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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丨央行研究 

本文作者：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课题组[1] 

摘要：金融发展与生物多样性相互影响，生物多样性丧失会给金融业

造成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金融优化资源配置有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我

们选取云南、青海、天津、湖南等典型地区调研发现：通过多样化银行贷

款产品、银保合作、发行专项债券、“基金+”等方式，金融支持生物多样

性保护已取得初步成效。但生物多样性保护仍面临较强融资约束，且转型

风险开始显现，金融机构亟待强化风险管理能力。建议推进生态效益更好

地转化为经济效益；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融资模式创新；强化金融机构

对生物多样性相关风险的评估和管理；完善配套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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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根植于生态系统，当前生物多样性正以史无前例

的速度下降，全球四分之一物种受到威胁，约 100 万物种面临灭绝（NGFS，

2021）。相较于气候变化，各方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视程度还不够，金

融支持比较匮乏。为此，我们选取云南、青海、天津、湖南等典型地区调

研，了解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现状与问题，提出政策建议。 

一、生物多样性与金融相互影响 

（一）生物多样性丧失带来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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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气候相关金融风险类似，与生物多样性丧失有关的金融风险也可以

分为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NGFS，2021）。一方面，生物多样性丧失会导

致自然、生态服务系统对人类的贡献下降，给依赖这些服务的行业及相关

经营活动造成负面影响，引发企业亏损、倒闭、金融资产减值等物理风险。

生物多样性以食物供应、碳封存、水和空气过滤等形式创造经济价值，生

物多样性丧失可能影响农业和制造业等经济部门、各地理区域以及全球贸

易。据估计，全球有 44 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创造高度依赖自然及其生态系

统服务（WEF，2020），生物多样性丧失可能导致每年 10 万亿美元的经济

损失（NGFS，2021）。对这些经济活动或资产有敞口的金融机构，也会因

此面临着风险。另一方面，政府措施的调整（如出台新的或更严格的生物

多样性保护政策法规、提高相关标准或取消对生物多样性有害活动的补贴）、

消费者偏好的改变（如饮食习惯的调整）以及技术进步等，都可能影响企

业经营活动，增加其经营成本，导致部分金融资产成为坏账或估值下降，

触发转型风险（Salin，2021；The Sustainable Finance Platform，2020）。

荷兰央行研究发现（NGFS，2021），荷兰金融体系容易受到增加保护区或

减少氮排放活动等政策的影响。 

（二）金融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具有正反两面性 

一方面，金融机构为造成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活动提供资金，会加大物

理风险和转型风险。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发挥资源配置、风险管理等功能，

通过提供可持续金融产品和服务，增加对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的资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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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对生物多样性有害项目的投资，引导企业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为生

物多样性保护作出贡献。 

传统上，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主要源自政府资金及社会捐赠，较为单

一，不足以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需求。据估计，全球生物多样性资金缺

口每年约为 5980-8240 亿美元（Deutz 等，2020）。目前多国央行或金融

监管部门已将生物多样性丧失与金融稳定的研究纳入日程，金融机构通过

绿色信贷、债券、基金、保险等方式，探索介入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2021

年 10 月，36 家中资银行、24 家外资银行及国际组织发布了《银行业金融

机构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共同宣示》，探索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综合化金

融服务[2]。截至 2022 年 7 月 26 日，来自于 19 个国家的 103 家金融机

构签署《生物多样性融资承诺》，承诺通过其融资和投资活动，保护并恢复

生物多样性[3]。 

二、银证保多种方式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 

为进一步掌握我国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发展情况，我们选取云

南、青海、天津、湖南等典型地区，对当地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情况

进行调研。其中，云南地处全球 36 个物种最丰富且备受威胁的陆地生物多

样性热点地区，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省份，囊括了地球上除海洋和

沙漠以外所有生态系统类型，物种种数、国家重点保护物种种数均约占全

国的 50%。青海独特的生态环境造就了世界上高海拔地区独一无二的大面

积湿地生态系统，是世界上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基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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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性、遗传多样性最集中的地区，是高寒生物自然物种资源库，被世界自

然基金会列为全球 25 个生物多样性重点保护地区。天津地处太平洋西岸，

海河流域下游，素有“九河下梢”“河海要冲”之称，山水林田湖草海生

态要素齐全，兼有森林、湿地、海洋三大生态系统。湖南的张家界地区拥

有国家森林公园、大鲵、八大公山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资源

十分丰富，八大公山保护区被《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列为我国

具有全球意义的 17 个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之一，被世界自然基金会列入全

球 200 个重要生态地区之一。 

（一）银行信贷模式 

总体上看，生物多样性保护是绿色信贷的重要支持领域，主要包括自

然保护工程、自然保护区建设及生态修复工程等。截至 2022 年二季度末，

青海省生态保护与生态修复贷款余额合计为 17.61 亿元，三江源生态核心

区（玉树、果洛、黄南）绿色贷款余额 52.84 亿元。截至 2021 年末，云

南省生态保护贷款和生态修复贷款余额分别为 53.8 亿元和 421.74 亿元，

在云南省绿色贷款中的占比约为 11.5%。截至 2022 年二季度末，张家界

市绿色贷款余额 189.3 亿元，其中生态修复贷款余额 17.57 亿元，国家公

园、世界遗产、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国家

湿地公园等保护性运营贷款余额 61.42 亿元。 

银行通过银团贷款、流动资金贷款等传统模式，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

支持力度。2021 年 4 月，国开行与工商银行、天津银行等 9 家银行联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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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银团贷款 240 亿元，支持天津市北部山区生态保护项目，贷款金额占项

目总投资额的八成，贷款期限 25 年，较好满足了项目融资需求。2020 年

12 月，中信银行对天津某生态农业科技公司综合授信 1.6 亿元，包括流动

资金贷款和银行承兑汇票，由天津市城投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支

持绿色生态屏障建设工程。 

银行通过拓展抵质押品范围，优化信贷流程，改善生物多样性保护主

体信贷准入条件。对于有旅游门票收入、特定资产收费权等较稳定现金流

的项目，银行机构通常以收费权质押、保证、担保等方式，支持生物多样

性保护。例如，云南工商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推出西双版纳野象谷景区收

费权质押贷款，2018-2021 年累计发放贷款 1.89 亿元，满足景区日常运

营流动资金需求。2021 年，云南盈江县农商行、盈江县农发行等金融机构

以林权为抵押，运用扶贫再贷款发放创业致富贷款 230 万元，支持村民种

植经济作物。 

（二）保险保障模式 

一是研发保险产品，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云南于 2010 年在全国率

先开展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试点，对野生动物肇事导致的居民人身

伤亡或财产损失进行补偿，2014 年实现全省覆盖。从 2011 年以来，为亚

洲象年均投保 1400 万元，由太平洋财险和人保财险共同承保，累计赔付

1.4 亿元。2022 年 5 月，为有效缓解人与野生动物矛盾冲突，推进保险赔

偿工作有序推进，青海省印发《青海省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失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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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赔偿试点方案》，确定首年度试点期间保险费为每年 300 万元，试点期间

保险费由省级财政负担[4]。青海省也成为全国首个赔付区域最广（全省范

围）、赔偿类型最全面的实施野生动物致害政府救助责任保险赔偿的省份。 

二是通过银保合作，建立野生动物保护项目融资风险分担机制。例如，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家界市分公司在全国首创大鲵养殖保险，

银行机构相应推出大鲵养殖贷款，推动大鲵资源保护与增殖，累计发放大

鲵养殖贷款 2 亿元。 

（三）债券支持模式 

一是金融机构直接发行绿色金融债券，将募集资金投向生物多样性保

护项目。2018 年，富滇银行在银行间市场公开发行 35 亿元绿色金融债券，

票面利率 4.48%，期限 3 年，其中 8.89 亿元用于异龙湖环境治理、滇池底

泥疏浚等项目。2021 年，中国银行发行等值 18 亿元人民币“生物多样性”

主题绿色债券，是全球首笔金融机构生物多样性债券。募集资金用于国内

地区生态建设示范、山区生态修复、生态水网、国家储备林、低质低效林

改造等多个具有生物多样性保护效益的项目。 

二是金融机构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支持为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筹集

资金。富滇银行通过购买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1.27 亿元，支持云南临沧勐库

大叶种古茶树旅游景区项目建设，包括居民搬迁重建、冰岛古茶树保护及

茶文化服务改造；项目建成后，预计在 2023-2031 年实现茶制作、茶文化

体验及配套用房出租等总收入 5.79 亿元，达到融资平衡。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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