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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报告准备 
亚太强制性可持续发展报告系列：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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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报告是实现社会、经济

和环境成果的政策杠杆。为准备可

持续发展报告，企业首先需要加大

关注业务影响、风险和治理。

基于已有报告基础，但涵盖新数据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制度，

内容纷繁复杂，范围不断扩大。可持续发展报告要求强制披

露，需要与财务报告一样严谨，同时备受瞩目。首席财务官

（CFOs）在可持续发展报告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不仅应将

其视为另一项遵从法规的实践，更可以此作为推动积极变

革的机制，助力优化业务决策，提高整体业绩，实现更广泛

的收益。

本系列报告分为三篇，聚焦可持续发展报告编制和商业价

值创造机遇，探索首席财务官应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和采取的

行动。

整个亚太地区都在推行强制性可持续发展报告，但各国的要

求和时间线不尽相同。到2027年，大多数地区都将实施财务

和非财务信息披露要求（图1）。在此之外，许多企业还需符合

国际可持续发展报告要求，如欧盟《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

令》（CSRD）。报告要求大多从气候信息披露着手，但披露范

围正逐步扩展至许多其他社会和环境领域。

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备受瞩目。尽管法规规定可持续发展报

告是企业领导层和董事会的责任，但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对

公众、投资者和利益相关者也越来越重要。调研显示，45%的

企业将可持续发展视为其总体战略的驱动力，85%的企业已

增加可持续发展投资，因此，企业需对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影响

和绩效有清晰的认识i。

主要挑战

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需要与年度财务报告编制一样严谨的准

备过程。因此，财务部门在可持续发展报告中发挥主导作用。

德勤全球范围内ESG报告对标调研显示，越来越多的首席财

务官对可持续发展报告担起责任，32%的企业由首席财务官

负责，16%的企业由首席财务官和首席可持续发展官共同负

责ii。有鉴于此，首席财务官面临多重挑战，不仅要应对复杂经

济形势和处理繁多优先任务，还需在短时间内实现全新领域

的合规。

企业在可持续发展报告准备中所处阶段不尽相同，但大多需

要提升可持续发展技能和意识、数据获取能力及相关的治理

能力。这就需要对人才、数据和系统进行前期投资，建立起高

质量、可重复的报告能力。对于财务部门而言，这些早已轻车

熟路。

首席财务官需要把握契机，切实发挥全局统筹作用，推动可持

续发展报告纳入业务治理，同时聚焦创造价值的最终目标。

i.  德勤，《2024首席高管可持续发展调研报告》

ii. 德勤，《2024 ESG报告对标调研》

图1：亚太地区可持续发展报告推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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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可持续准则理事会（SSBJ）自愿披露准则

CRD范围3温室气体排放

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

香港交易所气候相关信息披露

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第1号和第2号

与ISSB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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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准则1（CS1）

BRSR核心框架

韩国金融服务委员会（FSC）准则推迟至2026年之后实施

SSBJ强制披露准则

逐步推行强披露——未来的ISSB准则

企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报告（BRSR）

与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 TCFD）保持一致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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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挑战

首要问题是什么？ 首席财务官应重点关注什么？

企业适用哪些报告要求？

大型企业可能需要遵从不同国家和标准下的制度。首席财务

官需要了解影响企业的不同要求及其生效时间和适用情形，

还需洞悉不同制度之间的共同点以加快合规进程。客户和供

应商可能面临类似要求，或许需要共同识别并分享可持续发

展数据。这些互动需要多方考量综合部署，但也为可持续发展

合作伙伴生态圈深化协作创造了机遇。

谁是这场变革的引领者？

可持续发展报告要求实施在即，明确可持续发展报告议程的

负责人及执行人至关重要。报告合规涉及的多个领导者可能

对重点议程和行动方向有着不同的理解（图2）。即使首席财

务官不是主导者，其视角也不可忽视。妥善应对这些挑战，合

理部署有关人员，建立定期沟通机制，方可统筹推进议程并明

确执行风险。

我们助力全球各地企业应对可持续发展报告挑战，发现在建

立有效报告机制上存在三大共同薄弱点：

•	 满足人才和技能需求：60%的企业并不确定履行可持续

发展报告义务的人员需求规模，而确定人员需求规模的

企业预计人员将会增加一倍iii。此外，数据、财务和可持

续发展领域技能差距显著，企业对可持续发展报告要求

不熟悉。

•	  完善符合要求的治理和控制：提升可持续发展报告和绩

效的透明度及监管水平，需要采取更加成熟的、之前没

有建立的控制措施。可持续发展报告标准也要求企业能

够证明其已将可持续发展报告融入业务治理流程和业务

决策。

•	 明确并管理数据要求：确保数据可用性、一致性及管理错

综复杂的数据要求是大多数企业面临的主要挑战。如果企

业需要跨部门跨地域整合新的数据和信息要求，挑战会

进一步升级。企业需要明确所拥有的数据及其质量水平

和使用方式，还需要评估其管理数据复杂性和自动化的能

力以实现高效、一致的报告。

好消息是许多企业都可以在现有人才、流程和架构的基础

上，通过精准提升关键技能来满足新需求；另一些企业可能

需要克服旧系统的限制。明智之举则是以现有的财务、风险

管理和战略能力为依托，在可持续发展报告的新环境下进行

应用。

图2：可持续发展报告利益相关者的不同诉求

部分企业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业务愿景和战略的核心，为引领

可持续发展转型奠定坚实基础；另外一些企业则以实现合规

为首要重点。现今，32%的企业将可持续发展报告视为其战略

的驱动力，而53%的企业认为可持续发展报告主要是为实现

合规iv。

挑战显而易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战略重点的前瞻企业能够

创造长期价值和竞争优势，而仅将可持续发展视为合规实践

的企业或许只能望尘莫及。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企业能否转型，

而是如何快速转型占领先机。

结合人工智能（AI）与专家

评估，应对可持续发展报告

复杂挑战

德勤是可持续发展领域公认的领先者，一位全球客户

希望德勤助其加速为强制性可持续发展报告做好准

备。为评估准备就绪度，客户首先需要了解不同地区

的报告要求和期望。我们利用德勤SustainNext™工
具，基于《欧盟可持续发展报告准则》（ESRS）、《国

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第1号》（IFRS S1）和《国

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第2号》（IFRS S2），对客

户当前信息披露进行差距评估。SustainNext™结合生

成式人工智能（Gen-AI）分析和德勤专家评估，根据

各项报告要求明确信息披露工作，从而推动客户报告

准备进展，包括考虑数据、技术、流程改进和控制完

善、财务影响和系统升级等工作流。

客户故事

iii. 德勤，《2024 ESG报告对标调研》

iv. 德勤，《2024 ESG报告对标调研》

许多企业的总法律顾问和首席风险管理官也会参与可持续发展报告并提出其他考量事项

法规错综复杂

人才不足

可持续发展报告流程不成熟

存在其他优先事项

期望高企，关注度高

利益相关者协调

价值驱动力不清晰

聚焦合规

法规错综复杂

期望高，关注度高

人才有限

专家需求增加

交付模式复杂

数据可用性

数据成熟度低

数据架构复杂

存在其他投资重点

首席财务官 首席战略官 首席可持续发展官 首席技术官

“我需要确保可持续信息披露 
    合规、可信且与年度财务报告 
    相联系。”

“我需要从投资者、客户和团队 
    的视角，努力提升可持续发展 
    绩效。”

“我需要解读可持续发展报告 
    新规，并在实现合规和可持 
    续发展雄心之间达到平衡。”

“我需要确保可持续发展数据 
    的可获取性和准确性。”

关键利益相关者是否达成了共识？

董事会、潜在投资者和客户都将密切关注可持续发展报告，让

利益相关者参与进来并推动达成共识至关重要。对部分企业

来说，可持续信息披露将是其首次如此详细地讨论气候变化

相关风险和机遇。因此，沟通方式也很重要，需要多加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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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哪里开始行动？ 联系人

亚太地区企业面临不同报告要求和转型成熟度。首席财务官

现阶段首先可开启如下重要行动：

• 清楚了解所处阶段以及所有相关制度和考量下的特定信息

披露要求

• 明确数据、人才和流程方面存在的差距以及提升可持续发

展报告能力需要采取的行动

• 对内审视现有能力和流程，对外借鉴最新的领先实践并视

需要寻求专家支持

• 制定逐步从实现合规转向创造价值的计划，并将可持续发

展报告融入企业决策和业绩评估

本系列的第二篇报告将探讨企业提升可持续发展报告能力的

重点关注领域。

随着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目标监管

要求日益提升和可持续发展投资

热情不断高涨，编制符合鉴证要求

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势在必行。

这需要与有效财务部门同样程度的审慎和控制措施。为可持

续发展报告打下正确的基础将是提升商业价值的第一步；通

过巩固和强化这些基础，企业不仅能实现合规，也能为实现长

期更宏大的可持续发展目标铺平道路。

Will Sy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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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德勤ESG报告对标调研

本调研中，我们对全球范围内19位客户开展调研，透过企业在ESG报告方面的实践、采

取的举措和面临的挑战，重点分析关键市场趋势。此外，我们还对14个德勤项目团队

进行访谈，全方位了解企业在ESG报告方面所面临的挑战。

本报告聚焦企业面临挑战的六个ESG信息披露主题和四个重点领域。

德勤2024首席高管可持续发展报告

本报告基于2024年5月和6月期间KS&R公司代表德勤对2,103名首席高管进行的调

研。调研采用双盲方式进行，确保对受访者与研究者的公正性和保密性。调研涵盖来

自27个国家的受访者，其中46%来自欧洲/中东/南非，17%来自北美，9%来自拉丁美

洲，28%来自亚太地区，并覆盖所有主要行业领域。此外，KS&R和德勤还对全球行业

领导者进行了一对一访谈。

局限性

尽管我们尽一切努力确保数据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但也必须承认存在某些局限性。客户

和高管的选取固然严谨，但可能无法完全覆盖每个行业或地区的多样化视角。此外，虽

然调研严格遵循了双盲过程，但可能仍然存在固有偏见，导致研究结果受到影响。我们

已在数据分析和解释中充分考虑这些局限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