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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酒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酒业协会团体标准审查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酒业协会酒与社会责任促进工作委员会。
本文件起草单位: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首都经济贸

易大学中国ESG研究院、江苏苏酒集团、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牛栏山酒厂、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百威

(武汉)啤酒有限公司、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张裕集团

有限公司、帝亚吉欧洋酒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保乐力加(中国)贸易有限公司、华润啤酒(控股)有限公

司、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贵州习酒股份有限

公司、山东扳倒井股份有限公司、国际洋酒生产商协会北京代表处。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宋书玉、曾从钦、柳学信、何勇、张联东、刘淼、袁清茂、梁金辉、王莉、宋克伟、

黄克兴、杨克、孙爱保、傅祖康、周洪江、陈伟、侯孝海、耿超、张晨、曲刚、李志刚、钟星、董丹华、张子婷、
李振寰、王幸韬、章欣、陆红珍、宋珊、朱家峰、魏金旺、孙治富、朱江柳、孙国昌、姜建勋、管沥、韩晓菲、
王聪、谢夷、晏经纬、元月、李琪、王凯、乔紫薇。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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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酒类企业如今在我国商业环境及传统文化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推动酒类企业高质量发展是

实现酒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酒类企业ESG披露是酒类企业关于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

(Social)和治理(Governance)的信息披露,为酒类企业制定ESG披露标准以规范其ESG披露行为有助

于酒类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现。
《酒类企业ESG披露指南》旨在以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为依据,参考国际主流ESG披露标

准,结合我国国情和酒类企业在我国的重要地位,构建一套既与国际接轨又符合中国酒类企业特色的披

露指标体系,为酒类企业开展ESG披露提供基础框架,推动酒类企业绿色发展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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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类企业ESG披露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酒类企业ESG信息披露的披露原则、披露要求、信息核验与报告应用、责任与监督。
本文件适用于酒类企业,即经营白酒、黄酒、啤酒、果酒、露酒等各种酒类企业的ESG信息披露。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ESGenvironmental,social,andgovernance
关注企业环境(3.2)、社会(3.3)、治理(3.4)绩效的投资理念和企业评价标准,是影响投资者决策以

及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因素。
[来源:T/CERDS2—2022,3.1]

3.2
环境 environmental
企业运行活动的外部存在,包括空气、水、土地、自然资源、植物、动物、人,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

关系。
注1:外部存在可能从企业内延伸到当地、区域和全球系统。
注2:外部存在可用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气候或其他特征来描述。

[来源:GB/T24001—2016,3.2.1,有修改]

3.3
社会 social
企业通过透明和合乎道德的行为,为其决策和活动对社会的影响而承担的责任。这些行为:
———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包括社会成员的健康和社会的福祉;
———考虑了利益相关方的期望;
———促进企业价值网各环节的协调发展;
———融入整个企业并在企业关系中实施。
注1:活动包括产品、服务和过程。
注2:企业关系是指企业在其影响范围内的活动。

[来源:GB/T36000—2015,3.16,有修改]

3.4
治理 governance
在企业的经营中实行的管理和控制系统,包括批准战略方向、监督和评价高层领导绩效、财务审计、

风险管理、信息披露等活动。
[来源:GB/T19580—2012,3.5,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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