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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所发布2025年1月1日生效的新的气候资料披露要求的谘询总结

2024年4月19日，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联交所）就谘询期已于2023年7月14日结束的谘询文件
建议的优化环境、社会及管治框架下的优化气候相关披露规定刊发谘询总结。有关谘询文件的摘
要，请参阅易周律师行2023年5月的法讯。

自2025年1月1日起，新增规定将载于《主板及GEM上市规则》附录C2，并更名为《环境、社会及
管治报告守则》（简称ESG守则）。为促进新规定的实施和理解，联交所亦发布了实施指引，纳入
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委员会（ISSB）的汇报原则，并为上市公司制定了说明性示例和逐步的工作流
程。 

采用ISSB标准 

自谘询文件发表以来，ESG汇报和气候相关资料披露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2023年6月，ISSB最终
确定了ISSB气候准则和ISSB一般准则（连同ISSB气候准则，简称ISSB准则），并于2023年7月得到国
际证监会组织的认可，敦促其成员管辖区考虑采用这些标准。此外，国际审计及保证标准委员会于
2023年8月启动了关于国际可持续核证聘用准则5000的谘询，旨在提高投资者对可持续发展报告的信
心。2024年2月，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IFRS）发布了ISSB实施指引概览，建议加强气候资料披
露，并根据市场层级和里程碑分阶段实施。

自绿色和可持续金融跨机构督导小组1及行政长官在《2023年施政报告》发布公告后，香港采用2023
年6月刊发的ISSB准则，并作出适当修订，以配合香港的绿色金融环境，以加强其可持续金融生态系
统。2024年3月，香港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发表声明，指定香港会计师公会（HKICPA）为香港可
持续发展报告的标准制定者。在香港会计师公会制定本地可持续发展披露标准之前，联交所的谘询
总结将是加强香港上市公司ESG报告监管的第一步。  

联交所敦促上市公司参考ISSB气候准则的实施指引，以及附录A和B所载的定义和应用指引。指引深
入解释了新的气候规定、相关的测量方法和适用的实施宽免。在ESG守则第8段，联交所澄清，上市

1 督导小组于2020年5月成立，由香港金融管理局和证监会共同领导。成员包括环境局、财经事务及库务局、会计及财务汇报局、香
港交易所、保险业监管局及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News/Market-Consultations/2016-Present/April-2023-Climate-related-Disclosures/Consultation-Paper/cp202304.pdf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News/Market-Consultations/2016-Present/April-2023-Climate-related-Disclosures/Conclusions-Apr-2024/cp202304cc.pdf
https://www.charltonslaw.com.cn/xiang-gang-lian-jiao-suo-jiu-huan-jing-she-hui-ji-guan-zhi-bao-gao-de-qiang-zhi-xing-qi-hou-pi-lu/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Environmental-Social-and-Governance/Exchanges-guidance-materials-on-ESG/guidance_enhanced_climate_di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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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如已按照ESG守则的规定进行强制性披露，亦可遵循其他国际ESG报告指引。遵循ISSB准则的
ESG报告将被视为遵守ESG准则的D部，其中将包含新的与气候相关的披露。2 上市公司须指明已纳
入ESG披露要求的地方，例如以参考表格的形式。

有关ISSB气候准则下的气候相关披露与ESG守则C部强的披露要求之间的直接比较，请参阅谘询总结
附录V。

实施时间表

考虑到所收到的回应，以及ISSB实施指引概览建议根据上市公司的规模、交易量及流动性分阶段
实施，交易所决定采用以下分阶段方法来实施ESG D部的规定。“大型股上市公司”是指在紧接有关
ESG报告的报告年度之前的一年内，作为恒生综合大型股指数成分股的上市公司。 

范围1和范围2温室气体排放披
露

范围1和范围2温室气体排放以外的
披露

大型股上市公司

强制披露
（2025年1月1日或之后

开始的财政年度）

• 「不遵守就解释」: 2025年1月1日
或之后开始的财政年度

• 强制披露：2026年1月1日或之后
开始的财政年度

主板上市公司
 （大型股上市公司除外 ）

「不遵守就解释」
（2025年1月1日或之后开始的财政

年度）
GEM上市公司 自愿披露（2025年1月1日或之后开始

的财政年度）
  
鉴于截至2023年12月31日，大型股上市公司（不包括根据ESG守则无须发布ESG报告的二级上市公
司）占香港上市公司总市值约64.05%，占今年迄今香港上市公司平均每日交易量的46.41%，联交所
相信，大型股上市公司有足够资源，可带头遵守经修订的ESG守则下的新披露规定。大型股上市公
司应注意，根据ESG守则第17(2)段及相应附注，即使它们其后不再符合大型股上市公司的资格，它
们仍须遵守强制性披露规定。

「重要性」的定义

目前，董事会认为对投资者和利益相关者重要的事项可以被视为通过了“重要性”门槛。一些回应人
士认为，“重要性”门槛应限于财务重要性，以与国际会计准则下的状况保持一致，或者采用双重重
要性方法，包括对公司财务价值和经营活动的影响。联交所拒绝修改“重要性”范围的建议，理由是
它认为目前的定义已足够广泛，足以涵盖财务重要性的门槛。然而，交易所澄清，上市公司必须披
露可能在短期、中期或长期内合理影响其现金流、融资渠道或资本成本的与气候相关的风险和机会
的资料。联交所亦邀请上市公司采用双重重要性原则，以满足投资者的需要。

对谘询建议的回应 

为落实以下建议，我们将在加强的气候相关披露制度下，对ESG守则作出相关修订和补充。

1. 将气候相关披露提升至强制性 

联交所提议强制上市公司披露气候变化相关资料，而不是要求它们「不遵守就解释」，这一提议得
到了广泛支持。如上所述，联交所将分阶段实施，以方便顺利过渡到新规定和任何未来的香港准

2 ESG守则第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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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这种方法还可以缓解人们的担忧，即对中小型上市公司来说，加强与气候相关的资料披露在时
间和资源方面过于繁重。「不遵守就解释」的原则让上市公司有更多时间为相关披露做准备。然
而，联交所强烈敦促上市公司提供尽可能多的资料和披露，并开始审查其现行制度，为未来的香港
准则做准备。

联交所亦会落实若干实施方面的宽免措施，概述如下表：

合理资料宽免 能力宽免 商业敏感宽免 财务影响宽免
所有与气候相关机
遇有关的段落

见附录C2第20段
附注 2。 

识别气候相关风险
和机遇

见附录C2第20段
附注 1(a)。

厘定价值链范围 见附录C2第21段
附注。

量化现有及预计财
务影响

见附录C2第25段
附注4（仅限估计
财务影响）。

见附录C2第25段
附注3及5。

编备预计财务影响
披露资料

见附录C2第25段
附注 2。

见附录C2第25段
附注 2。 

使用气候相关情景
分析

见附录C2第26段
附注。

见附录C2第26段
附注。

范围3温室气体排
放计量方法、输入
数据及假设

见附录C2第29段
附注 1。

计算与气候相关转
型风险、气候相关
物理风险及气候相
关机遇有关的跨行
业指标特定跨行业
指标类别的指标

见附录C2第32段
附注。 

• 合理资料宽免–根据这一宽免，上市公司只有在资料是合理可获得和可支持的情况下，以及在汇
报之日无需付出不必要的成本或努力即可获得资料的情况下，才需要进行披露。

• 能力宽免–上市公司在准备有关气候相关情景分析和预期财务影响的披露时，可根据在特定时间
点的可用技能、能力和资源来限制其披露。

• 商业敏感宽免–如果(i)与气候相关机遇的资讯尚未公开，则不强制完全遵守披露要求；(ii)披露
该等资讯会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在追求该机会时本可获得的经济利益；以及(iii)上市公司不可能在
不严重损害上述经济利益的情况下，以使上市公司达到披露要求的目标的方式披露该等资讯。3 

根据ESG守则第16段，联交所鼓励选择“解释”选项或上述其中一项实施豁免的上市公司亦披露其工
作计划，包括拟备相关资料的进度及时间表。

管治  

2. 推出新的气候相关管治披露  

大部分回应人士支持联交所建议在ESG守则内增加条文，以厘清董事会、委员会及管理层的角色。
3 详情请参阅实施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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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做的目的是帮助管理层关注与上市公司有关的气候问题，从而使投资者能够评估上市公司是
否有能力应对与气候相关的重大风险和机遇。交易所将在ESG守则中实施与ISSB气候标准类似的措
辞，该标准规定管治机构和管理层负责监督与气候相关的风险和机遇。这些责任也应在适用职权范
围、权力、职责描述或其他相关政策中加以规定。4 联交所注意到，根据ESG守则第13段，上市公司
已被要求就上市公司的ESG披露发布董事会声明。为避免重复，联交所表示，只需要一套完整的披
露即可符合ESG守则第13段和第19段的规定。 

策略  

3. 气候相关风险与机遇的披露   

联交所还将要求披露与气候相关的风险和机遇，因为它们可能对上市公司的业务模式、战略和现金
流、融资渠道和资本成本产生重大影响，所有这些对投资者做出投资和投票决定都至关重要。联交
所认为，这亦有助促进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并使上市公司可根据所发现的风险及机遇，修订业
务模式及发展计划。

考虑到所收到的反馈意见，联交所亦会对有关气候相关风险披露的原始建议作出若干修订：

• ESG守则第20(a)段–须披露其「合理预期可能在短期、中期或长期影响发行人的现金流量以及
融资管道和资本成本」的风险。采纳《〈国际财务报告准则S2号〉行业披露指南》中所定义的行
业披露主题（如适用）。

• ESG守则第21段–上市公司还必须披露对上市公司「业务模式和价值链」的影响，并描述上市公
司的「业务模式和价值链」中这些风险和机遇集中的地方。根据实施指引，价值链通常是指与报
告实体的业务模式及其运营的外部环境相关的所有交互、资源和关系。

• ESG守则第20及21段附注–如上所述，联交所亦会就识别气候相关风险及确定价值链范围的披露
提供合理的资料豁免。 

另一方面，联交所亦会强制披露气候相关机遇的实际及潜在影响，但须作出以下修订：

• ESG守则第20(a)段–不应只披露与气候风险相对应的气候机遇，而应披露可能影响上市公司短
期、中期或长期现金流、融资渠道或资本成本的潜在气候相关机遇。采纳《〈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S2号〉行业披露指南》中所定义的行业披露主题（如适用）。 

• ESG守则第21(b)段–将需要描述上市公司的业务模式和价值链中与气候相关的风险和机会集中
在哪里。

• ESG守则第20段附注1–合理资料宽免也将适用于与气候相关的机遇披露。

• ESG守则第20段附注2–商业敏感宽免也将适用于不公开的、具有商业敏感性的资料。

4. 披露气候相关风险与机遇时披露跨行业及行业指标 

正如ESG守则第41段所述，上市公司必须考虑采用跨行业及行业指标，因为这些指标可以反映上市
公司应对气候相关风险或机遇的能力。在讨论相关的气候相关风险时，基于这些指标的披露与定
性资料（如易受气候相关风险影响的商业活动或资产的百分比）相结合，将使所讨论的风险或机
遇更好地可视化。正如ESG守则第28至35段所述，报告某些跨行业指标（如温室气体排放和内部碳
价格）是强制性的，而ESG守则第36段指出，必须考虑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S2号〉行业披露指
南》中定义的披露主题相关的行业指标的适用性。 

4 ESG守则第19(a) 段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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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转型计划–气候相关风险与机遇   

ESG守则将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其对气候相关风险与机遇的应对措施，包括披露以下事项：

i. 上市公司的业务模式、策略及资源分配作出的任何当前或预期的变动；

ii. 适应或减缓工作；及 

iii. 该计划是否旨在实现任何与气候相关的目标。

联交所注意到，并非所有上市公司都有全面的计划，因此只需要一份列出目标、行动或资源的整体
战略计划。这对于让投资者评估上市公司气候变化承诺的可信度和可行性至关重要。    

为了进一步反映ISSB气候标准，交易所将把ESG守则的章节标题从“转型计划”修改为“战略和决策”，
并对以前的建议实施以下修订： 

• ESG守则第22(a)段–披露上市公司在其战略和决策中如何应对和计划应对任何与气候相关风险
和机遇。

• ESG守则第22(a)(iii)段–披露任何与气候相关的转型计划或消极声明。该计划应包括关于在制定
其转型计划时所使用的关键假设以及在制定计划时所使用的依赖关系的资料。

• ESG守则第22(a)(iv)段–披露实现任何气候相关目标的计划。这符合ESG守则第39段的规定，即
上市公司须披露其在未来的ESG报告中所设定目标的进展情况。

6. 气候相关目标 

为促进上述目标，根据ESG守则第39及71至76段，上市公司须根据本地法例披露其与气候有关的目
标，以及任何强制性的温室气体排放目标。特别是，如果上市公司希望申请碳信用额度，则必须单
独披露预期用途、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和净目标等资料。联交所澄清，这些与气候有关的目标并不局
限于ESG守则C部所述的关键绩效指标A1.5（排放量目标）、A1.6（减废目标）、A2.3（能源使用效
益）及A2.4（用水效益）。

此外，联交所将修订ESG守则，明确要求披露某些细节，以便投资者评估上市公司的气候相关目标
和实现这些目标的表现。这些包括：

• ESG守则第37(h)及40(d)段–披露气候相关目标是否(1)根据最新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议；或者(2)采
用行业脱碳方法得出 。

• ESG守则第38段–披露(1)目标本身及设定目标的方法是否经第三方验证；(2)上市公司审核目标
的程序； (3)用于监督达标进度的指标；及(4)对目标的任何修订，并附有相应的解释。

• ESG守则第39段–就每项气候相关目标对上市公司绩效的趋势或变化分析的披露。

• ESG守则第40(e)(iv)段–如果上市公司希望申请碳信用额度，则还必须单独披露有关预期用途、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和净目标的资料(例如，对碳抵消效果的假设)。

联交所提醒上市公司，根据「不遵守就解释」制度，任何不披露气候相关目标的原因都必须披露，
而在工作计划、进度和时间表中进行其他披露是不够的。

7. 已披露计划的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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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必须在其ESG报告中披露其在实现气候相关目标方面的进展，以及先前制定的计划的实施
情况。这将使上市公司的投资者和管理层能够评估其气候相关措施的有效性。就建议的修订而言，
披露进展的要求将移至“策略”部分，而披露上市公司的表现及趋势或变化分析的要求将列于“指标及
目标”支柱下。联交所最初提出的上市公司无需在第一个报告期内进行此类披露的建议也将被放弃。
 
8. 气候韧性

根据修订后的要求，上市公司将被要求进行与气候相关的情景分析，以披露气候变化可能如何影响
其业务运营，其战略和商业模式如何适应气候变化，并明确识别重大的不确定性领域。联交所已根
据ESG守则第26段修订其建议，以遵守ISSB气候标准，并澄清披露单一数量或范围的定量数据均可
接受。

联交所亦会规定，上市公司须进行与气候有关的情景分析，并根据其情况提供足够详细的资料。然
而，一些回应人士担心，由于缺乏共同商定的方法和缺乏资源，这些要求对一些上市公司来说可能
过于繁重。对此，联交所认为，上市公司必须开始使用量化资料来说明潜在的途径和结果，这将提
高上市公司有效应对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能力。因此，联交所将作出以下修订，以增加灵活性，
同时确保披露规定的充分性:  

• ESG守则第26段–上市公司可以选择合理资料宽免和能力宽免，这是须依据上市公司对对其本身
所面对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以及其可用技能、能力和资源的评估来决定。

• ESG守则第26(b)(i)(2)段–披露分析是否涵盖多种不同的气候相关情景。

• ESG守则第26(b)(i)(4)段–披露在其情景中是否使用了与最新气候变化国际协议相一致的情景。

• ESG守则第26(b)(iii)段–披露进行气候相关情景分析的汇报期，因为不需要每年进行这种分析。

• ESG守则第26(b)(i)(7)段–披露分析所涵盖的业务范围，如所涵盖的业务地点和业务单位。

为进一步就气候相关情景分析披露的标准提供指引，联交所在《实施指引》中纳入了有关准备工作
流程的详细资料、某些常用的公开情景、上市公司应选择对比度较高的情景的建议，以及如何进行
情景分析的举例说明。

9. 气候相关风险与机遇的财务影响  

当前财务影响 

联交所将采纳该建议，要求披露与气候有关的风险与机遇的当前财务影响，而拟议的临时披露要求
将被取消。为确保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更生动地呈现给投资者和利益相关者，根
据ESG守则第24段，上市公司必须披露定量和定性(以单一金额或范围表示)的财务影响。符合某些条
件的上市公司也可获得财务影响宽免，例如财务影响不能单独确定，以及编制此类披露的不确定性
很高，所披露的资料将没有参考价值。5 如果采取这种宽免，则必须披露充分的解释、有关财务影响
的定性资料和关于整体综合财务影响的定量资料。6 

为了澄清，此类财务影响应在ESG报告中披露，然而，如果与气候相关的风险或机遇对上市公司财
务的影响是重大的，则此类资料也应在根据适用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中予以处理，7 以及年度报
告和ESG报告的管理层评论部分。

预期财务影响

5 ESG守则第25段附注3
6 ESG守则第25段附注5
7 附录C2第24段附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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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要求在质量上公布预期财务影响的最初建议外，还要求在数量上公布（以单一数额或范围表
示）。为了解决披露预期财务影响可能存在巨大不确定性、挑战和潜在商业敏感性的问题，可采用
合理资料宽免、能力宽免和财务影响宽免来披露预期财务影响。8 联交所亦澄清，上市公司如不具备
提供定量资料所需的技能、能力及资源，可豁免提供定量资料。联交所注意到，由于大多数上市公
司在第一阶段将以「不遵守就解释」的方式提交报告，上述规定不会对资源较少的上市公司造成不
必要的负担。 

风险管理 

10. 披露气候相关风险的风险管理流程

对于气候相关风险，上市公司应当详细披露风险管理流程，包括为识别、评估和管理气候相关风险
所采取的措施。特别是，ESG守则第27段列出了应披露的资料清单，其中包括(1)所使用的输入和参
数；(2)在风险识别阶段是否及如何运用与气候有关的情景分析；(3)如何评估这些风险影响的性质、
可能性和程度；(4)如何监测与气候有关的风险；(5)与上一汇报期相比，风险管理流程是否发生变
化。此外，联交所将修订ESG守则，规定只需要一套符合ESG守则B部及D部相关规定的综合风险管
理披露。上市公司可以参考《实施指引》，以举例说明适当的风险管理流程。   

根据ESG守则第27(b)段，为配合与气候有关的机遇的披露要求，所有上市公司均须披露上述与气候
有关的机遇会的风险管理流程。这一要求属于「不遵守就解释」阶段。

指标及目标     

11. 温室气体排放披露

正如实施指引所述，温室气体排放分为三个范围： 

• 范围1温室气体排放–上市公司拥有或控制的来源所产生的温室气体的直接排放；

• 范围2温室气体排放–上市公司外购或取得之电力、热能、制冷或蒸汽产生的排放；及

• 范围3温室气体排放–与上市公司的活动有关但并非由上市公司拥有或控制的来源排放的所有其
他类型的间接排放。

就范围1及范围2温室气体排放而言，所有主板及GEM上市公司均须根据ESG守则第16及17段披露由
2025年1月1日起每个财政年度产生的绝对温室气体总排放量。这些披露应遵守温室气体协议：公司
会计和报告标准(2004)，除非公司上市的相关交易所另有要求。9 根据ESG守则第29(b)段的规定，测
量温室气体排放时所使用的(i)计量方法；(ii)输入数据；(iii)假设必须披露。特别是对于范围2温室气
体排放，上市公司应使用以地域为基准的方法10，并提供有助于了解其范围2温室气体排放的任何所
需合约文书的资讯。

范围3温室气体排放的绝对总排放数字亦须详细披露。实施指引进一步说明，《温室气体议定书企业
价值链（范围3）会计与报告准则（2011）》列出了15个范围3温室气体排放类别，上市公司必须披
露其测量范围3温室气体排放的类别11，这种选择的基础和价值链中可能影响所选类别的所有重大变
化。联交所注意到持份者的反馈意见，认为这项披露在数据收集和核实方面可能具有挑战性，因此
将提供“合理资料宽免”，并允许上市公司使用其可获得的资讯，而无需付出不必要的成本或努力。12  
如果不同的价值链实体存在不同的汇报期，则可以引用不同汇报期的数据，如果(i)可以使用其他实

8 ESG守则第25段附注2, 3及 5 
9 ESG守则第29(a)段
10 有关以地域为基准的方法计算的详情，请参阅实施指引
11 ESG守则第29(d) 段
12 ESG守则第29段附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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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最新数据，而无需花费不必要的成本或努力来衡量和披露其温室气体排放；(ii)两家公司的汇报
期相同；(iii)两家公司汇报日期之间发生的重大事件和情况变化。13 由于采用了分阶段方法，原先建
议的要求在修订生效之日后的第一和第二个汇报期间作出披露的临时规定将被删除。 

联交所承认，范围3温室气体排放占公司碳足迹的很大一部分。考虑到范围1和第2温室气体的相关数
据是获得范围3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的先决条件，这种方法与分阶段方法相结合，应能使上市公司对其
碳排放有更深入的了解，从而实现可持续性。联交所会继续监察上市公司的披露情况，并会考虑增
加披露义务，特别是在香港准则生效的情况下。    

12. 跨行业指标

跨行业指标是与所有上市公司相关的指标，无论它们处于哪个行业和业务部门。利益相关者普遍支
持实施这些披露，因为它们将使他们能够更好地评估上市公司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程度，提高资本
如何用于气候相关机会的透明度，并表明上市公司执行其气候相关转型计划的承诺。为解决计量、
量化和披露困难的问题，上市公司须披露以下跨行业指标，并可获不同宽免: 

ESG守则第30段 容易受转型风险影响的资产或业务活动的金额及百分比

• 可获得合理资料宽免
ESG守则第31段 容易受物理风险影响的资产或业务活动的金额及百分比

• 可获得合理资料宽免
ESG守则第32段 涉及气候相关机遇的资产或业务活动的金额及百分比

• 可获得合理资料宽免及商业敏感宽免
ESG守则第33段 用于应对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资本开支、融资或投资的金额

• 可获得商业敏感宽免

原建议在上市公司进行量化披露前对跨行业指标进行中期披露的建议也将被取消。

13.  内部碳定价 

根据ESG守则第34段，上市公司必须披露(i)其用以评估其排放成本的每公吨温室气体排放量定
价；(ii)上市公司在决策中如何应用碳定价（例如资本支出决策、研发决策、投资决策、转移定价及
情景分析）。由于现行ESG守则并未强制要求所有上市公司维持内部碳价，尚未维持此类措施的上
市公司将被要求作出否定声明，解释内部碳价尚未用于决策。鉴于内部碳价是衡量碳足迹的财务影
响、提高透明度和问责制的有用工具，联交所鼓励上市公司考虑维持内部碳价。实施指引还解释了
开发内部碳价格的四步工作流程：(1)业务参与；(2)方法设计；(3)推出；(4)监测评价。       
 
14.  薪酬 

根据ESG守则第35段，公司须披露薪酬政策是否及如何考虑气候相关因素，或以其他方式作出适当
的负面声明。联交所澄清，上市公司在制订薪酬政策时并非必须考虑与气候有关的因素，而联交所
亦无意干涉董事会就是否纳入这些因素及该政策所涵盖的人士范围的绝对自由裁量权。然而，联交
所鼓励上市公司订立与气候有关的关键绩效指标，例如业绩、投资、产品、评级及与气候有关的指
标，以激励高级管理层达致与气候有关的目标。虽然没有要求，但也鼓励定量披露与气候有关的考
虑因素有关的薪酬百分比。

13 ESG守则第29段附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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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行业指标

虽然是可选的，但联交所强烈鼓励上市公司披露与其一项或多项业务模式、活动或参与行业的其他
共同特征相关的业指标。14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S2号〉行业披露指南》和其他国际ESG报告框架
规定的行业披露要求提供了各种行业指标供考虑。

其他事项 

实施指引

考虑到许多回应人士要求就披露的格式、如何设定和披露气候相关目标、进行气候相关情景分析的
方法、财务影响的量化指引、范围3温室气体排放的计算，以及进行必要的定性披露的建议步骤等方
面提供实用指引，联交所在谘询总结的同时公布了实施指引。实施指引包含了每一项新的气候相关
资料披露的有用细节，并纳入了ISSB标准。上市公司应参考实施指引，确保资料披露的一致性和准
确性 。

有关 ISSB 最新发展的意见 

关于2023年6月26日公布的ISSB准则最终定稿对联交所所提出建议的影响，一名回应人士对上市公司
根据ESG守则第15段确定其自身报告界限的灵活性是否适用表示关注，因为ISSB准则并未对此作出
规定。联交所的回应是，现行《上市规则》的现行规定不会修订，不过，联交所鼓励上市公司遵循
国际标准，为未来的香港准则做准备。

其他意见 

一些回应人士建议，鉴于国际审计及保证标准委员会最近就可持续发展验证标准的方案征询市场意
见，应在未来两至三年内增加有限验证的ESG验证要求。联交所注意到，由于尚未制订全球公认的
验证标准，现阶段不需要强制性的独立验证。然而， ESG守则第9段鼓励寻求独立验证，以加强所披
露ESG资料的可信度。如常见问题系列18的问题23所述，上市公司应确保验证提供者(i)是独立的第
三方；(ii)在主题事项和验证实务方面具有胜任能力；(iii)将发表一份详尽的书面报告，列出他们的
意见和工作总结等项目。联交所还建议参考核证业务3000的非财务资料鉴证标准。 

回应人士亦建议联交所与香港政府及其他持份者合作，通过建立中央数据库、提供培训、制定可持
续发展分类标准及探讨相关专业人士认证等方式，改善市场基础设施和更广泛的能力建设。联交所
注意到香港正推行多项能力建设措施，包括(i)非上市公司气候和环境风险问卷；15 (ii)温室气体排放
计算和估算工具; 16 (iii)跨界别的绿色和可持续相关资源库；及 (iv) 可持续金融实习计划培训香港人
才 。此外，香港金融管理局刊发了一份关于本地绿色分类框架的讨论文件，以收集持份者对该框架
在香港的发展和应用的意见。17 联交所将继续与其他持份者合作，进一步完善香港的可持续发展框
架，培育ESG人才，并在必要时为董事增加责任保障和强制性气候培训的要求。

14 ESG守则第36段
15 调查问卷参阅 https://sustainablefinance.org.hk/en/data-technology/casg-non-listed-company-questionnaire-on-climate-and-environ-

mental-risk
16 温室气体排放计算工具见 https://sustainablefinance.org.hk/en/data-technology/calculator-for-scope-1-and-scope-2-greenhouse-gas-

emissions-of-a-corporation 温室气体排放估算工具见 https://sustainablefinance.org.hk/en/data-technology/estimator-for-scope-1-
and-scope-2-greenhouse-gas-emissions-of-a-corporation

17 讨论文件参阅 https://www.hkma.gov.hk/media/eng/doc/key-information/guidelines-and-circular/2023/20230530e1a1.pdf

https://en-rules.hkex.com.hk/sites/default/files/net_file_store/HKEX_FAQ_18.pdf
https://sustainablefinance.org.hk/en/data-technology/casg-non-listed-company-questionnaire-on-climate-and-environmental-risk
https://sustainablefinance.org.hk/en/data-technology/casg-non-listed-company-questionnaire-on-climate-and-environmental-risk
https://sustainablefinance.org.hk/en/data-technology/calculator-for-scope-1-and-scope-2-greenhouse-gas-emissions-of-a-corporation
https://sustainablefinance.org.hk/en/data-technology/calculator-for-scope-1-and-scope-2-greenhouse-gas-emissions-of-a-corporation
https://sustainablefinance.org.hk/en/data-technology/estimator-for-scope-1-and-scope-2-greenhouse-gas-emissions-of-a-corporation
https://sustainablefinance.org.hk/en/data-technology/estimator-for-scope-1-and-scope-2-greenhouse-gas-emissions-of-a-corporation
https://www.hkma.gov.hk/media/eng/doc/key-information/guidelines-and-circular/2023/20230530e1a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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