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中国上市公司协会ESG专业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上协ESG专委会”）举办第二期ESG主
题沙龙，会上，兴业银行当选为中上协ESG专委会
委员单位。

作为国内ESG理念实践先行者，兴业银行于
2008年首家采纳赤道原则，2019年首批签署联合
国《负责任银行原则》，确立了可持续发展的公司治
理理念，探索形成了“寓义于利”的企业社会责任实
践模式，走出了一条兼顾国际标准和中国特色的
ESG实践之路，并获得国际权威机构认可。根据全
球最大指数公司明晟（MSCI）公布的2022年度ESG
评级结果，兴业银行为国内银行业唯一一家连续四
年获评国内银行业最高评级A级的银行机构。

信息披露是ESG的重要基础和应有之义。兴
业银行持续提高ESG信息披露水平，将ESG指标
体系转化为具体落地措施，并
通过绩效评价管理，将ESG评
级转化为提升自身经营管理
能力的参照标准和实施工具，
不断提升ESG管理体系的科
学性。同时，该行围绕ESG管
理，持续加强与机构投资者的
交流，共同推进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目标（SDGs）、巴黎协定
等全球目标的实现。

（徐媛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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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掉锦衣华服 食品本色回归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新国标将于9月1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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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包装的食品太多了，比如这个牛奶，底
下空那么一大块，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我喜欢
吃黑芝麻丸，但是我觉得它外面这个铁盒是完全
没有必要的，包装成本上去了，自然还是消费者买
单，我买的是芝麻丸，又不是铁盒子。”正在购物的
消费者对记者表示。

据记者观察，在电商销售平台，截至8月22日，
淘宝热销总榜中，五芳斋月饼礼盒居于第10名，美
食类第2，近2小时，热销2007件，售价为29.9元1
盒8块；非传统月饼类，新晋网红品牌靓小白的冰
皮流心月饼礼盒位居天猫热销总榜美食类第22名，
近2小时热销358件，售价为29.9元3盒12块。值
得注意的是，靓小白月饼礼盒还为消费者提供了简
盒装和礼盒装，可满足消费者不同食用、送礼需求。

由此可见，即使是在用于送礼的月饼礼盒领
域，消费者也不倾向于购买“买椟还珠”式的月饼
礼盒，而是更注重性价比和产品本身的口味。

值得注意的是，消费者的环保意识也在不断提
升，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商品过度包装问题
研究和消费者感知调查报告》显示，80.7%的消费
者反对过度包装；在商品过度包装问题现状方面，
51.4%的消费者感知过度包装问题比较多，34.3%
的消费者认为买到过疑似过度包装商品——因
此，食品企业需要知道，包装精美度并不等同于包
装繁复度，应考虑提升产品包装质感，进行创新型
包装设计，并在节日适时推出精装礼盒以满足消
费者的需求。

食品分析师朱丹蓬表示：“今年国家对食品行
业包装的新政，必将对整个食品行业的健康、良
性、有序的发展提供全新的顶层设计和政策的红
利，推动月饼等节日食品回归大众消费品属性，回
归传统文化本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二十五
条，新强制性国家标准实施后，不符合GB 23350-
2021要求的产品不得生产、销售或进口。”市场监
管总局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

为实现食品包装规范化，达到资源节约、绿色
生产的目标，此国家标准对于包装层数、包装空隙
率、包装成本进行了严格规定，其中有至少1项不符
合本标准要求的，则判该商品的包装为过度包装。

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消费者一般
可以通过“一看、二问、三算”，简单判断商品是否
属于过度包装——“一看”，就是要看商品的外包
装是否为豪华包装，包装材料是否属于昂贵材质；

“二问”，就是在不拆开包装的情况下，问清包装层
数；“三算”，就是要测量或估算外包装体积，并与
允许的最大外包装体积进行对比，看是否超标。

过度包装将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误导消
费者，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一方面政府相
关部门可以加强对于消费者维权方式的宣贯，使
宣传方式更接地气，优化投诉渠道，让消费者投诉
有门，从而对市场主体起到强有力的监督作用；另
一方面，市场主体可以在商品包装上标注空隙率
等包装信息，维护消费者知情权，主动接受监督。

对于食品企业来说，国家新政的出台，本质上
是希望企业回归产品本质，践行低碳环保理念。
未来，茶、酒、乳品、饮品等包装设计走小巧精致路
线将成为必然趋势。

据悉，8月18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发布通
知，GB 23350-2021《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
和化妆品》第2号修改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征
求意见，截止日期至2023年9月17日，2号修改案将
对包装层数、包装成本、包装空隙率等问题做进一步
解释，相关市场主体可以就自身情况进行反馈。

生活在物质条件相对丰富的时代，低碳环保
进一步凝结为社会共识，新时代消费者的精神文
明需求日益凸显出来，对于食品包装的环保性、功
能性、趣味性的要求越来越高。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消费者对过度包装治理
效果整体评价不太理想，某上市食品企业研发总
监对记者表示：“企业应当积极响应国家政策，践
行绿色包装要求，我们采取的措施首先包括缩小
包装体积，这节约了一定的成本，我们将把新包装
节约下来的成本用于采用新的环保包装材质，以
及提升包装的印刷精美度；其次，在不缩小包装体
积的产品中，我们将提升产品本身规格，把实惠给
到消费者；同时，对于新的包装，企业还应配合宣
传，做到与消费者双向沟通，同频共振。”

食品企业应当从过度包装和无序竞争中抽离
出来，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提升产品价值和品牌
价值之中——顺应消费者需求和偏好，结合产品
特点主动进行包装升级，倡导绿色包装，这不仅是
符合时代潮流的善变之举，也是展现企业社会责
任感、树立品牌形象、提升用户黏性的治本之策。

食品包装设计应当删繁就简，让食品回归其
本色，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另外，也可以增加包装
的互动性和趣味性，如创新图案和文案或者借用
AR科技、溯源技术优化用户体验。

食品分析师朱丹蓬表示：“从产业端结合消费
端来看此次的新政，既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包
装成本及物流成本，也让消费端享受到高性价比
的优质产品，是利国、利企、利民的重大举措，对弘
扬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特别是提升全社会环保意
识、倡导重复使用等方面极具现实意义。”

（据《北京晚报》舒擎）

在投资者风险偏好下降、市场投资收益下滑
的当下，储蓄国债受到市场欢迎。新一轮储蓄国
债已于 8月 19日发行完毕，本次国债发行仍然十
分抢手。低门槛、低风险的投资特点，深受稳健型
投资者的热捧。

虽然国债收益较之前有所下降，但因为其具
有购买门槛低且可以转让等优点，对追求安全稳
健的投资者仍然具有不小的吸引力。不少人表
示，希望把钱放在比较稳妥、安全性相对更高的产
品里，利率能高一点当然好，保持稳定最要紧。

业内人士表示，储蓄国债的投资门槛较低，按
年或一次性付息，利息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且相

比理财产品，国债没有风险，因此一直是稳健型投资
者的“香饽饽”。以本次发售的第七期和第八期储蓄
国债为例，第七期期限为3年，年利率为2.85%；第八
期期限为5年，年利率为2.97%。买10万元的国债，
3年期到期累计利息是 8550元、5年期的利息是
14850元。本次发行的两期电子式储蓄国债到期后
本息自动到账，对于投资者来说比较省心。

某股份银行理财经理表示，对于投资者来
说，市场上保本保息的产品不多，国债仍然是热
门投资理财产品之一。利率下行常态化，投资者
更愿意将钱放在一些年限长的产品中提前锁定
收益。 （据《华商报》李滨）

年利率降至3%以下 储蓄国债发售仍抢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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