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绿色金融助力碳达峰碳中和

编者按：2021 年以来，人民银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按照《政府工作报告》任务分工，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大金

融服务实体经济力度，深入推进金融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

力支持。

2022 年“两会”召开在即，人民银行在网站及“中国人民

银行”微信公众号开设“关注‘两会’ 共话金融”专栏，将推

出系列文章，向社会各界介绍一年来金融领域重点工作情况，欢

迎关注！

我国是国际宣传倡导绿色金融理念的先行者。人民银行坚决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聚焦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

资源节约高效利用，坚持高标准、开放性原则推动绿色金融体系

建设，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强化信息披露，倡导、推进绿色金融

国际合作，守住“绿水青山”和地球家园。

一、明确标准，让规则“引导绿”而非“统计绿”



明确标准，才能让市场主体准确把握“绿色”的涵义，这是

绿色金融规范发展的前提，更是确保规则“引导绿”而非“统计

绿”的关键。2018 年，人民银行牵头成立全国金融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绿色金融标准工作组，按照“国内统一、国际接轨、清晰

可执行”的原则，推动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建设。三年来，《绿色

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 年版）》（中英文版）、《金融机构

环境信息披露指南》《环境权益融资工具》3 项标准已正式发布；

15 项标准进入立项或征求意见环节，涉及环境、社会和公司治

理（ESG）评价、碳核算等多个重点领域。部分标准在绿色金融

改革创新试验区率先试用，为全国推广探索、积累经验。

二、健全机制，让绿色金融“叫好又叫座”

健全激励约束机制，着力提升绿色金融业务回报，是推动绿

色金融市场化、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2018 年起，人民银行

全面开展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信贷业绩评价。2021 年升级为绿

色金融评价，并将绿色债券业务纳入评价范围，引导金融机构有

序增加绿色资产配置。2021 年，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

原则，人民银行创设推出两个新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鼓励社

会资金更多投向绿色低碳领域。一个是碳减排支持工具，以稳步

有序、精准直达方式，支持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碳减排技术三

个重点减碳领域的发展，撬动更多社会资金促进碳减排。另一个

是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支持煤的大规模清洁生产、



清洁燃烧技术运用等七个领域。两个工具坚持“先立后破”，鼓

励“两条腿走路”，在发展清洁能源的同时继续支持煤炭煤电清

洁高效利用。对于符合要求的商业银行贷款，人民银行按贷款本

金一定比例予以低成本资金支持，利率均为 1.75%，是人民银行

最优惠的利率。截至目前，人民银行通过两个工具分别支持金融

机构发放贷款 2308 亿元、134 亿元，其中碳减排贷款带动年度

碳减排 4786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三、鼓励创新，让金融市场对绿色产品“感兴趣”

通过鼓励金融产品创新、完善证券发行制度、规范交易流程、

提升交易透明度等一系列制度安排，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绿色

贷款、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绿色信托、碳金融产品

等多层次绿色金融产品和市场体系。截至 2021 年末，我国本外

币绿色贷款余额 15.9 万亿元，同比增长 33%，存量规模居全球

第一。2021 年境内绿色债券发行量超过 6000 亿元，同比增长

180%，余额达 1.1 万亿元。同时，绿色债券期限搭配更为合理，

成本优势逐步显现。据统计，与可比普通债券相比（同一发行人

当季发行的非绿债券并剔除期限溢价因素），2021 年 77%的绿

色债券具有发行成本优势。

四、强化监督，让绿色金融信息“暴露在阳光下”



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不断完善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要

求金融机构公开披露发放碳减排贷款的情况以及贷款带动的碳

减排数量等信息，并由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核实验证，让每一分

绿色资金的使用接受社会公众监督，不让“洗绿”行为得逞。近

年来，上市公司、发债主体和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能力和质量

取得长足进步。金融机构由大到小、由易到难、分层次、分步骤

探索开展环境信息披露，试验区 200 余家金融机构已试编制环

境信息披露报告。

五、深化合作，让绿色金融成为“全球大合唱”

气候和环境是重要的全球公共产品。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

态环境，任何国家都不能置身事外，绿色金融发展离不开全球参

与和各方努力。我国是绿色金融国际合作的一贯倡导者和坚定支

持者，持续致力于提升全球绿色金融共识。2021 年，人民银行

担任 G20 可持续金融工作组联合主席，持续推进绿色金融主流

化进程，牵头起草《G20 可持续金融路线图》和《G20 可持续

金融综合报告》，获得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核准。

人民银行还主动引领和积极参与多双边平台及合作机制，提

升国际社会对中国绿色金融政策、标准、产品、市场的认可和参

与程度。人民银行参与发起设立的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

（NGFS），已成为最具国际影响力的绿色金融合作平台之一；



人民银行联合发起《“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GIP），为

金融机构开展“一带一路”绿色投资提供了重要依据；积极参与

筹备国际标准化组织可持续金融技术委员会（ISO/TC322），牵

头起草的《可持续金融——基本概念和关键倡议》于 2021 年 8

月正式发布，成为 ISO/TC322 发布的首个国际标准。与欧盟联

合发布《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有力推动了中欧乃至全球

绿色金融标准趋同进程。2021 年，已有中资金融机构基于该目

录在国际市场发行了绿色债券。

下一阶段，人民银行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

碳中和的一系列重要部署，更加积极主动作为，推进绿色金融和

转型金融标准体系建设，完善激励约束，发展多样化金融工具，

继续深化绿色金融地方试点和国际合作，有力、有序、有效支持

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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