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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比例及透明度相对高治理

自2020年1月银保监会发布《关于
推动银行业和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指
导意见》后，ESG风险管理的重要性提
升至新高度，环境、社会、治理要求纳
入授信全流程。

在政策的推动之下， 银行逐步建
立起了ESG治理架构。 目前银行业通
行的做法是由董事会负责， 设立专门
委员会。以建设银行为例，该行董事会
对ESG战略制定及实施承担最终责
任，负责明确ESG战略目标、重点任务
及管理优先事项， 监督评价ESG战略
实施成效， 加强ESG风险识别及评估
等工作，并听取下设专门委员会、管理
层汇报ESG相关事项管理推进情况，
并指导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从治理角度来看，银行ESG已由
监管政策的被动推动逐步转向银行
主动寻求转型发展。 在上市企业中，
银行ESG信息披露的比例及透明度
相对较高。 这一趋势源于监管的要
求，2022年4月，证监会发布《上市公
司 投 资 者 关 系 管 理 工 作 指 引
（2022）》， 提升上市银行加强自身对
ESG信息披露的意识。另一方面也间
接体现了银行提高ESG治理水平和
信息披露质量的主动性，积极与相关
利益方沟通， 披露相关财务信息及
ESG行动举措的具体实施情况。

风险控制无疑是银行ESG建设的
重中之重，为了防止可能的风险，部分
上市银行在风险评估、 方案和协议制
定、 后续监督等方面都制定了非常周

全细致的流程。 不过， 目前银行践行
ESG理念处于探索发展阶段。 通过对
央行、银保监会、外汇管理局的监管处
罚梳理发现， 银行尚存在客户环境风
险审查不严、 制度流程制定及操作不
规范等问题， 主要包括因贷前调查不
到位向环保未达标的企业提供融资，
贷款贷后监管不力导致对环境产生不
良影响，业务数据存在错报漏报，业务
授权不规范。

正如陈晨所言，ESG需要以长期、
全局视角进行指标设计， 建立面向不
同行业、企业差异化ESG评价体系，从
管理效能、数据价值、风险损失减少、
社会影响力等方面，还应结合地区、行
业特点、产业链环节等做多维度考量。
通过细化绿色分类管理、 完善底层数
据、建设ESG监测管理平台、加强ESG
需求对接和产品创新等， 使银行在进
行战略规划时能更准确地评估ESG收
益与风险， 提升ESG的资源配置效率
与投入有效性。

“未来ESG评级将成为衡量一家
银行数字化转型成功与否以及综合
发展水平的新标准 ， 这其中探索
ESG公众价值+业务价值的长期经
营是银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陈晨
表示， 银行践行ESG需要思考的是
应该如何凭借自身“金融资源+科技
能力” 模式联合对外赋能、 对内治
理，在更多的行业、更大的社会范围
内运用科技和资金能力拓展业务边
界并显现价值。

践行ESG企业样本 北京银行：打造评估企业价值的“新标尺”

兼顾经济与社会双重价值，商业银行践行
ESG理念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也是深化
自身经营转型的必由之路。作为扎根首都的城
商行，北京银行明确将打造“以全面合作构建
服务生态、以绿色金融推动ESG发展的‘生态银
行’”视为全行数字化转型的战略方向之一，把
ESG理念融入业务发展、风险管理、公司治理等
领域。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
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发展绿色金融亦
成为银行承担社会责任、寻求业务转型的新机
遇。近年来，围绕绿色金融，北京银行推出了
“绿融+”品牌升级，发布数字化与低碳服务品
牌“京碳宝”，搭建起涵盖绿色贷款、绿色债券、
绿色供应链、 绿色金融生态圈的服务体系。
2022年北京银行致力于绿色金融的创新升级，
落地了北京市首单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
（CCER）质押贷款，用于支持企业林业碳汇项
目。同时，旗下理财子公司还发行了ESG主题混
合类理财产品，并携手中债估值中心联合发布
绿色发展风险平价指数。

产品创新的同时， 特色机构布局同步展
开，为聚焦绿色金融发展，北京银行先设立了
北京地区首家以“绿色”命名的支行———北京
银行通州绿色支行，随后门头沟绿色支行获监
管批复，形成北京地区“一东一西”的绿色支行
空间格局。

北京银行有关负责人在接受北京商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后续该行仍将持续完善绿色金
融服务体系，推动“绿融+”服务体系创新升级，
持续丰富绿色低碳金融产品体系，推动“京行
碳e贷”规模增长，并加大对清洁能源、生态环
境、气候投融资等重点领域贷款投放力度。

商业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与增进民生福祉
不谋而合。为深耕普惠金融服务，北京银行推
出数字普惠金融陪伴计划，焕新上线“小巨人”
普惠金融App�3.0版，升级“银税贷”“普惠速贷”
产品，截至2022年末，该行普惠金融贷款余额
1721.28亿元，较年初增长36.49%；服务普惠型
小微企业29.9万户，较年初增长16.1万户，增速
116.67%。 聚焦新市民群体，2022年北京银行推
出新市民专属创业贷款“创赢贷”，目前授信总

规模突破60亿元。
规范科学的公司治理，能够强化银行的自

我约束，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而在公司治理
中，风险管理无疑不容忽视。在强化可持续风
险管理方面， 北京银行严控信贷投放领域，围
绕绿色产业目录和“双碳”及能耗“双控”政策，
加大向零碳、低碳、减碳领域信贷投放。同时，
在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前提下，积极支持能
效贷款、 合同能源管理未来收益权质押贷款、
碳排放权质押贷款等绿色金融产品。坚决落实
“环保一票否决”，强化对高耗能、高排放和产
能过剩行业的环境风险评估， 将环境风险、社
会风险、安全生产要求纳入授信全流程。

“引入ESG发展理念，有助于商业银行推动
实现经济、社会、环境效益三者的有机统一”，
北京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ESG发展理念是商
业银行评估企业价值的“新标尺”，后续将建设
内外兼修的ESG管理体系， 外部将ESG作为投
融资活动的价值判定标准，内部提升环境与气
候变化相关的风险管理能力， 推动ESG发展行
稳致远。

● 银行ESG数据———绿色贷款 ●

（截至2022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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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ESG现存问题

●绿色信贷认定口径不一，信贷投向存在地区、信贷品种不均衡的问题
●普惠金融服务存在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等问题，如何平衡成本和收益仍需探索
●ESG治理方面存在环境风险审查不严、制度流程制定及操作不规范等问题

银行ESG发展趋势

●未来ESG评级将成为衡量一家银行数字化转型成功与否以及综合发展水平的
新标准

●银行践行ESG需要思考如何凭借自身“金融资源+科技能力”模式联合对外赋
能、对内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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