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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与金融科技赋能 ESG 

胡滨 

 

⚫ ESG 理念将环境、社会等非利润目标纳入考量，平衡了企

业利润最大化决策的弊端，在为市场外部性导致的资源配

置扭曲纠偏的同时，还可以为经济主体提供和公平竞争与

分配更为兼容的激励机制，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 金融科技助力数字社会和数字政府、智慧城市建设，在加

强投资者教育和提升金融素养方面作用突出。金融科技与

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的深度融合不仅为金融机构开展绿色

金融业务带来效率、成本、安全和数据真实性等方面的改

善，而且也能为金融监管在 ESG 标准推广和激励考核等方

面提供更加高效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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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科技为 ESG 数据生态系统的构建提供底层支撑，但数

据问题是核心痛点。ESG 数据采集难度大、绩效评估和考

核认定难、以及难以实时监测把控风险。金融科技可协助

构建 ESG 数据生态系统，在数据采集、数据验证、数据识

别、数据评估、数据使用、数据交易等方面发挥基础作用。 

 

作为复杂经济社会环境下对传统股东价值最大化公司

治理模式的反思，将环境、社会、治理（ESG）理念纳入企

业绩效考量已经成为全球公司治理新趋势。尽管 ESG 理念获

得普遍认同，但由于政治经济体制、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的

差异，不同国家和地区关于 ESG 的具体指标与评估方法并无

一致意见。英国《金融评论》（Review of Finance）刊登的

最新研究显示，国际主要评级机构的 ESG 评价结果存在相当

大的差异。显然，ESG 理念的最终落实与企业所处的时代背

景和外部环境密切相关。面对数字经济以及金融科技的蓬勃

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下对 ESG 理念的内涵进行界定

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式现代化赋予 ESG 理念新的内涵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这一伟大历史进程构成了 ESG 理念在中国推行

的宏观背景。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它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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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这也赋予了 ESG 理念新的内涵，体现出更多的中

国维度。 

ESG 理念是复杂经济体运行的重要调节机制。ESG 理念

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传统股东价值最大化公司治理模

式背后的完全市场假设与充斥外部性的现实世界不符。党的

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

国 14 亿多人口实现现代化将是人类发展史上一件前所未有

的大事。这样一个规模巨大经济体的现代化过程涉及复杂多

样的经济与社会关联，不可能依靠简单利润导向的分散化决

策获得全局最优，ESG 理念也相应成为其中重要的调节机制。 

ESG 理念有助于平衡经济激励与共同富裕目标。基于要

素边际贡献获得报酬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激励机制，它使

得经济组织和个人有意愿将资源配置到能够获得最大收益

的地方并且积极地参与经济活动。但这一激励机制的副作用

是财富积累的不平衡和对物质利益的过度追求，而正如党的

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

现代化，需要坚决防止两极分化。在这一层面上，将环境、

社会等非利润目标纳入考量的 ESG理念对于利润最大化决策

能发挥很好的平衡作用，它在为市场外部性导致的资源配置

扭曲纠偏的同时，还可以为经济主体提供和公平竞争与分配

更为兼容的激励机制，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ESG 理念需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党的二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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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同样，源于西方社会的 ESG 理念要在中国获得深

入发展，也必定要积极地嵌入中国的文化环境，实现理论与

实践的本土化。中华传统文化里的中和中庸、厚德载物、讲

信修睦、崇礼尚义等观念与 ESG 理念是高度一致的，并且已

经深刻地融入诸多中国企业的经营决策之中。ESG 理念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和互补将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ESG 理念须更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中国式现

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内在要求。这一指导思想说明了 ESG 理念中的环境

因素对于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而报告中提出的“加快发

展方式绿色转型”“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提升生态

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

和”等工作，也在各类 ESG 评价指标体系中得到了体现。要

使 ESG理念更好地适应中国式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需

求，还要在环境层面的标准上作更为周密细致的考虑。 

ESG 理念需要贡献中国智慧和体现大国担当。中国是负

责任的大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就意味

着在推动践行 ESG 理念的过程中要更多地体现大国担当。

2018 年以来，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基金会一直积极倡

导制定全球 ESG 标准体系，虽然历经波折但目前已经取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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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性进展，相关工作得到了 G20 及世界主要国家的认可。

在此项工作的推动和实施过程中，中国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

作用，不仅推动相关标准尽快落地实施，同时也积极倡导国

际标准与中国及世界各国国情相结合。中国应更加积极地参

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讲

好 ESG 的中国故事，向世界提供践行 ESG 理念的中国示范样

本和解决方案。 

二、数字经济发展凸显 ESG 理念的重要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并

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根据 2021 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的数据，

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特别是新冠

疫情暴发以来，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在支持抗击新冠疫情、

恢复生产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作为一种颠

覆性创新，数字技术尤其是金融科技显著改变了经济运行的

模式与市场结构。首先，数字技术极大地降低了商品生产和

交付的边际成本，从而产生了极强的规模经济效应。在边际

成本趋于零的情况下，即使是极低的价格也可以凭借巨大的

客户规模而产生巨额的利润，从而催生所谓的“长尾经济”。

其次，基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运用，数字经济中

的生产商能够以极低的成本实现产品的定制化，甚至为每个

消费者提供其专属的产品。这种极端的定制化模式一方面提

高了客户黏性，另一方面也规避了市场竞争，使得生产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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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每个消费者而言处于相对的垄断地位。最后，通信成本

与搜索成本下降带来的“去中介化”与“再中介化”催生了

许多新的商业模式，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双边与多边市场平

台。在这类平台上，不同市场端主体的利益由于网络效应而

密切相连，平台则不仅向各方主体收取费用（或发放补贴），

还要对其行为进行监管。这种部分一体化的商业合作模式给了

平台超出一般企业的权力，也使得其经营决策变得更为复杂。 

数字经济带来的上述变化处于不同的维度，但它们有一

点是相同的，就是使得经济极大地偏离了传统股东价值最大

化公司治理模式所依据的完全市场假设。鉴于新的技术条件

和复杂的市场结构，在数字经济中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公司决

策不仅对全社会不是最优的，而且可能对于公司股东利益而

言也不是最优的。在某些情况下，从企业利润视角出发的决

策不仅会损害消费者利益，还会挑战社会伦理与国家安全，

如目前已经引起广泛关注的数字鸿沟、消费者隐私保护、数

据安全问题，等等。使情况更为复杂的是，由于资源约束与

理论准备上的不足，政府监管并不足以纠正数字经济下的市

场失灵。在这一背景下，通过企业的内生动力来矫正利润动

机引致的决策扭曲、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就成为了经济治理的

一个重要方面，而践行 ESG 理念的意义也由此更为凸显。在

新的经济舞台上，ESG 理念将是游戏规则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也是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一个关键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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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融科技赋能 ESG 理念的实践路径 

作为中国数字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金融科技行业，在经

历了高速发展和规范治理后，已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再结

合中国超大的市场规模、超大的用户群体及广泛丰富的应用

场景，必将使金融科技成为践行 ESG 理念的重要推动力。 

金融科技与绿色金融、普惠金融深度融合。众所周知，

“双碳”目标的实现需要更多适合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模式予

以支持，这都需要夯实技术和数据底座。金融科技在绿色金

融领域有丰富的应用场景，不仅为金融机构开展绿色金融业

务带来效率、成本、安全和数据真实性等方面的改善，而且

也能为金融监管在 ESG标准推广和激励考核等方面提供更加

高效的支持。基于金融科技的绿色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可以助

力金融机构在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供应链金融、绿色

风险投资、绿色票据、ESG 基金等诸多业务场景中实现绿色

识别、碳核算、碳评级的落地。同时，在 ESG 理念指引下的

普惠金融也应该更加强调科技属性，进一步拓展服务的深度

和广度，提升服务的便利性和公平性，保障消费者的数据隐

私和信息安全。例如，网商银行利用人工智能和卫星遥感技

术开发“大山雀”系统为种粮大户提供春耕免息贷款服务，

就是金融科技与助农兴农深度融合的典型案例。 

金融科技在加强投资者教育和提升金融素养方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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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一方面，发挥数字技术优势，赋能投资者教育，有助

于投资者金融素养和金融意识的快速培育，大幅提高了投资

者教育的质量。另一方面，通过金融科技规范金融产品销售

环节行为，提高信息披露的有效性，可以优化金融消费者的

投诉和纠纷处理机制。目前，大多数金融机构的公众号或小

程序均已设置了投资者教育基地栏目，部分金融机构通过视

频平台开设投资者教育课程，还有部分金融机构 App 直接上

线了人工智能理财助手，极大地提高了投资者教育的质量和

效率。 

金融科技助力数字社会和数字政府、智慧城市建设。目

前，通过金融科技平台可以开展公积金缴纳、买药看病、税

务申报、生活缴费、民政服务以及教育培训等便民服务和政

务管理活动，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政府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务效

力。特别是在新冠疫情防控过程中，金融科技在精准化的涉

疫数据应用、数字化消费券发放以及小微企业数字化应用等

方面作用凸显，为建设数字社会、数字政府、智慧城市贡献

了力量。 

金融科技为 ESG 数据生态系统的构建提供底层支撑。阻

碍 ESG 理念落地的一个核心痛点是数据问题。一是 ESG 数据

采集难，包括数据维度叠层、数据体量庞大、数据来源分散、

数据结构复杂，以及存在大量非结构化的数据。二是 ESG 的

绩效评估和考核认定难。三是 ESG的实时监测和风险监控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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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自然语言处理、知识图谱、智慧建模等技术，金融科技

可协助构建 ESG 数据生态系统，在数据采集、数据验证、数

据识别、数据评估、数据使用、数据交易等方面发挥基础作

用。例如，新加坡金管局专门成立了 ESG 影响中心，以金融

科技赋能高质量、可信的 ESG 数据生态系统建设，这可以为

我国基于金融科技的 ESG 支持提供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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