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P26 后首个全球可持续发展披露标准草案发布

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SSB)的成立背景

在第 26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

（IFRS基金会）宣布成立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nternational

Sustainability Standards Board，ISSB），旨在推动可持续发展披露准则。

为响应国际投资者及监管机构的呼吁，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IASB）和新成立的国际可

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SSB）将以市场现行主导的披露倡议为基础，

为建立全球统一的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标准提供指引。

图 1：IFRS 基金会组织结构

值得一提的是，继香港联交所（HKEX）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对气候信息披露做出要求之后，成立不久的国际可持续发展准

则理事会（ISSB）在今年 3月 31日发布了其成立以来第一套全球可

持续发展披露标准草案《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第 1号——可

持续相关财务信息披露一般要求（征求意见稿）》（下称“IFRS S1草案”）



和《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第 2号——气候相关披露（征求意

见稿）》（下称“IFRS S2草案”）。目前财政部会计司也就相关内容向各

有关单位广泛征求意见。

此次 ISSB发布的两份征求意见稿，以此前专家组提供的气候相

关披露蓝本为基础，汇集了可持续发展领域五大国际主流标准制定机

构的意见，即 CDP、气候披露标准委员会（CDSB）、全球报告倡议

组织（GRI）、国际综合报告理事会（IIRC）和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

委员会（SASB）。

IFRS S1 草案披露内容

IFRS S1草案要求主体披露其关于可持续相关重大风险和机遇的

信息，本准则[草案]规定了，主体需要如何披露可持续相关财务信息，

可持续发展披露要求使用了与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

一致的框架，但是将其延伸到整体的可持续发展领域，而不再仅仅针

对气候。

IFRS S1核心披露内容包括治理、战略、风险管理、指标和目标

四个维度。而涉及的可持续相关财务信息比财务报表报告的信息更广

泛，将会包含主体对可持续相关风险和机遇的治理，以及主体应对它

们的战略；



图 2：IFRS S1 草案披露的核心内容

FRS S1草案建议，可持续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应与相关通用目的

财务报表的报告主体相同。如果报告主体是企业集团，合并范围将包

括母公司及其子公司；因此，该主体的可持续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应使

通用目的财务报告使用者能够评估母公司及其子公司的企业价值。

并建议可持续相关财务披露应与企业财务报表同时发布，且可持

续相关财务披露涵盖的期间应与财务报表的报告期间相同。披露频次

建议为 12个月一次。

对企业自身而言，报告主体相同有助于企业更加科学标准地出具

ESG报告，提高企业信息披露的可信度和透明度。从长远上看，能够

加速公司内部治理机构的改革，提升企业信誉与形象，帮助投资者进



一步掌握公司发展的现状、发现其所拥有的优势和面临的短板。

IFRS S2 草案披露内容

IFRS S2草案要求主体披露有关其面临的气候相关重大风险和机

遇的信息，使投资者能够评价气候相关重大风险和机遇对主体企业价

值的影响，了解主体如何利用资源以及相应的投入、活动、产出、结

果，以及评估主体针对气候相关重大风险和机遇而调整其规划、商业

模式和运营的能力。

核心披露内容方面 IFRS S2和 IFRS S1一样，分为了治理、战略、

风险管理以及指标和目标四个主体框架，有所不同的是，IFRS S2围

绕企业如何度量、监测、和管理显著的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对披露

内容作了细化要求，包括将气候相关风险分为了实体风险和转型风险。

实体风险可以是包括极端气候事件（如飓风和洪水）在内的突发

气候风险，也可以是表现为海平面上升和平均温度升高等的慢性气候

风险。

转型风险指的是公司在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面临的风险，可

能由政策或法律因素引发，也可能由监管、技术、市场、公司声誉等

不确定性因素引发。

关于行业特定指标信息，ISSB面向 11个大类、68个细分行业提

出了行业特定披露要求，和 SASB标准的行业分类相比，ISSB认为

消费品、金融、食品与饮料、卫生保健、以及服务业中有 9个细分行

业暂无适用的行业特定披露要求。



IFRS 可持续披露准则未来展望

IFRS S1和 IFRS S2虽然都沿用了 TCFD框架，但在部分细节上

仍有区别。例如针对范围 3的相关披露， TCFD 建议应用“避风港原

则”，即尽职免责，鼓励企业自主进行披露，而 ISSB要求所有公司需

要披露范围一、二、三的温室气体排放。此外，ISSB还明确要求集

团公司需要披露所有的合资公司、子公司和附属公司的减排目标与相

关数据。

近年来，极端天气的频发引发全球各国对气候变化的极大关注，

已有多个国家制定了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具体时间和计划。企业可持续

发展披露热度逐渐增加，资本市场对企业在环境、社会和治理（ESG）

的相关信息披露也提出迫切的需求。但由于目前全球还未制定统一的

信息披露标准，企业的披露难度较大。

此次 ISSB的成立，以及推动发布的首套国际可持续信息披露准

则也将有助于树立 ESG相关信息披露的标杆，提升企业可持续信息

披露的准确度与透明度。此前，香港交易所在 2021年 7月已经提到

了未来采用 ISSB的可持续发展披露准则的可能性。鉴于 IFRS, ISSB

的国际影响力以及全球对于气候信息披露的关注，我们也相信这份指

南的出台也将帮助企业进一步提升内部治理水平，挖掘减排潜力，更

好助力《巴黎协定》目标的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