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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2浦江创新论坛——科技金融论坛以“探路绿色金融”为主题，围绕绿色金融的

主要作用、面临挑战与未来发展展开深入研讨。本期简报对科技金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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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大力发展绿色金融  加快绿色转型升级 

面对气候变化、资源短缺、人口老龄化等诸多挑战，经济长期可

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球共识。2021 年我国“双碳”战略的落地，在全

社会掀起了一场涉及能源、产业、金融、生活方式全面转型的绿色革

命，并将全方位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大

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绿色低碳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效。与会嘉宾一致

认为，低碳转型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绿色金融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积极发展绿色金融，是助力实现“双碳”目标，加快绿色转型和绿色

升级的重要保障。 

一、探索绿色金融，助力低碳战略 

1、绿色金融是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

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执行理事屠光绍提出，绿色发展意义重大，绿色

金融为绿色发展服务，其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在“双碳”目标的推进

过程中，需要巨额资金支持，这就要求金融体系发挥对金融资源的动

员能力、运用能力，更好地服务“双碳”目标，支持绿色发展。绿色

贷款、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等金融服务业态和投融资都有

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2、发展绿色金融需要构建完善的市场体系。屠光绍认为，金融

市场有其基本功能，需要有健全的机制，帮助实现有效配置金融资源

的功能。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李瑾认为，碳市场是支撑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愿景的有效市场政策工具，在碳排放资源约束条件下

形成碳的定价机制，可以解决绿色金融中如何识别“绿色”，如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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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并形成有效的价格信号等关键问题，使绿色金融资源与低碳项目、

企业和技术推广实现精准匹配。 

3、转型金融是低碳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支持手段。转型金融是指

专门为高碳行业低碳转型提供金融服务的创新工具，是绿色金融体系

的重要补充。李瑾指出，要实现“双碳”战略目标，目前还有很多高

碳行业和企业需要向更清洁、更高效、更绿色方向转型，转型过程暂

不符合绿色金融支持的范畴和要求，又迫切需要金融大力支持，转型

金融应运而生。湖州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黄丁伟认为，

转型金融的改革落地比绿色金融更具有系统性和挑战性。湖州市通过

编制转型金融路线图、出台支持目录和建立项目清单，着力解决好转

型金融支持范围、各行业转型路径和转型目标引导等问题。 

二、创新绿色金融，开拓新发展模式 

一是政府管理创新，引导金融机构创新绿色金融。黄丁伟介绍，

湖州建立了政策激励机制、市场潜力挖掘机制和理念引导机制，引导

金融机构创新绿色金融。在具体实施中，坚持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

自下而上的实践相结合，总结好基层的实践，形成行业的标准和制度；

坚持外部引导和内生驱动相结合，用好财政政策、各类货币政策工具

和监管政策，激发金融机构的积极性；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结合，

在符合监管要求的前提下，对绿色专业机构布局给予优先。截至目前，

湖州绿色贷款余额占全部贷款余额的比重达 25.6%，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 16.4 个百分点，年均增长 44.6%。 

二是市场机制创新，开发绿色金融新产品。李瑾介绍，上海环境

能源交易所围绕碳市场、碳服务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在融资方面开发

出碳质押融资、碳回购等产品；在碳交易工具方面探索碳配额的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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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手清算的衍生品；在其他支持工具方面开展碳保险、碳指数等

的创新，并和其他金融基础设施机构合作开发产品。未来将促进产品

多元化，以流程更加便捷、模式更加标准化等为导向进一步升级产品

模式。同时，全程支持浦东新区申请国家首批气候投融资试点，已成

功入选。 

三是企业技术创新，与绿色金融互促共进。协鑫科技控股有限公

司联席首席执行官兰天石介绍，协鑫科技通过持续研发，将第二代硅

基材料“颗粒硅”的电耗降至每公斤 13 度左右，仅为第一代材料的

5%，总电力需求实现了几何倍数的降低。相较于传统工艺制备的棒

状硅，每生产 1 万吨颗粒硅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38.9 万吨，节约近

80%的电耗，为全球碳减排作出积极贡献。同时，协鑫科技已经取得

了中国和法国能源署的碳足迹认证，通过碳足迹认证，将企业的减碳

成果量化，为绿色金融提供碳核算依据。 

四是金融科技创新，数字技术赋能绿色金融。黄丁伟表示，湖州

探索数字技术赋能绿色金融，形成四个“一”：一指起溯，即通过数

字化方式汇集企业相关的能耗数据，量化企业碳排放情况；一键核算，

即把数据和算法有机融合，实现精准核算；一图观效，即不仅计算碳

的排放量，还要计算碳排放强度，评估企业碳效等级；一体集成，即

把碳核算结果与金融机构能力建设、产品创新相结合，用于对企业进

行 ESG 评分、金融产品创新、金融机构信息披露等方面。李瑾指出，

绿色金融的深度发展，要求应用更多新兴科技手段，包括物联网、大

数据等技术建立碳数据库，并以此为基础，完善碳统计核算体系。 

三、防范金融风险，保障可持续发展 

首先，全面分析绿色金融的风险成因。屠光绍指出，绿色金融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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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传统金融范畴，又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因此，在研究传统金融风

险的基础之上，还要更多关注绿色金融独有的风险成因，其风险来源

主要有：由气候环境变化所带来的风险；绿色金融活动的基础设施不

足所带来的风险；绿色金融市场体系机制不健全所带来的金融风险；

绿色转型过程中所带来的金融风险，即转型风险。 

其次，努力把握绿色金融风险的特征。屠光绍认为，与传统金融

相比，绿色金融领域的风险有一些新特征，增加了金融风险防范和管

理的难度。（1）绿色金融风险来源的特异性和多维性，即来自于环

境生态、绿色转型过程等的多种风险；（2）绿色金融风险的转化性，

它更多是由气侯环境的风险转化成金融体系或金融机构的风险，即外

部风险转化为内部风险，非财务风险转化为财务风险；（3）绿色金

融风险因素的交叉性，即绿色转型过程中的风险和传统意义上的金融

风险交叉；（4）绿色金融风险影响的多重性，即不仅影响金融服务

绿色发展、影响能否把金融资源有效配置到绿色发展中，也会影响整

个金融体系的稳定。 

最后，不断提高绿色金融风险防范和管理能力。屠光绍强调，提

升绿色金融风险防范和管理能力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特别重视以下

四个方面：一是绿色转型和绿色金融要协调互动，坚持以服务绿色发

展为目标，支持“双碳”目标推进，以及企业、产业绿色转型；二是

要完善绿色金融基础设施，需要针对绿色经营活动各方面提供配套条

件和支撑；三是要健全绿色金融体系，实现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

和开发性金融的协调；四是要提升管理和防范绿色金融风险的水平，

从金融监管政策和金融管理措施等方面，运用科技手段，更好地防范

和管理绿色金融风险。 

整  理：张  苑、龚  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