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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绿色债券，15 家企业还是依靠传统融资工具进行，存

在绿色资本总体配置效率偏低的问题，部分高管认为实施

绿色债券的项目后期监控不足，是否真正属于绿色信贷存

疑。究其原因，首先是政府缺少对于相关政策的解读和指

引，绿色的边界界定模糊，同时企业尚缺少这方面的研究

和跟进。其次是实操过程中需要通过选择合适的项目，协

调银行和监管部门及政府等多个参与方利益，多种渠道地

运作，费时费力，投入成本较高，虽然获知有企业成功发

行绿色债券等信息，但是绿色债券整体发展仍处于倡议阶

段，绿色债券发行量偏少，项目披露信息不足，减少了各

界学习借鉴和监督的机会。

3.8� 地方政府对企业环境投资支持不足

采访后发现只有一位高管表示地方政府对企业在环保

投资方面有扶持举措，如企业在环保方面有技术创新可以

向政府申报资金支持，15 家受访企业表示国家出台的环保

补贴政策已有所得税优惠等，企业环境保护和信息披露更

多的是遵从政府的政策和管理要求，重点在执行和达标，

各地区政府的政策支撑力度差异大，8 家企业表示未获得更

多政策的支持。企业的环保投资对于地方经济发展和环境

保护也会带来众多正向作用，因此，地方政府环保投资如

何配置，如何引导企业将更多资金投入到环保领域，以及

政府如何促进企业环保投资占据主体地位，推动企业更好

地承担环境保护的责任义务，以促进地区整体环境保护技

术水平和实施绩效提高还值得深入思考。

4� 总结及建议

如何促使企业主动承担环境保护责任，积极履行减排

义务，提高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是当前贯彻“两山论”建设

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前置环节 [37]。此次采访反映出，企业非

常注重遵守环境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达标要求。随着环保

监管趋严，企业环保投资的需求迅速上升，但部分企业仍

然视披露环境信息为“负担”和“成本”，披露的环境信息

有效性差，产生的价值影响低，尚不足以吸引资本市场更

多的关注，环境信息披露与资本市场配置的良性互动尚未

形成。

（1）完善法规建设，提供环境信息公开编写指南及实

施细则，以利于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政策的落实和评价等。

尽快出台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编写指南及实施细则，形成

统一的框架和体系，对公开的范围、程度等提出具体要求。

可以根据我国实际采取分步走的方式，首先进行非财务环

境信息的公开，条件成熟后推出环境信息公开的具体要求

和指南，支持企业通过环境信用和绿色债券等市场化手段，

促进信息公开发展。

（2）以上市公司环境信息公开工作为契机，推动更多

涉及环境风险的企业发布环境信息公开报告。加强环境信

息披露管理工作，进一步推进规模以上企业进行环境披露，

对不公开信息的企业进行处罚，鼓励更多企业进行披露，

提升披露质量。鉴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建议直接构建统

一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平台，以方便所有利益相关方查询

和监督企业的环境责任履行信息。

（3）提升企业进行环境信息公开的配套能力建设。在

环境信息公开方面，提供有效的政策和披露要求的解读、

能力培训和咨询服务，降低企业操作成本，提升企业主动

公开环境信息的意识和能力，尤其是针对企业高层进行更

具有针对性的培训和宣传，并提升第三方机构报告编制水

平和服务能力。

（4）拓展政府和社会组织对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奖励

形式。支持社会组织广泛参与，通过政府的倡导和更多的

民间评价奖项引起更多社会关注，提高企业的品牌价值，

从而激励企业更好地完成信息公开工作，拓宽共享范围。

鼓励研究机构给予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更有力的技术支持，

并通过市场化的第三方认证等形式提升披露信息的可信度，

从而最终提升整体披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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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n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f Listed Companies: Based on Interview with Execu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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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ecutives’ attitudes of listed companies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disclosure of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corporate executives’ view onthe relationship of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public and law, the treatment of information demand from the 

third parties, selective disclosure,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publicly ability construction, green financing,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vestment,this 

paper conducts interviews with 16 listed company executives involved in the first, second and third industries. It is found that most executives regard the 

demand for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from social third parties as behavior with great potential risks, and non-mandatory disclosure i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selective disclosure of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of listed companies. Enterprises attach importance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vestment, but lack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capacity and weak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n enterprise valu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such as compiling guidelines and implementation rules for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enhancing capacity building for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expanding the forms of rewards for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by government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Keywords: listed company;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information disclosur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vestment; green financ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