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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商业银行碳金融他务的短板与对策
■ 廖茂林 霍冉冉

目 前 ， 我国碳金 融市场 尚处于起始阶段 。 主要有北京环境

交易所 、 上海环境交易所 、
天津排放权交易 所和深圳环境交易所

等从事基于清洁发展机制 （
Ｃ ｌｅａｎＤｅｖ 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Ｍ ｅｃｈａｎ ｉｓｍ

，

简称
“

ＣＤＭ
”

） 项 目 的碳排放权交易 ， 碳交易额年均 ２ ２ ． ５亿美

元 ， 而国 际市场碳金融交易规模年均 已达 １
４１ ９亿美元 ， 我国仅占

国际碳交易市场的 ０ ．
１ ６％ 。 总的来说 ， 我国 金融机构没有充分参

与到解决环境问题的发展思路上来 ， 碳金融产品开发仍存在法律

体系欠缺 、 监管和核查制 度不完备等
一

系列 问题 。 我国商业银行

作为推动碳金融战略实施的主力军 ， 其在碳金融方面的业务能力

亟待提升 。

我 国碳金融业务潜力大 、 活跃度高

碳交易市场发展潜力较大 。 根据 《

“

十三五
”

控制温室气体

排放工作方 案 》 中的承诺 ， 到 ２０２ ０年 ， 我国单位 国 内生产总值二

氧化碳排放量要 比 ２０ １ ５年下降 １ ８
°

／。 。 同时 ， 中 国是 ＣＤＭ机制 中二

氧化碳核证减排量最大供给国 ， 占 到市场总供 给的 ７０％左右 。 预

计未来中 国将有近２０００家电力行业企业涉足碳交易市场 ， 将有近

３０亿吨碳排放权参与碳交易 ， 每年碳排放额度交易规模增长将超

过２亿吨 ， 碳金融战略的推进蕴藏广阔 的发展空间 。

另 外 ，
《 中国城市绿色金融发展报告 ２ ０ １ ７ 》 显示 ， 中国绿色

产业发展每年预计会催生近２０万亿元的投资需求 ， 约 占全国 ＧＤＰ

总量近 ３个百分点 。 这
一

体量 巨大的资金需求单纯依靠国 家财政

资金支持是不现实的 ， 如果这
一

投资需求投放金融市场 ， 将 为各

类金融机构带来每年近２万亿元的信贷业务增量 。

碳金融交易活跃度不断提离 。 据 《２０ １ ７
？

２０２２年 中 国低碳经

济发展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 》 统计 ， 从２０ １ ３年国家碳金

融项 目启动以来 ，
全国碳金融交易配额在 ２０ １ ３年至 ２０ １ ８年间 稳步

扩大
，
总成交量攀升至６０亿元 以上 ，

碳排放交易权核定碳排放量

接近 ３亿吨 。 金融市场上涌现 了近２０种不同 种类的碳金融产品 ，

碳金融交易市场活跃度不断提升 。 自 ２０ １ ３年 ７个试点省份碳金融

交易启动 以来 ，

１ １家参与试点的企业在相 关项 目 的运营中获得可

观的效益 ， 累计利润总额在７０００万元以上 。

国 内商业银行碳金融业务存在短板

作为碳金融业务的主力军 ，
中 国商业银行在该业务领域能力

欠缺
，
碳金融的资金杠杆功能未得到充分发挥 。

商业 化运作的动力 与能力不足 。 低碳技术的开发和节能减

排相关基础设施建设耗资 巨大 ，
存在巨大的信贷需求 。 但是 ，

一

方面 ， 由 于节能减排相关低碳项 目 开发具有
一

定 的外部性和公

益性 ， 并且存在较高的风险 ， 耗资规模大 ， 资本回收周期长 ， 而

且
，
由于对市场信息缺乏有效的获取能力 ， 政府在应对外部性问

题方面缺乏有效的需求预测 、 激励和引导 ， 从而缺乏对商业银行

碳金融业务商业化运作的政策支持和激励 。 另
一

方面 ， 与 国 外银

行相 比 ， 中 国商业银行在节能减排相关金融产品 和服务上尚存在

一

定的供给缺 口
， 相关服务只局 限在信贷 、 资金清算等传统业务

形式上 ， 缺乏对市场需求的 深人挖掘和多样 化产品 和服务的拓

展 ， 节能减排相关项 目 的金融支持力度不足 。 此外 ， 在碳金融运

作模式 、 风险控制 、 项 目 审批等方面缺乏人才储备 ， 使得商业银

行在强化碳金融的 商业化运作能力方面缺乏基础和动力 。

碳金融制度体系尚不完备 。 完善碳金融制度体系 ， 创建 良好

的制度环境和市场规则是商业银行推进碳金融战略的重要支掙 。

只有形成有序的碳交易 平台 ，
金融机构才能正常实现信息融通 、

价格发现 、 价值转化和 利 润激励 。 但是
，
当前相关制度和法律缺

乏对碳排放信息披露 、 节能减排项 目核查等相关信息标准的明确

界定 ， 与之相关的配套措施也不完备 ， 这使得商业银行在碳交易

市场 中无法及时准确地获取有效信息
，
难 以防控投资者风险 。

当 前我国在税收 、 监管 、 风险管理等方面的碳金融支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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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完备的配套措施 ， 多数碳金融支持政策停留在行政条款上 ，

碳金融制度构建迟缓 。 例如 ， 相关法规的条文中缺乏对碳排放总

量统
一

标准的规定 ，
对于企业排放的情况 、

排放的监测和核实方

面缺少规范 ， 这些问题导致中 国 碳交易市场机制难 以充分发挥作

用 ， 在
一

定程度上制约了商业银行碳金融活动的开展 。

商业银行碳金融业务参与度低 。 国 内商业银行在碳金融领域

发挥的功能单
一

， 管理形式与传统业务混同 ， 缺乏对碳金融服务

的重视 。 大部分银行将碳金融业务与其他业务 采取统
一

的运营模

式 ， 难以进行个性化管理 。 目 前 ， 全球领先的商业银行大都设立

了与碳金融交易相关的投资基金 ， 而 中国商业银行在碳金融领域

的 参与度相对较低 ， 对国 内碳金融交易市场缺乏足够的流动性支

撑 。 从参与主体规模看 ， 虽然近年来国 内部分商业银行对碳金融

服务进行了探索和 尝试 ， 但是大部分商业银行仍对发展碳金融服

务持观望态度 。

提升商业银行碳金融业务的对策

将减排 目标融入商业银行重大项 目 决策 。 商业银行要创新发

展思路 ， 通过在信贷业务中增设环境风险评价指标 ， 对各类主体

的授信额度严格遵守国 家环保标准 ， 对高耗能 、 髙污染的信贷项

目进行分类管理和合理把控 。 例如 ， 通过在信贷管理系统中启用

“

绿 色信贷标识
”

， 将碳排放作为授信发放的重要参考指标 。 同

时 ， 把社会责任纳入商业银行的价值导向和治理模式中 。 落实绿

色信贷相关政策规定 ， 构建节能减排金融服务长效机制 。

积极参与碳交 易平 台建设 ． 加快推进碳排放权交 易市场化 。

商业银行应抓住契机 ， 积极参与碳交易平 台的构建 ， 加快推进基

于配额交易的 主体市场建设 ， 提髙在碳交易市场 中的价值发现和

价格反映能力 。 探索多 种形式的碳交易 中介机制 ， 引导各类金融

资源进人碳交易平台 ， 通过各类优惠措 施对投 资者进行合理 引

导
，
参与构建灵活的碳定价和竞价机制

，
探索ＣＤＭ灵活履约机

制
，
充分发挥金融媒介和价值发现的功能

，
为活跃碳交易平台提

供支持 。 与 国际金融机构开展合作 ， 通过全球碳交易市场长期融

资等手段引入资金 ， 吸引 国 际碳交易主体参与 国 内 碳交易活动 ，

缓解碳交易市场资金难题 。

拓展碳金融服务和碳金 融产品 创新 。 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多

元化的 渠道和方式为节能减排项 目 和清洁技术的开发 、 推广和应

用提供金融支持 ，
包括项 目融资 、 风投 、 私募基金等

。
例如

， 设

立碳减排项 目 投资基金 ， 推广 以国际碳交易价格指数为基础 的基

金类产品 ， 为碳减排项 目 提供融资服务 。 未来可尝试面向社会公

众发行碳债券 ， 为低 碳项 目 投资者提供碳金融产品交易与流通

便利 ，
带动能源链向低碳化转移 。 对致力于节能减排产品研发和

推广的企业提供倾斜性的信贷支持 ， 在授信监管上进行差异化的

准备金减免 ， 为低碳项 目开通绿色信贷通道和信用增级服务 ， 引

导各类资本进入低碳经济领域 。 通过绿色账户 吸引 ＣＤ Ｍ参 与主

体 ， 为温室气体核证减排量 （ Ｃｅｒ ｔｉｆ ｉ
ｅｄＥｍ ｉｓｓｉｏｎＲｅｄｕｃ ｔｉｏｎ ，

简称
“

ＣＥＲｓ

”

） 收入提供外币账户服务 。 积极 拓展碳资产金融

化业务 ， 为 Ｃ ＤＭ项 目 进行ＣＥＲ ｓ收益风险评估和控制 ， 对金融衍

生工具 的风险进行及时把控 ， 充分利 用互联 网信息技术 ， 提 髙碳

金融产 品及其衍生品的开发和推广效率 。 构建碳金融信息沟通平

台 ， 探索开展碳交易信息咨询服务 ， 发挥商业银行碳交易 中 介的

作用 ， 缓解碳排放权交易主体在信息不对称方面的困境 。

加强 商业银行碳金融业 务能力
。
探索成立 专 门 的碳金融牵

头部 门 ， 对重大碳金融项 目进行授信 、 审批与风险管理 。 加快推

进碳金融运营模式专业化转型 ，
改革传统的混合业务管理模式 ，

提高碳金融服务效率 。 抓住互联网金融 、
大数据等技术革命的契

机 ， 打造碳交易和碳金融信息共享平台
，
拓宽商业银行碳金融服

务范围
，
促迸商业银行在客户 群锁定

、
信息挖 掘

、
信息 咨询服

务 、 品牌建设等方面的业务能力 ，
挖掘碳 金融业务效益提升空

间 。 加快推进碳金融人才储备
，
制定碳金融人 才中长期 引进 、

储备 和激励计划
， 培养专业化的 碳金融产 品开 发和推广团 队 ，

为碳金融项 目运营 、 风险评估 、
营销策划等环节提供专业的专家

智库 、 技术支持和人才保 障 。 开 展多 种形式的内部宣传和培训活

动
， 通过论坛 、 培训等方式将低碳理念贯彻到商业银行经营理念

中 。

通过在国 际碳交 易市场推广人民币结算 ． 提高 中 国企业在国

际碳交易市场中 的话语权 。 积极参与国际碳交易市场业务合作 ，

学习发达 国家的碳金融相关技术 、 运营管理 、 实操流程 、 相关法

规体系 的构 建等 。 商业银行应通过参 与国 际碳金融市场相 关业

务 ， 推进海内外碳金融业务联动 。 联合国 际碳金融市场专业机构

为国 内 ＣＤＭ项 目开发 、 交易和管理提供
一

站式服务 ， 为 ＣＤＭ项

目 业主提供人民币结算服务 ， 并锁定合理的 ＣＥ Ｒｓ报价
，
协助参

与主体进行便利 的资金结算 ， 逐步提高 我国企业在 国际碳交易市

场的话语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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