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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百度

欧盟发布“可持续金融行动计划”

2018年3月8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可持续发展融资行动计划”（Action Plan:

Financ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以下简称“行动计划”。这是欧盟为

推动可持续金融发展而迈出的实质性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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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行动计划的发布背景是《巴黎协定》以及联合

国“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提

出的 17 条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包括减贫，教育，

性别平等，包容性增长，可持续消费，应对气候变

化，海洋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社会公平等。从

这个背景看来，“行动计划”的内涵会比一般意义

上的“绿色金融”范围更广。从“行动计划”的文

本可以看到，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以及低碳发展是

重中之重。

“行动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将可持续投资的定义界

定清楚，主要内容涵盖3大目标下的10项行动策略，

22 条具体行动计划，且每条具体行动都设定了明确

的时间表。

第一，将资本导向更具可持续性的经济活动

 建立欧盟的可持续活动分类体系

 建立绿色金融产品的标准和标识

 培育可持续投资项目

 将可持续性纳入投融资建议中

 开发可持续性的指标体系

第二，将可持续性纳入常规的风险管理

 将可持续性与评级和市场研究更好的结合

 进一步澄清机构投资人和资产经理的职责

 将可持续性纳入审慎要求中

第三，鼓励长期行为及市场透明度的提升

 加强可持续性信息披露和会计准则制定

 提升企业可持续治理能力并削弱资本市场的短

期行为

“行动计划”最紧迫的工作莫过于确定可持续性的

含义以明确经济活动的分类。欧盟将尽快组建技术

专家团队，并在 2019 年第一季度发布气候变化减缓

行动的分类体系。之后这个体系将拓展到气候变化

适应领域及其他环境领域活动，相关分类报告将在

2019 年第二季度发布。随后，这个分类体系还将逐

渐与欧盟的立法体系相结合从而使其具有更稳定的

法律地位。

“行动计划”也意识到了风险管理的重要性，提出

要将可持续性纳入常规的风险管理中。这些行动中

包括明确的时间表。具体来说，欧盟委员会将在2018

年第二季度邀请利益相关方讨论修改“信用评级机

构监管条例”，要求所有评级机构将可持续性因素

纳入评估，并在 2019 年第二季度开展可持续评级的

研究。此外，通过立法来明确机构投资者和资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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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职责也在计划中，这项工作将在 2018 年第二季

度开展。

市场的信息透明度对于一个正常运作的金融体系来

说是至关重要的。企业在可持续性议题上的信息公

开和透明能够帮助市场参与者了解其长期估值，并

管理可持续性方面的风险。在这个目标下，欧盟将

在 2018 年建立“欧盟金融披露顾问小组”来鼓励

创新的企业信息披露机制。并在 2019 年修改企业非

金融信息的披露指南，联合气候变化相关金融信息

披露（TCFD）一起指导公司披露气候变化信息。

在“行动计划”发布之前，欧盟可持续金融高级别

专家组（HLEG）于今年 2 月 5 日发布了《欧盟可持

续 经 济 投 融 资 》 （ Financing A Sustainable

European Economy）报告，识别除了影响欧盟可持

续金融发展的若干挑战，并提出了重要建议，其中

就包括发布“行动计划”来进一步提升这些建议的

可操作性以及法律效力。

“行动计划”中提出的三个主要目标对于其他绿色

金融实践地区来说也是急需解决的问题，欧盟相关

制度的建立及研究成果将为其他地区的实践提供有

价值的借鉴。

绿色金融作为一种市场化的制度安排，在促进生态

文明建设、低碳发展以及环境保护方面具有十分重

要的作用。以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发布的《关于

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为标志，中国初步

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绿色金融体系。“指导意见”从

绿色金融和绿色金融体系的定义，绿色信贷评价体

系，绿色企业融资门槛及上市公司强制环境信息披

露等多方面推动建立了一系列政策和制度安排。此

后，中国绿色债券市场成长为全球最大的绿债市场，

5个省区、8 个城市启动了绿色金融试点，金融机构

和第三方机构进行了大量的工具开发和金融产品开

发，通过识别和量化环境风险并将环境风险引导资

本进入更绿色的领域。

但中国的绿色金融体系仍面临着政策信号不稳定、

能力建设不足、长期项目贷款期限不匹配、“绿色

资产”定义不清及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特别是能力

建设领域，政府、金融机构、研究机构以及行业投

资者对于环境问题的理解尚不充分，具体到环境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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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的量化、分析以及工具开发尤其需要能力提升。

2017 年 G20 绿色金融工作小组将“金融机构环境风

险分析”列为重点议题之一，组织银行和资管行业

对其信贷和资产进行环境风险评估。

绿色创新发展中心与投资机构及学术研究机构合作

开展“环境风险评估”项目，旨在通过搭建政府机

构和投资机构的对话平台，寻求将环境风险纳入传

统投资过程中的制度性和建设性解决方案。环境风

险评估方法学是本项目的重要产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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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