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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4⽉30⽇，中国财政部与⽣态环境部联合发布《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第1号——⽓候（试⾏）（征求意⻅稿）》（以下
简称“《⽓候准则（征求意⻅稿）》”），标志着中国在建⽴国家统⼀的可持续披露准则体系上迈出关键⼀步。作为基本准则
发布后⾸部具体准则，该《⽓候准则（征求意⻅稿）》不仅承接国际准则经验，尤其是IFRS S2的核⼼框架，更在中国制度环
境、⾏业特⾊与治理结构等⽅⾯实现本⼟化创新，为全球⽓候信息披露提供了“中国智慧”。

⽓候披露“中国⽅案”揭幕
——从“趋同”到“超越”
2025年5⽉6⽇

国家出⼿制定“⽓候账簿”，回应“双碳”战略的监管落地需求

党的⼆⼗⼤报告明确提出加快推动绿⾊低碳发展。⽓候信息披露作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账簿”与“窗⼝”，承载着落实“双碳”
⽬标、引导资源配置与防控环境⾦融⻛险的重要职责。

《⽓候准则（征求意⻅稿）》的出台，是对2024年11⽉发布的《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基本准则（试⾏）》的重要延续。
作为⾸部⾏业共通、制度统⼀的⽓候信息披露准则，《⽓候准则（征求意⻅稿）》由财政部牵头，与⽣态环境部联合制定，
并得到了外交部、发改委、⼯信部、商务部、中国⼈⺠银⾏、证监会等其他部委的⿍⼒⽀持。其背后体现的是国家层⾯对可
持续发展的顶层制度设计与稳步实施路线。

起草团队深⼊调研了重点企业的实际披露能⼒与痛点，并对IFRS S2在中国落地的适应性进⾏了详尽评估，最终确⽴“以基本
准则为基础、与国际准则‘趋同’、坚持准则制定和实施分开、兼顾⾏业应⽤需要”的起草原则。

对标国际准则：架构趋同，理念共鸣

《⽓候准则（征求意⻅稿）》共六章四⼗七条

主要内容条数章节

规定了准则制定的依据和⽬的，阐明了准则的披露⽬标，概括了相称性⽅法的适⽤内容，
明确了⽓候相关信息的披露要素和框架等。

4总则

规定了治理的披露⽬标，对需要披露的治理机构或者个⼈信息、管理层信息、治理信息整
合披露，以及第三⽅鉴证等作出规定。

5治理

规定了战略的披露⽬标，明确了⽓候相关⻛险和机遇的信息及其如何影响企业的战略和决
策、当期和预期财务影响、⽓候韧性等披露要求。

11战略

规定了⻛险和机遇管理的披露⽬标，明确了如何披露⽓候相关⻛险和机遇的管理流程，以
及对这些流程融⼊企业整体⻛险管理流程的程度和整合披露的规定。

5⻛险和机遇管理

规定了⽓候相关⾏业通⽤指标、⾏业特定指标、⽓候相关⽬标，以及温室⽓体排放核算依
据等内容。

21指标和⽬标

规定了解释权。1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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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个系统性⽓候披露准则，《⽓候准则（征求意⻅稿）》在总体框架与内容结构上与IFRS S2⾼度⼀致，均采⽤“治
理—战略—⻛险与机遇—指标与⽬标”四⼤⽀柱逻辑框架，并强调信息的重要性判断、相称性原则及以投资者决策为导向的披
露⽬标。

在治理层⾯，两者均强调董事会职责、管理层参与、治理流程透明化。例如，《⽓候准则（征求意⻅稿）》第六条与IFRS
S2第六条均要求企业披露治理机构的权限、频率、监督机制等细节。

在战略与⻛险机遇披露⽅⾯，两者均要求企业识别物理⻛险、转型⻛险与⽓候相关机遇，并运⽤情景分析评估⽓候韧性。中
国准则第⼗七⾄⼗九条详列了情景选择、假设设定及输⼊数据的披露要求，基本对⻬IFRS S2第⼆⼗⼆条的技术路径。

在指标与⽬标⽅⾯，中国准则要求披露温室⽓体排放（按范围⼀、⼆、三分类）、内部碳定价、碳信⽤使⽤、⾼管薪酬挂钩
机制等关键指标，与IFRS S2第⼆⼗九⾄三⼗六条保持⾼度⼀致。

这种“趋同式设计”，既有助于增强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的透明度与信任度，也为中外监管、评级机构与投资者在数据对接中
架起“桥梁”。

中国特⾊亮点纷呈：因地制宜的本⼟智慧

尽管对标国际准则，但《⽓候准则（征求意⻅稿）》绝⾮“简单照搬”。起草团队深⼊挖掘中国制度资源与监管⼟壤，提出
了⼀系列具有中国特⾊的创新安排：

| 01 披露与实施分离、⿎励先⾏先试，减轻企业负担。为避免“⼀⼑切”造成企业负担，《⽓候准则（征求意⻅稿）》坚持
“制定与实施相分离”的原则，允许企业根据能⼒与⾏业特性⾃愿披露，并明确实施要求将另⾏规定，为企业能⼒建设
预留充⾜空间。例如，《⽓候准则（征求意⻅稿）》第⼗六条针对⽓候的财务影响以及第⼗⼋条针对⽓候的情景分析
都为企业提出了实务中的缓冲余地。另外，第三⼗三条豁免企业披露涉及国家秘密、法律法规禁⽌披露或者具有商业
敏感性的与范围⼆温室⽓体排放相关的合同信息。

| 02 明确碳交易财务影响披露要求。《⽓候准则（征求意⻅稿）》第⼗五条要求企业对碳排放权交易、绿⾊电⼒证书购买
等事项的资本化成本、费⽤化⽀出和财务影响进⾏定量披露，这在IFRS S2中尚属空⽩，体现了中国“双碳”政策机制与
财务信息融合的前瞻探索。

| 03 推动⾏业应⽤指南同步编制。《⽓候准则（征求意⻅稿）》的起草说明中明确，电⼒、钢铁、煤炭、汽⻋等九⼤⾏业
披露指引的制定⼯作正在同步推进，以应对不同⾏业在碳强度、物理⻛险暴露、技术转型路径上的巨⼤差异。这种“通
⽤+特定”双层体系设计，有助于提升披露的可⽐性与实操性。

| 04 突出“⽓候相关影响”这⼀中国独有披露维度。《⽓候准则（征求意⻅稿）》第四条明确提出，企业除披露⽓候相关⻛
险与机遇外，还应揭⽰其⾃⾝活动对⽓候变化造成的正⾯或负⾯影响。相⽐IFRS S2聚焦于“⽓候如何影响企业”，中国
准则更进⼀步提出“企业如何影响⽓候”，强化其环境责任意识，引导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提升声誉管理，体现中
国特⾊的“环境共治”理念。

从披露到治理：倒逼企业迈⼊“转型深⽔区”

信息披露并⾮终点，⽽是企业绿⾊转型治理的起点。《⽓候准则（征求意⻅稿）》不仅是信息公开的要求，更是对企业可
持续治理的⼀次系统“倒逼”。其核⼼在于引导企业将⽓候因素纳⼊战略制定、⻛险控制和内部管理中。

准则要求企业披露⽓候⻛险对战略、业务模式、财务影响的具体影响，这意味着企业不能仅“报数据”，更要在资源配置、
产品结构、投资决策中体现低碳转型意图。同时，⻛险识别与监控流程需嵌⼊企业整体⻛控体系，推动内部跨部⻔协同。

披露要求还涉及⾼管薪酬与碳绩效挂钩、内部碳定价机制等，这直接触动了企业治理中最核⼼的激励与分配机制。范围三
排放、融资排放等“⾼阶”披露要求，也促使企业提升数据整合和价值链管理能⼒。

简⽽⾔之，信息披露正成为推动企业转型的“硬杠杆”。那些能清晰展⽰⾃⾝低碳路径和治理能⼒的企业，将在未来市场中
占据有利位置，⽽披露不⾜、应对迟缓者可能⾯临被资本市场边缘化的⻛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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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各⽅积极反馈：共建具有国际影响⼒的中国标准

《⽓候准则（征求意⻅稿）》已向社会公开征求意⻅，包括如下重点问题：

具体问题问题概要条款

对⽓候相关影响信息的披露提出了原则性要求，是否有必要将⽓候相关影响
信息的披露单独成章进⾏规范? 如需单独成章，请详细列明⽓候相关影响信
息的具体披露要求。

⽓候相关影响信息
的披露是否单独成
章

第四条

对企业碳排放核算标准进⾏了规范，是否有必要增加“在国家相关部⻔制定的
企业碳排放核算标准发布以前，企业可以参照温室⽓体核算体系（GHG
Protocol）进⾏核算”的要求?

是否增加有关参照
温室⽓体核算体系
进⾏核算的要求

第三⼗条

对融资排放提出相关披露要求，是否有必要将融资排放的条款放到⽓候准则
相关⾏业应⽤指南中规范?

是否将融资排放的
条款放⼊相关⾏业
应⽤指南

第三⼗五条

《⽓候准则（征求意⻅稿）》的发布，对国内企业和经济社会发展意义深远。从企业⻆度，有助于企业提升环境⻛险管理
⽔平，推动⾃⾝向低碳转型，增强在绿⾊⾦融市场的竞争⼒。例如，在融资活动中，企业清晰的⽓候信息披露能降低融资
成本，吸引更多绿⾊投资。

从宏观层⾯，为监管部⻔提供统⼀规范的监管依据，促进绿⾊⾦融市场健康发展，助⼒国家“双碳”⽬标实现，推动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同时，中国准则在与国际准则“趋同”的基础上保持特⾊，也为全球⽓候相关信息披露准则发展贡献了中国
智慧和⽅案，提升了中国在国际⽓候治理领域的影响⼒。

展望未来，随着⾏业指南陆续出台、披露能⼒逐步成熟、实施机制逐步落地，“中国⽓候信息披露标准体系”有望成为全球
绿⾊治理的重要制度⼒量。

在这个⽓候变化⽇益紧迫、全球共识⽇益增强的时代节点，中国⽤⼀个清晰⼜实⽤的准则，向世界展⽰了⼀个开放、负责
任、⾏动型的可持续发展治理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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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了解更多信息，欢迎联系我们：

孙玫 Maria Sun
⼤中华区IFRS主管合伙⼈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86 10 5815 3225
maria.sun@cn.ey.com

徐真 Nick Xu
⼤中华区专业业务合伙⼈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86 21 2228 6847
nick.xu@cn.ey.com

刘国华 Lawrence Lau
⼤中华区可持续发展报告与鉴证服务主管合伙⼈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86 21 2228 2816
lawrence.lau@cn.ey.com

唐嘉欣 Ivan Tong
⼤中华区可持续发展服务主管合伙⼈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86 10 5815 3373
ivan.tong@cn.ey.com

张彬 Jessie Zhang
可持续发展服务合伙⼈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86 21 2228 3237
jessie-b.zhang@cn.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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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 | 建设更美好的商业世界

安永致⼒于建设更美好的商业世界，为客户、员⼯、社会
各界及地球创造新价值，同时建⽴资本市场的信任。

在数据、⼈⼯智能及先进科技的赋能下，安永团队帮助客
户聚信⼼以塑未来，并为当下和未来最迫切的问题提供解
决⽅案。

安永团队提供全⽅位的专业服务，涵盖审计、咨询、税务、
战略与交易等领域。凭借我们对⾏业的深⼊洞察、全球联
通的多学科⽹络以及多元的业务⽣态合作伙伴，安永团队
能够在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服务。

All in，聚信⼼，塑未来。

安永是指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的全球组织，加盟该全球组织的各成员机
构均为独⽴的法律实体，各成员机构可单独简称为“安永”。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是注册于英国的⼀家保证（责任）有限公司，不对外提供任何服务，不拥
有其成员机构的任何股权或控制权，亦不担任任何成员机构的总部。请登录
ey.com/privacy，了解安永如何收集及使⽤个⼈信息，以及在个⼈信息法规保护
下个⼈所拥有权利的描述。安永成员机构不从事当地法律禁⽌的法律业务。如欲进
⼀步了解安永，请浏览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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