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SG30两会专场：ESG投资

如何助力共同富裕和高质量

发展 

  



 

 - 2 -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实现可持续的包容性增长，是中国新

发展阶段的重要战略目标。包括 ESG 投资、影响力投资、可持续债券和普

惠金融在内的可持续金融工具，在助力共同富裕和高质量发展方面有哪些

潜力？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海内外有哪些实践经验？中国应该怎样促进

ESG 投资和实践的发展和主流化？ 

3 月 11 日下午，中国 ESG30 人论坛两会专场——“共同富裕目标下

的可持续金融支持”，以“财新云会场”方式线上召开。来自政学界、国

际组织、投资机构、咨询公司的多位嘉宾，分享了在政策、市场变化趋势

下，在稳增长基调上，如何通过深化金融功能、推进 ESG 投资，实现高质

量发展、共同富裕、可持续发展等战略目标。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屠光绍结合刚刚结束的“两

会”，对高质量发展目标下的金融功能深化做了主旨分析。他认为，稳中

求进基础上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仍然是当前目标。今年机遇与挑战并存，

需要更好地把握长短兼顾、政府与市场互动和国内外统筹等方面。 

屠光绍强调，新经济增长中的动能转化问题十分关键。在新阶段，创

新驱动、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是促进发展、增加就业的重要方向。新动能

发展也将进一步影响资产结构并要求金融服务深化。比如，以科技创新为

代表的创新驱动要求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化，数字经济演化催生数据资产，

绿色经济发展也会产生新的绿色资产。这一变化也对金融服务提出新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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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稳中求进转化经济增长动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屠光绍表

示，ESG 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ESG 除了传统的风险收益，更多地关注环

境、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是高质量资本和高质量投资的具体体现”。 

针对当前市场预期转弱背景下，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如何坚持 ESG 投

资和实践的问题，屠光绍提出，要在共识之上进一步完善国家战略目标与

发展规划、企业层面的引导机制和金融市场支持等相关机制。 

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新发展阶段的重要战略目标。

市场上对“共同富裕”的概念有不少讨论，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

俞建拖认为，中央和政府部门已经作了充分的解读和澄清，担心共同富裕

会不会变成简单意义上均贫富带来的市场恐慌和焦虑越来越少了，应该回

到怎样实现真正的共同富裕。 

他认为，共同富裕既然强调“共同”，就应该包括所有人，所以在某

种程度上这个概念又是一种特别极致的个人主义，“需要到达每一个人”。

此外，它不仅包含收入目标，还应该包含人类发展的一些重要条件，比如

教育、健康水平等，“它是人类社会应该有的一个理想生活状态的愿景。” 

不过，俞建拖表示，在收入分配方面，中国较之发达国家 0.3 左右的

基尼系数有较大差距。而 ESG 金融在推动共同富裕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包括推动男女同工同酬、缩小城乡差距、促进教育健康卫生事业发展等。 

他强调，“ESG 事实上是 E（Economy）ESG，发展不能被忽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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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含于 ESG 的，坚持经济发展、做大蛋糕仍然是关键。” 

联合国背景的 PRI 负责任投资原则高级政策分析师赵晨光认为，共同

富裕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是高度一致的。SDGs 中的许多目

标，如消除贫困、优质教育、性别平等、体面工作、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

等，都和共同富裕的要求一致。 

据赵晨光介绍，目前全球责任投资理念已经逐渐成为主流，PRI 全球

有 4826 家签署方，其中有 92 家签署方来自中国大陆。PRI 提出责任投资

五步框架，供投资者了解投资活动产生的现实世界结果，主动塑造符合 SDG

要求的积极结果、减少消极结果。PRI 正在通过开展能力建设项目等方式，

帮助中国签署方衡量投资影响、促进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 

他认为，“十四五”期间提出的金融发展目标之一是要提高直接融资

的比例、推动中长期资金进入资本市场，这正是 ESG 投资的发展机会：以

社保基金为代表的中长期资金更加关注投资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而与碳

中和目标相抵触、可能会增加贫富差距和导致社会焦虑的产业或者商业模

式，在未来可能会面临强监管要求的风险，不再会受到投资者的青睐。 

而上述 ESG 投资功能落地有赖于投资机构的实践以及一系列有效的

ESG 投资和管理工具。 

作为国内最早推动 ESG 投资的投资人之一，诺亚控股创始投资人、执

行董事章嘉玉表示，“如果我们的国家想要拥有一个更长的经济增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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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必须跟更高的社会平等程度相关，最重要的是要解锁每一个个体的发展

潜力。” 

她认为，在高质量发展、“双碳”、共同富裕等目标提出和 ESG 投资

理念推广的合力下，许多新投资标的涌现，在减排技术、基础医疗和加强

女性就业等诸多方面，已出现不少投资机会和理财产品。但跟国际相比，

中国 ESG 投资比处于相对初级的水平。 

她指出，一方面，许多投资者对于短期成本和政策变动过于敏感，而

高质量的 ESG 投资需要长期理念和持续投入；另一方面，国际投资者对中

国的 ESG 主题理财产品仍然存在“漂绿（greenwashing）”等质疑。克

服这些困难需要建立良好的 ESG 投资生态圈，负有信息披露责任的企业、

提供咨询服务的第三方、评级公司、资管行业应强化专业分工，各司其职，

提供更多更标准化的投资选择。同时，她也期待，监管部门能够支持行业

协会跟国际相关机构协作，建立一套国内比较统一，但是与国际接轨的 ESG

信息披露整体架构。 

章嘉玉同时表示，目前市场对于 ESG 中的 E（环境）关注较多，而对

S（社会）则关注较少。随着乡村振兴等政策力度不断加强，ESG 投资能给

予更多贡献。 

在新能源股调整、俄乌冲突等影响下，ESG 产品表现似乎受到挑战。

投资者应该如何理解和选择？章嘉玉认为，进行 ESG 投资应持有长期理念。

虽然受俄乌冲突影响，传统能源和军工股近来表现较好，但长期看来，E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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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的整体表现更加稳定和优秀，这已经在国际 ESG 投资表现上得到验证。 

以 MSCI 的指数编制为例，“从 2012 年到 2021 年来看，年化报酬

率方面 ESG 相关的指数是 13.4，显著高于它的中国指数。”她认为，ESG

投资与国家的重大战略方向一致，这也意味着资金流向更好方向和更好的

回报。 

彬元资本管理合伙人吴晨也赞同这一判断。根据彬元测算，在其 ESG

评分体系中表现较为优秀的投资组合收益是同时期沪深 300 的 6 倍-7 倍。

对于投资者来讲，这意味着更广阔的投资机会，也可以利用这个框架去改

变社会，促进社会进步。 

但另一方面，她指出，中国 ESG 投资发展还存在一些挑战，比如：资

本单纯逐利的传统思维；大多数中国投资者对于 ESG 投资的理解停留在静

态层面，对于道德和法律法规变化方向的感知不足；缺少公开信息等阻碍。 

她也分享了彬元的应对经验：彬元从企业面临的潜在 ESG 风险和应对

措施两个维度对企业打分，辅以实地调研和通过参与（engagement）提

供建议，例如向年轻人才提供股权激励和制定长期减排计划等。 

“我们相信 ESG 投资会成为一种价值导向，优秀的公司会吸引到更多

的资本，他们的社会责任表现可以在他们的长期价值中得到体现、成为一

种示范效应，最后促成整个社会的良性循环。”吴晨说。 

作为一些 QFII 资金的管理方，吴晨表示，以养老金为代表的海外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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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已经逐渐将 ESG 纳入投资委托流程的硬性指标，并更加愿意雇佣来

自新兴市场本土的基金经理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对信息披露也提出更

高要求。这可为国内 ESG 投资提供方向参考。 

罗盛咨询执行董事邢臻曾任职盖茨基金会，她表示，金融机构可以通

过创新金融方式助力可持续发展，带来社会效益的同时也为企业带来新的

驱动力。比如，盖茨基金会支持的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通过引入了

金融机构，为政府的未来疫苗采购计划提供金融担保，从而降低市场需求

的不确定性，鼓励了企业投入相应的疫苗研发和生产。这就是金融机构与

非盈利组织用创新性金融合作解决社会问题的案例。此外，目前不少全球

大型投资机构已经把 ESG 投资框架融入到项目的尽职调查、投资决策、投

后管理中，对被投企业提出 ESG 改善要求，并且加以监督。 

而随着中国ESG投资的深化以及包括互联网企业在内的公司纷纷提出

共同富裕、碳中和等行动，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评估企业实际产生的可

持续价值和影响。 

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前商学院金融学副教授梁昊表示，目前 ESG 投资

的最大挑战之一是，缺少评估和量化企业的在相关方面投入和产出的手段，

“现有的 ESG 评级机构和企业在披露内容和评分等方面都没有一致标准，

缺少可比性。”因此，他所在的新加坡管理大学正参与研发影响力加权账

户（impact weighted account），旨在通过货币化手段制定一套可供评估

和量化不同地区、不同行业间企业 ESG 表现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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