准。如

果国内报告标准与温室气体核算体系规定的方法一致，机构可采用国内报告方法。 
25 对于能耗高的行业，应提供与排放强度有关的指标。例如，每经济产出单位（例如产量、员工人数或附加值单

位）的排放量即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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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和目标 

如果相关信息具有重大性应，应披露评估和管理相关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时采用的指

标和目标。 

和机遇的目标以

及目标的实现情

况。 

等有关的目标。其它目标可以包括效率或财务目标、财务损失

容忍度、整个产品周期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或者为低碳经济

设计的产品和服务的净收入目标。 

在描述目标时，机构应当考虑纳入下列信息： 

- 绝对目标或基于强度的目标； 

- 目标的时限， 

- 衡量进度情况的基准年份，以及 

- 评估目标进展情况的重要业绩指标。 

如果其计算目标和措施的方法并非显而易见，机构应当予以描

述。 

 

补充指导意见与其他框架的对应 

战略类建议信息披露 

b） ClimateWise，《ClimateWise 原则》 原则 3.2, 3.4, 4.1, 4.2 

 

风险管理类建议信息披露 

a） SASB，《保险：可持续性会计准则》 脚注 0301-17.65 

 

指标和目标类建议信息披露 

a） UNEP FI，《可持续保险原则》 原则 1 

 

3. 资产所有者 

资产所有者是一个包括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退休金计划、保险/再保险公司、养

老金以及基金会在内为其自身或其受益人进行资产投资的多样化群体。资产所有

者按照其监管机构或受益人出具的投资委托书或制定的投资战略进行投资。资产

所有者会制定不同的投资期限，由此影响到其风险容忍度和投资战略。许多资产

所有者拥有各种不同投资战略、资产类别、区域的投资组合，并存在许多相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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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和政府风险敞口。资产所有者可聘请资产管理人代其投资。26 

资产所有者不论是直接投资还是通过资产管理人投资，在投资中都将面临潜在的

转型风险和实体风险。但资产所有者同样也会从气候变化相关的投资机会中获得

潜在回报。 

资产所有者处于投资链顶端，因此，对其投资的机构更好地做出气候相关财务披

露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受益人和其他受众可通过资产所有者披露的气候相关风

险和机遇，评估资产所有者的投资考量和气候变化应对方法，包括对资产所有者

通过各种形式将适当的气候相关财务信息融入其投资活动进行评估，例如，制定

投资战略、做出新的投资决策以及管理现有投资组合。通过鼓励资产所有者进行

气候相关财务披露，收益人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可更好地了解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

敞口。此外，资产所有者进行气候相关财务披露也会鼓励从资产所有者到资产管

理人再到相关公司在内的整个投资链进行更好的披露，便于所有机构和个人能够

做出更加明智的投资决策。 

治理 

披露机构在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方面的治理情况 

建议信息披露 a） 

描述董事会对气

候相关风险和机

遇的监督。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指导意见 

在描述董事会对气候相关问题的监督时，机构应当考虑论述下列

问题： 

- 董事会和/或董事会下设委员会（例如审计、风险或其他委员

会）了解气候相关问题信息的流程和频率； 

- 董事会和/或董事会下设委员会在审查和指导机构的战略、重

要行动计划、风险管理政策、年度预算和商业计划，制定机

构的业绩目标、监控实施和执行情况、以及监督重要资本支

出、收购和资产剥离时，是否考虑了气候相关问题；以及 

- 董事会如何监督和监控在处理气候相关问题时其目标的实现

情况。 

建 议 信 息 披 露

b） 

描述管理层在评

估和管理气候相

关风险和机遇方

面的作用。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指导意见 

在描述管理层在评估和管理气候相关问题方面的作用时，机构应

当考虑纳入下列信息： 

- 机构是否已将气候相关职责分派给管理岗位或管理委员会；

如果是，该等管理岗位或管理委员会是否向董事会或董事会

下设委员会报告，并且该等职责是否包含评估和/或管理气候

 
26 投资管理人同时也是受托人。资产管理人在资产所有者就投资管理协议或产品规格所述委托事项规定的指引范围内开

展投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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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 

披露机构在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方面的治理情况 

相关问题； 

- 对相关组织结构的描述； 

- 管理层了解气候相关问题信息的流程，以及 

- 管理层如何（通过具体岗位和/或管理委员会）监控气候相关

问题。 

  

战略 

如果相关信息具有重大性，应披露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对机构的业务、战略和财务规

划的实际和潜在影响。 

建议信息披露

a） 

描述机构已经识

别的短期、中期

和长期气候相关

风险和机遇。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指导意见 

机构应当提供下列信息： 

- 描述其认为相关的短期、中期和长期时间范围；在确定该

等时间范围时，应考虑机构资产或基础设施的使用寿命，

以及气候相关问题通常在中期和长期体现出来这一事实； 

- 每个时间范围（短期、中期和长期）中可能对机构产生重

大财务影响的具体气候相关问题，并区分这些气候相关风

险是转型风险还是实体风险；以及 

- 描述在确定哪些风险和机遇可能对机构产生重大财务影响

时采用的流程。 

适当情况下，机构应当考虑按行业和地区提供风险和机遇描述。

在描述气候相关问题时，机构应当参考表 A1 和表 A2。 

建议信息披露

b） 

描述气候相关风

险和机遇对机构

的业务、战略和

财务规划的影

响。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指导意见 

在建议信息披露（a）基础上，机构应当进一步披露被识别的气

候相关问题是如何影响其业务、战略和财务规划的。 

机构应当考虑纳入在下列领域，其业务和战略遭受的影响； 

- 产品和服务 

- 供应链和/或价值链 

- 适应和减缓活动 

- 研发投资 

- 业务经营（包括业务类型和设施所在地） 

机构应当描述气候相关问题是如何纳入其财务规划流程的、所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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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 

如果相关信息具有重大性，应披露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对机构的业务、战略和财务规

划的实际和潜在影响。 

用的期限，以及如何确定该等风险和机遇的优先顺序。机构的信

息披露应当全面反映其创造长期价值的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依赖

关系。机构还应当考虑在其信息披露中纳入对下列领域的财务规

划的影响： 

- 运营成本和收入 

- 资本支出和资本配置 

- 收购和撤资 

- 资本的获取 

如果在机构的战略和财务规划中考虑了气候情景，应当对该等情

景予以描述。 

对资产所有者的补充指导意见 

资产所有者应当说明如何将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考虑进相关投资

战略中。资产所有者可以从整体基金或整体投资战略或各类资产

的单独投资战略角度进行说明。 

建议信息披露 c） 

描述在不同的气

候相关情景（包

括 2°C 或更低温

度情景）下机构

战略的适应力。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指导意见 

机构应当说明在 2°（或更低升温）的情景下，以及气候相关实体

风险更高的情景下（如与其相关），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过程中，

其战略对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适应力。 

机构应当考虑论述以下事项： 

- 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影响将在哪些方面对其战略产生影

响； 

- 为应对该等潜在的风险和机遇，应如何改变其战略： 

- 纳入考虑的气候相关情景和相关期限。 

请参见工作组报告 D 部分，详细了解在前瞻性分析中情景分析

的运用。 

对资产所有者的补充指导意见 

进行情景分析的资产所有者应考虑就如何使用气候相关情景进行

讨论，例如，用于特定资产的投资通知等。 

 

 

风险管理 

https://www.fsb-tcfd.org/publications/final-recommendations-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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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机构如何识别、评估和管理气候相关风险。 

建议信息披露 a） 

描述机构识别和评

估气候相关风险的

流程。 

机构应当描述其识别和评估气候相关风险的风险管理流程。该

项描述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机构如何确定气候相关风险相对于其

他风险的重要性。 

机构应当说明其是否考虑了与气候变化（例如排放限制）有关

的现有和新出现的监管要求以及其他相关因素。 

机构应当考虑披露下列信息： 

- 评估已识别的气候相关风险的潜在规模和范围的流程，以

及 

- 所使用风险术语的定义，或者指明所使用的现有风险分类

框架。 

对资产所有者的补充指导意见 

在适当的情况下，资产所有者应说明为鼓励更好地披露气候相关

风险与投资公司达成的约定，以及为提高数据的可获取性和资产

所有者评估气候相关风险的能力而采取的相关实践。 

建议信息披露 b） 

描述机构管理气候

相关风险的流程。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指导意见 

机构应当描述其管理气候相关风险的流程，包括如何做出减

缓、转移、接受或控制这些风险的决定。另外，机构应当描述

对气候相关风险进行重大性排序的流程，包括在机构内如何做

出重要性认定。 

在适当情况下，在描述管理气候相关风险的流程时，机构应当

论述表 A1 和表 A2 中包含的风险。 

对资产所有者的补充指导意见 

资产所有者应说明在向低碳能源供应、生产和使用转型过程中如

何考虑对其整体投资组合定位，包括阐述资产所有者如何积极管

理其投资组合在上述转型中的定位。 

建议信息披露 c） 

描述识别、评估和

管理气候相关风险

的流程如何融入机

构的整体风险管理

中。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指导意见 

机构应当描述其识别、评估和管理气候相关风险的流程如何被

纳入整体风险管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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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和目标 

如果相关信息具有重大性，披露评估和管理相关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时采用的指标和

目标。 

建议信息披露 a） 

披露机构在按照其

战略和风险管理流

程评估气候相关风

险和机遇时使用的

指标。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指导意见 

机构应当提供表 A1 和表 A2 描述的在衡量和管理气候相关风险和

机遇时使用的重要指标。 

如适当，机构应当考虑纳入与水、能源、土地使用权和废物管理

有关的气候相关风险指标。 

如果气候相关问题具有重大性，机构应考虑描述相关业绩指标是

否已经纳入薪酬政策，以及在薪酬政策中的作用。 

如相关，机构应当提供其内部碳价格以及气候相关机遇指标，例

如为低碳经济设计的产品和服务产生的收入。 

应当提供历史时期的指标以进行趋势分析。另外，如果其计算或

估算气候指标的方法并非显而易见，机构应当予以描述。 

对资产所有者的补充指导意见 

资产所有者应描述在评估每项基金或投资战略的气候相关风险和

机遇时使用的指标。如相关，资产所有者还应说明这些指标随着

时间变化的情况。 

在适当的情况下，资产所有者应提供在投资决策和监督过程中考

虑的指标。 

建议信息披露 b） 

披露范围 1、范围

2 和（如适用）范

围 3 温室气体排

放和相关风险。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指导意见 

机构应当披露其范围 1、范围 2 和范围 3（如适用）温室气体排

放和相关风险。27 

温室气体排放应当按照温室气体核算体系（GHG Protocol）规定

的方法计算，以便于在不同机构和地区之间进行汇总和比较。28

适当时，机构应当考虑提供相关和公认的特定行业温室气体效率

比。29 

应当提供历史期间的温室气体排放和指标以进行趋势分析。另

外，如果其计算或估算气候指标的方法并非显而易见，机构应当

 
27 排放是全球气温上升的主要推动因素，是限制气候变化的政策、监管、市场和技术应对措施的关键着眼点。因此，排

放量大的机构遭受的转型风险影响，可能会比其他机构更加显著。此外，当前或未来排放限制（直接限制或通过碳预

算间接限制）可能会对机构产生财务上的影响。 
28 虽然存在一些质疑，但温室气体核算体系规定的方法是得到最广泛认可和使用的计算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标准。如果

国内报告标准与温室气体核算体系规定的方法一致，机构可采用国内报告方法。 
29 对于能耗高的行业，应提供与排放强度有关的指标。例如，每经济产出单位（例如产量、员工人数或附加值单位）的

排放量即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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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和目标 

如果相关信息具有重大性，披露评估和管理相关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时采用的指标和

目标。 

予以描述。 

对资产所有者的补充指导意见 

如果可以获得或可以合理预估数据，资产所有者应提供各项基金

或投资战略的加权平均碳强度。 

此外，资产所有者应提供其认为有助于决策的其他指标，并对使

用的方法进行描述。常见的有碳足迹和敞口指标，包括加权平均

碳强度，参见表 2（第 43 页）。 

注：工作组认识到现有碳足迹指标存在一定的挑战性和局限性，

包括该指标不应当总是被用作风险指标。工作组将加权平均碳强

度报告作为第一步，并希望该等信息的披露能够推动有助于决策

的气候相关风险指标制定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工作组承认，鉴于

数据可获得性和方法问题，有些资产所有者可能仅能够就其部分

投资项目报告加权平均碳强度。 

建议信息披露 c） 

描述机构用于管

理气候相关风险

和机遇的目标以

及目标的实现情

况。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指导意见 

机构应当根据预期监管要求或市场约束或其它目标，描述相应

的关键气候目标，例如与温室气体排放、水用量、能源使用量

等有关的目标。其它目标可以包括效率或财务目标、财务损失

容忍度、整个产品周期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或者为低碳经济

设计的产品和服务的净收入目标。 

在描述目标时，机构应当考虑纳入下列信息： 

- 绝对目标或基于强度的目标； 

- - 目标的时限， 

- - 衡量进度情况的基准年份，以及 

- 评估目标进展情况的重要业绩指标。 

另外，如果其计算目标和计量的方法并不显而易见，机构应当予

以描述。 

 

4. 资产管理人 

资产管理人，又称作投资管理人，根据客户的聘请代表客户进行资产投资。资

产管理人同时也是受托人。资产管理人在资产所有者就投资管理协议或产品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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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所述委托事项规定的指引范围内开展投资活动。重要的是，投资结果无论是

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均由客户承担。30 

资产管理人的客户，即相关资产的所有人，承担其投资所面临的主要潜在转型

风险和实体风险。但资产管理人的客户同样也会从与低碳经济转型相关的投资

机会中获得潜在的回报。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与资产管理人及其资产所有者客

户的相关性将取决于一些可变因素，包括其投资风格和目标、所投资的资产类

别、投资委托以及其他因素。 

资产管理人若为一家上市公司，其气候相关财务披露的受众可分为两大类。第

一类受众是其股东，他们需要了解企业层面的风险和机遇以及如何管理该等风

险和机遇。第二类受众是其客户，对于这一类受众而言，产品、投资战略或客

户方面的具体披露则更具相关性。 

资产管理人的客户依靠资产管理人的报告了解如何管理每项投资组合的气候相

关风险和机遇。以下指导意见规定了资产管理人在向其客户进行报告时应当考

虑的因素。 

治理 

披露机构在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方面的治理情况 

建议信息披露 a） 

描述董事会对气候

相关风险和机遇的

监督。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指导意见 

在描述董事会对气候相关问题的监督时，机构应当考虑论述下列

问题： 

- 董事会和/或董事会下设委员会（例如审计、风险或其他委员

会）了解气候相关问题信息的流程和频率； 

- 董事会和/或董事会下设委员会在审查和指导机构的战略、重

要行动计划、风险管理政策、年度预算和商业计划，制定机

构的业绩目标、监控实施和执行情况、以及监督重要资本支

出、收购和资产剥离时，是否考虑了气候相关问题；以及 

- 董事会如何监督和监控在处理气候相关问题时其目标的实现

情况。 

建议信息披露 b） 

描述管理层在评估

和管理气候相关风

险和机遇方面的作

用。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指导意见 

在描述管理层在评估和管理气候相关问题方面的作用时，机构应

当考虑纳入下列信息： 

- 机构是否已将气候相关职责分派给管理职位或管理委员会；

如果是，该等管理职位或管理委员会是否向董事会或董事会

 
30 导言来源：贝莱德，《贝莱德：资产与风险管理全球领导者》（BlackRock Worldwide Leader in Asset and Risk 

Management），2016 年。 

https://www.blackrock.com/corporate/en-at/literature/whitepaper/viewpoint-blackrock-worldwide-leader-in-asset-management.pdf
https://www.blackrock.com/corporate/en-at/literature/whitepaper/viewpoint-blackrock-worldwide-leader-in-asset-managemen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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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 

披露机构在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方面的治理情况 

下设委员会报告，并且该等职责是否包含评估和/或管理气候

相关问题； 

- 对相关组织结构的描述； 

- 管理层了解气候相关问题信息的流程；以及 

- 管理层如何（通过具体职位和/或管理委员会）监控气候相关

问题。 

 

战略 

如果相关信息具有重大性，应披露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对机构的业务、战略和财务规

划的实际和潜在影响。 

建议信息披露 a） 

描述机构已经识别

的短期、中期和长

期气候相关风险和

机遇。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指导意见 

机构应当提供下列信息： 

- 描述其认为相关的短期、中期和长期时间范围；在确定该等

时间范围时，应考虑机构资产或基础设施的使用寿命，以及

气候相关问题通常在中期和长期体现出来这一事实； 

- 每个时间范围（短期、中期和长期）中可能对机构产生重大

财务影响的具体气候相关问题，并区分这些气候相关风险是

转型风险还是实体风险；以及 

- 述在确定哪些风险和机遇可能对机构产生重大财务影响时采

用的流程。 

适当情况下，机构应当考虑按行业和地区提供风险和机遇描述。

在描述气候相关问题时，机构应当参考表 A1 和表 A2。 

建议信息披露 b） 

描述气候相关风

险和机遇对机构

的业务、战略和

财务规划的影

响。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指导意见 

在建议信息披露（a）基础上，机构应当进一步披露被识别的气

候相关问题是如何影响其业务、战略和财务规划的。 

机构应当考虑纳入在下列领域，其业务和战略遭受的影响： 

- 产品和服务 

- 供应链和/或价值链 

- 适应和减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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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 

如果相关信息具有重大性，应披露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对机构的业务、战略和财务规

划的实际和潜在影响。 

- 研发投资 

- 业务经营（包括业务类型和设施所在地） 

机构应当描述气候相关问题是如何纳入其财务规划流程的、所使

用的期限，以及如何确定该等风险和机遇的优先顺序。机构的信

息披露应当全面反映其创造长期价值的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依赖

关系。机构还应当考虑在其信息披露中纳入对下列领域的财务规

划的影响： 

- 运营成本和收入 

- 资本支出和资本配置 

- 收购和撤资 

- 资本的获取 

如果在机构的战略和财务规划中考虑了气候情景，应当对该等情

景予以描述。 

对资产管理人的补充指导意见 

资产管理人应当描述如何将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考虑进相关投资

战略中。 

资产管理人还应描述向低碳经济转型将可能对每项产品或投资战

略产生怎样的影响。 

建议信息披露 c） 

描述在不同的气候

相关情景（包括

2°C 或更低温度情

景）下机构战略的

适应力。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指导意见 

机构应当说明在 2°（或更低升温）的情景下，以及气候相关实体

风险更高的情景下（如与其相关），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过程中，

其战略对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适应力。 

机构应当考虑论述以下事项： 

- 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影响将在哪些方面对其战略产生影

响； 

- 为应对该等潜在的风险和机遇，应如何改变其战略： 

- 纳入考虑的气候相关情景和相关期限。 

请参见工作组报告 D 部分，详细了解在前瞻性分析中情景分析

的运用。 

 

https://www.fsb-tcfd.org/publications/final-recommendations-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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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 

披露机构如何识别、评估和管理气候相关风险。 

建议信息披露 a） 

描述机构识别和评

估气候相关风险的

流程。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指导意见 

机构应当描述其识别和评估气候相关风险的风险管理流程。该项

描述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机构如何确定气候相关风险相对于其他风

险的重要性。 

机构应当说明其是否考虑了与气候变化（例如排放限制）有关的

现有和新出现的监管要求以及其他相关因素。 

机构应当考虑披露下列信息： 

- 评估已识别的气候相关风险的潜在规模和范围的流程，以及 

- 所使用风险术语的定义，或者指明所使用的现有风险分类框

架。 

对资产管理人的补充指导意见 

在适当的情况下，资产管理人应说明为鼓励更好地披露气候相关

风险与被投公司达成的约定，以及为提高数据的可获取性和资产

管理人评估气候相关风险的能力而采取的相关实践。 

资产管理人还应说明其如何识别和评估各项产品或投资战略的重

大气候相关风险，其中包括对过程中使用的资源和工具的描述。 

建议信息披露 b） 

描述机构管理气候

相关风险的流程。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指导意见 

机构应当描述其管理气候相关风险的流程，包括如何做出减缓、

转移、接受或控制这些风险的决定。另外，机构应当描述对气候

相关风险进行重大性排序的流程，包括在机构内如何做出重要性

认定。 

在适当情况下，在描述管理气候相关风险的流程时，机构应当

论述表 A1 和表 A2 中包含的风险。 

对资产管理人的补充指导意见 

资产管理人应描述如何管理每项产品或投资战略的重大气候相关

风险。 

建议信息披露 c） 

描述识别、评估和

管理气候相关风险

的流程如何被纳入

机构的整体风险管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指导意见 

机构应当描述其识别、评估和管理气候相关风险的流程如何被纳

入整体风险管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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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 

披露机构如何识别、评估和管理气候相关风险。 

理之中。 

 

指标和目标 

如果相关信息具有重大性，应披露评估和管理相关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时采用的指标

和目标。 

建议信息披露 a） 

披露机构在按照其

战略和风险管理流

程评估气候相关风

险和机遇时使用的

指标。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指导意见 

机构应当提供表 A1 和表 A2 描述的在衡量和管理气候相关风险

和机遇时使用的重要指标。 

如适当，机构应当考虑纳入与水、能源、土地使用权和废物管

理有关的气候相关风险指标。 

如果气候相关问题具有重大性，机构应考虑描述相关业绩指标

是否已经纳入薪酬政策，以及在薪酬政策中的作用。 

如相关，机构应当提供其内部碳价格以及气候相关机遇指标，

例如为低碳经济设计的产品和服务产生的收入。 

应当提供历史期间的指标以进行趋势分析。另外，如果其计算

或估算气候指标的方法并非显而易见，机构应当予以描述。 

对资产管理人的补充指导意见 

资产管理人应描述在评估每项产品或投资战略的气候相关风险和

机遇时使用的指标。如相关，资产管理人还应描述这些指标随着

时间变化的情况。 

在适当的情况下，资产管理人应提供在投资决策和监督过程中考

虑的指标。 

建议信息披露 b） 

披露范围 1、范围

2 和（如适用）范

围 3 温室气体排放

和相关风险。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指导意见 

机构应当披露其范围 1、范围 2和范围 3（如适用）温室气体排放

和相关风险。31 

温室气体排放应当按照温室气体核算体系（GHG Protocol）规定

的方法计算，以便于在不同机构和地区之间进行汇总和比较。32

适当时，机构应当考虑提供相关和公认的特定行业温室气体效率

 
31 排放是全球气温上升的主要推动因素，是限制气候变化的政策、监管、市场和技术应对措施的关键着眼点。因此，排

放量大的机构遭受的转型风险影响，可能会比其他机构更加显著。此外，当前或未来排放限制（直接限制或通过碳预

算间接限制）可能会对机构产生财务上的影响。 
32 虽然存在一些质疑，但温室气体核算体系规定的方法是得到最广泛认可和使用的计算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标准。如果

国内报告标准与温室气体核算体系规定的方法一致，机构可采用国内报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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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和目标 

如果相关信息具有重大性，应披露评估和管理相关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时采用的指标

和目标。 

比。33 

应当提供历史时期的温室气体排放和指标以进行趋势分析。另

外，如果其计算或估算气候指标的方法并非显而易见，机构应当

予以描述。 

对资产管理人的补充指导意见 

如果可以获得或可以合理预估数据，资产管理人应提供各项基金

或投资战略的加权平均碳强度。 

此外，资产所有者应提供其认为有助于决策的其他指标，并对使

用的方法进行描述。常见的有碳足迹和敞口指标，包括加权平均

碳强度，参见表 2。 

注：工作组认识到现有碳足迹指标存在一定的挑战性和局限性，

包括该指标不应当总是被用作风险指标。工作组将加权平均碳强

度报告作为第一步，并希望该等信息的披露能够推动有助于决策

的气候相关风险指标制定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工作组承认，鉴于

数据可获得性和方法问题，有些资产所有者可能仅能够就其部分

投资项目报告加权平均碳强度。 

建议信息披露 c） 

描述机构用于管理

气候相关风险和机

遇的目标以及目标

的实现情况。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指导意见 

机构应当根据预期监管要求或市场约束或其它目标，描述相应的

关键气候目标，例如与温室气体排放、水用量、能源使用量等有

关的目标。其它目标可以包括效率或财务目标、财务损失容忍

度、整个产品周期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或者为低碳经济设计的

产品和服务的净收入目标。 

在描述目标时，机构应当考虑纳入下列信息： 

- 绝对目标或基于强度的目标， 

- 目标的时限， 

- 衡量进度情况的基准年份，以及 

- 评估目标进展情况的重要业绩指标。 

另外，如果其计算目标和计量的方法并非显而易见，机构应当予

以描述。 

 
33 对于能耗高的行业，应提供与排放强度有关的指标。例如，每经济产出单位（例如产量、员工人数或附加值单位）的

排放量即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指标。 



 

关于落实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建议的报告 49  

A 

前言 

B 

建议 

C 

适用于所有行业 

的指导意见 

D 

金融行业 

补充指导意见 

E 

对非金融群体 

的补充指导意见 

F 

有效披露 

基本原则 

附件 

 

补充指导意见与其他框架的对应 

战略类建议信息披露 

b） 负责任投资原则（PRI），《2016 年战略和治理报告框

架》 

SG12.1, SG12.2 

 

风险管理类建议信息披露 

a） SASB，《资产管理和托管活动：可持续性会计准则》 脚注 0103-15 

PRI，《2017 年战略和治理报告框架》 SG13.2 

 

指标和目标类建议信息披露 

a） 资产所有者碳信息披露项目（AODP），《2017 年资产管理

人全球气候风险调查》 

2.13，3.01 

SASB，《资产管理和托管活动：可持续性会计准则》 脚注 0103-18 

PRI，《2017 年战略和治理报告框架》 SG13.3 

b） PRI，《2017 年战略和治理报告框架》 SG13.3 

 

5. 碳足迹和敞口指标 

下文表 2 提供了常见碳足迹和敞口指标的描述、计算公式及其他信息。表格包

含工作组建议资产所有者和资产管理人向其受益人和客户报告的加权平均碳强

度指标，以及机构应当考虑报告的其他指标。 

表 2 

常见碳足迹和敞口指标 

指标 支持信息  

加权平均

碳强度 

描述 碳密集型企业的投资组合风险敞口，单位：吨碳排放量

当量/百万美元收入。工作组建议的指标。 

计算公式 

 

方法 与其他三个指标不同的是，范围 1 和范围 2 温室气体排

放系基于投资组合的权重（投资现值与投资组合现值之

比例）进行分配的，而非采用持股比例方法（见碳排放

投资现值 i 发行人的范围 1 和范围 2 温室气体排放 i 

投资组合现值 发行人百万美元收入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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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支持信息  

总量方法中的说明）。此处应采用总值。 

主要优缺点 

+/- 

+ 由于不采用持股比例方法，该指标更方便适用于各

个资产类别 

+ 该指标的计算较为简单，易于与投资人沟通。 

+ 该指标可用于进行投资组合分解和属性分析。 

- 该指标对异常值较为敏感。 

- 使用收入（而不是实体指标或其他指标）设置数据

标准，往往导致企业采用高于同行的定价水平。 

碳排放总

量 

描述 与投资组合相关的温室气体的绝对排放量，单位：吨排

放量当量。 

计算公式 

 

方法 投资人基于持股比例方法分摊范围 1 和范围 2 温室气体

排放。按照这一方法，如果某一投资人持有公司 5%的总

市值，则该投资人持有该公司 5%的股权和 5%的温室气

体（或者碳）排放。 

该方法通常用于上市公司的股权，也可按照被投资企业

的总体资本结构（负债和股权）分配温室气体排放，用

于其他资产类别。 

主要优缺点 + 该指标可用于传达符合温室气体核算体系的投资组

合碳足迹。 

+ 该指标可用于跟踪投资组合的温室气体排放变化。 

+ 该指标可用于进行投资组合分解和属性分析。 

- 该指标的数据不是标准化数据，所以一般不用于投

资组合之间的比较。 

- 可能对相关公司市值的变化有误读。 

碳足迹 描述 根据投资组合的市值通过标准化计算得出的投资组合的

碳排放总量，单位：吨碳排放量当量/百万美元投入 

计算公式 

 

投资现值 i 
发行人的范围 1 和范围 2 温室气体排放 i 

发行人的市值 i 

投资现值 i 
发行人的范围 1 和范围 2 温室气体排放 i 

发行人的市值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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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支持信息  

方法 投资人基于碳排放总量方法中所述的持股比例方法分配

范围 1 和范围 2 温室气体排放。 

采用投资组合现值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主要优缺点 

+/- 

+ 该指标可用于将投资组合与其他投资组合和/或基准

进行比较。 

+ 使用投资组合市值进行数据标准化对投资人而言较

为直观。 

+ 该指标可用于进行投资组合分解和属性分析。 

- 该指标没有考虑到公司之间的规模差异（例如，没

有考虑公司的碳效益）。 

- 可能对相关公司市值的变化进行误读。 

碳强度 描述 每百万美元收入的碳排放量（投资组合的碳效益），表

示单位：吨碳排放量当量/百万美元收入。 

计算公式 

 

方法 投资人基于碳排放总量方法中所述的持股比例方法分配

范围 1 和范围 2 温室气体排放。 

使用公司（或发行人）的收入额进行公司规模调整，以

提供产出效益的测量结果。 

主要优缺点 

+/- 

+ 该指标可用于将投资组合与其他投资组合和/或基准

进行比较。 

+ 该指标考虑到公司之间的规模差异（例如，考虑到

公司的碳效益） 

+ 该指标可用于进行投资组合分解和属性分析。 

- 该指标的计算方法相对复杂，可能存在沟通方面的

困难。 

- 可能对相关公司市值的变化有误读。 

涉碳资产 描述 涉碳资产34在投资组合中所占的数量或百分比，表示单

 
34 工作组认识到涉碳资产并不存在精确定义，鼓励资产所有者和资产管理人使用具有一致性的定义作为比照依据。

投资现值 i 
发行人的范围 1 和范围 2 温室气体排放 

发行人的市值 i 

投资现值 i 
发行人百万美元收入 i 

发行人的市值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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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支持信息  

的敞口 位：百万美元，或在投资组合现值中所占的百分比。 

数量计算公式 ∑ 百万美元涉碳资产投资现值 

百分比计算公

式  

方法 该指标主要表示投资组合在被认为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最

大的行业和行业的敞口。此处应采用总值。 

主要优缺点 

+/- 

+ 该指标可用于各个资产类别，不依赖相关公司的范

围 1 和范围 2 温室气体排放。 

- 该指标不提供涉碳资产定义之外的其他经济部门或

行业的信息（例如，《全球行业分类标准》下的能

源和公用事业，不包括水资源公用事业和独立发电

和可再生能源发电行业）。 

注：上表中使用的“投资组合”，对资产所有者而言系指“基金或投资战略”，对

资产管理人而言系指“产品或投资战略”。 

 
工作组建议将涉碳资产定义为《全球行业分类标准》下与电力和公用事业行业相关联的资产，不包括水资源公用事

业和独立发电和可再生能源发电行业。 

涉碳资产投资现值 

投资组合现值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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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对非金融群体的补充指导意见 

尽管每个行业都会面临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产生的潜在财务影响，但是工作组

针对比其他行业更有可能受到财务影响的非金融行业（及其相关供应和分销链

条）制定了补充指导意见，因为这些非金融行业由于其业务和产品的关系，在

温室气体（GHG）排放或对能源或水资源的依赖性方面，面临着特定的转型风

险和实体风险。35这些非金融行业被划分为四个主要群体（称为“非金融群

体”）：能源；交通运输；材料和建筑；以及农业、食品和林产品。36如图 9 所

示，针对抽选出的建议信息披露，工作组就非金融群体的战略及指标和目标提

出了补充指导意见。 

 

工作组为非金融群体制定补充指导意见的目的在于提供更多的背景和信

息，供机构在按照建议报告编制披露信息时使用。补充指导意见应当与适

用于所有行业的指导意见一起解释和适用。 

治理 

披露机构在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方面的治理情况 

建议信息披露 a） 

描述董事会对气候

相关风险和机遇的

监督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指导意见 

在描述董事会对气候相关问题的监督时，机构应当考虑论述下

列问题： 

- 董事会和/或董事会下设委员会（例如审计、风险或其他委

员会）了解气候相关问题信息的流程和频率 

- 董事会和/或董事会下设委员会在审查和指导机构的战略、

重要行动计划、风险管理政策、年度预算和商业计划，制

定机构的业绩目标、监控实施和执行情况、以及监督重要

资本支出、收购和资产剥离时，是否考虑了气候相关问

 
35 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SASB），《SASB气候风险技术公告#：TB001-10182016》（SASB Climate Risk Technical 

Bulletin #: TB001-10182016），2016年，10月。 
36 这四类群体及其相关行业旨在表示与这些行业相关的经济活动，而不构成正式的行业分类。 

图 9 

非金融群体的补充指导意见 

治理

  

 

战略 

 

风险管理 

 

指标和目标 

 

群体 

 
能源 

交通运输 

材料和建筑 

农业、食品和林产品 

 

https://library.sasb.org/climate-risk-technical-bulletin/
https://library.sasb.org/climate-risk-technical-bulle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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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 

披露机构在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方面的治理情况 

题，以及 

- 董事会如何监督和监控在处理气候相关问题时其目标的实

现情况。 

建议信息披露 b） 

描述管理层在评估

和管理气候相关风

险和机遇方面的作

用。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指导意见 

在描述管理层在评估和管理气候相关问题方面的作用时，机构

应当考虑纳入下列信息： 

- 机构是否已将气候相关职责分派给管理职位或管理委员

会；如果是，该等管理职位或管理委员会是否向董事会或

董事会下设委员会报告，并且该等职责是否包含评估和/或

管理气候相关问题； 

- 对相关组织结构的描述； 

- 管理层了解气候相关问题信息的流程；以及 

- 管理层如何（通过具体职位和/或管理委员会）监控气候相

关问题。 

 

战略 

如果相关信息具有重大性，应披露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对机构的业务、战略和财务

规划的实际和潜在影响。 

建议信息披露a） 

描述机构已经识别

的短期、中期和长

期气候相关风险和

机遇。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指导意见 

机构应当提供下列信息： 

- 描述其认为相关的短期、中期和长期时间范围；在确定该

等时间范围时，应考虑机构资产或基础设施的使用寿命，

以及气候相关问题通常在中期和长期体现出来这一事实， 

- 描述在不同时间范围（短期、中期和长期）中可能产生

的，可能对机构产生重大财务影响的具体气候相关问题，

以及 

- 描述在确定哪些风险和机遇可能对机构产生重大财务影响

时采用的流程。 

适当情况下，机构应当考虑按行业和地区提供风险和机遇描

述。在描述气候相关问题时，机构应当参考表 A1 和表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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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 

如果相关信息具有重大性，应披露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对机构的业务、战略和财务

规划的实际和潜在影响。 

建议信息披露 b） 

描述气候相关风险

和机遇对机构的业

务、战略和财务规

划的影响。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指导意见 

在建议信息披露（a）基础上，机构应当进一步披露被识别的气

候相关问题是如何影响其业务、战略和财务规划的。 

机构应当考虑纳入在下列领域，其业务和战略遭受的影响： 

- 产品和服务 

- 供应链和/或价值链 

- 适应和减缓活动 

- 研发投资 

- 业务经营（包括业务类型和设施所在地） 

机构应当描述气候相关问题是如何纳入其财务规划流程的、所

使用的期限，以及如何确定该等风险和机遇的优先顺序。 

机构的信息披露应当全面反映其创造长期价值的各种因素之间

的相互依赖关系。机构还应当考虑在其信息披露中纳入对下列

领域的财务规划的影响： 

- 运营成本和收入 

- 资本支出和资本配置 

- 收购或撤资 

- 资本的获取 

如果在机构的战略和财务规划中考虑了气候情景，应当对该等

情景予以描述。 

对非金融群体的补充指导意见 

机构应当考虑讨论如何将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融入其（1）现

有决策及（2）战略制定过程，包括关于气候变化减缓、适应

或机遇的规划假设和目标，例如： 

- 研发以及新技术的采用。 

- 目前开展的活动和承诺在未来开展的活动，例如投资、

资产重组、核销、或资产减值等。 

- 关于遗留资产的主要规划假设，例如实现低碳、节能及/

或节水集约型运营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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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 

如果相关信息具有重大性，应披露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对机构的业务、战略和财务

规划的实际和潜在影响。 

- 在进行资本规划和配置时，如何考量温室气体排放、能

源以及水资源问题（如适用）；这可能包括在不断变化

的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背景下，对技术、创新及新型业

务领域的重大收购、撤资、合资及投资进行论述。 

- 机构为应对新出现的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在资本定位/重

新定位过程中的灵活性。 

建议信息披露 c） 

描述在不同的气候

相关情景（包括

2°C 或更低升温情

景）下机构战略的

适应力。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指导意见 

机构应当说明在2°（或更低升温）的情景下，以及气候相关实体

风险更高的情景下（如与其相关），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过程

中，其战略对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适应力。 

机构应当考虑论述以下事项： 

- 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影响将在哪些方面对其战略产生影

响； 

- 为应对该等潜在的风险和机遇，应如何改变其战略；及 

- 纳入考虑的气候相关情景和相关期限。 

请参见工作组报告第 D部分，详细了解在前瞻性分析中情景

分析的运用。 

对非金融群体的补充指导意见 

年收入超过 10 亿等值美元的机构，为评估其战略在一系列

气候相关情景下的适应力，应当考虑开展更为稳健的情景分

析，包括 2°C 或更低温度情景，以及与其相关的气候相关实

体风险更高的情景。
37,38

 

对于为评估其战略适应力进行的公开气候相关情景分析，机

构应当考虑讨论其中所采用的各种政策假设、宏观经济趋

势、能源路径及技术假设的影响。39 

针对所采用的气候相关情景，机构应当考虑提供下列因素的

有关信息，以便投资者及其他人了解情景分析的结论是如何

 
37 工作组预计，随着情景、工具及数据被不断制定和完善，情景被用作气候相关风险前瞻性评估工具将随着时间推

移而变化。 
38 基于《巴黎协定》目前提出的“2°C 以内”的目标，工作组纳入了 2°C 或更低温度情景，旨在为所有机构提供一个

与目前的国际气候协定保持一致的锚点。 
39 这有助于确定与评估长期战略相关的关键特征（例如监管、技术及实体影响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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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 

如果相关信息具有重大性，应披露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对机构的业务、战略和财务

规划的实际和潜在影响。 

得出的： 

- 所用气候相关情景的关键输入参数、假设和分析选项，

尤其是与政策假设、能源部署路径、技术路径及相关时

机假设有关的关键输入参数、假设和分析选项 

- 气候相关情景的潜在定性或定量财务影响（如有）。40 

 

风险管理 

披露机构如何识别、评估和管理气候相关风险。 

建议信息披露 a） 

描述机构识别和评

估气候相关风险的

流程。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指导意见 

机构应当描述其识别和评估气候相关风险的风险管理流程。该

项描述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机构如何确定气候相关风险相对于其

他风险的重要性。 

机构应当说明其是否考虑了与气候变化（例如排放限制）有关

的现有和新出现的监管要求以及其他相关因素。 

机构应当考虑披露下列信息： 

- 评估已识别的气候相关风险的潜在规模和范围的流程，以

及 

- 所使用风险术语的定义，或者指明所使用的现有风险分类

框架。 

建议信息披露 b） 

描述机构管理气候

相关风险的流程。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指导意见 

机构应当描述其管理气候相关风险的流程，包括如何做出减

缓、转移、接受或控制这些风险的决定。另外，机构应当描述

对气候相关风险进行重大性排序的流程，包括在机构内如何做

出重要性认定。 

在适当情况下，在描述管理气候相关风险的流程时，机构应当

论述表 A1 和表 A2 中包含的风险。 

建议信息披露 c）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指导意见 

 
40 在讨论潜在定性或定量财务影响时，工作组并不要求机构提供财务预测（情景分析并不适用于财务预测），而是

要求机构说明潜在财务影响的方向或范围，例如资本性支出（CapEx）、研发、供应链或收入等关键财务事宜的发

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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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 

披露机构如何识别、评估和管理气候相关风险。 

描述识别、评估和

管理气候相关风险

的流程如何被纳入

机构的整体风险管

理之中。 

机构应当描述其识别、评估和管理气候相关风险的流程如何被

纳入整体风险管理之中。 

 

指标和目标 

如果相关信息具有重大性，应披露评估和管理相关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时采用的指

标和目标。 

建议信息披露 a） 

披露机构在按照其

战略和风险管理流

程评估气候相关风

险和机遇时使用的

指标。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指导意见 

机构应当提供表A1和表A2描述的在衡量和管理气候相关风险和

机遇时使用的重要指标。 

如适当，机构应当考虑纳入与水、能源、土地使用权和废物管

理有关的气候相关风险指标。 

如果气候相关问题具有重大性，机构应考虑描述相关业绩指标

是否已经纳入薪酬政策，以及在薪酬政策中的作用。 

如相关，机构应当提供其内部碳价格以及气候相关机遇指

标，例如为低碳经济设计的产品和服务产生的收入。 

应当提供历史时期的指标以进行趋势分析。另外，如果其计算

或估算气候指标的方法并非显而易见，机构应当予以描述。 

对非金融群体的补充指导意见 

对于所有相关指标，机构应当考虑按相关国家及/或司法

辖区、业务或资产类型说明历史趋势并进行前瞻性预测。

机构还应当考虑披露为其情景分析及战略规划流程提供支

持的指标以及从战略和风险管理角度对机构商业环境进行

监控所采用的指标。 

机构应当考虑提供与温室气体排放、能源、水、土地使用

以及（如相关）气候适应和减缓项目投资相关且涉及需求

变化、开支、资产评估及融资成本等潜在财务问题重要指

标。以下表格分别为四个非金融群体提供了示例性指标。 

- 能源群体：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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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和目标 

如果相关信息具有重大性，应披露评估和管理相关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时采用的指

标和目标。 

- 交通运输群体：表 4 

- 材料和建筑群体：表 541 

- 农业、食品和林产品群体：表 6 

建议信息披露 b） 

披露范围 1、范围

2 和（如适用）范

围 3 温室气体排放

和相关风险。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指导意见 

机构应当披露其范围1、范围2和范围3（如适用）温室气体排放

和相关风险。42 

温室气体排放应当按照温室气体核算体系（GHG Protocol）规

定的方法计算，以便于在不同机构和地区之间进行汇总和比

较。43适当时，机构应当考虑提供相关和公认的特定行业温室气

体效率比。44 

应当提供历史时期的温室气体排放和指标以进行趋势分析。另

外，如果其计算或估算气候指标的方法并非显而易见，机构应

当予以描述。 

建议信息披露c） 

描述机构用于管理

气候相关风险和机

遇的目标以及目标

的实现情况。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指导意见 

机构应当根据预期监管要求或市场约束或其它目标，描述相应

的关键气候目标，例如与温室气体排放、水用量、能源使用量

等有关的目标。其它目标可以包括效率或财务目标、财务损失

容忍度、整个产品周期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或者为低碳经济

设计的产品和服务的净收入目标。 

在描述目标时，机构应当考虑纳入下列信息： 

- 绝对目标或基于强度的目标， 

- 目标的时限， 

- 衡量进度情况的基准年份，以及 

- 评估目标进展情况的重要业绩指标。 

 
41 工作组秘书处于 2017 年 12 月 15 日更正了表 5 中的一处错误。更正前，公吨（MT）二氧化碳排放量（CO2e）被

用于表示不动产的说明性指标，而实际应当用于表示金属和矿业的说明性指标。 
42 排放是全球气温上升的主要推动因素，是限制气候变化的政策、监管、市场和技术应对措施的关键着眼点。因

此，排放量大的机构遭受的转型风险影响，可能会比其他机构更加显著。此外，当前或未来排放限制（直接限制或

通过碳预算间接限制）可能会对机构产生财务上的影响。 
43 虽然存在一些质疑，但温室气体核算体系规定的方法是得到最广泛认可和使用的计算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标准。

如果国内报告标准与温室气体核算体系规定的方法一致，机构可采用国内报告方法。 
44 对于能耗高的行业，应提供与排放强度有关的指标。例如，每经济产出单位（例如产量、员工人数或附加值单

位）的排放量即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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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和目标 

如果相关信息具有重大性，应披露评估和管理相关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时采用的指

标和目标。 

另外，如果其计算目标和计量的方法并不显而易见，机构应当

予以描述。 

 

工作组还分别为四个重要非金融群体制定了说明性指标。以下章节将说明各群

体将会如何受到气候相关问题的影响，并举例说明了可能与各个群体相关的指

标。重要的是，提供指标的目的在于通过示例帮助机构考虑哪类指标与其活动

和业务最匹配。 

组织结构应当确定适合其特定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并符合工作组补充指导意见

提出的关键财务披露领域的指标和目标。在判断最相关和最实用的指标时，鼓

励机构与其关键利益相关方（包括投资者）进行合作，并对可公开获得的框架

进行审查。45如上所述，本报告提供指标示例的目的在于帮助机构考虑并确定

适当的指标。如果机构的现有指标已达到预期披露目的，该等示例不表示机构

应当在现有指标组合基础上增加额外或重复的指标。 

 
45 目前已公开的各种框架都提供了很多指标。机构在披露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各方面信息时可能会发现这些指标

非常有用。参见：例如《温室气体核算体系》、全球报告倡议组织、国际标准化组织标准、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

员会、气候披露标准委员会、世界资源研究所、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碳信息披露项目\以及各种行业指引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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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能源业群体 

能源是经济的命脉，是几乎所有经济活动中首要或必要的投入。这一群

体包括化石燃料或电力能源的开采、加工、生产企业,以及向其他经济领

域进行能源配送的机构，包括但不限于图 10 所列各行业。 

由于能源业群体受到诸多气候相关因素的影响，群体内的机构应考虑就

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潜在实体影响（如在严重缺水、暴雨/洪水严重减

少的地区对水资源的依赖）和经济转型影响（如政策要求、碳价格、新

技术、市场需求变化）所可能产生的财务后果进行披露。 

作为化石燃料和电力的供应者，这一群体内的机构通常会由于与温室气

体排放有关的转型问题，而承受巨大的财务风险，并且在很多情况下依

赖于水资源的可获取性。例如，目前大部分电力供应来自不可再生的化

石燃料资源，因而，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经济转型，会对其构成

巨大风险敞口（或因公

用事业行业为进行生产

而使用能源直接产生，

或由于燃烧化石燃料而

间接产生）。46电力公

用事业因而也面临巨大

的转型风险，即，向低

碳能源系统的结构转

型，会造成资产评估值

变化，并进而引起财务风险。这是因为，由于政策、技术和市场向低碳

能源市场转型，未来二十到三十年间，政策、技术和资产组合也将发生

相应变化，并造成颠覆性影响，从而给公用事业领域的资产估值造成风

险。 

除温室气体排放外，水力发电和核能及非核能发电的冷却环节也使用大

量的水。47影响供水的实体风险也对这一行业构成潜在的巨大风险敞口。 

作为电力设施的主要供应来源，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开采面临着同样的

转型风险。上述行业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水资源。48,49,50 

出于上述特点，能源业群体对影响化石燃料需求、能源生产和使用、排

 
46 国际能源署（IEA）数据显示，2015 年所有行业和活动的燃料燃烧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共计 322 亿吨，占人为

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 60%。发电行业排放量为 136 亿吨，占能源业全部二氧化碳排放量的 42%，占人为温室气体

总排放量的 25%。同时，仅次于发电行业的是交通运输业，排放量为 74 亿吨，占燃料燃烧全部二氧化碳排放量的

23%，占人为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 14%。见 2015 年国际能源署《燃料燃烧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焦点》。 
47 Michelle T.H. van Vilet, et al.，2016 年《自然气候变化》第 6 期，375-380，“发电系统的弱点及对气候和水资源变

化的应对”。 
48 国际石油行业环境保护协会（IPIECA），2005 年《石油行业内的水资源管理》。 
49 国际矿业及金属协会（ICCM），2014 年伦敦《简讯：水资源管理框架》。 
50 水资源协会（WRI），2016 年华盛顿特区《水与能源的关系：商业风险和回报》。 

图 10 能源业群体 

群体 

能源业 

行业/子行业 

石油和天然气 

煤炭 

电力设施 

http://www.iea.org/publications/freepublications/publication/CO2EmissionsFromFuelCombustionHighlights2015.pdf
https://www.nature.com/nclimate/journal/v6/n4/full/nclimate2903.html
https://www.nature.com/nclimate/journal/v6/n4/full/nclimate2903.html
http://www.circleofblue.org/wp-content/uploads/2010/09/water_mngt.pdf
http://www.icmm.com/website/publications/pdfs/water/2014_water-stewardship-framework.pdf
http://www.wri.org/sites/default/files/Water-Energy_Nexus_Business_Risks_and_Reward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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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限制和水资源的自然条件、政策或技术变化异常敏感。各个司法辖区

在电力设施的监管和竞争方面的处理各不相同，使得气候相关风险的评

估工作极为困难。 

因此，转型风险以及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实体风险均可影响能源领域各机

构的营运成本和资产评估。特别是能源业群体内的机构通常为资本密集

型企业，需要对固定资产以及供应链管理进行重大金融投资，并且与许

多其他行业相比，需制定更长远的商业战略/资本配置计划，而该计划可

能极易受到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影响。这就要求对气候相关风险和机

遇做出审慎的评估，以就未来可持续性和盈利能力做出明智的决定。 

就气候相关事项进行透明且有助于决策的披露，对于充分了解气候变化

对能源行业商业战略和财务计划的影响可谓至关重要。因此，披露应着

重于对以下项目进行定性和定量评估，并对其潜在影响进行分析： 

◼ 合规和营运成本、风险或机遇的变化（如陈旧、低效设施或地层

中不可开采的化石燃料储量）； 

◼ 监管变化或消费者及投资人预期变化造成的风险敞口（如在能源

供应结构中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比例）；和 

◼ 投资战略变化（如加强对可再生能源、碳捕集技术、和高效利用

水资源技术进行投资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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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能源业群体指标——示例 

能源业群体的机构应考虑提供温室气体排放、能源、水、土地使用、低碳替代措施的关键指标，说明对收入、成本、资产、负债和资本分配等方

面财务数据的影响。附件 2 就“计量单位”中使用的缩略语提供了定义。 

能源业群体指标——示例 

财务

科目 

气候相关

项目 

指标举例 计量单位 对应标准 纳入的理论依据 石油和

天然气 

煤炭 电力

设施 

收入 温室气体

排放 

预计范围 3 排放，包括采用的方法

和排放因子 

CO2e 公吨数 GRI: 305-3 

CDP: EU4.3 

价值链中碳排放水平（相对）高，可

加速低碳经济中替代技术的开发。排

放水平可提示未来盈利能力是否极可

能大幅降低。 

   

收入 风险适应

和减缓 

投资低碳替代措施（如研发、设

备、产品或服务）产生的收入/节

约的成本 

当地货币 CDP: CC3.2, 

3.3, CC6.1 

SASB: 

NR0103-14 

新产品，以及气候相关产品和服务产

生的收入流，以及提高运营效率的资

本支出项目的投资回报率。 

   

支出 温室气体

排放 

说明目前使用的碳价格或价格区间 当地货币 CDP: CC2.2 

SASB: 

NR0101-22, 

NR0201-16 

目前使用的影响机构主要资产评估的

内部碳价格，向投资人合理说明在进

行风险评估所用假设的合理性。 

   

支出 风险适应

和减缓 

低碳替代措施（如研发、设备、产

品或服务）支出（经营支出） 

当地货币 GRI: G4-OG2 

CDP: EU4.3 

为管理转型风险需对新技术进行支

出。支出水平可说明核心业务的未来

盈利能力可能受到何等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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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业群体指标——示例 

财务

科目 

气候相关

项目 

指标举例 计量单位 对应标准 纳入的理论依据 石油和

天然气 

煤炭 电力

设施 

支出 风险适应

和减缓 

长期资产与短期资产的资本配置比

例 

比例 不适用 气候变化影响的程度和时间具有不确

定性。了解对长期和短期资产的配置

情况，可说明机构面对不断涌现的气

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调整适应能力。 

   

支出 水 在严重或极严重缺水地区取水

比例 

比例 SASB: IF0101-06 缺水可导致供应成本增加，对经营产

生冲击，且取水权利将受到更为严格

的监管/限制。在严重缺水地区的取水

比例可提示重大成本风险或生产能力

受限的风险 

   

支出 温室气体

排放 

全部范围 1 排放总量，包括：

（1）燃料燃烧（2）碳氢化合物

燃烧，（3）加工排放，（4）直

接排气排放；和（5）飞逸性排放

/泄漏 

CO2e 公吨数 SASB: 

NR0101-01 

相对较重大的范围 1 排放预计将推动

法规（包括碳价格法规）出台，要求

产品实现低排放。这可导致未来盈利

能力大幅降低。 

   

支出 能源/燃料 现有项目和承诺开展的未来项目

的指示性供应成本（如通过成本

曲线或指示性价格区间进行说

明。可按产品、资产或地区详细

列报） 

当地货币 CDP: CC3.3 供应成本很重要，其原因是在需求低

迷的市场上，低成本产品将持续向市

场推出。了解供应成本可向投资人提

示投资组合的风险承受能力，进而说

明其盈利能力。 

   

资产 水 在严重或极严重缺水地区承诺的 资产数量、价 SASB: IF0101-06 缺水可导致生产能力中断或受限，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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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业群体指标——示例 

财务

科目 

气候相关

项目 

指标举例 计量单位 对应标准 纳入的理论依据 石油和

天然气 

煤炭 电力

设施 

资产 值、占总资产

的百分比 

提前缩减经营设施。严重缺水地区的

资产价值可提示对资产评估值的潜在

影响。 

资产 风险适应

和减缓 

低碳替代措施（如资本设备或资

产）投资（资本支出） 

当地货币 GRI: G4-OG2 

CDP: EU4.3 

为管理转型风险，需对新技术进行投

资。投资水平可说明核心业务未来盈

利能力可能会受到何等程度的影响。 

   

资产 温室气体

排放 

按类别分列的储量明细表及相关

排放因子的说明，以便了解未来

可能的排放情况 

储量 

每单位储量的

CO2e 公吨数 

SASB: 

NR0101-23 

向低碳经济转型可影响矿藏或长期资

产的价值。说明未来潜在排放情况有

助于投资人了解监管措施和需求变化

对盈利能力的潜在影响。 

  

  

资本 风险适应

和减缓 

已投资本的资金回收期或收益率 年、百分比、

投资回报率 

CDP: CC3.3 气候变化影响的程度和时间具有不确

定性。了解已投资本的资金回收期或

收益率有助于投资人了解机构在向低

碳技术转型的过渡期间，对不断涌现

的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耐受能力，

及其在财务回报率降低的情况下，继

续沿用当前技术组合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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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交通运输业群体 

交通运输业群体包括但不限于图 11 所列各行业。 

交通运输对经济至关重要，

其生产以及（更为重要的）

使用活动，会产生大量排

放，并需要大量的能源。这

一行业所面临的政策和监管

越来越严格，要求其在使用

阶段达成排放目标的压力与

日俱增。对排放燃料能效的

限制日趋收紧，将继续影响

这一群体的成本，特别是对

创新（新技术和能效）的资金投入。51 

因此，交通运输业群体将面临的财务挑战可能主要来自两方面。首先，

政策制定者正针对运输企业的排放和燃料能效制定更为严苛的目标。其

次，由于与低排放/高能效运输工具（如电动汽车）相关的新技术的发

展，这一行业的竞争和投资形势正在日趋激烈。新技术创新和进入市场

的新企业可危及现有企业的市场地位，导致其收入降低，成本增加，利

润空间受到挤压。交通运输产品（如汽车和卡车，特别是航空、铁路和

海运设备）生产周期的长度，将导致这两方面的影响变得更加复杂。与

能源业群体一样，对长期资产（如生产设施、飞机、轮船）的投资和长

期规划方案，也是考量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时必须考虑的相关因素。 

因此，披露应着重于对以下项目进行定性和定量评估，并对其潜在影响

进行分析： 

◼ 现有工厂和设备的财务风险，如设备和研发投资可能提前核销，

或现有产品可能由于政策限制或转变或新技术出现而提前退出市

场； 

◼ 新技术研发的投资，对各类交通运输工具的需求可能发生转变；

和 

◼ 利用新技术满足低排放标准和高能效要求的机会，包括使用各种

传统和新型燃料的交通运输工具（汽车、飞机、轨道交通）。 

 

51 穆迪全球信用调查，2016 年 9月 20日“穆迪：汽车业因碳转型而面临不断增长的信用风险”。 

图 11 交通运输业群体 

群体 

交通运输业 

行业/子行业 

航空货运 

航空客运 

海运 

铁路运输 

卡车服务 

汽车 

https://www.moodys.com/research/Moodys-Auto-sector-faces-rising-credit-risks-due-to-carbon--PR_354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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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交通运输业群体指标——示例 

交通运输业群体的机构应考虑提供温室气体排放及能源/燃料的关键指标，说明对收入、成本、资产、负债和资本分配等方面财务数据的影响。附

件 2 就“计量单位”中使用的缩略语提供了定义。 

交通运输业指标——示例 

财务

类别 

气候相关

项目 

指标举例 计量单位 协调标准 纳入的理论依据 航空

货运 

航空

客运 

海运 铁路

运输 

卡车

服务 

汽车 

收入 能源/燃料 按地区和载重/载

客人数划分的销

售额加权平均车

辆燃油经济性 

MPG, /Km, 

gCO2e/Km,

运输的公斤

数 

SASB: 

TR0101-09 

燃料成本和相关排放对于运输企业是

高优先级事项。了解机构如何掌控转

型过渡，提高设备的能效，将有助于

了解潜在的成本和监管影响。 

      

收入 风险适应

和减缓 

投资低碳替代措

施（如研发、设

备、产品或服

务）产生的收入/

节约的成本 

当地货币 CDP: C3.2, 

3.3, CC6.1 

SASB: 

TR0102-4 

新产品以及气候相关产品和服务产生

的收入流，以及提高运营效率的资本

支出项目的投资回报率。 

      

收入 风险适应

和减缓 

按类型（如燃气

车辆、柴油车

辆、电动汽车、

插电式混合动力

汽车、其他动力

已售车辆数

目，已售车

辆价值 

SASB: 

TR0101-10 

管理转型风险需要使用新技术，对低

碳产品替代措施的需求将逐渐增长。 

具有较强能力在核心业务中提供低碳

替代产品的机构，在低碳经济的竞争

中将占据更为有利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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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业指标——示例 

财务

类别 

气候相关

项目 

指标举例 计量单位 协调标准 纳入的理论依据 航空

货运 

航空

客运 

海运 铁路

运输 

卡车

服务 

汽车 

车辆（液化石油

气、压缩天然

气、燃料电池、

压缩空气））划

分的车辆（以

往、当期和预计

的）销售额 

收入 风险适应

和减缓 

新船只的船舶能

效设计指数

（EEDI） 

每吨-海里的

CO2e 克数 

SASB: 

TR0301-05 

根据国际海事组织规定，2013 年 1

月起建造的所有船只均应符合 EEDI

能效标准。机构内船队符合 EEDI 标

准的设备比例越高（即总体船队排放

强度较低），表示该机构在向低碳经

济的转型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在

该转型中，能效方面的法规将对机构

的财务状况产生影响）。 

      

支出 风险适应

和减缓 

低碳运输设备或

运输服务的研发

支出（经营支

出） 

当地货币 SASB: 

TR0201-F

（船队服役年

数） 

管理转型风险需要新技术支出。支出

水平可说明核心业务未来盈利能力可

能会受到何等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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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业指标——示例 

财务

类别 

气候相关

项目 

指标举例 计量单位 协调标准 纳入的理论依据 航空

货运 

航空

客运 

海运 铁路

运输 

卡车

服务 

汽车 

支出 能源/燃料 公路、航空、海

运和铁路运输的

燃料总消耗量及

可再生能源所占

百分比 

GJ，百分比 SASB: 

TR0201,2-03, 

TR0301-03, 

TR0401-03 

在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化石燃

料将逐渐被淘汰，可再生能源将取而

代之。该等能源来源在流动资产中所

占百分比，可说明核心业务未来盈利

能力将受到何等程度的影响或资产价

值将受到何等程度的减值。 

      

支出 温室气体

排放 

公路车辆—按地

区详细说明温室

气体排放：关键

地区产品的排放

和/或排放强度是

否达到监管要求/

目标 

每公里 CO2e

或 CO2e 公

吨数 

CDP: AU2.3 转型风险包括可能需要按地区实施产

品-能效法规。了解机构在该等地区

内如何经营以及不合规的潜在风险敞

口/影响是十分重要的。 

      

资产 温室气体

排放 

交通运输产品

（飞行器、船

只、轨道运输工

具、卡车、汽

车）温室气体排

放的生命周期报

告 

CO2e 公吨数 SASB: 

TR0101-01/ 

02/03, 

TR0102-02/ 

05/06 

了解机构如何管理其产品生命周期排

放及使用原材料，将有助于了解该机

构调整适应低碳经济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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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业指标——示例 

财务

类别 

气候相关

项目 

指标举例 计量单位 协调标准 纳入的理论依据 航空

货运 

航空

客运 

海运 铁路

运输 

卡车

服务 

汽车 

资产 风险适应

和减缓 

对低碳运输设备

或运输服务的投

资（资本支出） 

当地货币 SASB: 

TR0201-F

（船队服役年

数） 

管理转型风险需要新技术投资。投资

水平可说明核心业务未来盈利能力可

能会受到何等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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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材料和建筑业群体 

材料和建筑业群体包括但不限于图 12 所列各行业。 

材料和建筑业群

体机构通常是资

本密集型企业，

需要对位置（相

对）固定的工

厂、设备及建筑

物进行高额投

资，并依赖原材

料和加工材料的

供应来源。这可

能会降低该群体

机构做出调整，

应对气候变化风

险的灵活性。 

这一群体的许多业务活动存在温室气体高排放和高能耗特点，因而面临

相应的财务风险敞口。此外，这一群体的一些行业对水资源依赖程度很

高，且/或易受天气情况急性或慢性实体风险的影响。 

由于这一群体为资本密集型企业，且工厂和设施生命期较长，加快研发、

模拟和部署速度至关重要。因此，与研发、模拟和部署计划和进展有关

的信息披露具有重要价值，有助于认知该群体内机构目前及未来的形势

和风险。 

因此，披露应着重于对以下项目进行定性和定量评估，并对其潜在影响

进行分析： 

◼ 趋于严苛的排放和/或碳排放定价限制及其对成本的相关影响。 

◼ 建筑材料和房地产领域，应针对影响其运营环境的日益频发的极

端天气事件及其严重性或水资源匮乏日益加剧的相关风险做出评

估。 

◼ 提升能效、降低能源消耗、支持闭环产品解决方案的产品（或服

务）的机遇。 

图 12 材料和建筑业群体 

群体 

材料和建筑业 

行业/子行业 

金属和矿业 

化学品 

建筑材料 

资本货物 

房地产管理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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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材料和建筑业群体——示例 

材料和建筑业群体内机构应考虑提供温室气体排放、能源和水资源的关键指标，说明对收入、成本、资产和融资成本等方面财务数据的影

响。附件 2就“计量单位”中使用的缩略语提供了定义。 

材料和建筑业群体指标——示例 

财务

科目 

气候相关

项目 

指标举例 计量单位 协调标准 纳入的理论依据 金属和

矿业 

化学

品 

建筑

材料 

资本

货物 

房地

产 

收入 风险适应

和减缓 

投资低碳替代措施

（如研发、设备、

产品或服务）产生

的收入/节约的成本 

当地货币 CDP: CC3.2, 

3.3, CC6.1 

SASB: IF0403-1 

新产品及气候相关产品和服务

产生的收入流，以及提高运营

效率的资本支出项目的投资回

报率。 

     

支出 风险适应

和减缓 

低碳替代措施（如

研发、技术、产品

或服务）支出（经

营支出） 

当地货币 GRI 302-5 管理转型风险需对新技术进行

支出。支出水平可说明核心业

务的未来盈利能力可能受到何

等程度的影响。 

     

支出 能源/燃料 总能耗——按来源

（如购电和可再生

来源）划分的明细 

GJ SASB: IF0402-02 

GRI: 302-1 

金属和矿业为能源和排放密集

型行业。建筑物（特别是供

暖）也消耗大量的能源和燃

料。了解按来源分类的能耗水

平可说明监管措施对特定能源

来源可能产生的潜在影响，以

     

支出 能源/燃料 燃料总消耗量——

来自煤炭、天然

气、石油和可再生

GJ SASB: 

NR03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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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和建筑业群体指标——示例 

财务

科目 

气候相关

项目 

指标举例 计量单位 协调标准 纳入的理论依据 金属和

矿业 

化学

品 

建筑

材料 

资本

货物 

房地

产 

资源的百分比 及低碳经济情景分析中的转型

风险。 

支出 能源/燃料 能源总强度——根

据信息价值按产品

吨数、销售量、产

品数量计算 

GJ GRI 302-3 在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过程中，

生产环节实现的能效水平有助

于投资人了解产品组合面对转

型风险的薄弱环节，进而了解

盈利能力。 

     

支出 能源/燃料 建筑物单位能源消

耗（按居住人数或

平方面积计算） 

GJ SASB: IF0402-02; GRI: 

G4-CRE1; GRESB: 

Q25.2 

在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过程中，

不动产的能效有助于投资人了

解不动产组合面对转型风险的

薄弱环节，进而了解不动产组

合的盈利能力。 

     

支出 水 在严重缺水或极严

重缺水地区汲取淡

水资源的百分比 

百分比 SASB: 

NR0401-05 

缺水可导致供应成本上涨，生

产能力实际丧失，和/或导致立

法机构立法，对生产用水的取

水活动进行监管。严重缺水地

区取水百分比可提示存在重大

成本风险，或生产能力受限风

险。 

     

支出 水 建筑物单位水消耗 立方米 GRI: G4-CRE2; GRESB: 缺水可导致供水成本上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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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和建筑业群体指标——示例 

财务

科目 

气候相关

项目 

指标举例 计量单位 协调标准 纳入的理论依据 金属和

矿业 

化学

品 

建筑

材料 

资本

货物 

房地

产 

（按居住人数或平

方面积计算） 

Q27.2 房地产住户供水的能力实际丧

失，和/或导致立法机构立法，

对生产用水的取水活动进行监

管。建筑物单位水消耗可提示

存在重大成本（转型）风险，

或服务能力受限风险。 

支出 温室气体

排放 

建筑物（按居住人

数或平方面积计算

的）及新建和重建

工程温室气体排放

强度 

 GRI: G4-CRE3/ CRE4 在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过程中，

不动产的碳效率有助于投资人

了解产品组合面对转型风险的

薄弱环节，进而了解不动产组

合的盈利能力。 

     

资产 位置 位于特定洪灾危险

地区的建筑物、工

厂或不动产面积 

可能性百

分比 

以当地货

币计的投

保费用 

平方米或

英亩 

GRESB: 

Q15.1, 15.2 

SASB: IF0401-13, 02-13 

SASB: IF0402-13 

洪灾风险可导致不动产遭受物

理损害，影响其使用。了解洪

灾风险的潜在冲击和相关财务

影响，可提示投资人房地产组

合产品的盈利能力发生变化的

可能性。 

     

资产 温室气体 

排放 

储量明细和相关排

放因子说明，以便

二氧化碳

排放

SASB: 

NR0101-23 

向低碳经济转型可影响储量价

值。说明潜在未来排放情况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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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和建筑业群体指标——示例 

财务

科目 

气候相关

项目 

指标举例 计量单位 协调标准 纳入的理论依据 金属和

矿业 

化学

品 

建筑

材料 

资本

货物 

房地

产 

了解未来潜在的排

放状况 

（CO2e）

公吨数 

助于投资人了解监管措施及需

求变化对盈利能力的潜在影

响。 

资产 风险适应

和减缓 

每一类资产中认定

为可持续的百分比 

百分比 GRESB: 

NC5.2/ 

CA2/Q30.1/ 

Q30.2/Q31 

监管措施（如碳定价）及向低

碳资产转型，可能影响现有不

动产的财务可行性。了解（根

据相关指数）认定为可持续的

资产的百分比，有助于投资人

了解监管措施及需求变化对房

地产组合产品盈利能力的潜在

影响 

     

资产 风险适应

和减缓 

低碳替代措施（如

基建设备或资产）

投资（资本支出） 

当地货币 GRI 302-5 管理转型风险需要新技术投

资。投资水平可说明核心业务

未来盈利能力可能会受到何等

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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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农业、食品和林产品群体 

农业、食品和林产品群体包括但不限于图 13 所列各行业。 

这一群体的

气候相关风

险和机遇主

要来自土地

使用、生产

活动和改变

土地用途造

成的温室气

体排放、水

和废弃物管

理。52 

气候相关转型及实体风险的绝对和相对影响因生产企业和食品及纤维加

工企业不同而各有差异。 

生产企业，如农业和林业企业，与加工企业相比，其财务状况很可能由

于温室气体和与水有关的风险（包括极端天气事件和降雨形式转变）而

遭受更大程度的影响。农业和林业生产企业会产生大量的非点源温室气

体排放，主要途径是使用土地及改变土地用途（如放牧、农耕、资源保

护、饲养、砍伐或造林）。53 

加工企业，如食品、饮料和纤维加工厂（如造纸厂），受直接温室气体

排放（范围 1）的影响可能相对较小，但受到其供应和经销链产生的间接

温室气体排放（范围 3）的影响则较大。与生产企业相比，加工企业同样

需重视水和废弃物的风险和机遇。例如，饮料生产和纸张制造都依赖大

量的水资源，而对于饮料生产而言，更是需要大量优质水资源。与废弃

物有关的风险和机遇包括残余物料，如纸张和木材废料、污水、后加工

动物副产品等。 

评估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对农业、食品和林产品群体的影响时，需考虑

土地使用、水、废弃物、碳汇、生物多样性和资源保护等气候相关方面

 

52 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资料显示，农业和林业仅造成了“不足四分之一的人为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来

自森林砍伐以及农业方面牲畜、土壤和营养剂管理造成的排放。人类造成的森林退化和生物质燃烧（森林大火和农业烧

荒）也构成一部分原因。”（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使用（AFOLU）”摘自 2014年的《2014

年气候变化：气候变化的减弱》。第三工作组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五次评估报告中的撰稿）。农业也使用大

量水资源，主要用于灌溉。 

53 如需进一步信息，请参见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14年气候变化：气候变化的减弱》第 1265 页对土地用途变
更和间接土地用途变更的定义。 

图 13 农业、食品和林产品群体 

群体 

农业、食品和林产品 

行业/子行业 

饮料 

农业 

包装食品和肉类 

纸张和林产品 

https://www.ipcc.ch/pdf/assessment-report/ar5/wg3/ipcc_wg3_ar5_full.pdf
https://www.ipcc.ch/pdf/assessment-report/ar5/wg3/ipcc_wg3_ar5_full.pdf
https://www.ipcc.ch/pdf/assessment-report/ar5/wg3/ipcc_wg3_ar5_ful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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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权衡，而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又因食品安全的短期竞

争目标（如，维持足够的产量以满足对食品、纤维、饲料和生物燃料的

日益增长的需求）而进一步复杂化。 

土地使用和资源保护的政策法规可能限制或禁止土地和水资源的某些用

途，如森林砍伐、河岸权、适耕地等。如果森林或农业用地不能用于生

产食品或纤维，该等政策可导致严重的资产减值。 

农业、食品和林产品群体的机遇主要可分为以下三类： 

◼ 通过降低单位产值的碳和水消耗量（如培育抗旱杂交品种、营养高

效转基因生物、研制降低家畜甲烷排放的饲料和饲养方式）来提升

效率。 

◼ 在产出不变的情况下，降低投入和残余废料，如营养剂管理实践、

耕作实践、资源保护实践、生物燃料、减少食品废料等。 

◼ 开发单位产值碳和水消耗量较低的新产品和服务，如生物塑料耗

材。 

因此，信息披露应着重于与该群体在温室气体排放和水等领域的政策和

市场风险、以及与碳汇、食品和纤维产量提高和废弃物减少等机遇有关

的定性和定量信息，包括： 

◼ 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单位产值用水量而做出的努力，包括减少非

点源温室气体来源，如农作物营养剂工艺、家畜管理流程、水土流

失、耕作方式、集水方式和森林管理。 

◼ 通过更好地循环利用产出品和残余废料（如木材、食物废料和动物

副产品）来改善可持续性的努力。 

◼ 气候相关因素（如极端天气或水资源事件）对食品和纤维制造的影

响。 

◼ 顺应业务发展动态和消费趋势的机遇，即降低排放和单位产值用水

量和废料生成量，且同时充分保证食品安全的食品和纤维产品、工

艺和服务，如生物塑料、转基因生物，以及木材/动物副产品的新用

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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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农业、食品和林产品群体指标——示例 

农业、食品和林产品群体机构应考虑提供温室气体排放、能源和水资源的关键指标，说明对收入、成本、资产、负债和资本分配等方面财务

数据的影响。附件 2就“计量单位”中使用的缩略语提供了定义。 

农业、食品和林产品群体指标——示例 

财务

科目 

气候相关

项目 

指标举例 计量单位 协调标准 纳入的理论依据 饮料 农业 包装食品

和肉类 

纸张和

林产品 

收入 风险适应

和减缓 

投资低碳替代措施（如

研发、设备、产品或服

务）产生的收入/节约的

成本 

当地货币 CDP: CC3.2, 

3.3, 6.1 

新产品及气候相关产品和服务产生

的收入流，以及提高运营效率的资

本支出项目的投资回报率。 

    

支出 风险适应

和减缓 

低碳替代措施（如研

发、设备、产品或服

务）支出（经营支出） 

当地货币 GRI: G4-OG2 

CDP: EU4.3 

管理转型风险需对新技术进行支

出。支出水平可说明核心业务的未

来盈利能力可能受到何等程度的影

响。 

    

支出 水 取水和用水总量 立方米 SASB: 

CN0101-06 

缺水可导致供应成本上涨，生产能

力实际丧失，和/或立法机构立法

监管用于生产的取水活动。严重缺

水地区用水量和取水百分比可提示

存在重大成本风险或生产能力受限

风险。 

    

支出 水 严重缺水和极严重缺水

地区取水 

和用水百分比 

百分比 SASB: 

CN01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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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食品和林产品群体指标——示例 

财务

科目 

气候相关

项目 

指标举例 计量单位 协调标准 纳入的理论依据 饮料 农业 包装食品

和肉类 

纸张和

林产品 

资产 水 在严重或极严重缺水地

区承诺的资产 

资产数量、

价值、在总

资产中的占

比 

SASB:  

IF0101-06 

缺水可导致生产能力受限或资产强

制拆除。位于严重缺水地区的资产

水平，可提示对资产评估值的潜在

影响。 

    

资产 温室气体

排放 

生物工艺非机械（范围

1）排放 

CO2e 公吨数 CDP: FBT 1.3c 农业中的非机械排放源多于机械排

放源。对生物系统的依赖，意味着

农业温室气体的排放或消除机制更

加复杂，远不止于农田使用机械设

备产生的排放。 

了解机构与土地有关的生物排放范

围，及最近由于连续过程和/或离

散事件带来的或可能带来的变化是

十分重要的，有助于评估机构生产

和土地使用活动遭受的财务和监管

影响。 

    

资产 温室气体

排放/土地

使用 

土地用途变更（范围

1）：由于土地使用和

土地用途变更导致的碳

储量变化，如原栖息地

CO2e 公吨数 CDP: FBT 1.3c 农业中的非机械排放源多于机械排

放源。对生物系统的依赖，意味着

农业温室气体的排放或消除机制更

加复杂，远不止于农田使用机械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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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食品和林产品群体指标——示例 

财务

科目 

气候相关

项目 

指标举例 计量单位 协调标准 纳入的理论依据 饮料 农业 包装食品

和肉类 

纸张和

林产品 

转变为农田 备产生的排放。了解机构与土地有

关的生物排放范围，及最近由于连

续过程和/或离散事件带来的或可

能带来的变化是十分重要的，有助

于评估机构生产和土地使用活动遭

受的财务和监管影响。 

支出 温室气体

排放 

机械（范围 1）： 

农田/工厂设备和机械

的排放 

CO2e 公吨数 SASB: 

CN0101-01, 

CDP FBT 1.3b 

价值链中碳排放水平相对较高，预

计将导致相关法规（包括碳价格法

规）出台，推动产品实现低排放。

这可导致未来盈利能力的大幅降

低。 

    

支出 温室气体

排放 

购入能源（范围 2）：

农田/工厂使用购入的

热、汽和电产生的排放 

CO2e 公吨数 CDP: FBT 1.3b     

资产 风险适应

和减缓 

低碳/用水量替代措施

（如基建设备或资产）

投资（资本投资） 

当地货币 GRI: G4-OG2 

CDP: EU4.3 

管理转型风险需要新技术投资。投

资水平可说明核心业务未来盈利能

力可能会受到何等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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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有效披露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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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有效披露的基本原则 

为巩固其建议，并协助引导气候相关财务报告当前及今后的制定，工作组拟定

了一套有效披露原则。54随着对气候相关问题的理解和解决方法不断进步，气

候相关财务报告也将不断进步。这套原则有助于进行高质量披露，为决策提供

相关信息，让使用者能够掌握气候变化给机构造成的影响。工作组鼓励采纳其

建议的各机构在进行气候相关金融披露时，考虑遵循这套原则。 

工作组的披露原则在很大程度上与其他国际通行的主流财务报告框架一致，且

可普遍适用于大部分金融披露者。财务信息的定性特征与定量特征，以及金融

稳定理事会设立工作组时强调的一致、可比、可靠、明晰及有效的披露总目

标，均为披露原则的设定提供了参考。这些原则的总体设计目标是协助机构在

气候相关问题与其治理、战略、风险管理以及指标和目标之间建立明确的联系

和关联。 

原则 1：披露相关的信息 

各机构应当针对气候相关风险与机遇对其市场、业务、企业或投资战略、财务

状况及未来现金流造成的潜在影响提供信息。 

◼ 为避免混淆相关信息，应当删除不重要或重复的披露。但是，当特定风

险或问题引起投资者或市场的兴趣或注意时，机构可在披露中声明该风

险或问题不具重大性，以表明该风险或问题已纳入考量且未被忽略。 

◼ 披露应当提供充分的细节，让使用者能够评估机构面临的气候相关问题

及其处理方法，同时理解不同机构提供的信息类型、信息的提供方式、

以及附注各有不同，且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作出改变。 

◼ 气候相关影响在短期、中期及长期内均会出现。各机构既会遭受慢性、

渐进的影响（例如天气模式转变造成的影响），也会遭受急性、突发的

破坏性影响（例如洪灾、旱灾、或突发管制行动造成的影响）。机构应

当从气候相关风险给价值创造带来的潜在影响的角度提供信息，考虑不

同的时限和影响类型，并提供相应的应对策略。 

◼ 各机构应当避免通用式或样稿式披露，此类披露无法让使用者深入了解

问题。此外，任何提出的指标均应充分地描述风险或表现，或代表风险

或表现 ，并反映机构是如何管理风险与机遇的。 

原则 2：披露应具体、完整 

◼ 机构的报告应当提供下列完整概述：其面临的潜在气候相关影响；该等

影响的潜在性质与规模；机构管理气候相关风险的治理、战略、流程，

 
54 该等原则改编自强化信息披露工作组的《加强银行风险披露》（Enhancing the Risk Disclosures of Banks）所列原则。 

http://www.fsb.org/wp-content/uploads/r_121029.pdf?page_move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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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气候相关风险与机遇管理工作的表现。 

◼ 为做到足够全面，披露应当包含历史信息及未来导向信息，让使用者能

够评价他们之前对机构实际表现的预期，并评估未来可能产生的财务影

响。 

◼ 关于定量信息，披露应当对采用的定义和范围作出解释。关于未来导向

的数据，披露应当对使用的关键设想作出阐释。前瞻性的定量披露应当

与机构进行投资决策和风险管理时采用的数据相一致。 

◼ 任何情景分析均应基于机构进行投资决策和风险管理时采用的数据或其

他信息。适当情形下，机构还应当从定性和定量的角度，论证主要基础

方法论和假设变化时可能造成的风险敞口，或对选取的风险指标的影

响。 

原则 3：披露应当明晰、均衡并易于理解 

◼ 披露应当以传达金融信息为目的，满足广大金融行业使用者（例如投资

者、债权方、保险公司及分析师）的需求，因此报告质量应高于最低要

求。披露应当为经验丰富的使用者提供足够详尽的信息，但同时也应当

为非专业使用者提供简明扼要的信息。清晰的传达将可以让使用者有效

地辨认关键信息。 

◼ 披露应当在定性信息与定量信息之间做出适当平衡，并恰当地使用文

本、数字及图表展示。 

◼ 应当通过公平、均衡的叙述性阐释，说明定量披露的意义，包括其描述

的逐步变化与发展。此外，均衡的叙述性阐释要求不带偏见地描述风险

与机遇。 

◼ 披露应当就问题提供直接解释。应当对披露中使用的术语进行解释或定

义，以便使用者对其有正确的理解。 

原则 4：披露应当具有时间上的连贯性 

◼ 披露应当具有时间上的连贯性，以便使用者能够了解气候相关问题给机

构的业务带来的影响的发展和/或演变情况。为进行跨期对比，不同时期

的披露应当使用前后一致的格式、语言及指标。推荐使用比对信息，但

在某些情况下，比对信息无法提供或重述时，可考虑另行作出新披露。 

◼ 气候相关披露时机不够成熟时，可以改变披露及相关方法或格式（例如

由于气候相关问题的转变，以及风险实践、治理、测量方法或会计实践

的发展变化）。对于任何该等改变，披露者均应做出解释。 

原则 5：同一经济部门、行业或投资组合内各机构的披露应当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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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披露应当可以在各机构之间及各行业和地区之间，就战略、商业活动、

风险和表现进行有意义的对比。 

◼ 披露应足够详细，使得能够在各行业之间（以及在适当情况下，在不同

投资组合之间）就风险进行对比并确定基准。 

◼ 为方便轻松获取相关信息，各机构最好在统一的地方（即财务申报中）

提供报告。 

原则 6：披露应当可靠、可核实和客观 

◼ 披露应当提供高质量的可靠信息。该等信息应当准确且中立——即不存

在偏见。 

◼ 未来导向型披露必须包括机构的判断（应对该判断予以充分阐释）。披

露应当尽量基于客观数据，并采用最佳的测量方法，包括最新的行业惯

例。 

◼ 为确保高质量的披露信息，在定义、收集、记录及分析批露信息时应当

确保报告的信息可以核实。对于未来导向型的信息，这意味着采用的假

设应当有源可溯。这并不意味着需要独立的外部保证，但是，披露应当

遵循与财务报告相同或基本相同的内部治理流程。 

原则 7：披露应当及时 

◼ 报告人应当至少每年一次采用适当的媒介在主要财务报告中及时更新或

向使用者提供信息。 

◼ 气候相关风险可引发破坏性事件。该等破坏性事件导致重大财务影响

时，机构应当适当及时更新气候相关披露。 

报告人在遵循上述基本原则的过程中可能会面临一些矛盾。例如，为满足可比

性原则，机构可能更新披露方式，但这又可能导致违反了连贯性原则。即便是

同一项原则，也有可能产生矛盾。例如，原则 6 认为披露应当可核实，但关于

未来的披露所做的假设一般很大程度上需要管理层自行判断，这就很难加以验

证。鉴于披露范围之广，且披露的使用者和比较者各有需求，上述矛盾在所难

免。各机构应当致力于寻求一个适当的披露平衡点，做到既合理地遵循建议与

原则，同时也避免过多地为使用者提供不必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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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气候相关风险、机遇和财务影响 

工作组建议的核心目标是鼓励机构评估和披露与其业务活动最为相关的重大气候相关

风险和机遇，将此作为其财务申报编制和报告流程的一个环节。 

工作组将气候相关风险划分为两大类：（1）与低碳经济转型有关的风险，及（2）与

气候变化实体影响有关的风险。工作组识别了两大风险项下的部分子类别。 

转型风险 实体风险 

- 政策和法律 - 急性风险 

- 技术 - 慢性风险 

- 市场  

- 声誉  

工作组将气候相关机遇划分为与如下各项相关的五大类：能源效率和成本节约、采用低排放

能源来源、开发新产品和服务、新市场准入以及打造供应链适应力。 

机遇 

- 能源效率 - 市场 

- 能源来源 - 适应力 

- 产品和服务  

 

表 A1 和表 A2 列明了与工作组识别的具体类别的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有关的示例和潜

在财务影响。请注意，每个主要类别项下的子类别风险和示例并不互斥，而是存在某

些重叠。 

表 A1 和表 A2 之后的表 A3 和表 A4 描述了与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有关的部分信息来

源。表 A5 提供了额外示例，描述了机构遭受的气候相关财务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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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气候相关风险和潜在财务影响示例 

类型 气候相关风险55 潜在财务影响 

转型风险 

政策和法律 

- 提高温室气体排放定

价 

- 增加运营成本（如合规成本和保费增

加） 

- 强化排放量报告义务 - 政策变化导致现有资产核销、减值和提

前报废 

- 现有产品和服务的要

求与监管 

- 因罚款和判决导致的成本增加和/或产

品和服务需求降低 

- 面临诉讼风险  

技术 

- 以低排放选择替代现

有产品和服务 

- 现有资产核销和提前报废 

- 对新技术的失败投资 - 产品和服务需求量下降 

- 低排放技术转型的成

本前端费用 

- 新型和替代型技术前端研发支出 

 - 技术开发的前端风险投资 

 - 采用/部署新操作和流程的前端成本 

市场 

- 客户行为变化 - 消费者偏好转变导致商品和服务需求量

下降 

- 市场信号不确定 - 原料价格（如能源、水）和排放要求

（如垃圾处理）变化导致生产成本提高 

- 原材料成本上涨 - 能源成本的突发和意外变化 

 - 收入构成和来源变化导致收入降低 

 - 资产重新定价（如化石燃料储量、土地

估值、证券估值） 

声誉 

- 消费者偏好转变 - 商品/服务需求量下降导致收入降低 

- 行业污名化 - 产能下降（如规划审批延期、供应链断

裂）导致收入降低 

- 利益相关方的关注或

负面反馈增加 

- 劳动力管理和规划（如员工的招募和留

任）的负面影响导致收入降低 

 - 可用资本减少 

实体风险 
急性 

- 旋风、洪水等极端天 - 产能下降（如运输困难、供应链断裂）

 
55 每个主要类别项下的子类别风险不是互斥的，而是存在某些重叠。 



 

附件 89  

A 

前言 

B 

建议 

C 

适用于所有行业 

的指导意见 

D 

金融行业 

补充指导意见 

E 

对非金融群体 

的补充指导意见 

F 

有效披露 

基本原则 

附件 

类型 气候相关风险55 潜在财务影响 

气事件严重程度提高 导致收入降低 

慢性 - 劳动力负面影响（如卫生、安全、缺

勤）导致收入降低，成本增加 

- 降雨量变化和天气模

式极端波动 

- 现有资产核销和提前报废（如“高风险”

场所财产和资产损害） 

- 平均气温上升 - 运营成本提高（如水力发电站供水不足

或核电站或化石燃料热电站冷却水供应

不足） 

- 海平面上升 - 基建成本升高（如设施毁损） 

 - 销量/产出降低导致收入下降 

 - 保费提高以及位处“高风险”场所的资产

难以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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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气候相关机遇和潜在财务影响示例 

类型 气候相关机遇56 潜在财务影响 

资源效率 

- 采用更高效的运输方式 - 降低运营成本（例如，通过提升效率和降低

成本） 

- 更高效的生产和分销流

程 

- 提高产能，增加收入 

- 使用循环技术 - 提高固定资产价值（例如，高能效建筑物） 

- 搬迁至更高效的建筑物 - 有利于劳动力管理和规划（例如，改善卫生

和安全，员工满意度），降低成本 

- 减少用水量和耗水量  

能源来源 

- 采用低排放能源来源 - 降低运营成本（例如，通过使用成本最低的

减排措施） 

- 采用支持性政策激励 - 降低未来化石燃料价格上涨风险 

- 采用新技术 - 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风险，因此降低对碳交易

价格变化的敏感度 

- 参与碳交易市场 - 低排放技术投资产生回报 

- 非集中化能源生产转变 - 可用资本增多（例如，更多投资者看好低排

放制造商） 

 - 美誉度提高带来商品/服务需求量上升 

产品和服务 

- 开发和/或扩大低排放商

品和服务 

- 通过提高低排放产品和服务需求量提高收入 

- 制定气候适应和保险风

险解决方案 

- 通过新的气候适应需求解决方案提高收入

（例如，保险风险转移产品和服务） 

- 通过研发和创新开发新

型产品或服务 

- 改善竞争地位以反映消费者偏好的转变，提

高收入 

- 提升业务活动多元化的

能力 

 

 
56 机遇分类不是互斥的，而是存在某些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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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气候相关机遇56 潜在财务影响 

- 消费者偏好转变 

市场 

- 采用公共行业激励 - 进入新型和新兴市场（例如与政府、开发银

行合作），提高收入 

- 社区需求和倡议 - 提高金融资产的多元化（例如，绿色债券和

基础设施） 

- 获得需要投保的新资产

和场所 

 

适应力 

- 参与可再生能源项目并

采用能效措施 

- 通过适应力规划提高市场估值（如基础设

施、土地、建筑物） 

- 能源替代/多元化 - 提高供应链可靠性和不同条件下的运营能力 

 - 通过确保适应力的新产品和新服务增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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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受到气候相关风险影响的行业和行业 

资料来源 描述 

美世 

在气候变化时代进行投资 

重点介绍在 35 年的期间内，气候变化对 14 个资产类别和 14 个

产业行业投资回报的潜在改变，得出的结论是，在不同气候情

景下，年投资回报中位数可在+3.5%（可再生能源行业）到-

4.9%（煤炭行业）之间波动。 

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 

环境风险热区图 

对全球 86 个行业进行了评级，并针对很可能产生的信用影响的

重大性和时限，对环境风险的信用风险敞口进行了定性评分。

评分以环境风险的五个子类别为基础，其中一个子类别是碳排

放监管。该图认定 13 个行业对碳排放监管具有极高或高风险敞

口。 

标准普尔全球评级 

如何在企业评级中纳入环

境和气候风险要素 

识别最容易受环境和气候相关风险影响的子行业，以及在两年

回溯期间内，风险对企业信用级别的影响。重点介绍了评级分

析受该等风险影响的约 300 个案例，以及对信用级别做出调整

的约 60 个案例。 

可持续会计准则委员会 

技术通报#：TB001-101816 

介绍 79 个行业与实体影响、低碳经济转型和气候相关监管有关

的气候相关风险。同时，该文件也考量收入影响、成本影响、

资产影响和财务影响。该文件识别了受到气候相关风险显著影

响的 72 个行业，但是各个行业所面临的具体风险各不相同。 

世界资源研究所和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 

碳资产风险拟议讨论框架 

在行业层面讨论了三个碳风险指标的风险敞口（行业营业额碳

强度、有形资产使用期限和息税前利润率）。该报告识别了对

低碳转型具有潜在最高风险敞口的行业。该等行业包括拥有如

下资产的机构： 

- 每美元营业额碳排放强度高的化石燃料资产，如煤和消耗性

燃料等， 

- 有形资产使用期限长，且依赖化石燃料的基础设施，如公用

事业、管道、机场和铁路等， 

- 面临向低碳技术转型的高碳资产（例如，交通运输行业中的

用能设备），及 

- 没有低碳竞争对手的高碳资产（例如，用于基础材料生产的

资产）。 

  

https://www.google.com/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2&cad=rja&uact=8&ved=0ahUKEwiY7bu-nb3UAhXKcD4KHYCoAoQQFggnMAE&url=https%3A%2F%2Fwww.mercer.com%2Fcontent%2Fdam%2Fmercer%2Fattachments%2Fglobal%2Finvestments%2Fmercer-climate-change-report-2015.pdf&usg=AFQjCNH_Zw24VDXfEd_R3tPah6CexpQo0g
https://www.moodys.com/research/Moodys-Credit-impact-from-environmental-issues-varies-widely-across-sectors--PR_339980
https://www.globalcreditportal.com/ratingsdirect/renderArticle.do?articleId=1467885&SctArtId=348528&from=CM&nsl_code=LIME&sourceObjectId=9373730&sourceRevId=1&fee_ind=N&exp_date=20251020-17:15:34
https://www.globalcreditportal.com/ratingsdirect/renderArticle.do?articleId=1467885&SctArtId=348528&from=CM&nsl_code=LIME&sourceObjectId=9373730&sourceRevId=1&fee_ind=N&exp_date=20251020-17:15:34
https://library.sasb.org/climate-risk-technical-bulletin/
https://library.sasb.org/climate-risk-technical-bulletin/
http://www.unepfi.org/fileadmin/documents/carbon_asset_risk.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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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 

气候相关机遇示例 

资料来源 描述 

彭博新能源财经

（BNEF） 

绿色债券指引 

（彭博终端） 

在彭博终端提供绿色债券识别指引。该分类方法符合国际资本市场

协会的原则，包括贴标和非贴标清洁能源相关证券。彭博新能源财

经采用资金用途、治理过程、项目详情、收益管理、报告信息和保

证，建立了一个分类系统，可以让企业和投资者更有效地识别企业

内部和市场中的可持续投资机遇。 

新能源风险敞口评级 

（彭博终端） 

代表 BNEF 预估的某一机构在如下领域开展的业务活动所创造的

价值比例：可再生能源、能源智能技术、碳捕集和封存，以及碳

排放市场。在该等清洁能源领域，对行业和子业务活动进行的分

析，结合申报的细分收入及其他可用财务和能源指标，可支持对

风险敞口的预估。评级级别表明了不同机构因该等活动而创造的

价值高低，使投资者和企业能够更好地分析投资机遇和企业发展

机遇。 

气候债券倡议 

www.climatebonds.net 

制定绿色债券分类标准，提供气候债券发展分析。技术工作组识别

了太阳能、风能、低碳建筑和其他领域的关键问题和投资机遇。 

富时罗素 

低碳经济模型 

采用七年期间的数据，衡量 60 个子行业中 13400 家企业的绿色收

入，并允许用户追踪可促进全球适应、减缓或修复气候变化影响的

商品、产品和服务产生的收入。来自 48 个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的

众多大型、中小型资本化企业的收入，被映射到 60 个新型绿色产

业子行业之中，同时，富时罗素为模型中的各个企业均分配了一个

低碳产业指标系数，以体现绿色收入在其总收入中所占比例。 

气候变化全球投资者联

盟 

气候变化投资解决方案 

为资产管理人提供一系列投资战略和解决方案，应对与气候变

化相关的风险和机遇。该指引包括一个将气候相关投资机遇纳

入考量的专门框架（该框架载明了采取战略审查、战略资产配

置、减排投资行为和适应气候变化投资行为的步骤），并提供

从交通运输到零售等各个行业的机遇、增长驱动力和投资工具

的示例。 

国际资本市场协会 

绿色债券原则 

为绿色债券发行人提供指引，提高发展中的绿色债券市场的透

明度。该原则为发行人提供绿色债券进入市场的关键事项指

引，通过提高必要信息的可获得性，协助投资者评估绿色债券

投资的环境影响，并通过推动市场作出预期披露，促进交易开

展，来为承销商提供协助。 

 

http://www.ftserussell.com/files/support-documents/lce-data-model-overview
http://www.iigcc.org/files/publication-files/Climate-Change-Investment-Solutions-Guide_IIGCC_2015.pdf
http://www.icmagroup.org/Regulatory-Policy-and-Market-Practice/green-bonds/green-bond-princi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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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5 

按财务科目划分的潜在气候相关影响示例 

科目和定义 气候相关影响57 潜在财务影响示例 原理和示例指标 

收入 

正常业务活动产生

的收入，通常来自

商品和服务销售 

由于气候相关风险/机遇（例如客户

偏好转变）等导致产品和服务的市

场需求不断变化。 

现有收入流、产品和服务对碳强

度、排放、用水强度、土地使用限

制和观念的敏感性。 

开发新的收入流、产品和服务，应

对气候相关机遇。 

- 运营中断产生的收入 

+/- 产品/服务销售额变化产生的收

入 

气候变化驱动力，例如用水量、排放和土地使用，预计将成为

监管（例如，标准、排放限额、碳价格）、技术开发和市场变

化的焦点。这些政策、市场和技术变化可能会导致机构的未来

盈利能力发生重大变化，具体取决于与限制和需求相关的产品

和服务的排放、能源和用水强度。 

示例指标： 

⚫ 按产品或服务系列划分的收入比例 

⚫ 各产品或服务系列的能源、排放、用水强度 

支出：运营支出 

运营企业的持续成

本 

为了满足气候相关风险的缓释、适

应、监管要求，而被迫或自行增加

的运营支出，或供应/材料成本。 

在应对气候变化风险时，能源效率

和节水效率提高带来的费用降低. 

 

+ 新型技术、产品和服务的研发 

+/- 能源和水资源采购及其他供应/

材料成本 

+ 不断变化的产量要求（例如废物

处理、排放控制）导致的生产成本

增加  

气候变化驱动力，例如用水量、排放和土地使用，预计将

成为监管（例如，标准、排放限额、碳价格）、技术开发

和市场变化的焦点。这些政策、市场和技术变化可能会导

致机构的供应成本和运营费用发生重大变化，具体取决于

机构业务活动中的排放、能源和用水强度和土地使用。 

示例指标： 

 
57 本表所载信息无意反映会计处理，而是试图提供气候相关风险可能如何影响一般财务类别的总体认识。重要的一点是，表中列示的某些财务含义之间存在许多关系。例如，如果法院出具判

决，气候变化的法律责任（属于或然责任）可能会作为费用实现。同理，在风险缓释和气候变化适应方面产生费用在未来可能带来成本节约（费用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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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和定义 气候相关影响57 潜在财务影响示例 原理和示例指标 

+ 用于提高能源或水资源保护和效

率能力的成本 

+ 应对实体风险的费用（如保费、

复原费用） 

⚫ 低碳替代措施和能源/水资源效率研发支出比例 

资产：资本支出 

其效益可长期持续

的一项费用；不属

于经常性支出；用

于永久性资产的采

购 

为了满足气候相关风险的缓释、适

应或监管要求，而被迫或自行选择

增加的资本支出。 

+ 用于管理转型风险、适应和资

源保护/节约工作产生的设备或新

型技术资本支出 

+ 实体风险缓释资本支出（例

如，设施位置/加固，适应力建

设） 

+/- 最低投资回报受到内部或外部

碳价格影响 

气候变化驱动力，例如用水量、排放和土地使用，预计将

成为监管（例如，标准、排放限额、碳价格）、技术开发

和市场变化的焦点。这些政策、市场和技术变化可能会导

致机构的计划资本支出（包括资产购买或处置、土地和设

施投资、新技术购买等）发生重大变化，并发生其他变

化，具体取决于机构如何应对已识别的气候相关问题。 

示例指标 

⚫ 为低碳/可再生资产，低碳技术部署、设施效率分配的

资本支出比例 

⚫ 用于确定最低投资回报率内的部/外部碳价格和折扣率 

资产：有形资产 

土地、设备、设

施、储备金、现金

等 

因气候变化风险和机遇导致的机构

的资产价值变化，或资产购买或出

售。 

+/- 基于排放量、能源或水资源使

用强度的资产价值；碳价格；需求

量 

- 由于高排放量、能源、水资源使

用强度导致现有资产核销/提前报

气候变化，特别是向低碳经济转型，可能会影响机构的资产价

值（包括正面影响或负面影响），具体取决于机构如何在排

放、能源、水资源和土地使用方面做出定位。 

示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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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和定义 气候相关影响57 潜在财务影响示例 原理和示例指标 

废 

- 由于天气事件和其他急性或慢性

实体气候影响导致的实体损害或资

产价值减损 

⚫ 位于沿海或洪水区资产的价值及价值占比 

⚫ 按相关目前或潜在未来排放（公吨二氧化碳排放量）、

用水强度或能源使用强度划分的资产明细 

资产：无形资产 

品牌、版权、商誉 

由于公众对机构气候相关风险和机

遇管理的认识，而导致机构声誉变

化 

+/- 品牌价值 

+/- 版权价值 

- 产能降低或中断（例如，停产、

延迟规划审批、供应链断裂） 

- 对劳动力管理的影响（例如，员

工招募和留任） 

机构在低碳经济转型中如何规划和投资，可能会对机构及其声

誉的认识造成正面或负面影响，而这又可能影响机构的未来盈

利能力、市场估价、员工关系，以及与监管机构和客户的关

系。同时，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还可能对技术专利或版权价值

造成正面或负面影响。 

负债 

或有负债58 

机构气候相关活动可能面临的负债

或民事/刑事罚款 

+ 气候相关风险的法律责任 

+ 合规罚款 

对于机构对气候变化准备工作，由于有关的法律、规章和判例

法不断演变，所以，机构面临或有负债的情形或可能性可能会

增加。 

示例指标：为未决诉讼预留的资金 

负债 

流动负债 

因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导致的流动

负债成本和水平变化 

 气候变化驱动力，例如用水量、排放和土地使用，预计将成为

监管（例如，标准、排放限额、碳价格）、技术开发和市场变

 
58 或然负债指可能发生的负债，取决于未来不确定事件的结果。损失可能性通常描述为合理成立、有合理可能成立或间接成立；预估损失的能力描述为已知、可合理预估或无法合理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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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和定义 气候相关影响57 潜在财务影响示例 原理和示例指标 

（<=1 年） 化的焦点；这些政策、市场和技术变化可能会导致机构的收

入、供应/材料/成产成本和资本支出发生重大变化。机构展现

的管理该等变化的能力（良好或糟糕），可能会影响： 

⚫ 资本和债券市场准入 

⚫ 股价和债券风险溢价 

⚫ 信用度 

⚫ 撤资风险敞口 

⚫ 有效利用融资市场，应对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能力/灵

活性 

融资 

长期债务负债 

（>1 年） 

因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导致的长期

债务成本和水平变化 

+/- 债务额 

+/- 股本额 

+/- 信用级别 

+/- 股价 

+/- 债务利息率 

融资 

股本 

因气候相关风险和责任导致的股本

成本和水平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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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术语和缩略语 

术语 

董事会指由被推选或任命的数名成员组成的团体，共同监督公司或机构的活动。某些

国家采用双层制度，其中“董事会”系指“监督董事会”，“主要管理人员”系指“管理董

事会”59。 

气候相关机遇指气候变化给机构带来的潜在积极影响。减缓及适应气候变化的努力可

为机构创造机会，诸如提高资源效率和节约成本，采用、利用低排放能源，开发新产

品与服务，以及提升供应链的适应力等。机构的气候相关机遇可因其所处地区、市场

和行业不同而不同。 

气候相关风险指气候变化给机构带来的潜在消极影响。气候变化导致的实体风险可以

引起连锁事件（突发的），诸如更加恶化的极端天气事件（比如飓风、旱灾、洪灾及

火灾），也可以引起降水量与气温的长期转变（惯性的），并使天气模式更加多变

（如海平面上升）。气候相关风险还可与全球低碳经济转型产生交集，这两者的最大

共同点与政策和法律行动、技术变更、市场回应以及声誉考量有关。 

财务申报指年度报告资料，其中应规定，机构须按照其开展运营所在辖区的公司、合

规或证券法律提交其经审计财务结果。尽管国际上对报告的要求各有不同，财务申报

通常包含财务报表及其他信息，如治理声明和管理层评述。60 

财务规划指机构关于如何达成其目标及战略目的并为之提供资金支持的考量。在财务

规划过程中，机构会评价未来的财务状况并决定如何在实现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的过

程中利用资源。作为财务规划的一部分，机构通常制定“财务计划”，其中列明在未来

一至五年内，为实现该等目标所必须具备的具体行动、资产及资源（包括资本）。但

是，财务规划的范围大于财务计划，其中还涉及长期的资本配置，以及超出基本的 3-5

年财务计划范围的其他考量（例如投资、研发、生产与市场）。 

治理指“为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监督管理机构的制度。”61治理涉及机构的

管理层、董事会、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一系列关系。治理提供了用于设定机

构目标、监督业绩提升、评估结果的结构与过程。62 

温室气体（GHG）排放范围水平63 

 
59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G20/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司治理原则》（G20/OECD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出版，巴黎，2015 年。 
60 气候披露标准委员会《环境信息与自然资本报告框架》（CDSB Framework for Reporting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and Natural Capital），2015 年 6 月。 

61 A. Cadbury, A，《公司治理财务事宜委员会报告》（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Financial Aspect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伦敦，1992 年。 

62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G20/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司治理原则》（G20/OECD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出版，巴黎，2015 年。 
63 世界资源研究所与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温室气体议定书：企业核算与报告标准》（The Greenhouse Gas 

http://dx.doi.org/10.1787/9789264236882-en
http://dx.doi.org/10.1787/9789264236882-en
http://www.cdsb.net/sites/cdsbnet/files/cdsb_framework_for_reporting_environmental_information_natural_capital.pdf
http://www.cdsb.net/sites/cdsbnet/files/cdsb_framework_for_reporting_environmental_information_natural_capital.pdf
http://www.ecgi.org/codes/documents/cadbury.pdf
http://www.ecgi.org/codes/documents/cadbury.pdf
http://dx.doi.org/10.1787/9789264236882-en
http://dx.doi.org/10.1787/9789264236882-en
http://www.ghgprotocol.org/standards/corporate-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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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 1 指所有直接的 GHG 排放。 

◼ 范围 2 指消耗采购的电力、热能或蒸汽产生的间接 GHG 排放。 

◼ 范围 3 指产生于报告公司的价值链且在范围 2 之外的其他间接排放，包括上游排

放与下游排放。范围 3 的排放包括：采购的物资与燃料的萃取与生产、在不为报

告实体拥有或控制的交通工具的运输相关活动、电力相关活动（如传输和配送损

耗）、外包活动以及废弃物处理。64 

内部碳价格指内部制定的预估碳排放成本。内部碳价格可作为一种规划工具，帮助发

现创收机会与风险，并作为一种激励，来提升能源效率、降低成本，和引导资本投资

决策。 

管理层指机构的主管或高级管理职位，且通常独立于董事会。 

公开可用的 2°C 情景指下列 2°C 情景：（1）由独立机构使用/引用并发布；（2）在任

何可能的地点均由公开可用的数据集支持；（3）定期更新；及（4）与机构可应用的

功能工具关联（如可视化工具、计算器及绘图工具）。当前达到上述标准 2°C 情景包

括：IEA 2DS、IEA 450、深度脱碳路径项目、及国际可再生能源署。 

风险管理指机构的董事会与管理层通过解决风险及管理该等风险的综合潜在影响而实

施的一套流程，旨在推动实现机构目标。 

战略指机构期望实现的未来状态。机构的战略是其监督、衡量该期望状态实现进程的

基础。战略的制定一般涉及通过考量机构面临的风险与机遇及其运转的环境，设定机

构活动的目的与范围及其业务性质。 

缩略语 

AODP——资产所有者披露项目 Kg——千克 

CDSB——气候披露标准委员会 Km——千米 

CNG——压缩天然气 L——公升 

CO2——二氧化碳 LPG——液化石油气 

CO2e——二氧化碳当量 MPG——每加仑英里数 

EDTF——强化信息披露工作组 MT——公吨 

EEDI——新船能效设计指数 MWh——兆瓦时 

FSB——金融稳定理事会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Protocol: A Corporate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修订版），2004 年 3 月。 

64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气候变化 2014：气候变化的缓减》（Climate Change 2014 Mitigation of 

Climate Change），剑桥大学出版社，2014 年。 

http://www.ghgprotocol.org/standards/corporate-standard
https://www.ipcc.ch/pdf/assessment-report/ar5/wg3/ipcc_wg3_ar5_full.pdf
https://www.ipcc.ch/pdf/assessment-report/ar5/wg3/ipcc_wg3_ar5_ful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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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二十国集团 PRI——负责任投资原则 

GHG——温室气体 R&D——研发 

GJ——千兆焦耳 R&DDD——研究、开发、示范和部署 

GMO——转基因 SASB——可持续会计准则委员会 

GRI——全球报告倡议组织 TCFD——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 

IEA——国际能源署 UNEP FI——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 

IIRC——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 USDE——等值美元 

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WRI——世界资源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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