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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 助力绿色债券市场健康发展 

2021 年 4月 21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展改革委、证监会印发《绿色债券支持项目

目录（2021 年版）》（以下简称《绿债目录（2021 年版）》），从绿色项目界定标准、

绿色债券发行管理模式、绿色债券发展框架等方面对旧版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进行

了优化。碳中和目标下，绿色金融发展需要换挡升级。绿色债券是绿色金融的重要组成

部分，及时对绿色债券支持项目领域和范围进行科学统一的界定，有利于夯实绿色债

券市场发展基础，发挥绿色金融对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助力作用。主要关注点如

下： 

第一，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助力绿色债券市场高效健康发展。自《绿

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15年版)》（以下简称《绿债目录（2015年版）》）发布以来，

我国绿色债券实现快速发展，为支持绿色低碳转型发挥了积极作用。据统计，截至 2020

年末，中国绿色债券存量 8132 亿元，居世界第二；2021年一季度国内绿色债券发行规

模达到 1168 亿元，接近去年全年发行规模的一半。本次发布的《绿债目录（2021 年

版）》在基本思路上与《绿债目录（2015 年版）》“一脉相承”，继承了《绿债目录

（2015 年版）》分类优点，并保留了绝大部分原有支持项目和领域。与此同时，为适

应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绿债目录（2021 年版）》坚持“与时俱进”，对分类层级

进行了扩充，并且根据国家绿色发展战略和绿色产业支持的重点，对部分支持项目和

领域进行了适当调整。这些做法不仅有利于存量绿色债券的顺利过渡，而且能够适应

碳中和目标下绿色金融发展的需要。 

第二，剔除煤炭等化石能源清洁利用项目，实现与国际主流标准的接轨。化石能

源燃烧和使用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排放是全球气候变暖的罪魁祸首。煤炭等化石能源清

洁利用项目本质上还是高碳项目。2021 年 3 月，联合国呼吁取消全球所有新煤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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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主流绿色债券标准也均未纳入化石能源项目。据统计，中国 50%以上的碳排放源自

化石能源的燃烧和使用。为了更好地与国际主流标准接轨，《绿债目录（2021 年版）》

不再将煤炭等化石能源清洁利用项目纳入绿色债券支持范围。预计未来，我国对高碳

排项目将进行更加严格的碳排放约束。 

第三，支持碳捕捉、利用与封存（CCUS）等新领域，拓展绿色债券对碳中和的有效

支持。实现碳中和不仅需要减少碳排放，而且需要促进碳吸收。CCUS 是目前唯一能够

实现化石能源大规模低碳化利用的减排技术。目前 CCUS项目在技术上和经济性上还有

待突破，相关技术研发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绿债目录（2021年版）》将 CCUS 项目

纳入其中，不仅充分考虑了 CCUS 对实现碳中和的重要意义、我国 CCUS 的发展状况，

而且参考了国际先进经验。通过绿色债券支持，能够缓解 CCUS 项目面临的资金问题，

发挥 CCUS对实现碳中和的助力作用。 

第四，完善绿色债券相关制度进程不断推进，绿色债券市场秩序更加规范健康。

由于存在划分标准不统一、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债券产品种类不丰富等问题，绿色债

券市场存在“洗绿”、“漂绿”现象。这不仅增加了绿色债券风险，而且扰乱绿色债券

市场秩序。《绿债目录（2021 年版）》的发布，是我国完善绿色债券相关制度的又一

项重要举措，随着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的规范化、透明化，绿色债券市场秩序更加规范健

康，有利于进一步扩大绿色债券市场。 

 

（点评人：中国银行研究院  汪惠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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