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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摄图网 

 

极端天气事件频发—— 

那些可见与“不可见”的气候风险 
 

 

2018 年具有成为历史最热年的潜质，多地的气象记录正在将预测变成现实。7

月 26 日，世界气象组织（WMO）发布声明表示，在刚过去的前半个夏天中，

北半球多个地区经历多次极端天气，这其中包括创纪录高温、干旱以及灾害性

降水等。这些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繁发生对健康、农业生态系统以及基础设施建

设等方面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与我们对气候变化影响的预测是一致的。” 

WMO 副秘书长 Elena Manaenkova 指出，“这不再是模型中的一个情景，而已经

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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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也在经受着极端天气事件的影响。据北京市政

府新闻办、市突发应急办以及防汛抗旱指挥部联合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说明，今年的降水会比常年同期

偏多 1 成到 2 成，大雨以上量级的降水日也会比常

年偏多。截至今日，北京市发布的包括大风、雷电、

暴雨在内的各级别预警共计 34 次，高温天气已经出

现了 17 天，大大超过常年同期 7.5 天的水平。 

保险行业是受极端天气事件影响最为直接的行业之

一。在中国保险业协会发布的“2017 年度中国最具

代表性风险管理案例”中，涉及财产险的十个案例

中，有近一半与极端天气事件有关，理赔数量则占

十个案例理赔总额的 73%。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基

于已有的大数据计算保险相关费用的常规方法，也

许已经无法满足对极端天气事件进行预测的需要。 

极端天气事件造成的自然灾害更为直观的显现了气

候变化的风险，与之相比，由于应对气候变化引起

的经济转型带来的转型风险则更为抽象。此类风险

主要源于应对气候变化而采取的变革和措施，如减

排目标、政策、行动计划以及技术标准等。这些措

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推动技术进步，引导企业和消

费者行为变化，从而鼓励绿色低碳行业的发展，最

终推动经济发展的低碳转型。

图片说明：2018 年 7 月前三周和基于 1981-2010 平均值的同期气温值对比。数据来源：ERA-Interim, Credit: Copernicus Climate Change 

Service,ECM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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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转型风险分为四类：政策和法律风险、

技术风险、市场风险和声誉风险。转型风险会对金

融机构及其资产产生影响，例如：企业和项目运营

成本包括履约成本的增加，如企业在碳市场中的履

约成本随碳价的变化而变化；政策变化导致的坏账

或提前清偿、资产减值、保险费增加、罚款和刑事

责任增加等。 

金融机构已经在尝试将转型风险纳入投资决策机制

中，然而，G20 绿色金融工作小组的报告指出，由

于气候变化议题的专业性等多方面因素，仍存在以

下挑战： 

资源有限。将气候变化风险纳入传统金融风险分析

需要开发分析方法，这种方法需要跨领域的专业能

力的支撑，而金融领域通常不具有这样的专业能力。

如果推动多领域的专业合作，需要投入大量人力和

物力。 

知识/信息的局限性。气候变化政策对不同行业的影

响以及行业间的相互关联很难系统性、整体性分析。

加之不同情境下的政策强度及其影响也不尽相同，

甚至有根本性的差别，而金融机构并不能充分获取

这些情景分析中的参数和结果，更难以对其进行分

析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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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数据不足。金融风险分析需要以大量且前后一

致的数据为基础，而气候变化在社会、经济层面的

数据，特别是颗粒度更细的技术以及成本相关的数

据尚不能支持金融的风险分析需要。 

此外，由于不同行业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应对气候变

化带来的温室气体减排压力，还有传统污染物的污

染治理和达标排放要求，不同部门出台的各种政策

之间的协调性对企业或者金融行业带来的风险也需

要深入系统的分析。 

以电力行业为例，在梳理了相关政策之后，可以看

到，落实到行业层面的技术、环境以及宏观政策有

十余条，由此可能产生的风险也不尽相同。（如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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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行业分析气候变化风险的方法在不断完善过程

中。据 TCFD（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官网显示，截至 2018 年 7 月，已有 315

家机构表示了对 TCFD 的支持，这些机构的市值高

达近 7 万亿美元。国内的 6 家金融机构在中英经济

财金对话框架下已经开始了环境信息披露试点工

作，并按照 TCFD 的原则披露气候变化风险信息。

这 6 家机构包括 4 家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兴业

银行、江苏银行、湖州银行和 2 家基金公司——华

夏基金、易方达基金。希望通过试点机构的开拓和

创新，加速气候风险分析方法的开发进程，将看得

见和“看不见”的气候风险纳入机构投资决策机制

中，进一步推动经济低碳转型。 

 

（本文作者李昂女士是绿色创新发展中心的项目主任/ 高

级分析师，主要负责城市低碳发展相关的研究工作。 主持

参与了《中国城市低碳发展规划峰值和案例研究》、 《城

市温室气体减排规划及方案编制指南》、《中国城 市绿色

低碳发展融资实践和探索（暂定名）》及《低碳 政策库》

等研究项目。她在可持续发展领域有十余年的 工作经验，

曾就职于绿色和平、世界自然基金会以及德 国国际合作机

构等机构。2012 年作为“志奋领”学者获 得埃克塞特大学

能源政策硕士学位。）

 

 

 

 

 

 

 

 

 

 

 

 

 

 

 

 

 

绿色创新发展中心 是专注绿色低碳发展的战略咨询机构，关注宏观气候政策、城市绿色

低碳转型、绿色经济政策、行为减排领域的研究、咨询和交流。致力于通过跨学科、系统

性、实证性的政策研究、梳理、比较和评估，推动低碳环境政策的精细化，可实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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