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涛：中国绿色可持续发
展将为全球绿色复苏注入
强大动能 

  



 

 - 2 - 

意见领袖丨全球财富管理论坛 

中国银保监会党委委员、副主席梁涛出席全球财富管理论坛 2021 北

京峰会并作主旨发言表示，近年来我国银行保险业绿色金融发展成效明显，

政策制定框架持续完善，产品服务体系不断丰富，绿色融资规模连续增长，

国际交流合作深入推进，在绿色发展的理念引导下，绿色金融制度体系日

近完善。在新发展阶段，中国银保监会将探索金融支持碳达峰、碳中和的

新路径、新机制，构建与 ESG 投资相互促进的绿色金融新特色、新优势，

不断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全面绿色低碳转型。一是把握正确方向，

加强统筹协调；二是完善政策体系，优化金融服务；三是践行责任投资理

念，防范金融风险；四是强力激励约束，提升专业能力；五是推动国际合

作，促进互利共赢。加强绿色金融的国际交流合作，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

挥积极作用。未来中国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将为全球绿色复苏注入强大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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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梁涛副主席讲话原文。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 

非常感谢大会的主办方邀请我来参加这次论坛，聆听各位嘉宾的演讲

很受启发。刚才邹加怡部长提到了河南的洪水对河南造成的巨大损害，银

保监会正在指导银行保险业积极投入到抗灾救灾的工作中，灾难本身也进

一步说明了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性。 

2020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作

出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年前实

现碳中和”的重大宣示，表明了我国坚定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道路的决

心，展现出我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负责任大国担当。相信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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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可持续发展将为全球绿色复苏注入强大的动能。 

中国银保监会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讲话

精神，认真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改革，强化监管引

领，引导银行保险机构发展绿色金融，创新产品服务，加强 ESG信息披露，

不断提升服务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下面我谈几点对发展绿色金融，推动经济绿色复苏的认识，供大家参

考。 

全面认识加快发展绿色金融的重大意义 

绿色金融是对传统金融工作的深化，服务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发展，

是绿色金融的天职，在政策和市场的共同推动下，绿色金融发展正在深入

贯彻到金融机构作为资金融通的市场主体。要坚持义利并举，从目标、路

径、行动等方面齐发力、建机制、铸优势，在服务新发展格局中实现自身

稳健可持续发展。 

第一，绿色金融是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重

要力量。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是一项非常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

系统性变革，将对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投资机构和生活方式等产生深远

影响，直接影响我国绿色低碳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发展绿色金融须聚

合各类资金，引导市场预期，为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金融活

水，银行保险业责无旁贷。金融业为绿色低碳转型发展赋能，既不能“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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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大雨点小”，也不能忽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搞“一刀切”，要处

理好发展和减排，整体和局部，短期和中长期的关系，尊重规律，实事求

是，稳步推进，切实履行好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使命。 

第二，绿色金融是金融机构完善公司治理，妥善应对转型风险的有效

方式。绿色金融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产效益的统一，与 ESG为代

表的责任投资理念也是一致的。发展绿色金融是一项长期工作，要求银行

保险机构从战略规划、业务流程、资产组合、内部控制、风险管理等多方

面进行系统设计。这项工作早做比晚做好，主动谋划比被动应付好。更重

要的是，发展绿色金融有助于推动银行保险机构加强信息披露，与利益相

关方积极互动，提升自身的环境社会表现和公司治理水平，使银行保险机

构在“用脚投票”的市场机制下赢得发展主动。同时，银行保险机构落实

碳减排政策，应多技术迭代和需求多元化等产业风险转型能力也会不断提

升。 

第三，绿色金融是深化金融行业对外开放，参与国际金融合作的主要

手段。发展 ESG投融资是绿色金融的一个方面，从国际上看 ESG投资正从

边缘逐步走向核心，从支流逐步成为主流，富达等在内的 30家最大投资机

构集体承诺将通过投资组合来促进企业减少碳排放。我国的 ESG投融资市

场处于培育阶段，在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下发展空间很大，我国绿色

金融制度政策、规则标准和市场体系不断完善，ESG 投融资会在深化金融

行业对外开放中发挥积极作用，也为我国银行保险机构“走出去”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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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绿色金融治理合作创造有利条件。 

我国银行保险业绿色金融发展成效明显 

近年来，中国银保监会始终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通过

发挥监管政策的引导作用，持续推动银行保险机构发展绿色金融，在促进

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 

第一，政策制定框架持续完善。近年来，中国银保监会制定发布了涵

盖监管要求、数据统计、考核评价、分类指导等一系列内容的绿色金融政

策文件，引导金融机构从战略高度推进发展绿色金融，加大对绿色低碳领

域的资金支持，注重防范环境和社会风险，提升自身的环境和社会表现。

在这里强调两点与 ESG有关的监管政策，一是提出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建立

健全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体系，将环境、社会治理要求纳入授信全流程，

强化环境治理信息披露和与利益相关者的交流互动；二是在《保险资产管

理公司监管评级暂行办法》中明确对积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开展环境、

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等绿色投资，对行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机构，酌情

予以加分。通过实行差异化的监管引导保险资产公司加大对长期投资、价

值投资的支持力度。 

第二，产品服务体系不断丰富。支持银行、保险机构发展能效信贷、

绿色债券和绿色信贷资产证券化，稳妥开展环境权益抵质押融资，探索碳

金融、气候债券、蓝色债券、气候保险等创新型绿色金融产品，持续提升

绿色金融服务的效能，建立环境污染保险制度，引导保险公司开展环境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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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评估，推动企业提升环境风险管理水平。当前，绿色保险功能不断提升，

环境责任保险已覆盖重金属、石化、医药废弃物等 20余个高环境风险行业，

行业大力发展森林草原保险，2020年提供相关风险保障 1.65万亿元。 

第三，绿色融资规模连续增长。截至 2020年一季度末，国内 21家主

要银行绿色信贷余额达到 12.52万亿元，占各类贷款的 9.3%。其中绿色交

通和再生能源、节能环保产业贷款余额占比超过 70%，绿色信贷资产质量

整体良好，近 5年不良贷款率均保持在 0.7%以下，远低于同期各类贷款整

体不良水平。绿色信贷环境效益逐步显现，21家主要银行绿色信贷每年可

支持节约标准煤超过 3亿吨，减排二氧化碳的当量超过了 7亿吨。 

第四，国际交流合作深入推进。为分享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

态环境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经验，研究分析绿色金融发展创新实践和

最新监管状态，进一步凝聚绿色金融合作共识，我国发起和参与了不同的

国际合作组织。比如，倡议发起可持续银行网络，加入绿色金融体系网络，

向国际社会提供了发展绿色金融、推动碳减排、提升金融体系应对环境气

候风险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在绿色发展理念引导下，绿色金融制度体系日近完善，绿色金融市场

发展成就斐然，虽然我国绿色数字化发展良好，但在实践中还面临着不少

的困难和挑战，集中体现在市场在金融资源绿色化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

挥的还不够充分；驱动绿色金融可持续发展的政府和市场协同效应还不明

显；绿色资产产品和服务的定价缺乏相应标准、策略和工具；融资价格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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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327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