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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记者关心的企业披露信息
的真实性问题，李志青表示，虚假信
息的问题在目前的披露指标体系中
并未涉及。“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希望
首先提高环境信息的披露程度，只有
当信息是充分的情况下，进一步甄别
虚假才会有价值。目前我们已经在
设计 2.0 版本的指标体系，其中就包
含了指标间的交叉关系验证，同时结
合企业其他财务和非财务指标来进
一步提高企业披露环境信息的真实
性。”

李志青告诉记者，对企业而言，
合格的环境信息披露要符合国家环
保法律法规对信息披露的强制性要
求和规定，同时，在环境治理方面，要
通过信息的披露来改善企业的环境
声誉，也就是同时披露治理过程和结
果两方面的信息。

“事实上，研究表明，企业披露环

境信息不仅是提高其经营合法性的重
要手段，而且还可以进一步提高其绿
色竞争力，让环境方面的投入转化为
经营绩效。我们建议企业在有条件的
情况下，可以自行或委托专业的第三
方，开展年度环境报告书的发布，加强
企业与公众在环境信息方面的沟通与
交流。”李志青建议说。

他认为，在顶层设计方面现阶段
最主要的问题在于，企业的环境信息
披露是否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相结合，企业层面的环境信息披露是
否与国家社会经济绿色发展的总目
标相吻。“总体而言，目前在企业环境
信息披露上的制度建设是滞后的，与
绿色发展的需要不相符，我们建议，
要在充分研究好规律的基础上，在经
济与环保部门共同努力下，有针对性
的制定企业环境信息强制性披
露的制度和准则。”

首个环责险金融行业标准出台
量化分析环境风险 指导承保前风险评估

本报记者刘潇艺报道 保监会日
前下发实施《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
造业责任保险风险评估指引》（以下简
称《指引》），对化学原料及化学制造企
业的环境污染风险从政策、经营、管
理、工艺、运输、行业、敏感环境等方面
进行量化分析。这是保险业首个环保
责任保险金融行业标准，为保险公司
承保前的风险评估制定了指导标准，
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风险评估及业务
开展将起到指引及规范作用。

《指引》适应范围为从事化学原料
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的生产、经营、储
存、使用、运输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
造的企业；对环境污染责任风险评估
则主要包括政策、经营、管理、工艺、运
输、行业、敏感环境等因子；而评估流
程则包括收集企业基本情况；环境评
价报告书、安全评价报告书等，对企业
布局规划、现场管理等现场查勘，对企

业周边环境现场查勘，对有无饮用水
源、河流、湖泊、湿地及最近距离等进
行调查。随后填写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风险评分表，并计算分值。

此次《指引》通过对企业基本情
况、生产工艺、主体工程及环保工程、
企业选址环境敏感性、安全管理措施、
安全及污染事故情况等方面进行量化
分析，计算复杂的化学原料及化学制
造企业的相关风险，为保险公司承保
前的风险评估提供了参考标准，规范
了保险公司承保前风险评估行为，稳
定了投保企业的生产经营秩序，保护
了环境污染受害者的合法权益。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以企业发生
污染事故对第三者造成的损害依法应
承担的赔偿责任为标的的保险。《指
引》的出台，也促进了环境污染责任保
险发展，发挥了保险服务国家环境治
理的作用。

宿迁化工园区攻坚VOCs治理
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技防”加“人防”

◆本报见习记者李苑
通讯员高云龙

去年底以来，江苏省宿迁生态化
工科技产业园落实省市“263”专项行
动部署，按照“一企一策”要求，持续加
大 VOCs 治理力度，园区空气质量得
到明显改善。

“前些年，在这上班特痛苦，空气
太难闻了。”说起宿迁生态化工科技产
业园明显改善的空气质量，在园区工
作多年的许治永喜上眉梢，“如今已经
很少异味，相信不久后，天空肯定会更
蓝。”

VOCs治理让企业降本增效

宿迁联盛化学有限公司是一家生
产光稳定剂的公司，主要以丙酮、二甲
苯、甲醇等做溶剂，很容易产生 VOCs
污染。“我们公司累计投资 800 多万元
新建废气治理设施和溶剂回收系统，
在确保 VOCs 达标排放的基础上，一
年就可节省购买各类溶剂成本 680 多
万元。”副总经理王勇介绍说。

“以光稳定剂 292 车间为例，增加
集气罩、冷凝器、喷淋塔等设备 40 余
件，先尽可能多地回收挥发溶剂，并增
加光催化氧化设备对未能收集的挥发
溶剂进行分解。”王勇告诉记者，增加
设备后，公司 VOCs排放浓度降低，成
本也节约了下来。光稳定剂 292 车间
VOCs 排放浓度由过去 98mg/m3 下降
到 45mg/m3。通过溶剂回收利用，丙
酮单耗也由 2320kg/t下降到 2100kg/t，
每年可节约成本 380多万元。

宿迁科思化学有限公司则成立了
专门领导小组，科学制定行动方案，先
后 淘 汰 300t/a2，5-二 甲 基 苯 乙 酸 和
500t/a2，4，6-三甲基苯乙酸项目，将
200 万大卡燃煤导热油炉改为燃气导
热油炉，新建的氯化钙造粒也采用燃
气热风系统，并已全面完成泄漏检测，

正在研究针对性修复措施。
“经过长期调研，我们准备以开展

‘263’专项行动为契机，投资 2000 万
元建设有机废气处理蓄热式热氧化炉

（RTO），用于 VOCs 废气处理。”宿迁
科思化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唐梁平
说 ，这 一 装 置 VOCs 去 除 率 高 达
98.5%，远比活性炭、冷凝器和光触媒
这些装置好。

“技防”加“人防”督促企业自觉

园区废气在线监测平台的建成
和 使 用 进 一 步 促 进 企 业 的 环 保 自
觉。“目前，已在 23 家企业，安装 32 台
监 测 设 备 ，可 将 企 业 有 组 织 排 放 的
VOCs 浓度数据实时传输到中控室，
实 现 24 小 时 在 线 监 测 ，发 现 超 标 立
即发布预警。”中控室有关负责人李
婷 婷 表 示 ，目 前 24 小 时 在 线 监 测 的
有 组 织 特 征 因 子 有 非 甲 烷 总 烃 、总
烃、甲烷、甲苯、甲醇、四氢呋喃、二氯
乙烷、丙酮等。

“不仅对有组织排放的 VOCs 进
行在线监测，我们还常安排专业人员
运用专业仪器到企业抽查，发现企业
无组织排放问题也会进行警告，要求
整改。”宿迁生态化工科技产业园环保
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说，“除废气在线
监测系统，宿迁生态化工科技产业园
还建成了废水在线监控系统、企业安
监环保画面监控系统、配用电监测与
管理系统，通过实时数据和视频影像
对每个敏感点实行全天候监测。比
如，有企业环保设施用电量夜间减少，
很可能存在偷排现象，我们就会立刻
行动，开展突击检查。”

江苏健谷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张荡告诉记者，在线监测倒逼企业
不断改进生产工艺，公司已经通过调
节反应釜温度和添料速度等方式，有
效减少了产品氯化环节二氯乙烷的
挥发量。

大连港生态港口建设有模有样
投入 7亿元减污降耗有成效

本报记者丁冬报道 港口运输和
生产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同时造成
的大气污染、水污染等也是世界港口
面临的难题。对此，大连港多措并举，
在减污降耗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近 3 年来，大连港集团投入 7 亿
元，从采用油改电、油改气、光伏发电
等环保新技术、新产品，到港区污水处
理全覆盖、油气回收处理达 95%、有效
抑制扬尘污染，减污降耗成效显著，新
型生态港口已现雏型。

在大连湾港区，安装在仓库屋顶
的分布式光伏发电设施，源源不断地
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这些面积 4 万
平方米的“屋顶电站”，每月可贡献 20
余万千瓦时的电量。不仅为港口生产
提 供 电 力 ，每 年 还 可 节 约 标 准 煤 近
800 吨，减少二氧化碳等各类污染物
排放超过 2000 吨。

以往，靠岸船舶主要利用辅机发
电，以满足船上冷藏、空调、加热、通
信、照明等电力需要，但燃油发电机会
排放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等污染物，影
响港口及所在区域的环境空气质量。
在大窑湾集装箱码头，近日正式投入
运行了东北首个高压变频岸电项目。
据测算，船用岸电投入使用后，港口每
年可节约燃油 70 多万吨，减少氮氧化
物和二氧化硫排放分别达到 8000 余
吨和 4000 多吨。

据了解，大连港集团的散杂货码

头矿石作业区，已安装 10 座污水处理
设施和 8 套地埋式污水处理装置，实
现了港区污水处理全覆盖。此外，港
区的油气回收设施可使油气处理率达
95%，18 米高、千余米长的防尘墙有效
抑制了煤灰、矿粉等扬尘污染，反渗透
技术的海水淡化站实现日供水 1200
余吨。斥资近亿元建设的 10 万立方
米的新港事故池，为防止石油污染筑
起“防火墙”。

据大连港集团公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大连港口的节能量是国家下
达指标的 7 倍多。自 2014 年成为全国
节能减排主题性试点港口后，随着低
碳港建设的推进，大连港已呈现新型
生态港口的面貌。在“十三五”期间，
大连港集团又安排重点绿色项目 27
项，计划在 3 年内实现如下目标：港口
作业船舶全面应用岸电；海水源、地热
源、空气源与光伏发电等技术在全港
基本普及；港口生产综合单耗和二氧
化 碳 排 放 强 度 分 别 比 2010 年 下 降
17.4%和 56.2%。

另据了解，辽宁省环保厅将在多
方面予以支持，如协助大连港集团制
定建设新型多彩生态港口的规划目
标，对大连港辽宁沿海港口建设提供
政策性支持，在项目环评实施中建立

“绿色通道”、提供清洁生产周转金贴
息贷款、环保上市核查等方面提供优
先条件。

信息披露有多少上市公司不及格？
复旦大学研究表明，整体披露水平仍低，行业地区差异明显，企业积极性不高

◆本报记者刘潇艺

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企业
环境信息披露研究小组近日发布了《企
业环境信息披露指数（2017 中期综合
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对
170 家沪市上市公司 2015 年度环境信

息公开近况进行研究，研究发现，这些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平均程度仍然较
低，同时在行业、企业以及地区等维度
上仍然呈现明显差异化的特征和趋势。

关于这份《报告》，以及环境信息披
露的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复旦大学环
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志青。

如何建立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指数？

一级分类外，再下设 21个二类指标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指数”是通过
从经济、法律、政策以及治理等视角（包
括碳排放等）来审视企业内部环境信息
的公开披露情况。李志青介绍说，“在
综合了大量国内外相关研究和应用的
基础上，我们将这四方面作为一级分
类，再分别下设 21 个二类指标，构建了
一个有助于评估和衡量重污染行业和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和质量的综合
分析框架。”

建立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指数有多
重要？

李志青指出，其一，对具有不同污
染特性的企业开展环境信息披露指数
分析，有助于评估和比较不同企业在环
境信息披露上的水平和质量；其二，企
业环境信息披露指数将逐年开展企业
的环境信息披露分析，有助于对企业的
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和质量进行动态化
比较和分析；其三，建立企业环境信息
披露指数将有助于形成统一的企业环
境信息披露质量数据库，为绿色经济、

金融的相关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一致
性的标准和依据；其四，构建上市公司
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指数还有助于形
成指数型的金融产品，为节能环保产业
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

李志青告诉记者，这次发布的《报
告》主要根据环保部《上市公司环境信
息披露指南（征求意见稿）》的相关要求

（主要是 16 个重污染行业），筛选了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 170 家上市公司，对这
些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及企业社会责
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环境报告书
等公开披露资料，进行环境信息披露水
平和质量的分析，并形成了指数得分的
排名结果。

李志青表示，在指数研究中最大的
问题是如何平衡不同产业和领域的企
业，开发有较高适用性的指标体系，其次
是如何理解企业内外特征如何影响企业
的信息披露水平。“分数可以更加直观的
显示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和质量，
前提是指标体系科学合理。”他说。

平均得分只有39分？

发酵业、制药业、纺织业企业在低分段占比最多

李志青指出，“目前主要的问题是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仍然较低，2015
年平均得分仅为 39 分（总分 100），这说
明，上市公司与公众之间在环境信息上
存在极大的不对称。”

《报告》显示，170 家样本企业中，
环境信息披露的平均分为 39.67，从总
得分的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 20~60 分
这个区间，其中低于 10 分的企业只有 2
家，分别是海天味业与今世缘。发酵
业、制药业、纺织业企业在低分段占比
最多。获得 75 分以上的企业有 9 家，分
别是上海石化、天富能源、青岛啤酒、柳
钢股份、中国神华、内蒙华电、浙江医
药、华友钴业、上海电力。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电力总分连
续两年独占鳌头，企业披露的环境信息
全面细致，在年度报告、环境报告书和
社会责任报告等报告中均有详细披露
相关环境信息。”李志青说。

他告诉记者，在统计分析过程中发
现，25~50 分区间的样本数量明显多于
50~75 分区间的样本数量，“这意味着
大部分企业在环境信息披露方面的工
作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而企业对环境信息披露的指标也
各有好恶。“法律指标和政策指标披露

较好，基本所有企业都会涉及，平均得
分 分 别 占 本 类 指 标 总 分 的 73% 和
51%。同时，这两个部分的标准差相较
于其他分类指标的标准差也较小，分别
为 2.19 和 1.95。”李志青指出，而与此相
对应的是，在治理指标与碳指标上，披
露程度不佳，平均得分分别占本类指标
总分的 32%和 23%。在百分制下，各项
指标加总后的总平均分为 39.67，仍然
没有达到“及格线”，总平均分在企业间
差异较大。

《报告》汇总的数据显示，有 89%的
企业披露公司关于环境的政策、方针和
理念，披露情况次好的两项内容为“环保
设施的建设投资、运行费用”，“环境罚款
与重大环境事故”。披露这两项内容的
企业数量均占样本总数的50%以上。

相较之下，仅有 15.7%的企业披露
自己对合作企业的环保要求；其次，碳
减排目标和环境保护荣誉是披露次少
的两个方面，都低于 18%的比例。

李志青指出，“从 170家样本企业的
总体披露内容来看，企业对环境信息的
披露仍有待完善，其中重要的指标，譬
如，对合作企业的环保要求、环境保护荣
誉、碳指标以及资源直接间接的消耗披
露情况与2014年相比没有明显改善。”

得分释放了哪些信号？

企业披露存在行业和地区差异

《报告》显示，在全部 14 个行业的
170个样本企业中，按照百分制，除了石
化行业之外，其余所有行业的总平均分
都在 50 分以下。得分超过 45 分的有三
个行业，分别是石化、火电和水泥，而得
分低于 30分，即排在最低方阵的则是制
药、发酵和纺织这 3 个行业，其余的 8 个
行业均在 30分到 45分的区间内。

在 170 家调查样本中，环境信息披
露水平在行业和企业间的差异较大，最
低得分为 13 分，最高得分 88 分。对这
一情况，李志青认为，“这说明在自愿披
露的制度安排下，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
有着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不利于提高整
体的披露水平。“

此外，如果将每个行业中的佼佼者
单独列出来，则可以发现，行业之间的
排序发生一些变化，与行业的分布情况
有所出入。行业中最佳企业得分位居
前三的分别是火电（上海电力），冶金

（华友钴业）与制药（浙江医药），后三位
的则是建材（中国巨石）、水泥（华新水
泥）和纺织（华纺股份）。与行业平均得
分的分布出现较为明显的梯度相比，不

同行业的最佳表现企业在企业环境信
息披露水平上则呈现较为集中并且普
遍较高的特征。

李志青还指出，“样本中的企业环
境信息披露情况在不同省份之间也呈
现出较大差异。”各省平均分从最低的
21.8 分（重 庆 与 海 南）到 最 高 的 50 分

（云南）参差不齐，并且在 30~40 分段有
较为集中的分布。

“而在时间维度上，我们在 2016 年
11 月发布了 2014 年的指数分析报告，
相比于 2014 年而言，2015 年的得分情
况有所改善，虽然主要的特征没有变
化，譬如平均得分较低，差异较大等，但
从新环保法颁布后强化企业环保约束
来看，2015 年的改善是可以理解的。”
李志青认为，“并且在未来，随着环保约
束的进一步提高，有理由相信，企业会
披露越来越多的环境信息。”

他告诉记者，预计在 2017年下半年
将完成 2016年公开资料的整理和分析，
并在新的研究方法基础上形成企业环境
信息披露指数 1.5版本，逐步更新和完善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指数及指数报告。

能否确定信息是否真实？

只有充分披露信息，甄别虚假才有价值

☞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标得分汇总表

法律指标和政策指标披露较好，基本所有企业都会涉及；治理指标与碳指
标上，披露程度不佳。

☞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数的规模特征

通过散点图可以发现，25~50 分区间的样本数量明显多于 50~75 分区间的
数量，即大部分企业在环境信息披露方面的工作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地区特征（2015年）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情况
在 不 同 省 份 之 间 呈 较 大 差
异。各省平均分在 30~40 分
段有较为集中的分布。

☞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数的行业特征

在全部 14个行业的 170个样本企业中，按照百分制，除了石化行业之外，其
余所有行业的总平均分都在 50分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