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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北京金融业十大品牌特刊

“双碳”元年 大咖共话绿色金融

北京商报2021.12.24

北京商报社社长、总编辑彭宇：

“双碳”经济将成为我国
下一步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2021年，“双碳”元年，居于资源调度要

津的金融业举足轻重。“双碳”之下，绿色金

融既是结果，也是原因。它既为绿色经济服

务，同时也引导要素资源配置。

我们该如何理解碳减排、碳中和未来

发展的路径？论坛上，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

家彭文生以“碳中和经济学”为题，详解了

碳排放、碳价、绿色溢价等因素在市场环

境中的变化。他指出，走向碳中和仍需面

对怎样平衡全局和局部利益、效率与公平

的问题、绿色金融市场改革、国际协作四方

面的挑战。

论坛上的另一重磅嘉宾、国家金融与

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亦谈到，金融支持

“双碳”目标的实现既存在机遇，也存在挑

战。曾刚认为，金融支持“双碳”发展的重点

领域在绿色金融、转型金融、碳金融三方面。

碳金融方面，曾刚指出，“碳排放权市

场，理论上这个市场潜力空间比较大，目前

碳排放市场还不是一个金融市场，它仍然

是一个商品市场，金融机构还不能直接参

与其中。但从长远看，随着市场交易日渐成

熟，相关制度日益完善，金融机构也将直接

进入市场参与投资和交易，这样不仅有助

于提升市场活跃度，也更有利于碳资产更

好地定价。此外我们也可以通过间接的方

式开发碳资产相关的衍生产品或者挂钩产

品，进一步丰富金融资产投资产品以及满

足风险管理需要。同时在此基础上发挥碳

资产的价格引领作用，引导更多金融市场

资金流入到节能减排或者‘双碳’减排中”。

实际上，作为新兴的金融市场，碳交易

在近几年发展迅猛。以北京为例，截至

2021年9月底，北京市碳配额（BEA）、

CCER及林业碳汇累计成交7261万吨，成

交额21.97亿元，BEA线上成交均价62.78

元/ 吨，履约期最高价格超过100元/ 吨。

2016-2019年，北京市重点排放单位碳强

度累计下降了16.5%，全市能源利用效率

位居全国首位。

北京绿色交易所董事、总经理助理、研

究发展部主任綦久■则对碳市场与碳金融

有着深入研究。他表示，目前我国碳市场已

经走过了三个里程碑，接下来，我国碳市

场还有两个关键的里程碑，一是CCER市

场的重启，二是未来的碳期货市场逐步建

立。“我国将建立起一个国家级、一体化和

金融化碳市场，将为中国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提供强有力的市场机制保障”，綦久

■如是表示。

“双碳”之下，绿色也成为企业数字化

转型的底色。美团副总裁包塔谈到，以数字

人民币为代表的技术创新，会成为碳中和

进入用户日常生活场景的重要突破口。

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

展绿色金融也已成为金融行业的主旋律。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背景下，大力发展绿色

金融，撬动更多金融资源投向绿色低碳领

域正成为金融机构的关键目标。论坛上，工

行、美团、平安、嘉实基金和马上消费从各

自的领域，分享了自身在绿色金融方面的

产品创新。

工行北京通州分行副行长柳春光称，

工商银行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完善绿色金融

发展建设。绿色信贷方面，工商银行优先支

持生态保护、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绿色交

通、绿色建筑、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等绿色

经济领域的优质客户、重点工程、优质项

目，优先资源配置，给予优惠融资利率，积

极提供包括银行贷款、债券承销、保理、供

应链融资、引入投资基金等多渠道融资方

式。截至10月末，工行北京通州分行绿色信

贷余额34.62亿元，较年初净增6.57亿元，增

幅23.42%。

绿色低碳在过去常常被人们理解为是

一种“附加价值”，但是近年来，绿色开始成

为一种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成为一种商业

和社会发展的驱动力。

据了解，2021年9月，美团上线了数字

人民币碳中和试点。上线满三个月，美团单

车数字人民币的骑行活动已经吸引了全国

800万用户报名参加，累计产生了4000多

万公里的绿色骑行公里数。

马上消费党委书记曹景泉表示，马上

消费的数字化经营，也实现了金融服务全

环节不同程度的脱碳，截至今年11月底，公

司已经为1.4亿用户提供了全线上无纸化

服务，累计减少碳排放78万吨，深入践行了

全流程数字化绿色金融服务。

嘉实基金ESG研究部负责人韩晓燕

认为，相信投资端各个参与方也会更加

系统性地纳入绿色可持续以及低碳的因

素，同时，也相信在未来三四十年的走向

碳中和的路径上，绿色投资相关领域的布

局在一家公募基金公司的投资占比会越来

越高。

平安产险北京分公司总经理曹阳谈

到，未来绿色金融这个概念不会止于理念，

而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在企业发展的

同时促进环境保护。中国平安未来将会把

绿色金融的理念融入企业管理的方方面

面，通过“金融+科技”“金融+生态”战略，

持续完善绿色金融风险管理，持续帮助企

业做好绿色风险保障，持续协助政府完善

绿色金融体系。

此外，2021年度北京金融业十大品牌

也在会上正式揭晓。北京银行、度小满、平

安人寿北京分公司、浦发银行北京分行、新

华保险北京分公司、中国光大银行北京分

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中国农业银

行北京市分行、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北京分行10家金融机构荣获

“2021年度北京金融业十大品牌”。

北京商报记者刘凤茹

2021年度（第七届）北京金融

论坛于12月23日进行线上直播，

论坛以《“碳寻”：弄潮绿色金融》

为主题，会上，经济学家和银行、

保险、基金、金融科技企业高管就

“双碳”目标下碳中和未来发展的

路径等发表观点。

从“碳寻”就能看出，我们是围绕着年度最热的“双碳”经

济来作为今年论坛主要探讨的主题。在设置这个主题的背景

上，跟大家分享两点内容。第一，碳达峰与碳中和是中国对于

世界的一个承诺，我们将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在2060年实现

碳中和，这不仅是中国绿色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向全球、全

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第二，据权威机构的一组预测数字，在

未来30年，中国的“双碳”经济预计投资规模将达到487万亿。

另一组数字显示，目前中国的绿色信贷余额只有14万亿。同

时，中国绿色债券的余额也仅有1万亿，也就是说在未来30年，

我们将有480万亿巨大的“双碳”经济发展空间。也就是说，“双

碳”经济也将成为我国下一步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基于以上两点，特别希望今年的论坛能够通过各位金融

机构代表、各位专家学者的共同探讨来探寻我们未来绿色经

济、生态经济发展的一个方向。

|主办方致辞| |重磅发布|

在“双碳”目标的指引下，发展低碳经

济、生态经济已逐渐成为社会各界的共

识，而绿色金融则被视为重要的激励和杠

杆工具。过去一年，绿色金融的政策设计

和市场变化可以说吸引着无数人的目光。

历经数月的筹备，北京商报在2021年度

（第七届）北京金融论坛上发布绿色金融发

展报告，全面呈现当下绿色金融七大重点

领域，与此同时，报告也对绿色金融的趋

势作出几点判断，其中包括低碳转型将带

来百万亿级别的巨大融资缺口。

绿色金融七大重点领域包括绿色信

贷、绿色债券、碳交易、ESG基金、绿色保

险、绿色金科、绿色信托，报告也用大量

数据清晰勾勒了上述七大重点领域目前

的发展概况。

以绿色信贷、绿色债券、ESG基金和

绿色保险四大绿色金融领域为例，在绿

色信贷方面，截至三季度末，国内21家主

要银行机构绿色信贷余额达14.08万亿

元，较年初增长21%以上。国有四大行中，

工商银行绿色信贷余额最多，已突破2万

亿元。与此同时，绿色信贷的不良率在过

去近五年均保持在0.7%以下，远低于同

期各项贷款整体不良水平。

绿色债券方面，截至2020年末，我国

累计发行绿色债券约1.2万亿元，规模仅

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募集资金用途

来看，主要集中在清洁能源、交通、建筑

和水资源。

绿色基金方面，据同花顺iFinD数据

显示，截至12月1日，当前共有56只名称

中带有“ESG”字样的主题产品，其中24

只可取得ESG基金产品近一年的业绩，

当中有15只产品的年内收益率为正，占

比超六成，年内收益率最高的为华安低

碳生活混合，达28.24%；另有9只年内收

益率为负。

绿色保险方面，近三年绿色保险保

额逐年上涨，2018-2020年分别为12.03

万亿、14.68万亿、18.33万亿。

本次报告也颇具权威性，北京商报

独家专访了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副局长王颖，后者透露出北京绿色金融

最新发展成果，其中北京正在作为首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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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的绿色金融走在全国前列，截

至6月末，北京绿色信贷余额超1万亿元，

北京地区非金融企业绿色债券规模

948.27亿元，居全国首位，北京碳市场各

类碳排放权产品成交均价稳居全国第

一；此外，目前北京绿色信贷四大产业，

即基础设施绿色升级产业、节能环保产

业、生态环境、其他分别占到68.32%、

4.24%、1.55%、25.89%。

报告对绿色金融的趋势作出几点判

断，首先中国低碳转型方向确定无疑，这

带来了百万亿级别的巨大融资缺口。未

来，绿色信贷比重将稳步提升，绿色债券

和绿色信托发展将提速，银行由传统业

务逐步向绿色经济领域拓展，而绿色保

险供给不足的现状仍有待解决。

其次，新型绿色金融产品供给还不能

满足市场投资的需求，有待进一步引导；

绿色金融领域人才短缺，技术痛点待解。

另外，ESG投资将成为新的评价标

准，在未来，金融机构将越来越多地以

ESG为轴布局自己的绿色金融产品。不

过，ESG基金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未

来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北京商报记者马换换

北京金融论坛发布绿色金融报告：

低碳转型带来百万亿级别融资缺口

北京绿色信贷

四大产业占比情况

●基础设施绿色升级，占比68.32%

●节能环保产业，占比4.24%

●生态环境产业，占比1.55%

●其他，占比25.89%

进一步出台政策

进一步拓展增量

进一步优化存量

进一步促进绿色金融

产品市场和规则创新

进一步加强合作 进一步加强绿

色金融布局

北京绿色金融六大规划

建设北京绿色金融先行示范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