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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上市公司“领衔”ESG信息披露

从多方统计情况来看，披露ESG报告的A股公
司数量今年有望再创新高，央企则将首次实现披露
“全覆盖”。

“438家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将于今年实现
ESG信息披露的全覆盖，国资委研究中心正在做披
露指引研究。”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衣学东早前公开
表示。数据显示，已披露ESG报告的864家A股上市
公司中，近六成为国有上市公司。其中，银星能源、
东华科技、中远海科、龙源技术等为首次披露。

2022年5月，国资委发布的《提高央企控股上
市公司质量工作方案》明确指出，推动更多央企控
股上市公司披露ESG专项报告，力争到2023年相关
专项报告披露“全覆盖”。由此，央企ESG信息披露
正式迈入“强制披露”时代。

“从央企开始逐步推进ESG报告披露工作是一
个正确方向。”有机数科技公司执行总裁、联合创始
人胡若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领先的可持
续发展解决方案金融科技公司，有机数的产品便包
括ESG企业评级环境模型等。

在胡若菡看来，以国家整体发展为导向的央

企，更追求长期目标，与ESG有着天然的契合性。
而规模相对庞大、多为行业“领头雁”的央企对ESG
报告的披露，有助于改善本身ESG情况的同时，也
会影响并促使更多企业重视ESG情况并加强披露。

“ESG风险管理及披露，越来越受到监管部门
的重视与实际的推进。”在刘春蕾看来，近年来，监
管要求在小步快跑，先后在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年
报/半年报披露准则、科创板ESG信息披露要求、注
册制信息披露要求、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办法、ESG
合规与ESG报告披露要求等方面迎来新进展。

就目前A股已披露ESG报告的企业行业分布
来看，遍布28个申万一级行业。其中，化工、医药
生物、机械设备、公用事业、电子等行业公司较多。

“碳与节能减排”指标披露更量化

记者对多家上市公司2022年社会责任报告/
ESG报告“环境”相关内容梳理发现，环保处罚、环
保投入、节能减排情况、低碳目标等多次被提及。
“2022年A股ESG报告披露要求方面，环保处罚在
年报中要求强制性披露，碳与节能减排属于鼓励性
披露内容。”刘春蕾说。

多家公司的社会责任报告/ESG报告显示，全年
未发生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事件，未受到相关
环保处罚。罗牛山、国机精工、软控股份、利亚德、
火炬电子等均对此有明确表述。如软控股份表示，
2022年公司各项安全、环境和职业健康指标完成较
好，未发生安全事故、未发生环境污染事件和环保
处罚、未出现急性中毒和职业病案例。

“整体来看，A股公司的ESG报告正从‘定性
式’向‘定量化’披露转变。”谈及ESG报告披露要
求趋势时，胡若菡说道。

比如，碳排放这一指标披露内容逐渐细化，从
早前仅模糊表示“在做”，到现在越来越多公司在披
露碳排放范围1——直接排放、碳排放范围2——间
接排放的基础上，也对碳排放范围3——其他间接
排放内容有所披露，对年总排量、减排量、能源利用
率提升带来的减排量等进行详细披露，碳排放、碳
中和目标也更为清晰。

记者注意到，多家上市公司已明确披露公司全
年环保投入金额。其中，华菱钢铁、北部湾港、北新
建材等公司全年环保投入高达上亿元，也使得其自
身取得了颇为亮眼的节能降耗“成绩单”。

如华菱钢铁2022年环保投入达18亿元。节

能降耗方面，公司充分利用余热余压资源，减少
能源放散损失，对老旧发电机组进行升级改造，
全年资源循环利用自发电量超89.06亿千瓦时，实
现高炉煤气零放散、减少热能损失2960万吉焦、
节约标准煤消耗101万吨、减排二氧化碳量260万
吨以上。

多家公司的碳达峰、碳中和“路线图”也日渐
清晰。如洛阳钼业2022年与国际知名可持续发展
咨询机构合作，制订了“洛阳钼业碳中和路线
图”。公司计划通过“高效节能—电动化替代—可
再生能源—末端碳捕集”这一综合方案逐步实现
碳中和，并承诺将投入不少于15亿美元。

去年已在四个运营地厂区开展推广试点双汇
发展，则从公司用能结构着手，以数据统计、测算和
内部核查为起点，计划逐步利用生物质能源部分替
代化石类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综合利用、引入节能
项目等方式，探索多效并举的双汇发展碳中和实施
路径。

建议尽快出台强制性披露指引

谈及目前A股ESG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刘春
蕾指出，A股ESG信息披露还没有证监会或者交易
所的强制性指引，很多公司依据不同的ESG信息披
露标准或者指引进行披露，导致披露报告“五花八
门”，实际上难以被再次利用。对投资人来说，实现
可比性比较困难。

具体来看，由于A股尚无明确细致的ESG信息
披露指引，很多披露都属于定性披露，具体数据较
少，或者未以表格等醒目方式披露，不易进行收录
判断。同时，A股ESG信息披露目前仍以PDF报告
为主，尚未像财报那样提供标准化的数据交换格式
文件，导致在进行分行业或跨行业对比时，需要耗
费较多的时间和精力。

“证监会或交易所应尽快推出与国际标准互通
的ESG强制性信息披露指引。”刘春蕾建议。

这一观点与胡若菡的想法不谋而合。“要做到
准确、全面、充分的ESG信息披露，需要监管顶层设
计的推动。”胡若菡表示，期待监管对ESG信息披露
框架出台更清晰的指引。

更清晰的披露指引有望在推动企业“定量化”
披露的同时，帮助企业整体梳理风险并预警，以便
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最新消息显示，央企控股
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指引有望下半年出台。

据《上海证券报》

从最新数据看，贵州茅台、宁德时代、泸州老
窖、五粮液、药明康德仍为公募基金前五大重仓
股，AI相关概念股金山办公等获公募大幅增持，
并三年来首次进入公募基金前十大重仓股。

此外，三六零、昆仑万维、润泽科技、汤姆猫、
万兴科技、优刻得、新国都、汉得信息、掌阅科技、
英威腾、华天科技等也蹭上AI热度而获公募不同
程度增持，进入新增前20大重仓股之列。

贵州茅台继续占据重仓股“宝座”
金山办公新进前十

白酒龙头贵州茅台一直是公募基金的“心头
好”，今年一季度也继续占据公募基金头号重仓
股“宝座”。据天相投顾统计，截至一季度末，纳
入统计的4686只积极投资偏股型基金中，共有
1333只基金重仓持有贵州茅台，相比去年底减少
了104只，合计持有5526.55万股，持仓市值达到
1005.83亿元，贵州茅台也是主动权益基金一季度
唯一一只持仓市值超过千亿元的个股。

作为最近几年新能源板块中动力电池“龙头”
宁德时代，此前一度超越贵州茅台，一季度紧随
贵州茅台，继续位列主动权益基金第二大重仓
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共有1004只基金重仓
持有宁德时代，持股数量超过1.85亿股，持仓市值
超过749.21亿元。

从一季报披露情况，公募基金一季度持仓基
本保持稳定，前五大重仓股中，除了贵州茅台、宁
德时代之外，泸州老窖、五粮液继续稳居第三、第
四大重仓股。

今年医药板块走出一波三折，公募基金也
在一季度持续加码医药龙头，药明康德仍位居
第五大重仓股。截至一季报，持有药明康德的
基金数量从去年底的311只降至一季度末的261
只，一季度末持股数达到3.59亿股，持仓市值为
286.08亿元。

今年以来，AI概念站上风口，前十大重仓股
中，金山办公取代中国中免，新进前十大重仓
股。除此之外，海康威视、洋河股份新进前二十
大重仓股，爱尔眼科、比亚迪则退出前二十大重
仓股。

多只AI概念股大获增持
新能源相关个股则被大幅减持

前50大重仓股代表了主动权益基金“重兵布
阵”的方向，增减持前50大重仓股则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出公募基金对后市的看法。

今年一季度以来，我国经济开局良好，复苏的
步伐不断加快，A股市场也对此作出积极反应。
一季报显示，公募基金也大力加仓疫后复苏品种
和硬科技，增持力度居前度个股也多数属于软件
及服务、元器件、信息技术等板块。

从“增持前50大重仓股”来看，积极投资偏股
型基金对金山办公的增持力度最为明显，合计增

持市值超过134.18亿元，位居公募基金增持榜首
位，持股比例也从三季度末的 6.31%上升至
6.68%。从股价走势上看，金山办公搭上AI的顺
风车，今年以来强势上涨66.43%。

截至一季度末，公募基金还增持海康威视市
值达109.58亿元，泸州老窖、科大讯飞均获增持超
80亿元，中微公司获增持56.67亿元。

而从另一维度“新增前50大重仓股”来看，公
募基金对三六零合计持有市值超36.65亿元，位居
公募基金新增前50大重仓股首位，持股比例为
2.86%。作为AI概念股，今年以来三六零股价累
计涨幅153.52%。此外，昆仑万维、润泽科技、汤姆
猫、万兴科技、优刻得、新国都、汉得信息、掌阅科
技、英威腾、华天科技等一众AI概念股也大获增
持，位于新增前20大重仓股之列。

而从减持市值前五十大重仓股名单上看，亿
纬锂能、比亚迪、隆基绿能、天合光能等多只新能
源个股被大幅减持，此外，紫光国微、中国中免、
万科A、宁波银行、立讯精密、招商银行、金地集
团、中航重机、阳光电源等位于减持前列，涉及医
药、银行、地产等领域。其中，亿纬锂能、紫光国
微、中国中免、比亚迪均被公募基金减持超100亿
元，万科A、宁波银行被公募基金减持市值也超过
70亿元。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板块
受公募基金青睐

从整体行业配置上看，公募基金配置较为
稳定，部分一季度表现强势的板块整体增持力
度明显。

制造业依然最受公募基金青睐，据天相投

顾数据统计，权益基金持有制造业的市值超
过 2.76万亿元，占净值比例高达 51.26%，位列
第一。

权益基金对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金融业持有市值分别达到 3632.77亿元、
1172.47亿元，占净值比例分别达到6.75%、2.18%，
位列公募基金行业配置第二、第三名。

一季度，权益基金对批发和零售业、卫生和
社会工作、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农、林、牧、渔业等小幅增持，对科学研究
和技术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小幅
减持有一定影响，因此租赁进展较为缓慢。对
此，外部管理机构已优化了租赁佣金政策，加大
了招商条件的弹性和市场推广力度，并已书面洽
谈和储备了一定数量的租户。

华安张江REIT基金管理人在一季报中也表
示，将敦促和协同外部管理机构，在未来通过控
制租户的面积占比、丰富租户面积结构和产业结
构、调整大租户扩租面积到期时间等合理租控措
施，以避免较短时间周期内集中产生到期面积和
退租面积的情况发生，力争维持基础设施项目经
营表现的稳定，使华安张江REIT更具备长期持有
和投资的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4月基金管理人发布的
相关公告，华安张江REIT拟通过扩募方式购入张
润大厦项目。业内人士认为，若持有人大会审议
通过、扩募项目实施完成，华安张江REIT将获得
新的稳定现金流资产，补充基金的可分配收益，
同时也将提高华安张江REIT的投资分散度，一定
程度上降低经营风险，有利于基金获得更加稳健
的运营表现。

据《中国基金报》

贵州茅台“稳坐”头号重仓股 AI股获公募增持
4月25日，据中国黄金协会最新统计数据显

示，2023年一季度，国内原料黄金产量为84.972
吨，与2022年同期相比增产1.571吨，同比增长
1.88%，其中，黄金矿产金完成66.506吨，有色副
产金完成18.466吨。

另外，2023年一季度进口原料产金29.901
吨，同比增长24.41%，若加上这部分进口原料产
金，全国共生产黄金114.873吨，同比增长6.92%。

在消费端，2023年一季度，全国黄金消费量
291.58吨，与2022年同期相比增长12.03%。其
中：黄金首饰189.61吨，同比增长12.29%；金条及
金币83.87吨，同比增长20.47%；工业及其他用
金18.10吨，同比下降16.90%。

对此，中国黄金协会分析称，随着疫情影响
逐步消退和一系列促消费政策落地显效，消费者
消费意愿有所提升，一季度黄金消费恢复态势明
显，尤其2、3月份黄金消费量增速明显加快。

同时，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3月份金银珠
宝零售成为社会消费品增长幅度最快的品类。
受益于避险需求的增加，金条及金币消费也实
现大幅增长。国内金价的持续上涨，导致工业
用金需求恢复缓慢。

值得注意的是，2023年一季度，疫情对全球
经济的影响逐步消退，但地缘政治格局动荡，单
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世界经济增速放缓、通货
膨胀预期挥之不散，黄金价格被推升至历史最
高水平。

“经济衰退担忧与美联储政策宽松预期推
动，伦敦金一度涨至2048.8美元/盎司（453元/
克）。”方正中期期货稀有贵金属研究中心史家亮
4月24日在研报中分析，未来随着联储政策宽松
预期兑现，经济衰退担忧加剧以及避险需求等
因素影响，黄金刷新历史新高可能性依然较高。

3月底，伦敦现货黄金定盘价为1979.70美
元/盎司，较年初上涨7.40%，一季度均价1889.92
美元/盎司，较上一年同期上涨0.68%。上海黄金
交易所Au9999黄金3月底收盘价440.74元/克，
较年初上涨 7.24%，一季度加权平均价格为
420.10元/克，较上一年同期上涨9.92%。受汇率
变化影响，国内外黄金均价增幅差异较大。

国内资本市场层面，2023年一季度，上海黄
金交易所全部黄金品种累计成交量双边1.16万
吨（单边0.58万吨），同比增长20.72%，成交额双
边4.84万亿元（单边2.42万亿元），同比增长
31.10%；上海期货交易所全部黄金品种累计成交
量双边2.52万吨（单边1.26万吨），同比增长
7.48%，成交额双边9.35万亿元（单边4.67万亿
元），同比增长11.24%。一季度，国内黄金ETF持
仓规模略有下降，共减持0.82吨，截至3月末，国
内黄金ETF持有量约50.60吨。

此外，2023年一季度，全球央行维持对黄金
的净买入。中国人民银行自2022年11月至2023
年3月连续五个月增持黄金，其中一季度合计增
持黄金57.85吨。截至3月底，我国黄金储备达
到2068.38吨。 据《21世纪经济报道》

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
同比增长1.88%

“披露ESG信息的A股公司数量逐年
增多。”谈及近年来的变化，长期跟踪上市公
司环境信息披露状况、致力于推动环境信息
公开的民办非企业单位青悦环保创始人刘
春蕾向记者直言。

据从事创新ESG数据驱动可持续发展机
会研究的有机数科技公司的统计，截至4月
23日晚，已有864家A股上市公司披露2022
年年度社会责任报告/ESG报告，近六成为国
有上市公司；其中，128家为首次披露。

据记者梳理，围绕“环境”这一关键词，
多家上市公司在报告中对公司环保处罚、环
保投入、节能减排绩效/成果等情况进行了披
露，并制定了企业碳排放目标、规划出路线
图。但就披露内容来看，目前并未有严格的
定式。业内专家建议，尽快推出与国际标准
互通的ESG信息披露指引，让上市公司有所
遵循，强化预期，规范披露。

央企带头，864家A股公司晒ESG“成绩单”

从一季报披露情况，
50大重仓股反映出公募
基金核心配置，增持前
50大重仓股更能反映出
公募基金的最新偏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