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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T/CAGDE 226—2023《ESG 企业气候变化财务信息披露技术规范》，与T/CAGDE 226—2023

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增加了披露文件的形式（见 5.3 a））；

b) 增加了附录 C“信息披露报告框架参考”；

c) 增加了 T/CAGDE 226—2023 发布后新实施的部分参考文献。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贸促会贸易推广交流中心、广东省贸促会、广东省标准化研究院提出，由广东省绿色

贸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东贸促国际商事认证中心、中国贸促会贸易推广交流中心、中科天网（广东）

标准技术研究有限公司、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莱茵技术监督服务（广东）有限公司、海信家电股份集

团有限公司、深圳天祥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河南省碳排放权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深圳华

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清洁生产协会、广东省广业检验检测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国际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低碳能源中心、注册合规师公会有限公司、责任云研究院、广东省标准化研究院、广东外语外

贸大学南国商学院空港经济协同创新研究中心、绿技金创（上海）低碳科技有限公司、香港品质保证局、

澳门质量品牌国际认证联盟、广东省应对技术贸易壁垒协会、广东传利标准研究院（有限合伙）、佛山

市对外数字贸易产业促进会、广东绿美认证有限公司、广东新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香港专业审核师学

会有限公司、公新博有限公司、澳门青创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澳门融贯投资科技有限公司、广州澳青科

技产业服务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邱招贤、闫芸、向艳、温智尧、付国印、蔡开明、王欣欣、张裕欣、黄强、郭

小壮、徐茜、黄建平、罗洪广、江婷、沈毅、陈舜权、钟宏武、杨文、谢韵妍、苏培、张瑛瑛、陈超青、

刘敬雯、殷琼琼、邢静、陈佩婷、黄雪冬、周晓斌、温峻峰、狄肖伟、吴新铃、况莫、苏明、孙良仁、

梁漪锜、刘春阳、张远标、朱立学、卢耀、卢柏龙、陈祥、金维刚、胡永仪、刘悦敏、周伟涛。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23年首次发布为T/CAGDE 226—2023；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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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件旨在为需要对气候变化进行财务信息披露的企业使用，为系统、规范、合理地开展气候变化

财务信息披露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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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社会和治理（ESG） 气候变化财务信息披露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企业气候变化财务信息披露的原则、流程、内容要求及监督。

本文件适用于企业开展气候变化财务信息披露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4353—2022 风险管理 指南

GB/T 26317—2010 公司治理风险管理指南

GB/T 32150—2015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GB/T 36000—2015 社会责任指南

JR/T 0227—2021 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

ISO 14064-1 温室气体 第一部分 组织层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的规范及指南

（Greenhouse gases— Part 1:Specification with guidance at the organization level for

quantification and reporting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nd removals）

ISO 14090:2019 适应气候变化 原则、要求和指南（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Principles,

requirements and guidelines）

3 术语和定义

GB/T 24353、GB/T 26317、GB/T 32150、GB/T 36000、JR/T 0027、ISO 1409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

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环境、社会和治理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即ESG，指在投资和企业经营决策中考虑环境、社会和治理等评估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及影响力的

关键因素的一种方法。

3.2

企业社会责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企业通过透明和合乎道德的行为，为其决策和活动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而担当的责任。这些行为：

——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包括社会成员的健康和社会的福祉；

——考虑了利益相关方的期望；

——符合适用的法律，并与国际行为规范相一致；

——被融入整个企业并在组织关系中实施。
注1：活动包括产品、服务和过程。

注2：企业关系是指企业在其影响范围内的活动。

[来源：GB/T 36000—2015，3.16，有修改]

3.3

企业治理 corporate governance

协调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
注1：企业治理中，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股东、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员工、债权人、客户、供应商和监管机

构等.

注2：制度安排是指在企业治理领域内约束利益相关者行为的一组规则，它支配利益相关者之间可能采取合作与竞

争的方式以确保实现自己的利益目标。

注3：企业治理的目标是为了确保企业的正确决策，实现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均衡，提高企业的绩效，确保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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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的可持续发展。

[来源：GB/T 26317—2010，3.1]

3.4

二氧化碳当量 carbon dioxide equivalent

CO2e

在辐射强度上与某种温室气体质量相当的二氧化碳的量。
注：二氧化碳当量等于给定温室气体的质量乘以它的全球变暖潜势值。

[来源：GB/T 32150—2015，3.16]

3.5

可持续发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既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的发展。
注1：该过程为经济活动、环境责任和社会进步提供一种持久、平衡的解决方法。

注2：可持续发展是为了将高品质生活、健康和繁荣等目标与社会公平和正义相融合，并保持地球对其生物多样性

的支撑能力。这些社会、经济和环境目标既相互依赖又相辅相成。可持续发展可被视为一种对更广泛的社会

整体期望的表达方式。

[来源：GB/T 36000—2015，3.11]

3.6

气候变化 climate change

气候在较长时间内(通常为数十年或更长时间)的持续性变化。
注1：气候变化可通过统计测试(如：平均值变化、变异性)等方式来识别。

注2：气候变化可能是由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过程，也可能是由于外部力量，如太阳周期的调节、火山爆发以及

大气成分或土地利用的持续人为变化。

[来源：ISO 14090:2019，3.5]

3.7

气候适应性 climate resilience

主体针对与气候相关的不确定性做出调整的能力。

3.8

情景分析 scenario analysis

在假设情况下对未来事件导致的各种潜在结果进行分析和评价的过程，通常用于分析极端事件给机

构经营带来的可能后果。

[来源：JR/T 0227—2021，3.4]

3.9

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 climate-related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气候变化对企业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和正面影响。

3.10

温室气体 greenhouse gas

大气层中自然存在的和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的能够吸收和散发由地球表面、大气层和云层所产生的、

波长在红外光谱内的辐射的气态成分。
注：如无特别说明，本标准中的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HFCs）、

全氟碳化物（PFCs）、六氟化硫（SF6）与三氟化氮（NF3）。

[来源：GB/T 32150—2015，3.1]

3.11

风险管理 risk management

指导和控制组织与风险相关的协调活动。

[来源：GB/T 24353—2022，3.2]

4 披露原则

4.1 实质性

披露的气候变化相关的（ESG）财务信息应能对企业及利益相关方的决策和价值创造能力产生重要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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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真实性

披露的气候变化相关的（ESG）财务信息应以客观事实或具有事实基础的判断和意见为依据，能如

实反映企业的客观情况。

4.3 准确性

披露的气候变化相关的（ESG）财务信息应准确无误。

4.4 完整性

披露的气候变化相关的（ESG）财务信息内容应完整、全面具体、格式规范。

4.5 一致性

披露的气候变化相关的（ESG）财务信息在不同时期的数据计算、披露方法和披露内容应保持一致

性和连贯性，能进行有意义的比较。

5 披露流程

5.1 确定披露目的

根据气候变化相关的（ESG）财务信息披露的需求方（监管机构、投资机构、个人、第三方机构、

消费者等）的相关需求，确定披露的目的。

5.2 确定实质性议题

根据披露目的，应采用多方论证的形式，确定利益相关方所关注的气候变化（ESG）财务信息方面

的实质性议题。

5.3 确定披露形式

可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不同形式对外披露。披露文件的形式包括但不限于：

a) 气候相关信息披露报告（框架及内容可参考附录 C）；

b) 《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或《环境、社会与治理报告》；

c) 年报和半年报；

d) 根据国家和地方相关法律规定或特定要求编制的专题报告；

e) ESG 数据表；

f) 以企业名义发布的其他形式的信息。

5.4 确定披露信息内容

应根据利益相关方的需求和期望进行披露。属于强制披露范围的企业需按国家和地方相关法律规定

披露相应内容。
注：强制披露范围的企业包括：重点排污单位；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因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被追究刑事

责任或者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的公司、发债企业；法律法规等规定应当开展环境信息强制性披露的其他企业事业

单位。

5.5 核验披露信息

5.5.1 企业在气候变化相关的财务信息正式披露前，应对信息的准确性和及时性进行核验，保证所披

露信息的有效性和及时性。

5.5.2 企业可在气候变化相关的财务信息披露前引入外部第三方独立机构，对即将披露信息搜集程序

的合规性和真实性进行鉴证。

5.6 发布信息披露报告

企业应根据利益相关方需求，采用合适的披露形式发布气候变化相关的财务信息披露报告。

5.7 信息数据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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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与企业气候变化相关的数据必须遵守相关的数据安全、数据共享和数据使用规定。

5.8 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数据和量化评估结果披露

若相关数据、报告涉及粤港澳大湾区数据跨境，应关注国家对数据跨境和当地相关数据规定，相关

条例，并获得用户相关授权。
注：信息披露涉及粤港澳三地跨境数据流通应按照《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规定》《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香港）

个人信息跨境流动标准合同实施指引》《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香港）个人信息跨境流动标准合同》等执行。

6 披露要求

6.1 治理

6.1.1 技能及胜任能力

制定董事会和管理层当前或将来具备适当的技能和胜任能力來监督应对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策

略。

6.1.2 董事会

应披露董事会对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a) 董事会和/或董事会下的委员会（例如审计，风险或其他委员会）被告知气候相关问题的流程

和频率；

b) 董事会和/或董事会下的委员会把气候相关问题纳入以下内容：审查和指导战略、重大行动计

划、风险管理政策、年度预算和业务计划，以及确定组织的绩效目标、监控实施和绩效、监督

重大资本支出、收购和资产剥离；

c) 董事会监控和监督处理气候相关问题的目标和指标方面的进展情况。

6.1.3 管理层

应披露管理层在评估和管理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方面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a) 将气候相关责任分配给管理层或委员会；

b) 对相关组织结构的描述；

c) 管理层了解气候相关问题的流程；

d) 管理层（通过具体人员和/或管理委员会）监控与气候相关的问题。

6.1.4 方式和频率

6.1.4.1 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监督范围。

6.1.4.2 将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融入其中的治理机制。

6.1.4.3 相关会议的频率。

6.1.4.4 年内安排的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会议的次数。

6.1.4.5 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董事会/委员会会议及定期会议的比例。

6.2 战略

6.2.1 企业应披露在短期、中期和长期识别的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a) 划分短、中和长期的方法依据，应同时考虑到企业的资产或基础设施的使用寿命，以及气候相

关问题往往通过中长期表现这个特点；

b) 说明可能对组织产生重大财务影响的每个时间范围（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具体气候相关问题；

c) 描述用于识别哪些风险和机遇可能对组织产生重大财务影响的流程；

d) 按部门和/或地理位置披露气候风险和机遇的信息，可应参考附录 A 和附录 B。

6.2.2 企业应披露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对业务、战略和财务规划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a) 业务和战略在以下几个方面受到的影响：

1) 产品与服务；

2) 供应链和/或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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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适应与缓释活动；

4) 研发投入；

5) 运营（包括运营类型和设施位置）。

b) 气候相关问题影响其财务规划流程、所用时间段、以及对风险和机遇进行优先考虑的流程；

c) 财务规划在以下方面受到的影响：

1) 经营成本和收入；

2) 资本支出和资本配置；

3) 收购或撤资；

4) 资本渠道。
注：如果使用了气候相关情景来披露企业的战略和财务规划，则应对这些情景加以说明。

6.2.3 企业应披露气候相关机遇对业务、战略和财务规划的影响。
注：常见的气候相关机遇影响见附录B。

6.2.4 应披露战略的气候韧性，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a) 气候相关变化对战略及业务模式的影响：企业应对气候相关情景分析中识别的影响的战略；
注：如对更具气候韧性的基础设施研发加大投资，或收购位于气候相关物理风险较低地区的资产，以提高气候韧

性）。；

b) 不确定性领域：披露进行相关评估时所采用衡量方法的来源、假设、近似值以及作出的判断。

c) 调整或适应能力：企业调整或适应战略及业务模式的能力。

6.3 风险管理

6.3.1 企业应披露识别和评估气候相关风险的流程，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a) 考虑到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现有和新出现的监管要求（例如，排放限制）以及应予以考虑的其他

相关因素；

b) 评估识别的气候相关风险的潜在规模和范围的流程。

6.3.2 企业应披露管理气候相关风险的流程，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a) 做出缓释、转移、接受或控制气候相关风险决策的过程；

b) 对气候相关风险的轻重缓急进行排序的流程；
注：描述管理与气候相关风险的流程中，可酌情着重附录A和附录B所列的风险。

6.3.3 企业应披露将识别、评估和管理气候相关风险的流程纳入企业的全面风险管理中。

6.4 指标和目标

6.4.1 企业应披露根据其战略和风险管理流程用于评估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指标，包括但不限于以

下方面：

a) 用于衡量和管理与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关键指标，可参考附录 A 和附录 B；

b) 在相关和适用的情况下，可纳入与水、能源、土地利用和废弃物管理相关的气候相关风险的指

标；

c) 将气候相关风险与机遇的相关绩效指标纳入薪酬的政策；

d) 如符合企业特点，企业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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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和服务的收入；

e) 应将往期披露报告中的指标和当前披露的指标进行趋势分析。

6.4.2 应说明用于计算或估计气候相关指标的方法。

6.4.3 企业宜披露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的温室气体以及相关风险的信息。

6.4.4 企业应披露企业管理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目标，以及针对目标的绩效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以

下方面：

a) 用于评估企业实现气候相关目标及战略目标的进展的指标；

b) 企业为应对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而设定的特定目标；

c) 目标为绝对目标或强度目标；

d) 设定目标的目的；

e) 目标与最新气候变化国际协议中提出的目标相比，经第三方验证；

f) 目标是采用行业组织减碳或脱碳方法得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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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目标的适用期间；

h) 衡量进展的基准期间；

i) 为实现总体目标而设定的阶段性目标或中期目标。

7 监督

企业对气候变化（ESG）财务信息披露报告的实质性、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一致性负责。报

告及信息披露应接受政府、社会公众、新闻媒体及第三方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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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气候相关风险和潜在财务影响示例

气候相关风险和潜在财务影响示例见表A.1。

表 A.1 气候相关风险和潜在财务影响示例

类型 气候相关风险 潜在的财务影响

转

型

风

险

政策和法律

1.上涨的温室气体排放定价

2.强化的排放报告义务

3.现有产品和服务的强制要求和监管

4.诉讼风险

1.增加的运营成本（例如，更高的合规成本、增加的保险

费）

2.由于政策变动，现有资产的、资产减值和提前报废

3.由于罚款和判决，产品和服务的成本增加和/或相应需求

减少

技术

1.对现有产品和服务的低排放量替代品

2.对新技术的投资失败

3.向低排放技术转换的成本

1.现有资产的注销和提前报废

2.对现有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减少

3.在全新和替代技术方面的研发（R&D）支出

4.在技术开发方面的资金投入

5.采用/部署新方法和流程的成本

市场

1.不断变化的消费者行为

2.市场信号的不确定性

3.原材料成本的增加

1.由于消费者偏好的转变，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减少

2.由于投入价格（如能源、水）和产出需求（如废物管理）

的不断变化，生产成本增加

3.能源成本突然和意外的转变

4.由于收入组合和来源的变化，收入减少

5.资产的重新定价（如化石燃料的储备、土地估值、证券

估值）

声誉

1.消费者偏好的转变

2.某些行业的污名化

3.利益相关方的担忧增加或负面反馈

1.由于商品/服务需求的减少，收入减少

2.由于生产能力下降（如计划审批拖延、供应链中断），

收入减少

3.由于劳动力管理和规划（如吸引和挽留员工）的负面影

响，收入减少

4.可用资金的减少

物

理

风

险

短期 极端天气（如飓风和洪水）恶劣程度的增加1.由于生产能力下降（如运输困难、供应链中断），收入

减少

2.由于对劳动力的负面影响（如健康、安全、缺勤），收

入减少和成本增加

3.现有资产的注销和提前报废（如在极端天气“高发”地

区对财产和资产的损坏）

4.运营成本的增加（如水电厂的供水不足、核电站和火电

厂缺乏足够的冷却水）

5.资金成本的增加（如设备损坏）

6.销售/产出降低引起的收入减少

7.保险费提高以及极端天气“高发”地区资产可投保险种

减少的可能性

长期

1.降水模式的变化和气候模式的极端波动

2.平均气温不断上升

3.海平面不断上升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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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气候相关机遇和潜在财务影响示例

气候相关机遇和潜在财务影响示例见表B.1。

表 B.1 气候相关机遇和潜在财务影响示例

类型 气候相关机遇 潜在财务影响

资源效率

1.使用更有效率的运输模式

2.使用更有效率的生产和配送流程

3.使用回收品

4.搬到节能效率更高的建筑物

5.减少用水和消耗

1.降低运营成本（例如，通过效率提升和降低成本）

2.生产能力提高，从而增加收入固定资产价值的增加

3.固定资产的价值增加（如：节能效率等级高的建筑）

4.劳动力管理和规划的收益（例如，健康水平和安全条件的改

善、员工的满意度）而带来的成本下降

能源来源

1.使用低排放的能源

2.使用政策支持激励

3.使用新技术

4.参与碳市场

5.转向分散的能源产生

1.运营成本的降低（例如，通过使用最低成本的减排方法）

2.减少未来化石燃料价格上涨带来的影响

3.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从而减少对碳排放成本变化的敏感性

4.低排放技术投资的回报

5.可用资金的增加（例如，越多的投资者青睐低排放的制造商）

6.声誉变好使产品/服务的需求增加

产品和服务

1.低排放物品和服务的发展和/或扩张

2.发展适应气候变化的需求（如保险风险

转移产品和服务）

3.通过研发和创新开发新产品或服务

4.多元化经营的能力

5.消费者偏好的转变

1.对低排放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增加使收入增加

2.通过适应需求的新解决方案增加收入（如保险中的风险转嫁

产品和服务）

3.符合消费者偏好的转变而处于更好的竞争位置，使收入增加

市场

1.进入新市场

2.使用公共部门的激励措施

3.进入需要保险覆盖的新资产和地区

1.通过进入新市场（如和政府、开发银行合作）增加了收入

2.增加金融资产的多元化（如绿色债券和基础设施）

韧性
1.参与可再生能源项目，使用节能措施

2.资源替代/多样化

1.通过风险抵御项目提高市场估值（如基础设施、土地、建筑）

2.提高在各种条件下供应链的可靠性和经营能力

3.通过新产品和服务确保韧性，从而增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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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附 录 C

（资料性）

信息披露报告框架参考

信息披露报告框架内容可参考表C.1。

表 C.1 信息披露报告内容参考

章节 标题 主要内容

封面 报告名称 企业名称、报告主题

目次 目录 小标题及其页码

序言 序言 企业概况、报告简介

一 治理 组织架构、制度保障、治理理念、政策和举措、治理绩效等

二 战略 关键风险及机遇、情景分析、战略检讨等

三 风险管理 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实践等

四 指标和目标 可包括碳目标、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资源使用目标、绿色金融目标等

结语 结语 企业展望、愿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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