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环境（E）部分，银行更多聚焦于
绿色贷款的靠前发力， 而在服务社会
（S）方面，普惠金融则成为一大亮点。普
惠金融要求银行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
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
当、有效的金融服务，这其中所涉及的群
体包括小微企业、农民以及新市民。

作为服务普惠金融群体的生力军，
上市银行加大普惠贷款的投放力度，持
续发挥“头雁”作用。

2022年末，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
国银行、邮储银行四大国有银行普惠型
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均超万亿元；股份行
也不断加大普惠信贷投放力度，招商银
行、平安银行、中信银行、兴业银行等普
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均在4000亿元
以上。

从行业数据来看， 普惠金融领域贷
款保持较快增速。央行数据显示，2022年
末， 人民币普惠金融领域贷款余额32.14
万亿元，同比增长21.2%，比各项贷款高
10.1个百分点，比上年末低2个百分点；全
年增加5.64万亿元，同比多增6250亿元。

目前银行普惠金融正朝着数字化
转型方向纵深发展，普惠线上产品体系
日趋完善。2022年，中国银行推进“惠担
贷”“E抵贷”“商E贷” 等线上产品投产，
逐步完善涵盖信用、抵押、质押、保证的
普惠产品体系；农业银行则通过丰富线
上线下融资场景、打造“小微 e�贷”等系
列产品，以满足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
农户等普惠客户的融资需求。

数字化转型的深入也促进金融服务
范围不断下沉。 以工商银行为例，2022
年， 该行加快金融服务渠道下沉县域乡
村，加大工银“兴农通”App�市场推广，融
合“数字乡村”农村政务平台、“兴农撮合”
助农销售平台，引入“兴农讲堂”等涉农生
产生活场景，截至2022年末，工银“兴农
通”App�服务覆盖超过1800个县域。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
代化进程的深入推进，数以亿计的农村
人口通过就业、 就学等方式转入城镇，
融入当地成为新市民。2022年， 这一群
体亦成为银行普惠金融的主要服务对
象。围绕新市民的创业就业、租房买房、

子女上学、医疗养老等方面，多家银行
推出主题银行卡及小额低利率信贷服
务。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 截至2023年2
月，覆盖新市民的金融产品超3万个。

不难看出，普惠金融覆盖群体和领
域的规模均在壮大，不过，在规模之外，
还需要更多关注普惠金融的质量和可
持续性。与绿色信贷相同，当前普惠金
融服务亦存在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等问
题，与此同时，普惠金融所涉及群体小
而散的特点也使得金融服务较难形成
规模效益，背后所涉及的金融风险仍然
不容忽视。

陈晨认为，银行在普惠金融领域需
要进一步提高投放的精准性，一方面可
以将普惠金融、场景金融、产业金融纳
入银行生态体系建设统筹考虑，构建与
政府、企业、个人协同的闭环经营模式，
探查更多领域的客户需求，提前介入扶
持；另一方面，则可以通过增加优质数
据的引入、升级数据分析技术等挖掘企
业需求做精准匹配，平衡普惠金融的可
得性、成本和风险。

作为ESG投资的主力军，银行在推
动环境（E）改善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调研结果来看，银行将绿色、低碳等
融入产品体系建设当中， 通过贷款、债
券、融资赋能绿色产业升级。

绿色贷款作为衡量银行践行ESG
理念重要的量化指标。

从数据来看，2022年末，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四大国
有银行绿色贷款规模已达万亿元；兴业
银行、浦发银行、招商银行等股份制银
行绿色贷款规模实现超千亿元；部分城
商行和农商行在绿色贷款方面的增速
也较为迅猛。

目前绿色信贷发展已驶入“快车
道”，从银行业整体来看，绿色贷款保
持高速增长，已突破20万亿元。央行
数据显示，2022年末， 本外币绿色贷
款 余 额 22.03 万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38.5%， 比上年末高5.5个百分点，高
于各项贷款增速28.1个百分点，全年
增加6.01万亿元。

绿色贷款规模的壮大离不开相关

产品的创新，银行绿色贷款涉猎的范围
较广，主要投向生态保护、节能减排、清
洁能源、 清洁交通以及污染防治等领
域。例如，为有效支持绿色企业和项目
的发展， 农业银行推出乡村人居环境
贷、绿水青山贷、生态共富贷等产品，加
大清洁能源、基础设施绿色升级等重点
领域信贷投放。

除单纯的信贷支持外，多家银行也
在积极探索综合型的产品服务。2022
年，中国银行成功牵头筹组境内银团贷
款市场中资银行牵头的首笔环境、社
会、治理（ESG）可持续挂钩银团贷款；
紧跟碳金融、碳减排支持工具等政策热
点，光大银行推出了“碳易通场景金融”
模式，以全国碳交易所为依托，为参与
碳配额交易的电力企业提供碳排放权
质押融资、绿色债券、支付结算、账户管
理等一揽子金融服务。

虽然银行在推进绿色信贷业务快
速发展上取得的进步有目共睹，但是在
推进绿色信贷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仍
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

从调研结果来看，目前各家银行
的绿色信贷认定口径不一，有的使用
银保监会口径 ， 有的则使用央行口
径，不利于行业对比和评价。同时，绿
色信贷项目公益性较强 ， 在利率定
价、贷款期限、担保方式等方面优惠
力度较大，银行如何提升低成本资金
来源，挖掘盈利空间尚待探索。此外，
从绿色信贷投向来看，地区发展不平
衡、信贷品种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也需
逐步完善调整。

在易观智慧院高级分析师陈晨看
来，绿色信贷将是银行推动贷款结构优
化的主要手段之一。但当前绿色投融资
项目存在投资周期长、投资回报不确定
性强等问题，此外，绿色项目的准确识
别和风控仍然存在较大的难度。

厚雪研究首席研究员于百程认为，
银行ESG主要以绿色金融为主。整体来
看， 目前绿色金融仍处于探索阶段，大
规模的商业应用较难以实现，因此绿色
金融仍有巨大的探索空间和广阔的发
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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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ESG：绿色、普惠贷款狂飙
从2004年首次明确提出，到如今理念深入各行各业，ESG日益成为行业共识。作为与国计民生休戚相关的银行业，ESG不仅关乎

社会责任的履行，从长远来看，还对其财务回报和盈利能力具有积极影响。

践行ESG理念已成为商业银行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规模数十万亿的绿色信贷、普惠贷款展现了落实ESG理念的决心。

不过，在践行ESG的发展道路上，银行如何将ESG理念贯穿业务发展的全流程，解决信贷投向地域及领域分布不均的问题，降低投资

风险，仍有探索空间。

社会 普惠贷款余额站上30万亿关口

环境 绿色信贷规模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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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贷款、债券、融资赋
能绿色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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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新市民成为银
行普惠金融的主要服务
对象，截至2023年2月，
覆盖新市民的金融产品

超3万个

银行ESG风险管理纳入
授信全流程， 逐步建立
起由董事会负责、 设立
专门委员会的ESG治理
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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