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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挑战与对策
■ 安国俊 王钦方

近年来 ， 中 国积极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 国 际潮流 ，
提倡

“

创

新
、
协调

、
绿 色 、 开放 、 共享

”

五大发展理念 ， 低碳发展 和应

对气候变化 已成为 中 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 ，

“

建设美丽中

国 、 实现生态文明
”

逐步成为了社会的共同愿景。 如何通过创新

性金融工具 ， 引导和激励更多社会资金投资环保 、 节能 、 清洁能

源 、 清洁交通等绿色产业 ， 推动绿色发展 ， 有效实现生态文明建

设和可持续发展的 目标 ， 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研究 。

问题与挑战

截 至２ ０ １ ７年 ６月 ， ２ １家 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信贷 余额

８ ． ２２万亿元人 民 币 ， 较年初增长 ９ ． １ ９％
，
约 占各项贷款总 额的

１ ０％ 。 ２０ １ ６年底
，
我国仅用

一

年时间就成为世界最大的绿色债券

市场 。 ２０ １ ７年
，
中 国依然是全球绿色债券市场上最大 的发行来源

之
一

。 根据中央结算公司和气候债券倡议组织 （ ＣＢ Ｉ ） 合作发布

的 《 中 国绿色债券市场报告２０ １ ７》 显示 ， 中国境 内外绿色债券共

发行 １ １ ８只 ， 其 中在岸发行 １ １ ３只共计 ２０４５亿元人民 币 ， 离岸发行

５只共计４４
１亿元人民 币 ，

合计２４ ８６亿元人民 币 。 符合 国际绿 色定

义的债券发行量达 １ ５４３亿元人民 币 ， 占全球发行量的 １
５％。

绿色金融的 发展同样存在
一

些问题 。 ２０ １ ７年 《Ｇ ２０绿色金融

综合报告》 指 出 ， 缺乏清晰和持续的政策信号 、 缺少方法论 和相

关数据 、 金融机构能力不足 、 期 限错配 、 投 资条款和绩效激励不

足等因 素 ， 是绿色金融体系面临的最大障碍 。

第
一

， 投融资工具创新机制 和能力建设亟待加强。 机构建设

是实现绿色投资的组织保障 ， 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体制改革和

资金参与 ，
培育责任投资的理念 ，

相关的金融风险管理制度 和投

融资工具创新也亟待完善。

第二 ，
期限错配等问 题导致 中长期绿色项 目 融资难 、 融资

贵。 较长 的投资周期 ，
使得银行在向轨道交通、 废弃物处理 、 清

洁能源等需要长期 贷款的绿色项 目 发放贷款 时面临期限错配风

险 ， 导致银行长期贷款供给不足 。 如何进行绿色金融工具创新来

缓解期限错配带来的风险问题 ， 保障长期绿色项 目 融资供需平衡

面临挑战 。 同时 ， 为解决长期绿 色项 目 的融资难 、 融资贵问题 ，

相应的机制 创新也亟待落地
，
政府应通过完善收益和成本分担机

制 、 设立 绿色基金等 ， 有效带动社会 资本进入低碳环保 发展领

域 。

第三 ， 绿色金融标准化体 系建设亟待各方协调推进 。 绿色金

融和 绿色产业标准的认定是发展绿色金融的前提条件之
一

。 社会

投资者和绿色企业 以及银行等各方需要在投融资 过程中对投资产

品的绿色性有
一

个清晰的界定 ， 以降低环境风险管理难度 ， 促进

企业沟通 ， 给政策设计
一

个明确的参考 。 到 目 前为止 ， 我国对绿

色 的界定和国 际对绿色的界定还有
一

定的差异 ， 这给我国绿色金

融的 国际化带来了
一

定的挑战 。

第 四 ， 监管与法律标准亟待完善 。 相关的举措包括在环境高

风险领域适时 出 台环境污染责任强制保险制度 ， 确立银行的环境

法律责任 ，
建立上市公司环保信息披露机制等 。 这些措施需要立

法机构 、 相 关部委和金融机构的配合和推动 。 另 外 ， 目 前国内外

绿色评估 口径存在差异 ， 国 内市场准入 、 资本项 目 开放 、 风险对

冲机制等亟待完善 ，
为有效避免

“

漂绿
”

和
“

洗绿
”

的 问题 ， 绿

色金融风险管理也需要各方协调推进。

对策与建议

未来 ， 要通过创新性的制 度安排 ， 引导和 吸引 更多 的社会资

本进入绿色产业 ，
通过绿色金融工具和机制创新 ， 为绿色发展提

供可持续推动力 。

第
一

， 完善绿色 金融市场体系 ， 推动绿色金融工具创新 。

目前 ， 资金瓶颈仍是绿 色低碳发展的
一

大挑战 。 中 国应推进政府

和社会资本合作 ， 推动银行绿色化转型 ，
完善绿色信贷 、 绿色债

券 、 绿色基金 、 绿色保险 、 绿色担保体系
，
加快碳金融体系的构

建
，
细化财政 、 金融支持政策

，
完善债券 、 股权 、 基金 、 保险市

场建设
，
积极发展排污权交易 ，

加快建立高效的绿色低碳交易市

场
，
推动绿色金融的地方试点工作 ， 加快建立统

一

规范 的多层次

绿色金融市场体系
，
以 满足多 元多层次的投融资需求 ，

提高市场

整体竞争力 ，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

第二 ， 切实推进绿色金融地方试点 落地实施 ， 完善投融资

机制 ， 保 障城市绿色低碳 发展 。 ２ ０ １ ７年推出 的 五省市绿色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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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 ， 考虑了经济发展阶段 、 空间布局 、 地区特点 、 产业特点等

因素 ， 从 国家层面上体现了对绿色 金融大 范围推广的期望 。 目

前 ， 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环境资源禀赋和经济特点来发挥本地区

的优势 ， 探索各省市未来绿色金融发展中 的问题和路径 。 地方在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过程中 ， 应探索完善相关法律基础设施 ， 积

极落实环境责任 、 生态资源产权确权和绿色信贷优先受偿等制度 。

完善ＰＰＰ模式绿色基金的收益和成本风险共担机制 ， 完善公共服务

定价 ， 实施特许经营模式 ， 落实财税和土地政策等措施 ，
保障社会

资本进入的公平性。 支持地方和市场机构通过专业化的担保和增信

机制支持绿色债券的发行 ， 降低绿色债券的融资成本 。 定期进行绿

色融资实施情况考核 ， 设立相关绿色融资项 目库和绿色评级标准体

系 ， 有效解决中长期绿色项 目融资难、 融资贵的问题。

第三 ， 促进绿色金融广泛参与
“
一

带
一

路
”

建设 。 运用绿色

金融手段和 工具促进国家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 ， 重点在于建立专项

绿色管理审批体系 、 绿色信贷审批体系 、 绿 色基金投资体系 、 绿

色债券审核体系 、 绿 色企业
“

走 出去
”

的绿 色保险体系和风险管

理体系等 。 促进沿线企业进人排污权交易市场 ， 开展碳排放权交

易 ， 推动沿线 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等 。 完善相关配套制度 ， 带动绿

色金融 、 绿色贸 易 、 绿色技术的发展和输 出 ， 形成绿色经济链 ，

在新的层面上 ， 引领沿线区域绿色经济发展 。 通过开辟
“
一带一

路
”

专 门债券平台 ，

一

方面为参与
“
一

带
一路

”

建设的企业和政

宏观经济月 度资讯

央行 １ 月补充流动性近 ５０００亿元 ， 流动性整体实现合理稳定

２月 １ 曰 ， 央行发布 １ 月份ＳＬＦ
、
ＭＬＦ

、
ＰＳＬ的使用情况。 当月 ， 央行共通

过这三个货币政策工具向市场补充 了 

４９５４ ． ５亿元的流动性 ，
１月份的流动性整

体上实现了合理稳定。

习近平签署六条国家主席令 ， 新版反不正当竞争法通过

２月 ４曰 ， 国家主席 习近平签署了第七十七号 、 七十八号 、 七十九号 、
八十

号、 八十＿号和八十二号主席令 。 其中 ， 修订后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

竞争法 》 公布 ， 自 ２０ １ ８年 １月 １ 曰起施行 。

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 强调加强宏观审慎管理

２月 ５
￣

６曰 ， ２０ １ ８年中国人民银行 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幵 。 会议提出了保持

货币政策稳健中性 、 切实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 稳妥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金

融改革 、 持续推动金融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等若干主要工作任务 。

１ 月我国外储增加 ２ １ ６亿美元 ， 已实现连续 １ ２个月正增长

２月 ７曰 ， 央行发布 １月外汇储备数据显示 ， ２０ １ ８年 １ 月我 国官方外汇储备

３１ ６ １ ４ ． ５７亿美元 ， 较上月增加２ １ ５ ． ０８亿美元 ， 上月为增加 ２０６ ． ７２彳乙美元 ， 本月

官方＾＾汇储备连续 １ ２个月取得正增长 。

府提供债券融资平台 ， 另
一

方面也为关注
“
一

带
一

路
”

的绿色投

资者提供双重投资机会 。 同时 ， 通过绿色基金撬动社会资本投资

沿线 国家和地区绿色交通 、 绿色建筑、 绿 色能源和环境治理 等基

础设施建设 ， 为沿线提供绿色发展机会 ，
推动

“
一带一路

”

投资

的绿色化 。

第 四
， 以绿色金融的国 际合作推动全球绿色发展进程 。 有效

的国 际合作是推动各国绿色发展的 重要动力 。 中 国倡议发起并共

同 主持 Ｇ２０绿色金融研究组 ，
在全球范围推动发展绿色金融的共

识 ，
包括推动银行和资本市场绿色化

、 环境风险分析 、 绿色金融

指标体系等 。 在国 际合作和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 ， 许多 国家面

临财政资源的制约 ， 中国为全球在绿色投资方面提供 了有价值的

战略框架和政策指引 。 中美成立 了 中美绿色基金 ， 中英 、 中法开

展财金对话 ， 也有效推动 了绿色金融合作等 内容。 亚投行 、
丝路

基金 、
亚洲开发银行 、

金砖银行
、 国际金融公司等在推动亚太金

融合作 、

“
一带一路

”

基础设施投资方面也更多 强调绿色投资 ，

这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更多 的助力 。

展望２ ０ １ ８
， 随着改革的 不断深化 ， 中 国 必将在全球市场进

一步发挥绿色金融创新方面的领导力 ，
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的进

程。 Ｏ

（作者单位 ： 中 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 上海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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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月我国进出 口增速双超预期 ． 须加紧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

２月 ８曰 ， 海 关总署公布 １ 冃外贸数据 。 最新数据显示 ，
１ 月进出□增速双双

超预期 。 其中 ， 出０ １ ． ３２万 彳乙元 ， 增长６％ ： 进 ０ １
．

１ ９万 彳乙元 ， 增长３０ ． ２％
？

贸易顺差 １ ３５８亿元 ， 收窄５９ ． ７％ ．

１ 月ＣＰ Ｉ与ＰＰ Ｉ涨幅均呈回落 ， 物价温和运行态势不改

２月９曰 ，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
１ 月份ＣＰ Ｉ同比上涨 １ ． ５％ ， 比上月

回落 ０ ． ３个百分点 ； ＰＰ Ｉ同比上涨４ ． ３％ ， 比上月回落０ ． ６个百分点 。 分析认为 ，

物价运行整体温和可为经济发展转变提供较好的环境 。

央行祭出组合拳呵护资金面 ， 国债逆回购未现上涨行情

２月 １ ３曰 ， 央行提早进行了３９３０亿元的ＭＬＦ （
中期借贷便利

）
操作 。 交易

所各期限国债逆回购利率
一

反常态未出现大幅級升 ， 上证所隔夜国偾逆回购利

率盘中最高只报５ ． ０８０％ 。

央行重启逆回购呵护流动性 ， 节后资金面或将平稳运行

２月２２曰 ， 央行时隔 １ ５曰重启公幵市场操作 ， 当曰净投放资金３５００亿元 ，

资金面整体保持宽松 ， 货币市场利率涨跌互现 。 分析称 ， 央行此次投放流动性

主要为了对沖缴准和缴税压力 ， 同时平抑月末资金波动。

５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