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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中资企业海外绿色发展的建议



绿色金融相关政策梳理
通过中共中央、国家发展改革委、人民银
行、银保监会、证监会等部委单独或联合
发布政策文件，包括货币政策工具创新、
指导意见、完善绿色金融标准、金融机构
业绩评价等方面。

中央文件

202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其中第三十一条明确指出要“积极发展绿色金融”，包括“有序推进绿色低碳金融产品
和服务开发，设立碳减排货币政策工具，将绿色信贷纳入宏观审慎评估框架，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为绿色低碳项目提供长期限、低成本资金。鼓励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法治
化原则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提供长期稳定融资支持。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上市融资和再融资用于绿色低碳项目建设运营，扩大绿色债券规模。研究设立国家低碳转型基金。鼓励社会资
本设立绿色低碳产业投资基金。建立健全绿色金融标准体系。

货币政策

《2020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了人民银行下一阶段政策思路，其中包括：发挥好再贷款、再贴现和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的精准滴灌作用。一方面，稳妥调整和
接续特殊时期出台的应急政策，延续实施普惠小微企业延期还本付息和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另一方面，创新和完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
系，精准设计激励相容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符合新发展理念相关领域的支持力度，继续运用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加大对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绿色发展的金融支持。落实
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决策部署，做好政策设计和规划，建立政策激励约束体系，引导金融资源向绿色发展领域倾斜。
《2021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继续强调了要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牵引带动作用。对特殊时期出台的政策分类施策、适时适度调整，将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
工具延续至今年年底，对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绿色发展等需要长期支持的领域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此外，该报告还指出要研究推出央行碳减排支持工具。

《2021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人民银行要“强化对绿色发展的金融支持”，包括“召开全国主要银行信贷结构调整座谈会，指导商业银行加大对绿色低碳产业的支持力度。
围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在银行间市场创设碳中和专项金融债以及碳中和债务融资工具品种，支持具有显著碳减排效应的项目。引导商业银行按照市场化原则，对煤炭等传统
能源产业转型升级给予合理必要支持”。
下一阶段主要政策思路包括“继续落实和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牵引带动作用,运用好碳减排支持工具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具体包括“有序推动碳减排支持工具落地生效，向符合条
件的金融机构提供低成本资金，支持金融机构为具有显著碳减排效应的重点领域提供优惠利率融资，引导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支持绿色低碳发展，向公众倡导绿色低碳生活、循环经
济等理念，鼓励社会投融资向绿色低碳领域倾斜，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金融监管部门指
导意见

2020年1月3日，银保监会发布《中国银保监会关于推动银行业和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银保监发〔2019〕52号），其中包括：
①大力发展绿色金融。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建立健全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体系，将环境、社会、治理要求纳入授信全流程，强化环境、社会、治理信息披露和与利益相关者的交流互动。鼓
励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设立绿色金融事业部、绿色分（支）行等方式，提升绿色金融专业服务能力和风险防控能力。积极发展能效信贷、绿色债券和绿色信贷资产证券化，稳妥开展环境
权益、生态补偿抵质押融资，依法合规设立绿色发展基金，探索碳金融、气候债券、蓝色债券、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气候保险等创新型绿色金融产品，支持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发展，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②借鉴采纳国际准则，支持企业绿色、低碳“走出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20年10月21日，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

绿色债券标准 2021年4月2日，人民银行、发展改革委、证监会联合发布《关于印发〈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 年版）〉的通知》，进一步规范绿色债券市场，发挥绿色金融在调结构、转方式、促
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

金融机构业绩评
价

2021年5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印发《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价方案》，要求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结合实际，制定辖区内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价实施细则并做好评价工作，积
极探索拓展评价结果应用，着力提升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绩效。

绿色金融标准

2021年8月，人民银行发布中国首批绿色金融标准，包括《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JR/T 0227—2021）及《环境权益融资工具》（JR/T 0228—2021）两项行业标准，由全国金融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归口管理。
《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旨在规范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工作，引导金融资源更加精准向绿色、低碳领域配置，助力金融机构和利益相关方识别、量化、管理环境相关金融风险，
助力我国经济社会低碳转型。《环境权益融资工具》则明确了环境权益融资工具的分类、实施主体、融资标的、价值评估、风险控制等总体要求，以及环境权益回购、借贷、抵质押贷款
等典型实施流程，为企业和金融机构规范开展环境权益融资活动提供了指引，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

金融监管机构领
导发言

2020年8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在国是论坛“能源中国”第二期会议上表示：疫情以来，全球能源结构转型面临新的形势，受经济影响，全球碳排放的不确定性在增加。现在
需要进一步强调疫情之后的绿色复苏。绿色复苏可以实现疫情之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还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而在这个过程中绿色金融完全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从短期来看绿色复苏可以兼顾经济的复苏和绿色的发展，大量绿色产业的投资，同样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从长期来看更多地考虑环境社会治理。绿色投资和消费是中国经济新增长点，
对增强经济发展的韧性和可持续性，从而对实现高质量的发展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金融的角度来看，绿色复苏有助于减少气候变化相关的金融风险。

2021年6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国际清算银行（BIS）组织的2021年Green Swan 会议中称，“中国人民银行目前正在绿色贷款与绿色债券类目方面与欧盟合作，同时在TCFD的框架
下进一步披露气候相关信息。中国国内绿色债券标准跟欧盟标准享有80%的一致，我们将一道努力探索出国际普遍承认的标准，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计划实行气候相关信息的强制披
露，督促中国国内主要的商业银行披露碳信息，随后督促国内上市公司的相关披露活动。”
2021年5月22日，银保监会副主席、党委委员肖远企在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表示，应对气候变化将大幅拓展金融生产最大可能性边界，未来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债券、碳交
易市场都将迎来巨大发展契机。
2021年7月24日，银保监会副主席梁涛在全球财富管理论坛2021北京峰会上表示，绿色金融要在支持相关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基础上，对传统业务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金融机构应充分
考虑经济发展实际和行业转型难度，避免“谈碳色变”。银保监会支持银行、保险机构发展能效信贷、绿色债券和绿色信贷资产证券化，稳妥开展环境权益抵质押融资，探索碳金融、气候
债券、蓝色债券、气候保险等创新型绿色金融产品。

金融监管机构重
点工作

2021年1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上明确了人民银行2021年的十项重点工作，其中包括：落实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决策部署，完善绿色金融政策框架和激励机制。做好政策设计和规划，
引导金融资源向绿色发展领域倾斜，增强金融体系管理气候变化相关风险的能力，推动建设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为排碳合理定价。逐步健全绿色金融标准体系，明确金融机构监管和信息披
露要求，建立政策激励约束体系，完善绿色金融产品和市场体系，持续推进绿色金融国际合作。
2021年1月26日，中国银保监会工作会议上指出，银保监会2021年的重点工作包括：要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持。全力支持国内国际双循环。积极探索促进科技创新的各种金融服
务。持续促进扩大内需。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积极发展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信托。



政策梳理成果：零碳录(ccnt.igdp.cn)



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



• 有利于促进跨境绿色资本的流动
• 扩大中国绿色金融市场对外开放
• 对提高不同市场的绿色金融标准的可比

性、兼容性和一致性具有重要的促进作
用

§ 中资机构在海外市场发行绿色债券时使用
§ 外资机构在境内熊猫债市场发行绿色债券时

使用
§ 对中国境内符合条件的存量绿色债券进行贴

标，以有效提升我国绿债市场对外开放的程
度

§ 为其它中国绿色金融产品（如绿债基金、绿
债ETF、绿色REITs等）贴标等

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重要意义及应用场景

引用：马骏.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座谈会召开鼓励拓展共同目录应用场景



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实际应用

引用：中国节能皓信.【可持续融资】2分钟了解《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及市场实践



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及其应用

国内各省重大项目清单绿色化投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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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中资企业海外绿色发展的建议



省份 项目总数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上海 212 213 216
云南 525 812 1237
北京 300 300 300
四川 700 700 290
天津 650 702 676
宁夏 144 160 100
安徽 6946 7851 8863
山东 318 1103 600
山西 170 512 518
广东 1972 2099 2695
广西 1072 1727 2586
新疆 371 327 347
江苏 304 240 247
江西 335 461 505
河北 537 682 695
河南 981 1371 1735
浙江 670 235 185
海南 134 179 244
湖北 428 307 456
湖南 160 301 309
甘肃 158 208 234
福建 1567 1620 1587
贵州 3357 4071 3347
重庆 1186 1152 1143
陕西 600 527 766
全部 23797 27860 29881

数据来源：政府网站公开数据（政府工作报告、信息公开平台等），信息披露和相关新闻报道

数据收集：25个省，3年，共81538个重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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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项目总数增长、绿色项目占比下降（2020-2022）

数据来源：政府网站公开数据（政府工作报告、信息公开平台等），信息披露和相关新闻报道

非绿色项目 绿色项目



分省分门类对比—门类排名不变，差距逐渐缩小（A-F）

1、F 建筑门类占比最大,C 制造业门类其次, D电力、燃气、蒸汽
和空调供应第三

2、三年来门类排名不变，但占比差距逐渐缩小

各省门类结构 A：农林渔业 C：制造业 D：电力、燃气、蒸汽和
空调供应

E：供水；污水处理、废
物管理和修复活动

F：建筑 H：运输和储存

上海 2% 15% 2% 12% 69% 0%

云南 4% 3% 7% 3% 83% 0%

北京 12% 6% 5% 7% 67% 2%

四川 5% 13% 13% 8% 61% 1%

天津 10% 22% 11% 6% 51% 0%

宁夏 0% 32% 17% 9% 40% 2%

安徽 6% 34% 11% 17% 30% 2%

山东 1% 39% 8% 1% 49% 2%

山西 2% 15% 17% 1% 64% 2%

广东 1% 10% 24% 8% 56% 1%

广西 6% 14% 13% 10% 57% 1%

新疆 2% 5% 18% 5% 70% 0%

江苏 3% 29% 12% 4% 51% 1%

江西 3% 27% 11% 9% 51% 0%

河北 5% 54% 12% 3% 24% 2%

河南 9% 27% 6% 3% 53% 1%

浙江 1% 12% 4% 0% 82% 2%

海南 0% 17% 4% 21% 54% 4%

湖北 6% 16% 13% 4% 57% 4%

湖南 0% 10% 6% 10% 74% 0%

甘肃 2% 9% 8% 2% 81% 0%

福建 2% 26% 10% 8% 54% 1%

贵州 3% 6% 12% 9% 68% 1%

重庆 5% 9% 10% 5% 68% 3%

陕西 5% 20% 8% 4% 61% 1%

全国当年该门类项目占全
部绿色项目比例 4% 18% 12% 8% 56% 1%

2020年各省门类绿色项目占比结构表

2020年-2022年各省绿色项目分类占比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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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农林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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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7.1%

四川, 12.5%

安…

山东, …
山…

广东, …广西, 12.6%

新疆, 18.3%

江…

江…

河…

河南, …

浙…
湖北, 11.5%

湖南, …

甘肃, 7.5%

福建, …贵州, …

重…

陕…

D电力、燃气、蒸汽和空调供应

2.2% 23.5%

D：电力、燃气、蒸汽和空调供应

1、经济社会发达的地区或生态资源禀赋优秀的地区——北京市（12.4%（2020）、9.2%（2021）和9.5%（2022））、天津市（10.3%（2020）和
11.5%（2021）和7.4%（2022））具有高比例的A 农林渔业门类的项目。

2、C 制造业门类项目占比高的省份主要是河北省（54.3%（2020）、53.6%（2021）、41%（2022）），山东省（39.1%（2020）、53.2%（2021）、
40.5%（2022）），安徽省（34.4%（2020）、32.2%（2021）、36.3%（2022））。从经济分类来看，经济领先型省份（天津、广东、江苏、浙江、福
建）和经济追赶型省份（河北、山西、广西、贵州、云南、甘肃、宁夏、新疆）都注重制造业的升级优化。

3、D 电力、燃气、蒸汽和空调供应门类项目占比高的省份集中在资源禀赋丰富的省份：四川、云南、甘肃、宁夏、新疆和广东

分省分门类—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影响绿色项目重点方向



E 供水；污水处理、废物管理和修复活动

0.0% 22.7%

E：供水；污水处理、废物管理和修复活动

F 建筑业

4.0% 30.0%

F：建筑

H 运输和储存

17.1% 71.6%

H：运输和储存

4、安徽省和海南省在污水处理、废物管理和修复活动门类上项目最多

5、F建筑门类项目是所有门类项目中占比最高的一类项目，主要源于各省对于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是非常偏重的，云南、浙江和甘肃三省在F建筑业项目
上的占比是全国最高的三个省，2020年均超过了当年该省全部绿色项目占比的80%，后两年占比逐渐下降，但占比依然最高。

3、浙江和云南省在H 运输和储存门类占比最高，也应看到这个门类的项目占比在全部门类项目中占比偏低。

分省分门类—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影响绿色项目重点方向



1、C2清洁能源技术制造（生产与智能电网
和新能源相关的输配电变压器）占比连续三
年上升明显，从2020年的6.5%上升到2022
年的10%。

2、D电力、燃气、蒸汽和空调供应门类中
D1发电、输配电（建设或运营使用太阳能光
伏（PV）技术发电的发电设施）上升明显，
从2020年的9.1%上升到2022年的13.9%。

3、电动车充电桩（对应《共同分类标准》
更新版中的C3清洁能源汽车及零部件制造）、
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对应《共同分类标准》
更新版中的F1.2 现有建筑物的改造）、工业
节能环保升级改造、储能（对应《共同分类
标准》更新版中的D1.8 电力储存）、氢能生
产、智能电网（对应《共同分类标准》更新
版中的C2.1 智能电网产品和设备生产（不包
括电池））以及CCS等项目在重大项目清单
的项目数量较少，各省仍需提高对这些领域
的关注度。

分省分类对比—集中度高，短板明显（A1-F3）



1、从2020年全国有1806项，2021年全
国有1623项，2022年全国有2206项

2、安徽省、广东省和贵州省是全国最
多的三个省。

3、D1发电、输配电增长最多，增长一
倍。其次是C2 清洁能源技术制造，增长
了52.7%。

重点行业—新能源设备制造和新能源利用



1、 2020年全国有149项，2021年全国有144项，2022年全国有202项，三年来数量略有增长。

2、安徽省、广东省和广西省是全国最多的三个省，但数量总和占当年该省全部绿色项目占均在4%以下。

重点行业—低碳交通制造和低碳交通



数据来源：政府网站公开数据（政府工作报告、信息公开平台等），信息披露和相关新闻报道

1、2020年高耗能项目总量为746项，2021年为595项，2022年为454项，分别占当年全国所有重大项目总量的3.1%、2.1%和1.5%。可见三年来涉及高耗能行
业的项目总量小，且逐年降低。

2、经济追赶型省份三年来高耗能项目在四个类型省份中最多，且重点行业覆盖最全

3、2020年都偏重陶瓷和炼油，2021年这两类省份陶瓷项目明显减少，2022年经济追赶型省份（河北、山西、广西、贵州、云南、甘肃、宁夏、新疆）的钢铁
和水泥行业项目有了明显增长

2020年各省涉及高耗能行业项目数量及分布（分经济类型） 2021年各省涉及高耗能行业项目数量及分布（分经济类型） 2022年各省涉及高耗能行业项目数量及分布（分经济类型）

重点行业—高耗能项目数量少，经济快速发展省占比最大



数据来源：政府网站公开数据（政府工作报告、信息公开平台等），信息披露和相关新闻报道

1、2020年全国累计装机量为89.33GW，2021年累计装机量近76GW，累计装机量为64.81 GW。

2、广东省、陕西省和山西省三年累计装机量最大，装机量集中在这三个省份。

重点行业—煤电项目累计装机在下降，集中在重点省份



数据来源：政府网站公开数据（政府工作报告、信息公开平台等），信息披露和相关新闻报道

1、欧盟《可持续金融分类方案——气候授权法案》中纳入了
天然气发电项目，但是在《共同分类目录》更新版中并没有
包含天然气发电项目

2、广东省数量最大

重点行业—天然气发电项目数量少



数据来源：政府网站公开数据（政府工作报告、信息公开平台等），信息披露和相关新闻报道

1、同天然气发电项目相同，欧盟《可持续金融分类方案——气候授权法案》中纳入了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但是在《共同分类目录》更新版中并没有包含垃圾
焚烧发电项目。

2、2020年全国有98项，2021年全国有72项，2022年全国有46项，三年来数量下降很快

3、安徽省、贵州省和福建省是全国最多的三个省

重点行业—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集中在安徽、贵州、福建



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及其应用

国内各省重大项目清单绿色化投资趋势

1

2

3 对中资企业海外绿色发展的建议



主要发现
1、各省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对各省重大项目绿色化程度和建设重点方向有影响。

2、双碳重点建设领域类型集中度高，部分领域存在明显短板。

3、涉及高耗能行业的项目总体数量低，各省情况差异大，经济快速发展型省份高耗能行业项目数量最大，领域覆盖最全。

4、煤电项目、天然气发电项目和垃圾焚烧项目在重点省份建设数量比较集中。



• 通过对国内重大项目清单绿色化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我国重大项目的绿色化程度有待提升。因此建议中资企业重点关注国际绿色金融标准，
以中欧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为例，对照标准对企业自身状况做检视，提高自身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与行动。

• 中资企业在海外发展的时候可以充分利用中欧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提供的指引，重点关注海外市场上发行绿色债券等绿色金融工具支持自
身的绿色发展或者转型发展。

• 也提醒中资企业关注欧盟碳边界调节税和美国IRA法案，这些法案将会对出口到欧盟和美国的中资企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中资企业海外绿色发展建议



感谢！

刘雪野 iGDP
liuxueye@igdp.cn

mailto:liuxueye@igdp.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