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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介绍

随着中国“双碳目标”的提出，钢铁行业作为高碳高污染的基础性行业，面

临着巨大的减排压力和转型任务。2020 年，习近平主席明确了 2030 年碳达峰

和 2060 年碳中和的战略目标，为行业发展指明了方向。钢铁行业积极响应，部

分头部企业如宝武、河钢等已宣布 2050 年实现碳中和目标，并积极制定相关行

动路线。同时，2024 年中国发布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试行）”标志着 ESG

标准与国际接轨，推动了钢铁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青悦关注钢铁行业可持续发展已有多年，包括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钢铁

行业低碳转型技术路径研究、国内外代表性钢企 ESG 披露与绩效对标等，具体

可以参见如下文章。

相关阅读

强弱对比复杂，全球 50 家代表性钢企 ESG 披露与绩效对标

https://mp.weixin.qq.com/s/x-TqS_gAKrc1pcCm-d9M8w

9 家中外钢铁头部企业 ESG 环境绩效对标，各有优势

https://mp.weixin.qq.com/s/7lR-50mxTEd78Gl8RbF1rQ

从 9 家国内外钢企 ESG 报告看钢铁行业低碳转型技术路径

https://mp.weixin.qq.com/s/9SnFXLmygb7rWQAjOex_GQ

在之前国内外钢企年度横向对标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考察国内外钢企进步

的速度，本文选取了国外头部钢企和国内主要钢企近三年（2021-2023 年）的

可持续发展报告（含 ESG 和 CSR 报告），对其财务、环境和社会议题的披露现

状及绩效结果进行了分析，旨在探究国内外钢铁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进展与速度。

https://mp.weixin.qq.com/s/x-TqS_gAKrc1pcCm-d9M8w
https://mp.weixin.qq.com/s/7lR-50mxTEd78Gl8RbF1rQ
https://mp.weixin.qq.com/s/9SnFXLmygb7rWQAjOex_GQ


二、观察钢企名单

本次分析共选取钢铁企业 51 家，其中，国内 43 家，国外 8 家，主要根据

世界钢协发布的产量信息及国家地区代表性进行了选择。同时，本分析的目标是

探究钢铁企业的转型进展和可持续发展情况，需要分析钢企披露的近三年

（2021-2023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要求进入分析的钢企至少披露两年可持续

发展报告且必须包含 2023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51 家企业中，西王特钢有限公司（西王特钢，01266）、江苏沙钢股份有

限公司（沙钢股份，002075.SZ）、中天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敬业集团有限公司、

冀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和江苏永钢集团有限公司（共 6 家）未发布 2023 年可持

续发展报告；上海德龙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季度形式在官网在线发布社会责任报

告，但披露有效指标数据极少，无法有效同行业企业进行对比；山东钢铁集团有

限公司（非上市公司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官网有显示发布 2023 年度社会责

任报告，但查看相关链接并未发现其社会责任报告。青悦多次以联系山钢集团官

网的联系电话 0531-67606760，但一直无人接听，因此未能进一步确认相关情

况，无法进行后续分析。

同时虽然宝钢股份、太钢不锈等多家上市公司均为宝武集团下属企业，但考

虑到国外有安塞乐米塔尔这种巨头，以及世界钢协世界排名是按宝武排名，因此

也同时把宝武集团整体纳入了分析。



图源：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官网

实际进入观察分析钢铁企业共计 43 家，其中国内 35 家，国外 8 家。国内

上市钢企报告来源各交易所公开发布的报告，可见青悦 ESG 报告数据库（https:

//esg.epmap.org/reports），国内非上市钢企及国外钢企报告来源于其官网披

露，具体链接可参见文末附录。

详细名单如下（排名不分先后）：

公司名称 公司简称 2021 年报告 2022 年报告 2023 年报告

国内钢企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三钢闽光 CSR CSR CSR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安阳钢铁 CSR CSR CSR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酒钢宏兴 CSR CSR CSR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新兴铸管 CSR CSR CSR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西宁特钢 CSR CSR CSR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宝武集团 CSR CSR CSR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方大特钢 CSR CSR CSR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太钢不锈 CSR CSR
sustainability

+ESG

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特钢 CSR CSR sustainability

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柳钢股份 CSR CSR ESG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包钢股份 CSR CSR sustainability

https://esg.epmap.org/reports
https://esg.epmap.org/reports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本钢板材 CSR CSR+ESG CSR+ESG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钢铁 CSR CSR+ESG CSR+ESG

广东中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中南股份 CSR ESG ESG

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杭钢股份 CSR ESG CSR+ESG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鞍钢股份 CSR+ESG CSR+ESG CSR+ESG

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新钢股份 CSR ESG ESG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首钢股份 CSR sustainability sustainability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河钢股份 CSR ESG ESG

河钢集团有限公司 河钢集团 CSR sustainability sustainability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马钢股份 ESG ESG ESG

中国东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中国东方集团 ESG ESG ESG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华菱钢铁 ESG ESG ESG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钢铁 ESG ESG ESG

鞍钢集团有限公司 鞍钢集团 sustainability sustainability sustainability

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建龙集团 sustainability sustainability sustainability

中国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台湾省） 中钢（台湾省） sustainability sustainability sustainability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宝钢股份 sustainability sustainability sustainability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南钢股份 sustainability sustainability sustainability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凌钢股份 年报/CSR 年报/CSR ESG

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八一钢铁 CSR+ESG ESG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抚顺特钢 CSR CSR

河南济源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济源钢铁 CSR CSR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沙钢集团 CSR CSR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 首钢集团 CSR sustainability

国外钢企

纽柯钢铁公司（美国） 纽柯钢铁 CSR CSR CSR

日本制铁株式会社（日本） 日本制铁 sustainability sustainability sustainability

韩国浦项制铁集团公司（韩国） 浦项钢铁 sustainability sustainability sustainability



巴西国家钢铁公司（巴西） 巴西国家钢铁
IntegratedRe

port

IntegratedRe

port

IntegratedRe

port

京德勒西南钢铁公司（印度） 京德勒西南钢铁
IntegratedRe

port

IntegratedRe

port

IntegratedRe

port

印度塔塔钢铁公司（印度） 塔塔钢铁
IntegratedRe

port

IntegratedRe

port

IntegratedRe

port

安赛乐米塔尔（卢森堡） 安赛乐米塔尔
IntegratedRe

port

IntegratedRe

port

IntegratedRe

port

新利佩茨克钢铁公司（俄罗斯） 新利佩茨克钢铁 sustainability sustainability

2023 年，有 11 家发布的为企业社会责任报告（2022 年为 17 家；2021

年为 21 家），10 家发布的为 ESG 报告（2022 年为 8 家；2021 年为 4 家），

13 家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2022 年为 10 家；2021 年为 7 家），4 家发布综

合报告（2022 年为 4 家；2021 年为 4 家），4 家发布社会责任+ESG 报告（2022

年为 4 家；2021 年为 1 家），1 家发布可持续+ESG 报告（2022 年为 0 家；

2021 年为 0 家）。

目前，国内大多数钢铁企业主要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然而，随着全球可持续

发展理念的推广和国内政策引导，越来越多钢企开始从社会责任报告转向可持续



发展报告和 ESG 报告。近年来，部分国内钢企开始披露符合 ESG 标准的报告，

内容涵盖环境、社会责任和治理等多个维度。尽管部分钢企的报告仍以社会责任

报告为主，但报告实质性内容与数据逐步扩展，企业在绿色发展和社会责任方面

的披露率不断提升。

三、公开颗粒度分析

在钢铁行业可持续发展及绿色转型研究中，对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中公开颗

粒度的梳理具有基础性意义。通过系统梳理企业披露的报告边界及环境指标覆盖

范围，可有效识别数据可比性风险，为横向对标建立统一基准，同时揭示行业整

体披露质量差异，助力投资者、监管机构及产业链上下游科学评估企业真实环境

表现。本次梳理聚焦两大核心维度：一是报告边界范围，二是环境指标数据口径。

针对报告边界，依据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开篇声明的覆盖范围，将其划分为

三类：若明确披露涵盖“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分公司”或“集团及其控股子分公

司”等说法，则归类为“公司层面”（如华菱钢铁）；若表述覆盖“钢铁主业”

（如宝钢股份说明描述其钢铁主业四大制造基地），则标记为“钢铁主业”；未

作任何范围说明的归为“未说明”（部分未提供范围的报告，如中国东方集团）。

环境指标披露口径的梳理采用相同逻辑，重点识别企业是否明确标注数据统计范

围，提及本公司披露的数据，归类为“公司层面”，明确提及钢铁行业或板块的，

归类为“钢铁主业”，没有对指标数据进行说明的，则归类为“未说明”。

通过上述分类，可直观呈现企业披露颗粒度的差异。这种分层标注方式既保

留了原始披露状态，又为后续分析提供透明度校准依据，避免因口径模糊导致的

误判风险。



根据报告边界的颗粒度梳理，将分类结果披露如下：

类别 公司层面 钢铁主业 未说明

国内

南钢股份、华菱钢铁、中信特钢、马钢

股份、宝武集团、鞍钢股份、鞍钢集团、

柳钢股份、包钢股份、山东钢铁、重庆

钢铁、三钢闽光、新钢股份、首钢股份、

首钢集团、太钢不锈、酒钢宏兴、沙钢

集团、本钢板材、凌钢股份、新兴铸管、

河钢股份、中钢（台湾省）、建龙集团、

杭钢股份

宝钢股份

八一钢铁、中国东方集团、西宁特钢、

方大特钢、中南股份、河钢集团、抚顺

特钢、济源钢铁

国外

京德勒西南钢铁、日本制铁、安赛乐米

塔尔、浦项钢铁、纽柯钢铁、新利佩茨

克钢铁、塔塔钢铁

巴西国家钢铁

环境指标披露度分别展示在第五章-披露现状的对应指标部分。需要注意的

是，部分企业含有钢铁增值业务以及多元化业务，但并未在其可持续发展报告中

注明，我们根据报告的内容进行公开颗粒度梳理，因此这些企业的指标数据可能

存在同行业可比性不足的风险，我们建议企业应该在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明确注明

其报告范围以及指标数据范围，增强数据可比性及可信度。关于指标数据更详细

的数据内容可见附表 1。

四、观察指标及方法

报告对国内和国外钢铁企业在近三年的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披露的财务、环境

和社会方面的定性或定量指标进行统计观察。

主要采用青悦 ESG 报告 AI 数据提取平台（https://esg.epmap.org/dig）

对名单中企业的年报及 ESG 报告进行数据提取，辅以人工复核校对。



对于定性指标，以企业报告披露为准（不含其他公开渠道披露的内容，报告

中明确说明的除外）；对于定量指标，优先以企业直接披露的数据为准，部分未

披露的部分量化绩效，特别是吨钢温室气体排放量等部分强度类量化绩效，则通

过企业披露的相关指标计算得出。

1. 财务指标

（1）定量指标：

包括营业收入、净利润率、资产负债率和粗钢产量。

2. 环境指标

（1）定性指标：

1）决策层、管理层和执行层气候管理实践：企业需明确披露决策层、管理

层和执行层的气候管理架构，或可持续发展管理架构并明确对于气候变化议题的

管理。

2）气候风险管理的情景分析：企业考虑不同的气候情景影响并选择合适的

温升情景。仅进行气候风险分析的企业不纳入统计，但在报告中说明。

3）碳中和目标：统计企业披露的碳中和目标年份，通常包括 2045 年、2050

年和 2060 年。

4）短中长期减碳路线图：企业需披露自身减碳路线图，且明确以短中长期

或具体时间线来进行针对披露。

5）自身减碳路线图进展对照：要求企业根据自身减碳路线图评估报告期内

的减碳进展，需明确该报告年度的具体减碳进展。

6）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管理：企业需提供具体的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

管理体系。若仅披露案例，则不纳入统计，但在报告中作出说明。



7）危险废物处置情况：企业需明确披露危险废物的具体处置方法，而不是

笼统的固废处置。

8）废钢管理：要求企业明确披露废钢管理流程，如对于废钢来源及使用的

管控。对于仅披露定价、用量等目的的企业，不纳入统计，但在报告中说明。

9）环保投入：企业以量化数据的形式，清晰披露期在环保方面的投入。

10）低碳排放钢：在报告中明确提及低碳排放钢生产等相关内容。

11）EPD 报告的发布：要求企业明确披露 EPD 报告相关情况。

（2）定量指标：

包括吨钢温室气体排放量、吨钢 SO2 排放量、吨钢 NOX 排放量、吨钢颗粒

物排放量、吨钢 COD 排放量、吨钢废水排放量、吨钢氨氮排放量、吨钢耗新水

量、吨钢能源消耗、清洁能源消耗占比、材料效率。

3.社会指标

（1）定性指标：

1）供应商可持续发展/ESG 现场审核：要求企业明确披露对供应商进行的

可持续发展或 ESG 方面的审核且明确提及现场审核形式。

2）ESG 报告的第三方鉴证：ESG 报告是否经过由第三方机构鉴证。

（2）定量指标：

包括经 ESG/CSR 评估的供应商比例、工伤率、工亡率、研发投入占比、员

工培训时长。

指标类型 指标名称
披露的钢企数

2021 2022 2023



财务

营业收入 40 39 37

净利润率 35 31 28

资产负债率 13 18 16

钢产量 36 36 35

环境

吨钢温室气体排放量 20 21 20

吨钢SO2 排放量 33 34 31

吨钢NOX排放量 33 34 29

吨钢颗粒物排放量 30 30 27

吨钢COD排放量 21 21 18

吨钢废水排放量 20 21 23

吨钢氨氮排放量 18 15 12

吨钢耗新水量 35 33 33

吨钢能源消耗 27 31 31

清洁能源消耗占比 10 11 8

材料效率 0 0 0

环保投入 20 24 27

决策层、管理层和执行层气候管理实践 16 19 30

关于气候风险管理的情景分析 6 11 10

碳中和目标 12 17 20

短中长期减碳路线图 9 12 17

自身减碳路线图的进展对照 2 3 4

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管理 8 10 16

危险废物处置情况 13 20 24

废钢管理 2 3 4

低碳排放钢 4 8 12

EPD报告的发布 5 11 21

社会
工伤率 17 19 23

工亡率 11 11 17



研发投入占比 33 33 34

员工培训时长 20 23 24

经ESG/CSR评估的供应商比例 8 8 10

供应商可持续发展/ESG现场审核 3 7 8

ESG报告的第三方鉴证 10 11 16

五、披露现状

1.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获取包括从报告中直接提取的数据、人工计算、间接计算以及应用

AI 获取的数据。

1）营业收入

22 年同比分析，国内大部分企业营业收入出现下降，选取的国外企业则大

部分收入增加。23 年同比分析，国内企业披露营业收入增加的数量有所回升，

显示出一定的改善趋势。国外企业在披露增加和减少方面变化较小，整体保持平

稳。仅对比 2023 年营业收入，宝武集团的营收远超其他企业，达到了 11129.72

亿元，这与宝武集团的体量有关。作为全球产量最大的钢铁集团，其营业收入水

平也大致符合企业体量与营收成正比。





注：部分企业营业收入采用当年末汇率计算，分别为 2023 年 12 月 29 日，2022 年

12 月 30 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其中美元、日元、卢布汇率取自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告，

巴西币、台币、印度卢比汇率取自中国银行历史汇率。

2023 年营业收入劣化最高的企业为西宁特钢，变化幅度为-36.33%。（22



年披露营业收入为 7757232800.3 元；23 年披露营业收入为 4939090908.3 元）

图源：西宁特钢 2023 年年报

2）资产负债率

22 年同比分析，国内外企业资产负债率上升和下降的比例都相差不大，不

过国外披露资产负债率的企业数量较少。23 年同比分析结果表示，披露上升和

下降的国内企业数量都稍有下降，而国外企业则都稍有上升。根据 2023 年负债

率的披露情况，一些大型企业（如八一钢铁、安阳钢铁和塔塔钢铁）负债水平过

高。



2023 年资产负债率劣化最高的企业为安塞乐米塔尔，变化幅度为 19.67%。

（22 年披露营业收入为 798 亿美元，净负债为 22 亿美元；23 年披露营业收入

为 682.75 亿美元，净负债为 29 亿美元）



图源：安塞乐米塔尔 2023 年综合报告

3）净利润率

22 年同比分析，国内外企业净利润率全部下降，到 2023 年国内外钢企净

利润率都有所回升。根据 2023 年净利润率披露情况，西宁特钢净利润率最高，

达到排在第二位日本制铁净利润率的近 3 倍，分析结果表明西宁特钢 22 年净利

润率为负（-11.51 亿元），因此 23 年比 22 年，净利润率增幅极高。还有部分

国内钢企净利润依然处于负值。



图源：西宁特钢 2023 年年度报告



2023 年净利润率劣化最高的企业为鞍钢股份，变化幅度为-3687.5%。（22

年披露营业收入为 131072 百万元，净利润为 108 百万元；23 年披露营业收入

为 113502 百万元，归母净利润为-3257 百万元）



图源：鞍钢股份 2023 年年报

4）粗钢产量

部分钢铁企业没有直接披露粗钢产量，其粗钢产量数据根据其报告中披露的

强度指标数据计算得出，包括：杭钢股份、马钢股份、宝钢股份和抚顺特钢。也

有部分钢企仅披露钢材产量或钢产量，包括南钢股份（2021 年）、方大特钢、

新兴铸管、北京建龙重工与河南济源钢铁，则选取其钢材产量作为粗钢产量进行

计算。

22 年同比分析，国内钢产量上升和下降企业数量持平，国外则下降数量比

上升数量稍多。23 年同比分析，国内外钢产量上升的企业数量均增加，下降的

企业数量均减少，说明 23 年国内外企业钢产量都在增加。根据 2023 年钢产量

情况，宝武集团和安赛尔米塔尔仍然分别位居前二，与其营业收入成正比。





2023 年粗钢产量下降幅度最大的企业为西宁特钢，变化幅度为-39.12%。

（22 年披露钢产量为 121.28 万吨；23 年披露钢产量为 73.84 万吨）



图源：西宁特钢 2022 年年报

图源：西宁特钢 2023 年年报

2.环境指标

1）决策层、管理层和执行层气候管理实践

从 2021 年至 2023 年，国内钢企在决策层、管理层和执行层气候管理实践

的披露数量显著增加，体现了从上至下的气候治理责任逐步落实。相比之下，国

外钢企在 2021 年该项指标的披露已较为完善，近三年披露情况保持稳定。



2）关于气候风险管理的情景分析

情景分析在气候风险管理中帮助企业评估温升情境下的潜在风险与机遇。本

报告要求钢企在温升场景下披露气候风险和机遇。国外钢企在 2021 年已有超过

半数开展温升情景分析，披露情况较好；而国内钢企近年来对气候风险管理的关

注显著提升，但多停留在风险管理层面，情景分析的应用尚显不足。



案例分析

中钢（台湾）对不同温升场景进行分析，明确披露不同因素影响下企业面临

的减缓低碳转型风险以及应对策略，披露清晰完整，可供钢企行业学习。

图源：中钢公司 2023 永续报告书

3）碳中和目标

近三年，国内外钢企对碳中和目标的披露逐年增加，大多数企业将 2050 年

设为目标年份。部分国内钢企以 2060 年为实现目标的时间，而塔塔公司（国外）

则设定了更积极的 2045 年目标，体现出不同企业在碳中和路径上的差异化进程。



案例分析

塔塔钢铁在 2022-23 年综合报告中表明到 2045 年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

图源：TATA Integrated Report and Annual Accounts 2022-23

4）短中长期减碳路线图

制定短中长期减碳路线图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完整的路线图应涵盖减

碳路径及起始时间段。近三年，国内钢企在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披露完整减碳路线

图的数量显著增加，国外钢企的披露比例也从不足半数提升至过半。然而，部分

国内钢企仍仅披露减碳路径，缺乏完整的时间规划。



案例分析

日本制铁披露了清晰的短中长期目标，确保达到 2050 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图源：Nippon Steel Sustainability Report 2022

国内企业中，河钢集团披露的短中长期减碳目标也很清晰，可供同行业参考。



图源：2021 河钢集团社会责任报告

5）自身减碳路线图进展对照

自身减碳路线进展对照是评估钢企减碳目标差距和实施成效的关键方法，但

目前仅少数国内外钢企在可持续发展报告中对照自身减碳路线图来清晰披露报

告期内的进展程度。2021 年仅有 1 家国内钢企和 1 家国外钢企披露此项，2022

年和 2023 年国内披露钢企数增至 3 家（包含南钢股份、宝武集团和中钢（台湾

省）），尽管有所提升，但整体数量仍较少，国外仅日本制铁一家企业进行披露。

在披露减碳进展时，钢企更多还是零散披露一些减碳成效，未能有效对照自身减

碳路线规划来清晰披露整体减碳进展推进情况。



案例分析

南钢股份对照其“碳十条”发展路径，披露自身在 2023 年度的减碳进展情

况。

图源：南钢股份 2023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日本制铁披露其碳中和进展。



图源：Nippon Steel Sustainability Report 2023

6）生态多样性与生态系统管理

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管理有助于钢铁企业降低环境影响，提升可持续发展

能力，并增强在生态保护与社会责任方面的竞争力。近三年，钢企在该领域的披

露数量显著增加，尤其是国内钢企。2023 年度国内钢企披露生物多样性管理措

施的数量相较过去有所上升，但整体来看披露案例的仍占多数。相比之下，国外

钢企在此方面表现优秀，在 2021 年对该指标披露的企业数量有 7 家，而 2023

年达到统计占比 100%。



案例分析

相对 21 和 22 年，中信特钢 23 年开始披露更多生物多样性管理措施，但量

化披露仍不足。

图源：中信特钢 2023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7）危险废物处置情况

钢企对危险废物处置情况的披露，有助于减少环境负面影响，提升企业环境

治理水平与透明度，展现其合规性与社会责任。近三年，国内钢企在此项披露上

的数量显著增加，2023 年已达到统计总数的一半，体现了企业在危废处置管理

上的进步。然而，国外钢企在此领域的披露数量较少且未见显著增长。



案例分析

凌钢股份详细披露其危险废弃物排放总量、排放强度和合规处置率。

图源：凌钢股份 2023 年度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报告

8）废钢管理

截至 2023 年，披露废钢系统化流程管理的国内外钢企数量仍然较少，且从

2021 年至 2023 年增长趋势不明显。一些钢企虽披露了废钢来源分类，但更多

侧重于定价和用量等目的，未体现全面的环境管理与可持续发展考量。2023 年

对废钢系统化流程管理披露的企业全部来自国内，分别是南钢股份、宝钢股份、

太钢不锈和中钢（台湾省）。废钢分类与管理的披露对提升资源利用透明度、推



动循环经济、减少原材料开采的环境影响至关重要。未来，国内外钢企需加强对

此指标的重视，推动行业绿色转型与责任履行。

案例分析

太钢不锈制定了明确的管理办法和规范，对其产生的废钢铁、废旧物资进行

回收（采购）、使用和销售全流程管理。



图源：太钢不锈：2023 年可持续发展（ESG）报告

9）低碳排放钢

低碳排放钢的生产是钢铁行业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路径。近三年，提及

低碳排放钢的企业在可持续发展报告中的数量虽仍较少，但呈显著增长趋势，特

别是国内钢企，展现出绿色转型的积极态度。低碳排放钢的推广不仅彰显企业在

环保领域的责任担当，也为行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案例分析

宝钢股份近三年均提出碳中和目标，2021 年未提出减碳路线图，到 2022

年首次制定短中长期减碳路线图，并于 2023 年持续执行。2022 年，推出

BeyondECOTM 品牌的低碳钢铁，生产低碳排放钢是钢企转型的重要手段，宝钢

股份在碳减排和低碳排放钢生产的探索之路处于行业内领先水平。

图源：宝钢股份 2023 可持续发展报告

10）EPD 报告的发布

EPD（Environmental Product Declaration，环境产品声明）报告是一种

基于生命周期评价的标准化文件，详细描述产品从原材料获取、生产、使用到废



弃全过程中的环境影响。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中国钢协）推出了 EPD 平台，旨

在为国内钢铁企业提供发布和管理环境产品声明的支持。 国外钢企在近三年中

对 EPD 报告的披露情况较为成熟，而国内钢企的关注度起步较晚，中国钢协 EPD

平台，但增速显著。2021 年，国内没有钢铁企业披露 EPD 报告，到了 2023 年，

近半数钢企已发布该报告。这一趋势表明，国内钢企在推动绿色转型和提升环保

透明度方面的积极进展。

11）环保投入

披露环保投入能够直观体现企业对环境保护的重视与承诺。在这一方面，国

内钢企表现出色，2021 年已有近半数企业披露相关内容，且近三年披露数量持

续增长。而国外钢企对该项指标的披露较少，且在 2022 年和 2023 年较 2021

年减少一家。在欧盟分类法的推动下，已经有国外钢企对绿色收入已经进行披露，

如安塞乐米塔尔应用欧盟分类法披露其绿色收入。而我国目前的分类法在计算绿

色收入方面还不够明确，无法直接参考，截止至 2023 年，暂时没有国内企业披

露绿色收入。



案例分析

安塞乐米塔尔采用欧盟分类法对其绿色收入和支出进行披露。

图源：ArcelorMittal Integrated Annual Review 2023

12）吨钢温室气体排放量

公开颗粒度说明

披露范围为“公司层面”的企业有：中国东方集团、柳钢股份、山东钢铁、

酒钢宏兴、河钢股份、中钢（台湾省）、京德勒西南钢铁、日本制铁、安赛乐米



塔尔、浦项钢铁、纽柯钢铁、新利佩茨克钢铁和塔塔钢铁（国内 6 家，国外 7

家）；披露范围为“钢铁主业”的企业有：南钢股份、宝钢股份和巴西国家钢铁

（国内 2 家，国外 1 家）；披露范围为“未说明”的企业有：中信特钢、马钢

股份、重庆钢铁、新钢股份、首钢股份、太钢不锈、方大特钢和中南股份（国内

8 家）。

在 2023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中，该项指标最大值为 3.13 吨/吨钢，最小值为

0.46 吨/吨钢。22 年，有 7 家国内企业吨钢温室气体排放量同比上升，3 家企业

同比下降；国外企业有 5 家吨钢温室气体排放量同比上升，2 家同比下降，可见

22 年在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国内外企业表现相近。23 年，有 4 家国内企业吨钢温

室气体排放量同比上升，5 家企业同比下降；国外企业有 5 家吨钢温室气体排放

量同比上升，3 家企业同比下降，说明 23 年国内企业在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做得

相对较好。





2023 年吨钢温室气体排放量劣化最高的企业为中南股份，变化幅度为

5.93%。（22 年披露粗钢产量 738.37 万吨，温室气体排放量为 11348081 吨；

23 年披露粗钢产量 875.87 万吨，温室气体排放量为 14259460 吨）

图源：中南股份 2023 年社会责任报告

13）吨钢 SO2 排放量

公开颗粒度说明

在 2023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披露范围为“公司层面”的企业有：中国东

方集团、柳钢股份、包钢股份、山东钢铁、三钢闽光、酒钢宏兴、沙钢集团、本

钢板材、凌钢股份、中钢（台湾省）、京德勒西南钢铁、日本制铁、安赛乐米塔

尔、浦项钢铁、新利佩茨克钢铁和塔塔钢铁（国内 10 家，国外 6 家）；披露范

围为“钢铁主业”的企业有：南钢股份、宝钢股份、鞍钢股份和巴西国家钢铁（国

内 3 家，国外 1 家）；披露范围为“未说明”的企业有：杭钢股份、八一钢铁、

华菱钢铁、中信特钢、马钢股份、宝武集团、重庆钢铁、新钢股份、首钢股份、



太钢不锈、西宁特钢、方大特钢、中南股份、抚顺特钢和建龙集团（国内 16 家）。

在 2023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中，该项指标最大值为 2.00 千克/吨钢，最小值

为 0.04 千克/吨钢。22 年同比分析，国内企业在 SO2 减排方面做得较好，排放

下降的企业数量为 16 家；相比之下国外企业有 3 家吨钢 SO2 排放量上升，3 家

下降。而 23 年同比分析，国内企业相对 22 年略有退步，排放量下降的企业数

量减少，国外企业情况有所改善，排放量下降的企业数量增加到 5 家。



2023 年吨钢 SO2 排放量劣化最高的企业为西宁特钢，变化幅度为 67.64%。

（22 年披露粗钢产量 121.28 万吨，SO2 排放量为 370.24 吨；23 年披露粗钢

产量 73.84 万吨，SO2 排放量为 377.89 吨）

图源：西宁特钢 2022 年年报

图源：西宁特钢 2023 年年报

14）吨钢 NOX 排放量

公开颗粒度说明

在 2023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披露范围为“公司层面”的企业有：中国东

方集团、柳钢股份、包钢股份、山东钢铁、酒钢宏兴、沙钢集团、本钢板材、凌

钢股份、中钢（台湾省）、京德勒西南钢铁、日本制铁、安赛乐米塔尔、浦项钢



铁、新利佩茨克钢铁和塔塔钢铁（国内 9 家，国外 6 家）；披露范围为“钢铁

主业”的企业有：南钢股份、宝钢股份、鞍钢股份和巴西国家钢铁（国内 3 家，

国外 1 家）；披露范围为“未说明”的企业有：杭钢股份、八一钢铁、华菱钢铁、

中信特钢、马钢股份、宝武集团、重庆钢铁、新钢股份、首钢股份、太钢不锈、

西宁特钢、中南股份、抚顺特钢和建龙集团（国内 14 家）。

在 2023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中，该项指标最大值为 1.30 千克/吨钢，最小值

为 0.11 千克/吨钢。22 年同比分析，有 17 家国内企业 NOX 排放量下降，国外

企业仅有 1 家吨钢 NOx 排放量上升，6 家下降，可见国内外企业在 NOx 减排

方面都做得较好。23 年同比分析，有 7 家国内企业吨钢 NOx 排放量上升，13

家企业下降，1 家企业保持稳定；国外企业有 2 家吨钢 NOx 排放量上升，下降

的企业数量降至 3 家，2 家企业保持稳定。整体来看 23 年国内企业相对 22 年

保持较好，国外企业略有退步。





2023 年吨钢 NOx 排放量劣化最高的企业为巴西国家钢铁，变化幅度为

51.04%。（22 年披露粗钢产量 3906.1 万吨，NOx 排放量为 1616.2 吨；23

年披露粗钢产量 3203.02 万吨，NOx 排放量为 2001.7 吨）

图源：巴西国家钢铁 2024Databook

15）吨钢颗粒物排放量

公开颗粒度说明

在 2023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披露范围为“公司层面”的企业有：中国东

方集团、柳钢股份、包钢股份、山东钢铁、三钢闽光、酒钢宏兴、沙钢集团、本

钢板材、凌钢股份、中钢（台湾省）、济源钢铁、京德勒西南钢铁、安赛乐米塔

尔、浦项钢铁、新利佩茨克钢铁和塔塔钢铁（国内 11 家，国外 5 家）；披露范

围为“钢铁主业”的企业有：南钢股份、宝钢股份、鞍钢股份和巴西国家钢铁（国

内 3 家，国外 1 家）；披露范围为“未说明”的企业有：杭钢股份、八一钢铁、

华菱钢铁、中信特钢、马钢股份、重庆钢铁、首钢股份、太钢不锈、西宁特钢、

方大特钢、中南股份和抚顺特钢（国内 12 家）。

在 2023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中，该项指标最大值为 1.76 千克/吨钢，最小值

为 0.004 千克/吨钢。22 年同比分析，有 16 家国内企业吨钢温室气体排放量下

降，国外企业仅有 1 家吨钢温室气体排放量上升，5 家下降，可见国内外企业在

颗粒物减排方面都做得较好。23 年同比分析，国内吨钢温室气体排放量上升企

业增至 7 家，下降企业减至 10 家；国外企业仍保持 1 家吨钢温室气体排放量上



升，5 家企业下降。整体来看在吨钢颗粒物排放方面 23 年国内企业相对 22 年

有所波动，而国外企业减排效果显著。

备注：浦项钢铁其直接披露的颗粒物排放量即为 0.01kg/t-crude steel，根据青悦向有

关专家咨询得到反馈，浦项钢铁颗粒物排放水平极低的原因可能是其对于颗粒物的统计口径

差异，在统计时可能只统计了 PM2.5 及以下的排放水平。

西宁特钢 2023 年 PM 颗粒物排放量及粗钢产量披露如下：



图源：西宁特钢 2023 年年度报告

2023 年吨钢颗粒物排放量劣化最高的企业为太钢不锈， 增加幅度为

108.99%。（22 年披露吨钢颗粒物排放量为 0.068 千克/吨；23 年披露粗钢产

量为 1390.84 万吨，颗粒物排放总量为 1976.54 吨）



图源：太钢不锈 2022 年社会责任报告

图源：太钢不锈 2023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16）吨钢 COD 排放量

公开颗粒度说明

在 2023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披露范围为“公司层面”的企业有：柳钢股

份、包钢股份、山东钢铁、三钢闽光、沙钢集团、本钢板材和中钢（台湾省）（国

内 7 家）；披露范围为“钢铁主业”的企业有：南钢股份、宝钢股份和鞍钢股份

（国内 3 家）；披露范围为“未说明”的企业有：杭钢股份、八一钢铁、华菱钢

铁、中信特钢、马钢股份、宝武集团、重庆钢铁、新钢股份、首钢集团、西宁特

钢、中南股份和抚顺特钢（国内 12 家）。

在 2023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中，仅国内企业披露该项指标，最大值为 0.031

千克/吨钢，最小值为 0.002 千克/吨钢。22 年同比分析，有 13 家国内企业下降，

相比之下国外企业仅有 1 家吨钢 COD 排放量下降。23 年同比分析，国内吨钢

COD 排放量下降企业减至 11 家。整体来看在吨钢 COD 排放方面 23 年国内企

业相对 22 年相对保持稳定，国外企业在 COD 披露较少，因此较难比较国内外

企业在吨钢 COD 排放量指标上的情况。



2023 年吨钢 COD 排放量劣化最高的企业为杭钢股份，增加幅度为 59.25%。

（22 年披露吨钢 COD 排放量为 0.004 千克/吨；23 年披露吨钢 COD 排放量为

0.00637 千克/吨）



图源：杭钢股份 2022 年 ESG 报告

图源：杭钢股份 2023 年 ESG 报告

案例分析

首钢集团 2023 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中对排放物只进行降低率的披露，而没

有具体的强度数值，不利于投资者及利益相关方的核对与信任。

图源：首钢集团 2023 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



17）吨钢废水排放量

公开颗粒度说明

在 2023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披露范围为“公司层面”的企业有：柳钢股

份、包钢股份、山东钢铁、三钢闽光、凌钢股份、河钢股份、中钢（台湾省）、

浦项钢铁、纽柯钢铁、新利佩茨克钢铁和塔塔钢铁（国内 7 家，国外 4 家）；

披露范围为“钢铁主业”的企业有：宝钢股份和巴西国家钢铁（国内 1 家，国外

1 家）；披露范围为“未说明”的企业有：杭钢股份、八一钢铁、华菱钢铁、中

信特钢、宝武集团、重庆钢铁、新钢股份、首钢股份、太钢不锈、西宁特钢、方

大特钢、中南股份和河钢集团（国内 13 家）。

在 2023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中，该项指标最大值为 2.17 吨/吨钢，最小值为

0.00 吨/吨钢（凌钢股份工厂污水零排放）。22 年同比分析，有 5 家国内企业

吨钢废水排放量上升，9 家企业下降；相比之下国外企业有 1 家吨钢废水排放量

上升，3 家企业下降。23 年同比分析，国内吨钢废水排放量上升企业减至 3 家，

下降企业增至 12 家；国外企业仍是 1 家吨钢废水排放量上升，3 家企业下降。

整体来看在吨钢废水排放方面 23 年国内企业相对 22 年废水减排方面有所进步，

而国外企业相对保持稳定。



2023 年吨钢废水排放量劣化最高的企业为巴西国家钢铁，增加幅度为

34.24%。（22 年披露粗钢产量 3906.1 万吨，废水排放量为 63183.9 兆升；23



年披露粗钢产量 3203.02 万吨，废水排放量为 69550.3 兆升）

图源：巴西国家钢铁 2024 年 Databook

18）吨钢氨氮排放量

公开颗粒度说明

在 2023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披露范围为“公司层面”的企业有：包钢股

份、山东钢铁、沙钢集团、本钢板材和中钢（台湾省）（国内 5 家）；披露范围

为“钢铁主业”的企业有：南钢股份、宝钢股份和鞍钢股份（国内 3 家）；披露

范围为“未说明”的企业有：杭钢股份、华菱钢铁、中信特钢、马钢股份、重庆

钢铁和西宁特钢（国内 6 家）。

在 2023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中，该项指标最大值为 0.0014 千克/吨钢，最小

值为 0.0001 千克/吨钢。22 年同比分析，有 3 家国内企业吨钢废水排放量上升，

8 家企业下降。23 年同比分析，国内吨钢废水排放量上升企业增至 4 家，下降

企业减至 6 家。整体来看在吨钢废水排放方面 23 年国内企业相对 22 年在废水

减排方面略有退步，而国外企业对氨氮排放量情况均没有披露。



2023 年吨钢氨氮排放量劣化最高的企业为山东钢铁，增加幅度为 57.14%。

（22 年披露吨钢氨氮排放量为 0.00007 千克/吨；23 年披露吨钢氨氮排放量为

0.00011 千克/吨）



图源：山东钢铁 2023 年 ESG 报告

19）吨钢耗新水量

公开颗粒度说明

在 2023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披露范围为“公司层面”的企业有：中国东

方集团、柳钢股份、包钢股份、山东钢铁、三钢闽光、沙钢集团、本钢板材、凌

钢股份、河钢股份、中钢（台湾省）、京德勒西南钢铁、日本制铁、安赛乐米塔

尔、浦项钢铁、纽柯钢铁、新利佩茨克钢铁和塔塔钢铁（国内 10 家，国外 7 家）；

披露范围为“钢铁主业”的企业有：南钢股份、宝钢股份、鞍钢股份和巴西国家

钢铁（国内 3 家，国外 1 家）；披露范围为“未说明”的企业有：杭钢股份、

八一钢铁、华菱钢铁、中信特钢、马钢股份、宝武集团、鞍钢集团、重庆钢铁、

新钢股份、首钢股份、首钢集团、太钢不锈、中南股份、河钢集团、抚顺特钢和

建龙集团（国内 16 家）。

在 2023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中，该项指标最大值为 4.30 立方米/吨钢，最小

值为 1.10 立方米/吨钢。22 年同比分析，有 6 家国内企业吨钢耗新水量上升，

18 家企业下降；相比之下国外企业有 4 家吨钢耗新水量上升，2 家下降，国内

23 年同比分析，有 4 家国内企业吨钢耗新水量上升，19 家企业下降，国外企业

有 2 家吨钢耗新水量上升，下降的企业数量增至 6 家。综上所述，国内外企业



在降低耗水量、提高水循环利用率方面都做得较好且在逐年提升。



2023 年吨钢耗新水量劣化最高的企业为南钢股份，增加幅度为 60.63%。

（22 年披露吨钢耗新水量为 1.6 立方米/吨；23 年披露吨钢耗新水量为 2.57 立

方米/吨）

图源：南钢股份 2022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图源：南钢股份 2023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20）吨钢能源消耗

公开颗粒度说明

在 2023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披露范围为“公司层面”的企业有：中国东

方集团、柳钢股份、包钢股份、山东钢铁、沙钢集团、本钢板材、凌钢股份、新

兴铸管、河钢股份、中钢（台湾省）、济源钢铁、京德勒西南钢铁、日本制铁、

安赛乐米塔尔、浦项钢铁、纽柯钢铁、新利佩茨克钢铁和塔塔钢铁（国内 11 家，



国外 7 家）；披露范围为“钢铁主业”的企业有：南钢股份、宝钢股份、鞍钢股

份和巴西国家钢铁（国内 3 家，国外 1 家）；披露范围为“未说明”的企业有：

杭钢股份、八一钢铁、中信特钢、马钢股份、重庆钢铁、新钢股份、首钢股份、

首钢集团、太钢不锈、中南股份、河钢集团、抚顺特钢和建龙集团（国内 13 家）。

在 2023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中，该项指标最大值为 857.27 千克标准煤/吨钢，

最小值为 188.93 千克标准煤/吨钢。国外钢企的吨钢能耗总体比国内企业要高，

在吨钢能源消耗上，国内企业表现更优。22 年同比分析，有 10 家国内企业吨钢

能源消耗上升，11 家企业下降；相比之下国外企业有 3 家吨钢能源消耗上升，3

家下降。23 年同比分析，有 13 家国内企业吨钢能耗下降，国外企业下降的企业

数量减至 2 家。由此可见，国内企业在降低能源消耗方面做得较好且在逐年进步，

无论是 23 年当年的能耗情况还是三年的节能趋势都优于大部分国外企业。





注：部分企业吨钢能源消耗由能源转换系数换算得出，能源换转换系数为 1 吨标煤⇆

8.130555556 兆瓦⇆ 29.27061458 吉焦。

2023 年吨钢能源消耗劣化最高的企业为河钢股份，增加幅度为 10.36%。

（22 年披露粗钢产量为 2808 万吨，能源消耗总量为 17510717 吨标准煤；23

年披露粗钢产量为 2717 万吨，能源消耗总量为 18697852 吨标准煤）

图源：河钢股份 2023 年 ESG 报告

案例分析

山东钢铁 23 年同比吨钢能耗下降幅度最大，节能效果最优。



图源：山东钢铁 2023 年度社会责任暨 ESG 报告

21）清洁能源消耗占比

在 2023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中，该项指标最大值为 23.56%，最小值为

0.0019%。22 年同比分析，有 4 家国内企业清洁能源消耗占比上升，1 家企业

下降。23 年同比分析，有 3 家国内企业清洁能源消耗占比上升，4 家企业下降。

由此可见，国内企业该指标的披露情况不及其他指标充分，并且在清洁能源利用

方面略有退步，仍有待提升；而国外企业均没有披露清洁能源消费占比，无法对

该指标进行国内外企业情况的对比分析。



2023 年清洁能源消耗占比劣化最高的企业为太钢不锈，增加幅度为

-57.14%。（22 年披露粗钢产量为 1216.88 万吨，清洁能源消耗量为 54174 万

千瓦时；23 年披露粗钢产量为 1390.84 万吨，清洁能源消耗量为 23547 万千

瓦时）



图源：太钢不锈 2023 年 ESG 报告

3. 社会指标

1) 供应商可持续发展/ESG 现场审核

钢铁企业对供应商进行可持续发展或 ESG 现场审核，有助于确保供应链符

合可持续标准，减少环境风险，改善社会责任表现，并提升治理透明度。本报告

统计的钢企需明确披露对供应商进行可持续发展（ESG）现场审核，且仅限于明

确指出是关于可持续发展/ESG 类别审核的情况。近三年，尽管国内外钢企在这

一领域的披露较少，但国内钢企在此方面的披露数量已有明显增加。

2) ESG 报告的第三方鉴证

通过第三方鉴证，企业能够确保其 ESG 报告符合国际标准，提升报告的可

信度与透明度，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尽管截至 2023 年，钢企对 ESG 报告进行

第三方鉴证的数量有所增加，但整体仍较少。国外钢企在这方面的比例较高，显

示出其对 ESG 透明度的更高关注和合规性要求。总体而言，第三方鉴证在提升

报告公信力和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钢企应进一步加强这一环



节，以增强市场信任和提升竞争力。尤其是对于中国企业表现相对于国外企业更

好的指标，如果没有第三方鉴证，其可信度将大大折扣。

Tata Steel 对其 ESG 报告进行了第三方鉴证

宝钢股份对其 ESG 报告中的关键数据进行了第三方鉴证：



3) 工伤率

在 2023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中，该项指标最大值为 0.92 工伤数/百万工时，

最小值为 0 工伤数/百万工时，世界钢协参考值为 0.76 工伤数/百万工时。23 年

披露情况显示，国外企业的工伤率总体高于国内企业的工伤率。22 年同比分析，

有 1 家国内企业工伤率上升，6 家企业下降；国外企业有 1 家工伤率上升，5 家

下降。23 年同比分析，国内企业有 1 家工伤率上升，6 家下降，1 家保持不变；

国外企业有 1 家工伤率上升，5 家下降。由此可见，国内外企业在 23 和 22 年

的工伤率都保持稳定下降的状态。



2023 年工伤率劣化最高的企业为中钢（台湾），变化幅度为 100%。（22

年披露雇员工伤率为 0.05 工伤/百万工时；23 年披露雇员工伤率为 0.10 工伤/



百万工时）

图源：中国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台湾）2023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4) 工亡率

在 2023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中，该项指标最大值为 1.786 工亡数/百万工时，

最小值为 0 工亡数/百万工时。23 年工亡率情况表明，巴西国家钢铁的工亡率远

高于其他企业。大部分报告中包含该指标的钢企披露的工亡率为 0。可见，国内

外企业工亡率总体保持低水平。



案例分析

巴西国家钢铁 23 年工亡率为 1.786 死亡/百万工时。



图源：巴西国家钢铁 Integrated Report 2023

5) 研发投入占比

在 2023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中，该项指标最大值为 5.68%，最小值为 0.03%。

2023 年披露情况表明，国内企业研发投入占比总体较高。22 年同比分析，国内

企业有 24 家研发投入占比上升，4 家企业下降；相比之下国外企业有 1 家研发

投入占比上升，1 家下降，可见国内企业在加大研发投入方面做得较好。23 年

同比分析，有 16 家国内企业研发投入占比上升，11 家企业下降；国外企业有 1

家研发投入占比上升，下降的企业数量增至 2 家。由此可见，国内企业近三年的

研发投入比例优于大部分国外企业。





2023 年研发投入占比劣化最高的企业为杭钢股份，变化幅度为-24.19%。

（22 年披露研发投入为 53508.42 万元，营业收入为 4332500 万元；23 年披

露研发投入占比为 0.94%）

图源：杭钢股份 2022 年 ESG 报告

图源：杭钢股份 2023 年 ESG 报告

6) 员工培训时长

在 2023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中，该项指标最大值为 226.00 小时/员工，最小

值为 8.00 小时/员工，世界钢协参考值为 8.9 培训天数/雇员。23 年披露情况表

明，国内企业员工培训时长总体超过大部分国外企业。22 年同比分析，国内企



业有 9 家员工培训时长上升，5 家企业下降；相比之下国外企业有 5 家员工培训

时长上升。23 年同比分析，有 11 家国内企业员工培训时长上升，6 家企业下降；

国外企业有 3 家员工培训时长上升，下降的企业数量增至 2 家。由此可见，近

三年国内企业相对国外企业在加大员工培训力度方面做得较好。



2023 年员工培训时长劣化最高的企业为京德勒西南钢铁，变化幅度为

-31.35%。（22 年披露员工培训时长为 31.29 小时；23 年披露员工培训时长为

21.48 小时）

图源：京德勒西南钢铁 2022 年综合报告

图源：京德勒西南钢铁 2023 年综合报告

7) 经 ESG/CSR 评估的供应商比例

经环境评估：

在 2023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中，该项指标最大值为 100%，最小值为 6%。



23 年披露情况表明，国内企业经环境评估的供应商比例总体较国外企业高，其

中，建龙集团、包钢股份和马钢股份经环境评估的供应商比例达到 100%。22

年同比分析，国内企业有 4 家经环境评估的供应商比例上升；相比之下国外企业

仅有 1 家比例上升。23 年同比分析，有 3 家国内企业经环境评估的供应商比例

上升，1 家企业下降；国外企业仍是仅有 1 家比例上升。由此可见，国内企业在

供应商环境评估方面表现更好。



2023 年经环境评估的供应商比例劣化最高的企业为南钢股份，变化幅度为

-15.79%。（22 年披露供应商总数为 2278 家，开展环境影响评估的供应商数

为 583 家；23 年披露供应商总数为 2260 家，开展环境影响评估的供应商数为

487 家）

图源：南钢股份 2022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图源：南钢股份 2023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经社会评估：

在 2023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中，该项指标最大值为 100%，最小值为 6%。

22 年同比分析，国内企业有 4 家经社会评估的供应商比例上升；相比之下国外

企业仅有 1 家比例上升。23 年同比分析，有 3 家国内企业经社会评估的供应商

比例上升，国外企业仍是仅有 1 家比例上升。由此可见，国内企业在供应商环境

评估方面表现更好，不过除 3 年国内企业（建龙集团、包钢股份和马钢股份）外，



巴西国家钢铁 23 年经社会标准评估的供应商比例也达到 100%。

2023 年经社会评估的供应商比例劣化最高的企业为南钢股份，变化幅度为

-15.79%。（22 年披露供应商总数为 2278 家，开展社会影响评估的供应商数

为 583 家；23 年披露供应商总数为 2260 家，开展社会影响评估的供应商数为

487 家）



图源：南钢股份 2022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图源：南钢股份 2023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4. 世界钢协：可持续发展指标

2004 年以来，世界钢铁协会每年都会收集并发布下属会员 8 项可持续发展

指标数据，以衡量钢铁行业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关键绩效表现。

世界钢协《可持续发展指标报告 2024 年版》中，共有 93 家钢铁企业和行

业协会贡献了财政年度数据，共计粗钢产量 9.561 亿吨，占全球粗钢产量的 51%。

74 家组织自愿提供了 8 项指标中一项或多项数据，其中 36 家组织提供了所有 8

项指标的数据。



图源：世界钢协官网

在本次分析的 43 家钢企（国内 35 家，国外 8 家）中，所披露的内容包含

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能源强度、误工工伤事故率和雇员培训四项世界钢协提出的

可持续发展指标，以下是披露情况：

近三年，企业在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披露能源强度的数量最多，其次为雇员培

训情况。能源强度、误工工伤事故率和雇员培训三个指标的披露企业数量逐年增

加，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披露数量则未见明显增长。本报告也将材料效率作为

指标分析，但本次对比中的未发现有钢企对材料效率进行披露。



六、总结与建议

近三年钢铁行业在绿色转型过程中取得了显著进展，同时也面临很多挑战。

本报告分析的主要目的是对比国内外钢企在绿色转型上取得的成绩以及面临的

挑战。在分析的过程中，国内外钢企会遇到一些共性的问题，同时也有不同的表

现，我们通过对比国内外钢企的绿色转型表现，试图找出优秀实践案例和退步案

例，帮助钢铁行业实现更加全面深入的绿色转型。下面将分析过程中发现的内容

总结如下：

6.1 积极进展

1.报告内容的逐步完善——披露指标数量逐年增加

绝大多数钢企在报告中披露的环境和社会指标数量逐年增加，数据逐步完整。

这一趋势表明，企业在环境管理、减碳目标等方面的努力和透明度有了显著提升。

特别是在气候应对管理、减碳路线、低碳排放钢生产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指

标的披露数量明显增加，关注度显著提升。针对减碳路线、低碳排放钢生产、生

物多样性保护等以往关注度较低的议题，近三年来披露的钢企数量显著增加。这

表明企业在绿色转型过程中，开始更加关注国际标准、国家政策、利益相关方的

意见。



2.报告类型的转变——从 CSR 报告向 ESG 或可持续发展报告转型

越来越多企业从传统的 CSR 报告转型为 ESG 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体现

了企业在财务、环境和社会议题的披露逐渐规范化和标准化。国内企业如新钢股

份和首钢股份均从 21 年的社会责任报告分别向 ESG 报告和可持续发展报告转变，

而国外企业除部分企业披露可持续发展报告外，还有部分企业披露的为综合报告。

这一变化表明，钢铁企业在披露时更注意与国际国内披露标准及趋势相符合。

3.国内外钢企绿色转型均取得显著进展——部分议题国内钢企表现更好

全球钢铁行业的绿色转型正在加速推进，国内外钢企在这一过程中都取得了

显著进展。从污染物排放来看，超过一半的钢企已经实现了排放量的持续下降，

显示出行业整体环境治理能力的提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钢企在许多议题

表现更好——不仅在传统污染治理上取得了突破，更在减碳目标及路线完善上

展现巨大进步。虽然国际钢企在标准制定和市场机制建设上仍有一定优势，但中

国钢企通过规模化实践和技术场景的深度应用，正在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绿色转

型之路。这一趋势不仅反映了全球钢铁行业低碳发展的新方向，也展现了中国钢

企在全球竞争中的强劲势头。



以下是对部分代表议题进行分析：

（1）气候变化应对：

在碳中和目标披露和减碳路线完善等定性指标方面，国外钢企起步较早，但

中国企业近年来进步显著，迅速缩小了差距。在低碳排放钢和基于 LCA（生命周

期评估）的产品碳及环境表现（如 EPD）方面，中国企业也展现出快速发展的

势头。从吨钢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来看，美国纽柯钢铁凭借 100%电炉炼钢技术，

表现明显优于全行业，而其他规模较大的企业之间差距不大，相比之下，中国、

印度和巴西的表现稍显不足。在吨钢能耗方面，中国企业整体表现优于国外企业，

但美国纽柯钢铁和韩国浦项制铁仍处于领先地位。

（2）污染物减排：

在废气排放强度方面，国内钢企普遍比国外钢企表现好很多。

在废水排放强度方面，国外钢企披露较少，难以直接对比。

（3）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

国外企业表现较好，国内企业正在快速跟进，但还有差距。

（4）水资源消耗：

国内外企业交错分布，差异较大，最优企业为柳钢股份（中国）。

（5）循环经济与资源利用：

对于未来短流程及循环经济非常重要的废钢管理，目前国内外钢企完整披露

很少，相对而言国外披露比例高一些。

危险废物处置国内企业披露比例高，较为领先，国外企业披露较少。

（6）转型进展衡量：

欧洲钢企因为欧盟分类法合规要求，均主动披露了符合可持续分类法的收入



与支出比例，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尚无此合规要求，暂无披露。但中国企业

披露环保投入比例很高，而对于衡量转型进展的绿色收入，暂无披露。

（7）供应链管理：

从披露率及通过 ESG 考核的比例来看，中国企业更领先一些，国外钢企仅

有巴西国家钢铁披露此指标。

（8）安全生产：

从披露来看，中国企业更领先，巴西国家钢铁较为落后。

（9）科技创新：

从研发投入占比来看，除了安塞乐米塔尔外，中国企业大体上领先国外钢企。

（10）员工发展：

从员工培训时长来看，国内钢企普遍优于国外钢企。

因此从以上对标结果来看，总体而言，中国钢企除了在温室气体排放强度、

生物多样性等少数议题相差不大或者还需要该进，在大多数 ESG 议题上领先国

外钢企。

6.2 面临挑战

钢铁企业在可持续指标的披露情况有着明显的进步和完善，然而，从实际披

露来看，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钢企，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1.报告披露方面

（1）关键议题披露率不足

部分钢企的报告仅披露有限指标，对某些关键领域（如生物多样性和供应商

现场审核及管理）的信息披露不足。除此外，有些钢企在一些指标（如温室气体

排放、SO2、NOX 等）上虽然披露了总量，但由于未披露粗钢产量，这样就导致



无法计算其单位产品表现，不能与同行业进行对比。

还有些企业披露较为落后，没有披露 ESG 报告，或者没有按照国际国内通

用标准和做法披露报告。

案例 1--上海德龙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虽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但其披露形式为

每季度在官网中在线发布，且披露有效指标数据极少，不具有同行业可比性。

图源：上海德龙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官网截图

（2）缺乏必要的数据核算范围说明，统计范围和方法不一致

部分钢企在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未明确数据口径、统计范围和计算方法，导致

同一指标的结果无法直接比较。尤其是很多钢企在产业多元化时，没有把钢铁生

产、钢铁其他板块、全部业务的所有相关指标进行系统性的披露，比如宝钢股份

在披露温室气体时，四基地、钢铁板块、全公司的都进行了披露，但在废气污染

物这里，只披露了钢铁板块，且因为未披露粗钢产量，导致无法计算污染物排放

强度。部分报告甚至在同一指标不同年份披露不同结果而未作解释，降低了报告

的透明度和可信度，比如以下案例。



案例 1--柳钢股份 2021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中披露的净利润和资产负债率和

2022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及 2023 年度 ESG 报告中披露的数值不一致，并未找到

其相关解释。

图源：柳钢股份 2021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图源：柳钢股份 2022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图源：柳钢股份 2023 年环境、社会及管治（ESG）报告

（3）企业报告中存在明显人为疏忽或数据录入的错误

在分析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时，发现报告中存在明显人为疏忽或数据录入的

错误。部分企业某些指标的单位披露错误，与相关数据不匹配。此类错误可能是

数据录入过程中的失误，导致单位使用不当或与实际数据的量纲不符。

案例 1--宝武集团披露的污染物排放量所披露的单位本应是吨，但报告中披

露为万吨。



图源：2023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社会责任报告

案例 2--重庆钢铁在 2023 年报告附录中披露年限有误，第一页披露的年份

准确，之后年限则存在披露错误。

图源：重庆钢铁 2023 年环境、社会及治理报告（第一页年份标注正确）



图源：重庆钢铁 2023 年环境、社会及治理报告（年份标注错误）

（4）国内钢企第三方鉴证比例低，导致数据可信度不足

2023 年 35 家国内钢企中仅有 2 家对 ESG 报告进行了第三方鉴证，而国外

8 家中有 7 家进行了鉴证，使得即使是量化数据上看国内领先的指标，也可信度

不够。

2.钢企自身方面

（1）技术瓶颈与路径依赖

当前钢企的低碳技术应用滞后，氢冶金、电炉短流程炼钢、碳捕集技术

（CCUS）等核心低碳技术仍处于试点阶段，规模化应用不足。大部分钢企，特

别是国内钢企依然采用长流程炼钢，污染物减排更多的是靠末端治理，要多投入

很多的脱硫脱销除尘设施的电力，间接增加了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

了很多的以上废气污染物的固体废弃物以及氨逃逸等。

（2）产业链协同存在短板

国内外钢企对废钢回收的披露极少，尽管有部分钢企披露了废钢来源，但更

多侧重于定价和用量等目的，未体现全面的环境管理与可持续发展考量。废钢回

收率过低，这也是制约电炉炼钢发展的关键因素。同时，国内外钢企对清洁能源

的使用占比也处于较低水平，当然这可能是因为当前氢能成本过高，而光伏和风

电的工业还不够稳定，导致大部分钢企没有选择使用清洁能源。

3. 政策限制方面

当前国内在绿色收入与支出核算层面尚且没有统一的标准，国内政策对绿色

经济活动界定模糊，未明确区分低碳钢与传统工艺改进项目的收入权重，且绿色

投资常与常规技改混用（如企业将脱硫设备采购与氢冶金研发合并统计），导致



“漂绿”风险；相比之下，欧盟分类法设定了“技术中性”（不指定必须用哪种

低碳技术）的吨钢温室气体排放量量化阈值，且对于实体企业及金融企业均需参

照，有利于实体与金融之间形成统一的核算及循环。

6.3 建议

1.提升 ESG 披露的完整性与全面性

参照国际通用的披露标准（如 ISSB/SASB、GRI 等国际标准），以及所在

司法管辖区及交易所的 ESG 披露标准（比如上交所、深交所、北交所、港交所

的 ESG 披露指引）进行编制，确保实质性关键议题披露的完整性和全面性。

建议尚未发布 ESG 报告的钢企尽早主动全面系统性的以 ESG 报告方式对外

部呈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为后续绿色融资、进入品牌绿色供应链等奠定良好基

础。

2.规范及统一数据核算方法与范围

钢企可参照国际标准（如 ISSB/SASB/GRI）统一统计方法明确报告中每项

指标的数据口径、计算方法和统计范围，确保披露数据的一致性与可比性。避免

同一报告中存在相互矛盾的数据，如果有差异，需做充分解释。同时建议行业协

会或监管机构制定统一的行业报告标准，推动企业遵循最佳实践，提升数据可比

性，提高报告质量和透明度。

尤其是对于有多元化业务的钢企而言，建议从公司整体、钢铁业务板块、钢

铁生产板块等几个不同的颗粒度，对于所有相关量化指标进行一致的披露，提升

同行业可比性。

3. 加强 ESG 报告鉴证，提升数据可信度

建议各个钢企对自己的 ESG 报告中的关键数据进行第三方鉴证，提升投资者



与利益相关方对自己披露数据的可信度，比如从数据上看，我国钢企污染物排放

强度上比国外钢企要领先很多，但却因为第三方鉴证少而可信度不够。

4. 建议加强 ESG 报告的校对与审核

企业应加强数据审核和校对流程，特别是在报告编制过程中对各项指标的单

位和量纲进行严格核对。可以设立专门的审查环节，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一致性。

同时，鼓励企业利用数字化工具进行数据检查，以减少人为错误的发生。

5. 建议中国钢企加强末端治理的同时，更多探索全生命周期绿色钢铁

我国钢企在污染物及温室气体上的减排，建议更多从氢冶金、短流程新的技

术路线及源头实现减排，减少末端治理减排带来的负面影响。

6. 建议发改委及生态环境部等相关部门，启动中国可持续分类法的修订

目前中国的钢企还无法像欧洲钢企一样，用统一的权威的方法来核算自己的

绿色业务的收入与支出，无法有效衡量可持续发展转型的进展，建议参考欧盟而

可持续分类法，可以让钢企与投资者及利益相关方共享同样的对钢企转型的衡量

标准。

同时建议钢铁企业可以先行探索利用已有公开透明的方法来核算自己的绿

色收入与支出，主动对外体现自己的转型进展，具体可以参见如下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1yR-VzZtXXeBBAy-xCBq3w（钢铁企业绿色收

入与支出核算参考目录建议，欧盟钢铁企业已先行）。

https://mp.weixin.qq.com/s/1yR-VzZtXXeBBAy-xCBq3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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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附录

1. 附表 1.2021-2023 年国内外钢企绿色转型数据

2. 国外及国内非上市钢企报告来源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https://www.baowugroup.com/social_responsibility/csr_report

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https://www.shansteelgroup.com/home/xxgk

河钢集团有限公司

https://www.hbisco.com/sustainable#social

鞍钢集团有限公司

http://www.ansteel.cn/kechixufazhan/kechixufazhanbaogao/

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https://www.ejianlong.com/social/report

河南济源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http://www.hnjg.com/static/upload/file/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http://www.sha-steel.com/shzr/shzrbg/index.shtml

https://www.baowugroup.com/social_responsibility/csr_report
https://www.shansteelgroup.com/home/xxgk
https://www.hbisco.com/sustainable
http://www.ansteel.cn/kechixufazhan/kechixufazhanbaogao/
https://www.ejianlong.com/social/report
http://www.hnjg.com/static/upload/file/20240315/1710477684152326.pdf
http://www.sha-steel.com/shzr/shzrbg/index.shtml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

https://www.shougang.com.cn/sgweb/html/bgxz/

中国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台湾省）

https://www.csc.com.tw/CS/downloadcsr

纽柯钢铁公司（美国）

https://nucor.com/esg

日本制铁株式会社（日本）

https://www.nipponsteel.com/en/csr/report

韩国浦项制铁集团公司（韩国）

https://www.posco.co.kr/homepage

巴西国家钢铁公司（巴西）

https://prd-admin-esg.csn.com.br/

京德勒西南钢铁公司（印度）

https://www.jswsteel.in/sites/default/files/assets/downloads/steel/IR

印度塔塔钢铁公司（印度）

https: //www.tatasteel.com/investors/integrated-reportannual-report

安赛乐米塔尔（卢森堡）

https://corporate.arcelormittal.com/media

新利佩茨克钢铁公司（俄罗斯）

https://nlmk.com/upload/iblock

致谢

https://www.shougang.com.cn/sgweb/html/bgxz/
https://www.csc.com.tw/CS/downloadcsr
https://nucor.com/esg
https://www.nipponsteel.com/en/csr/report
https://www.posco.co.kr/homepage
https://prd-admin-esg.csn.com.br/
https://www.jswsteel.in/sites/default/files/assets/downloads/steel/IR
https: //www.tatasteel.com/investors/integrated-reportannual-report
https://corporate.arcelormittal.com/media
https://nlmk.com/upload/iblock/


感谢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卫蓝侠项目“清洁空气行动-减污降碳行动”

的支持，文章内容由上海青悦环保承担全部责任，与支持方政策及立场无关。




	一、背景介绍
	二、观察钢企名单
	三、公开颗粒度分析
	四、观察指标及方法
	1.财务指标
	（1）定量指标：

	2.环境指标
	（1）定性指标：
	（2）定量指标：

	3.社会指标
	（1）定性指标：
	（2）定量指标：


	五、披露现状
	1.财务指标
	1）营业收入
	2）资产负债率
	3）净利润率
	4）粗钢产量

	2.环境指标
	1）决策层、管理层和执行层气候管理实践
	2）关于气候风险管理的情景分析
	3）碳中和目标
	4）短中长期减碳路线图
	5）自身减碳路线图进展对照
	6）生态多样性与生态系统管理
	7）危险废物处置情况
	8）废钢管理
	9）低碳排放钢
	10）EPD报告的发布
	11）环保投入
	12）吨钢温室气体排放量
	13）吨钢SO2排放量
	14）吨钢NOX排放量
	15）吨钢颗粒物排放量
	16）吨钢COD排放量
	17）吨钢废水排放量
	18）吨钢氨氮排放量
	19）吨钢耗新水量
	20）吨钢能源消耗
	21）清洁能源消耗占比

	3.社会指标
	1)供应商可持续发展/ESG现场审核
	2)ESG报告的第三方鉴证
	3)工伤率
	4)工亡率
	5)研发投入占比
	6)员工培训时长
	7)经ESG/CSR评估的供应商比例

	4.世界钢协：可持续发展指标

	六、总结与建议
	6.1积极进展
	1.报告内容的逐步完善——披露指标数量逐年增加
	2.报告类型的转变——从CSR报告向ESG或可持续发展报告转型
	3.国内外钢企绿色转型均取得显著进展——部分议题国内钢企表现更好
	（1）气候变化应对：
	（2）污染物减排：
	（3）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
	（4）水资源消耗：
	（5）循环经济与资源利用：
	（6）转型进展衡量：
	（7）供应链管理：
	（8）安全生产：
	（9）科技创新：
	（10）员工发展：


	6.2面临挑战
	1.报告披露方面
	（1）关键议题披露率不足
	（2）缺乏必要的数据核算范围说明，统计范围和方法不一致
	（3）企业报告中存在明显人为疏忽或数据录入的错误
	（4）国内钢企第三方鉴证比例低，导致数据可信度不足
	2.钢企自身方面
	（1）技术瓶颈与路径依赖
	（2）产业链协同存在短板
	3.政策限制方面

	6.3建议
	1.提升ESG披露的完整性与全面性
	2.规范及统一数据核算方法与范围
	3.加强ESG报告鉴证，提升数据可信度
	4.建议加强ESG报告的校对与审核
	5.建议中国钢企加强末端治理的同时，更多探索全生命周期绿色钢铁
	6.建议发改委及生态环境部等相关部门，启动中国可持续分类法的修订


	七、关于报告
	八、附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