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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 

▪ 在推行环境法规、价格改革和财税政策的同时，金融体系改革是推动全球经济绿色

转型的关键。 

▪ 迫切需要的是绿色金融的“产业化”发展，这就要求国际统一的绿色金融定义、产

品和标准。 

▪ 市场创新支持绿色金融的发展，包括绿色债券及相关原则、定义和标准，以及加强

风险分析和披露。 

▪ 需要加强公私合作，促进市场创新的设计和推广，以及绿色金融政策措施的制定和

推进。 

▪ G20 在传递政策信号、统一定义和标准以及实践示范方面持续发挥重要作用。  

 

构建绿色金融体系 

金融体系在推动全球经济的绿色转型过程中应发挥重要的作用。2015 年提出的联合国可持

续发展目标以及在巴黎气候峰会上达成的巴黎协定确立了宏伟的目标，推动全球经济沿着

低碳、包容性和可持续的方向转型发展。但为实现这些目标，如何筹措资金仍然是最严峻

的挑战。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大量投资，估计每年高达 5-7 万亿美元。仅中国，预计每年在

绿色领域的投资需求就为 6000 亿美元。单靠公共资金支持是远远不够的，约有 85%需要

来自私营部门。 

中国推出了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宏伟计划，并在担任 G20 主席国期间将绿色金融作为重点

议程之一。全世界许多国家和金融机构也在推进相关政策和实践，释放全球资本市场潜力，

以求共同创造一个可持续的未来。 

“世界面临着严峻的环境挑战，我们需要更强有力的承诺来应对这些挑战。我们已经尝试

过许多方法，包括推行环境法规、价格改革与财税政策。这些措施在控制污染、减缓气候

变暖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金融体系在推动全球经济的绿色转型过程中也应该发挥重

要的作用。”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



 

 

4 月 16 日，保尔森基金会与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美国证券业与金融市场协

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彭博慈善基金会在华盛顿特区的美国银行联合举办研讨会，探讨

这些发展动态对金融机构和政策决策者的影响。 

 

“G20 有机会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创造切实可行的绿色融资模式。好消息是全球资本

充足，但是各国政府需要创造有利的条件，吸引这些资本。在制定政策、监管措施、激励

机制以及确保执行方面，政府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保尔森基金会主席亨利·保尔森 

 

“家庭作坊式”规模的市场创新 

市场创新正在推动绿色金融的发展。绿色债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过去三年发行总额已

超过 1000亿美元。同样，市场一直在推动影响力投资和其他产品创新，这些投资来自专业

基金公司、高净值人群和家族信托以及越来越多的机构投资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公众的广

泛关注，而不是政策措施，驱动投资者进行负面筛选，以减少投资和贷款组合中所包含的

环境污染密集型的高风险资产。 

然而，绿色金融现在仍然只有“家庭作坊式”的规模。绿色债券发行量和绿色基础设施投

资额分别不到债券发行总量和基础设施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一。核心挑战是要使绿色金融超

越“家庭作坊式”的规模，通过有效地“产业化”从而达到必要的规模。 

要达到一定规模，必须克服一些主要障碍。早期市场受到模糊性、高成本、声誉风险和低

流动性的困扰。如何克服这些障碍，实现规模化发展，需要： 

 制定国际统一的标准和产品，从而降低成本。 

 完善环境风险分析，包括各种情景分析的运用。 

 加强与投资者、发行人和贷款人有关的信息披露，以鼓励市场投资绿色项目。 

 巧妙运用条件优惠的公共资金来降低绿色项目的资金成本，例如：引入政府担保模式；

利用多边开发银行的 AAA 评级为绿色项目筹集资金；引入“混合融资”；为绿色投

资提供免税待遇。 

 扩大可投资项目储备，开展绿色金融。 

 

政府的作用 

各国政府可以做出各自的贡献，也可以通过 G20 和其他平台共同努力克服当前的障碍。稳

健、可预测的政策环境至关重要，包括环境法规的充分执行和明智的绿色公共采购，通过

有关国家采取行动或是开展国际行动，以建立有效的碳定价机制。发展绿色金融市场的政

策行动也是如此，其中包括： 



 

 发出总体政策信号，比如通过巴黎气候协定，全面采纳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将其

纳入国家计划和国际进程，如 G20 的投资和增长框架。 

 为推广绿色金融提供具体支持，如制定标准和通用指标，鼓励开发性金融机构统一

“绿色金融”要素定义及其信用增级和风险缓解方法，通过开展有效的信息披露和监

督，在推广绿色金融的过程中确保市场透明性。 

 鼓励多边机构从风险缓解和投资回报的角度为绿色金融要素制定一套通用标准，而不

是专注于自己的区域性需求和整体环境，促进绿色融资推广并创建全球性的绿色金融

资产类别。 

 制定具体的投资标准以促进市场发展、提高投资的确定性，调动资本投资绿色（例如，

加利福尼亚的投资指南规定了具体的“负面筛选”标准，明确不属于绿色项目的投资

门槛，这有助于调动机构投资者进行投资）。 

 论证气候变化将对金融体系带来怎样的影响。 

 制定政府激励计划，就绿色项目的投资标准和风险偏好设定明确目标，并建立适当的

治理结构以避免欺诈。 

 推出激励措施以降低绿色项目的资金成本，提高投资的确定性，调动资金投向绿色项

目。 

 完善市场化定价机制，减少燃料补贴，取消对石油和碳密集型项目的补贴，引入碳定

价机制，促使资金流向绿色投资。 

推广能否成功取决于市场与政策间的适当平衡。市场能够自行调节之处，就不必制定相关

的政策或法规，否则会干涉甚至破坏市场运作。但同时，市场创新可能而且也经常需要由

政策措施予以补充和支持，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借助政策措施得以实现。 

 由于旺盛的市场需求以及行业指导原则的制定，绿色债券发行量迅速上升，其中开发

性金融机构发挥着重要的做市作用，在某些情况下，国家标准由监管机构制定，例如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绿色债券指引。 

 规范投资标准，确保“责任投资原则”和“绿色债券原则”相互协调，避免投资者和

发行人产生困惑，促进绿色产品在资本市场获得融资。 

 完善环境信息披露一直由市场所推动，并且通过全球许多主要的证券交易所对上市的

要求得以加强，金融稳定理事会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TCFD）工作组等公共参与

者通常鼓励这样做。 

 通过允许二级市场交易、在符合必要标准的情况下将债券重新归类为“绿色”以及开

发可投资绿色项目的项目储备，增加绿色债券和其他绿色金融工具的供应。 

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合作可以优化推广路径。需要开展合作来识别机遇和障碍，促进市场创

新并设计扶持性政策干预措施，设计变革路径，通过公开透明、快速的影响反馈和持续的

对话，确保稳健而灵活的实施。 

 中国的绿色金融工作源自由中国人民银行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发起的绿色金融工

作组所开展的工作，涉及 40多个中国的市场和非市场参与者，并且学习借鉴了国际专

业知识经验。 

 需要提高绿色金融市场的透明度，利用各种绿色指数，在法律/监管政策中规范“负面

筛选”，与信用评级机构合作，在信用评级中反映绿色项目现金流的可持续性（即显

示绿色和非绿色项目之间的定价差异），所有这些都将有助于引导投资者行为。 



 

 

G20 的作用  

在中国担任 G20 主席国期间，绿色金融一直是重点议程，尤其是通过绿色金融研究小组和

金融稳定理事会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2016 年取得了很大进展，特别是在了解和

分析现状、金融机构采取自愿行动以及制定国家路线图和开展国际合作等方面。除了这些

初步行动之外，通过 G20 和相关平台可以做很多事，比如统一绿色债券市场标准、制定绿

色债券评级标准、开展能力建设、改善信息披露和调整激励机制，从而加强了在金融市场

决策中对于环境问题的考量。 

 

本简报中表达的意见和观点并不一定反映主办方的官方政策或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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