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刚：“双碳”目标下绿色
金融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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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曾刚 

 

我国已提出了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预示着我国绿色发展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的新阶段，这也对

我国绿色金融未来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值此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经济

转型期、碳中和目标下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金融发展

的关键转折期，兴业银行、华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博士及其带领的

兴业研究绿色金融团队的最新著作——《碳中和与绿色金融创新》，最近由

中信出版社出版。作为绿色金融十多年发展的亲历者，也是研究者，见证

了可持续发展和绿色金融内涵和外延以及实践的不断丰富，作者在书中对

过去绿色金融政策与市场的发展进行全面的回顾与总结，同时展望未来在

碳中和目标引领下绿色金融市场发展的新机遇、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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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 2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

论讲话中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

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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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30·60”双碳目标的提出，我国绿色发展进入新阶段，

对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很多机构都预测，要实现碳中

和目标未来几十年需要至少上百万亿元的新增资金需求，这将引导我国绿

色金融再出发，加速发展，为“双碳”目标提供重要的资金保障。 

近年来，我国绿色金融从顶层设计、制度建设、市场发展等各个方面

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2016 年，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七部委联合发布

《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从大力发展绿色信贷、推动证

券市场支持绿色投资、设立绿色发展基金、发展绿色保险、完善环境权益

交易市场、支持地方发展绿色金融、推动开展绿色金融国际合作等方面建

立多层次的绿色金融体系，中国成为世界上首个建立绿色金融政策框架体

系的经济体。基于国情，我国银行业绿色信贷在绿色融资规模中占绝对主

导地位，同时也是最早形成一套较为完备的制度体系的绿色金融领域，包

括《绿色信贷指引》、绿色信贷统计制度、绿色信贷评价制度以及日益升级

的绿色金融统计制度、绿色金融评价制度和绿色金融激励制度。 

银行业作为我国绿色信贷的主要投放主体，同时也是绿色债券最重要

的发行方、承销方和投资方，是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当之无愧的主力军，而

兴业银行则是中国首家“赤道银行”，是我国绿色金融的先行者和倡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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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博士团队的新著《碳中和与绿色金融创新》

（以下简称《绿色金融创新》），围绕碳中和与绿色金融创新这一主题，对

我国绿色金融政策与市场发展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并对碳中和目标指引下，

绿色金融市场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了展望。 

《绿色金融创新》主要包括三个篇章：一是趋势篇：碳中和大趋势下

的机遇与挑战，包括应对气候变化与碳中和的发展历程与重要协定以及中

国的绿色发展与碳中和。二是政策篇：绿色金融政策与标准，包括主要经

济体的绿色金融政策与发展，国际绿色金融重要规则与标准以及中国绿色

金融标准体系的构建与发展。三是实践篇：绿色金融市场助力碳中和，包

括气候投融，绿色信贷，绿色债券，可持续投资与环境、社会、治理（ESG），

绿色保险，碳市场与碳金融以及碳中和时代的金融机构管理创新。 

针对我国提出“双碳”目标的重大意义，《绿色金融创新》一书观点明

确，提出在经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碳中和目标的意义远不止

于生态环境保护，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变革”，需要“广

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绿色转型”，从

而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 

在可持续发展的大趋势下，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对“双碳”目标而言，

挑战和机遇并存。2020 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为全球经济和应对气

候变化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绿色金融创新》分析指出，面对疫情的冲击，

各国仍然没有忽视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长期重要任务，包括我国在内，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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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续提出了“碳中和”目标，并且已有众多国家将“绿色”融入疫情后的

经济复苏计划中，纷纷出台“绿色复苏”方案，“碳中和”与“绿色复苏”

成为全球趋势。《绿色金融创新》进一步分析指出，在我国“双碳”目标的

指引下，绿色产业作为一个新兴的领域也已开始悄然崛起，提前越过以污

染换发展的阶段，主动选择绿色发展路径将成为我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

大机遇。在部分绿色产业中，我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后发优势已开始显现，

在可再生能源、新能源汽车、高速铁路等细分绿色产业领域，在全球从“追

赶”迅速跻身“并跑”乃至“领跑”行列。 

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不断运用金融政策和手段推进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气

候变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绿色金融政策和国际规则，引领了国际绿

色金融不断向前发展。《绿色金融创新》分析了《欧洲绿色协议》与可持续

金融战略、《英国绿色金融战略》、美国拜登政府气候行动与计划以及赤道

原则、负责任银行原则、国际绿色债券规则与标准和负责任投资原则等国

际绿色金融重要规则与标准。这些政策和规则让国际绿色金融、可持续金

融日益主流化。 

我国绿色金融政策体系的建设充分体现了自上而下的特点。《绿色金融

创新》分析了我国绿色金融框架体系的发展，特别对比较成熟的绿色信贷

和绿色债券的政策和标准进行了深入分析。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

设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我国绿色发展不断深入，绿色金融成为我国绿色发

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近年来，我国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绿色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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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420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