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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SSE

联 合 国 可 持 续 证 券 交 易 所 （ S S E ） 倡 议 由

UNCTAD、UNGC、UNEP FI以及PRI共同发起。SSE的

使命是建立一个全球性平台，探索证券交易所如何与投

资者、公司（发行人）、监管机构、政策制订方以及相

关国际组织合作，提升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

绩效并鼓励可持续投资，包括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目标（SDGs）提供融资支持。SSE致力于通过基于证据

的政策分析、为多方利益相关者构建联络网络和交流论

坛以建立共识，以及提供技术援助和咨询服务等综合方

案来实现这一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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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的全球市场上，各种以可持续为主题的产品都在

蓬勃发展，很多监管者（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开始提出

这样一个问题：可持续发展与我们的核心使命（包括进

一步保护投资者、减少企业破产风险以及减轻该等破产

事件对经济的整体性影响）有怎样的关系？在这种背景

之下，我们探讨证券监管机构可为我们实现SDGs做出

怎样的贡献可谓正逢当时。就保护投资者而言，鉴于当

今市场受环境和社会压力的影响越来越大，市场透明度

以及系统性风险开始被赋予新的含意。

六年前，我曾担任埃及证券交易所的执行总裁，当时埃

及证券交易所与另外四家证券交易所一道作为联合国可

持续证券交易所（SSE）倡议的成立签署方，加入了这

项倡议。时至今日，全球大多数证券交易所都加入了

SSE倡议。SSE在证券交易所、监管机构、发行人以及投

资者之间促成了跨利益相关方对话，不断推动金融领域

各方共同探索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能够担任顾问工作组组长并成功推出本份报告是我莫大

的荣幸。本顾问工作组共有70多名专家，其中约四分之

一为同行监管者，我们一起积极交换了意见看法，并分

享知识和经验。本报告是多次审议活动的成果。我们在

报告中列举了来自19个市场的35个案例，概述全球证

券市场现状。证券监管机构正在努力促进可持续发展，

但是我们在前进的征程中仍面临着巨大挑战，需要继续

努力，再接再厉。

为了建立合适的生态系统，以促进资本市场对可持续项

目的投资，我们需要加强与市场参与者、行业专家以及

政策制定者的互动。这包括讨论相关政策和监管框架、

市场基础设施、报告和披露要求、结构激励措施以及从

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到联合国等相关国际组织

和单位所扮演的角色。这方面的工作还需要考虑到如何

推动可持续金融工具以发展促进相应资本筹集和投资，

例如绿色债券、社会债券和可持续发展债券等。

SSE及其顾问工作组为了促进可持续金融，与证券市场

监管机构、交易所、投资者和发行人发起多轮讨论并作

出了重要贡献，我对此深表赞赏。本项新研究报告提供

了一套建设性框架和多项具有实际借鉴意义的例证，以

帮助证券监管机构进一步探索如何推动可持续投资。

Mohammed Omran
埃及金融管理局局长

顾问工作组组长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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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我作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主席，与同事

们一起发布了一份指导性意见，以帮助上市公司确定如

何向投资者披露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我们的行动不是

出于意识形态，而是出于我们的义务与责任。作为证券

监管机构，我们认识到披露气候变化对经济的影响与我

们的主要目标（即保护投资者，确保市场公平、高效、

透明，降低系统性风险）紧密相关且至关重要。

如今，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证券监管机构都意识到可持

续发展目标（SDGs）所涉及到的种种问题的重要性。

这17项目标和169项具体目标代表了“人类、地球与繁

荣（people, planet, and prosperity）”行动计划，

为各国政府、非营利组织、公司和投资者提供了一系列

大家通过并肩努力能够实现的甚至在很多情况下必须实

现的社会和环境共同目标。

要实现这些雄心勃勃和迫在眉睫的目标，我们需要大量

的资金。而想要调动全球资本市场的全部力量，关键就

在于我们要促进筹资和调动私人资本进入能够惠及企

业、投资者以及整个社会的领域之中。当资金应用于可

持续发展时，利用“金融实质性”原则，我们可以开启

企业、环境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的未来金融，帮助企业

及其投资者识别和掌握投资的“最有效点”，从而让投

资一方面能够产生社会和环境红利，同时又能产生财务

回报。当资本市场的信号与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政策目标

相一致时，一方获益就能带动各方受益。

通过参与可持续证券交易所 (SSE) 倡议，全球的证券交

易所将以大胆、务实的形象，在我们前往未来的征程中

发挥领导作用。在本指导文件中，SSE概述了证券监管

机构的主要考虑要素，并识别了监管机构在哪些领域集

中投入人力和物力可发挥最大效果，以在履行自身监管

职责的同时，通过SDGs帮助资本市场与未来需要保持

契合。我们也意识到，不同的监管机构管辖权限可能不

同，监管机构必须在这些权限范围内运作，其影响变革

的能力和起点也不尽相同。

这些挑战不容忽视。如不作为，我们不仅要付出金融

资本上的代价，也会在人类和生态长期福祉方面有所

损失。要成功吸引广大投资者及直接资本进入能够为

SDGs做出最大贡献的领域，证券监管机构需要不仅

仅从投资价值角度出发。就像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

2010年所做的重要举措一样，证券监管机构的行动可

以，实际上也应该考虑到他们对投资者和市场稳定性及

恢复力的责任。

 

Mary L. Schapiro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第29任）

彭博资讯公司全球公共政策副总裁

可持续会计准则委员会（SASB）基金会副理事长

MARY SCHAPIRO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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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是对全球最亟需解决的可持续

发展问题的阐述，涵盖了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ESG)

以及经济发展方面的种种问题。通过实施SDGs，联合

国成员国承诺重塑金融体系、市场参与者、监管机构和

更广泛利益相关方所在的政策环境。

与证券监管机构的相关性

SDGs 所识别的各种可持续发展问题以及针对这些问题

的政策响应，可能会给投资者带来重大投资风险和机

会，并可能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弹性。这些影响和后

果与证券监管机构的三个相互关联的总体目标直接相

关，即：(a) 保护投资者；(b)确保市场公平、有效和透

明；(c)降低系统性风险。

经验共享

本报告探讨了证券监管机构在其现有职责范围内，应当

如何应对以及正在如何应对可持续发展相关的风险和机

遇。本报告认识到没有什么“一刀切”的方法可以解决

这些问题，每家证券监管机构的职责、能力、起点都各

不相同。因此，本报告旨在以举例的方式，通过介绍在

不同国家和背景下监管机构所采取的措施，向大家展示

一些可借鉴的潜在行动方案，促进经验交流。这可以促

使证券监管机构开始着手行动或进一步采取措施，同时

帮助证券监管机构根据相关市场的特有需求，采取合适

的响应措施。

行动计划：
五大行动领域

本报告确定了五个行动领域（见图 1），证券监管机构

可在这些领域内为构建更加稳定、更有弹性的金融体系

做出贡献，从而更好地支持SDGs。这些行动领域分别

为：

促进投资以推动实现SDGs：通过金融产品引导投

资流向能够实现SDGs的领域

加强公司可持续发展相关信息披露：提高环境和社

会数据的披露质量和数量

明确投资者对可持续发展的责任：指导投资者将可

持续发展因素纳入到自己的决策中

加强公司治理以支持可持续发展：在董事会职责中

引入环境和社会责任

加强市场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能力建设和提升相关专

业知识：协助对市场参与者开展可持续发展议题培

训。

这五个领域构成了本报告的总体结构。对于各个领域，

本报告会给出相应议题的定义，识别证券监管机构可扮

演的角色，并以全球证券监管机构的现行做法为例进行

说明。

内容摘要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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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影响市场主体对 SDGs 支
持能力的因素进行分析

制定或支持制定国家或地区
的可持续性金融计划

与其他证券监管机构交流经验，
并借鉴他人的经验和做法

与相关国际或地区机构合作，落实标准指引或框架。

与其他相关机构合作，协力支持SDGs
。

通过金融产品引导投资流向能够
实现 SDGs 的领域

提高环境和社会数据的披露质量和数量

指导投资者将可持续性纳入到
自己的决策中

引入董事会对环境和社会
因素的职责

协助对市场参与者开展有关可
持续发展主题的培训

促进投资

分析

路线图

分享

标准

协作

加强披露

明确责任

强化治理

能力建设

5
5
主要
行动区域

支持行动

资料来源：SSE

五大支持行动

本报告还确定了证券监管机构可以考虑的五大支持行

动：

分析：对影响市场主体对SDGs支持能力的因素进行

分析，以识别差距和障碍，并确定优先行动；

路线图：制定或支持制定国家或地区的可持续金融

路线图，路线图包括可以缩小差距或排除障碍的行

动计划；

分享：与其他证券监管机构交流经验，并借鉴其他

机构的经验和做法；

标准：与相关国际或地区机构合作，落实（如可持

续发展报告、绿色债券或责任投资等方面的）标准

指引或框架。如果已有可靠的标准，证券监管机构

可以直接借鉴这些标准，而非从零开始制定新的标

准；

协作：与其他相关机构（例如证券交易所、行业协

会和其他监管机构）合作，协力支持SDGs。过程中

各参与方应梳理其为了支持SDGs已采取的行动，以

评估这些行动的有效性，并为未来的政策制定汲取

经验。

证券监管机构如何推动实现 SDGs：行动计划图1

1.

4.

5.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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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33

20、33

25

25

28

25、33

31、33

机构

澳大利亚金融管理局

巴西证券交易委员会

加拿大阿尔伯塔省证券委员会

加拿大证券管理委员会

智利证券保险监管局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

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

印尼金融服务局

日本金融厅

肯尼亚资本市场管理局

马来西亚证券监督委员会

摩洛哥资本市场管理局

荷兰金融市场管理局

新西兰金融市场管理局

秘鲁证券市场监管局

南非金融部门行为监管局

土耳其资本市场委员会

英国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

案例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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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词

ABDE Brazilian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ACMF ASEAN Capital Markets Forum

AFM Dutch Authority for the Financial Markets

AMMC Capital Market Authority (Morocco)

ANBIMA Brazilian Association of Financial 
and Capital Markets Entities

APRA Australian 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

ASC Alberta Securities Commission

ASX Australian Securities Exchange

CDSB Climate Disclosure Standards Board

CMA Capital Markets Authority (Kenya) 

CMB Capital Markets Board (Turkey)

CSA Canadian Securities Administrators

CSRC 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CVM Brazilian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DEFRA Department for Environment, 
Food and Rural Affairs (UK)

DoL Department of Labor (US)

EBA European Banking Authority

EBRD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EIOPA European Insurance and Occupational 
Pensions Authority

EITI Extractive Industries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ESAs European Supervisory Authorities

ESG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issues)

ESMA European Securities and Markets Authority

EU European Union

FCA 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 (UK)

FMA Financial Markets Authority (New Zealand)

FRC Financial Reporting Council (UK)

FSA Financial Services Agency (Japan)

FSB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FSDC Financial Services Development 
Council (Hong Kong),

GIIN Global Impact Investing Network

GRI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HLEG High-Level Expert Group on Sustainable 
Finance (European Commission)

IADB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IBGC Instituto Brasileiro de Governança Corporativa 
(the Brazilian Institut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ICGN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Governance Network

ICMA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 Association

ICSK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Secretaries of Kenya 

IFC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IIRC International Integrated Reporting Council

IOSC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

IVASS Istituto per la Vigilanza Sulle Assicurazioni (Italy)

KBA Kenya Bankers Association

LAB Laboratory of Financial Innovation (Brazil)

MSWG Minority Shareholder Watchdog Group (Malaysia)

NPS National Pension Service (South Korea)

OECD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IC Organisation of Islamic Cooperation

OJK 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 (Indonesia)

PBoC People’s Bank of China

PRI 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

SASB Sustainability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SDG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EBI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Board of India

SFC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Hong Kong)

SMV Superintendency of Securities Markets (Peru)

SSE Sustainable Stock Exchanges (initiative)

SVS Superintendency of Securities 
and Insurance (Chile)

TCFD FSB Task Force on Climate-
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

UN United Nations

UNCTAD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EP FI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Finance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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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策背景

通过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1和《巴黎气候协

定》2，联合国成员国均承诺重塑金融体系、市场参与

者、监管机构和更广泛利益相关方所在的政策环境（信

息框 1）。

在过去三年间，作为可持续证券交易所（SSE）倡议的

组织方，UNCTAD、UNGC、UNEP FI以及PRI与世界

各地的其他组织一起，启动了多项项目，组织了多场全

球会议并编制了多份重要报告，以探讨和分析当今金融

体系的结构、运作和可持续性。3这些项目、会议和报

告探讨了为增强金融体系对可持续发展的支持能力，各

利益相关方可发挥的作用。这些活动尤其侧重于探讨：

• 如何增强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弹性；

• 如何解决气候变化和不平等等新兴风险（这两种风险

都已在SDGs内有所提及4）；以及

• 如何为达成SDGs和《巴黎协定》提供融资支持。

在这些工作中，有一种新观点认为，证券监管机构5与

金融体系中的其他利益相关方一样，可以发挥至关重要

的作用。全球许多证券监管机构越来越关注可持续发展

问题与其核心使命之间的关系（如报告中所述）。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信息框1

2015年，为实现 2030 年的全球战略目标：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世界各国领导人就17项目标达成

一致意见。这些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是实现为所有人更美好、更可持续未来的蓝图。这些目标涵

盖了一系列复杂又相互关联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涉及贫穷、不平等、气候、环境退化、繁荣、和平与

正义等。

资料来源：SSE

引言

www.SSEinitiativ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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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证券交易所相关的可持续发展举措图2

披露可持续发展报告的交易所数目

就ESG报告提供书面指引的交易所数目

提供ESG主题培训的交易所数目

有ESG指数的交易所数目

制订了强制性ESG上市要求的交易所数目

有ESG债券版块的交易所数目

证券交易所的数目

0

10

20

30

40

50

2000 2002 2004 2006 2008 2010 2012 2014 2016 Q3 2018 

资料来源：SSE数据库

同时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IOSCO）也已通过各种工

作组和活动融入可持续发展议题。例如，2018年在摩

洛哥举办的IOSCO非洲和中东区域委员会年度会议以

及在马来西亚举办的IOSCO亚太中心会议都展开了关

于绿色金融的讨论。IOSCO的增长与新兴市场委员会

（Growth and Emerging Markets Committee）

一直致力于就可持续发展问题开展探讨，并于2018

年在成员间发起了一项有关成员可持续发展实践的调

查。2018年，IOSCO还在伦敦召集了一批监管机构、

证券交易所、投资者、发行人、金融服务提供商、民

间团体和国际组织，讨论证券监管机构在鼓励可持续

投资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在该会议上，委员会还宣

布，IOSCO正在评估专门针对这一主题，发起一个

IOSCO可持续发展网络的可行性。 

全球资本市场的可持续发展趋势

除了国际政策在不断发展之外，我们还看到市场的快速

反应和工具的推陈出新，不断促进资金向可持续商业方

向流动，并为实现SDGs提供支持。与可持续发展相关

的市场创新正不断吸引着证券投资者的兴趣，而以可持

续发展为主题的产品所表现出的强劲业绩记录则让越来

越多的资产管理公司认识到可持续发展问题对长期投资

业绩的重要影响。

在全球各地，越来越多证券交易所的领导人开始公开承

诺，将推动证券发行人提升ESG绩效，6与可持续发展

相关的举措数量在过去十年也出现了显著增长（见图 2

）。在2017年度报告周期中，39家证券交易所通过独

立报告或综合报告披露了自己的可持续实践。

www.SSEinitiative.org

12

证券监管机构

如何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截至2018年第三季度，39家证券交易所提供了证券发

行人ESG信息披露指引，另有九家交易所承诺将在近

期制订相关指引。此外，截至2018年，在SSE数据库

跟踪的91个市场中，有16个市场在可持续发展报告方

面有强制性要求。越来越多的证券交易所在可持续发

展议题上通过互动研讨会或教育项目开展市场能力建

设。2018年，至少有45家证券交易所提供了以可持续

发展为主题的持续培训，而最常见的培训主题就是可持

续发展报告。

在金融产品方面，截至本报告发布为止，共有35家交

易所有至少一个针对其市场的可持续发展指数；截至

2018年第三季度，共有13家交易所推出了可持续债券

上市版块（有的只覆盖绿色债券，有的覆盖范围更广的

可持续债券）。证券发行人以及投资者对可持续发展议

题的兴趣日益增长，为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金融产品和

服务提供了发展动力。大型的机构证券投资者越来越多

地将ESG风险和机遇纳入自己的分析和资产配置之中。

这使得绿色债券市场呈现出指数级增长（见第一章)。

与此同时，最早一批ESG股票指数到现在已推出十余

年，这些指数的表现要比传统市场指数更加强劲，这

进一步印证了ESG议题对投资业绩具有实质性影响的观

点。随着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相关产品和市场实践的兴趣

与日俱增，众多证券交易所、投资者和发行人开始希望

证券监管机构能够提供支持和指导。

本报告的受众

本报告的主要受众是那些正在考虑SDGs以及可持续金

融的兴起与其核心使命之间存在何种关联的证券监管机

构。本报告还涉及到其他利益相关方，特别是那些可能

与证券监管机构密切合作的相关方，包括证券交易所、

政策制定者、投资者、发行人以及民间组织等。本报告

有助于公众更好地了解证券监管机构在可持续发展问题

上已经采取了哪些措施，同时提供经验交流，助力市场

利益相关方识别进一步合作的协同效应及空间。

本报告认识到没有什么“一刀切”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些

问题，每家证券监管机构的职责、能力和起点都各不相

同。同时，本报告也认识到不管是从证券监管机构所

处的监管和政策背景上看，还是从监管机构所扮演的角

色、承担的职责以及社会对监管机构的期望上看，这都

是一个不断发展的领域。因此，本报告采用了举例的方

式，通过介绍在不同国家和背景下监管机构所采取的措

施，向大家展示一些可借鉴的潜在行动方案，促进经验

交流。这可以促使证券监管机构开始着手行动或进一步

采取措施，同时帮助证券监管机构根据相关市场的特有

需求，采取合适的响应措施。

为什么SDGs对证券监管机构至关
重要

虽然证券监管机构所扮演的具体角色、承担的职责以及

职权范围会因不同的管辖区而异，但IOSCO认为，总

体而言，证券监管机构有三大核心且相互关联的目标：

(a) 保护投资者；

(b) 确保市场公平、有效和透明；以及

(c) 降低系统性风险。7

SDGs是对全球最亟需解决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阐

述，涵盖了ESG8以及经济发展方面的种种问题。因

此，SDGs可被看作是“ESG+”政策框架，就公共政策

和市场在这些领域的潜在发展方向提供指引。

虽然大多数证券监管机构没有明确的机构使命来促进可

持续发展，但可持续发展问题本身以及政策上对这些问

题的回应，都与证券监管机构现有的使命直接相关。这

是因为可持续发展问题会给投资者的财务带来实质性风

险和机遇9，并可能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弹性10。

www.SSEinitiative.org

13

证券监管机构

如何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需要强调的是，这份报告并不是建议实现 SDGs应当成

为证券监管机构的首要目标；与之相反，本报告认为，

鉴于可持续发展问题可能对财务产生实质性影响，并会

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性，SDGs所代表的问题会与证券

监管机构的使命直接相关。本报告探讨了证券监管机构

在其现有职权范围内，可以如何应对（以及当前正在如

何应对）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风险和机遇。这是因为人

们越来越关注上市公司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表现会怎样

影响证券监管机构实现其核心目标的能力，以及证券监

管机构如何采取行动，以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降低公

司经营失败的风险以及降低经营失败所产生的系统性影

响。

本报告案例中的证券监管机构已经开始关注可持续发

展议题，并已将该类议题纳入到自己更广泛的机构使命

中。举例来说，根据马拉喀什促进非洲绿色资本市场

发展承诺（Marrakech Pledge for Fostering Green 

Capital Markets in Africa），11所有参与其中的证券

监管机构（以及证券交易所）均承诺共同采取行动，以

支持可持续发展，促进适应气候变化的投资，并推动资

本流入绿色经济。

一些政策制定者正考虑将推动金融市场参与者促进可持

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纳入监管部门的职责范围之内，以更

广泛地保护投资者和广大公众。例如，2017年9月，欧

盟委员会发布了一项立法提案12，以明确负责欧洲地区

个人银行、投资、保险和养老金市场监管的三家欧洲监

管机构(European Supervisory Authorities，ESAs)的

职能和目标。该提案指出，金融部门在促成SDGs以及

《巴黎协定》目标的达成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欧盟委员会的这份提案要求ESAs将ESG风险评估纳入

其监督活动。这样，这些监管机构将能够监测金融机构

如何识别、披露和处理可能会对金融稳定性造成风险的

ESG因素，从而使金融市场的活动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更加契合。13

证券监管机构如何推动实现SDGs

证券监管机构在加强金融体系对SDGs的响应能力和支

持能力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取决于各家监管机构在市场

上的角色、责任、使命以及职责范围。这些因素因不

同的司法管辖区而异，这意味着不存在“一刀切”的办

法。证券监管机构能够做出的具体贡献取决于其所处的

特定监管环境、制度环境、发展环境和经济环境。

本报告确定了五个主要的行动领域，证券监管机构可在

这些领域内为构建更加稳定、更有弹性的金融体系做出

贡献，从而更好地支持SDGs。同时，本报告还确定了

五项支持行动，包括一些帮助证券监管机构实施这些主

要行动的流程和工具。

五大行动领域

证券监管机构可在以下五个领域为实现SDGs提供支

持，助力构建一个更加稳定和更具弹性的金融体系：

1. 促进投资以推动实现 SDGs；

2. 加强公司可持续发展相关信息披露；

3. 明确投资者对可持续发展的责任；

4. 加强公司治理以支持可持续发展；以及

5. 加强市场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能力建设和提升相关专业

    知识。

这五个领域构成了本报告的总体结构。对于各个领域，

本报告会给出相应议题的定义，识别证券监管机构可能

扮演的角色，并以全球证券监管机构的现行做法为例进

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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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支持行动

本报告还确定了证券监管机构可以考虑的五大支持行

动：

分析：对影响市场主体对SDGs支持能力的因素进行

分析，以识别差距和障碍，并确定优先行动；

路线图：制定或支持制定国家或地区的可持续金融

路线图，路线图包括可以缩小差距或排除障碍的行

动计划；

分享：与其他证券监管机构交流经验，并借鉴其他

机构的经验和做法；

标准：与相关国际或地区机构合作，落实（如可持

续发展报告、绿色债券或责任投资等方面的）标准

指引或框架。如果已有可靠的标准，证券监管机构

可以直接借鉴这些标准，而非从零开始制定新的标

准；

协作：与其他相关机构（例如证券交易所、行业协

会和其他监管机构）合作，协力支持SDGs。过程中

各参与方应梳理其为了支持SDGs已采取的行动，以

评估这些行动的有效性，并为未来的政策制定汲取

经验。

虽然这份报告主要关注的是证券监管机构所扮演的角色

和承担的责任，但要将可持续发展议题纳入到资本市场

之中，需要诸多利益相关方持续的支持和协调行动。这

些利益相关方包括证券交易所、投资者、政策制定者、

发行人、行业代表、开发银行和民间组织等。证券监管

机构是参与者、机构和规则组成的复杂生态系统的一部

分，监管机构所扮演的具体角色取决于其与其他参与者

和机构的互动和关系，以及这些互动活动的监管规则。

尽管本报告关注的是证券监管机构，但报告中所提出的

并非完全是监管性质的活动。自我监管、伙伴关系、互

动参与、研究、对话和能力建设都是监管工具包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工作都不需要证券监管

机构牵头甚至指导。鉴于证券监管机构对市场利益相关

方的重大影响力，通常监管机构提供支持或鼓励即已足

够。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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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UNCTAD估计，要在2030年实现SDGs，每年需要5

万亿到7万亿美元的资金投入。14这包括在基础设施、

清洁能源、农业、水以及卫生方面的投资。尽管政府融

资仍然至关重要，但这些资金大部分将需要由私营部

门提供。如果执行得当，这些投资有可能获得丰厚回

报。例如，据商业和可持续发展委员会（Busines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mmission）估计，实

现SDGs将有可能在以下四个经济体系内促成大约12万

亿美元的市场机会：粮食与农业；城市发展；能源和材

料；以及卫生与福利。15

有多种因素会影响投资者对SDGs相关机遇的投资意

愿。这些因素很多都与该类投资的财务特征相关，包括

该类投资的税率和会计处理方式；16要获得这些机会的

成本；该类投资的风险回报率；以及项目的包装和推广

等。17其他重要因素则包括对SDGs相关机遇缺乏了解

（第5章会做进一步讨论），以及缺乏机会来分享经验

以及开发工具以加速对SDGs的投资。

UNCTAD的SDGs投资行动计划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方

案，以增加对SDGs的支持性投资。这些方案包括设立

SDGs投资发展机构，在SDGs领域开发和推广可融资项

目；提供投资激励计划，以促成可持续发展项目；提供

有效的风险消除工具；以及发展创新融资机制，以加快

和扩大对SDGs的投资（信息框 1.1）。

促成创新融资以及资本市场重新定位是该行动计划的

关键要素。证券市场监管机构、证券交易所、投资者和

发行人均可在推广SDGs创新融资工具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例如，绿色债券（旨在为各种环保主题项目提供投

资）市场持续呈指数增长势头，2017年底绝对规模超

过1630亿美元，达到2016年市场规模的两倍之多。绿

色债券市场的经验还带动了其他以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

债券的创新，比如水资源债券和性别平等债券等。这种

增长是众多市场参与者共同努力的结果。举例来说，证

券交易所就通过设立可持续债券版块以及制定贴标可

持续金融产品上市指引，促进了绿色和可持续债券的发

展。18

证券监管机构在其职权或影响范围内，能够通过诸如下

列方式来促进投资，推动实现SDGs：

组织、支持相关对话和项目，为SDGs开发创新

融资方案（如绿色证券、绿色债券、19社会债券

等）；

制订指引并开展案例研究，探索如何抓住SDGs

相关投资机遇；

识别各市场参与方在促进可持续金融方面所扮演

的角色；

为基金、指数和可持续投资产品的认证制定认证

流程或框架并给予支持和提供激励措施。

1.促进投资以推动实现SDGS 

1.1 

1.2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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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顾企业对具有吸引力的
风险回报率的需求与对可
获得且经济实惠的服务的
需求

兼顾开放与监管

兼顾 SDGs在全球范围的
实现与对最不发达国家的
特别关注
 

兼顾推动私人资金与持续
的公共投资

指导原则行动组合

4

5

6

新一代投资推广和促成战略

区域SDGs 投资契约

SDGs投资的新合作形式

推动融资创新以及资本市场
重新定向

重新定位投资激励措施

区域跨国 SDGs 基础设施

区域SDGs产业集群，包括区域价值
链

区域行业合作协议

东道国投资促进机构 (IPA) 网络

在线可融资项目库

以 SDGs 为导向的对接方案

多边发展银行、跨国企业

以及弱小经济体之间的合作

以 SDGs 为导向的投资激励措施：

  针对 SDGs 行业

  以可持续发展绩效为条件

针对 SDGs 投资制订担保和保险计划

国家层面：

  新型投资推广策略

  新型投资推广机构：SDGs投资发展
机构

新一代国际投资协定 (IIA)：

  积极推动 SDGs 投资

  保障政策空间

SDGs投资影响指标

综合报告及多利益相关方监督

可持续证券交易所

全球影响力MBA

SDGs投资培训项目（例如基金管
理及金融市场认证）

学校创业计划

改变全球商业思维

1

2

3

资料来源：UNCTAD

UNCTAD的 SDGs 投资行动计划信息框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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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中国

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人行）联合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会）等其他六个部委共同印发了《关于

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20该指导意见是中国

政府为支持生态文明建设所开展的一系列广泛工作的组

成部分，目的是推动可持续发展、构建绿色金融体系以

及提升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和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

该指导意见明确地探讨了证券市场在支持绿色投资方面

所发挥的作用。指导意见建议完善绿色债券相关规则和

监管办法，降低绿色债券融资成本，规范第三方对绿色

债券和绿色信用评级的评估办法，支持发展绿色债券指

数、绿色股票指数和相关产品，鼓励养老基金和保险基

金等机构投资者开展绿色投资。

2017年12月，人行和证监会联合发布了《绿色债券评

估认证行为指引（暂行）》21。该行为指引旨在提高绿

色债券认证的质量和可信度，规范认证流程中使用的标

准以及确保所发行的债券能够持续满足相关的绿色债券

标准和要求。

2018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了《上海证券交易所服

务绿色发展，推进绿色金融愿景与行动计划》，22承诺

加强证券市场支持绿色发展，积极发展绿色债券并推动

绿色投资。

中国香港

2016 年，香港金融发展局（FSDC）发布了一份报告，

就如何将香港发展成为绿色金融中心提出了若干建

议。23这些建议包括发布公共事业部门基准绿色债券，

为证券和项目构建绿色认证方案，以吸引发行人和投资

者。

巴西

2017 年，巴西成立金融创新实验室(LAB)，将联合公共

和私营部门，创建和开发可持续发展相关的金融工具和

解决方案。该倡议由美洲开发银行牵头，与巴西证券交

易委员会 (CVM) 和巴西发展协会联合发布。金融创新

实验室共有四个主题工作组：绿色债券、绿色金融、社

会影响力金融工具和金融科技。

欧盟

2018年，欧盟委员会发布一项提案，拟制定一项法规

以建立一套监管框架和统一的标准来确定一项经济活动

是否具有环境可持续性。24该提案被认为向经济参与者

与投资者明确阐述了哪些活动具有可持续性，以便为各

方的投资决策提供信息。欧盟委员会成立了可持续金

融技术专家组，协助委员会制定分类标准、建立欧盟

绿色债券标准、改进气候相关信息披露以及开发低碳指

数。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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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

2017年，肯尼亚银行家协会 (KBA)、内罗毕证券交易

所、气候债券倡议组织以及非洲金融部门深化工作组

（Financial Sector Deepening Africa）联合荷兰开

发银行（FMO）和国际金融公司（IFC），启动了肯尼

亚绿色债券计划。该计划在可持续金融倡议26下由肯尼

亚银行家协会协调，由肯尼亚中央银行、肯尼亚资本市

场管理局和国家财政部共同负责协调工作，并由肯尼亚

中央银行、肯尼亚资本市场管理局 (CMA) 和肯尼亚财

政部共同支持。27内罗毕证券交易所发布了肯尼亚绿色

债券指引，并得到肯尼亚资本市场管理局批准。

马来西亚

2014年，马来西亚证券监督委员会建立了《可持续和

负责任投资伊斯兰债券（Sukuk）框架》，以促进可持

续和负责任投资倡议的融资。该框架为支持绿色、社会

和可持续项目的Sukuk提供了发行指导意见。根据该框

架，2017年，全球第一支绿色Sukuk在马来西亚成功发

行。28

2017年底，马来西亚证券监督委员会发布了《可持续

和负责任投资基金指引》，以促进和鼓励在马来西亚

进一步发展该类基金。29该指引要求可持续和负责任投

资基金在其投资政策和策略中需要纳入一项或多项可持

续因素（比如UNGC原则）、一项或多项SDGs或其他

ESG因素。该指引还提出了这类基金需要满足的其他披

露和报告要求。

马来西亚已有数项激励措施吸引绿色发行人，包括对可

持续和负责任投资Sukuk的发行成本进行税收减免，以

及绿色可持续和负责任投资Sukuk补贴计划，该补贴计

划将实行免税政策，从而为第三方评估提供资金。30

摩洛哥

2016 年，在摩洛哥担任第 22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主

席之际，摩洛哥银行与摩洛哥资本市场管理局、保险和

社会福利监管局、摩洛哥经济财务部、卡萨布兰卡金融

城管理局、卡萨布兰卡证券交易所、摩洛哥银行业协会

和摩洛哥保险与再保险公司联合会联合发布了一份摩洛

哥可持续金融发展路线图。31

该路线图建议在五个领域采取行动：将社会-环境风险

纳入基于风险的治理；开发可持续金融工具和产品；倡

导包容性金融，推动可持续发展；开展可持续金融能力

建设；以及透明度和市场纪律。摩洛哥成立了一个由主

要金融市场监管机构组成的委员会，定期召开会议以监

督这些承诺的执行进度。

2018年，摩洛哥资本市场管理局 (AMMC)在国际金融

公司 (IFC) 的支持下，发布了绿色、社会和可持续债券

指引。32该指引规定了发行人需遵循的原则，并对该类

债券的认证提供了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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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

荷兰可持续金融平台是一个涵盖了荷兰中央银行（该平

台主席机构）、荷兰银行业协会、荷兰保险公司协会、

荷兰养老基金联合会、荷兰基金和资产管理协会、荷兰

金融市场管理局 (AFM)、财政部、基础设施与环境部以

及可持续金融实验室的联合平台。该平台于2016年由

荷兰中央银行设立，旨在建立跨部门联系，共同找寻能

够有效预防或克服可持续融资障碍的方法，并通过就特

定议题开展合作来鼓励可持续发展。该平台已编制或支

持编制了有关SDGs影响指标33、金融部门碳核算34和

气候风险35的报告。

东南亚

作为东盟地区资本市场监管机构论坛，东盟资本市场

论坛 (ACMF) 于2017年发布了《东盟绿色债券标准》

。36标准基于国际资本市场协会 (ICMA) 的《绿色债券

原则》，就如何实施 ICMA 原则提供了指导意见，并致

力于促进东盟绿色债券市场的透明度和一致性。东盟绿

色债券认证只适用于该地区的发行人和项目，该标准还

明确排除了与化石燃料相关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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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牛津大学的搁浅资产研究项目，130“搁浅资产”是指那些遭受意外或过早减值、贬值或转换为负债

的资产。有多种环境相关风险可造成资产搁浅，这些风险未能被充分认知且经常被错误评估，已导致

全球的金融和经济系统过多存在环境不可持续资产。目前已有和正在出现的环境风险给历史风险状况

造成了重大不连续性，这可能会极大改变各个行业的资产价值。这类风险因素包括：

• 环境挑战（如气候变化、水资源约束）；

• 不断变化的资源格局（如页岩气、磷酸盐）；

•  新出台的政府法规（如碳定价、大气污染法规）；

•  清洁技术成本的不断降低（如太阳能光伏、陆上风能）；

• 不断发展的社会规范（如化石燃料撤资运动）和消费者行为（如寻求认证产品）；以及

• 面临的诉讼问题和法律解释的不断变化（例如现有法律和立法用途的改变)。

在IOSCO发布的《证券监管的目标和原则》中，第16

条原则明文规定：“应当全面、准确、及时地披露对

投资者决策有实质性影响的财务业绩、风险及其他信

息。”37就像本报告的引言所述，可持续发展相关问题

会给投资者带来实质性财务风险和机遇，并可能影响整

个金融系统的弹性。

而对这些问题的政策和监管响应也同样可能给投资者

带来新的实质性财务风险和基于，并可能对整个金融

体系的弹性产生影响。举例来说，应对气候变化的公

共政策可能会导致一些高排放行业沦为“搁浅资产”，

从而对投资者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根据行业的规模）

还可能产生潜在的系统性影响（信息框 2.1）。证券监

管机构有义务鼓励相关披露，帮助投资者了解这些风

险和机遇。这类披露还可以帮助证券监管机构和政策制

定者更好地掌握公司破产风险及其可能带来的系统性影

响。鼓励公司披露可持续发展相关信息也是SDGs目标

之一。38

通过收集、分析和披露ESG信息，可帮助公司了解这些

因素对价值创造的作用，从而为实现SDGs提供支持。

借助这些过程，公司还能够了解并量化自身对环境和社

会的影响，从而能够采取行动以尽可能发挥积极影响，

减轻或消除负面影响。

从更广泛的市场角度来看，在投资者、指数提供商和金

融体系中其他参与者有相关信息需求时，透明度可帮助

公司有效地提供信息。39反过来，透明度有助于投资者

更好地评估价值创造的基本驱动力，鼓励公司加强对

SDGs的贡献，并引导资本流向对SDGs做出积极贡献的

公司。40

现在，越来越多的公司在发布自己的可持续发展报告。

举例来说，毕马威(KPMG)在2017年度全球企业责任报

告调查中指出，目前全球大多数(78%)大型企业都在将

财务和非金融数据整合到年度财务报告中。41如今编制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已成为全球大中型

企业的标准做法，在毕马威所调查的企业中，四分之三

的企业采用了GRI标准。42

 

2.加强公司可持续发展相关信息披露

搁浅资产：影响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性风险信息框 2.1

资料来源：Caldecott, B., J. Tilbury and C. Carey (2014) Stranded Assets and Scenarios: Discussion Paper, p2. Oxford University 

Stranded Assets Progra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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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马威还发现，“新法规、证券交易所的要求以及投资

者的压力是推动报告增长的重要力量。”43

尽管发布报告的公司数量有所增加，所提供的数据和信

息质量也有所提高，但公司的报告仍未能达到上述潜在

好处所需要的水平。这主要有三大问题。44首先，很多

公司尚未披露自身ESG绩效或对其业务最具实质性财务

影响的ESG问题。其次，很多公司未能像国际综合报告

委员会(IIRC)45、金融稳定委员会气候相关财务披露工

作组（FSB TCFD）、气候信息披露标准委员会等机构

所倡导的那样将ESG绩效与更广泛的商业战略相关联。

第三，数据质量不统一。尽管CDP全球环境信息研究中

心（CDP鼓励对气候变化、水资源和森林进行标准化报

告）等组织以及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 和可持续会计

准则委员会 (SASB)46等标准制定组织做出大量工作，

该问题仍然存在。

研究表明，投资者在决策过程中之所以未能充分考虑与

可持续相关的问题和长期价值创造问题，一个主要原因

就是公司提供的数据和信息存在不足、仍有差距。47其

他原因则包括投资（和信息披露）往往侧重于短期而

非长期绩效，以及对各国政府实施SDGs的严肃程度和

速度的不确定性和投资者对SDGs实质性的解释有所差

异。48

证券监管机构在确保发行人对实质性可持续发展因素的

披露满足投资者的信息需求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在

其职权或影响力范围内，证券监管机构可以通过以下方

式，加强其市场内报告的数量和质量：

支持制定自愿披露指引。如果已有可靠的披露标

准，证券监管机构应参考这些标准，而非从零开

始制定新的标准；证券监管机构可使用SSE倡议49

、TCFD、IIRC、GRI、SASB、CDP、采掘业透明

度倡议50以及气候披露标准委员会51等组织已有

的建议和指引。

将可持续报告指引纳入上市要求中，明确谁需要

披露、披露什么（包括最低披露要求）以及如何

披露。在实践中，监管机构应规定以下事项：

应用范围（即覆盖的公司数目和类型）；52

主题范围（即需要披露的具体议题，包括披露议

题是否依行业而不同）；53

实质性分析背后的支持政策、理念和流程，以及

这些分析的结果；54

制定可持续发展相关目标时应考虑的因素；

如何计算数据或绩效指标；

何时应该披露数据（以及这些披露的及时性）；

如何审审计或鉴证数据；

数据应该何处披露（例如财务或年度报告中、公

司网站上、独立报告中）；以及

随同绩效数据一起披露的信息或为绩效数据提供

支持的补充信息（例如可持续公司治理和管理流

程、关于公司如何利用可持续发展为公司创造价

值的讨论；55以及数据质量鉴证和验证流程）。

与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同行以及IOSCO等相关国际

组织合作，鼓励对财务有实质性影响的可持续信

息披露能够在国际范围内实现一致性和可比性。

2.1 

2.2 

2.3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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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加拿大

2010年，加拿大证券管理委员会(CSA)就环境信息披露

发布了一份的员工通知。该通知就以下事项提供了指导

意见：需要披露哪些与环境相关的信息；发行人如何评

估环境问题是否对财务有实质性影响；以及发行人可能

提供哪些补充信息。该通知建议，发行人应当披露风险

监督和管理流程，包括所实施环境政策的细节，以及发

行人董事会在如何监督环境政策的落实。

2018年，加拿大证券管理委员会评估了发行人对气候

变化相关风险和财务影响的披露情况，并发布了评估结

果。根据该评估结果，加拿大证券管理委员会预计将就

气候变化带来的潜在财务影响，为发行人制定一套指引

和教育计划；考虑有关公司治理和气候变化的新披露要

求；并继续监督发行人的信息披露情况以及报告框架和

最佳实践的改进情况。

加拿大所有司法管辖区还会对发行人的信息披露情况

开展全面的以议题为主导的评估活动。举例来说，在

2017年度评估工作中，阿尔伯塔省证券委员会(ASC) 

就评估了公司是否按照要求披露了董事会和执行主管岗

位中女性所占的席位。56同时，该委员会还举例指出了

哪些公司的披露满足了该项要求，哪些公司未能满足。

中国

中国证监会与中国生态环境部（原环境保护部）合作，

计划在2020年前要求所有上市公司和债券发行人披露

与其经营相关的环境风险。57 2017年12月，中国证监

会发布了上市公司半年度报告和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

标准。58

这些标准包括要求公司披露ESG的相关事项。要求重点

排污单位的公司强制披露；其他上市公司执行“不披露

就解释”原则。但到2020年，所有上市公司都执行强

制披露。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

的指导意见》鼓励证券监管机构加大对伪造环境信息的

上市公司和债券发行人的惩罚力度。59

智利

智利证券保险监管局发布了第 385号和第386号通则，

鼓励发行人更好地披露公司治理、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

续发展方面的事务。60第385号通则鼓励公司向股东以

及公众披露有关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政

策、实践及效果。第386号通则鼓励公司遵循“不披露

就解释”原则，在公司的年度报告中披露有关企业社会

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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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

根据巴西证券交易委员会 (CVM) 发布的第 CVM 480号

规定61，巴西公司必须向巴西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一份

参考表。除其他信息外，公司必须在该表中提供下列信

息：公司的社会环境风险因素、环境政策、环保法规合

规成本以及是否遵守了巴西公司治理研究所 (IBGC) 发

布的《企业治理最佳实践守则》。62 该表必须每年更

新一次。同时，还要求某些公司在其公司网站上公开该

参考表。

法国

2016 年 1 月 1 日出台的《法国能源转型法》第 173 条

要求上市公司在年度报告中披露以下信息 (a) 与气候变

化影响相关的财务风险；(b) 公司为降低这些风险所采

取的措施；以及 (c) 气候变化对公司的活动及对使用其

产品和服务的影响。63法国先前已要求公司强制性披露

自身经营活动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新出台的要求则是

对先前要求的补充。

印度

2012 年 8 月，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 (SEBI) 对在印度两

大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前 100 强公司（按市值计算）提

出了强制性要求，要求这些公司在年度报告中披露企业

责任报告。2015 年 12 月，该要求覆盖范围又进一步拓

展到 500 强公司。企业责任报告的结构基于印度证券交

易委员会提出的九项原则，涉及商业道德、员工福利、

利益相关方、人权、环境保护和消费者责任等议题。64

2017 年 2 月，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向印度 500 强企业

印发了一份备忘录，鼓励这些企业发布综合报告。65

该备忘录引用了IOSCO发布的《证券监管的目标和原

则》第16条原则，指出：“应当全面、准确、及时地披

露对投资者决策有实质性影响的财务业绩、风险及其他

信息。”

印度尼西亚

2017 年，印尼金融服务管理局 (OJK) 发布了第 51/

POJK.03/2017 号法规，强制要求所有金融机构、发行

人和上市公司在年度报告的基础上，编制年度可持续发

展报告。66该规定将于2019年1月1日生效。

日本

2018 年，日本金融体系委员会信息披露工作组（隶属

日本金融厅）建议，日本公司应该提供更多有关其商

业战略的信息，同时应在每年发布的年度证券报告中，

增加有关管理层探讨和分析的章节，以让投资者更好的

了解公司业务，并做出更好的投资决策。67工作组还建

议，鼓励日本公司自愿披露更多信息，包括ESG信息。

摩洛哥

摩洛哥资本市场管理局 (AMMC) 于 2016 年发布了一

份摩洛哥可持续金融发展路线图，承诺确保摩洛哥金融

部门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一致，68为践行该承诺，摩洛

哥资本市场管理局就如何整合可持续发展相关信息、完

善上市公司披露要求的管理规则征询意见。相关提案包

括TCFD建议等国际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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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

新西兰金融市场管理局发布的《公司治理手册》为非上

市公司和新西兰金融市场的其他实体提供了公司治理指

导方针。69这些公司/实体包括希望未来在新西兰证券

交易所 (NZX) 募集资金和/或上市的公司、提供金融服

务的公司、国有企业、大型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和

其他公司。

该手册鼓励这些公司和实体披露与ESG议题相关的政策

和绩效，识别对财务有实质性影响的社会和环境问题，

并根据自身的战略目标描述相关绩效。该手册指出，各

实体在编制报告时，可采用GRI指引或国际综合报告框

架等正式框架作为指导。

秘鲁

秘鲁证券市场监管局(SMV)要求所有上市公司在年报的

附件中强制性披露其为了管理与运营相关的可持续风

险而采取的具体行动措施。702014 年 6 月，秘鲁证券

市场监管局发布了SMV N 012 - 2014号决议，要求上

市公司根据《秘鲁公司管理规范》披露公司治理相关信

息。2015 年，该监管局通过发布SMV 033-2015号决议

拓展了这些要求，规定上市公司遵循“不披露就解释”

原则，披露实质性环境和社会信息。

瑞典

瑞典企业部要求国有企业遵循GRI指引发布可持续发展

报告。71 2012 年，该部门进一步要求国有企业设定可

持续发展目标，并在 2014 年之前提交相关报告。72

土耳其

土耳其资本市场委员会(CMB)于2014年对《公司治理

原则》进行了修订，要求上市公司在年度报告中披露以

下信息：社会权利、内部培训、健康安全、企业社会责

任倡议、社会和环境绩效。73为了支持落实这些原则，

土耳其资本市场委员会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EBRD) 正

在开发在线公司治理报告框架。该框架还将鼓励公司披

露更多有关自身 ESG 实践和绩效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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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明确投资者对可持续发展的责任

责任投资是将ESG 因素纳入到投资决策之中，从而实

现更好的风险管理和产生可持续的长期回报的一种投资

方法。过去十年间，责任投资出现显著增长。如今，很

多投资者都已决定将ESG因素纳入自己的决策流程。举

例来说，截至 2018 年，超过 2000 家资产所有者、资

产管理公司和服务提供商（这些机构所管理的资产总额

达 80 万亿美元）开始将 ESG 整合到自己的决策流程之

中，履行其 PRI 承诺。再如，据全球可持续投资联盟估

计，在全球所有由专业机构管理的资产中，责任投资占

四分之一以上。74在这些变化中，监管机构支持的政策

法规和自律倡议发挥了重要作用。75此外，这也得益于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金融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之间的紧密相

关性。

现在，投资者开始将SDGs纳入到其所关注的 ESG 因素

之中。762017 年，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GIIN）年度

调查分析了全球 209 家领先影响力投资机构的活动，发

现26%的受访投资者已跟踪他们对SDGs的投资表现，

另有34%的投资者计划在将来开展该类活动。77

这些实践已开始为我们提供必要的数据和证据，来克服

我们在该领域取得进展所面临的一些历史障碍。现在有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投资研究和公司沟通中关注可

持续发展议题，可帮助公司创造价值、获取长期投资回

报，这些工作与投资者对其客户和受益人的义务和责任

（或普通法系国家中的信托责任）相互契合。78UNEP 

FI 和 PRI 最近研究表明，投资者所承担的责任迫使其

在投资实践和投资流程中纳入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因

素。79

证券监管机构可在其职权或影响力范围内，可以通过

以下方式，直接或与他方合作一起帮助行业解决这些障

碍：

明确机构投资者和资产管理公司应了解并考虑其

客户和受益人的观点和利益；应在其投资实践中

考虑到可持续发展问题；同时应公开披露其投资

方法总体框架（或原则）；80

引入尽职管理原则（stewardship）和公司治理

守则（或加强现有规范），规定机构投资者应鼓

励其所投资的公司制定 ESG 相关政策，并就重

大 ESG 问题与这些公司开展沟通；81

鼓励机构投资者披露自己在如何履行尽职管理原

则；如何为受益人履行其 ESG 责任；如何为实

现SDGs做出贡献；以及

为国际范围内的各项工作提供支持，协调政策工

具，以确保机构投资者和资产管理公司能够在投

资决策、企业沟通和投资者信息披露方面整合可

持续发展问题。

3.1

3.2

3.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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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已有20多个国家出台了投资尽职管理规范或类似文件，

这些规范大多由证券监管机构和其他监管机构开发和实

施，或是得到这类监管机构的积极支持。82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发布了《投资治理指南》（SPG 

530），以确保超级基金提供“符合道德的”投资方案

（这类投资方案的特征表现为增加了对ESG因素的关

注，或将这些因素整合到投资策略和支持分析之中）

。83这类方案既要符合受益人的最佳利益，也要符合有

关流动性、估值和其他相关投资因素的法律要求。

巴西

2017 年 10 月，巴西证券交易所 B3 在巴西金融和资

本市场机构协会 (ANBIMA)、巴西央行 (Bacen) 和

巴西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等机构的支持下，发布了《可持续发展

指南：中介部门的商业机遇》。84该指南旨在促进巴西

的中介部门就可持续发展问题开展讨论，并鼓励在证券

交易所管理的市场中开展经营活动的经纪人、券商和银

行将ESG议题整合到自身流程和产品以及其与客户之间

的关系之中。

2018年，巴西央行出台了新规定，要求当地养老基

金充分考虑 ESG 因素。新规定是对 2009 年规定的改

进。2009 年规定要求养老基金在投资策略中提及其是

否考虑到了环境和社会责任原则。85

中国香港

2016 年 3 月，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印发了

《负责任的拥有权原则（Principles of Responsible 

Ownership）》。86这些不具约束力的自愿性原则和

指导方针旨在帮助投资者确定如何最好地履行其拥有权

责任。该文件指出，投资者的拥有权责任包括就战略、

业绩、风险、资本结构和公司治理等方面进行投票、监

督和沟通互动。这些原则还规定，投资者应鼓励其所投

资的公司就ESG议题制订政策，并应就“可能影响公司

商誉、声誉和业绩”的重大ESG问题与公司开展沟通互

动。

欧盟

2017年，欧盟出台第2017/828号指令，87以作为对 

2007/36/EC 号指令（股东权利指令）的修订和更新，

该指令旨在鼓励长期股东加大与公司沟通力度。该修正

案赋予股东对公司董事薪酬政策投票的权利，并要求机

构投资者和资产管理公司制定并公开披露有关股东沟通

的政策，或者如果不能满足该要求，则要给出合理的解

释。该沟通政策所涵盖的范围应包括战略、财务和非财

务绩效、风险管理、社会和环境影响以及公司治理等。

此外，根据可持续金融高级专家组（HLEG）的建议，

欧盟委员会针对可持续投资和可持续发展风险披露事务

提出了一项立法提案。88该提案针对金融市场参与者、

保险中介机构和投资机构制订了统一的透明度规定，要

求披露以下信息：如何在投资决策中纳入对可持续发展

相关风险的考量；可持续发展相关风险预期会对相关金

融产品的投资回报产生怎样的影响；薪酬政策是否与可

持续发展相关风险整合相匹配，以及是否符合金融产品

的可持续投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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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

根据《法国能源转型法》第 173-VI 条规定，机构投资

者必须披露如下信息：如何将 ESG 因素整合到自身的

投资和投票决策之中；所面临的气候风险；其投资组合

的结构对法国低碳经济转型可做出怎样的贡献。89

日本

日本的《尽职管理守则》规定，机构投资者应就如何履

行其尽职管理责任制定明确的政策，而且这些投资者应

以公司可持续增长为目标，监督所投资的公司并与其

开展建设性沟通互动。90在这些过程中，投资者需要考

虑的因素“可包括：被投资公司的公司治理、战略、绩

效、资本结构、业务风险和机遇（包括社会和环境问题

所带来的风险和机遇），以及公司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最后，机构投资者还应当披露自己如何落实该尽职管

理守则。

日本金融厅负责监督《尽职管理守则》的落实情况，并

鼓励投资机构签署和遵守该守则。该守则不具法律约束

力，遵循“不遵守就解释”的原则，即签署机构必须遵

守该守则，如未能遵守，必须做出合理解释。

马来西亚

2014年，马来西亚证券监督委员会和小股东权益监督

组织（Minority Shareholder Watchdog Group）联

合发布了《马来西亚机构投资者守则》，这是由马来西

亚各大机构投资者共同制订的一套守则和最佳实践。91

该守则为机构投资者制定了有效的尽职管理原则，包括

披露尽职管理政策、监督所投资公司并积极沟通互动，

以及管理利益冲突等。该守则的第5条原则鼓励机构投

资者将公司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纳入到投资决策流程之

中，并就如何将可持续发展纳入投资分析和决策制订政

策。

南非

2011 年，南非对《养老基金法（1956）》的第 28 条

进行了修订，要求养老基金适当考虑任何可能对基金资

产的可持续长期绩效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因素，包括ESG

因素。2018 年3 月，南非金融部门行为监管局（原金

融服务局）就该法令发布了一份指令草案，待该草案生

效，会就可持续投资政策、实施积极所有权以及面向利

益相关方的信息披露等事项提出更加详细的要求。92

韩国

2015年，韩国出台了《韩国国家养老基金法案》修正

案，要求韩国的国家养老基金在投资决策中要考虑ESG

问题，如果未能考虑，则需给出合理的解释。国家养

老基金在行使投票权时，必须考虑 ESG 等责任投资因

素，且必须披露其投票。

美国

2018年，美国劳工部 (DoL) 依据《雇员退休收入保障

法（1974）》(ERISA) 发布了一份关于 ESG 议题和股

东权益福利计划的指导意见。93ERISA 确立了管理私营

部门雇员福利计划（包括信托责任规定）运作时的最低

标准。

这份2018年的指导意见确认了劳工部2015年和2016年

所发布的解释公告中规定的各项原则，指出：(a) 在审

慎投资决策中，应考虑到对财务有实质性影响的ESG因

素；以及 (b)就经济问题相关的股东沟通与信托实践相

契合。该指导意见还确认，当ESG问题在财务上给公司

带来实质性商业风险或机会时，谨慎受托人就应将这些

问题与其他相关的经济因素一起考虑，以评估替代投资

的风险和回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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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倡议都认识到公司治理对公司可持续发展绩效非常

重要。尽管董事会结构、风险管理、高管薪酬、报告、

审计和股东权利等问题依然至关重要，但近年来，关于

公司治理的讨论焦点也在不断扩大。现在，人们越来越

关注董事会在公司环境和社会绩效方面所承担的责任，

也越来越关注公司在实现 SDGs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例如，金融稳定委员会气候相关财务披露工作组（FSB 

TCFD）就将公司治理确定为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四

大核心要素之一。94再如国际公司治理网络（ICGN）

发布的《全球治理原则》。这些原则重点强调“……公

司治理以及董事会应如何推动企业的成功经营，从而在

兼顾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同时，为投资者创造可持续的价

值增长。”这些原则还指出：“可持续发展意味着公司

必须有效地在公司治理、社会和环境方面，对其公司的

经营活动以及财务运作方式进行管理。”95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成功的公司通常都具有目光长远

的文化和治理流程，并以统一的原则和价值观作为基础

框架。96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这些公司都有一个能够

支持这种文化和治理流程的董事会。这些公司通常会在

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流程纳入对各种广泛的可持续发展

问题的考量。ICGN将风险管理的范围定义为包含“实

质性财务、战略、运营、环境和社会风险（包括此类风

险的政治和法律后果）以及任何声誉后果”。97举例来

说，此类风险可包括以下情形所造成的实质性影响：气

候变化、技术发展、消费者对可持续性产品的需求、环

境法规威胁到特定行业经营模式（例如化石燃料）的可

能性，以及因公司丑闻和不端行为（例如汽车尾气排放

丑闻）而对声誉和公司盈亏表所造成的损害。此外，随

着各国政府着手落实SDGs，商业和投资机会正变得越

来越明晰。98

董事对社会和环境问题的了解以及他们针对这些问题采

取行动的意愿和能力，都会决定公司能否将可持续发展

和长期思维融入到经营决策之中。尽管越来越多的人认

为，公司治理的范围应该包括环境和社会问题，但很多

公司在其产品、服务或经营战略中对长期风险关注仍然

不够，没有认识到有效管理可持续发展问题对其长期成

功的重要性。99

证券监管机构可在其职权或影响力范围内，通过多种方

式加强公司治理的可持续维度，这些方式包括：

通过诸如以下手段，将可持续发展因素纳入公司

治理准则：

要求公司董事会确保公司有适当的体系和流程来

管理实质性可持续风险和机遇，从而将可持续发

展问题（包括SDGs提出的各项问题）纳入其经

营战略和投资计划；

要求董事会成员对重大实质性可持续发展问题有

所了解，并接受相关培训；100

要求公司董事会对ESG事务负责；

要 求 公 司 将 高 管 薪 酬 与 可 持 续 绩 效 目 标 挂

钩；101以及

要求实施相关政策和措施、设定相关目标，提高

董事会组成多样性，特别是性别多样性。

鼓励董事会做出正式声明，阐明其作为公司管理

者所应承担的职责，并承诺董事会致力于制订长

期决策，并以有助于促进公司长期利益的方式行

事；102 以及

通过允许投资者通过既有的公司治理程序向董事

会提出和讨论可持续发展和SDGs相关问题，以及

确保赋予投资者开展有效沟通所需的正式权利（

例如为股票投资者赋予表决权），让投资者能够

就可持续性和 DSG 问题与公司有效互动。

4.1 

4.2 

4.3 

4.加强公司治理以支持可持续发展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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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巴西

巴西公司治理协会(IBGC)发布的《公司治理最佳实践

守则》103第2.1条原则指出，公司董事会必须关注公司

的社会和环境影响。具体来说，在制定商业战略时，董

事会应该关注这些问题以及这些问题会对公司的可持续

发展和长期增值能力产生怎样的影响。此外，对董事长

和董事会的绩效评估还应与财务和非财务目标（包括环

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方面的目标）挂钩。

意大利

2018年，意大利保险监督管理局 (IVASS) 发布了第

38/2018号规定，涉及公司和保险集团公司治理事

项。104这项规定适用于IVASS监管的103家公司，要求

董事会在制定公司战略以及执行风险管理时纳入对ESG

因素的考量。这项规定还鼓励这些公司将高管薪酬与公

司ESG目标挂钩。

日本

日本的《公司治理守则》由日本金融厅和东京证券交易

所联合设立的一个委员会共同监管，该守则提出：“公

司应该采取适当的措施来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包括社

会和环境问题。”105该守则还提出，为确保公司董事

会多样性，需特别关注性别和国际经验等因素。

肯尼亚

肯尼亚的《公司法（2015）》要求上市公司为公司编

制商业审查报告，并将其纳入董事报告。该审查报告应

披露可能影响企业未来发展、绩效和商业地位的主要趋

势和因素，同时还应披露有关环境问题、雇员、社会和

社区问题的相关信息。此外，根据肯尼亚的资本市场法

规，发行人必须每年向肯尼亚资本市场管理局和利益相

关方报告，说明如何贯彻《公开上市证券发行人公司治

理实践准则（2015）》。106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证券监督委员会发布的《马来西亚公司治理守

则》指出：“与多样性欠缺的董事会相比，多样化的董

事会视野更深更广……。在推行性别多样化议程时，每

家公司都应采取措施以确保在董事会和高级管理职位的

招聘过程中寻找女性候选人。”107

该守则还指出：“大型企业现已要求女性董事占比

达到30%，其他公司的董事会也应努力实现这一目

标。”108此外，在履职期间，董事会应确保其公司的

战略计划有助于创造长期价值，且战略计划应该包括有

助于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战略。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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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

南非已实施多种措施来加强公司的可持续治理。这些措

施包括：

•《公司治理准则》（King Code on Corporate 

Governance）2002年第二版将可持续发展列为良

好公司治理的重要指标。第四版（King IV）(2016)指

出，组织的核心目标、风险和机遇、战略、商业模式、

绩效和可持续发展都属于价值创造过程不可分割的要

素。1102004年，该守则被赋予了法律地位，并被纳入

约翰内斯堡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规定之中。

•《南非公司法》（第72条款）要求所有国有公司和上

市公司都要就社会和道德事务设立一个小组委员会，同

时要求该委员会对公司以下议题相关活动进行监督：社

会和经济发展、UNGC、腐败、平等、反歧视、黑人经

济赋权、社区发展以及劳工和就业问题等。

• 约翰内斯堡证券交易所要求上市公司实施相应政策，

以提高董事会的种族和性别多样性，同时要求上市公司

向交易所报告这类政策的进展情况。111

土耳其

2014 年，土耳其资本市场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公司治

理公报》，112规定了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要求。该公

报要求上市公司披露是否落实了监管机构提出的公司治

理原则，如果没有，则要给出合理解释，并说明公司是

否打算在未来落实这些原则。该公报的附件 1（第 4.3.9

条，自愿条款）规定，公司应设立董事会中女性所占比

例不低于25%的目标，并指明计划何时实现这一目标。

公司董事会必须每年评估这一目标的实现情况。

英国

英国财务报告委员会发布了《英国公司治理守则》，规

定：“薪酬政策和规程的设计应支持公司战略并促进公

司实现长期可持续成功。高管薪酬应与公司的宗旨和价

值观保持一致，并明确与公司长期战略的成功实施情况

挂钩。”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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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加强市场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能力建设和
提升相关专业知识

在分析金融体系如何支持可持续发展时，可持续发展和

长期价值推动力方面的能力和专业知识不足是我们经常

遇到的一个问题。本报告引言所提到的项目、会议和报

告均指出，包括政策制定者、监管机构、证券交易所、

公司、投资者和民间社团组织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方群

体在能力和知识方面都有所欠缺。

自2015年首次发布SDGs以来，我们在这方面已取得了

重大进展：投资者越来越了解SDGs，114人们开始研究

SDGs方面的投资案例；115有些SDGs投资障碍已被识

别并分析；116人们也越来越了解金融体系内各参与方

的角色与责任。117尽管取得了这些进展，很多机构在

如何将可持续发展特别是SDGs纳入其活动、实践和流

程方面仍存在专业知识不足的问题。118

证券监管机构在其职权或影响范围内，可通过以下方式

提供帮助：

分析市场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能力、专业知识和

信息差距，并根据这些差距为发行人、投资者和

其他市场参与方提供能力建设；

支持专业资格的发展，要求从业人员接受认可的

可持续发展培训并具备相应知识水平（例如公司

董事会、高级经理和资产管理者等相关高级专业

人员和关键决策者需具备相应的可持续资质）；

支持并建设同业学习平台，分享SDGs相关最佳

实践，并重点介绍 SDGs相关成功投资的实例和

案例研究；

开展能力建设，以评估和监测可能导致企业经营

失败、影响金融体系稳定性和弹性的可持续发展

问题。

已有证券监管机构在牵头开展该类能力建设工作，例如

开展本文所建议的可持续发展或 SDGs培训。然而到目

前为止，大部分工作仍是由其他团体和网络牵头开展（

例如商业协会和证券交易所）。证券监管机构可能会发

现，由监管机构与其他方合作或协作来执行这些建议更

有实效。

案例

国际

2018 年 7 月，IOSCO召集了一批监管机构、证券交易

所、投资者、发行人、金融服务提供商、民间组织和国

际组织，讨论证券监管机构在鼓励可持续投资方面的

作用。119此次对话由IOSCO增长与新兴市场委员会举

办，旨在传达该委员会在可持续性金融方面开展的研究

工作，这项工作也是分析证券市场在融资和可持续发展

中的作用的重点之一。

东盟资本市场论坛 (ACMF) 作为国际资本市场协会《

绿色债券原则》、《社会债券原则》和《可持续债券指

引》的观察员机构，在东盟地区推广可持续金融。首

届东盟绿色债券标准圆桌会议于 2018 年 3 月在越南举

行，多家银行、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参加会议。该

地区还将举办类似圆桌会议，以提高人们对《东盟绿色

债券标准》的认识并鼓励更多地采用该标准。120为推

介《东盟绿色债券标准》，东盟资本市场论坛参加了多

次国际和地区会议，并在网站上公布了东盟绿色债券发

行人名单。121

肯尼亚

肯尼亚注册公共秘书协会（ICPSK）、资本市场管理局 

(CMA) 以及国际金融公司为 ICPSK 公司治理审计师举

办了研讨会，推动实施《公开上市证券发行人的公司治

理实践准则》（《肯尼亚公司治理守则》)。122

资本市场管理局还为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成员提供肯尼亚

公司治理和尽职管理守则培训，守则中均明确包含了社

会和环境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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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证券监督委员会组织了多次能力建设项目和国

际会议，以加深市场对可持续金融的理解。马来西亚证

券监督委员会、马来西亚国民银行和世界银行集团还组

成了一个工作组，加强马来西亚绿色Sukuk/金融生态系

统，建立绿色Sukuk发行人管道，为绿色项目和倡议提

供融资支持。2017年，马来西亚证券监督委员会及其

推广机构马来西亚资本市场工作组为马来西亚的投资银

行和企业组织了一系列绿色金融研讨会，123马来西亚

证券监督委员会联合PRI共同组办了2017年度责任投资

论坛。1242018年，马来西亚证券监督委员会和世界银

行的全球知识和研究中心工作组在马来西亚与国际证券

委员会组织 (IOSCO) 亚太中心联合主办了“利用伊斯

兰金融力量，共塑绿色未来”会议，会上探讨了让伊斯

兰金融更多地流入市场并用于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项目

所需的关键政策、监管及机构要素。125

摩洛哥

“能力建设”是摩洛哥2016年发布可持续金融发展路

线图的五大支柱之一。1262018年，摩洛哥资本市场管

理局将可持续金融模块纳入其专业人员资格认证框架。

除此之外，摩纳哥为提高业界对可持续金融的认识和理

解还开展了多项工作，包括为市场参与者和利益相关方

开展报告和研讨会，就如何助力国家可持续金融和可持

续发展目标展开培训。

荷兰

荷兰鹿特丹管理学院制定了可持续金融高管培训计

划。127该计划是应荷兰可持续金融平台请求而制订。

该平台由荷兰中央银行、荷兰保险协会、荷兰养老基金

联合会、荷兰金融市场管理局、财政部以及基础设施和

环境部等部委共同参与。

土耳其

土耳其于2013年启动了土耳其可持续发展平台，其成

员包括土耳其资本市场委员会、伊斯坦布尔证券交易

所、行业协会和非政府组织等。该平台旨在构建一个多

利益相关方网络，以落实可持续发展活动，促进业界就

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未来合作步骤开展讨论。该平台致力

于提高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和了解。该平台为多项

工作提供支持，以确保将可持续发展议题纳入立法和法

规之中，该平台还倡导可持续发展实践，并促成与相关

国际机构之间的合作。

英国

多家监管机构分析了公司实践和监管落实的各个方面并

发布相关审查结果和报告。例如，英国财务报告委员会

的年度报告就包含了英国公司治理和尽职管理原则的落

实情况以及相关进展情况。128

英国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 (FCA) 分析了其所发布的

条例中是否存在可能阻碍英国社会投资市场发展的

障碍。FCA 还一直在与环境、食品与农村事务部 

(DEFRA) 以及金融监管部门合作，制定一种更加联合的

方式来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问题。FCA 已在 2018 年 5 

月初举办了一场关于气候变化和绿色金融的研讨会。绿

色金融工作组、英格兰银行、养老金监管机构、DEFRA 

以及英国财政部的成员参加了该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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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介绍了证券监管机构在其现有制权范围内可以如

何应对和抓住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风险和机遇。文中列

举了全球19个国家和地区的35个案例，代表了不同的

监管和地理背景。本报告给出的分析和案例表明，很多

证券监管机构已经认识到可持续发展议题（例如SDGs

中的问题）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核心使命（或目标），即

保护投资者和降低系统性风险，息息相关。

这些案例展现了证券监管机构如何通过以下方式推动实

现SDGs：促进投资以推动实现SDGs；加强公司可持续

发展相关信息披露；明确投资者对可持续发展的责任；

加强公司治理以支持可持续发展；加强市场可持续发展

方面的能力建设和提升相关专业知识。本报告还陈述了

证券监管机构如何通过以下方式支持和加快行动：研究

和分析；制定可持续金融路线图；分享经验和信息；制

定指引和标准；与其他相关方合作。

更进一步地讲，本报告旨在为证券市场监管机构进一步

交流经验奠定基础。鉴于这些案例可能会逐渐过时，本

报告将附带提供一个在线数据库，129收录证券市场监

管机构为推动可持续金融采取的行动。该数据库将持续

支持学习和促进经验教训分享。通过这个数据库，SSE 

将继续通过研究和建设共识为证券监管机构提供支持，

并与证券交易所和其他市场参与方合作，继续推动资本

市场的透明和可持续发展。

我们诚邀证券监管机构参考本报告所列案例，探索支持

SDGs的做法。本报告旨在促进证券监管机构之间以及

证券监管机构与其他市场利益相关方（如证券交易所、

政策制定者、投资者和发行人）之间开展讨论。通过地

区委员会和即将推出的可持续发展网络，IOSCO就可

持续发展议题开展共识建设和研究活动，本报告也希望

能够为IOSCO的各项该类活动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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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国家 机构 姓名 职务

监管机构 巴西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of Brazil (CVM)

Mr Claudio Maes Coordinator of Financial Education

监管机构 巴西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of Brazil (CVM)

Mr Jose Alexandre 
Vasco

Director, Investor Protection

监管机构 中国 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CSRC)

Mr Ma Xianfeng VP, China Institute of 
Securities and Finance

监管机构 克罗地亚 Croatian Financial Services 
Supervisory Agency

Mr Jurica Jednacak Member of the Board

监管机构 埃及 Financial Regulatory Authority Mr Mohammed Omran Chairman

监管机构 中国香港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Ms Christine Kung Senior Director, Head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监管机构 日本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Surveillance Commission

Ms Mami Indo Commissioner

监管机构 日本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Surveillance Commission

Mr Yuji Yamashita Deputy Directo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Division

监管机构 哈萨克
斯坦

Astana 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 Mr Almas Zholamanov Senior Associate, Policy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ivision

监管机构 肯尼亚 Capital Markets Authority of Kenya Ms Mary Njuguna Manager, Corporate Approvals

监管机构 肯尼亚 Capital Markets Authority of Kenya Mr Paul Muthaura CEO

监管机构 黎巴嫩 Capital Markets Authority of Lebanon Mr Firas Safieddine Vice Chairman

监管机构 马来西亚 Securities Commission Malaysia Ms Azreen Idayu Zainal Assistant General Manager, 
Markets and Products

监管机构 摩洛哥 Moroccan Capital Markets 
Authority (AMMC)

Ms Jennat Benhida Head of Regulation Unit, Legal Division

监管机构 摩洛哥 Moroccan Capital Markets 
Authority (AMMC)

Mr Hicham Elalamy Director

监管机构 尼泊尔 Securities Board of Nepal Mr Binaya Dev Acharya Director

监管机构 荷兰 Dutch Authority for the 
Financial Markets (AFM)

Mr Ron Gruijters Supervision Officer

监管机构 土耳其 Capital Markets Board of Turkey Ms Seçil Sayın Kutluca Senior Legal Expert

监管机构 英国 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 Ms Marta Alonso Senior Associate

附录：顾问工作组成员

可持续证券交易所倡议非常感谢下列专家在本项目中的宝贵贡献，尤其是证券监管机构和SDGs顾问工作组组长：埃

及金融管理局局长Mohammed Omran博士。

注：顾问工作组专家以个人身份参与，他们的职业信息仅供参考。本文件中表达的观点不代表顾问工作组成员及其

所在机构的官方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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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国家 机构 姓名 职务

其他专家 加拿大 Fund Votes Research Ms Jackie Cook Founder

其他专家 中国 Lujiazui Financial City Council Green 
Finance Development Committee

Mr Kong Wei Convenor

其他专家 中国 Syntao Mr Guo Peiyuan General Manager

其他专家 法国 GOVERN Ms Alissa Amico Managing Director

其他专家 德国 Climate Disclosure Standards Board Mr Mike Zimonyi Policy & External Affairs Manager

其他专家 摩洛哥 Casablanca Finance City Authority Ms N'guia El Admi Senior Institutional Affairs Analyst

其他专家 荷兰 GRI Ms Karen Diaz Policy Coordinator

其他专家 荷兰 GRI Ms Eszter Vitorino Head of Capital Markets Engagement

其他专家 南非 Independent Ms Corli Le Roux Special Advisor

其他专家 瑞士 Canton Geneve Mr Kustrim Reka Economic development officer

其他专家 瑞士 UNEP Inquiry Ms Felicity Perry Coordinator

其他专家 瑞士 University of Geneva Ms Catherine Ferrier Special Advisor

其他专家 国际 UNFCCC Mr Massamba Thioye Manager, Regulatory Development Unit

其他专家 英国 WFE Ms Siobhan Cleary Head of Research and Public Policy

其他专家 澳大利亚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Mr Samuel Jones Researcher

其他专家 英国 Carbon Tracker Mr Mark Campanale Founder

其他专家 英国 CDP Ms Jane Stevensen Disclosure Taskforce 
Engagement Director

其他专家 英国 Climate Bonds Initiative Mr Alan Xiangrui Meng Green Bond Analyst

其他专家 英国 IIRC Mr Jonathan Labrey Chief Strategy Officer

其他专家 英国 IIRC Mr Neil Stevenson Managing Director

其他专家 英国 Sustineri Mr Richard Folland Partner

其他专家 英国 WWF Ms Andrea Marandino Sustainable Finance and 
Corporate Risk Manager

其他专家 英国 Equilibrium Mr Robert Reoch Partner

其他专家 美国 Ceres Mr Jim Coburn Senior Manager, Disclosure

其他专家 美国 SASB Ms Sonal Dalal Technical Director

投资者 巴西 Sustainable Inclusive Solutions Ms Luciane Moessa Managing Part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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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国家 机构 姓名 职务

投资者 加拿大 Addenda Capital Ms Samantha Cameron Junior Analyst, Sustainable Investing

投资者 加拿大 Aimco Alberta Ms Alison Schneider Direct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

投资者 加拿大 NEI Investments Ms Michelle de Cordova Director, Corporate Engagement 
& Public Policy

投资者 瑞士 Citi Bank Mr Adam Bouzelmate Northern Europe & Global Family Office

投资者 瑞士 Ethos Fund Mr Matthias Narr Senior Engagement Manager

投资者 英国 Sparinvest S.A. Ms Nichola Marshall Head of Responsible Investment

投资者 英国 Aviva Ms Pauliina Murphy Head of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 Engagement

投资者 英国 UBS Asset Management Ms Marissa 
Blankenship

Director, Sustainable & 
Impact Investing

交易所 智利 Bolsa Comercio Santiago Mr Felipe Pezo 
Riquelme

Jefe de Productos 
Negociación y Postrade

交易所 中国 Shanghai Stock Exchange Ms Claire Liu Executive Director

交易所 法国 Euronext Mr Joel Dibeton Analyste Listing

交易所 意大利 London Stock Exchange Group Ms Sara Lovisolo Group Head, Sustainability

交易所 约旦 Amman Stock Exchange Mr Sami Hattab Director, Research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epart

交易所 卢森堡 Luxembourg Stock Exchange Mr Benoit Pauly Sustainable finance

交易所 卢森堡 Luxembourg Stock Exchange Ms Jane Wilkinson Head of Sustainable Finance

交易所 蒙古 Mongolian Stock Exchange Ms Enkhzul D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交易所 新西兰 New Zealand Stock Exchange Ms Lucy Revill Policy Advisor

交易所 秘鲁 Bolsa de Valores de Lima Ms Magaly Martinez 
Matto

Legal Advisor

交易所 南非 JSE Ms Shameela Ebrahim Senior Manager: Group 
Strategy and Sustainability

交易所 瑞典 Nasdaq Mr Andreas Gustafsson Senior Vice President - 
Governance, Compliance

交易所 泰国 SET Ms Nareerat Santhayati Deputy Vice Presid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epartment

交易所 土耳其 Bursa Istanbul Ms Banu Budayoğlu 
Yılmaz

Strategeic Planning and 
Investor Relations Specialist

交易所 阿联酋 Dubai Financial Markets Ms Shyrose Osman VP, Head of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交易所 美国 Nasdaq Mr Evan Harvey Global Head of Sustai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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