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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气候变化问题的日益严峻，气候变化相关金融风险愈发得到国际

有关机构的重视。2015 年，G20 框架下的金融稳定理事会（FSB）成立了

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推动金融行业对气候风险进行评

估，并对利益相关方披露。2017 年 12 月，八国发起设立央行与监管机构

绿色金融网络（NGFS），呼吁各国重视并协同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金融风

险。 

气候风险对欧美主要金融机构可能造成冲击。有研究表明，基于 2015

年的资产负债表分析，能源密集型部门的气候风险冲击可能造成欧美主要

银行资本金发生 10%~30%的损失。如果详细分析银行业的高气候风险贷

款流向可以发现，截至 2014 年，全球主要经济体高气候风险类的银团贷

款总金额已达到 1.6 万亿美元，其中化石燃料开采和电力行业是高气候风

险贷款的主体（见图 1）。而中国的情况与其他三个国家/地区不同的是电力

行业在高气候风险类贷款中占比最高，电力行业将是中国气候风险分析的

重点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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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在中国做出碳达峰碳中和承诺的同期，NGFS 发布了《金

融机构环境风险分析综述》及其案例集，其中对中国煤电项目面临的转型

风险进行了剖析，并指出在《巴黎协定》的 2 度情景下，由于煤电需求下

降、新能源发电成本持续走低、能源价格竞争加剧、煤电融资成本上升，

中国主要煤电企业的年度违约概率（以下简称违约概率）将从 2020 年的

不到 3%上升到 2030 年的 24%左右。由此可见，作为国内煤电企业主要

融资来源的商业银行，应加快提升气候变化相关的金融风险意识和风险评

估能力，同时在借鉴国际金融机构先进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自身的气候

风险管理体系。 

商业银行连结企业和央行，承担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职能，同时需要

在严格的金融监管下把控各种风险，是经济社会发展中气候风险体系建立



 

 - 4 - 

的中坚力量。就气候风险而言，商业银行需要从企业获得气候相关信息，

建立情景分析模型，开发分析方法，对资产开展压力测试，进而对气候风

险进行管理。与此同时，商业银行也需满足央行等监管部门要求，披露自

身的气候风险信息，为央行提供分析金融系统风险所需的数据。 

国际金融机构开展气候风险评估时间较早，气候风险信息披露较为全

面，根据他们各自披露的 TCFD 报告，文章梳理了德意志银行、花旗银行

和汇丰银行三家国际大型商业银行在气候风险领域的做法。 

1）德意志银行：赋能企业，从碳排放披露发力 

德意志银行从 2017 年开始气候风险信息披露工作，作出 2050 年实

现自身以及资产组合的碳中和承诺，并已停止对新建和扩建煤电项目融资。

通过应用 TCFD 报告实践原则，德意志银行在非财务报告（non-finanical 

report）中披露气候风险信息，并表示在 2022 年的报告中将披露其全部

高碳排资产组合的排放量。在其已发布的报告中显示，油气行业贷款占高

气候风险类贷款比例最高，交通行业次之。该行的评估方法包含了可以评

估未来 15 年的长期温升和政策情景，并覆盖了所有高碳排行业。在风险管

理上，德意志银行禁止了对部分高碳行业融资，并针对企业的减排进度制

定了分阶段的融资限制政策；与此同时帮助煤电装机量或发电量超过 50%

的企业制定能源转型计划；对于没有转型规划的企业，银行将逐步撤资。 

目前，德意志银行正基于不同细分行业和地区气候风险类型开发面向

内部使用的气候风险分类法，以更加精准地掌握自身的气候金融风险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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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能指导前台部门的贷款发放进而推动企业开展更多减排类业务。作为欧

盟主要银行，德意志银行参与了欧盟气候风险领域的政策制定，并通过其

自身影响力推动企业披露碳信息，帮助企业制定减排路线图。 

2）花旗银行：创新评估方法，探索气候风险短期情景模型 

花旗银行在气候风险披露方面走在世界前列，是 TCFD 信息披露第一

批试点银行之一。在其一般的长期情景分析方法之外，花旗银行还与第三

方咨询公司合作开发了基于短期事件型的气候风险情景分析方法，即三年

期的碳价格分析。该方法将更适合银行资产结构中的中短期贷款风险分析，

具有行业示范作用。根据其最新的 TCFD 报告，花旗银行资产中高气候风

险贷款以交通行业贷款为主，工业部门次之。在风险管理上，花旗银行同

样对部分高排放行业进行了融资限制，逐步收紧对高排放企业的融资，并

宣布 2025 年之后不再为煤电企业提供融资。此外，花旗银行还制定了资

产脱碳路线，在其 2021 年的工作计划中，要求运营煤电资产的企业公开

碳排放数据，并共同制定退煤时间表。花旗银行参与了多个气候环境相关

的组织和倡议，对商业银行的气候风险管理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3）汇丰银行：金融与互联网合作，开拓气候风险信息边界 

对比上述两家银行，汇丰银行的气候风险评估进度稍慢。根据其最新

的 TCFD 报告，汇丰银行高气候风险类资产中占比最高的是建筑行业、油

气行业次之。汇丰应用了巴黎协定资本转型评估工具（Paris Agreement 

Capital Transition Assessment，PACTA）对资产组合进行分析，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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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重点集中在了汽车行业。在气候承诺方面，汇丰银行同样承诺 2050

年实现碳中和，并早在 2016 年就承诺不再对新建和扩建煤电项目进行融

资（但不包括配套碳捕集技术的煤电项目）。尽管汇丰银行表示仍将为做出

能源转型承诺的能源密集型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但会根据巴黎协定目标准

则对企业业务进行评估，并对煤电装机量超过 3 吉瓦的企业加强尽职调查。

除以上措施之外，汇丰还对其自身设施以及汽车企业开展了实验性的气候

风险压力测试。汇丰银行也在不断探索新的气候风险评估方法，在近期与

谷歌开展的合作中，汇丰银行利用数字技术助力气候类信息的捕捉，指导

投资决策。同时，汇丰银行参与了气候风险相关行业组织，并响应了部分

气候环境倡议。 

综上所述，目前国际商业银行的气候风险信息披露标准已经基本应用

了 TCFD 原则，按照独立报告的形式定期进行披露。而受限于现阶段企业

碳排放相关信息披露不完整，银行资产组合在计算碳排放量上依然缺乏足

够信息，在这一领域德意志银行进展较快，将要实现资产组合碳排放的披

露突破。 

在评估方法上，大多数机构仍然采用了基于长期温升和政策因素的情

景分析框架，例如碳价格上涨等短期因素还没有被充分纳入分析框架中。

在这一方面，花旗银行进行了积极探索，与第三方合作开展了基于碳价格

变动的短期情景模型。 

在风险管理上，三家银行都在逐渐把气候风险融入到其现有的风险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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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框架中，并对部分高排放行业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融资限制。在带动企业

减排上，三家银行一方面正在帮助企业制定减排路线，另一方面也正在逐

渐收紧对高排放企业的授信。 

同时，三家银行还通过参与气候环境相关组织和倡议来扩大其在行业

内的影响力，德意志银行更是参与了欧盟气候风险相关的政策制定。 

以上措施都对金融行业以及实体经济部门起到了带动作用，促进了气

候风险管理框架的普及，推动了碳排放信息与现有财务制度的融合。在更

基础的层面，德意志银行还开发了面向内部使用的气候风险分类法，已经

可以应用到贷款发放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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