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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发展绿色金融已经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支付清算行

业作为最重要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如何更好地拥抱“绿色”也成为重中

之重，这不仅关系到支付行业自身的转型与优化，也影响到支付对经济金

融活动的支撑效果。 

一、概念边界的进一步探讨 

（一）什么是绿色 

2016 年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委发布《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

见》，指出：绿色金融是指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

利用的经济活动，即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

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务。在 2022 年

人民银行研究工作电视会议上，又指出人民银行研究系统要以支持绿色低

碳发展为主线，继续深化转型金融研究，实现绿色金融与转型金融的有序

有效衔接，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举措。实际上，转型金融与绿色金融

相比，所支持的是高碳排放领域的实体或经济活动，而绿色金融则以支持

低碳经济活动为主。 

除了绿色和转型之外，可持续、环保、ESG、循环经济等都或多或少

与绿色发展的理念相关。由此，究竟“绿色”的内涵和目标如何定位，直

接影响到绿色支付的核心价值与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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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什么是支付 

根据现有央行统计口径，从支付工具的视角看，2021 年非现金支付业

务 4415.56 万亿元，具体包括银行卡、票据、贷记转账等其他结算业务，

其他结算业务包含直接借记、托收承付及国内信用证业务。由此，非现金

支付与现金支付相比，或者不同支付工具之间相比，是否“绿色程度”有

差异，就值得进一步分析与思考。 

从支付渠道的视角来看，2021 年银行处理电子支付业务 2976.22 万

亿元，主要是指客户通过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ATM、POS 和

其他电子渠道，从结算类账户发起的账务变动类业务笔数和金额。包括网

上支付、电话支付、移动支付、ATM 业务、POS 业务和其他电子支付等

业务类型。非银行支付机构处理网络支付业务 355.46 万亿元，主要包含

支付机构发起的涉及银行账户的网络支付业务量，以及支付账户的网络支

付业务量，但不包含红包类等娱乐性产品的业务量，同时实体商户条码支

付业务数据也由网络支付调整至银行卡收单进行统计。可以看到的是，不

同电子渠道之间、银行和非银行支付主体之间，都或许有“绿色”差异。 

（三）什么是绿色+支付 

绿色支付可以有三个层面的内涵。一是狭义内涵，即绿色的支付，加

上服务对象也是绿色经济活动；二是中间内涵，即运用所有支付手段，更

好地服务绿色发展；三是广义内涵，即只关注支付自身的绿色化，对服务

对象没有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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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绿色目标与定位，包括工具、渠道、主体在内的支付内涵多元

化，二者叠加在一起，必然产生更加模糊的绿色支付认识范畴。未来除了

需更好地进行深入辨析，也可抓住“移动支付”这一零售支付的“明珠”，

来看如何践行绿色支付理念。 

所谓移动支付也是宽口径概念，我们将其界定为允许用户使用其移动

终端（通常是手机）对所消费的商品或服务进行账务支付的一种服务方式。

从支付手段看，既包括传统的远程和近场支付，也包括条码支付等新方式；

从支付主体看，则将银行及第三方支付机构的移动支付业务均纳入其中。

需要注意的是，移动支付的发展不仅仅是支付手段的移动化，而且还包含

了支付技术与服务的其他进步，如相配套的生物信息识别技术，资金账户

结构的优化、支付信息收集与处理的机器学习方法等等。因此，移动支付

也是一个系统，其绿色发展也意味着与外部社会经济体系协同方式的优化。 

二、绿色支付的功能与价值 

无论如何对绿色支付予以界定，其存在的最终意义，都是与绿色发展

路径更加契合，最终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体现出应有的功能与价值。对此，

我们认为包括如下重点。 

（一）在工具层面体现出绿色 

支付最基础的功能，就是完成货币资金转移，承载经济、金融交易的

顺利进行。就此而已，绿色支付可能表现为三方面：一是促使支付活动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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