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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债券“火”起来
本报记者 陈果静

绿色金融稳步发展
本报记者 姚 进 陈果静

本版编辑 孟 飞 李 苑 美 编 高 妍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快生态文

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并把“发展绿色

金融”作为推进绿色发展的路径之一。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2 月

末，通过碳减排支持工具已支持金融机构发

放符合要求的碳减排贷款 2300 亿元，带动

年度碳减排 4000 多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绿

色融资快速增长，截至今年 3 月末，绿色债

券余额约 1.3 万亿元，同比增长 36%。截至

2021 年末，绿色贷款余额近 16 万亿元，同比

增长 33%，快于各项贷款余额增速 22 个百

分点。

助力企业转型升级

2021 年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

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

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要求积极发展绿色

金融，有序推进绿色低碳金融产品和服务开

发，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上市融资和再融资

用于绿色低碳项目建设运营，建立健全绿色

金融标准体系等。

2021 年 11 月 18 日，远东宏信有限公司

在中国银行间市场发行一笔总额 1.5 亿元的

可持续发展债券，这是社会责任债券和可持

续发展债券试点启动后，首单落地的可持续

发展债券。

据了解，社会责任债券募集资金全部用

于社会责任项目，可持续发展债券募集资金

全部用于绿色项目和社会责任项目，包括绿

色环保、传染病防治、普惠养老托育、残障设

施、乡村振兴、公平医疗教育等诸多领域。

在试点阶段，境外机构（包括外国政府类机

构、国际开发机构、境外非金融企业）可试点

发行这两类债券。

远东宏信执行董事、财务总监王明哲介

绍，公司发行债券所募集资金拟用于支持污

水处理、智能公交、新能源车采购等项目。

“这将支持企业加快转型升级。”王明哲表

示，发行此类债券，一方面是企业践行责任

投资的重要举措，可吸引更多重视社会责任

和可持续发展的投资者关注；另一方面也可

引导社会资本流向可持续发展领域，支持可

持续发展目标，促进绿色低碳转型。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白雅婷认

为，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双碳”目标

预计需要百万亿元的投资。要填补资金缺

口，金融市场必须与可持续发展有效结合。

“中国推出社会责任债券、可持续发展

债券是一次前瞻性探索，是发挥金融市场功

能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重要尝试和

实践。”白雅婷表示，为实现 2030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和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国及全球

都需要撬动全社会力量，而非仅依靠政府

的力量。此类创新债券工具对调动更多社

会资本投向可持续发展领域至关重要，也将

形成对公共资金的关键性补充。

“中国积极推动绿色金融发展，取得显

著成效。”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此前

表示，中国绿色贷款余额和绿色债券存量规

模均居世界前列，中国绿色资产质量整体良

好，绿色贷款不良率明显低于各项贷款平均

不良率，绿色债券也尚无违约案例。

构建金融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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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已初步确立

“三大功能”“五大支柱”绿色金融发展框

架。“三大功能”指的是绿色金融积极发挥资

源配置、风险管理和市场定价功能。“五大支

柱”则指的是绿色金融标准体系、金融机构

监管和信息披露要求、激励约束机制、产品

和市场体系、国际合作。明确“三大功能”和

“五大支柱”为规范绿色金融业务、确保绿色

金融实现商业可持续性、推动经济社会绿色

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在此基础上，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加快构

建，多项绿色金融标准制定取得重大进展。

2021 年 3 月，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发

布《关于明确碳中和债相关机制的通知》，我

国成为世界上首个将“碳中和”贴标绿色债券

并且成功发行碳中和债的国家；同年 4 月，

《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 年版）》发布，

首次统一了绿色债券相关管理部门对绿色项

目的界定标准；同年 6 月，人民银行发布《银

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价方案》，将绿色信

贷、绿色债券正式纳入业务评价体系，并将评

价结果纳入央行金融机构评级等人民银行政

策和审慎管理工具，为下一步建立更全面有

力的激励约束机制提供评价基础。

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

长、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

马骏认为，发展绿色金融要进一步夯实绿色

分类标准、信息披露、压力测试这三个重要

的基础设施。“为避免‘假绿色’，就需要一套

绿色金融标准来界定绿色信贷、绿色债券和

绿色项目的范围。中国在这方面已做了很

多努力，但还要进一步对此进行明确和细

化，完善界定标准和披露体系。”马骏表示。

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副主

任蓝虹认为，制定公开透明的以碳中和为目

标的绿色金融标准是绿色资金和碳中和项

目精准对接的基础。只有绿色金融标准是

公开透明的，才能使社会各界可以监督绿色

资金的流向，消除绿色金融市场中的暗箱操

作和寻租行为，从而使绿色资金真正投入碳

中和项目中。

深化合作实现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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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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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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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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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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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绿色金融标准国际合作已取得显

著成效。以《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为

例，该目录融合了中欧各自目录的特点与优

势，涵盖双方共同认可、对减缓气候变化贡

献显著的 61 项主要经济活动清单，为推动

中欧绿色金融标准趋同和绿色投融资合作，

降低跨境交易绿色认证成本，引导更多境外

资金参与支持国内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奠定

了重要基础。

近年来，我国加快推动产业升级，为满足

传统行业转型和新能源等行业可持续发展的

资金需求，绿色债券加快创新步伐，各品种

迭出。

2021 年 5 月，中国华能、大唐国际、长江电

力、国电电力、陕煤集团、柳钢集团、红狮集团

首批 7 单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成功发行。首

批发行的 7 单项目均为 2 年及以上中长期债

券，发行金额 73 亿元，项目挂钩目标涉及企业

单位产值能耗值、供电标准煤耗值以及清洁能

源年度装机容量等多项指标。

国开行资金部总经理王中表示，可持续

发展挂钩债券将发行人可持续发展绩效与债

券利率调整等条款挂钩，体现了债券的绿色

转型属性和社会责任属性，在为企业提供融

资服务的同时，实质敦促企业有计划、有目标

地实现可持续发展，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实现。

据悉，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是转型类债券

的一种。作为转型金融产品之一，转型类债券

还包括转型债券、可持续发展再挂钩债券等。

从募集资金用途来说，转型类债券是为低碳产

业向净零排放转型、为高碳产业向低碳及净零

排放转型提供投融资支持，尤其是支持高碳产

业向低碳及零碳转型。当前，国内外转型债券

均处于起步阶段，截至 2021 年三季度，全球累

计发行 31 只转型债券，规模为 99 亿美元。

“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较转型债券支持范

围更广，属于范围更大的可持续金融范畴，且

资金使用较转型债券更灵活，没有项目定向投

向限制。”中诚信绿金科技公司副总裁徐洪峰

表示，要实现“双碳”目标，除资金支持绿色产

业外，还需要对高碳产业的低碳转型提供资

金。随着绿色金融标准趋严，以清洁煤为代表

的化石能源清洁生产等逐步被排除在国内外

绿色金融支持范围之外，该部分融资需求可通

过转型金融获得。

在可持续发展再挂钩债券方面，中国银行

于 2021 年 10 月 27 日发行了全球首笔可持续

发展再挂钩债券，金额达 3 亿美元。

“近年来，绿色债券市场前景广阔，绿色债

券创新发展未来可期。碳中和债券、气候债

券、蓝色债券、生物多样性债券等绿色债券子

品种将持续创新推出、蓬勃发展。”中国农业发

展银行资金部总经理陆兵表示，随着转型金融

起步，转型债券和可持续发展债券也将作为绿

色债券的重要补充，形成合力，多元化助力经

济社会低碳转型。

2021 年 7 月 16 日，全国碳市场上线交易启动仪式暨中国碳交易市场论坛在上海环境能

源交易所举行。 新华社记者 程思琪摄

国 网 淮 北 供

电公司员工和电站工

作人员在巡检安徽省淮

北市韩村 100 兆瓦信隋“渔

光互补”光伏发电站的设备。

王 文摄（中经视觉）

中原油田首套自主研发的濮

三联合站“余热+光伏”综合利用

新 能 源 项 目 于 近 日 正 式 投

运。该项目将有效助力油

田绿色低碳发展。

仝 江摄

（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