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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绿金规模增长明显，绿色债券市场空间大

2022 年中国绿色贷款余额规模持续增长，绿色信贷市场空间较大，股份制银行贡献主要力

量。其中，投向领域方面，基础设施绿色升级、清洁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是中国绿色信贷增

长较快的三大行业。2022 年下半年中国绿色债券平均规模较上半年增幅明显，绿债发行占

比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主要投向清洁能源领域。其中，金融业绿债发行数量最多，发行主

体主要为国有企业。我国新成立绿色基金数量增长较快，其中近七成投向低碳节能领域。

 绿金发展日渐完善并延伸，转型金融政策快速起步

2016 年 8 月，中央银行等七部门发布《绿色金融体系指导意见》，提出绿色金融发展的基

本思路。2018 年 9 月，全国金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计划从六个方面着手建立我国绿色金融

标准框架体系。在此过程中，绿色债券、信贷、保险、碳金融产品等制度指引相继颁布。近

两年，作为绿色金融的重要领域，转型金融发展提速。《欧盟可持续金融分类方案》和《G20

转型金融框架》的制定，进一步明确转型金融的重要性。国内转型金融加速起步，2021 年

初，中国建设银行发布《转型债券》框架，对转型债券进行了清晰的界定。2022 年 11 月，

中国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上共发布了 27 项成果，其中转型金融主题数量较往年显著增加。

 电力企业低碳转型压力大，转型金融或成关键性工具

在中国的“双碳”目标下，我国电力行业低碳转型已是大势所趋。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SLB）

已成为电力行业转型金融最重要产品之一，2021—2022 年电力行业的 SLB 发行总额占全行

业发行额的 30%，票面利率较全行业市场更低。电力 SLB 发行债券/主体评级 AAA 占比可观，

主要以国资平台为主。电力等高碳行业转型压力大，不仅需得到规模融资支持，还需加强对

于可信转型目标和路径的共识。此外，面对减排带来的公正性问题，有效的公私合营机制与

有针对性的国际合作也有助于电力行业转型金融市场进行提档升级。

风险提示：转型金融政策推进不及预期、电力转型趋缓导致转型融资需求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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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2 年中国绿色金融蓬勃发展

1.1 绿色信贷

中国绿色贷款余额规模持续增长，市场空间较大

2022 年中国绿色贷款余额规模持续增长，绿色信贷市场空间较大。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公布

的数据显示，2022 年末，全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 22.03 万亿元，同比增长 38.5%，增速较

上年末提高 5.5 个百分点，全年新增 6.13 万亿元，存量规模居全球前列。其中，直接减排

和间接减排贷款分别为 8.62 万亿元和 6.08 万亿元，合计占绿色贷款的 66.7%，“两高一剩”

（高能耗、高排放、产能过剩）的绿色贷款余额在所有绿色贷款中所占比例同比上升。2022

年国内绿色信贷保持高速增长，有效满足经济绿色低碳发展的融资需求，金融机构服务绿色

经济发展的能力显著增强。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川财证券研究所

商业银行绿色贷款余额稳步提升，股份制银行表现突出

截至 2022 年底，国内 21 家主要银行绿色信贷余额达 20.6 万亿元，同比增长 33.8%。其中，

兴业银行、浦发银行、中国银行的绿色贷款余额超过 3000 亿元，华夏银行、光大银行、民

生银行、平安银行的绿色贷款余额超过 1000 亿元。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22 年第三季度金

融机构贷款投资统计报告》数据显示，股份制银行在绿色贷款业务上占比较大，业务规模快

速增长。自 2021 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各金融机构相继出台绿色贷款指引、绿

色金融评估方案等文件，为促进绿色信贷提供制度保障。中国人民银行陆续推出的碳减排支

图 1：2013—2022 年我国绿色贷款余额规模（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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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工具和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融资货币政策工具，也对加快银行业绿色信贷的发展发挥

了积极作用。

基础设施绿色升级、清洁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是中国绿色信贷增长较快的三大行业

分用途看，2022 年，基础设施绿色升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节能环保产业贷款余额分别

为 9.82 万亿元、5.68 万亿元和 3.08 万亿元，同比增长 32.8%、34.9%和 59.1%。分行业看，

2022 年，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绿色贷款余额达 5.62 万亿元，同比增长 27.4%；

交通、仓储、邮政业绿色贷款余额达 4.5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8%。中国的绿色信贷主要

集中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绿色信贷对环境效益的贡献持续提升，为

支持碳达峰和碳中和发挥了重要作用。“双碳”目标提升了绿色资金的需求，但绿色信贷在

中国的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特别是在支持低碳转型方向上面临较大的压力，尚需多样化的

金融产品同步支撑。

图 2：2020—2022 年我国绿色贷款的产业投向结

构图（万亿元）

图 3：2020—2022 年我国绿色贷款的行业投向结

构图（万亿元）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川财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川财证券研究所

1.2 绿色债券

2022 年下半年绿色债券平均规模较上半年增幅明显

截至 2022 年底，中国境内累计发行绿色债券 525 只，规模达 8701.91 亿元。从数量上看，3

月和 9月上市的债券数量最多，均超过 60 只。从规模上看，12 月和 8月绿色债券新上市规

模最高，其中，12 月发行规模超过千亿元。2022 年下半年绿色债券平均规模较上半年明显

增加，月均规模增加约 32.2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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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iFinD，商道融绿，川财证券研究所、

绿债发行占比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主要投向清洁能源领域

截至 2022 年底，绿色债券市场累计存量规模为 17657.6 亿元，新发行国内绿色债券 525 只，

发行规模为 8675.91 亿元。与 2021 财年相比，绿色债券发行数量增长 8.92%，上市规模增

长 45.18%，发行人数量增长 7.9%。据 S&P Global 和“气候债券倡议”数据显示，2022 年

全球债务已达到 300 万亿美元，绿色债券达到 4437.2 亿美元，约占总债券市场的 0.15%。

中国债券市场总上市规模为 236877.31 亿元，其中，绿色债券市场总上市规模占比为 3.66%，

约为全球绿债占比的 23.4 倍，中国绿债发展水平在全球范围内名列前茅。其中，中国绿色

金融债以 3389.57 亿元占比 39.1%，达到最高水平，较 2021 年同比增长约 2 倍。绿色债务

融资工具和绿色资产支持证券其次，分别为 23.9%和 23.3%。2022 年上市绿色债券募集资金

中，清洁能源占比最高，为 50.8%，绿色交通和可持续建筑领域分别以 19.45%和 19.6%占据

第 2和第 3位。

金融业绿债数量多，北京发行规模领先

2022 年上市的 525 只绿债中，有 246 家发行人所属行业为金融业，占比近五成，位列绿色

债券发行人所属行业规模占比首位。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规模占比为 21.86%，

位列第 2位，其余行业规模占比均未超过 10%。2022 年境内新上市的 525 只绿债共涉及 314

家发行人。发行人所在区域分散，2022 年上市绿色债券中，在北京市发行的绿色债券规模

占比为 41%，约为其他省份的 4—6倍。广东省、上海市发行规模分别占比为 12%和 10%，其

余地区均未超过 10%。除此以外，北京市、广东省和上海市的发行数量占比分别为 19%、13%

和 10%，与其他省份占比相差较发行规模更小，可能源于发行城市绿债金额基数差异，超一

线城市绿债发行金额规模更大。

图 4：2022 年各月绿色债券上市数量和规模比较（亿元、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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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021—2022 年各种类绿色债券上市规模比

较（亿元）

图 6：2022 年上市绿色债券募集资金投向的领域

规模占比（%）

资料来源：iFinD，商道融绿，川财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FinD，商道融绿，川财证券研究所

图 7：2022 年上市绿色债券发行人所属行业规模

占比（%）

图 8：2022 年上市绿色债券发行人所在区域规模

和数量占比（%）

资料来源：iFinD，商道融绿，川财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FinD，商道融绿，川财证券研究所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527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