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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金融机构气候风险管理，稳步推进绿色低碳转型

2022 年 2 月 11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1 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报告》开设“探索开展气候风险压力测试”专栏，显示央行

第一阶段气候风险压力测试已经完成。2 月 18 日，央行副行长刘桂平在《中国金融》

发文，表示要提升金融体系气候风险管理能力。监管对金融机构气候风险管理的要求

逐步提高，主要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第一，气候风险已成为金融机构绿色转型风险管理和资源配置的重要影响因素，

关系到金融体系的稳定。后疫情时期，气候变化是全球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严

重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持续上升。由气候变化引发的气候风

险能够通过实体经济传导至金融机构，据 2021 年安永最新调查显示，气候变化或将成

为银行的头号风险，必须引起高度重视。金融机构面临的气候风险主要有两类，一类

是直接由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导致的物理风险，造成金融资产贬值和损失、实物财产

破坏等，最典型的是在农业、房地产等领域，如部分银行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开发

的物理风险分析工具对农业产量和信用风险进行测试，结果显示当 2040 年全球气温上

升 4 摄氏度时，农业贷款违约率较基准情景高 50%。另一类是转型风险，经济主体在低

碳转型过程中受政策变化、技术变革、投资者偏好改变等出现生产和经营损失，银行

持有这类客户的资产其风险敞口将受到影响，主要体现在煤炭、钢铁等高碳行业，相

关测算显示，煤电企业若不转型或转型失败，未来 10 年信贷不良率或将从当前的 3%

左右上升数倍。因此，气候风险最终可以演化为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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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性风险、声誉风险、运营风险等，易引起风险叠加和连锁反应，不利于金融体系的

稳定，而金融机构为规避风险必然会调整资源配置结构，为其投融资组合碳中和做准

备，这也使得气候风险成为银行客户选择和投融资决策的重要考量因素。

第二，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气候风险压力测试结果良好，低碳转型前景相对乐观，

但碳排放信息披露和数据搜集是较大难点。《报告》首次给出了 23 家主要银行的气候

风险压力测试方法和结果，重点对火电、钢铁和水泥等高碳行业进行测试，在轻度、

中度和重度三种碳价情境下、以 10 年为期限考察碳排放成本上升对企业还款能力的影

响，进而测度对参试银行持有的相关信贷资产质量和资本充足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

这些高碳行业若不进行低碳转型，各情形下企业还款能力出现不同程度下降，值得关

注的是，23 家银行在这三类行业的贷款占比并不高，均通过了气候风险压力测试，银

行业低碳转型前景相对乐观。2020 年以来，银行业对气候风险的关注度和敏感性有所

上升，部分银行根据自身经营情况和客户结构陆续开展气候风险压力测试，尤其是国

有大型银行，测试行业仍主要集中在火电、水泥、化工等高碳行业，少数银行对绿色

建筑、医药等行业进行了气候风险压力测试，压力因素包括环保政策、碳价、行业基

准线、减排技术应用等，银行对气候风险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明显提高。由于业务

侧重范围、客户与资金结构、投资偏好等方面存在差异，各银行在测试行业、压力因

素、评估和计算方法上有所不同，建立了符合自身特色的压力测试体系，但从实践情

况来看存在共通难题，即企业碳排放信息披露不足且口径差异大、数据搜集与管理难

度高等，这也是制约压力测试方法和结果改进的主要因素。

第三，银行业要全面提升气候风险管理能力，与企业合力度过低碳转型“阵痛期”。

《报告》进一步强化了金融机构的气候风险管理，为气候变化纳入风险管理框架提供

思路。从国际来看，2021 年 10 月，美国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发布《气候相关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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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为将气候风险管理纳入金融监管体系提供了路线图；2022 年 1 月，英央行发

布 2022 年在英国际银行的优先事项，宣布从 2022 年起将把气候相关金融风险纳入核

心监管，监管机构对银行业气候风险的管理要求显著加强。银行业要将气候风险纳入

全面风险管理体系，贯穿集团战略、业务、运营和决策等各环节，完善全流程管理机

制；前瞻性调整投融资组合，加强对气候变化和环境政策的跟踪研究，根据气候风险

情况适时调整客户结构，加大对节能环保、清洁能源等绿色产业的支持力度，对传统

高碳客户实行严格的尽职调查程序，重点关注其碳足迹、碳排放报告和减排战略，帮

助高碳转型客户制定个性化的融资策略和减排方案；完善压力测试方法，拓宽行业覆

盖面、实现测试因子多元化，全方位管控潜在风险点；健全智能风控体系，借助金融

工具开发数字化、智能化的气候风险风控平台和共享信息交流平台，提高 ESG 信息搜

集、处理、核算等方面的效率，增强气候风险管理的技术性和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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