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回收物收运车来到厦门市湖里区金安社区

野全国首宗冶屡次落地
厦门垃圾分类和野双碳冶工作紧密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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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新增额外
强制性披露要求

2024年 4月 12日，沪深北
交易所发布《上市公司可持续发

展报告指引》（以下简称《指

引》），系统规范上市公司可持续

发展报告相关披露要求。随着

《指南》的正式发布，以《指引》为

强制性和底线要求、《指南》为参

考性规范和典型实践推荐的上

市公司可持续信息披露规则体

系初步形成。

具体看，《第一号 总体要求

与披露框架》侧重于对开展报告

编制工作提供细化指导，包括议

题识别和重要性分析的工作步

骤，如何建立可持续发展治理架

构、信息报告和监督机制，开展

“四要素”分析的参考方法或示

例，报告整体框架和具体议题的

参考披露体例等。

《第二号 应对气候变化》结

合“应对气候变化”的议题特点，

提供了气候相关影响重要性和

财务重要性评估方法及流程、气

候相关情景分析的主要步骤与

分析方法、核算温室气体排放量

的流程和方法等参考，并结合

“四要素”披露框架明确了 22项
具体披露要点。

《指南》以《指引》为基本框

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示工作

流程及报告披露要点，为上市公

司编制可持续发展报告提供参

考，不在《指引》之外新增额外强

制性披露要求，不增加上市公司

披露负担。

ESG评级水平
总体提升

业内人士认为，可持续披露

规则日趋完善，助力上市公司评

级提升与投资吸引力增强。《指

引》《指南》的发布起到了良好的

示范和引导效应，已经有部分上

市公司参照《指引》要求披露可

持续发展报告，ESG评级水平总
体提升。

还有不少上市公司反映，在

ESG 报告编制过程中充分参考
了《指引》相关内容，为评级提升

奠定了坚实基础。

业内人士认为，相关制度规

范性要求的不断提高，正在督促

引导上市公司可持续信息披露

质量的提升，对于进一步提升上

市公司的 ESG评级、提高上市公
司的投资价值、吸引长期投资者

的作用已越来越显著。

在规则推动下，A股上市公
司 ESG国际评级显著提升，被评
为国际领先水平的公司数量不

断增加。

在政策持续引导下，A 股市
场出现了一批稳定披露可持续

发展报告的优质公司，持续扩大

国际影响力。2024 年，共有逾
2200家上市公司披露了 2023年
度可持续发展报告或社会责任

报告。 渊据叶中国证券报曳冤

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编制指南出炉

蓝色桶多了，橙色桶少了，

垃圾分类更精准了———这是厦

门开展精细化垃圾分类工作以

来，许多社区居民最深的感受。

在思明区宏益大厦生活垃圾投

放点，小区居民李晓榕惊奇道：

“蓝色可回收物桶竟然变成数量

最多的了！”面前整齐排列的 15
个垃圾桶中，有 6个蓝桶、5个绿
桶、3个橙桶、1个红桶。她感叹，
以前出门扔垃圾，其他垃圾最

多，大部分都扔进橙桶，后来认

真分类可回收物，感觉其他垃圾

变少了很多，“可回收利用的东

西太多了，都能扔进蓝桶。”

蓝桶数量的变化，正是厦门

形成“垃圾分类+减污降碳”良性
循环的直观体现。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

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

长，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全

国首批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

城市，近年来，厦门持续开展精

细化垃圾分类，完善低值可回收

物回收利用体系，推动垃圾分类

碳减排量交易成功落地，将垃圾

分类低碳减排融入大型赛事以

及生活日常中的方方面面……

如今，已经逐步探索形成了一套

垃圾分类减污降碳协同创新的

“厦门模式”，进一步促进垃圾分

类减污降碳工作的良性循环，形

成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推动的

良好局面。

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的重要孕育地和先行实践地，厦

门敢于先行先试，勇于探索创

新，将推进垃圾分类和“双碳”工

作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提高生活

垃圾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水

平，生活垃圾清运量增长率由

2017 年的 7%降至目前的 1%左
右，回收利用率由 25%上升到
54%左右，资源化利用率由 44%
提升到 90%左右，垃圾分类工作

连续 24个季度全国第一，为“无
废城市”建设和绿色低碳发展提

供了坚实支撑。

野全国首宗冶屡次落地
探索形成野厦门模式冶

碳交易，指的是在碳市场中，

买家通过支付一定金额给卖家，

从而获得一定数量的二氧化碳排

放权。垃圾分类碳交易，就是将垃

圾分类对减少碳排放的贡献，转

化为肉眼可见的“收益”。在生活

垃圾“分类、收集、转运、处置”的

全过程系统治理中，垃圾分类对

减少碳排放、支撑循环经济发展

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更是减污降

碳、协同增效的重要切入口。

2024年 1月，全国首宗垃圾
分类碳减排量交易项目在厦门

湖里金安社区落地，同年 10月，
全国首宗低值可回收物分类碳

减排量交易成功落地集美信毅

社区，为引导社区减污降碳、践

行绿色低碳等提供新思路；同年

12月，全国首宗生厨余垃圾分类
及就地资源化利用碳减排量交

易在翔安新圩面前埔村成功签

约，创新打造了“‘双碳’目标+垃
圾分类+乡村振兴”的厦门样板。

一系列垃圾分类碳交易成

功落地厦门，表明我市在生态文

明建设中，将碳达峰、碳中和战

略纳入整体规划。这些努力不仅

有效提升了城市的生态环境质

量，也为全国乃至全球的可持续

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模式。

碳交易野点废为金冶
减污降碳良性循环

纵观多笔在厦落地的垃圾分

类碳减排量交易，通过碳交易“点

废为金”，厦门进一步完善了“垃

圾分类+减污降碳”的良性循环。

为探索垃圾分类“厦门模

式”领跑全国的密码，2024年 8
月，中宣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采访活动走进湖里区金安社区

和厦门低值可回收物分拣中心，

多家央媒通过专题报道，展现厦

门绿色低碳助力高质量发展的

思路举措、实践成果和典型经

验。2024 年 11 月 25 日的央视
《新闻联播》，也以“减污降碳协

同创新 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为

题，以报道集美区碳减排量交易

为例，宣传了厦门在加快推进绿

色低碳发展中的亮点做法。

在湖里区金安社区和集美

区，垃圾分类碳减排量交易不仅

推动了垃圾分类实效转化为碳资

产，获取相应的资金收益，还将所

得收益反哺于社区，用于绿色低

碳治理项目，并为居民购买更多

公共服务，引导社区居民践行绿

色生活理念，建立起“以绿色交易

促进社区垃圾分类”新模式。

经过多年努力，翔安面前埔

村也成功走出了“生厨余垃圾分

类及就地资源化利用发酵制成有

机肥还田”的创新之路，碳减排量

交易所产生的收益，通过多种补

助形式正向反馈给农户，形成可

持续激励，实现良性循环；所打造

出农村垃圾分类推动农业绿色低

碳高质量发展的创新管理模式，

也成功实现减污降碳和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的有效协同。

完善回收利用体系
垃圾分类融入生活

垃圾分类与绿色生活、绿色

消费、绿色生产密切相关。在 1月
5日举行的 2025建发厦门马拉松
赛中，现场产生的 4.96吨一次性
纸杯、塑料包装等废弃物，赛后由

环卫部门统一收运处理，送到厦

门低值可回收物分拣中心加以循

环利用。在这条厦门马拉松最美

赛道上，绿色低碳新时尚贯穿始

终：赛前推出文明参赛倡议，号召

跑者践行垃圾分类，选择可循环

利用产品；起点设置“旧衣回收

处”，回收的旧衣经统一处理实现

二次循环；赛道沿线增加垃圾投

放点，加强垃圾分类引导，加大清

运作业保障力量……

这些都离不开厦门市创新

建立的低值可回收物回收体系。

近年来，厦门积极推动生活垃圾

资源化利用提质增效，末端处理

系统不断迭代升级，进一步促进

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发展，如全国

首个低值可回收物分拣中心成

功启用以来，不仅加快厦门发展

方式绿色转型，也为垃圾分类减

污降碳协同创新“厦门模式”赋

能添翼。目前，厦门低值二期项

目建设正有序推进。该项目将采

用迭代升级后的技术装备，设计

年处理能力约 10万吨。
渊据叶厦门日报曳冤

1月 17日袁在证监会指导下袁沪深北交易所正式发布叶上市公司
可持续发展报告编制指南曳渊以下简称叶指南曳冤遥 首批叶指南曳包括野总
体要求与披露框架冶野应对气候变化冶两个具体指南袁结合上市公司重
点难点问题和现阶段实践袁为上市公司提供细化工作指导遥

沪深北交易所将在证监会统筹下袁 根据市场需要推进其他重要
议题指南的制定工作袁并持续总结上市公司最佳实践袁不断增强规则
的适应性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袁助力上市公司高标准的实践与高质量
的披露遥

冶

厦门新港广场垃圾投放点袁居民准确投放垃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