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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2浦江创新论坛——绿色技术银行高峰论坛以“创新绿色技术，引领双碳未来”

为主题，聚焦全球气候与环境问题、技术创新引领低碳与产业转型、绿色技术银行建设与发

展等话题展开深入研讨。本期简报对绿色技术银行高峰论坛嘉宾报告进行梳理，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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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浦江创新论坛专题简报之十 

突破体制机制障碍  提升绿色技术银行服务能级 

绿色技术银行是我国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

所建立的国家级平台，汇聚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安全高效、生命健

康等可持续发展重点领域中的先进实用绿色技术，强化科技与金融结

合，加快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产业化。与会嘉宾一致认为，在推进“双

碳”目标的新形势与新要求下，绿色技术银行需进一步支撑我国绿色

低碳发展，提升绿色技术产业上下游协同，加强专业化队伍和市场机

制能力建设，强化国际交流合作，为我国绿色转型发展，建设美丽中

国贡献坚实力量。 

一、形成共识，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核心议题 

一是各国加快行动步伐，积极应对全球气候环境问题。中国工

程院院士、全国政协常委、上海交通大学碳中和发展研究院院长黄震

指出，目前温室气体减排已经成为全球高度共识。2021 年 10 月，各

个国家在格拉斯哥会议前夕纷纷更新其减碳目标，目前已有 136 个国

家宣布在 2050 年前后实现碳中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碳中

和研究院院长贺克斌指出，美国、日本、欧洲等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在

积极布局下一轮绿色发展计划。如美国提出 2050 年碳中和的“五个

零”计划目标，即零碳电力、零碳交通、零排放汽车、零废物制造、

零碳建筑；欧盟 2019 年公布的《欧洲绿色新政》提出了涵盖能源、

工业、建筑、交通、农业等的一整套转型政策，计划到 2050 年实现

欧盟温室气体净零排放，实现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脱钩；日本 2020

年发布绿色增长战略，提出氢能、核能、海上风电等 14 个领域的绿

色增长实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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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我国高度重视“双碳”战略，积极推进战略布局。黄震、

贺克斌均提出，2021 年 10 月，我国发布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

体系，“1”即《中共中央 国务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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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是指国务院印发的《2030 年

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为首的政策文件，包括能源、工业、交通运输、

城乡建设等分领域分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

院副院长魏伟指出，国家科技部组织开展《中国碳中和技术发展路线

图》编制工作，涉及火电、可再生能源、电网、高铁、水泥、化工、

生态碳汇等 14 个领域。上海市碳中和技术发展路线图编制工作也在

紧锣密鼓进行中，围绕上海超大型城市能源、资源、工业活动的特征，

贯彻“减排与经济同向同行、相辅相成、形成合力”的理念，面向不

同发展阶段，全面梳理国内外先进技术，建立各类技术经济和社会效

益评估模型，形成各类技术对上海和区域碳中和贡献的阶段性成效评

估，不断更新刻画出上海市碳中和技术路线图。 

二、刻不容缓，我国低碳转型亟需技术创新引领 

一方面，我国能源结构、产业结构转型刻不容缓。优山资本董

事长陈十游指出，我国 2019 年碳排放量已达 110 亿吨，占全球排放

量的 30%，人均排放量 8.12 吨，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1.6 倍。煤炭和石

油仍是我国主要能源消耗品种，为实现“双碳”目标，到 2030 年需

要把非化石能源占比提升至 33%，到 2060 年进一步提升至 85-90%。

从产业结构看，我国碳排放最大行业是电力，交通次之，分别占总排

放量 41%和 28%。产业结构转型迫在眉睫。黄震认为，我国能源结

构转型需体现五大趋势：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发展为主体能源；化石能

源从主体能源演变为保障性能源；再电气化成为碳中和重要路径；可

再生燃料与零碳电力形成二次能源脱碳的重要组合；能源开发模式从



 5 

基于地下自然禀赋的能源开发利用演进到基于技术创新的新能源开

发利用。 

另一方面，“双碳”既是挑战更是机遇，新技术新赛道新场景

蓄势待发。陈十游表示，在电力领域，我国风能、光能、光伏等新能

源行业成长迅速，全球前十光伏组件制造企业中，中国占有 8 席，全

球前十风机整机制造企业中，中国占据半壁江山。在交通领域，汽车

行业持续推进“新三化”（电动化、智能化、服务化）转型发展，我

国整车“三电”（电池、电机、电控）技术水平处于全球领先水平，

全球前十电池企业有一半是中国企业。黄震指出，新能源具有随机性、

波动性强的特点，因此储能将成为非常关键的一环，要推动锂电池、

超级电容、燃料电池、化学储能等技术发展，促进我国向分散、分布

式能源加微电网方向发展。贺克斌认为，新能源关键材料循环利用将

成为“双碳”目标推进过程中的关键，例如无害化处理报废新能源汽

车产生的锂电池等，其中蕴含的新技术、新赛道、新业态、新场景带

来新发展机遇。 

三、扬帆起航，创新体制机制促进绿色技术银行发展 

一是建设和完善碳交易市场。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党委书记、

董事长周小全指出，全国碳市场上线运行一年多以来，取得了多项重

大进展和成效，包括构建了支撑全国碳市场运行的制度体系，顺利完

成第一个履约周期的配额分配和清缴工作，实现了全国碳市场的启动

交易和平稳运行，扎实开展碳排放数据质量管理工作等。然而整体看，

全国碳市场仍处于起步阶段，需大力深化发展，重点关注健全法律制

度体系，塑造多元化市场格局，构建多层次市场结构，推动交易产品

创新等四方面。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作为全国碳交易市场的建设和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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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机构，将实施一体两翼多平台的发展战略，大力发展环境能源、公

共资源、区域性股权等多样化业务板块，力争“十四五”期间建成具

有世界影响力的全要素交易市场新高地。 

二是建立绿色技术专利指标体系。上海银保监局一级巡视员张

光平指出，绿色技术需要可度量的技术指标，但目前仍然没有全球可

比较的绿色专利数据库，建议从“量”与“质”两个层面健全绿色技

术专利指标体系。在“量”上，参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 35 个

专利大类中与绿色技术相关的 7 个大类专利（能源技术、环境技术、

引擎发动机相关技术、热处理相关技术、冶金、化学工程、交通海运

等），形成狭义的绿色技术指标。在“质”上，使用科技自主度（知

识产权创造的出口使用费/进出口使用费）度量绿色技术自主度。在

绿色技术专利方面，我国 2020 年整体科技自主度约 4.23%，与全球

主要发达经济体仍有一定差距，需进一步提升。 

三是深耕企业 ESG
1评价体系。华东理工大学教授、绿色技术银

行研究院 ESG 首席经济学家麦勇指出，在“双碳”目标下，ESG 合

规对企业打造竞争力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经过多年耕耘，形成《绿色

技术银行 ESG 披露指南》，具有纳入企业文化 ESG、融合碳追踪 ESG、

机器学习和大数据建模三大特色。指标体系完整，并运用数据溯源认

证、数据时效性分析等手段进行跟踪监测，保证披露 ESG 信息的稳

健性、有效性和一致性。 

 

整  理：朱  悦 

 
1 是英文 Environmental(环境)、Social(社会)和 Governance(公司治理)的缩写，是一种关注企业环境、社

会治理绩效而非财务绩效的投资理念和企业评价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