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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ESG：跳出“利润最大化”

ESG的核心，是跳脱出“利润最大化”
这一观念，将健康、均衡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融入企业日常经营中。ESG成为主流趋势
的当下， 金融科技机构不再盲目追寻短期
的经济效益，而是依托于主营业务，积极承
担社会责任。

金融科技机构的业务， 离不开金融服
务，这一赛道上，它们与银行等传统机构错
位相争，极大地增强了金融服务覆盖面。

落到具体案例上， 招联消费金融通过
技术化、数字化的手段，为新市民提供纯线
上、无抵押、更快捷的贷款服务；信也科技
2022年全年帮助小微用户获得434亿元信
贷服务，同时上线小微服务功能专区……

授人以鱼还要授人以渔。 除了向有资
金需求的群体提供资金支持外， 金融科技
机构也在向外赋能。马上消费金融发力“科
技帮扶”，通过数字化全过程养殖监控管理
助力智慧养殖产业升级， 联合金融机构生
态伙伴改良“三农”授信质量；打通农产品
完整销售链路。 蚂蚁集团自2018年开始利

用自身数字技术和平台优势发起“数字木
兰”系列计划，从基础保障、就业支持、多元
发展三个核心议题出发， 帮助提升女性的
安全感、成就感。

“普惠金融的发展最终要建立在金融
科技长足发展的基础之上。” 孙天印指出。
普惠金融的痛点集中在业务操作成本与业
务规模的不匹配、 风险的识别和量化难度
大等方面，而这正是金融科技的优势所在。
有了金融科技的助力， 很多流程实现了自
动化，业务操作成本可以忽略不计，更有助
于普惠金融业务的开展。 从成本收益的角
度来看， 也会提高金融服务小微等主体的
动力。

值得一提的是，伴随着分期、贷款等面
向消费者的服务， 金融科技机构也被乱象
包围。从北京商报记者过往的调查来看，金
融科技本身的业务受到贷款利率、 服务质
量的考验，饱受诟病。更有甚者冒充机构名
义对用户实施诈骗。

贯彻ESG理念的发展战略下， 金融科

技机构愈发重视消费者权益保护、 企业形
象建设方面的内容，纷纷通过自有渠道，提
升金融知识宣传教育工作质效， 对于过度
消费、超前消费等问题，乐信将“有度”上升
为品牌核心理念，推出“阳光守护者2.0”消
费者保护体系，帮助消费者理性消费、健康
消费。

此外，在众多社会公益项目中，也能看
到金融科技机构的身影。2022年，金融壹账
通参与了由壹基金发起的“深喀同心·善行
致远”专项基金项目，向喀什地区捐赠价值
5万余元的物资，旨在帮助当地有需要的群
体纾困解难。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高
级学术顾问、 中财绿指首席经济学家施懿
宸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不论是金融还是科
技，最终都要转化为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
金融科技机构助力普惠金融是其应尽的社
会责任。在进行ESG评价时，金融科技机构
也面临着相关数据服务不成熟、 信息获取
难度较高、信息披露不足等问题。

一直以来，金融机构都是ESG发展的主力
军。针对从业机构在环境方面的布局，近期北
京商报记者对业内10余家机构进行了采访 ，
涉及主体包括持牌消费金融公司、 金融科技
机构等。从受访机构反馈的信息来看，科技始
终是金融科技行业在ESG实践中的底色，相关
机构一方面通过技术提高自身在环境保护方
面的水平， 另一方面建立更为完善的绿色产
品体系。

能源消耗是日常生产生活中无法绕开的一
环，其中又以企业主体为消耗大户。为了减少在
企业日常经营环节中产生的能源消耗，金融科技
机构建立轻资产绿色模式， 小到员工无纸化办
公，大到智慧办公场地建设，全方位发挥科技减
碳效能。

例如，正在建设中的奇富科技总部大厦以
绿色和智慧为特色设计理念， 整个建筑通过
风环境、热环境模拟，构建低影响雨水开发系

统，最大程度实现自然通风和采光，合理利用
雨水资源，使得整栋建筑的节能率大大提高，
同时降低光能消耗和碳排放量； 京东云数据
中心则是运用数据中心应用变频、 间接蒸发
冷却、液冷等自研节能技术，贯彻全生命周期
低碳节能策略，同时增加可再生能源（风能、
太阳能）的利用比例，逐步探索扩大数据中心
能源的回收利用范围……

事实上，金融科技本身就与ESG理念具有天
然完美的契合度。在此前国家发改委和国家能源
局联合发布的《“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中，
提出加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云计算、区
块链、物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在能源领域的推
广应用。

而对于金融科技机构而言，云计算、区块链
等新技术是刻在骨血里的基因。同样得益于这些
技术，金融科技机构们的产品日益丰富，围绕“绿
色”这一关键词持续创新。奇富科技接连推出新

源贷、林农贷等定制化绿色专项产品，分别瞄准
新能源汽车产业和传统林业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蚂蚁集团达成行业首单ESG挂钩银团贷款，相关
款项将用于推进其ESG战略目标和碳中和目标
的落地 ……

在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绿色金融研究
中心副主任孙天印看来，随着“双碳”工作的推
进， 节能减排不仅仅局限在一些高排放行业，像
金融科技等一类传统低排放型高科技机构也可
以在节能减碳、减少资源消耗方面发挥非常重要
的作用。 从金融科技助力外部减碳工作的角度
看， 金融科技机构可以充分利用自身大数据、人
工智能、云计算等方面的独特技术优势，助力企
业和项目碳排放量高效计算和碳账户的构建，这
是开展面向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绿色金融业
务的重要基础。这些企业若得到了绿色资金的支
持，可以更好地开展低碳转型的经济活动，实现
降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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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消费者权益保护

建立更为完善的绿色产品体系减少能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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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科普作家蕾切尔·卡逊在其作品《寂静的春天》中呼吁人类重新端正对自然的态度，重新思考人类社会

的发展道路问题。同期ESG概念进入萌芽期，这一新兴理念，提出要将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履行社会责任、提高治理水平纳入到企业投

资决策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规划中。在金融科技领域，从业机构依托数字化优势，用科技力量助力环境保护，在普惠金融、打击黑产方

面承担社会责任，并持续科学优化公司经营战略决策。

S
向外输出

环境 强调科技力量

社会 依托主营业务向外输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