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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7 号——可持续发展报告（试行）》

起草说明

为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规范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相关信息

披露，引导上市公司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推动上市公司高质量

发展，本所制定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7 号——可持续发展报告（试行）》（以下简称《指引》），

适用于本所主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现将主要制定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背景和总体思路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积极稳妥推进

碳达峰碳中和”“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等。近年来，本所深

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先后发布《深市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白皮

书》《深市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白皮书》，分享深市上

市公司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实践及优秀案例，引导上市公司强化

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意识，积极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共建可持

续发展良好生态。2022 年度，本所共 800 余家上市公司披露了

社会责任报告、ESG 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披露的主动性不断

提高，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质量不断提升。

为助力构建符合中国国情、规范统一的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



— 2 —

信息披露规则体系，《指引》在制定过程中坚持以下总体思路：

一是坚持实事求是。充分考虑上市公司发展阶段和披露能力，通

过强制与自愿披露相结合、定性与定量披露相结合、设置过渡期

和缓释措施等，兼顾成本的可负担性。二是坚持系统思维。助力

上市公司构建完善的可持续发展相关治理机制，明确以“治理—

战略—影响、风险和机遇管理—指标与目标”为核心要素的披露

框架，以更好的内部治理、具体行动带动高质量的信息披露。三

是立足中国国情。总结现行境内外披露制度和优秀实践，参考国

家标准、行业规范，积极吸收国际有益经验。立足我国资本市场

实际情况，设置乡村振兴、创新驱动等具体议题，充分体现我国

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优先关注。

二、主要内容

《指引》共 6 章 63 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相

关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完善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要求。其

中，第一章（总则）和第二章（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框架）为一

般要求，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分别为环境、社会、可持续发

展相关治理三个维度的具体披露要求，第六章为附则和释义。主

要内容如下：

1.报告主体及披露时间。报告期内持续被纳入深证 100、创

业板指数样本公司，以及境内外同时上市的公司应当按照《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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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披露《可持续发展报告》，本所鼓励其他上市公司自愿披露。

《可持续发展报告》应当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 4 个月内按照

《指引》规定编制并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披露，且披露时间应当

不早于年度报告，报告主体和报告期间应当与年度报告保持一致。

2.双重重要性原则。上市公司应当结合自身所处行业和经营

业务的特点等情况，在《指引》设置的议题中识别每个议题是否

预期在短期、中期和长期内对公司商业模式、业务运营、发展战

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融资方式及成本等产生重大

影响（财务重要性），以及企业在相应议题的表现是否会对经济、

社会和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影响重要性），并说明对议题重要性

进行分析的过程。

3.重要议题披露框架。拟披露的可持续发展议题具有财务重

要性的，公司应当结合“治理—战略—影响、风险和机遇管理—

指标与目标”四个核心内容进行分析和披露，对公司仅具有影响

重要性的，应当按照《指引》对具体议题的相关规定进行披露，

以便于投资者、利益相关者全面了解上市公司为应对和管理可持

续发展相关影响、风险和机遇所采取的行动。

4.应对气候变化披露要求。上市公司除按照《指引》第二章

的规定披露应对气候变化相关治理，战略，影响、风险和机遇管

理，指标与目标等内容外，还应当进一步披露气候适应性、转型

计划、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减排措施、碳排放相关机遇等事项。

本所鼓励有条件的公司披露温室气体范围 3 排放量、采用情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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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等方式进行气候适应性评估、聘请第三方机构对温室气体排放

等数据进行核查或鉴证等。

5.环境信息披露要求。除应对气候变化议题外，环境信息披

露一章还设置了污染物排放、废弃物处理、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

性、环境合规管理、能源利用、水资源利用、循环经济等重要议

题，上市公司应当根据其是否属于环境信息依法披露企业或者其

生产经营对环境的重大影响情况，按照《指引》规定披露相关信

息。

6.社会信息披露要求。《指引》第四章设置了乡村振兴、社

会贡献、创新驱动、科技伦理、供应链安全、平等对待中小企业、

产品和服务安全与质量、数据安全与客户隐私保护、员工等重要

议题。上市公司应当根据《指引》规定，披露相关议题所涉及的

影响、风险和机遇、公司采取的具体措施、取得的具体成效等内

容。

7.可持续发展相关治理信息披露要求。上市公司应当积极将

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公司治理的各项制度和流程，进一步健全和

完善公司治理机制，鼓励披露识别和应对可持续发展相关负面影

响和风险的尽职调查情况。此外，公司应当披露与利益相关方的

沟通情况、反商业贿赂及反贪污、反不正当竞争相关情况。

8.过渡期安排。按照《指引》规定应当披露《可持续发展报

告》的上市公司应当在 2026 年 4 月 30 日前发布按照《指引》规

定编制的 2025 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上市公司应当提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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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相关技术、数据和内部治理等工作安排，本所鼓励其他上市公

司自愿披露。

9.缓释措施。首个报告期上市公司无需披露相关指标的同比

变化情况；对于定量披露难度较大的指标，可进行定性披露并解

释无法量化披露的原因，前期已定量披露相关指标的除外。

三、征求意见及采纳情况

2024 年 2 月 8 日，秉承“开门立规”原则，本所就《指引》

向社会公开征求了意见。截至 2 月 29 日征求意见期结束，本所

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共收到反馈意见 80 余份，意见内容主要涉

及报告披露时间、议题索引、强制披露主体范围等方面。本所对

反馈意见进行逐条分析、充分讨论，采纳了优化章节结构及体例、

增加议题索引表、放宽可持续发展报告披露时间等意见。同时，

对于部分暂未采纳的意见，后续将视市场发展情况进一步研究考

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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