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列为“两区”建设重点领域

优势与扶持

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始终是

我国金融发展的本质所在，任何金融

产品的创新和变革都将以此为宗旨。

作为经济转型中新型力量的绿色金

融，能在探索中为更多传统行业赋予

新的活力，但其发展无法一蹴而就，

而是一个复杂并且长期的过程。

全国各地陆续践行绿色金融发

展的大潮之下，北京作为国家金融

管理中心，在绿色金融实践方面受

到更多关注，“北京样板”的示范作

用更易带动其他地区行动。

对于北京绿色金融下一步发展

规划，王颖透露，将以首善标准落实

绿色发展理念，服务绿色金融改革，

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围绕升级政策

机制、制定绿色金融标准、丰富市场

资源和产品供给、加强国际合作和

协同发展等方面持续开展工作，努

力打造绿色金融国际中心。

具体来看，一是不断升级政策

机制。以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

验区为纲领，持续完善绿色金融体

系，探索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经验。

二是参与制定和应用绿色金融

标准。积极把握国际应对气候变化

合作，推动绿色金融标准、评估、审

计、信息披露等与国际相衔接。支持第

三方服务机构开展绿色认证、环境风

险评估研究，开发绿色金融产品、ESG

评价指数，支持、引导绿色投资。

三是进一步聚集绿色金融市场

资源。以责任投资为导向，培育聚集

绿色金融机构。推动北京绿色交易

所在承担全国自愿减排等碳交易中

心功能的基础上，升级为面向全球

的国家级绿色交易所。以“新三板”

改革和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为契

机，推动资本市场更好支持绿色中

小企业创新发展。

四是进一步丰富绿色金融产品

供给。支持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

色保险、绿色基金发展，创新发展绿

色股权投资业务，鼓励发展绿色供

应链金融，加大对绿色技术领域的

金融支持力度，形成更多绿色金融

产品案例，更好地发挥金融的资源

配置和激励约束功能。

五是加强绿色金融国际合作。

继续加强与国际金融组织的合作，

拓展绿色金融国际合作空间。以今

年在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会议

上发出的《气候友好银行北京倡议》

为抓手，深入参与全球绿色金融治

理。建立全球金融机构绿色联盟，发

挥“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等合作

机制作用，推动更多绿色金融国际

合作项目在京落地。

六是推动京津冀绿色金融协同

发展。支持城市副中心作为绿色金

融的最大应用场景和先导承载地，

发挥其京津冀协同发展桥头堡辐射

带动作用，加强京津冀区域金融合

作，推动形成京津冀绿色金融协同

发展新优势。

北京商报记者岳品瑜廖蒙

2021年“碳达峰”“碳中和”被首次写入

政府工作报告，并明确提出“实施金融支持

绿色低碳发展专项政策”，全国各地关于聚

焦低碳目标、推进绿色金融建设的动向也

时有传出。

“在金融支持绿色产业、绿色技术发展

方面，北京拥有独特的资源和优势。”王颖

向北京商报记者直言。

根据王颖介绍，生态和产业优势上，北

京绿色产业实力雄厚，2021中国环保企业

20强中有9家为在京企业。目前，北京市正

在对过去十年的碳达峰情况进行评估，加

紧制定碳中和方案。监管和政策优势上，北

京是国家金融管理中心，也是全国唯一“两

区”（即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

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叠加城市，在稳健推

动金融开放创新、先行先试等方面政策优

势明显。同时，北京还具备市场资源、科技

和人才、国际合作等多方面优势。

“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战

略在前，为北京发展绿色金融打下了扎实

的基础。围绕历史成绩和诸多优势，北京也

逐渐建立了更为完善的配套机制，进一步

吸引更多优质绿色金融机构在京落地，形

成良性循环。

王颖指出，北京在绿色金融建设方面

是多方面进行的，涉及到完善绿色金融政策

机制、培育发展优质绿色金融资源、推进绿

色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参与绿色金融标

准创新、引导绿色金融产品服务创新和加强

绿色金融国际交流合作等多项内容。

“2021年8月，人行营管部与市金融监管

局等8部门联合出台了金融支持北京绿色低

碳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这是国家提出碳达

峰、碳中和战略后，首个由省级金融管理部

门全部参与、各相关部门共同出台的指导性

意见。”王颖表示，目前，北京市已将绿色金

融列为“两区”建设全产业链开放的四个重

点领域之一，并作为首批直辖市积极向国务

院申请创建国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

吸引责任投资机构在京聚集、引导金融

机构组织创新、鼓励支持设立高端智库……

北京通过一项项扶持举措培育了优质绿色

金融资源。在基础建设方面，北京首家以绿

色资产交易为特征的地方金融基础设

施———北京绿色交易所，目前也正在稳步推

进碳排放权交易、绿色项目库建设，以及承

建全国自愿减排交易中心的任务。

难点与探索 多项建设指标全国领先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监管方、

企业在绿色金融体系方面动作频

频，绿色金融在取得进展的同时

也为金融行业带来了新的业务机

遇，但不可否认的是，绿色金融发

展还处于发展期，面临着诸多问

题和挑战。

在谈及北京绿色金融发展过

程中遇到的痛难点时，王颖以跨

境绿色信贷资产证券化为例，详

细说明了该项业务在落地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以及解决方式。

王颖表示，跨境绿色信贷资

产证券化是北京“两区”建设的重

点任务之一。绿色信贷资产ABS

跨境交易有利于激活发展缓慢的

绿色信贷ABS市场，吸引更多境

外投资者，推动中国信贷ABS市

场对外开放。

但上述业务面临的问题也不

容小觑，王颖指出，一方面，由于

绿色标准有争议、信息披露不充

分，投资者很难确认底层贷款是

否真正产生减排，因而投资意愿

不高；另一方面，绿色信贷资产往

往是银行的优质资产，银行出让

积极性不高。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北京市

金融监管局等监管部门与银行机

构多次开展座谈、研究。最终，工

商银行作为发起机构，与北京市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合作筹备的

“工元致远2021年第一期绿色汽

车分期资产支持证券”于9月9日

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标

志着“两区”政策“规范探索开展

跨境绿色信贷资产证券化”任务

正式落地。

“该项目的基础资产均为工

商银行发放的个人新能源汽车分

期贷款，符合绿色项目标准，是基

础资产端和资金用途端的‘双绿’

产品，获得绿色认证机构中债资

信给予的绿（G2）等级绿色认

证，”王颖介绍道，“项目发行规模

为1.32亿元，最终优先档票面利

率为2.95%，实际中标量中60%来

自境外投资者，进一步提高了国

际投资者对境内绿色信贷资产证

券化产品的认可度。”

积小步，致千里。在攻克一个

个难关之后，北京绿色金融建设

交出了多项指标全国领先的“成

绩单”。王颖称，截至2021年6月

末，北京市绿色信贷余额1.27万亿

元，约占全国的10%，居全国首位。

“2021年1-10月，北京地区

非金融企业（含央企）全市场发

行绿色债券规模达1651.58亿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7.3倍，发行量居

于全国首位，发行“碳中和债”规

模达1164.58亿元。北京地区金融

机构发行绿色债券规模达528亿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52倍。截至

2021年10月末，碳市场各类碳排

放权产品累计成交7455.7万吨，

成交额23.2亿元，试点碳配额成

交均价稳居全国第一。”王颖如

是说道。

示范与规划 打造绿色金融国际中心

专访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王颖：

北京申请创建国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

纷
繁的金融系统中，“绿色”逐渐成为一抹亮眼的色彩：绿色金融发展体系日渐成型，催生更多金融创新机遇与实体融资需求。“双碳”目标

的提出，进一步为我国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和绿色金融发展指明方向。作为我国的金融管理中心，绿色金融的“北京样板”值得借鉴。近

日，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副局长王颖接受了北京商报记者的专访，详细介绍了北京绿色金融发展的最新成绩和后续规划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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