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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

2023 年 ESG理论与实践高级研修班招生简章

一、院校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秉承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丰厚的积淀，承载历史使命，汇聚多

方力量而成。1978 年，有“春风第一枝”美誉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成立，2017 年，以

社科院研究生院为基础，整合多方资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正式组建，直属于中国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的最高殿堂-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流文科大学为办学定位，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哲学社会科学最高层级研究型人才。大学以科教融合为特色，目前

已成立 13 个本硕博一体化科教融合学院，实现科教相互融合、校所优势互补，拥有 16 个博士

学位一级学科，115 个博士学位二级学科，17 个硕士学位一级学科，121 个硕士学位二级学科，

9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大学拥有现任博士生导师 736 名，硕士生导师 1205 名，自成立以

来，为国家经济社会建设、学术发展和社会进步培养了一大批精英和中坚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业经济研究所、农

村发展研究所、财经战略研究院、金融研究所、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人口与劳动经济

研究所、生态文明研究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支持下高起点、高标准创立，学院

拥有金融学、产业经济学、数量经济学等 12 个博士学位点。学院学科渊源于上世纪 20 年代的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积淀深厚，涌现了薛暮桥、马洪、孙尚清等一大批经济学名家大

师。目前学院名师云集，拥有专任教师 330 余人。其中，教授 130 余人，副教授 100 余人，包

括学部委员 8人，荣誉学部委员 5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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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介绍

随着 2022 年 12 月欧盟委员会、欧盟理事会及欧洲议会就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

达成最终协议以及欧盟理事会通过并正式签署《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CSRD），所有为

欧盟提供产品与服务的供应链/价值链上的相关供应商和进出口企业，都将不得不应对碳关税

的压力并被强制履行 ESG相关合规义务。近年来，随着中欧经贸关系持续增长，2021 年中欧

贸易额首次突破 8000 亿美元，中国企业在欧营业额达 1630 亿欧元，CBAM和 CSRD 的最终批

准都对在欧中企提出更高的信息披露和减排要求。相关出口和供应链企业必须设定明确 ESG

目标、披露供应链信息和产品碳排放数据、接受尽职调查、第三方鉴证和审计等，才能满足欧

盟的相关法律要求，免受影响。面对 CBAM和 CSRD 对国内企业未来经营发展所带来的巨大挑

战和压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联合国内领先的绿色低碳智库机构——北京中创

碳投科技有限公司，集聚国内外一流高校和业界精英师资团队，倾力打造《ESG理论与实践高

级研修班》，系统地分析国际和国内 ESG相关信息披露政策规定及其影响因素，解析包括 GRI、

ISSB、TCFD 等各项主流评级评价标准，聚焦企业环境及气候信息核算、评价和披露的实施步

骤，探索 ESG 相关投资组合与风险管理，分享一线从业人员和机构的相关实践经验和评估效

果，帮助企业培养熟悉 CBAM 等国际规则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高素质专业人才，有效应对国际

ESG披露新规和绿色贸易壁垒。

三、项目特色

1.掌握一线情报，紧跟政策走向：在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的背景下，了解 ESG理论

基础，根据最新的政治导向，进行 ESG实践学习；

2.优质课程内容，顶级培训导师：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邀请国内顶尖学者、行业大

咖，通过现场授课、开放式讨论以及案例研究等方式，将国际 ESG 发展与中国现况相结合，

学习前端知识，聚焦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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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设置（具体课程安排以学院教学计划为准）

专题一 ESG的起源发展与未来

趋势

 ESG战略与国内外政策支持

 中国ESG理论

 国内外主流评级体系及案例分享

 欧盟CSRD报告指令解读

专题二 ESG信息披露实践  ESG要素解析

 ESG评估流程解析

 企业ESG信息披露要素与案例分析

 企业ESG报告撰写实操演练

专题三 TCFD气候相关财务信

息披露与实践

 TCFD及其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建议的背景

 TCFD气候信息披露及评估案例分享

 TCFD披露报告编制难点与核心要素

 企业气候风险管理流程以及风险整合

 商业银行气候风险管理与转型金融实践

专题四 “双碳”形势下国际贸

易的发展新挑战

 国际碳关税背景下企业面临的挑战、机遇与展望

 碳中和目标下的全球供应链碳管理实务与案例分析

 国际气候投融资发展趋势与未来展望

 碳核算方法与国际绿证标准

 企业碳中和实现路径与抵消策略

 企业科学碳目标SBTi设定方法与关键环节

五、专家师资

陈洪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城市经济学

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他先后发表论文 60 余篇，出版著作

5部，主持国际国内课题 50 余项，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等 5项省部级以上奖励。主要

研究领域为气候变化经济学、气候金融、新能源经济与政策研究、生态经济理论及生态城市规

划。

杨宏伟：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现任国家发改委能源所研究员，国家 973 项目首席科

学家，联合国气候公约高级专家。历任国家发改委能源所环境中心副主任、清洁发展机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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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能效中心主任。

孙天印：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绿色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担任国际学术杂志“Journal

of Sustainable Finance and Investment”的副主编，全球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

监管工作组和研究工作组协调人和全球风险专业人士协会（GARP）可持续与气候风险（SCR）

项目全球顾问委员会委员等社会职务。曾在中国银保监会、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德国

ThinkStep 集团总部、UNEP-WI 可持续消费与生产联合研究中心和联合国纽约总部从事研究工

作。目前领导包括环境气候风险与机遇分析、金融机构碳核算、转型金融、生物多样性与金融

稳定相关性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郭昊：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IFC）金融机构局转型金融项目负责人，绿色建筑咨询项

目中国区负责人。自 2013 年加入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致力于金融机构的气候投融资业

务和转型金融业务发展，项目覆盖中国，越南，蒙古，泰国，菲律宾，印尼等多个国家，为这

些地区的金融机构客户在可持续金融、气候金融及转型金融等方面提供能力建设培训，并参与

绿色金融产品的设计和绿色金融案例分析报告撰写。同时，郭昊女士也负责 IFC 绿色建筑咨询

业务中国区的项目开发，参与并推动渣打银行在绿色建筑转型的相关工作，推动 IFC 绿色建筑

认证工具 EDGE 在中国市场的发展。

周卫东：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中国代表处主任，兼任商业自然联盟（BfN）中国首 席

顾问。曾创立并担任生态环境部绿色消费与绿色供应链联盟执行秘书长、创建了可持续发展联

盟中国办公室并担任董事总经理 5年、创建了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会（BSR）中国办公室并担

任中国区总经理 8年。

贺容：德勤中国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服务总监，拥有超过 12 年的企业社会责任/ESG 工

作工作经验，自 2010 年开始先后在国内领先社会责任咨询公司、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从事可持

续发展咨询服务，并曾在大型互联网企业负责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和战略研究工作。

严菁:德勤中国咨询服务 ESG经理，在 ESG/CSR/可持续发展领域具有 7年的工作经验，深

入了解各类型企业的 ESG 管理及披露痛点，可有效帮助企业加强 ESG管理，提升披露表现，

并根据客户需求提供各类型 ESG/CSR 相关的咨询服务。

李健:管理学博士，德勤中国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部总监，他拥有 11 年跨领域工作经验，

加入德勤之前曾先后在上海银行、国家发改委工作，围绕碳盘查、碳金融、碳减排项目开发与

交易等相关领域。

常进宇:德勤中国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部经理，他在碳市场、国际绿证市场、碳减排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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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汇项目开发、碳交易、脱碳路径规划和气候变化咨询领域拥有全面的专业知识和十五年的从

业经验。

李瑾：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主要从事环境和低碳领

域市场机制设计，碳金融产品开发，绿色金融制度与服务创新等工作。从交易所成立之初加入，

全程参与上海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方案、交易平台建设，设计了上海碳配额远期、碳质押贷款、

回购、借碳交易等各种碳金融创新业务模式并推动企业的实施与普及；主持世界银行、亚洲开

发银行、英国大使馆繁荣基金项目、美国能源基金会项目等多个国际合作项目，作为核心专家

技术专家参与世行 PMR中国碳市场建设项目。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篇，涉及环境金融、碳

市场、环境政策与气候变化。

王学柱：润灵环球首席顾问、润灵环球 ESG 评级创始人、国际注册主任审核员、国际可

持续发展系统评估师，现任第一财经可持续商业研究中心特聘专家，曾任联合国全球契约中国

网络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银行业协会企业社会责任专家委员会委员。曾主导廊坊管道公司、

西部管道公司的 ISRS（国际安全评估体系）评估和改进项目，为众多央企、国有银行、大型

跨国企业提供了可持续发展咨询和培训服务。开发包括绿色建筑、绿色建材、装配式建筑构建

等新业务，负责开发 CSR报告评级、ESG 报告评级、ESG咨询业务等。

钱国强：北京中创碳投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欧碳交易合作项目核心专家，国际碳行

动伙伴关系（ICAP）中方联络人，《气候变化研究进展》特邀审稿专家。前气候变化谈判中国

代表团成员，曾长期担任联合国联合履约监督委员会（JISC）委员、黄金标准基金会董事、世

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高级碳金融专家。深度参与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和巴黎协定的谈判，并

参与制定了大量中国能源、气候变化领域的政策文件，包括《中国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应对

气候变化国家信息通报》、《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办法》等。目前主要从事能源气候变化、

绿色发展、环境权益交易等管理咨询，其团队长期为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科技部等中央

政府部门以及 20 多个省市地方政府提供碳达峰、碳中和、碳排放权交易、用能权交易等领域

技术支撑服务，并为博世、道达尔、壳牌、法国燃气、国家电投、华电、大唐、神华、中电、

中铝、中国化工、滴滴出行等企业提供碳管理战略咨询。

六、学习安排

1、学习时间：4天；

2、上课地点：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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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报名条件

基金公司、券商、保险资产管理公司、银行理财子公司、私募基金公司等机构相关人员；

银行业/金融行业；上市公司董秘、总监及企业高管；政府相关部门管理者；其他关注 ESG、

有志参与 ESG管理的相关人士。

八、报名流程

1、提交报名申请表、个人身份证复印件、2寸免冠彩色近照 4张；

2、按规定方式与时间缴纳学费；

3、学员在开课当日持缴费凭证办理报名注册、领取相关资料。

九、培训费用与缴费方式

1.培训费用

培训费用人民币 6800 元/人（含学费及教材费等）；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2.缴费方式

(1) 登录 www.ucass.edu.cn(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官网)---学校概况--组织机构--财务处--

网页右下方缴费平台入口。

(2) 登 录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大 学 收 费 管 理 系 统 网 上 缴 费 平

台 http://sf.ucass.edu.cn/u8pay/index.jsp。

(3) 登录账号：用户名（一般为学号），密码（初始密码为 000000），进入后查看学生信息，

办理学费。

(4)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房山支行良乡分理处；

户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账户：0200 0264 0920 0176 883；

注：款项汇出后请将汇款凭证回传；注明专业+学号+姓名在职高级课程班学费。

退学、退费事宜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非学历继续教育培训退费管理办法（试行）》

执行。

十、证书

学员完成培训计划，经考核合格，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颁发统一编号的结业证书（钢印、

红印）。凭结业证书可以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校友身份，纳入校友总会及地方校友会的管

理，终身享有参加校友会沙龙、论坛、社会实践、联谊等活动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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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招生咨询及监督

招生咨询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继续教育中心

1.联系人： 陈老师

2.招生咨询电话:（010) 8136 0277

3.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中环南路 1号

监督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党委办公室

1.联系人：张老师 梁老师

2.联系电话：(010) 8136 0391; (010) 8136 0249

3.办公地址：北京市房山区长于大街 11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