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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过去三十几年粗放增长模式导致了一系列严重

的环境和资源问题，包括产能过剩、资源浪费和资源短

缺、环境污染等。在可持续发展潮流中，我国经济发展方

式的转变是紧急迫切的，但任务也是非常艰巨的。继“十一

五”规划提出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以来，“十

二五”规划中加大了环保工作力度，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部署，保持了“十一五”以来节能减排的发展趋势，并重点

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我国大力发展

绿色经济，促进绿色商业、企业强化社会责任和金融行业

的转变，推动绿色转型，实现绿色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在粗放型的主要依靠投资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下，

形成了“银行出钱，企业污染，百姓受害，政府买单”的恶

性循环，因此要实现绿色转型，应该从“源头”着手，让金

融业加入绿色转型行列，首先实现金融业的绿色转型和

可持续发展。目前，绿色信贷的发展是我国商业银行绿色

转型的主要体现，通过绿色信贷，改变以往过度透支环境

和能源的粗放发展模式，引导资金投向绿色产业，同时可

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形成一种能耗低、污染少、环境效

益好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因此，本文将从绿色信贷

的实践及其环境效应来分析如何推动绿色转型的发展，

进而提出相应的建议。

二、我国商业银行绿色信贷的实践

我国商业银行绿色信贷实践主要依靠政策推动，只

有通过政策的不断推动，才能增强商业银行绿色信贷的

自主性，进而扩大绿色信贷规模并促进绿色转型的发展。

（一）商业银行绿色信贷实践的政策背景

绿色信贷在国际银行业当中越来越重要，国际上最

有影响的“赤道原则”和“伯尔第斯原则”是国际银行业开

展绿色信贷实践的操作指南。我国绿色信贷起步较晚，

1981年由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加强

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中规定的“利用经济杠杆”保护环

境的几项政策措施，是我国最早的绿色信贷相关政策。

1984 年，多部门发布了《关于环境保护资金渠道的规定通

知》，提出了环境保护资金来源的八条渠道，明确可以向

银行申请优惠贷款。1995年人民银行发布了《关于贯彻信

贷政策与加强环境保护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1989年和

2005年国务院先后发布《环境保护法》和《关于落实科学

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为建立绿色信贷支持环境

保护制度提供了支持，我国绿色信贷开始受到商业银行

的重视。

2007年，国家环保总局、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发布

了《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标志

着中国正式开始构建“绿色信贷”机制，之后商业银行绿

色信贷得到了快速发展；2008年国家环保总局与世界银

行国际金融公司合作制定的《绿色信贷环保指南》，标志

着中国绿色信贷政策开始走向深入；同年国务院发布《循

环经济促进法》，提出强化银行业金融机构社会责任，要

求限制“淘汰类”授信以支持循环经济；2012年银监会制

定了《绿色信贷指引》；2013年《绿色信贷统计制度》明确

了 12类节能环保项目和服务的绿色信贷统计范畴，统一

了绿色信贷的统计口径，建立了银行绿色信贷考核评价

体系，促进了商业银行绿色信贷规范的发展。2015年银监

会与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能效信贷指引》，进一步明确

了我国绿色信贷支持和限制的目标，以促进绿色转型的

发展。

（二）商业银行绿色信贷实践概况

在绿色信贷政策的推动下，绿色信贷越来越受到商

业银行的重视。据统计，大多数银行都以“绿色银行”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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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目标来践行社会责任。2005年之前，商业银行尚未对绿

色信贷信息进行披露，从 2005年各商业银行开始披露社

会责任报告，其中包括关于环境保护的绿色信贷。2008年
10月底，兴业银行宣布遵循赤道原则，成为中国首家赤道

银行。此后各银行或者践行赤道原则，或者自我建设绿色

信贷政策，或者遵循文件政策等法律法规，积极创新绿色

信贷业务来推动绿色信贷与行业政策的融合，将绿色信

贷指标作为信贷管理的重要决策依据，以推动我国产业

逐步实现绿色转型与升级。2013 年，29 家银行签订《中国

银行业绿色信贷共同承诺》。银监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截

至 2014年 6月末，21家主要银行机构节能环保项目和服

务贷款余额为4.16万亿元，占其各项贷款的6.43%。其中，

工业节能节水项目余额 3 470.1亿元，节能服务贷款余额

349.3亿元，建筑节能及绿色建筑贷款余额 565.4亿元，绿

色交通运输项目贷款余额1.98万亿元。

1. 我国商业银行绿色信贷的规模分析。目前我国绿

色信贷规模还较小，占总贷款规模的比率较低（具体数据

见表1），增长速度较慢。另外，从图1可以看出，一方面，我

国商业银行绿色信贷规模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尤其是

2008 ~ 2012年之间，各银行绿色信贷增速较快，但从2013
年和2014年各银行绿色信贷余额变化来看，增加的较少，

浦发银行、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在 2013年和 2014年绿色

信贷规模相差不大，主要是因为 2013年银监会统一了绿

色信贷的统计口径，各银行绿色信贷的真实状况逐渐显

示出来。另一方面，从结构上看，总量方面五大行绿色信

贷规模远比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规模大，尤其是工商银行

和建设银行；从发展速度上来看，兴业银行作为国内首个

践行赤道原则的银行，近三年绿色信贷规模年均增长超

过 50%。从图 2中也可以看出，兴业银行是绿色信贷占比

最高的商业银行，2014年绿色信贷占比达 18.6%，招商银

行绿色信贷占比为 11.9%，浦发银行为 7.7%，而其他商业

银行都低于平均水平6.4%。

2. 我国商业银行绿色信贷涉及的行业分析。我国绿

色信贷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来支持绿色转型：一方面对绿

色节能环保行业或项目给予信贷支持促进绿色发展；另

一方面对高能耗高污染行业或项目限制贷款甚至收回贷

款，从而退出“两高一剩”领域。从支持的角度来看，根据

《绿色信贷指引》分类标准的 11类绿色信贷支持行业中，

各商业银行的绿色信贷主要集中在生态保护、清洁能源

等绿色经济领域。比如浦发银行绿色信贷主要集中在工

业节能节水环保项目和绿色交通运输项目，这两项加起

来超过绿色信贷总额的 50%。从限制和退出的角度来看，

各商业银行大多实行“环保一票否决”制和黑名单制，各

银行在退出“两高一剩”方面相对执行不明确，可比性较

差，但总的来说无论在信贷总量还是占比上都有一定程

度的下降。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在信息披露方

面，各银行各自为政，有的公布的是占比的降低，有的公

布的是规模的降低，尽管2014年银监会通过《关于绿色信

贷实施关键评价指标的通知》细化了十大具体的“两高一

剩”行业或项目，但各银行披露的信息仍然没有统一标

准；其二，从已披露信息的银行来看，比如兴业银行和浦

发银行，披露的是贷款余额和对公占款，从数据来看，“两

高一剩”行业的信贷规模和占比都有明显的下降。

三、商业银行绿色信贷对我国经济绿色转型的影响

我国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也是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资源环境约束越来越明显。

“十一五”期间环保工作取得

了显著成果，但我国绿色转

型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十

二五”期间，各部门加大了环

保的力度，尤其是商业银行

的信贷支持。从绿色信贷的

发展可以发现，近年来我国

商业银行绿色信贷对绿色转

年
份

2008

2012

2013

2014

兴业银行

规模

33.04

1 126.09

1 780.97

2 960.00

占比

0.8

9.1

13.1

18.6

招商银行

规模

249.28

610.57

1 163.00

1 509.47

占比

3.0

3.2

5.2

11.9

浦发银行

规模

123.44

1 503.59

1 521.04

1 563.74

占比

1.8

8.8

8.6

7.7

工商银行

规模

491.53

5 934.00

5 980.00

6 552.81

占比

1.1

6.8

6.0

5.9

建设银行

规模

1 531.43

2 396.37

4 883.00

4 870.77

占比

4.19

3.2

5.6

5.1

中国银行

规模

NA

2 274.80

2 587.59

3 010.43

占比

NA

3.4

3.4

3.6

交通银行

规模

21.72

1 440.28

1 658.36

1 524.31

占比

0.1

4.9

5.1

4.5

表 1 绿色信贷规模（亿元）及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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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支持力度也在不断强化。部分商业银行对本行绿色

信贷的环境效益进行了预估，主要通过“十二五”规划中

绿色转型的指标来进行估算，包括节约标准煤、节约水等

节能情况以及二氧化碳减排量、COD减排量、氨氮减排

量等主要污染物减排情况。本文也将利用“十二五”规划

的环境指标以及环境目标来分析我国近年来绿色转型的

情况，进而分析绿色信贷支持绿色转型的效应。

1.“十二五”绿色规划及其实施情况。“十二五”规划

是我国首个绿色发展规划，是我国绿色现代化的重要起

点，“十二五”期间经济由黑色发展方式向绿色发展方式

转变。从“十二五”期间的绿色指标来看，我国绿色转型表

现出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大部分规划目标都已提前实

现。从表2可以看出，节约能源、森林资源储蓄以及二氧化

硫减排方面在2014年就已经完成规划目标。第二，森林资

源存量不变，增量为0。森林面积和森林覆盖率、森林储蓄

量都未发生变化，存量上符合规划目标要求，但从变量目

标来看，截至 2014年森林增加量未实现“十二五”规划要

求的覆盖率增加 1.3%、储积量增加 6亿立方米的目标。第

三，主要污染物减排速度快，但基数大，目标实现存在困

难。2014年相对2010年，氨氮和COD排放量总体增长了。

从表 3可以看出，2010年到 2011年，氨氮和COD的排放

量成倍增加，分别达到108%和102%，从2011年开始，氨氮

和COD的排放量才开始逐年降低，2013年相对2011年氨

氮排放量降低了 5.8%，2014年相对 2011年COD排放量

降低了8.2%。由于2011年排放量增加过多，尽管近三年减

排速度较快，但 2015年还是较难达到预期目标。另外，氮

氧化物减排在 2013年完成了 8.9%，但从减排速度来看，

2015年也将超额达标。可见，在“十二五”期间，环境保护

和绿色转型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2. 绿色信贷对经济绿色转型的影响分析。考虑到商

业银行绿色信贷总量数据的难获得性，本文将利用各商

业银行信贷平均增长率来代替绿色信贷，从而分析绿色

信贷增长与节能减排之间的关系。“十一五”规划以来，我

国将环境保护摆在重要的战略位置，十年来，环保工作取

得了显著的成绩，本文将采用 2005 ~ 2014年的数据来分

析绿色信贷变化与绿色转型之间的关系，见图3和图4。在
节能方面，主要采用单位GDP能源消耗量和单位工业增

加值用水量的指标来描述能源节约的表现；在减排方面，

主要采用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指标来描述减

排方面的表现。绿色信贷平均增长率采用兴业银行和中

国工商银行的绿色信贷增长率均值来代表商业银行绿色

信贷增长情况。

图 4 绿色信贷平均增速与污染物减排之间的关系

2015.32 ·93·□

指标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耗比重（%）

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

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

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

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

主要污染物
排放总量减
少（%）

森林增长

二氧化硫

COD

氨氮

氮氧化物

森林覆盖（%）

森林蓄积量（亿立方米）

2015
年目
标值

11.4

0.53

21.66

143

目标
变化
率

3.1%

16%

17%

30%

0.03%

8%

8%

10%

10%

1.3%

6

2014
年实
际值

10.9

21.66

151.37

变化率

3.5%

24.1%

NA

30.1%

NA

9.6%

-182%

-104%
（2013年）

8.9%
（2013年）

0

0

表 2 “十二五”绿色规划目标及绿色转型情况

注：变化率为2010年到2014年的综合变化率。

绝对值
（百万吨）/
变化率（%）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

氨氮

COD

2014年

绝对
值

19.74

NA

NA

22.94

变化
率

-3.4

NA

NA

-2.4

2013年

绝对
值

20.44

22.27

2.45

23.52

变化
率

-3.5

-4.9

-3.2

-2.9

2012年

绝对
值

21.18

23.38

2.53

24.24

变化
率

-4.5

-2.7

-2.7

-3.0

2011年

绝对
值

22.18

24.04

2.60

24.99

变化
率

+1.3

NA

+108.3

+101.9

2010年

绝对
值

21.85

NA

1.20

12.38

表 3 主要污染物减排情况

图 3 绿色信贷平均增速与能源节约之间的关系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历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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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3和图4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绿色信贷的平均增速与节能减排基本成正向

关系，绿色信贷规模越大，增速越快，节能减排量越多，不

足的是存在明显的时滞。在2008 ~ 2009年间，绿色信贷平

均增速与节约能源和减少用水量上有一定的反向关系，

绿色信贷增速上升，能耗和用水量降低速度反而下降了，

但 2010年节能量明显增加。

第二，绿色信贷在促进节能和减排的效应上有明显

的差异。由于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绿色信贷规模主要集

中在工业、农业节能节水以及节能环保项目上，显然对企

业高能耗的限制和节能的支持相对效果更明显一些。相

比之下，在减少污染排放方面效果较差，尤其是2010年到

2011年之间，尽管绿色信贷增速减慢，但是污染物排放不

减反增，主要因为在“十一五”和“十二五”的间隙，银行和

企业践行绿色目标的激励降低，可见，银行和企业践行绿

色政策推动绿色转型的自主性较弱。尽管商业银行绿色

信贷中约30%投向的是绿色交通运输项目，但来自汽车排

放物的污染降低效果较差，这主要说明目前我国绿色消

费观念比较淡薄，居民绿色生活意识基本没有形成。

第三，“两高一剩”的退出机制在节能减排的效果上

更明显。我国商业银行还通过退出“两高一剩”行业或项

目来减少对高污染高能耗行业或项目的投入，因此，节能

减排的效果还受到商业银行对“两高一剩”行业或项目的

贷款限制的影响。而在2008年之前，各商业银行主要采取

的是限制措施，无论是节能还是减排方面效果都更好一

些，2005 ~ 2007年，单位GDP能耗降低和单位工业增加值

用水量大幅降低，废水废气的排放量也明显减少；2008年
以后，推行绿色信贷等绿色金融政策，加大对节能环保行

业的支持力度，绿色信贷支持和高污染高能耗信贷限制

并行，从数据上来看，同时受绿色信贷增速下滑的影响，

节能减排的速度明显下降了。

四、商业银行绿色信贷推动绿色转型发展的建议

绿色信贷在国外起步较早，发展趋于完善，绿色信贷

已经渗透到从日常生活到企业运营的各个领域，全方位

推动了社会的节能环保和可持续发展，包括项目融资、绿

色信用卡、运输贷款、汽车贷款、绿色建筑贷款等。从以上

分析可见，我国绿色信贷起步晚，还处于不断摸索不断规

范的初期阶段，对我国绿色转型发展有一定的贡献。在全

球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我国经济的绿色转型会经历较

长的过程，而绿色信贷是推动绿色转型发展的有力手段。

1. 建立商业银行绿色信贷监督和激励机制，提高社

会责任要求，增强商业银行自主性。在“两高”企业的融资

规模限制和退出方面，由于很多企业是规模大、信誉好的

优良客户，银行从自身经营角度考虑，往往还是要争取这

些企业作为其信贷客户，从而不利于绿色转型。因此要建

立激励约束机制，严格限制违规投放信贷，但也要考虑到

银行经营风险，对高污染高能耗项目的贷款逐渐退出，也

起到稳定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

在节能环保项目的信贷支持方面，由于我国绿色技

术较弱，绿色产业成本较高、发展较慢，导致绿色信贷项

目往往是高风险、回收期长而收益小的项目，商业银行提

供信贷的积极性不高。首先，银行要加强对产业政策的研

究和跟踪，根据产业政策适时调整信贷政策以控制风险；

其次，监管部门要强化银行的社会责任，在社会责任报告

中对绿色信贷相关信息进行及时完整的披露，完善绿色

信贷评估和考核，落实绿色信贷政策，设立相应的惩罚机

制；最后，要对严格执行绿色信贷政策的商业银行给予奖

励，比如减免税收、由财政贴息等提高商业银行推行绿色

信贷的积极性以引导资金进入环保领域。

2. 加大绿色建筑信贷规模，发展绿色建筑推动绿色

转型。建筑业也是我国能源消耗最主要的行业之一，建筑

业的发展造成了能源消耗量大、污染严重等问题。因此发

展绿色建筑是推动绿色转型、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

键。但目前商业银行绿色建筑的信贷规模较小，因此银行

应加大对绿色建筑相关的信贷投入。一方面，着重绿色建

筑技术研发，给绿色建筑技术研发提供优惠的项目贷款；

另一方面，为节能环保建筑提供优惠开发贷款，鼓励开发

商开发绿色建筑。另外，为居民购买绿色建筑提供优惠消

费信贷，鼓励居民选择绿色生活方式。

3. 推广绿色生活方式，增强居民绿色意识，创新绿色

消费信贷。我国居民绿色生活观念薄弱，包括家庭用水用

电、出行方式、生活习惯等方面都造成了一定的能源浪费

和环境污染。因此，应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绿色生活方式，

传播绿色知识，增强居民绿色意识。同时，商业银行可利

用资金手段加速绿色生活理念的传播，推广绿色信用卡，

向购置节能房屋、节能汽车、节能电器的消费者提供优惠

消费贷款，引导居民逐渐形成绿色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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