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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绿色金融的发展规模领跑世界，但绿色投资需求缺口仍然较大。就

“30·60”目标实现的资金需求来看，我们总结了 10 家学术和商业研究机

构的结论：碳达峰的年度平均资金需求在 1.42万亿-7.7万亿；碳中和的年

度平均资金需求在 1.8万亿-3.9万亿。 

 学术机构：一方面，就碳达峰目标实现所需的资金需求，中国人民大学“绿

色金融改革与促进绿色转型”课题组指出 2015 至 2030 年，中方案需求为

70.1 万亿元；高方案资金需求共计 123.4 万亿元，年度平均资金需求分别

为 4.4 万亿元/年和 7.7 万亿元。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的研究显示，中

国 2030年实现碳达峰，每年需要资金 3.1万亿-3.6万亿；中财大绿金院认

为：为实现我国 2030 年“碳达峰”的目标，自 2021 年起累计绿色投资需求

保守估计是 14.2 万亿元人民币，即年度平均需求 1.42 万亿人民币。另一

方面，就 2060年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多数研究认为，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

需要的投资规模在 100 万亿元以上。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院发布的《中国长期低碳发展战略与转型路径研究》报告指出，实现 1.5℃

目标导向转型路径，需累计新增投资约 138 万亿元人民币，即年度新增投

资约 4.6 万亿元人民币，每年投入超过 GDP 的 2.5%；而复旦大学绿色金

融研究中心主任陈诗一教授指出我国实现碳中和所需投资约为 68.63 万亿

元，即年度平均所需投资 1.8万亿元。 

 商业机构：红杉中国和波士顿咨询测算 2021-2060 年，我国绿色投资年均缺

口约 3.84 万亿元；中金公司指出实现碳中和目标大约需 140 万亿元的绿色

投资，年为 3.9 万亿；高盛研究指出 2020-2060 年，清洁能源技术基础设

施投资规模将达到 16 万亿美元，每年达到 0.4 万亿美元（按人民币兑美元

6.5:1,合人民币 2.6 万亿）。 

 面对巨大的绿色投资缺口，我国着力推动绿色金融与绿色财政发展。绿色金

融主要由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股权，绿色基金等组成。绿

色信贷是绿色金融的绝对主力产品，中国绿色信贷规模位居世界第一，绿色

信贷资产质量整体良好，结构也更加多元化，2021 年 9 月分主要金融机构

绿色贷款余额 14.78 万亿元，同比增长 27.9%。国内主要银行提供绿色信

贷的积极性不断提升。绿色债券制度起源于 2015 年，已成为绿色金融第二

主力军，发行规模逐渐增大，并且处于不断创新中，截至 2021 年上半年末，

中国境内外绿色债券累计发行规模已突破 1.73 万亿元，从发行主体来看，

以国有企业和高评级主体为主。绿色股权相较前两个工具发展严重不足，据

央行数据显示，2020 年绿色股权占绿色融资 2%，虽然绿色股票指数取得

一定成就，但数量仍然较少。 

 财政政策对绿色转型的作用通过税收政策和政府采购，以及绿色政府基金

体现：税收政策最重要的为《环境保护税法》和《资源税法》的颁布；2018-

2020 年三年生态环保主题专项债发行金额分别为 16.08 亿元、592.11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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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3611.26 亿元。“十三五”期间，我国节能环保支出预算达 2.99 万亿元。

我国绿色政府基金主要有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和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同

时，政府绿色采购政策的完善，能够起到绿色消费的示范作用。 

 生产数据：动力煤价格较上周下降 10.5%，铁矿石价格上涨 4.1%，螺纹钢

价格上涨 2.1%。螺纹钢期货库存继续消解，本周下降 25.2%。本周高炉开

工率为 46.7%，较上周下降 1.1 个百分点。CRB 商品下降 0.8%，原油上涨

6.1%，铜、铝现货分别下跌 0.2%和 1.1%。 

 需求：房产需求、土地供应、成交数据同比上月同期有所下降。30 大中城

市房地产成交面积（12.04-12.10）同比上月同期下降 2.9%，同比去年同期

下降 29.2%。100 大中城市土地供应面积两周数据（11.22-12.05）同比上

月同期下降 25.3%，同比去年同期下降 21.5%。100 大中城市土地成交面

积（11.22-12.05）较上月同期下降 2%，较去年同期下降 60.9%。土地成交

溢价率（11.29-11.05）为 2.3%，较上周下降 1.1 个百分点。 

 食品价格：本周食品价格普遍下滑。猪肉和水果价格较上周分别下滑 0.1%

和 0.4%，鸡蛋和蔬菜价格下滑幅度较大，分别为 1.8%和 4.2%。农产品批

发价格 200 指数较上周下滑 1%。月度看，猪肉 12 月均价 24.6 元，11 月

均价 24 元，环比上涨 2.5%。鸡蛋 12 月均价 10.2 元，11 月均价 10.6 元，

环比下降 3.8%。蔬菜 12 月均价 5.4 元，11 月均价 5.7 元，环比下降 5.3%。

水果 12 月均价 6.1 元，11 月均价 6 元，环比上涨 1.7%。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 12 月均值为 128.2，11 月均值为 129.8，环比下降 1.2%。 

 流动性：本周一，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于 2021 年 12 月 15 日下调金融机构

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不含已执行 5%存款准备金率的金融机构），

本次下调后，金融机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为 8.4%，预计释放了 12000

亿流动性，关注本周 15 号 9500 亿到期 MLF 续作情况。本周 OMO 投放

500 亿元，到期 2300 亿元，本周实现净投放-1800 亿元。1 年期 AAA 同业

存单利率收报 2.68%，较上周下降 3BP。本周 DR007 与 7 天逆回购利率的

差值在 12 月 6 日最低，低于后者 1.3BP，在 12 月 9 日差值最高，比后者

高出 19.5BP，平均比 7 天逆回购利率高 9.7BP。1 年期 AAA 存单利率均低

于 1 年期 MLF 利率，差值最低 26.3BP，最高 26.9BP，平均低 26.7BP。

国债收益率短端（1 年期）和长端（10 年期）较上周持平，分别收报 2.32%

和 2.9%。DR007 较上周下行 1BP，收报 2.16%。本周沪市上涨 1.55%，

创业板下跌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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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绿色投资需求巨大，亟需完善绿色融资体系 
 

2020 年 9 月，我国向全世界做出了中国将在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

这个承诺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的里程碑事件，也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性贡献。同时，碳达

峰、碳中和被写入中央各类重要政策文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十四五”规划纲要、政府工作报告等均明

确提及。绿色债券，绿色信贷等绿色金融产品逐步发展起来，但是目前绿色投资缺口依然巨大。就“30·60”

目标实现的资金需求来看，我们总结了 10家学术和商业研究机构的结论：碳达峰的年度平均资金需求在 1.42

万亿-7.7万亿；碳中和的年度平均资金需求在 1.8万亿-3.9万亿。这 10家机构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绿

色金融改革与促进绿色转型”课题组，国家发改委，中财大绿金院，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复旦大学绿色金融研究中心，红杉中国，波士顿咨询，中金公司，高盛研究。 

2015年 9月 30日，中国人民大学“绿色金融改革与促进绿色转型”课题组核算，2015至 2020年，中国

低方案绿色融资需求为 14.6万亿元，高方案资金需求为 30 万亿元；2015至 2030年，中方案需求为 70.1万

亿元；高方案资金需求共计 123.4 万亿元。“低方案”是指落实目前已经制定的环境规划、计划和标准所需

要的资金，“中方案”是基于当前规划以达到环境标准所需要的资金，“高方案”是基于环境无退化原则、

提高环境标准、实现更高水平环保目标所产生的资金需求。 

2020 年，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的研究显示，中国 2030 年实现碳达峰，每年需要资金 3.1 万亿-3.6

万亿；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需要在新能源发电、先进储能和绿色零碳建筑等领域新增投资 139万亿。然而

当前的资金供给严重不足，每年只有 5265亿元，资金缺口超过 2.5万亿。 

2020年 10月 25日，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发布的《中国长期低碳发展战略与转型路径

研究》报告提出，实现 1.5℃目标导向转型路径，需累计新增投资约 138 万亿元人民币，每年投入超过 GDP

的 2.5%。该报告分别从政策情景，强化政策情景，2℃情景和 1.5℃情景对 2020-2050 年各部门的总投资需求

进行测算。以能源供应需求为例，从总量来看，按 2015 年不变价，2020―2050 年累计能源供应投资需求从

53．7×104亿元攀升到 2℃情景下 99．1×104亿元和 1．5℃情景 137．7×104亿元。其他包括工业、建筑、

交通等能源终端需求部门的总投资构成如表： 

图表 1：2020-2050各种情境下总投资需求/104亿元 

 

情景 能源供应 工业 建筑 交通 总计 

政策情景 53.71 0.00 6.29 10.51 70.51 

强化政策情景 77.89 0.39 7.42 13.99 99.69 

2℃情景 99.07 2.66 7.94 17.57 127.24 

1.5℃情景 137.66 7.18 7.88 21.66 174.38 

来源：《中国长期低碳发展战略与转型路径研究》，莫尼塔研究 

2021年 6月 23日，中财大绿金院根据基于宏观经济学内增长模型计算表明，为实现我国 2030年“碳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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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的目标，自 2021年起累计绿色投资需求保守估计是 14.2 万亿元人民币，而目前财政资金预估只能满足

10%-15%的气候资金需求。 

2021年 9月 28日，复旦大学绿色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陈诗一教授在主题为“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讲座中指出：以碳达峰与碳中和为例，实现双碳目标需要排放机构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清洁煤技术，预计

我国实现碳中和所需投资约为 68.63 万亿元。其中，政府资金只能覆盖很小一部分，缺口要靠市场资金弥补。 

除了以上高校以及政府机构，咨询公司以及研究公司也给出了关于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所需的资金

预测：1.2021年 4月 22日，红杉中国的测算结果表明，2021-2060年，我国绿色投资年均缺口约 3.84万亿

元，其中，2021-2030 年平均缺口约 2.7 万亿元，2031-2060 年平均缺口约 4.1 万亿元，碳达峰以后资金缺

口将明显扩大；2.2021年 12月 1日，波士顿咨询（BCG）在北京发布报告指出 2021年至 2060年，中国的绿

色投资年均缺口约 3.84万亿元，而且政府出资仅占 10%-15%，社会融资机遇巨大。3.2021年 3月 24日，中

金公司研究部和中金研究院的报告《碳中和经济学：新约束下的宏观与行业分析》指出：至 2060年实现碳中

和目标，大约需 140万亿元的绿色投资。其中，前 10年年化投资需求为 2.2万亿元，后 30年年化投资需求

为 3.9 万亿元。4.2021年 1月 20日，高盛研究的投资展望提出，中国实现净零碳排放，预计到 2060年清洁

能源技术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将达到 16 万亿美元：其中 9 万亿美元将投向发电领域，不仅指新能源电力，还

包括电网和电力储存的重大升级；1.2 万亿美元将投向新能源车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约 1.2 万亿美元将投向

碳封存（碳捕集和自然碳汇）；2.6万亿美元将投向交通运输系统、工业和供暖领域的氢能基础设施。 

图表 2：各机构关于碳达峰与碳中和绿色投资年度需求预测[1] 

  

序号 发布时间 机构 预测时间段 绿色投资年度需求 

1 2015.09.20 

中国人民大学“绿色金

融改革与促进绿色转

型”课题 

2015-2030 
中方案：4.4万亿元/年；高方案：7.7

万亿元/年 

2 2020 
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

心 

2020-2030 年度资金需求 3.1万亿-3.6万亿 

2020-2060 
新能源发电、先进储能和绿色零碳建筑

等领域年度投资需求 3.4万亿 

3 2020.10.25 
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

持续发展研究院 
2020-2050 

实现 1.5℃目标导向转型路径，需年度新

增投资约 4.6万亿元人民币，每年投入

超过 GDP的 2.5% 

4 2020 
《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研

究报告 2019》 
2020-2050 

中国能源系统需新增年度投资约 3.4万

亿元人民币 

 
1 其中序号为 1，2，3，4，5，6，9 的年度绿色投资需求由莫尼塔研究员根据各机构发布的报告所呈现的总需求/总投

资数据（即人大“绿色金融改革与促进绿色转型”课题，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

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研究报告 2019，中财大绿金院，复旦大学绿色金融研究中心，中金公司）通过年度平均，得到各年度的平均

绿色投资所需。本报告正文呈现了各机构所公布的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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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21.06.23 中财大绿金院 2021-2030 
绿色投资需求保守估计是年度 1.42万亿

元人民币 

6 2021.09.28 
复旦大学绿色金融研究

中心 
2021-2060 

预计我国实现碳中和所需年度投资约为

1.8 万亿元 

7 2021.03.24 
中金公司研究部和中金

研究院 

2020-2030 年化投资需求为 2.2万亿元 

2030-2060 年化投资需求为 3.9万亿元 

8 2021.12.01 波士顿咨询（BCG） 2021-2060 绿色投资年均缺口约 3.84万亿元 

9 2021.01.20 高盛全球投资研究部 2020-2060 
清洁能源技术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将达到

年度 0.4 万亿美元 

10 2021.04.22 红杉中国 
2021-2030 绿色投资年均年度缺口 2.7万亿元 

2031-2060 绿色投资年均年度缺口 4.1万亿元 

来源：莫尼塔研究 

二．绿色金融与绿色财政共同发展，助力减小绿色投资缺口 

面对巨大的绿色投资缺口，我国着力推动绿色金融与绿色财政发展。 

（一）绿色金融政策： 

绿色金融主要由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股权，绿色基金等组成。 

绿色信贷是绿色金融的绝对主力产品，也是最早的绿色金融产品，随着制度建设的不断完善与监管的引

导，我国绿色信贷步入发展的快车道，中国绿色信贷规模位居世界第一，绿色信贷资产质量整体良好，结构

也更加多元化 2021 年 9 月分主要金融机构绿色贷款余额 14.78 万亿元，同比增长 27.9%，较第二季度增加

1.4 个百分点。国内主要银行提供绿色信贷的积极性不断提升，在质押担保方式上不断创新，在发放要求方

面借鉴国际标准。 

绿色债券制度起源于 2015年，在 2016年初由兴业银行和浦发银行首次发行，经历了近六年的发展，相

关制度逐渐完善，已成为绿色金融第二主力军，市场认可度不断提升，发行规模逐渐增大，交易日益活跃，

并且处于不断创新中，在今年已出现“碳中和”债、乡村振兴债券、蓝色债券、可持续发展挂钩等新型绿色

债券品种，监管也齐头并进，跟近产品创新进行监管创新。截至 2021年上半年末，中国境内外绿色债券累计

发行规模已突破 1.73万亿元，从发行主体来看，以国有企业为主，在 2021年发行的绿色债券主体中占比达

68.5%，从评级来看，总体评级较高，2021年发行主体中 AA以上占比达 88.75%。 

绿色股权相较前两个工具发展严重不足，据央行数据显示，2020年绿色股权占绿色融资 2%，目前制约绿

色股权发展的障碍仍有很多。除此之外，我国自 2008年以来推出第一只绿色股票指数以来，绿色股票指数迅

速发展起来，但数量仍然较少，与发达国家上万只绿色股票指数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我国自 2011年开展碳

排放权交易试点，不断完善碳交易制度安排，发展碳金融产品，推动建立排污权、节能权、水权等环境权益

交易市场以及基于各类环境权益的融资工具。2021 年 7 月 16 日，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启动，

这意味着我国全国性的碳排放权交易拉开了序幕。目前，碳排放最新价格进本稳定在 42-44元/吨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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