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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高碳”企业变绿转型金融：
文  |  马骏

目前中国绿色信贷余额处于全球第一的位置，绿色债券余额排名全球第

二。在“双碳”背景下，绿色金融产品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碳中和愿景

下的绿色金融路线图研究》报告显示，我国未来三十年绿色低碳投资的累计

需求将达 487万亿元 (以 2018 年不变价格计算 )。

在现有的绿色或可持续金融体系下，一些希望支持转型经济活动的金融

机构“不敢”为企业的转型活动提供金融服务。同时，许多高碳企业“不知”

怎么转型。如果缺乏金融体系提供的资金，企业就会出现转型失败的情况，

甚至会业务萎缩、倒闭破产；银行体系也会形成坏账，甚至演化为金融风险。

“不敢”与“不知”有着深层原因。金融机构的难题在于，根据目前关

于绿色和可持续金融的界定标准、披露要求等要素，尚无法明确识别经济活

动的类别——是属于转型活动，还是高碳活动或“棕色”活动（着眼短期，

创造污染、碳排放的刺激方案）。

因此，至少需在两个领域应对挑战：一是要辅导、协助企业规划转型路

径并制定相应方案，二是要设置一套转型金融体系让真正有意愿、有能力转

型的企业获得足够的融资。以支持碳中和为目标的转型金融框架为例，这一

框架应该包括以下五方面要素。

一是明确转型活动的界定标准。中国应制定“转型目录”，以供银行和

其他金融机构根据清单确定符合要求的转型活动。“转型目录”的必备要素

还需要一些量化的要求，比如低碳转型要达到的效果等。

二是明确如何披露转型活动。必须要求企业提供转型计划——碳达峰、

碳中和的时间表和实现路径。此外，还应要求企业披露具体的技术手段、投

资计划，以及在不同的时点达到的减排效果，而且这些都应是比较准确的计量，

并明确其披露数据是企业估算值还是测量值。

三是明确转型金融支持工具。要通过与碳减排挂钩的产品进行奖惩，激

励企业更有力地减排。比如，有一些债券金融工具已经与碳减排的绩效挂钩，

如果企业碳减排的效果比预想得好，就可以把利率降下来。由于未来转型过

程中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担保、保险类产品是非常需要的，也需要股权

类的金融工具支持转型，包括转型基金、担保类工具等。

四是安排激励机制。目前转型金融在起步阶段，还没有太多的激励机制，

但绿色金融的很多激励机制可以直接借用。还有一些超越金融领域的机制需

要提前考虑布局，比如煤电企业转移到光伏就需要有土地政策支持。

五是保证公正转型。转型过程中往往会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比如

对就业和某些产品的供给产生冲击。推动用金融手段支持企业转型，应该尽

可能避免这些负面的社会影响。要把这些考虑纳入转型金融框架中，并深入

研究具体措施来化解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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