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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经理论市： 

美联储维持宽松，国内社融数据符合预期  

上周 A股表现相对平淡，上证综指下跌 0.38%，深证成

指上涨 0.64%，创业板指数上涨 0.98%。分板块看，休闲服

务、传媒、医药生物、商业贸易和电气设备等板块表现较好；

农林牧渔、建筑装饰、银行、非银金融和公用事业等板块表

现较差。上周受到疫情二次爆发担忧的影响，美股大幅下跌，

标普 500 指数下跌 4.78%。 

海外经济方面，美联储维持宽松。美东时间 6月 10日，

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在 6月议息会议结束后发表声明，宣

布联邦基金利率将维持在 0-0.25%的区间。美联储将至少以

当前速度持续扩表，承诺在未来数月中维持不小于当前规模

的购债额度，即每月净买入不低于 800 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和

400亿美元的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国内经济方面，社融数据符合预期。根据 Wind 数据，

2020年 5月 CPI同比上涨 2.4%，预期 2.7%，前值 3.3%，下

降 0.9个百分点；5月 PPI同比下降 3.7%，预期降 3.2%，前

值降 3.1%。5月社融新增 3.19万亿，高于预期的 3.1万亿，

存量同比增长升至 12.5%；新增人民币贷款 1.48万亿，略低

于预期的 1.6 万亿；M2 增速维持在 11.1%，M1 增速从 5.5%

升至 6.8%，新增社融基本符合预期。 

总体上，近期市场对美国爆发二次疫情的担忧有所加

剧，我国也存在一定数量的输入性病例。预期短期内疫情相

关的板块将受到市场的关注。5月份国内的经济数据即将公

布，如果公布的经济数据超预期，在目前科技成长和消费板

块预期高位的背景下，周期板块有望迎来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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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金融科技与 ESG 投资相结合的应用初探  

一、 ESG投资在海内外金融科技广泛应用的背景之下有着更多发展机遇 

ESG 投资策略是近十余年来兴起的理念，它包含投资的可持续性和社会价值内涵的三个核心要素：环境、社会、

公司治理。它要求在投资决策过程中除了考虑财务回报以外，还要充分评估资产对企业和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随

着社会发展，这些非财务指标蕴含的社会意义和价值日益显著，投资人和资产管理人已逐渐认识到非财务指标在投

资决策中的价值及其对社会发展所能产生的贡献。在全球范围内，许多国家主权基金、养老金和其他金融机构投资

人都自发自愿地在投资活动中应用 ESG投资理念。 

相比海外，A 股上市公司 ESG 信息披露较少，并且缺乏及时性，数据较为分散、无统一的标准，给投资带来一

定难度。但在国内，信息技术发展迅猛，金融科技大数据很好的解决了 ESG投资的难题。金融科技由大数据、区块

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前沿技术带动，对传统金融行业进行颠覆式的变革，提升金融行业效率并有效降低运

营成本。举例来讲，现在很多对冲基金是通过机器学习、数据挖掘来管理基金，基于大数据训练人工智能，使其拥

有了不错的辅助分析、管理基金的能力。2004年后，全球的国际组织和投资机构将 ESG的体系不断深化，随着人工

智能和大数据等相关金融科技技术和应用的发展，ESG投资在金融科技广泛应用的背景之下有着更多发展机遇。 

一是金融科技助力信息筛选整合，解决信息不对称、信息过多的问题。通过爬虫等技术手段进行全方位的信息

搜集，在海量的信息中无遗漏地捕捉有效数据；再通过深度数据清洗，建立量化驱动的模型，将 ESG指标逐一量化、

标准化，整合并融入到传统投研体系中，完成投资决策的优化。 

二是投资信号能被更加准确、快速的捕捉。利用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技术，能够实时跟踪上市公司 ESG相关

的舆情并优先于市场反应，可以更及时有效地避免损失或捕捉收益。自然语言处理技术（NLP）让计算机理解语言文

本的意义，也能以自然语言文本来表达给定的深层的意图、思想等。基于 NLP以及机器学习技术搭载的 ESG舆情监

控类平台，根据拟定的百余个 ESG相关舆情标签，能够对投资标的的实时舆情进行抓取和分类，在 ESG层面及时反

馈投资标的潜在的风险，辅助投资决策的产生以及投后的跟踪管理。 

三是搭建更客观、全面的 ESG评价体系。前沿金融科技技术使我们在深度数据搜集、结构化后能够进一步搭建

出深化的 ESG评价系统，并通过监控舆情实时更新，判断出 ESG 的领先者和落后者。摆脱完全依赖公司主动披露和

其他公开信息查找的局面，结合已有评价体系、加入本土化指标，进行更高质量、长期跟进的 ESG评分。 

二、 如何在中国海量的大数据中充分挖掘 ESG信息 

ESG 投资理念在中国则刚刚起步，在 ESG 信息披露、评级以及投资方面均处于早期发展的阶段。虽然中国经济

发展速度快，但环境以及治理问题较为突出，ESG 投资的意义明显，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有关 ESG 的意识也在逐步增

强，ESG 投资在我国发展潜力巨大。 

相对于财务指标，我们能接触到的 ESG 信息仍然是相对分散、非标准化的。目前可得主要的 ESG数据来源如下： 

1、 企业报告（公司年报、社会责任报告、日常披露） 

2、 媒体数据（新闻媒体报道、社交媒体数据） 

3、 政府监管信息（发改委、环保局、证监会、银保监会等部门的监管文件） 

4、 其他数据源（例如环保组织等其他社会组织的信息） 

由于数据来源的多样性，在实际采纳前需对数据质量进行评估并进行有效性筛选。 

Environment Society Governance 

企业的环保处罚记录 
污染排放数据 
资源消耗情况 

企业相关事件 
供应链监督体系 
客户信息保密 
工伤次数 

员工持股比重 
薪酬激励因子 
独立董事比例 
董事会平均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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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 因子中，能直接获得较量化、直接的数据的主要是公司治理相关因子（G），董事会评价、股权及股东评价、

独立董事比例、财务治理评价、薪酬激励评价、员工持股比重、治理行为及外部监督评价因子等信息都已充分披露，

可以直接从各大数据库以及公司报告中获得。 

相比之下，E、S更依赖定性指标。针对 E来说，可能的信息来源包括：①企业的环保处罚记录，除作为定性数

据外还可将企业的处罚次数、累积处罚金额作为定量数据考虑。②污染排放数据。③资源（水、电、柴油、煤等）

消耗情况。 

而关于 S数据来源可以是：①企业相关事件（如产品召回等负面事件）② 行业指标（因公受伤人数、事故损失

工时等）③公司慈善活动：公司的慈善捐款等。 

综合来看，目前能获取 ESG相关信息的渠道仍然分散。近年《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ESG信息披露指引》进

入试点、深交所相关文件也开始起草。2019年 3月 1日，上交所正式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明确科创板上市和监管要求，并对 ESG相关信息做出强制披露要求。 港交所发布《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修

订版，除了本来的 8个一般披露指标外，其余的社会关键绩效指标之披露责任均由“建议披露”提升至“不遵守就

解释”。虽然沪深交易所还未正式要求强制披露 ESG 信息，但各机构普遍认为，2020年是交易所层面落实 ESG 信息

披露的重要时点。届时，将出现更系统、标准化的 ESG数据。 

三、 金融科技与 ESG责任投资相结合的发展趋势 

ESG 作为防范黑天鹅的排雷工具，已渐入主流。据全球可持续发展投资联盟（GSIA）统计，2018年将 ESG因素

正式纳入投资决策的全球资产管理总额已达到 17.5万亿美元，最近两年实现了 69%的增长。过去三年，发达国家资

本市场融入 ESG 投资理念的资产规模都有两位数及以上的年均增长率。美国为 38%，澳大利亚、新西兰为 46%，日

本则高达 307%。欧洲发展 ESG最早，所以基数最大，但也有两位数增长 11%。在香港，多数有国际机构客户的基金

公司相信这两年也都被问起过公司对 ESG的看法和策略。 

随着投资者需求的变化，不仅各方面政策出台，金融科技与责任投资的结合也在进一步加深。传统的 ESG投资

需要大量人力搜集信息、数据基于研究人员的知识储备进行手动处理，信息捕捉往往不及时，而风险防控的时效性

尤为重要。金融科技赋能后，不仅时间、人力成本减少，信息搜寻和处理也将更高效、及时。人们看好人工智能的

前景，希望 AI可以让 ESG投资变得更加有条理且易于进行。 

事实证明金融科技在 ESG的应用十分有效，比如使用 RNN（循环神经网络）对开源信息进行高灵敏度、高精确

度的内容过滤。另一典型案例是前文提到的使用 NLP技术对新闻进行 ESG标签分类和情绪量化，这种算法使计算机

能够分析对话的语气，这是代码无法有效完成的任务。我们可以训练情绪分析程序，使其读取某种类型的对话，将

对话中使用的单词与现有的参考信息进行比较，进而分析语气。技术的赋能成为了 ESG发展的催化剂，在其助力下

ESG 投资发掘了更多的可能性。可以预见，责任投资与金融科技结合发展或将是未来趋势。 

（本文 4月 2日首刊于《金融界》网站。作者：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研究管理部 陈修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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