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银行行长刘金：金融机

构如何支持绿色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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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金 

中国银行行长刘金出席全球财富管理论坛 2021 北京峰会并作主题发

言时表示，金融机构是支持经济绿色复苏的主力军，商业银行正从公司金

融、个人金融等多方面加强对环保生态环境、清洁能源等绿色产业的支持，

促进煤炭、石油、交通等行业高质量转型。当前，绿色信贷已在绿色金融

中占比高达 90%以上，绿色消费贷、绿色信用卡、绿色存款为代表的绿色

零售产品陆续推出。下一步将继续丰富产品供给，提高服务精准度。值得

注意的是，金融机构碳中和是国家碳中和的关键一环，须坚定自身发展战

略，优化机制体制，把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公司治理和经营管理，增强绿色

金融内生动力，以高质量金融服务和高水平金融开放为全球绿色治理贡献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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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主旨演讲全文。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参加“全球财富管理论坛 2021 北京峰会”，

探讨全球绿色复苏与 ESG 投资机遇这一热点话题。 

刚才各位嘉宾的发言给我启发很大，受益匪浅。经历了疫情的考验，

全球经济绿色复苏已成为广泛共识，低碳转型正在加速。中国提出“30·60”

战略目标、美国重返巴黎协定、欧盟推出全球首个碳边境税，全球三大碳

排放经济体相继出台重大举措，彰显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与此同时，

企业、金融机构等微观主体积极自主支持绿色复苏，参与全球绿色治理，

绿色发展、负责任投资、运营碳中和等逐渐成为潮流和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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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程当中，金融机构是支持绿色复苏的主力军，可以从三个方

面来体现金融机构对绿色发展的作用。 

第一，用金融服务推动关键领域绿色发展。 

银行层面的金融服务包括对公和对私两个领域。在公司金融方面，加

速发展节能环保、生态环境、清洁能源等绿色产业，促进煤炭、石油、交

通等高碳产业转型升级，辅之以碳汇、碳捕集等负碳排放技术，是发展绿

色低碳循环经济的关键。这些产业和项目往往处于成长阶段，对资本积累

要求高，发展前景存在不确定性，更加倾向于多元化融资渠道、全生命周

期的服务模式。目前，全球绿色金融仍处于发展初期，规模较小，产品创

新性、适配性、针对性依然不足，特别是在绿色低碳转型需求尤为迫切的

发展中国家。在中国，近年来绿色金融快速发展，绿色信贷已超过 12 万亿

元，绿色债券超过 8000 亿元，有人称之为“from zero to hero”。但是，

我们也看到绿色信贷占绿色金融的比重达到 90%以上，其他金融产品包括

绿色债券供给相对不足。 

下一阶段，公司金融应充分发挥“主力军”担当，在产业绿色低碳转

型的“主战场”发挥关键作用，进一步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精准度。

积极开发能效信贷、环境权益抵质押融资、蓝色债券、碳中和债等新型产

品；加快综合化转型，以绿色股权投资、绿色并购基金、绿色信托计划等

满足客户多元化的需求；深入参与碳市场交易，推出碳期货、碳期权、碳

掉期等金融衍生品，发展碳质押、碳回购、碳托管、碳咨询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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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个人绿色金融业务应发挥需求侧的绿色引领作用。生产以消费

为终结，个人消费行为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产过程的碳排放规模。做好绿

色低碳转型的需求侧管理，即通过改变民众的生活方式实现减排，意义重

大。 

目前，以绿色消费贷、绿色信用卡、绿色存款等为代表的绿色零售产

品陆续推出，但供给依然不足。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应加大对个人需求端

绿色环保行为的金融支持，探索建立积分制的碳普惠平台，采集公民在绿

色生活、绿色出行、绿色循环等多维度场景的减排行为，科学量化形成碳

减排数字账本，依据客户的绿色评分给予特定支持或授信优惠；创新推出

个人绿色信贷和绿色存款产品，与消费金融、科技金融、乡村金融、生态

农业等领域深度融合。 

第二，努力实现自身运营、投融资组合的碳中和，助力构建零碳经济

体系。 

金融机构的碳中和是国家碳中和的关键一环，需要逐步实现自身运营

和对客户投融资组合的双向零碳目标，助力构建多主体的零碳经济体系。

最近，中国银行从总行大楼到各分行办公大楼都开始了自身碳运营的评估、

设计和改造，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总行和各分行大楼都会成为自身碳运营

的主体。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发达国家的许多大型银行已经实现了不同范

围内的运营碳中和，发展中国家银行业仍面临较大挑战。 

除了自身运营碳中和以外，投融资组合碳中和是更加长远和宏大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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