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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地区出现严重旱情，气候风险防控获更高关注

2021 年 12 月 7 日，深圳市节约用水办公室向全体市民发出一则节约用水倡议，称

今冬明春供水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全民节约用水刻不容缓。自 2019 年秋季以来，广东

省由于持续少雨，主要江河水位比往年同期明显偏低，全省多地面临干旱挑战。据官

方介绍，在同样程度的旱情下，1963 年的受灾后果远没有现在严重，随着人口增加、

经济急速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的用水需求剧增。有专家表示，此次旱情与全球变暖加

剧气候系统不稳定和水循环有关，说明气候风险对经济、民生的影响正在加剧。主要

关注点如下：

第一，气候风险造成的后果更加复杂。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我国许多地

区面临更加频繁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冲击，对水资源、生态系统、人居环境、城市

和农村地区都带来不同程度的不利影响。近 20 年来，中国的气候风险在全球近 200 个

国家和地区中处于高风险位置，多年位居全球前 30 位。2021 年 7 月 17 日河南省郑州

等地暴发的持续性强降水天气，暴雨引发的洪涝和次生灾害造成河南省1144万人受灾。

除了干旱和水灾，超高温、暴雨、台风及导致的电荒、菜价上涨等事件都有发生，异

常气候频繁地发生在真实生活中，气候风险已远不只是绿色环保和碳中和达标的问题。

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

的建议》中也特别提出，我国将要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把安全发展贯穿发展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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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和全过程，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气

候风险防控工作迫在眉睫。

第二，气候风险已成全球经济最不稳定因素。根据明晟指数发布的《2021 年全球

机构投资者调查》，在资产规模超过 2000 亿美元的机构投资者中，近三分之一表示未

来三至五年气候风险是对机构投资方式的最大影响因素。世界各国政府均已意识到气

候风险造成的不良后果。极端气候变化深刻影响全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各国

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国土安全和水资源保障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给经济增长造成负

面影响。一是气候造成的天灾会导致直接经济损失，给实体经济带来冲击。例如，今

年 2 月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寒潮，就致使德州最大的电力公司布拉索斯电力合作公司破

产，经济损失高达 1950 亿美元。二是频发的自然灾害对保险公司面临的索赔频率和金

额远超过预期。据统计，2021 年上半年，极端天气让全球保险公司损失 400 亿美元，

是有记录以来的同期第二大损失。三是各国为了完成碳中和目标，前期都要付出高额

的成本和财政支出，短期内会制约经济增长速度。此外，碳中和推动化石能源产业转

型，更高的碳排放标准和环保要求会增加相关企业经营成本，如更换设备、改用清洁

能源、对碳排放征税等，这也会导致相关企业的利润下降，偿债能力下降、违约风险

增加。虽然在碳中和背景下，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对各国经济结构

带来长久且深远的影响，但各国的气候变化应对能力也将成为未来国际力量对比变化

的关键因素。

第三，银行对气候风险防控应更加积极、主动。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在气

候变化趋势下无法独善其身，业务经营受到冲击不可避免。比如，当气候变化导致受

灾地区抵押物受损或贬值，以及企业丧失偿债能力，银行贷款质量就会下降，贷款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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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概率和违约损失都会上升。鉴于此，银行需未雨绸缪，做好防控气候风险的充分准

备。 一是完善气候风险管理机制，加强气候风险的员工培训和队伍建设，将气候风险

纳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考虑气候风险与各类风险的关联和传导路径，利用大数据、

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实现气候风险的识别、计量、评级、监测、控等全流

程管理，同时做好气候风险客户的排查、分类、预警、压力测试等工作。二是加强宏

观政策的研究，提高对全球气候变化、气候政策的敏感度，主动跟踪分析热点事件和

关键数据信息，研判我国“双碳”背景下经济结构、能源结构、产业结构转型路径，

前瞻性调整优化投融资策略，为政府提出有价值的意义和建议。三是创新金融服务产

品，扩展支持服务对象。贯彻落实国家绿色信贷投放要求，推进投融资结构向绿色低

碳转型，包括对绿色资产（清洁能源发电、新能源汽车、氢能、储能等）加大授信支

持力度。对棕色资产（高污染、高碳、高能耗和高水耗等非资源节约型、非环境友好

型等）要推动行业实现良性转型升级或稳妥退出，把握好节奏。同时银行还可以研究

支持其他灾害预防设施建设项目，比如下水管道、海水淡化设备等，努力做到全方位、

多角度应对、防控气候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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