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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金融创新和金融风险的关系在现代经济中变得越发密不可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金融创新成为推动

经济增长和满足多元化金融需求的关键手段。然而，正如硬币的两面，金融创新的背后往往伴随着新的、

未知的风险因素。一方面，金融创新可以转移和分散部分金融风险。另一方面，金融创新也会产生新的

风险因素。因此为了在低碳经济时代成功进行碳金融创新，金融机构既需要在追求创新的同时保持谨慎

和审慎，又要主动采取措施以有效管理和降低潜在的金融风险。本文探讨了碳金融创新中潜在的金融风

险，并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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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financial risk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nse-
parable in modern economy.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ociety, financial innovation has 
become a key means to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and meet diversified financial needs. However, 
just like the two sides of a coin, financial innovation often comes with new and unknown risk fac-
tors behind it. On the one hand, financial innovation can transfer and diversify some financial 
risks. On the other hand, financial innovation will also generate new risk factors. Therefor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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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er to successfully carry out carbon finance innovation in the era of low-carbon economy, finan-
cial institutions need to maintain caution and prudence while pursuing innovation, and take 
proactive measures to effectively manage and reduce potential financial risks. This article ex-
plores the potential financial risks in carbon finance innovation and proposes relevant counter-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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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向低碳经济转型被认为是推迟或改变全球变暖趋势所必需的。全球变暖可能带来巨大风险，

造成严重的社会和经济损失。造成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损失。创建低碳经济需要创新的解决方案，其中包

括新技术和新能源[1]。然而，其他相关服务的创新也非常重要。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要素，低碳经

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创新[2]。 
如今，金融业已在经济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与此同时，气候变化似乎已成为经济体系不得不面对

的最复杂、最昂贵的环境问题[3]。金融业注定将在全球气候政策中扮演核心角色。关于碳金融的定义，

世界银行认为，“碳金融是指是指为购买温室气体减排量而向项目提供的资源”[4]。另一个更宽泛的定

义是“气候变化的市场解决方案”。这些定义描绘了影响碳融资规律的各种驱动因素，如政府政策、新

的金融产品、新的消费产品和新的技术、新的金融产品、新的消费产品以及资源稀缺性和证券等[5]。基

于这些对碳金融的定义，本文认为金融部门对碳金融的支持低碳经济的发展需要金融创新的助力。 
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部门的支持非常重要。几乎每一项经济改革的成功都离不开金融创新

的支持。此外碳交易市场的快速发展将产生巨大的资金需求。在此过程中，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

机构之一。这些都意味着中国金融业必须进行创新，以抓住低碳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低碳经济发展的

机遇。 
本文旨在探讨低碳经济背景下金融创新的风险因素，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2. 低碳经济将为金融创新带来更好机遇 

2.1. 低碳经济带来金融创新的市场需求 

排放交易体系天然就是一个全球市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购买排放权可以被视为大量资金从购

买国向具有“闲置”排放能力的国家转移的机会[6]。这必将为金融服务创新带来新的需求。 
金融部门利用历史上通过社会责任投资(SRI)运动寻求的低碳经济更全面的积极变化的潜力尚未得

到充分认识[7]。金融部门应该以公共利益为重，而不仅仅是为了自身经济利益。为了执行社会责任投资，

金融部门可以利用其经济战略地位来推动企业行为的积极变化，并且可以通过推动企业尽早采取行动减

少温室气体排放来克服官方气候监管的局限性和差距。在发展低碳经济中，金融部门的中介功能将得到

增强。它可以帮助促进对可再生能源、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和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投资。此外，低碳风的推

动将改变消费观念，一些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可以通过优惠信贷措施培育低碳消费理念和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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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经济形势下，经济结构调整将是未来的主题。新能源产业和节能环保产业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

的主要方向。金融机构可以为关键新兴产业提供大量资金，有利于我国经济结构向低碳经济转型。低碳

经济必将成为金融机构的利润增长点。 

2.2. 节能减排的要求为金融创新带来直接动力 

金融部门在推动低碳经济发展方面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其作用不仅体现在对气候风险的定价上，还

在于促进可再生能源和高效技术的投资[8]。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多方面的支持，

加速企业和项目的低碳转型。 
首先，金融部门可以帮助企业对气候风险进行定价，将环境和气候因素纳入金融决策的考量。通过

引入相关金融产品，如气候债券、气候衍生品等，金融机构可以为企业提供对冲气候风险的工具，帮助

它们更好地理解和管理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潜在影响。这同时也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全面的信息，促使资金

流向更可持续的项目。 
其次，金融部门在推动可再生能源和高效技术的投资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提供融资和

投资支持，金融机构可以鼓励企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能效改进，并支持创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金融

机构可以设计出具有激励性质的金融产品，如绿色贷款、可再生能源项目融资等，以推动低碳技术的广

泛应用[9]。 
发展低碳经济需要对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进行调整，这意味着企业需要进行设施更新

和增加投资。这些调整对于企业来说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在低碳背景下的迫切需求。为了实现这些

结构调整的目标，企业需要充分依赖金融机构提供的融资工具和创新性金融产品。金融机构可以为企

业提供低利率贷款、绿色债券等金融支持，降低企业进行设施更新和增加投资的融资成本，促进低碳

转型的加速。 
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开发和运营环境金融项目，这包括可再生能源项目、碳交易项目等。这些项目

不仅推动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也为金融创新提供了直接动力。金融机构可以积极参与这些项目，提供

融资、风险管理和其他金融服务，从而促使更多企业投身于低碳经济领域。 
总的来说，金融部门在低碳经济转型中有责任也有机会，通过对气候风险的定价、对可再生能源和

高效技术的投资支持，以及为企业提供融资和创新金融产品，可以发挥关键作用[10]。这不仅有助于实现

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为金融创新提供了更为广泛的舞台。 

2.3. 发展碳金融也是金融业发展的需要 

金融行业，特别是大型银行，拥有深厚的专业知识，使其具备了开发碳产品的能力。要把握低碳经

济带来的机遇，这些金融机构必须积极履行创新的角色。他们需要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和产品，同时

要处理来自各行各业的广泛客户需求。由于大型银行服务的客户种类繁多，需求各异，因此银行必须通

过不断创新来扩大业务范围，以满足客户的多元化金融需求。 
为了充分发挥在低碳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大型银行需要持续创新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这包括推

出创新的碳金融产品，如绿色贷款、碳信贷、可再生能源项目融资等，以满足企业和投资者对低碳项目

的融资需求。此外，金融机构还可以通过发行碳市场相关的金融衍生品，为客户提供对冲气候风险的工

具，进一步拓展其金融服务的领域。大型银行在履行创新的使命时，需要考虑到客户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因此，银行必须巧妙地设计金融产品，以满足不同行业、企业规模和投资者类型的需求。这可能包括定

制化的金融解决方案，以适应客户的特定低碳发展需求。创新不仅仅是为了应对市场竞争，更是为了提

供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的工具和机制。另外，大型银行在创新的过程中还需注重与其他金融机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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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府之间的合作[11]。共同努力可以促进信息共享、降低系统性风险，并推动整个金融体系朝着更为可

持续的方向发展。通过合作，大型银行可以共同研究和推广更具创新性的金融工具，提高整个金融行业

的适应能力，更好地服务于低碳经济的发展。 
在不断创新的过程中，大型银行不仅满足了客户的金融需求，还为自身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这种

创新不仅是对低碳经济发展的积极响应，也是银行业适应未来金融格局变化的战略之一。通过履行创新

的使命，大型银行将能够在低碳经济时代中取得领先地位，为全球经济的可持续转型做出积极贡献。 

3. 金融创新的潜在风险 

3.1. 低碳经济将带来特殊的信用风险 

金融创新过程和风险总是同时出现的。碳市场尚不成熟，交易机制和未来发展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创新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许多不可预测的风险，如金融工具创新、交易机制创新、管理创新、员工培训和

法律环境等[12]。由于许多金融创新都是基于信用衍生品进行，因此在没有合理的系统设计和交易工具的

背景下风险也会不断累积。国际碳金融的发展模式尚不明确，国际经验也不丰富。在缺乏交易模式和经

验的情况下，低碳金融产品的设计很容易带来信用风险。 

3.2. 低碳经济将带来特殊的市场风险 

低碳经济金融创新面临的挑战之一是与新的、合规的产品和服务不确定性相关的市场风险。尽管金

融创新为市场带来了新的交易工具和方式，但与此同时也伴随着新的金融风险。这些风险主要源自于创

新产品的复杂性和市场对其行为的不确定性。 
一方面，新型金融产品通常设计复杂，涉及到碳交易市场的多个因素。这使得很难用传统的金融模

型来准确解释和预测交易价格的波动，需要复杂而巧妙的数学模型来分析和解释这些新型金融产品的市

场行为。产品的设计可能涉及到多个影响因素，如碳排放配额的供需关系、政府政策的变化、能源市场

价格波动等[13]。因此，金融机构在进行金融创新时需要面对市场行为的高度不确定性，这可能导致投资

者对市场的疑虑和谨慎。 
另一方面，由于新型金融产品的机制复杂，其市场行为也可能难以准确解读。碳市场的规则和机制

可能因国家之间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使得金融机构需要适应不同的环境。这种复杂性可能导致投资者难

以理解产品的运作方式，增加了市场不确定性，也提高了投资风险。 

3.3. 碳金融市场起步阶段会存在很大的流动性风险 

在碳金融市场刚起步的初期，由于对碳金融性质的不熟悉，可能会面临交易者短缺的问题。碳金融

市场的特殊性和相对较新的性质可能导致市场参与者对其运作机制和风险的理解程度不足。这种情况可

能阻碍市场的发展，因为交易者的短缺可能导致市场流动性不足，进而影响市场的稳定性。碳金融市场

的下游活动往往需要大量的运营资金，这包括参与碳交易的企业、金融机构和其他市场参与者。这些运

营资金的需求可能在初始阶段就超过了市场的预期，给创新金融机构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由于碳金融市

场的新颖性，企业和金融机构可能需要更多时间来适应碳交易的操作和管理，从而导致市场参与的相对

不足。这对于创新金融机构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14]。 

3.4. 法律体系不健全会影响创新体系建设 

此外，还存在相当大的监管不确定性，例如 CDM 项目的成功注册和具体交易机制的设计。交易机

制的改变可能会改变金融产品的运作方式，也必将影响碳产品的价格。2012 年后监管的不确定性和碳排

https://doi.org/10.12677/fin.2024.142063


梁湘豫 
 

 

DOI: 10.12677/fin.2024.142063 593 金融 
 

放的长期生命周期给碳市场带来了不稳定。目前，碳金融专门的管理和法律体系几近空白。金融业可以

利用这种便利条件进行金融创新操作，但如果管理机构改变游戏规则，潜在的损失肯定是巨大的。最后，

碳金融对于运营商和管理机构来说是一个新生事物，对金融监管部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5. 来自于金融机构经营的风险 

中国金融体系的主体是国有商业银行。它们的规模都比较大，控制力也比较强。然而，当新的市场

机会出现时，这些传统优势可能会成为阻碍。优势情结可能使金融机构的管理机构忽视经济结构调整过

程中的经营转型需求[15]。其规模之大可能会使他们对市场机会漠不关心。对于一些灵活的股份制银行来

说，往往会迅速转移业务结构。但其业务规模的限制将限制其创新行为的影响力。 

4. 金融创新的对策和建议 

4.1. 管理部门应制定法律法规，规范市场行为 

一切市场运作都需要明确的法律法规作为基石。在当前碳交易体系尚未完全建立的情况下，许多市

场因素存在不完善和缺失的现象。为了引导碳金融创新，政府必须迅速制定碳交易的法律法规，以确保

市场运作的有序性、公平性和透明度。这一法规框架应该涵盖碳市场的各个层面，包括交易机制、监管

要求、参与者责任等，为碳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法律保障[16]。 
政府在制定法规时，应积极引导企业、金融机构和专业机构参与碳市场，为其提供交易规范和市场

空间。通过提供明确的法律规范，政府可以为市场参与者提供明晰的指引，鼓励更多的机构积极参与碳

交易。此外，政府还应该着力提高市场的流动性，通过制定合理的政策和激励机制，促使更多的交易者

进入市场。市场流动性的增加有助于提高市场的效益，同时也有助于分散金融风险，降低系统性风险的

潜在威胁[17]。 
随着市场空间的扩大和交易者数量的增加，可以有效分散金融风险，使市场更为健康和稳定。政府

在引导市场发展的同时，应重视市场的广泛参与，避免过度集中的情况发生。通过提供足够的市场空间，

政府可以鼓励不同规模和背景的参与者进入市场，确保市场的多元性和可持续性。 
金融机构在碳金融创新中可以探索各种有效的风险管理方法。由于碳交易市场的特殊性，金融机构

需要积极适应新的环境，包括研发创新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以满足碳市场的需求。同时，金融机构还

应加强对碳金融产品和项目的风险评估，通过引入环境评价等手段，对信贷项目进行全面审查，以确保

投资的可持续性和环保性。金融机构在信贷执行过程中也应检查环境风险，通过监测和管理环境因素，

及时调整投资组合，降低潜在风险。 
综合而言，碳金融创新需要一个清晰、稳定的法律法规框架，政府的引导和规范是确保市场有序运

作的关键。通过制定法规，政府可以引导市场参与者积极参与，促进市场的流动性，避免过度集中的风

险。金融机构在此过程中应积极创新，探索适应碳金融市场的风险管理方法，确保金融系统在低碳经济

转型中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 

4.2. 碳金融的风险管理必须融入传统金融风险框架 

金融运作中存在多种风险。然而，对于金融机构来说，中国政府始终被视为最后债权人。金融机构

坚信，当风险出现时，政府会出手相助。这种观念削弱了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技术。碳金融创新过程中

会出现许多新形式、不可预测的风险。创新金融机构必须将碳金融风险纳入传统风险管理框架，因为它

们熟悉传统风险领域的惯例。 
金融运作中存在多种风险，然而，对于金融机构来说，中国政府一直被视为最后的债权人。金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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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坚信，当风险出现时，政府会出手相助。这种观念削弱了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技术，因为它们可能过

于依赖政府的支持[18]。在碳金融创新的过程中，会涌现出许多新形式且不可预测的风险，因此创新金融

机构必须将碳金融风险纳入传统风险管理框架，以更全面、灵活的方式应对潜在的挑战。 
传统金融机构在风险管理中常常认为政府会提供最后的支持，这可能导致它们在处理碳金融创新过

程中的风险时过于依赖政府的保障。然而，在碳金融领域，政府的支持可能并不像在传统金融领域那样

直接和充分。因此，创新金融机构需要审慎评估政府的角色，同时制定更为独立和有力的风险管理策略，

以确保在面临碳金融风险时能够更为灵活地应对[19]。碳金融创新带来的新形式、不可预测的风险需要金

融机构拓展其传统风险管理框架。传统框架可能无法完全覆盖碳金融创新中涌现的特殊风险，如碳市场

波动、政策变化、技术风险等。创新金融机构需要不断升级其风险管理工具和技术，引入更为全面的模

型和方法，以更好地识别、评估和控制碳金融风险。 

4.3. 制定和建立科学的风险管理模式和体系 

对于商业银行等一些特殊金融机构来说，低碳经济的机遇也意味着更多更大的风险，比如依赖可预

测天气模式的项目可能会出现项目特定风险。目前，对于项目融资的全球变暖绩效，还没有透明度和问

责制的标准方法。所有这些机遇和风险都需要金融部门特别是银行建立基于现代计算机技术和风险管理

理论的新的风险管理模式。在此过程中，银行还应考虑适合每个与低碳经济相关的具体项目的量化风险

管理体系。该体系必须随着低碳经济创新的演进而发展。银行应完善现有的 IRB(基于内部评级的方法)、
KMV 模型和 VaR 模型，增加与碳金融创新相关的风险[20]。 

此外，还必须培养掌握财务和风险管理的复合型人才，以控制创新的财务风险。现代经济的所有竞

争力都来源于人力资源。中国金融业在上一轮金融创新中落后于发达国家。具备法律、金融和风险管理

知识的人才是进行金融创新和控制风险的关键因素。金融部门还必须学习其他市场或其他国家，特别是

发达国家的风险管理技术。因为这些国家金融业发达，低碳经济先于发展中国家发展。 

5. 结论 

低碳经济正在迅速成为现实。碳金融创新是解决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深入挖掘金融

业在金融创新中的潜在作用。金融业的创新战略也需要前瞻性。政府和金融部门必须更加重视对低碳经

济创新带来的金融风险的认识和管理。 
首先，金融业可以通过发展碳金融产品和服务，为企业和投资者提供更多元化的低碳投资选择。碳

市场、碳交易、碳信贷等金融工具的创新，将为企业提供更灵活的融资渠道，帮助它们更好地应对低碳

经济的需求和挑战。同时，金融机构还可以推动碳数据和碳评估的发展，为投资决策提供更全面的环境、

社会和治理信息，促进更可持续的投资。其次，金融创新有助于建立更加智能和高效的碳市场。通过引

入一些先进技术，金融机构可以改善碳市场的透明度、流动性和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参与者

的信任度。这将有助于推动碳市场的发展和规模扩大，进一步激发低碳经济的增长动力。另外，金融业

在碳金融创新中的前瞻性战略至关重要。金融机构需要对市场趋势、技术演进和政策变化有深刻的理解，

积极主动地应对未来的挑战和机遇。在低碳经济的长远发展过程中，金融业需要制定创新战略，包括投

资绿色科技、培养碳金融专业人才、推动可持续金融标准的制定等方面的举措。这样的前瞻性战略不仅

有助于金融机构更好地把握低碳经济的机遇，也能够在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 
政府和金融部门在这一进程中的角色也至关重要。首先，政府需要制定明确的低碳经济政策框架，

为金融创新提供有力支持和引导。其次，政府可以通过激励政策和奖励机制，鼓励金融机构更积极地参

与碳金融创新，推动整个金融体系朝着更加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同时，金融部门应加强对低碳经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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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金融风险的认识和管理。建立健全的风险评估体系，及时发现和应对潜在的风险，是确保碳金融

创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在推动低碳经济的过程中，金融创新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一环。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需

要共同努力，促使金融业在低碳经济时代发挥更大的作用。通过创新、前瞻性战略和风险管理的有机结

合，碳金融创新将为全球经济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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