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冰：“数”立信心，提升

“双碳”目标下中国绿金市

场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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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各地极端天气频发，气候变化挑战已迫在眉睫。为了应对这一全

球性挑战，截至 2022 年 7 月，占全球碳排放量 91%的国家正在讨论、已

经宣布或者设立了碳中和目标。然而，俄乌冲突、新冠疫情、地缘政治等

因素对全球社会和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供需失衡、通胀高企、能源危机

接踵而至。为了应对全球能源危机，短期内不少国家和地区可能不得不重

新考虑包括煤炭在内的化石能源，尽管这与减排议程背道而驰。但与此同

时，由于全球能源供应持续波动，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国家对长期加大投

资低碳能源基础设施更加笃定。 

中国已明确提出 2030 年“碳达峰”和 2060 年“碳中和”的“双碳”



 

 - 3 - 

目标，并致力推动绿色经济转型。中国人民银行预测， 为实现“双碳”目

标，2030 年前中国每年需要投入 2.2 万亿元人民币，2030 到 2060 年每

年需要投入 3.9 万亿元人民币。如此规模的资金投入，不仅需要政府的大

力支持，也需要私人部门和资本市场共同发力。金融机构和企业需要更加

充分地利用国内外融资渠道和资源，也为全球投资者带来了不容忽视的机

遇。 

在中国，绿色债券是仅次于绿色信贷的第二大绿色融资渠道。今年 7

月，中国绿色债券市场的首个统一标准《中国绿色债券原则》正式发布，

该标准与国际资本市场协会（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 Association）

发布的《绿色债券原则》保持一致。《中国绿色债券原则》将有效推动中国

绿色债券市场发展，并成为中国实现绿色转型的重要阶梯。 

去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绿色债券发行市场，共发行 850 亿美元绿

色债券，其中约有三分之一（270 亿美元）发行在离岸市场。今年以来，

由于利率上升，市场动荡，部分 ESG 投资项目受到争议，全球绿色债券市

场面临下行风险，中国绿色债券发行也受到一定影响。在此背景下，中国

重塑绿色债券市场信心，并着力推动市场发展的努力显得尤为可贵。 

可持续金融逐渐成为金融行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更多投

资者的青睐。但部分 ESG 投资项目因名不副实而备受争议，因此确保资金

用于真正的绿色项目，将便利投资者甄别项目做出投资决策，有助于绿色

债券市场获得更多投资者关注，并提升运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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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中国允许 50%的境内绿色债券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补

充运营资金，而气候债券倡议 （Climate Bonds Initiative）等全球性标

准要求这些资金只可用在在绿色项目中。随着《中国绿色债券原则》的发

布和实施，这一现状有望很快得到改变。根据《原则》要求，募集资金须

100%用于符合规定条件的绿色产业、绿色经济活动等相关的绿色项目。国

内绿色债券发行人须遵守《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 年版）》对绿色

项目的认定，而境外绿色债券发行人须遵守《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报

告——气候变化减缓》（Common Ground Taxonomy—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或《欧盟分类气候授权法案》（EU Taxonomy Climate 

Delegated Acts）相关规定。 

债券融资在推动碳排放密集行业的能源转型方面也在发挥重要作用。

今年 6 月，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发布《关于开展转型债券相关创新

试点的通知》，拟推出转型债券，支持传统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根据统计数

据，截至 8 月底，已有近 20 只转型债券在中国境内市场发行。与可持续发

展相关的融资项目为承诺降低排放或减少用水量的企业提供激励机制，这

不仅将推动中国的绿色转型，对于一直希望通过投资带来积极社会影响的

国际投资者而言，中国债券市场也将获得更多关注。 

更加优化的政策框架和融资工具也增加了投资者对于绿色债券等可持

续金融相关的数据需求。这意味着企业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执行状况

要更加公开、透明。中国企业在 ESG 信息披露方面还有待提升，比如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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