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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new normal,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finance has gradually become a trend. Carbon 
finance has developed rapidly and developed globally. Therefore, as the main backbone of com-
mercial banks, commercial banks are also facing enormou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t is also 
an urgent need to develop and innovate carbon finance busines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ugges-
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arbon finance business of China’s commercial banks by combin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carbon finance business of China’s commercial banks 
with the existing problems,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economic background, which has theoreti-
cal research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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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常态下发展绿色金融渐渐成为趋势，碳金融全球快速发展和开拓，因此作为主要的中坚力量商业银行

也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开拓创新碳金融业务也是燃眉之急。本文通过对我国商业银行碳金融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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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现况和存在的问题障碍，结合当下的经济背景，为我国商业银行发展碳金融业务提出建议，具有理

论研究意义和现实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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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高度重视的问题之一。2018 年 5 月，中国证监会在

其官网上披露，证监会传达学习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证监会要求将借鉴国际经验，研究发展碳

期货、碳期权、碳回购等商品新品种，探索利用市场化机制助力全球大气排放污染优化和应对气候变化。

我国商业银行的碳金融业务发展，不仅需要对我国金融管理体系的制度创新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会促成

了全球碳金融事业的完善与发展。在国际上，碳排放资源、碳交易及碳交易衍生市场在交易份额越来越

大，在未来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商业机会。 

2. 碳金融发展现状分析 

所谓碳金融，指的是一切有易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交易行为，包括对碳排放

权的控制，碳衍生品的买卖，低碳技术的开发以及与碳活动相联系的金融中介活动。碳金融的核心在于

对碳交易权的取得。其中，配额交易市场和项目交易市场是碳交易最基础的两个市场。在国外，这两个

市场涵盖了比较多的业务：碳交易风险计算业务、碳处理及碳管理业务、碳清理业务、碳排放业务、银

行业务等。 
气候变暖是全球各个国家面对的问题，需要各国共同商议和讨论，《京都条约》以法律条文的形式

规定了各个国家的低碳减排的义务，使得各国之间碳金融有了规则可循。随着碳金融市场的发展和份额

的增加，也出现了多样化的碳金融产品，以美国、欧盟、英国和澳大利亚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率先建立了

碳金融交易所。同时，碳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衍生出各种大量具有高投资和低风险的碳金融创新产品，

推出了与核证减排量、碳排放配额挂钩的碳期权、期货、掉期等产品及交易，以及碳金融、融资担保、

气候债券等理财产品。既把投资风险和交易风险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又可获得丰厚的利润，进一步推动

国际碳金融的发展[1]。 
作为我国金融体系至关重要的商业银行，依托其拥有海量的信息和客户资源和雄厚的资金实力，大

力开展碳金融业务。兴业银行作为此领域具有典范和标准的商业银行，以国际金融公司节能环保项目贷

款的标准为基础，根据其自身信贷审批的原则，积极开创碳金融业务，创造环境保护与节能减排双赢的

局面。同时，国内许多大型商业银行利用自身条件与国内外碳排放交易所开展合作，可以多渠道、全方

面提供碳金融服务，推动银行开展碳金融业务的步伐。 

3. 我国商业银行碳金融业务存在问题分析 

3.1. 法律法规亟待完善 

国外碳金融业务的发展已经经历了一段发展期，一部分发达国家早就出台过措施来规范碳市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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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形成了碳市场的交易体系。相比较而言，国内碳金融市场起步较晚，缺少和本国相适应的市场规则，

法律制度尚待落实，企业责任意识和参与度没有跟上。在操作流程、交易规则上缺少了解，没有经验积

累，政府缺乏在利息补贴、税费减免、担保等方面的配套政策，缺少有效激励和惩罚措施，高成本高难

度使低碳金融业务难以开展。 

3.2. 机构和人才缺乏 

碳交易不同于普通买卖，这一过程涉及大量中介和服务机构，碳金融不但有关金融市场业务，它还

与环境保护密切相关，这会涉及到一系列节能减排项目、环境保护政策、能源气候政策等。国外的相关

流程比较完善，一些金融机构会与节能资讯相关公司、碳排放管理公司合作，在该领域提供指导。相比

较，国内商业银行对项目创新、市场准入、交易流程、操作方法缺少经验，相关业务的对应机构和有相

关知识储备的人才匮乏，还未构建起成熟的技术咨询体系，这些问题都在极大程度上削弱了碳金融市场

的针对性和专业性。 

3.3. 风险对冲工具缺位 

在碳市场上，对碳产品进行托管、回购、融资等交易，都会导致碳资产价格变化，引起收益或损失，

并可以向金融机构或中介机构转移。国外金融机构开展碳业务，大都是借助衍生品交易方式，对所持标

的一定数量的价格风险进行对冲[2]。当前，由于国内商业银行对此控制风险工具的开发不全面，交易的

动机不足，使得有效的碳金融业务难以进行。 

3.4. 不良贷款率波动不稳 

从兴业银行从 2006 年首次开展碳金融至今，不良贷款率从 2006 至 2011 逐年下降，净资产收益率在

25%上下浮动，这表明风险逐年降低，同时收益率逐年增加。从表 1 可得，不良贷款率自 2011 年至 2016
年呈上涨趋势但在 2017 年又有略微下降，同时兴业银行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收益率从 2017 年是逐年

下降但是自 2012 年后均逐年下降，原因可能是与不良贷款率增加等因素有关。不良贷款率提升与资产分

配结构、声誉信誉、业务开拓创新等因素有关，也与实体经济低迷、需求信贷与绿色信贷需求不足有关，

特别是 2008 和 2016 年经济低迷时，经济低迷时期投资者更多投资于短线，而碳金融是属于长线投资。

如图 1 所示。 
 
Table 1. Net asset return rate of SOCIETE generale bank and relevant data (%) 
表 1. 兴业银行净资产收益率及相关数据(%) 

时间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净资产收益率y1 25.34 26.06 24.54 24.64 24.67 26.65 22.39 21.21 22.72 17.28 15.35 

总资产收益率y2 1.17 1.22 1.13 1.1 1.2 1.23 1.2 1.18 1.17 0.95 0.92 

GDP增速x1 14.16 9.63 9.21 10.45 9.3 7.65 7.7 7.3 6.9 6.7 6.9 

兴业银行不良贷款率x2 1.15 0.83 0.54 0.42 0.38 0.43 0.76 1.1 1.46 1.63 1.59 

数据来源：兴业银行 2007~2017 年的年报。 

4. 国际碳金融业务借鉴 

4.1. 美国碳金融运行体系经验借鉴 

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之一，美国国内和地区已经探索和建立了一系列区域蚊式气候排放交易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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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Non-performing loan rate of SOCIETE generale Bank, 2007-2017 
图 1. 2007~2017 年兴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情况 

 
系。美国排放体系主要来自于美国四个区域温室气候减排机制，包括有温室气候减排行动计划、西部温

室气候倡议、气候储备方案、中西部地区温室气体减排协议[3]。美国也逐渐建立全国性的碳排放交易体

系，并且在企业逐渐开展碳排放核查，为全球各国其他碳减排计划的设计提供了借鉴。欧美国家典型商

业银行发展碳金融的能力与程度也越来越高，且在法律法规、交易平台和风险评估预警机制到参与主体、

金融中介形成了一条较为完整且成熟的碳金融服务体系[4]。 

4.2. 日本碳金融运行体系经验借鉴 

经历了世界石油危机等影响，日本作为资源缺乏的岛国较早地节能技术的研发有了研究，也率先倡

导碳金融的概念。日本设立了由“国内信用证书交易”、“京都协议证书交易”和“试行排放量交易体

系”组成的“试行排放量交易体系”，目的是将国内碳排放权的交易主导权由政府计划转转变成市场机

制。与此同时，日本还制定了京都机制加速计划，致力于将日本政府、京都机制相关机构以及参与的民

营企业作为一个相互协调的整体，这一方案效果显著，极大促进了日本碳市场的发展前进，这也为各国

政府与民营企业共同参加碳金融交易的规则法律制定提供了参考。 

4.3. 欧盟碳金融运行体系经验借鉴 

欧盟一直履行《京都议定书》中对于温室气体排放限制的承诺，对碳排放有着严格的规定和控制。

在世界范围内，欧盟的碳排放交易体系也领先于其他国家，现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它的发展经历了两

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试运行阶段，由成员国根据本国排放量的自行申报碳排放配额并将配额向企业免费

发放。第二阶段相对严格，试运行一段时间后，欧盟下调成员国上报的排放量，对超标的成员国加重处

罚[5]。除此之外，欧盟对排放交易体系在市场进入、账户保密、金融体系体制方面进行了精细的筹划。 

5. 对我国开展碳金融业务的对策建议 

5.1. 政府 

5.1.1. 制定和完善碳金融的法律 
政府部门应加大协调力度，结合各方的提议从而制定和完善碳交易的实操规则和法律法规，确保我

国碳交易市场的长期稳定、健康有序发展。并且出台可行度高的利息补贴、税费减少、担保体制等配套

政策，增强机构和企业参与的积极性[6]。同时，地方政府应配合商业银行健全完善的环保评价体系与绿

色信贷风险监测机制，提高碳金融标的质量，加强各方风险防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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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提高社会对碳金融业务的重视程度 
政府应强化全社会的低碳意识和环保观念，意识到重视发展碳金融业务迫在眉睫，在进行碳金融交

易时提高更加严格的信贷管理标准和要求项目融资个体提供全方面且可靠的信息披露。再者，政府开展

多层次多方面的碳金融活动，尝试不同深度和广度的方法来强化社会责任意识，探索可持续发展的机遇，

摸索出最合适的低碳发展模式与创新理念。 

5.1.3. 构建富有层次的碳金融市场体系 
从全球的发展来看，目前我国的碳金融还处于全球绿色金融交易价值链条中的较低端环节，也表明

我国的碳金融市场起步较晚且单一。对此，我国应当坚守以碳交易市场中心，构建标准化和体系化的创

新创意的金融工具，如银行信贷、碳回购、碳证券、碳基金碳保险等，基于我国发展现状逐步建立全方

面多层次的碳金融市场体系，真正健全适应全球的我国碳金融市场发展的碳交易制度体系，进而推进碳

金融里确定人民币为主要结算货币的进程。 

5.2. 商业银行 

5.2.1. 建立全国标准的碳交易市场 
借鉴全球的碳金融发展，建立我国碳交易市场，碳金融交易品种将由现货交易逐步扩展到碳期权、

碳期货等金融衍生品交易，运用碳的衍生品在国际市场上进行风险对冲等达到降低风险的目标。既可以

有效平衡国内外供求者之间的利益与全球的碳金融市场有效接轨，使定价和交易更为合理，又可统一计

算国内的碳排放剩余量，便于集中管理和定价。 

5.2.2. 完善中介服务和培育专业人 
碳交易业务项目链条长、环节新颖，且项目发起、融资和开展需要担保机构的介入。培育专业性的

中介机构参与碳金融的交易结算，从交易的前端、中断、后端建立完善的碳金融服务体系，有效地降低

交易成本和项目风险。加大投入对参与碳交易的市场交易、国际金融、投资咨询等中介机构的教育，积

极推进金融中介业务创新和体系建立。同时也需要借鉴国外风险评估和管理的成熟经验，加强碳金融的

人才建设和服务质量。 

5.2.3. 完善绿色信贷法律体系，降低不良贷款率 
商业银行应当致力于完善绿色信贷法律和评估体系，建立与完善商业银行信贷奖惩机制。不良贷款

率与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政策风险、操作风险等息息相关。研究碳排放相关规则与项目风险评估，减

少不良贷款率从此提高银行的效能。因此在开拓碳金融业务时，完善信贷法律体系与奖惩机制，提高参

与主体的真实有效的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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