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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施懿宸、包婕、刘苏煜 

引言：随着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发布《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标

志着我国金融机构机构环境信息披露试点工作已取得一定成效，金融机构

环境信息披露进入有政策引导、有依据可循的阶段。基于我国金融机构环

境信息披露的起步和发展，本文将对国内外环境信息披露发展现状进行分

析，旨在为国内金融机构披露环境信息提供相关建议和参考。 

 

一、国际环境信息披露发展 

（一）气候相关财务信息工作组（TCFD）披露意见 

2015 年 12 月，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牵头业界成立了气候相关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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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旨在为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评估气候相关

风险和机遇提供框架和建议，提供清晰可靠的气候信息披露框架和标准。

2017 年 6 月，工作组发布《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建议报告》（简

称“TCFD框架”）。 

工作组建议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的编制者在其公开的年度财务申报

中披露该等信息。工作组将气候相关风险划分为与低碳经济转型相关的风

险和与气候变化的实体影响相关的风险两大类。TCFD 框架围绕作为组织机

构运营方式核心要素的四项主题——治理、战略、风险管理以及指标和目

标，提出 11 项具体的建议信息披露内容，建构其披露建议和信息框架。 

 

图 1 TCFD 环境信息披露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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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TCFD 

除此之外，为了更好地帮助投资者了解气候变化对组织机构可能产生

的影响，TCFD 框架设置了关于组织机构战略的适应力的披露，建议通过情

景模式评估气候相关问题及其潜在财务影响，将不同气候相关情景纳入考

量（包括 2°C（或更低温度）情景），评估该种情境下可能对组织机构的业

务、战略和财务规划所产生的影响。并在相关网站上补充了《在气候相关

风险和机遇信息披露中使用情景分析》，提供了跟多关于气候情景类型、情

景分析应用和情景分析执行中主要挑战的信息。工作组认为，情景分析对

于不断完善有利于决策的气候相关财务信息的披露而言非常重要。 

（二）国际上其他气候信息披露制度发展 

受到 TCFD 框架影响，当前很多其他披露标准是基于 TCFD 框架进行

的扩展、细化。例如，美国的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SASB）与气候

披露标准委员会（CDSB）针对 TCFD 框架，合作发表了《TCFD 实施指引》，

透过 CDSB 的披露框架及 SASB 的披露标准将 TCFD 建议的气候风险披露

更有效地落实，通过将企业的气候风险与机遇转化成财务数据，为企业提

供更行之有效的落实办法。其中，企业可以参考 SASB 披露标准中的量化

指标进行披露，如商业银行需要披露按照赤道原则提供融资的项目数，气

候导致其不良贷款、资本支出、抵押物价值等指标的变化等。 

除此之外，2000 年，由第三方机构独立运作的碳信息披露项目（CDP）

成立，CDP 通过问卷的形式为大型企业提供一个披露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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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的渠道，企业可以自愿参与问卷调查选择公开，以此来帮助引导组织机

构形成碳交易和碳排放方面的信息披露标准，更好地应对气候问题。由于

缺少相关制度的约束，CDP 披露的形式更为灵活，但在内容上缺乏统一性。 

二、我国环境信息披露发展 

（一）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 

2021 年 7 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

这是我国制定的第一批绿色金融标准之一。目前，该指南已经在绿色金融

改革创新试验区开展试行，部分试验区已实现区域内金融机构环境信息完

全披露。《指南》对金融机构在环境信息披露过程中遵循的原则、披露形式

和披露内容进行了要求。建议金融机构每年至少对外披露一次本机构环境

信息，可以选取不同的披露形式对外披露，鼓励编制和发布专门的环境信

息报告。 

在披露内容方面，金融机构需报告与环境相关的治理结构、政策制度、

相关产品与服务创新、风险管理流程、环境因素对金融机构的影响、投融

资活动的环境影响、经营活动的环境影响和其他环境相关信息等。《指南》

分别对不同类别的金融机构给予了环境影响和环境风险测算的披露建议。

其中，建议商业银行可以采取具有公信力的计算方法或委托有相应资质的

第三方，计算自身的投融资环境影响。《指南》也提出，建议金融机构通过

情景分析或压力测试方法量化环境因素对金融机构自身或其投资标的产生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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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人民银行研究局表示，下一步，他们会加大力度，进一步推动金

融机构开展环境信息披露，从披露范围、披露内容、披露精细度等方面循

序渐进地完善相关披露准则。 

（二）国内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发展 

我国监管层面早期对金融机构在环境信息披露方面的要求主要融合在

社会责任相关披露内容中，缺乏针对性的披露指引。2009 年，中国银行业

协会发布《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企业社会责任指引》，从经济责任、社会责

任、环境责任、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四个方面对银行业金融机构作出了建议，

信息披露方面，要求每年六月底向中国银行业协会提交上一年度的企业社

会责任报告。而随着“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监管层面对环境风

险管理和环境信息披露的重视度提升到一定高度，并陆续发布了一系列相

关政策引导金融机构披露环境信息。2021 年 3 月，《深圳经济特区绿色金

融条例》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部绿色金融法规，同时也是全球首部规范

绿色金融的综合性法案。其中，《条例》建立了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

明确了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形式、时间和方式等要求以及未按要求披露

环境信息企业的法律责任。2021 年 5 月，生态环境部发布《环境信息依法

披露制度改革方案》，主要从明确披露主体、确定披露内容、及时披露信息、

完善披露形式、强化企业管理等 5 个方面，明确了建立健全环境信息依法

强制性披露规范要求的工作任务。并提出到 2025 年，要基本形成环境信

息强制披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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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内外商业银行气候信息披露现状的对比 

（一）国际落实披露的情况综述 

TCFD 框架自发布以来，得到了全球范围内的响应与支持。到现在，

TCFD 框架已经获得全球 88 个国家、超 2300 家机构的支持，涉及政府部

门、公共组织、中央银行、监管机构、国有企业等各类非金融和金融机构。

其中，商业银行大约占 180 家。 

2020 年，英国成为首个强制执行气候信息披露的国家，并已经立法强

制行 TCFD 信息披露。英国从 2021 年开始将逐步开展大型上市公司和金

融机构的强制性 TCFD 报告，首批为 PRA 监管的保险公司、银行、建房互

助协会和超过 50 亿英镑的职业养老金计划。宣布到 2023 年将有相当一部

分强制性要求投入实施，到 2025 年对英国非金融和金融行业推进强制性

的 TCFD 一致性披露。现在，大部分英国组织机构已经将气候变化视为常

规金融风险，而不是简单地将其归纳为企业社会责任问题。 

作为另一个宣布将进行气候信息强制披露政策的国家，新西兰政府计

划最早自 2023 年起，要求总资产或管理资产超过 10 亿新西兰元的金融机

构必须按照 TCFD 框架披露相关气候信息。同时，欧盟、日本、澳大利亚

也等也鼓励企业以 TCFD 为框架开展气候信息披露，并不断推动落实强制

性披露的相关政策。除此之外，欧盟还要求任何与欧盟有贸易往来的非欧

盟公司也需按照要求进行环境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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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要国家气候信息披露相关要求基本情况整理 

 

（二）国内落实披露的情况 

我国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的发展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长期

的试点和推广。2017 年 12 月 5 日，中英经济财金对话上，中英金融机构

气候与环境信息披露试点工作启动。工商银行与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组织

（UNPRI）分别担任中方及英方试点牵头机构，共同组织推动试点金融机

构根据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气候信息披露框架进行环境

信息披露。之后，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 和伦敦金融城联合发

起气候与环境信息披露试点项目，自愿参与该项目的金融机构已经从当时

的 10 家扩展到现在的 13 家，涵盖银行、信托、保险等各类金融机构。 

2019 年，作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湖州市发布了《金融机构环

境信息披露三年规划（2019-2021）》，制定了环境信息披露框架，覆盖辖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47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