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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 研究基金会：

本报告为 2023 年 IMA 中国专项研究基金支持项目，IMA 研究基金会致力于资助最新管理会计和财务管

理主题领域的前沿研究。同时为进一步推动管理会计发展，促进中国管理会计人才的培养，深度加强中美

双方之间学术领域的沟通与交流，IMA 中国专项研究基金于 2019 年启动，用于鼓励中国学术专家们持续

开展更多具有高水准和前瞻性的管理会计相关的学术研究项目。

关于 IMA 中国研究基金相关信息，请访问 www.imachina.org.cn/fund_projects.html

IMA 管理会计师协会（The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ccountants, 简称 IMA®）成立于 1919 年，

是全球领先的国际管理会计师组织，为企业内部的管理和财务专业人士提供最具有含金量的资格认证

和高质量的服务。作为全球规模最大，最受推崇的专业会计师协会之一，IMA 恪守为公共利益服务的

原则，致力于通过开展研究、CMA 认证、继续教育、相关专业交流以及倡导最高职业道德标准等方式，

转变传统财务领域的思维模式，服务全球财务管理行业，从而推动企业优化绩效，成就个人职业发展。

IMA 在 150 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规模超过 140,000 名 CMA 考生及持证者，以及 300 多个分会和精英俱

乐部。IMA 的总部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蒙特维尔市，将全球划分为四个区域，美洲、亚太、欧洲以及

中东 / 印度，提供本地化服务。

了解详情，请访问 IMA 管理会计师协会网站 : https://www.imachin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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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总结

ESG，是环境因素（Environmental）、社会因素

（Social）及治理因素（Governance）三英文单

词首字母缩写。这是一种关注企业环境、社会、治理绩

效而非财务绩效的投资理念和企业评价标准。环境标准

考虑公司如何保护环境，包括应对气候变化的公司政策；

社会标准考察公司如何处理与员工、供应商、客户以及

公司运营所在社区的关系；治理涉及公司的领导层、高

管薪酬、审计、内部控制和股东权利。  

ESG 评估公司实现社会目标的程度，超越了传统公

司的使命。2022 年 2 月，欧洲理事会通过《企业可持续

发展报告指令》，将可持续发展报告的披露主体扩大到

欧盟所有大型企业和上市公司，对企业披露 ESG 信息提

出具体要求。由此，欧盟有望成为全球首个采用统一标

准披露 ESG 报告的发达经济体。

在我国，国务院国资委于 2022 年 5 月公布的《提

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工作方案》亦明确提出，“贯

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探索建立健全 ESG 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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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践中，我国企业

的 ESG 认知和实践受地域发展水平、行业所处阶段、组

织文化氛围、组织领导风格等多种因素影响。本次研究

的成果旨在理解典型行业和组织，在 ESG 理念推广和具

体实践方面的实际情况；为“中国本土企业治理变革和

ESG 实践”提供决策支持；同时关注 ESG 大环境下，

财务领域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以及每个财务人在这个时

代背景下所需的突破方向和角色转型。

IMA 管理会计师协会近年来持续开展多项可持续发

展领域的研究。为了深入了解 ESG 在国内外理论发展与

实践情况，IMA中国于2023年与业内专家组成研究小组，

深入研究中国企业，尤其关注制造行业对 ESG（环境、

社会、公司治理）的理解、实施情况以及面临的挑战和

困难。

调研结果显示，中国的企业对 ESG 概念的理解还处

在起步阶段，其知识和技能的提升是当前中国本土 ESG

实践的关键。在所有行业中，大部分企业认同 ESG 会对

财务工作产生重要影响，但也指出实施 ESG 的主要难点

包括缺乏 ESG 专业人才、缺乏上下游的支持以及缺乏政

策 / 经济支持。这些挑战阻碍了企业深入进行 ESG 实践。

在制造业中，受访者面临的问题与其他行业相似，

但由于制造业的特性，其 ESG 实践具有独特之处。例

如，制造业在实践 ESG 时，将更多的关注点投入到组织

文化与员工工作环境的打造上。此外，由于制造业受上

下游供应链影响较大，制造业企业在实施 ESG 措施时，

最大的难点在于“如何得到上下游企业对于 ESG 实践的

支持”。因此，制造业在 ESG 实践中的关键在于“在组

织内部达成各方对于 ESG 意见的统一”。

此外，报告还发现，受访者普遍认为“ESG 能力”

在个人职业规划中的重要性，但究竟如何提升这种能力，

多数人并无清晰规划。八成以上的受访者认为 ESG 能力

是他们个人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愿意投入一定的

时间和精力进行 ESG 能力的学习和提升。然而，当被问

及 ESG 能力提升的重点和关键路径时，大多数受访者均

无法明确自身需要的提升重点。

这些发现表明，要推动 ESG 在中国的实践，首先

需要传递准确而全面的 ESG 知识体系和价值定位，帮助

更多的人对自身的ESG能力提升形成清晰的规划。同时，

企业需要解决 ESG 实践中的各种挑战，包括人才、资源

和支持等问题，以实现 ESG 的深度应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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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研问卷的基本情况

问卷自 2023 年 3 月 23 日起通过 IMA 邮件系统和官方微信公众号发放，历时 2 个多月，共收集有效问卷 227 份。

1.1. 受访者的行业分布

图 1：受访者的行业分布

图 2：受访者所在企业的年营业收入规模

受访者所属行业如图 1所示。所属行业最多的为制造业，共 68家，占比 30%；其次为房地产建筑业及商业服务业，

各占比 13%。其中有 22 家（占比约 10%）受访者对其企业所属行业选择了“其他”选项，主要包括了教育行业、

农林牧渔业等细分行业。由于本研究重点关注制造业企业的 ESG 实践状况，这样的企业样本分布对于本次研究是较

为理想的。

1.2. 受访者所在企业的年营业收入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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