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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7 年，绿色金融在全球继续呈现快速发展的势头。在

G20 等国际力量的推动下，更多国家和地区推出了自己绿色金融路线

图或政策措施。在市场层面，各种绿色金融产品、工具不断涌现并迅

速成长。比如，全球绿色债券发行量在 2016 年增长一倍的基础上，

2017 年又增长 78%，发行总量达到 1556 亿美元。本文主要梳理 2017

年以来，各国在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和开展国际合作等方面所取得的最

新进展，包括各国在 G20、TCFD 与央行绿色金融合作网络等多边框架

下的讨论和双边合作，以及各国在国内市场取得的新进展，并对中国

如何继续推动绿色金融国际合作提出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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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2017, Green Finance continued the momentum of fast development globally. 

As encouraged by the G20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initiatives, more countries have 

introduced their own roadmaps or policies to developing green finance. In the 

financial market, various innovative green financial products and tools have 

emerged and developed very quickly. For example, the global issuance of green 

bonds was doubled in 2016, and grew another 78% in 2017, reaching 155.6 billion 

USD.  This paper mainly takes stock of the latest global development in 

establishing green financial system and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s, including 

discussions and collaborations under the G20, TCFD and NGFS,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in their domestic financial market. This paper also provides 

recommendations on how China could further promote its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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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20 框架下的讨论及其进展 

2017 年，担任 G20 主席的德国决定继续在财金渠道讨论绿色金融

议题，G20 金融研究小组得以延续，仍然由中国人民银行和英格兰银

行共同主持。该小组研究了两个议题：一是环境风险分析在金融业的

应用；二是运用公共环境数据（PAED）开展金融风险分析和影响决

策。 

1.1 环境风险分析 

金融机构开展环境风险分析，可以达到两个目的1：一是在不动用

财政资源的条件下，引导更多金融资源进入绿色领域并抑制资源进入

污染和高碳行业，推动经济向绿色化转型。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特别

重要，因为这些国家的财政能力相对较弱，政府没有太多的钱来补贴

绿色产业。二是帮助金融机构识别、量化和规避各类与环境相关的金

融风险，增强金融机构抵御风险的能力，进而提升金融系统的稳健

性。 

环境风险可以分成两大类2：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其中，物理风

险包括各种与气候相关的自然灾害，如旱灾、洪水、飓风、海平面上

                                                           
1
 详见 2017 年《G20 绿色金融综合报告》，http://unepinquiry.org/wp-

content/uploads/2017/07/2017_GFSG_Synthesis_Report_CH.pdf  
2
 同上。 

http://unepinquiry.org/wp-content/uploads/2017/07/2017_GFSG_Synthesis_Report_CH.pdf
http://unepinquiry.org/wp-content/uploads/2017/07/2017_GFSG_Synthesis_Report_C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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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等。转型风险一般是由于政策和技术等人为因素导致的与环境相关

的变化。比如，各国都在推出支持清洁能源的政策，如果发展得很

快，煤炭和石油等传统化石能源的需求和盈利就会下降，甚至最终会

被迫退出市场。这对煤炭、石油、火电行业来讲是危机，而对新能源

来讲则是发展的机遇。这些都是政策导致的对相关行业的下行或上行

风险。 

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保险和资产管理机构，也可能面临环境气

候变化导致的风险，如估值风险、信用风险、法律风险、业务风险

等。也有若干公共部门开始关注气候和环境因素是否构成系统性金融

风险的来源，比如英格兰银行。其他公共部门还包括国家的央行、金

融监管部门、财政部，负责金融稳定问题的国际组织（如 BIS、

IMF），一些大的国家主权基金和养老基金等。 

1.2 改善 PAED 的可得性和可用性 

环境数据是开展环境风险分析等金融分析的重要信息来源，包括

企业环境信息和公共环境数据（PAED）。关于企业环境信息，多数国

家环境信息披露制度还不完善。在国际上， FSB 气候相关金融信息披

露工作组（TCFD）提出的关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自愿原则已经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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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阿根廷决定 2018 年继续讨论绿色金融 

作为 2018 年 G20 主席国，阿根廷绿色金融研究小组名称改为

“G20 可持续金融研究小组”，仍然以绿色金融为核心议题，但也将

考虑绿色金融带来的就业和减贫等协同效应。研究小组仍由中国人民

银行和英格兰银行主持，全年计划于 2 月在伦敦和 6 月在澳大利亚悉

尼举办两次会议。2 月 22 日，研究小组在伦敦举行了第一次小组会，

讨论并确定了 2018 年三个工作议题和下一步工作计划。这三个议题

分别是推动可持续资产证券化、发展可持续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以及

运用金融科技发展可持续金融。 

2. TCFD 政策建议及其落实情况 

为协助投资者、贷款人和保险公司明确需要运用哪些信息对气候

相关风险和机遇进行适当评估与定价，金融稳定理事会（FSB）成立

了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3。该工作组的主要任务是就

如何自愿、一致地披露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提出建议，帮助投资者、贷

款人和保险公司了解重大风险。为提高现有制度和 G20 成员之间的一

                                                           
3
 详见 https://www.fsb-tcfd.org/  

https://www.fsb-tcf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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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性，并为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提供一个共同框架，TCFD 工作组设

计了一套自主框架，由企业在财务报表中自愿披露气候相关信息。 

2017 年 6 月 29 日，该工作组发布了《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

作组建议报告》最终稿4。工作组的建议围绕四个主要领域展开，这些

领域代表了企业运作的核心要素：公司治理、战略、风险管理，以及

标准和目标。投资者表示这些领域是他们做出更佳、更有据可依决策

时所需的信息种类。工作组还制定了指引，协助企业按照可以满足上

述需求的方式来组织所披露信息。目前已有 200 多家金融机构、企业

和政府公开承诺，支持 TCFD 工作组的建议。这些企业的总市值超过

3.5 万亿美元，其中金融机构所管理的资产规模约为 25 万亿美元5。 

TCFD 工作组主席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表示，

“气候变化给全球市场带来不容忽视的风险和机遇，这正是构建一个

气候变化相关信息披露框架之所以如此重要的原因。工作组提出这样

一个框架，帮助投资者评估向低碳经济过渡的潜在风险和回报。我们

很高兴能够看到全球如此众多的企业和投资者支持 TCFD 建议，希望

其他人也能受到鼓舞，加入我们的行动。” 

                                                           
4
 详见 https://www.fsb-tcfd.org/publications/final-recommendations-report  
5
 详见 https://www.fsb-tcfd.org/statement-support-supporting-companies-june-2017/  

https://www.fsb-tcfd.org/publications/final-recommendations-report
https://www.fsb-tcfd.org/statement-support-supporting-companies-june-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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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B 主席马克·卡尼(Mark Carney)在谈到工作组的工作时称，

“工作组的这份建议是一份由市场提出，为市场所用的建议。最初是

因为有各类财务披露信息的使用者和准备者表示，他们需要理解企业

的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建议的广泛采纳将为投资者、银行和保险机

构提供这类信息，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市场因气候变化所产生调整的

不完整性、拖延或是潜在不稳定性等风险。” 

3. 其他多边合作情况 

近年来，尤其是 2017年以来，各国还通过其他现有多边平台或成

立新的多边合作机制，就发展绿色与可持续金融积极开展多边合作。

比如，国际金融公司（IFC）支持的可持续银行网络（SBN）成员数量

从 29 个增加至 34 个，各成员通过该平台交流经验，开展能力建设，

帮助或指导各国制定可持续金融的政策体系或原则；2017 年 12 月，

由法国、中国等 8 个国家的央行和监管机构联合成立了央行与监管机

构绿色金融合作网络（NGFS），开展经验交流和研究，探索鼓励金融

机构开展环境信息披露和环境风险分析，建立绿色金融指标体系，推

出绿色金融的激励措施等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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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可持续银行网络扩员并发布首个《全球进展报告》 

可持续银行网络(SBN）6是一个由 IFC 支持，多国金融监管机构和

银行业协会参与的国际平台，代表着有志于向可持续性金融市场转型

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行业监管机构和银行协会组成的团体组织。

截止 2017年底，SBN有 34个成员，较上年增加 5个，包括斐济央行、

格鲁吉亚央行、巴西银行业协会、巴拿马银行业协会和多米尼加银行

业协会。SBN 由成员主导各自国家的可持续金融政策和原则，是改变

金融机构（FI）行为的新型尝试。在大多数国家，这些政策和原则不

是硬性规定，而是战略和技术“方法”指南，用于帮助金融机构将可

持续因素系统化地整合到商业战略和业务当中。2018 年 2 月，SBN 发

布首份《全球进展报告》7。该报告旨在向 SBN 成员提供实用信息，以

帮助其制定本国的公共政策。报告不仅首次概括了各国为发展可持续

金融所做的具体工作还指出了各成员国需要进一步关注和改善的领

域。 

报告显示，新兴市场国家已成为拉动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

的重要力量。在借鉴了众多国际良好实践和 SBN 成员经验的基础上，

                                                           
6
 详见 https://www.ifc.org/sbn  
7
 详见 https://www.ifc.org/wps/wcm/connect/71e6f2f5-8fb5-40a1-bc17-e04a85037980/SBN-

GlobalProgressReport.pdf?MOD=AJPERES  

https://www.ifc.org/sbn
https://www.ifc.org/wps/wcm/connect/71e6f2f5-8fb5-40a1-bc17-e04a85037980/SBN-GlobalProgressReport.pdf?MOD=AJPERES
https://www.ifc.org/wps/wcm/connect/71e6f2f5-8fb5-40a1-bc17-e04a85037980/SBN-GlobalProgressReport.pdf?MOD=AJPE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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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成员国制定并商定了可持续银行网络政策评估框架。通过银行、绿

色融资流动情况以及有利环境，来全面覆盖而且清晰深入地对国家可

持续财政政策和原则进行了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实践的评估。该框架

由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要点，绿色融资流动要点和环境绩效要点组

成，可使各成员国根据自己的发展情况，确定自己方法的优缺利弊。 

3.2 欧盟可持续金融高级专家小组发布最终报告 

2018年 1月 31日，欧盟发布《可持续金融高级专家组最终报告》

8，分析了欧盟在制定可持续金融政策方面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提出了

支持可持续金融体系的战略建议，以支持向资源节约的循环经济转

型。 

欧盟的可持续金融战略是委员会资本市场联盟（CMU）行动计划

的优先行动，也是实施《巴黎协定》和欧盟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关键步

骤之一。为实现《巴黎协定》目标，欧盟需要每年额外投资约 1800

亿欧元，金融部门在实现这些目标方面将发挥关键作用。欧盟委员会

高级专家组（HLEG）9于 2016 年 12 月成立，由来自欧洲和国际组织、

金融部门、NGO 和学术界的 20 名高级专家组成，帮助欧盟制定全面可

                                                           
8
 详见 https://ec.europa.eu/info/publications/180131-sustainable-finance-report_en  
9
 详见 https://ec.europa.eu/info/business-economy-euro/banking-and-finance/sustainable-finance_en#hleg  

https://ec.europa.eu/info/publications/180131-sustainable-finance-report_en
https://ec.europa.eu/info/business-economy-euro/banking-and-finance/sustainable-finance_en#hleg


 

11 

持续金融路线图。报告指出，可持续金融需要两个必要条件：提高金

融对可持续包容性增长与减缓气候变化的贡献；将环境、社会和治理

（ESG）因素纳入投资决策以加强金融稳定。 

3.3 八国央行与监管机构创设绿色金融合作网络 

2017 年 12 月，由法国、英国、德国、荷兰、瑞典、新加坡、墨

西哥和中国等 8 个国家的央行和金融监管机构在法国巴黎联合成立了

“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合作网络”（简称网络或 NGFS）10，主要

就与气候变化和环境因素相关的风险与机遇开展研究，包括金融机构

压力测试和情景分析、气候与环境因素对宏观经济和金融系统的影

响，以及发展绿色金融的选项等。 

该网络计划于 2018年设立三个工作组，即审慎监管工作组、宏观

金融分析工作组和发展绿色金融工作组，分别由中国人民银行、英格

兰银行和德国央行主持。各工作组初期主要梳理各成员央行或监管机

构当前做法和最佳实践。未来，该网络还将探索支持绿色与可持续金

融发展的鼓励性措施，比如欧盟已经提出的研究降低商业银行绿色贷

                                                           
10

 详见 https://www.banque-france.fr/node/50628  

https://www.banque-france.fr/node/5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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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资本金要求的可行性。该网络还将扩大成员规模，以吸收致力于发

展绿色或可持续金融的各国央行或金融监管当局以及相关国际组织。 

4. 各国和地区在绿色金融领域的最新进展 

截至 2017 年底，已经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台了鼓励绿色金融

发展的政策措施，包括阿根廷、厄瓜多尔、肯尼亚、孟加拉、巴西、

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蒙古、尼日利亚和越南等。许多国家在绿色

金融产品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比如，法国、斐济、尼日利亚和马来

西亚等国首次发行绿色主权债券，使 2017 年成为绿色主权债券元

年。 

4.1 绿色主权债券发行元年 

2016 年 12 月，波兰政府发行全球首只绿色主权债券，规模 7.5

亿欧元，在国际绿色债券市场上形成广泛的积极影响。2017 年，多个

国家和地区首次发行绿色主权债券。2017 年 1 月法国政府发行了 97

亿欧元（107 亿美元）的绿色主权债券；11 月，斐济政府发行 1 亿斐

济元（约 5000 万美元）绿色主权债券，成为新兴经济体和太平洋地

区发行的首只绿色主权债券；12 月，尼日利亚发行 106.9 亿奈拉的 5

年期绿色主权债券，成为非洲地区首个发行绿色主权债券的国家。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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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2017 年马来西亚财政部还发行了全球第一支绿色伊斯兰债券，筹

募资金将被用于可持续发展环境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进入 2018 年，更多国家开始发行绿色主权债券。1 月，波兰再次

发行 10 亿欧元 8.5 年期绿色主权债券。2 月，印度尼西亚发行 12.5

亿美元的 5 年期绿色主权债券，成为第一个在国际市场发行绿色主权

债券的亚洲国家。比利时政府发行 45 亿欧元绿色主权债券，投向领

域包括清洁交通、提升建筑能效和新能源研发等。未来，更多来自中

东及亚洲新兴市场地区或将加入发行绿色主权债券的行列。2 月底，

香港特区政府也宣布了计划发行 1000 亿港币的绿色债券。 

4.2 发展绿色金融的政策措施在多国进入实施阶段 

2017 年，包括阿根廷在内的 19 个国家发布了可持续发展承诺，

厄瓜多尔形成并定义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包括肯尼亚在内的 6 个国家

发展并执行了可持续金融框架，孟加拉国、巴西、中国、哥伦比亚、

印度尼西亚、蒙古、尼日利亚和越南等 8 个国家已经进入政策实施阶

段11。意大利启动了“全国可持续金融对话”机制，讨论如何实现联

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墨西哥多边开发银行正逐步开展环境

                                                           
11

 《SBN 全球进展报告》，2018 年，详见 https://www.ifc.org/wps/wcm/connect/71e6f2f5-8fb5-40a1-bc17-

e04a85037980/SBN-GlobalProgressReport.pdf?MOD=AJPERES 

https://www.ifc.org/wps/wcm/connect/71e6f2f5-8fb5-40a1-bc17-e04a85037980/SBN-GlobalProgressReport.pdf?MOD=AJPERES
https://www.ifc.org/wps/wcm/connect/71e6f2f5-8fb5-40a1-bc17-e04a85037980/SBN-GlobalProgressReport.pdf?MOD=AJPE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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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分析，其绿色金融委员会还发布了关于绿色债券的指导意见。新

加坡于 2017 年 11 月召开了金融科技论坛，来自 100 多个国家的代表

参会，讨论了监管者和政策制定者如何运用金融科技推动可持续金融

发展。作为“2030 远景”的三大支柱之一，沙特也正在逐步落实可持

续发展的有关举措。澳大利亚已有四家银行发行绿色债券，监管部门

重点关注可持续金融在保险行业的应用。此外，中国于 2017 年在浙

江、江西、广东、贵州、新疆五省（区）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

区，各试点地区纷纷出台了支持绿色金融发展的具体政策措施 12。

2017 年底，人民银行将绿色金融纳入宏观审慎评估框架（MPA）13“信

贷政策执行情况”进行评估，绿色贷款比重较高和发行过绿色债券的

银行可以得到较高的 MPA 得分。这个机制会激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快

发展绿色金融业务。 

在绿色资金流动方面，一些国家开始追踪绿色融资政策和原则取

得的成效，整理可持续金融的成功案例 14。孟加拉、巴西、中国和南

非已经定义绿色资产和投资行业。孟加拉同时是世界上出台了绿色信

                                                           
12

 中国人民银行陈雨露副行长关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吹风会文字实录》，详见

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3327325/index.html  
13

 《马骏详解绿色金融再贷款和绿色 MPA》，中国金融信息网，详见

http://greenfinance.xinhua08.com/a/20180401/1754795.shtml?from=groupmessage  
14

 《SBN 全球进展报告》，2018 年，详见 https://www.ifc.org/wps/wcm/connect/71e6f2f5-8fb5-40a1-bc17-

e04a85037980/SBN-GlobalProgressReport.pdf?MOD=AJPERES 

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3327325/index.html
http://greenfinance.xinhua08.com/a/20180401/1754795.shtml?from=groupmessage
https://www.ifc.org/wps/wcm/connect/71e6f2f5-8fb5-40a1-bc17-e04a85037980/SBN-GlobalProgressReport.pdf?MOD=AJPERES
https://www.ifc.org/wps/wcm/connect/71e6f2f5-8fb5-40a1-bc17-e04a85037980/SBN-GlobalProgressReport.pdf?MOD=AJPE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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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定义和标准的三个国家之一；巴西联合银行推出了一种对绿色贷款

和信贷融资进行系统化追踪并报告的方法和工具。肯尼亚证券交易所

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证交所加入可持续证券交易所（SSE）倡议组

织，支持绿色于可持续企业上市融资；蒙古央行和银行业协会正与联

合国环境署就发展绿色金融和建立当地绿色金融体系开展合作。南非

正在为整个金融行业制定一套总体政策或原则，包括资产管理和养老

基金。摩洛哥将银行、保险公司以及资本市场一同纳入可持续金融路

线图。 

5 双边绿色金融合作 

近年来，在 G20绿色/可持续金融研究小组的推动和影响下，越来

越多的国家开始关注并发展绿色金融。作为研究小组于 2016 年提出

的政策建议，国际合作已经在许多国家之间频繁开展。比如中英两国

通过经济与财金对话和绿色金融工作组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双边合作，

中国与法国也在两国高级别经济财金对话中写入了加强绿色金融合作

的成果内容，中国绿金委还与欧洲投资银行（EIB）就中欧绿色债券

定义趋同开展了联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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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中英两国深入研究“一带一路”投资绿色化等议题 

2016 年以来，中英两国在第八次和第九次经济与财金对话中均写

入绿色金融合作有关成果，并通过中国绿金委和伦敦金融城联合成立

的绿色金融工作组，推动两国深入研究和发展绿色金融，取得了丰硕

的成果。 

2017 年，两国绿色金融工作组主要研究了跨境绿色资本流动、绿

色资产证券化（ABS）、ESG 评估、环境风险分析和“一带一路”投资

绿色化等议题，并于 9 月初发布了《2017 年中期报告》。在第九次中

英经济与财金对话中，两国总理要求中英绿色金融工作组继续推动两

国在“一带一路”投资绿色化、金融机构开展环境信息披露试点、探

索可持续资产证券化，以及研究 ESG 因素与财务表现之间的关系等四

个议题15。工作组将于 2018 年 3 月 19 日在英国伦敦召开第二次正式会

议，对上述四个议题开展深入研究，并将相关研究成果提交至第十次

经济与财金对话。 

 

 

                                                           
15

 第九次中英经济财金对话政策成果，详见

http://www.mof.gov.cn/mofhome/waijingban/pindaoliebiao/gongzuodongtai/201712/t20171216_2777910.html  

http://www.mof.gov.cn/mofhome/waijingban/pindaoliebiao/gongzuodongtai/201712/t20171216_27779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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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中法绿色金融合作首次写入高级别对话成果 

2017 年 12 月，在第五次高级别经济财金对话中，中法两国首次

将绿色金融合作写入对话成果，具体内容如下16： 

双方认同低碳和气候适应型投资的重要性，并将采取措施鼓励资

金流向资源集约、可持续、低碳和气候适应型项目。基于各自市场的

经验，双方将进一步分享绿色融资经验，鼓励双方金融机构落实各自

国际国内“绿色融资”相关倡议，支持中法绿色投资合作，并提升对

气候变化和环境风险的评估和管理。法兰西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法

国巴黎欧洲金融市场协会（EUROPLACE）、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

会（NAFMII）和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同意密切合作，进

一步推动绿色金融发展。中法双方分别代表全球最大和第三大绿色债

券发行市场，坚定承诺培育两国绿色债券市场发展,同意合作推动绿

色资产证券化发展,特别是邀集市场参与者和监管机构启动专项工作

组。双方承诺将进一步强化银行、保险公司和资产管理公司等金融机

构环境风险分析和管理。法方要求其机构投资者披露投资策略中对

ESG 标准的考虑，特别是气候相关风险，以及资产配置如何与向低排

                                                           
16

 第五次中法高级别经济财金对话联合情况说明，详见

http://www.mof.gov.cn/mofhome/waijingban/pindaoliebiao/gongzuodongtai/201712/t20171201_2763970.html  

http://www.mof.gov.cn/mofhome/waijingban/pindaoliebiao/gongzuodongtai/201712/t20171201_27639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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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转型相一致。在最新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中，

中方监管当局强制要求上市公司和债券发行人披露环境风险。 

5.3 中欧联合开展绿色债券定义趋同性研究 

中国绿金委和欧洲投资银行于 2017 年 11 月在第 23 届联合国气候

大会（COP23）期间联合发布了题为《探寻绿色金融的共同语言》 

（The Need for a Common Language in Green Finance）的白皮书

17。白皮书对国际上多种不同绿色债券标准进行了比较，以期为提升

中国与欧盟的绿色债券可比性和一致性提供基础。 

白皮书比较了中国绿金委编制的《绿色债券项目支持目录(2015

版)》、欧洲投资银行“气候意识债券资格标准”、多边开发银行/国

际开发金融俱乐部“气候减缓融资原则”中的募集资金用途分类，识

别了在不同标准下增强信息披露和跟踪报告可比性的方法，并对不同

绿色定义的范畴、环境政策目标、项目合规标准进行了分析。在白皮

书的起草过程中，研究小组成员广泛征求了监管机构、投资者、证券

公司、多边开发银行以及其他国际金融机构、第三方评估机构等市场

参与者的意见。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殷勇在为白皮书撰写的前言中

                                                           
17

 详见 http://www.eib.org/attachments/press/white-paper-green-finance-common-language-eib-and-green-finance-

committee.pdf  

http://www.eib.org/attachments/press/white-paper-green-finance-common-language-eib-and-green-finance-committee.pdf
http://www.eib.org/attachments/press/white-paper-green-finance-common-language-eib-and-green-finance-committe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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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白皮书的发布为深入开展绿色金融领域的国际合作，推动绿色金

融的定义和标准的一致化，促进跨境绿色资本流动提供了重要参考。 

5.4 双边合作领域的其他进展 

2017 年 3 月，泛美开发银行（IDB）组织阿根廷、巴西、智利、

哥伦比亚、牙买加、墨西哥、秘鲁和乌拉圭等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的八国政府和金融机构来华访问，双方就发展本地绿色金融市场深入

交流经验。中方主要介绍了中国绿色金融政策制定、地方实践、“一

带一路”绿色化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双方表示希望未来在绿色金融能

力建设、“一带一路”、研究网络建设方面上开展深入合作，共同促

进全球绿色金融的发展。 

9 月初，联合国环境署（UN Environment）率领蒙古代表团来华

参加“绿色金融国际研讨会”，了解绿色金融的最新国际进展，并与

中国绿金委及其成员单位开展经验交流，促进蒙古国有关部门和机构

与国内有关金融机构、企业及第三方咨询/服务机构相互学习、分享

发展绿色金融的理念和经验。 

作为引领绿色金融发展与国际合作的主要国家之一，2017 年英国

与巴西建立了绿色金融合作伙伴关系，以推动两国可持续发展。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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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帮助墨西哥、尼日利亚、哥伦比亚和越南将国别减排承诺（NDCs）

转变为商业计划，并与东盟、加拿大、美国和沙特等国开展绿色金融

经验交流。 

6. 未来展望 

虽然近年来绿色金融取得了许多突破性进展，但也面临着许多问

题和挑战。比如，绿色债券占比仍然较低，2017 年全球债券市场融资

总额高达 6.8 万亿美元，其中绿色债券占比只有 2.3%左右，未来还有

非常大的发展空间；许多国家和行业缺乏对绿色的定义或统一的定

义，这不利于国际资本开展绿色投资和绿色资金的跨境流动；环境信

息披露有限，导致许多资产无法进行绿色贴标；许多投资者缺乏开展

绿色投资的偏好、方法和工具。  

展望未来，为进一步推动绿色金融在全球政策和市场层面的持续

发展，可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加强绿色金融多边国际合作。当前绿色金融双边合作取得积

极成果。比如，中英绿色金融工作组近年来推动金融机构开展环境信

息披露，就有助于提高金融机构的环境风险意识和对绿色资产的偏

好，倒逼企业做好环境风险管理，最终减少污染性投资，增加绿色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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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促进实体经济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其实，其它许多国家与中

国都有开展双边绿色金融合作的意愿。未来，应当推动各方从双边合

作逐步扩展到多边合作，比如可鼓励更多有意愿的央行或监管机构加

入央行绿色金融合作网络（NGFS），共同探索鼓励金融机构环境信息

披露和风险分析的措施和监管层面出台鼓励绿色投融资的措施。 

二是强化政策层面和市场层面的能力建设。在政策层面，越来越

多的国家开始或打算制定符合本国国情和发展需要的绿色发展路线图

或绿色金融体系，包括出台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的标准和

鼓励措施。但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能力不足的问

题，有些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只是有一个初步的概念，对绿色金融的内

容还不理解，需要技术援助，包括制定绿色金融政策的能力建设。另

外，金融机构等市场参与者需要将发展绿色金融的具体政策与实际经

营策略和业务流程结合起来，而多数金融机构还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即缺乏数据、分析工具、人才和经验)，也需要加强能力建设，指导

其开展绿色金融业务。中国在推动南南合作和“一带一路”倡议的落

实的过程中，应该投入足够资源支持其它发展中国家绿色金融的能力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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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制定环境风险管理倡议，推动“一带一路”投资绿色化。为

推动“一带一路”投资绿色化，绿金委联合其他六家行业协会于 2017

年 9 月发布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环境风险管理倡议》，以推动中国

金融机构和企业加强海外投资环境风险管理。作为中英绿色金融工作

组 2018 年的重要议题，双方还将推动制定适用于中英投资者的“一

带一路”绿色投资倡议。未来，双方还可与责任投资原则倡议组织和

“一带一路”银行间常态合作机制开展合作，利用这两个网络的上千

家机构投资者和数十家主要银行的平台，提升宣传和推广“一带一

路”绿色投资倡议的效果。 

 

（作者：程琳，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专员；马骏，金融与

发展研究中心主任，G20 可持续金融研究小组共同主席） 

 

 

（2018 年 6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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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reenfinance.xinhua08.com/a/20180401/1754795.shtml?from=groupmessage
http://www.mof.gov.cn/mofhome/waijingban/pindaoliebiao/gongzuodongtai/201712/t20171216_2777910.html
http://www.mof.gov.cn/mofhome/waijingban/pindaoliebiao/gongzuodongtai/201712/t20171216_27779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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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第五次中法高级别经济财金对话联合情况说明，

http://www.mof.gov.cn/mofhome/waijingban/pindaoliebiao/gongzuodongtai/20

1712/t20171201_2763970.html 

15. http://www.eib.org/attachments/press/white-paper-green-finance-common-

language-eib-and-green-finance-committe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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