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2029年中国ESG行

业研究与未来发展趋势报告

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中国产业研究报告网 编制
www.chinairr.org



一、报告报价

《2023-2029年中国ESG行业研究与未来发展趋势报告》信息及时，资料详实，指导性强，具

有独家，独到，独特的优势。旨在帮助客户掌握区域经济趋势，获得优质客户信息，准确、

全面、迅速了解目前行业发展动向，从而提升工作效率和效果，是把握企业战略发展定位不

可或缺的重要决策依据。

官方网站浏览地址：http://www.chinairr.org/report/R13/R1302/202309/22-565196.html

  产品价格：纸介版9800元  电子版9800元  纸介+电子10000元

  订购电话: 400-600-8596  010-80993936

  传真: 010-60343813

  网址:  http://www.chinairr.org

  Email: sales@chyxx.com

  联系人：刘老师 陈老师 谭老师

特别说明：本PDF目录为计算机程序生成，格式美观性可能有欠缺；实际报告排版规则、美观。

http://www.chinairr.org/report/R13/R1302/202309/22-565196.html


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ESG是英文Environmental（环境保护）、Social（社会责任）和Governance（公司治理）的首

字母缩写，是一种关注企业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公司治理等非财务绩效的投资理念和企业

评价标准。投资者可以依据对被考察企业的ESG评价，评估其投资行为和企业在促进经济可

持续发展、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贡献。 

在全球&ldquo;碳中和&rdquo;的大背景下，ESG投资基金成为新的投资热土。国内公募基金也

加速布局ESG投资，推进ESG在国内的投资实践。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UN PRI）是责任投

资领域一个重要的国际组织，旨在帮助投资者理解ESG议题对投资价值的影响，并支持各签

约机构将ESG融入投资战略、决策和积极所有权决策过程中，让投资活动更符合社会的广泛

利益。截至2022年8月24日，中国内地已有109家机构签署PRI。其中74家为投资管理机构，包

括20家公募基金管理人。 

截至2022年10月9日，ESG相关公募基金产品共1026个，其中ESG主题基金存续产品共141只（

另有10只待成立，1只已终止），除未披露规模产品之外，净值总规模达到人民币2094.52亿元

；泛ESG公募基金存续产品共885只（另有10只待成立，47只已终止），产品净值总规模达到

人民币13,632.08亿元。ESG主题银行理财产品存续产品共136只（另有4只待成立，24只已终止

），除未披露规模产品外，ESG主题银行理财产品净值总规模达到人民币951.96亿元。 

2022年6月1日起，《企业ESG披露指南》团体标准（T/CERDS 2-2022）正式实施，由中国企业

改革与发展研究会、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牵头起草，并联合包括国家能源投资集团、中国移动

、蚂蚁集团等在内的数十家标准研制单位共同推出。该披露指南以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

为依据，从环境、社会、治理三个维度构建企业ESG披露指标体系，共包括3个一级指标，10

个二级指标，35个三级指标和118个四级指标，并包含标准的范围，引用的文件，术语定义，

披露原则，指标体系，披露要求、形式和应用，以及责任与监督共计7个主要部分。企业可选

择根据全部或部分指标进行披露。该披露指南的发布为企业开展ESG披露提供基础框架。 

产业研究报告网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ESG行业研究与未来发展趋势报告》共九章。首先

介绍了ESG的相关概述，接着分析了可持续金融的发展、ESG的发展环境，然后分别介绍

了ESG发展情况、企业ESG投资的发展、银行业ESG投资的发展、基金业ESG投资的发展，随

后介绍了国内ESG领域重点银行经营状况，最后对ESG的未来发展前景和趋势进行了科学的预

测。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中央银行、自然资源部、国家发改委、产业研究报

告网、产业研究报告网市场调查中心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丰富，

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贵单位若想

对ESG投资有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ESG相关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参



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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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1　2021-2022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速度 

图表22　2022年规模以上工业生产主要数据 

图表23　2011-2021年全国人口数及自然增长率 

图表24　202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速度 

图表25　202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主要数据 

图表26　2021-202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速度 

图表27　202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主要数据 

图表28　2020-2021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数与中位数 

图表29　2021-2022年全国及分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增速 

图表30　2021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及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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