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5 卷　 第 11 期

2024 年 11 月
　 　 　 　 　 　 　

经
 

济
 

与
 

管
 

理
 

研
 

究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Vol. 45　 No. 11

Nov. 2024

DOI:10. 13502 / j. cnki. issn1000-7636. 2024. 11. 001

ESG 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和现实路径

柳学信　 曹成梓

收稿日期:2024-05-24;修回日期:2024-09-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双碳’目标下碳信息披露体系设计与效果研究”(22&ZD145)

作者简介:柳学信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70;

曹成梓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通信作者。

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评审意见。

　 　 内容提要:ESG 是全球通用的兼具工具性和目的性的发展理念和可持续实践,高度契合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内

涵,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度创新和市场创新,可以为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政策工具和市场解

决方案。 本文阐释了新发展阶段下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内涵,基于生态文明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共同富裕理论,

探讨了 ESG 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框架,并对其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进行了分析,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

借鉴。

　 　 关键词:ESG　 新质生产力　 价值标准　 市场创新　 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F014. 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24)11-0003-11

　 　 一、问题提出

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以加速推动生产力水平的跃升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为核心[1] 。 在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全球生产能力和要素正处于从量变到质变的跨越期[2] 。 2023 年 12 月召开的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

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

要的价值取向[3] 。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

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

展实践。” [4]生产力的形成具有渐进性和继承性,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应是一个在继承传统生产力的基础上,
实现关键性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瓶颈突破的过程

 [5] 。 因此,需要以全球化的视野,寻求既符合内涵要求,又适

应国际规则体系的驱动因素,创造条件加快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理论界从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理论基础和实现路径等多维度搭建了新质生产力的理论体系,从资本市

场[6] 、数字经济[7]等角度探讨了赋能新质生产力的路径,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参考。 与传统增长

范式不同,新质生产力是摆脱高度依赖物质资源投入和高碳排放,具有可持续性、竞争性和包容性的新生产

范式[8] 。 ESG 是一种关注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和治理(governance)的全球可持续投资实践,也
是企业非财务绩效披露的主流框架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框架体系。 从本质上看,ESG 高度契合新质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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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代内涵,追求长期价值增长、兼顾经济和社会效益的 ESG 理念正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
充分发挥 ESG 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推动作用,不仅可以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而且对于

全球资本市场理解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阐释了新发展阶段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内涵,结合 ESG 的发展背景,分析了 ESG 与新质生产力内涵

的契合之处,以生态文明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共同富裕理论为指导,探讨了 ESG 作为全球通用的兼具工

具性和目的性的新发展理念和可持续实践,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使生产力发展更好地

服务于中国新发展阶段的战略定位,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更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借鉴。

　 　 二、ESG 发展与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内涵

　 　 (一)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内涵

中国的发展正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塑造新发展动能的客观要求,也是在全球治

理体系中赢得主动权的必然选择。 新质生产力是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与中国

式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新型先进生产力[9] 。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需要总结其时代内涵,顺应发展趋势。
第一,绿色发展是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 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下,工业化进程导致的资源枯竭和生产

利用率偏低,是阻碍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问题[10] 。 随着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能源消费结构的变化,高污染和

高消耗的工业化传统生产模式,其资源和动能的不可持续性已经不能很好地应对现阶段的发展要求[11] 。 步

入新发展阶段,绿色治理体系的构建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保证[12] 。 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绿

色低碳发展,是党中央基于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以及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作出的重大判断和战略部

署,凸显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在经济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性。 新质生产力应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

先进生产力,践行绿色发展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13] 。 在此意义上,新质生产力需要改革传统粗放

式经济增长发展模式,摒弃破坏生态环境的生产方式,以绿色发展为底色升级传统产业结构,提升绿色全要

素生产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第二,创新发展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4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扎实推进高质量

发展进行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

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 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

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历史上每次科技革命都会颠覆世界经

济发展格局,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抓住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14] 。 新质生产力是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加

速突破应用、先进制造技术加速产业转型的新发展阶段提出的,关系中国在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中赢得战

略主动[7] 。 进入新发展阶段,颠覆性技术的爆发式增长为创新发展带来了机遇,同时“卡脖子”技术频繁出

现也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了阻碍[15] 。 如何以颠覆性技术创新带动创新发展,关乎中国在未来发展和国际竞

争中能否赢得战略主动。 因此,新质生产力应是创新起主导作用的具有前瞻性、主导性和高效能的生产

力[16] 。 在此意义上,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创新驱动,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解决核心技术被

“卡脖子”等制约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难题。
第三,共同富裕是新质生产力的最终目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

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世界现代

化进程中,资本的全球扩张造就了不平等的世界体系,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效率与公平的两难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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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本质要求的中国式现代化是解决贫富分化的有效举措[17] 。 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取

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发展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18] 。 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时期,加快变革生产力是中国由粗放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3] 。 新质生产力这

一概念,是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世界贫富差距格局以及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形成的历史性交汇对生产力发

展水平提出的新要求[19] 。 从长远来看,新质生产力应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的强大动力。 在此

意义上,新质生产力应是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共建共治共享水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

　 　 (二)ESG 发展与新质生产力

从早期的道德投资到责任投资到可持续理念兴起再到实现企业可持续的 ESG 实践,ESG 发展具有悠久

的历史。 2004 年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 Global
 

Compact) 发布报告《有心者胜(Who
 

Cares
 

Wins)》 正式提出

ESG 理念,ESG 原则逐渐受到各国政府和监管部门重视。 2006 年联合国成立责任投资原则组织 ( UN
 

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UN
 

PRI),ESG 投资原则正式确立。 ESG 投资也逐渐得到主流资产管理

机构的青睐,从欧美走向了全球。 2020 年 3 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教师养老金(CalSTRS)、日本政府养老金

(GPIF)、英国高校退休金 ( USS) 三家大型养老金机构联合发布 《 携手共建可持续的资本市场 ( Our
 

Partnership
 

for
 

Sustainable
 

Capital
 

Markets)》的公开声明,ESG 投资理念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具有较大影响力。
促使 ESG 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发展的外部因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制度转变,20 世纪 80 年代英

国撒切尔政府私有化改革以及美国放松管制,将大部分社会责任目标让渡给市场去实现,但是市场并未能

很好地提供社会公共物品。 二是社会诉求,在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的积极推动下,形成了

大量规则制度等软法,这些理念、意识和文化促使政府不断完善其硬法。 三是企业主导性,面对全球化背景

下愈发激烈的市场竞争,只有有效应对环境、社会和治理的相关议题,企业才有机会从竞争中脱颖而出。 在

全球政策和制度演变的趋势下,企业作为参与国际竞争的市场主体,通过践行 ESG 来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

的主导性大幅增加。 四是可持续发展的压力,贫富差距和社会分化的加剧阻碍了经济发展,加剧地缘政治

紧张局势。 全球气候问题等可持续发展挑战空前严峻,如何通过企业可持续行动改善人类生存环境成为人

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
以 ESG 赋能新质生产力,是由中国新发展阶段下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内涵决定的[20] 。 “立足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以及实现以绿色、效率、可持续为目标的经济社会增长方式,
都需要 ESG 提供支持和保障。 而且,ESG 契合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内涵。 具体来看,ESG 中的环境维度体现

了其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契合新质生产力践行绿色发展的内在要求,有助于推动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ESG 中的社会维度体现了企业发展对员工、供应链合作伙伴和社区的责任,
有助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现。 ESG 中的治理维度强调了治理对促进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

用,有助于推进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三、ESG 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基础与框架

　 　 (一)ESG 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基础

生态文明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共同富裕理论相互补充,共同为 ESG 如何赋能新质生产力奠定了理

论基础。 生态文明理论与绿色发展和技术创新是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主张在经

济社会发展中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为如何实现绿色

经济转型提供理论基础。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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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金山银山”使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迈入新阶段。
 

生态文明建设是贯彻落实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通过科

学技术大力推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推动“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有机统一,为全球经济绿色复苏贡献

中国力量。 可持续发展理论是指导企业将自身战略行动向可持续目标靠拢的微观理论基础,强调经济、环
境与社会的协调平衡发展,为企业如何通过将 ESG 理念与企业经营深度融合,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理

论基础。 共同富裕理论强调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相统一,新质生产力的最终目标与共同富裕所要求的精神

富裕、生态富裕及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具有高度一致性,为如何通过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实现共建共治

共享提供理论基础。

　 　 (二)ESG 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框架

本文以三大理论为指导,通过绿色赋能、创新驱动、共治共享和制度开放的“四位一体” 模型,搭建

ESG 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框架。 首先,ESG 是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兼具工具性和目的性的发展

理念,是推动绿色生产力的有效实践工具,通过绿色赋能实现新质生产力绿色发展的目标内涵。 其次,
ESG 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市场与制度创新,利用 ESG 披露和评级推动企业绿色低碳创新,通过 ESG 投资

引领资本市场服务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同时通过硬法约束和软法引导,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从而实现

新质生产力创新发展的目标内涵。 再次,ESG 是易被不同利益相关人接受的,可以客观地衡量企业综合

表现的有效工具,有利于推动企业实现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双赢,为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分享经济与社

会发展成果创造条件,通过共治共享实现新质生产力共同富裕的目标内涵。 最后,ESG 是参与全球治理

的战略工具,通过对标国际通行规则,形成中国特色的叙事方式和重要议题,为新质生产力更好适应全球

竞争体系创造条件。
因此,ESG 赋能新质生产力应在政策体系、标准体系、企业实践、评价和投资体系以及数据平台建设五

方面持续发力。 第一,完善 ESG 政策体系,从顶层制度层面设计和规范 ESG 发展方向,为绿色低碳和可持续

发展提供法律依据。 第二,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遵循实质性原则,建设中国特色 ESG 标准体系,为新质生

产力的发展提供实践指导。 第三,推动企业主动践行 ESG。 企业通过主动践行 ESG,将 ESG 理念与企业经

营深度融合,重塑企业价值体系,可以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内生动力。 第四,通过建设 ESG 披露、评价

和投资体系,以绿色技术驱动全链条创新与可持续发展,蓄势产业发展新动能,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路

径指引。 第五,发挥 ESG 数据平台支撑作用,完善 ESG 生态体系,形成良好的生态闭环,为新质生产力的发

展提供系统保障。 图 1 是 ESG 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基础与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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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SG 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基础与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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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SG 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

　 　 (一)绿色赋能:ESG 是推动绿色生产力的实践工具

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完善全球环境治理,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是当今全球

的发展共识。 面对全球共同面临的环境、社会和治理等议题,中国也积极将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循环

发展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布局[21] 。 在日趋严峻的全球气候变化形势下,绿色低碳转型意味着产业发展

不再依赖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而是将绿色低碳科技创新与企业转型升级相结合,充分挖掘绿色低碳科

技创新的动力和潜力,推动发展方式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为全社会绿色转型发展提供示范路径。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以绿色发展为底色,通过科技创新寻找兼顾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新发展路径。 ESG
强调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治理体系的协调性,可以通过推动企业绿色创新,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提
高资源配置效率。 从单一追求利润转向更加综合平衡的发展,在发展过程中更关注社会和环境的整体均

衡,从而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及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贡献力量[22] 。
ESG 理念指导下的企业实践,是加快绿色生产力发展的坚实基础。 企业是践行国家战略目标和绿色转

型、可持续发展等理念的主体,也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的先导力量[23] 。 受全球可持续发展压力、政策

和制度转变、社会诉求等因素的影响,局限于企业经济表现的传统绩效衡量方式不能满足现代化可持续发

展的需要,亟需新的发展理念和评价体系指导企业发展实践,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内生动力[24] 。 ESG
是企业全面绿色转型的有力抓手,是推动企业创新和绿色转型的基础。 在中国积极推广 ESG 理念、建立

ESG 披露标准、完善 ESG 信息披露,促进企业 ESG 实践,充分发挥 ESG 投资在推动新质生产力过程中的激

励约束作用,是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有力抓手。 具体而言,ESG 是一套兼具工具性和目的性的价

值判断标准,涉及标准、监管、企业实践、信息披露、评级、投资、咨询服务、社会共识等活动。 通过制定统一

的 ESG 政策和标准体系,引领 ESG 生态系统高质量建设,以信息披露、评价评级和投资战略工具来促进企业

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实践,可以推动整个经济体系向更加绿色、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二)创新驱动:ESG 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市场与制度创新

ESG 是 21 世纪人类社会利用市场机制解决全球面临的环境、社会和治理等问题的伟大市场创新[25] 。
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动力,而颠覆性科技创新的风险特性更高,需要通过市场把更多资源引入新质生

产力的培育和发展中[26] 。 一方面,ESG 披露和评级体系可以推动企业绿色低碳创新。 ESG 披露和评级作为

一种重要的软监管机制,可以有效促进企业绿色创新[27] 。 研究表明,ESG 披露和评级可以改善企业外部环

境信息,为企业绿色发展提供激励相容的市场化治理机制[28] 。 通过构建合理的 ESG 披露和评级体系,可以

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激励企业积极作为、预警企业非财务风险和指导投资行为,促进企业绿色低碳转

型,从而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路径指引。 另一方面,ESG 投资可以引领资本市场服务企业绿色可持续

发展。 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创新激励、要素配置和产业支撑效应,对于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至关重要[27] 。
ESG 是投资驱动,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 ESG 投资理念能够促进企业增加气候变化领域的投入,助力金融

机构规避气候变化风险,推动监管政策引导资金流向气候治理领域[29] 。 而且,企业良好的 ESG 绩效表现可

以降低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30] ,更容易获得较高的股票收益[31] 。 因此,以 ESG 理念引领企业实

践,不仅可以获取制度层面及战略层面的合法性,而且可以帮助企业获取更多的外部资源,更好服务新质生

产力的发展。
ESG 已成为政府利用制度约束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度创新[25] 。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需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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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度保障,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安排能够降低绿色创新的实施成本,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激

励和约束[32] 。 一方面,通过硬法约束和软法实践促进 ESG 实践和可持续发展。 目前,越来越多国家通过采

纳气候变化相关财务信息披露指南、国际规则等软法实践,制定正式法律规则等硬法,提高企业 ESG 信息披

露质量和治理水平,促进 ESG 实践和可持续发展。 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国际组织(软法)和各国政府(硬法)
制定和完善 ESG 标准、规范和政策,可以为 ESG 实践提供指导和支持。 另一方面,规范的 ESG 政策法规可

以促进企业与投资者的良性互动。 政策引导是 ESG 理念与企业实践结合的重要推动力。 受制于中国 ESG
信息披露体系和评价指标体系的不完善,中国 ESG 投资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且尚未建立完备且统一的

ESG 政策体系。 从全球看,不同评级机构间的评级差异会对资本市场产生不利的影响。 ESG 评级分歧使得

投资者难以判断公司真实的
 

ESG 情况,降低了 ESG 信息的可信度[33] 。 因此,完备的 ESG 相关政策和标准

体系的制定和出台,可以消除社会公众、投资和监管各方对政策的认知偏差,提高 ESG 实践的可比性和可操

作性。

　 　 (三)共治共享:ESG 推动物质与精神文明的和谐发展

共同富裕是新质生产力的终极目标,倡导以绿色发展为主线,科技创新赋能,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 ESG 是一个兼具包容性和中性的词汇,包含环境、社会和治理三方面的内在需求和目标,使得 ESG 成为

既可以客观地衡量企业综合表现的有效工具,又容易被企业、非政府组织(NGO)、政府等不同利益相关人接

受。 ESG 倡导企业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关注绿色环保、节能降碳,关注人的价值,不断提升治理水平,推动企

业从单一追求经济利益到追求经济、社会、环境综合价值最大化,推动企业实现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双

赢,为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分享经济与社会发展成果创造了条件。
第一,ESG 中的 E ( environmental)———环境维度主要包括气候变化 ( climate

 

change)、 生物多样性

(biodiversity)、能源、污染和环境管理体系等核心议题,体现了企业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中的作用,有
助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ESG 的首要维度是实现环境责任,确保经济活动对气候和环

境产生有益影响。 在 ESG 的引导下,企业积极履行环保责任、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危机、提高能

源利用效率、减少排放,对自然和环境的影响也趋向正面,这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一脉相承。
第二,ESG 中的 S(social)———社会维度主要包括员工、供应链合作、回馈本地及社区发展和企业产品及

服务责任等核心议题,是企业对其生存和成长的社会系统的责任和义务。 ESG 中的社会维度要求企业首先

要对员工负责,关注员工的福利,以企业的发展带动员工的共同富裕;其次要打造良好的供应链关系,助力

供应链合作伙伴形成共同富裕;最后要积极回馈社区,注重社区公平,推动可持续社会价值的创造。 提升人

民生活水平、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追求,也是 ESG 中社会维度的核心内容之一。
第三,ESG 中的 G( governance) ———治理维度强调企业治理体系对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责任,特别是通

过有效的治理制度和机制促进环境维度和社会维度的协调发展。 与企业社会责任( CSR)不同,ESG 将治

理纳入机制设计中,使其能够自我实施和自我发展。 治理维度既重视企业的股东、理事和监事等正式制

度和机制,也重视企业文化和道德等非正式制度的重要作用,有助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ESG 中的治理维度所关注的企业反竞争行为以及贿赂和欺诈等诸多商业道德相关问题,共同为构建企业

健康发展的道德底线提供了引导和规范,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社会形象,同时也助推物质与精神文明的和

谐共进。

　 　 (四)制度开放:ESG 是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战略工具

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全球治理体系也面临着巨大挑战,如何构建对本国有利的全球治理体系,是

8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 11, 2024)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4 年第 11 期)

能否赢得国际话语权的关键[34] 。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对国际社会负有大国责任。 大力发展 ESG 有利

于抢占全球道义制高点,提升国际话语权,更好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因此,ESG 是中国更好地融入国际经

济体系、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基础,也是新时期增强在国际经济治理规则制定过程中发言权的重要

机遇。
一方面,通过对标国际通行规则,实现制度创新的对外开放战略。 ESG 标准是新的竞争规则和全球治

理体系,相比于道德投资和社会责任等传统的投资理念,是更具操作性的理念及方法体系,容易在全球范围

内推广实践。 在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欧盟等组织的推动下,ESG 已成

为国际主流的企业可持续披露与企业评价方法,正在加快形成全球统一的企业 ESG 标准体系。 通过 ESG 标

准体系的构建,不仅可以增加中国在气候、环境等方面的国际对话,有利于中国企业与国际接轨,融入国际

经济体系;而且通过在贸易投资规则和规制、生产管理和标准等方面进行对接与协调,可以有效促进中国和

世界经济安全有序融合,实现中国制度创新的对外开放战略。
另一方面,形成中国特色的叙事方式和重要议题,实现国际规则体系的中国化。 ESG 标准制度体系不

仅是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指导标准,而且是一个国家软实力和硬实力的综合体现[35] 。 中国企业在参与国际

竞争中面临诸多壁垒,严重制约企业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缺乏适应本土企业的 ESG 标准体

系,会使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从而导致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的企业价值被严重低估、竞争力

受限。 在此背景下,ESG 不仅可以增加中国在气候、环境等方面的国际对话,有利于中国企业与国际接轨,
融入国际经济体系,而且有利于在环境、社会、治理三个维度中体现中国国情的重要性议题,为全球提供解

决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国方案。

　 　 五、ESG 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

　 　 (一)完善 ESG 政策体系,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政策指引

完善顶层制度框架搭建,为中国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法律依据。 一方面,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
从宏观层面出台统一的 ESG 相关法律制度及监督激励机制。 另一方面,要基于新发展理念及中国式现代化

发展战略,借鉴国际经验,制定本土 ESG 政策法规。 目前,中国强制性披露范围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

距,尚无针对全范围金融产品的宏观层面的可持续性分类体系。 欧盟通过制定《可持续发展融资行动计划》
和《欧洲绿色协定》两个核心框架性文件,以及三个信息披露的法律支柱———《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

(CSRD)》《可持续金融信息披露条例( SFDR)》和《欧盟分类目录( EU
 

Taxonomy)》,构建了 ESG 价值链的

“信息流”,指引 ESG 从立法、投资等层面充分落实可持续发展。 未来可以借鉴欧盟经验并充分考虑中国企

业的实际,制定符合国情的 ESG 顶层制度框架,为中国 ESG 发展提供法律依据。
推动建立企业 ESG 披露、评价和投资政策体系。 ESG 信息披露不足和评价标准不清晰,是阻碍 ESG 发

展的重要因素。 首先,以点带面逐步布局 ESG 强制披露政策,制定企业 ESG 信息披露框架,包括披露原则、
披露标准、披露指引及披露报告的战略作用和适用范围等。 针对上市公司,应在 ESG 信息披露方面提出具

体要求,在重点行业和领域建立强制披露制度。 其次,建立信息披露的考核激励机制和明确的 ESG 披露奖

惩制度体系,出台具有针对性的、方式多样的奖补政策。 最后,构建完善的 ESG 投资体系。 对提供优质 ESG
投资和贷款的金融机构给予财政贴息、费用补贴、风险补偿、业务补助等多种方式的奖补。

　 　 (二)构建中国特色 ESG 标准体系,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实践指导

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构建中国特色的 ESG 实质性议题。 在新发展理念的引导下,中国的 ESG 标准体

9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4 年第 11 期)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 11, 2024)

系建设旨在使企业资源更趋向创造经济、社会、环境综合价值,更注重对企业核心产品和服务所创造的环境

社会价值的全面关注,从而引导企业回归本质责任,通过商业模式、产品创新解决社会问题,提升人民生活

质量。 中国 ESG 标准体系建设要立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遵循重要性和实质性原则,充分体现新发展

理念。 不仅要注重叙事方式和重要议题的中国化,利用 ESG 实现中国的战略目标,充分考虑对环境、社会与

人类有重大影响的、体现中国国情的重要性议题,关联的主要利益方比如监管机构、消费者和社区与公众

等,实现国际规则体系的中国化,而且要充分考虑对创造企业利润和价值有重大影响的企业 ESG 议题,关联

的主要利益方有投资者、管理团队及员工、供应商等。
协同各方主体,共同推动中国特色 ESG 标准体系建设。 首先,成立专门的 ESG 标准制定机构,构建中国

ESG 标准体系。 中国特色 ESG 标准体系应该包括“1+N+X”体系:“1”是 ESG 的通用标准,即通用共识类核

心共性议题;“N”是行业标准,即行业上下游实质性议题;“ X”是专项标准,即专项特色实质性议题,例如气

候变化。 其次,监管机构、行业协会、投资机构、研究机构、企业等多方利益相关者应形成紧密合作,参与制

定 ESG 标准的基本原则、方法和实践。 建立开放的沟通渠道,鼓励信息共享,以确保标准体系的公正性和全

面性。 支持行业协会、产业联盟和企业,在国际性和国家标准的基础上,结合经营主体规模和行业特点,制
定通用 ESG 信息披露标准。 同时,应鼓励相关机构参与制定 ESG 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

准,自主制定一批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

　 　 (三)推动企业积极践行 ESG,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内生动力

将 ESG 融入企业发展愿景和战略,并在具体实践活动中落实。 中国企业的 ESG 实践落后于发达国家,
主要原因在于对 ESG 理念的社会认知不够深入,企业作为实践主体尚未认识到 ESG 的重要性,并未发挥其

践行 ESG 的主观能动性。 首先,将 ESG 融入企业的未来前景,就要做好 ESG 的顶层规划,将 ESG 理念作为

企业发展目标和文化驱动发展的重要一环。 其次,结合统一的专业评估管理工具,设置内部认可的 ESG 实

践关键绩效指标(KPI),通过评估结果及时调整现有执行项目的整体设计、内部协调与具体实施方案,进而

形成 ESG 实践框架,实现阶段性目标设置并持续跟踪,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优化和更正,将 ESG 行为标准与

企业发展战略进行有机融合。 同时,在构建统一的 ESG 行为标准的前提下,积极推动更多上市公司披露

ESG 专项报告,将 ESG 行为标准落实到产品、服务和业务运营,成为推动企业经营的重要力量。
将 ESG 绩效体系融入企业反馈机制。 在现代可持续发展管理体系中,促进 ESG 发展还需要完善的反馈

机制。 ESG 在中国企业的践行中尚需要一套成熟的反馈机制,才能形成自上而下的愿景—战略—组织—实

践—反馈机制。 反馈机制要着重考察企业 ESG 实践情况,如环境责任方面重点考察企业在碳排放、能耗指

标、污染物排放、绿色业务占比及转型、环保信息披露等方面表现;社会责任方面重点考察企业在员工管理

与稳定性、客户满意度与投诉、供应链关系、社区贡献、产品和服务责任等方面表现;公司治理方面重点考察

企业在股权结构、大股东行为、管理层激励约束机制、信息披露水平、商业行为准则等方面表现。 以结果验

证过程,以反馈机制查验企业 ESG 在愿景、战略、组织、实践的应用情况,形成企业 ESG 体系闭环。

　 　 (四)建设 ESG 评价和投资体系,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转型指引

构建符合中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ESG 评价体系,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近年来,中国产业面临绿色

低碳转型的问题,但缺乏科学有效的绿色低碳发展评价体系来引导和规范企业在绿色低碳方面开展实践。
因此,亟需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低碳发展评价体系,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构建与中国新发展理念

相契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 ESG 评价体系,可为企业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提供切实可行的抓手,从而推动产

业低碳健康发展。 而且,在全球减排总量目标一定的约束之下,钢铁、电力、水泥、交通、建筑等高耗能、重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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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行业的生产必将受到直接的影响。 ESG 评级结果可以反映企业 ESG 行为的趋势,能够对利用传统能源、

污染和排放源头等企业施加压力,迫使其进行技术革新或者引入清洁能源的使用,促进清洁能源开发和利

用,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能源领域的技术进步,进而提高资源的利用率,通过金融市场的有效资源配置

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完善 ESG 投资体系,为产业转型与布局提供资金保障。 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原则,制定 ESG 投

资发展目标和政策体系,引导资本兼顾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双重目标,以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首先,政府部门与机构应根据自身职能,分类制定和完善企业 ESG 投资各领域的相关

规范条例,完善企业 ESG 投资的规范制度和监督机制,形成统一整体的制度框架,为促进和规范中国 ESG 投

资提供制度支撑和法律保障。 其次,建立监督和问责机制,明确企业 ESG 投资的监督主体、职责内容和问责

方式,通过建立企业 ESG 投资事前评估和事后控制的全流程监督体系,以维护和鼓励真正有利于社会发展

的企业 ESG 投资。 最后,制定促进企业 ESG 投资的激励政策。 探索制定全方位、多手段并举的企业 ESG 投

资激励政策。 根据中国国情,结合企业 ESG 投资组织机构和市场主体的特征,有针对性地采取税收激励、融

资帮扶等异质性激励手段,动员国有企业、主流金融机构积极践行 ESG 投资,引导更多民营企业参与。

　 　 (五)发挥 ESG 数据平台支撑作用,完善 ESG 生态体系

加强 ESG 数据平台建设,有效服务 ESG 披露、评级与投资实践。 ESG 数据贯穿于企业披露 ESG 信息、

评价评级机构的评级、金融机构依据 ESG 评价评级进行投资、监管机构监管的生态系统全过程。 充分发挥

大数据技术在 ESG 生态系统中的作用,不仅可以服务供应链产业链上的企业更好披露 ESG 信息,而且可以

帮助市场评级和咨询中介以及监管机构更好发挥作用,并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和可比性,从而可以有效服务

ESG 披露、评级与投资实践的全过程。 因此,需要通过多方发力,汇集政府、企业、研究机构和行业协会等力

量,依托现有的科技创新力量,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通过模型构建和数据分析等手段着力打造 ESG

数据应用平台。 同时,加强各方参与主体和数据平台之间的协同合作,积极融合各方数据,让数据平台融入

ESG 披露、评级和投资的全过程,提高 ESG 数据平台的数据质量和数据治理能力,也是完善 ESG 生态体系的

必要举措。

鼓励多元主体参与,促进完善 ESG 生态体系。 ESG 生态体系涉及政策引导、标准制定、信息披露、监管

投资、评级、咨询服务和社会共识等方方面面的活动。 目前,中国 ESG 生态系统已经形成,可大致划分为监

管机构、标准制定者、资金持有者与管理者、ESG 评级与数据提供者以及企业等主要主体,涉及顶层设计层

面的政策监管和质量基础设施层面的标准制定,微观主体互动层面的企业实践与披露、评价评级与投资,以

及服务保障层面的人才、研究等活动[36] 。 政府的监管政策和各方共识的标准体系为 ESG 生态系统提供宏

观制度基础,围绕企业这一核心,投资者提供动力来源,中介机构提供数据、信息支持,服务机构提供人才、

技术、工具等。 以政府和标准制定机构为核心的宏观行动主体与以企业、投资者、ESG 中介为核心的微观实

践主体形成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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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s
 

an
 

objective
 

requirement
 

for
 

shaping
 

new
 

development
 

dynamics
 

and
 

a
 

necessary
 

option
 

for
 

gaining
 

initiative
 

in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haracterized
 

by
 

sustainability,
 

competitiveness
 

and
 

inclusiveness
 

depart
 

from
 

high
 

dependence
 

on
 

material
 

resource
 

inputs
 

and
 

high
 

carbon
 

emissions,
 

guid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
 

which
 

pursues
 

long-term
 

value
 

growth
 

and
 

balances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highly
 

fits
 

the
 

contemporary
 

connot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becoming
 

a
 

meaningful
 

way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
 

driving
 

role
 

of
 

ESG
 

i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an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society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global
 

capital
 

market
 

in
 

understanding
 

the
 

connotation
 

of
 

China’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SG

 

is
 

a
 

globally
 

applicable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sustainable
 

practice
 

that
 

is
 

both
 

instrumental
 

and
 

purposeful.
 

It
 

is
 

an
 

essential
 

institutional
 

and
 

market
 

innovation
 

for
 

realizing
 

China’ 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reover,
 

it
 

can
 

provide
 

rich
 

policy
 

tools
 

and
 

market
 

solu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China.
 

Specifically,
 

the
 

environmental
 

dimension
 

of
 

ESG
 

reflects
 

the
 

rol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eeting
 

the
 

requirements
 

of
 

practicing
 

green
 

development
 

i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
 

social
 

dimension
 

of
 

ESG
 

reflects
 

the
 

responsibility
 

of
 

corporate
 

development
 

to
 

employees,
 

supply
 

chain
 

partners
 

and
 

communities,
 

contributing
 

to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The
 

governance
 

dimension
 

of
 

ESG
 

emphasizes
 

the
 

important
 

rol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promo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hich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China’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ng
 

a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onnot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the
 

new
 

era
 

and
 

discusses
 

the
 

strategic
 

value
 

of
 

ESG
 

empower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four-sphere
 

model
 

of
 

green
 

empowerment,
 

innovation-driven,
 

common
 

governance
 

and
 

sharing,
 

and
 

institutional
 

openness
 

and
 

explores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ESG
 

empower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inal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pecific
 

pathways
 

for
 

ESG
 

to
 

empower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olicy
 

system,
 

standard
 

system,
 

disclosure
 

and
 

evaluation
 

system,
 

investment
 

system,
 

and
 

data
 

platform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can
 

contribute
 

to
 

reshaping
 

the
 

corporate
 

value
 

system,
 

generating
 

momentum
 

for
 

new
 

industrial
 

development
 

dynamics,
 

stimulating
 

internal
 

market
 

forces,
 

and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accelerating
 

the
 

form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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