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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 月，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下简称“协

会”）正式发布《绿色投资指引（试行）》（以下简称《指引》）。

2019 年起，协会要求资产管理类会员机构根据指引填写绿色

投资自评表并提交自评估结果，协会据此撰写并发布了《基

金管理人绿色投资自评估报告（2019）》。 

2020 年 6 月，协会面向资产管理类会员机构开展了第二

次自评估调查。考虑到不同机构和产品运作差异，2020 年度

绿色投资自评表分为证券版和股权版两个版本，逻辑结构一

致，但具体问题有所区别。本次自评估调查共收到 1398 份

反馈结果1，其中，在三大类 18 条评价项目中，至少有 1 条

评价项目选择“是”的机构共计 475 份2，构成本报告的有效

样本，较去年的 378 份增加 25.7%。 

2020 年证券版绿色投资自评表 243 份有效样本中，公募

基金管理公司 37 家，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 197 家，除

公募基金管理公司之外的证券期货经营机构 7 家，其他类机

构 2 家；股权版绿色投资自评表 232 份有效样本中，私募股

权创投基金管理人 224 家，证券期货经营机构 6 家，其他类

机构 2 家。受有效样本数量限制，下文分析针对公募基金管

理公司、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和私募股权创投基金管理

人三类机构分别展开。 

需要说明的是，2020 年度自评估调查表的考察维度和问

题设计与 2019 年相比有较大不同。在考察维度上，对原 4

个维度的问题予以优化，贴近机构开展绿色投资的流程体

系，将原风险控制及信息披露维度的问题按照公司和产品两

                                                 
1 其中证券版问卷收到 812 份结果，股权版问卷收到 586 份结果。 
2 其中证券版问卷为 243 份，股权版问卷为 232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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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层面的实践逻辑进行重构，形成战略管理、制度建设、产

品运作等 3 个维度；在问题表述上，进一步明确问题指向，

尽量减少理解上的歧义，同时强化了回答为“是”时提供补

充说明材料的要求。本次调查的不足主要是，补充说明材料

难以标准化，未进行核实验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调查结果

的准确性。 

一、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绿色投资体系建设情况 

37 家公募基金管理公司有效样本（以下简称样本公募机

构）绿色投资自评表填写结果统计见表 1。 

表 1 样本公募机构绿色投资自评表填写结果统计3 

评价维度 序号 评价项目 
评价结果 

是 否 合计 

绿色投资

战略管理

情况 

Q1 “绿色投资”是否明文纳入公司战略 15 22 37 

Q2 是否向投资者或公众披露绿色投资战略 8 29 37 

Q3 
是否依绿色投资战略建立公司层面的绿色投资业

务目标 
13 24 37 

Q4 
是否向投资者或公众披露绿色投资业务目标完成

情况 
5 32 37 

Q5 是否有高管或公司级委员会对绿色投资业务负责 28 9 37 

绿色投资

制度建设

情况 

Q6 是否开展绿色投资研究 30 7 37 

Q7 是否建立针对投资标的的绿色评价方法 29 8 37 

Q8 是否建立投资标的的绿色信息数据库 20 17 37 

Q9 是否建立投资标的环境负面清单 15 22 37 

Q10 是否建立已投资标的常态化环境风险监控机制 21 16 37 

Q11 
是否针对投资标的环境风险暴露建立应急处置机

制（如调整投资组合） 
18 19 37 

绿色投资

产品运作

情况 

Q12 是否发行过或正在发行以绿色投资为目标的产品 25 12 37 

Q13 该产品是否遵循特定的绿色投资策略 54 0 54 

Q14 是否向投资者披露该产品遵循的绿色策略 47 7 54 

Q15 
是否设定绿色持仓比例要求（如基金资产不少于

一定比例投向绿色策略所要求的绿色标的） 
45 9 54 

Q16 是否定期披露该产品绿色成分构成与变化 18 36 54 

Q17 是否采取主动措施促进被投企业提升绿色绩效 20 34 54 

Q18 是否向投资者披露该产品的绿色投资绩效 7 47 54 

                                                 
3 表中 Q1-Q12 统计维度为作答的样本公募机构家数，Q13-Q18 统计维度为样本公募机构发行过或正在发行

以绿色投资为目标的产品只数，部分样本公募机构自主填报的绿色投资产品不止一只，表 2 与表 3 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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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上看，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绿色投资制度建设领先于

绿色投资战略管理，已开展绿色投资研究、建立针对投资标

的绿色评价方法的家数明显高于将“绿色投资”明文纳入

公司战略、依绿色投资战略建立公司层面的绿色投资业务目

标的比例，体现出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绿色投资体系建设具有

探索性特征。参见图 1 和图 2。 

 

图 1 样本公募机构战略管理情况         图 2 样本公募机构制度建设情况 

在绿色投资战略管理方面，样本公募机构将“绿色投

资”明文纳入公司战略的比例为 40.5%4。大部分建立了绿色

投资战略的样本公募机构在《指引》发布前已开展绿色投资

制度建设，部分样本公募机构在《指引》发布后开始参照《指

引》探索构建绿色投资管理方法。已将绿色投资明文纳入公

司战略的样本公募机构中，多数提供了关于绿色投资战略的

简要描述，但未提供公司战略完整文本。具备绿色投资战略

的样本公募机构中，约半数向投资者或公众披露了绿色投资

战略，披露渠道包括公司官网、基金合同与招募说明书、第

三方平台等。35.1%的样本公募机构设定了简要的绿色投资

                                                 
4 图 1 中百分比均为作答该序号问题时选择“是”的比例，以下各图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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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目标，但目标完成情况披露度较低，仅有 38.5%。公募

基金管理公司绿色投资战略管理情况符合先有战略再定目

标的一般路径，较低的披露率则显现出公募基金管理公司因

试探性前瞻性布局建设绿色投资而较为谨慎的披露态度。 

此外，约四分之三的样本公募机构有高管或公司级委员

会对绿色投资业务负责。这一比例显著高于绿色投资战略和

绿色投资业务目标。结合 Q5 与 Q6-Q11 来看，公募基金管

理公司绿色投资具有实践先行的特征。 

在绿色投资制度建设方面，有 30 家样本公募机构开展

了绿色投资研究。其中，18 家样本公募机构配有专职部门/

团队/人员开展绿色投资研究，人员合计 83 名；12 家样本公

募机构共配有 80 名兼职人员开展绿色投资研究。29 家样本

公募机构已建立针对投资标的的绿色评价方法，20 家样本公

募机构建立了绿色信息数据库，其中，80%以上的样本公募

机构均为自建，仅少数采取外部购买或与第三方合作开发的

方式。这体现出公募基金管理公司具有鲜明的投研驱动特征

和主动管理意愿，样本公募机构将研究成果应用到绿色评价

方法和绿色信息数据库的转化率较高。从风控的角度

（Q9-Q11）看，约半数样本公募机构建立了投资标的环境负

面清单和已投资标的常态化环境风险监控机制，并针对投资

标的环境风险暴露建立应急处置机制，从而实现投前投中投

后全链条风险控制机制。 

在绿色投资产品运作方面，有 25 家样本公募机构声称

发行过或正在发行以绿色投资为目标的产品，产品只数合计

54 只。54 只绿色投资产品在 Q13-Q18 方面的具体表现，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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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图 3 样本公募机构 54 只产品运作情况 

具体来看，54 只以绿色投资为目标的产品均遵循特定的

绿色投资策略。公募基金管理公司采用自上而下和/或自下而

上的方法，围绕新能源、环境保护、环境治理等绿色主题，

主动构建投资组合，被动指数型产品亦跟踪环境友好型指

数。有 47 只绿色主题产品建立了绿色投资策略披露机制，

披露方式主要为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少量产品还通过中

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与公司官网披露。45 只绿色主题产品在基

金合同中设定了绿色持仓比例要求，持仓比例一般不低于非

现金资产的 80%，但仅有 17 只绿色主题产品以定期报告的

形式披露产品的绿色成分构成与变化。有 20 只产品表示会

在上市公司调研过程中积极主动沟通绿色投资相关议题，并

以在股东大会上行使股东权利的方式促进被投企业提升绿

色绩效，但选择向投资者披露绿色投资绩效的产品比例较

小，仅有 7 只。 

二、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绿色投资体系建设情况 

197 家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有效样本（以下简称样

本私募证券机构）绿色投资自评表填写结果统计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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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样本私募证券机构绿色投资自评表填写结果统计 

评价维度 序号 评价项目 
评价结果 

是 否 合计 

绿色投资

战略管理

情况 

Q1 “绿色投资”是否明文纳入公司战略 45 152 197 

Q2 是否向投资者或公众披露绿色投资战略 32 165 197 

Q3 
是否依绿色投资战略建立公司层面的绿色投资业

务目标 
31 166 197 

Q4 
是否向投资者或公众披露绿色投资业务目标完成

情况 
19 178 197 

Q5 是否有高管或公司级委员会对绿色投资业务负责 178 19 197 

绿色投资

制度建设

情况 

Q6 是否开展绿色投资研究 96 101 197 

Q7 是否建立针对投资标的的绿色评价方法 65 132 197 

Q8 是否建立投资标的的绿色信息数据库 40 157 197 

Q9 是否建立投资标的环境负面清单 37 160 197 

Q10 是否建立已投资标的常态化环境风险监控机制 45 152 197 

Q11 
是否针对投资标的环境风险暴露建立应急处置机

制（如调整投资组合） 
49 148 197 

绿色投资

产品运作

情况 

Q12 是否发行过或正在发行以绿色投资为目标的产品 8 189 197 

Q13 该产品是否遵循特定的绿色投资策略 6 2 8 

Q14 是否向投资者披露该产品遵循的绿色策略 4 4 8 

Q15 
是否设定绿色持仓比例要求（如基金资产不少于

一定比例投向绿色策略所要求的绿色标的） 
2 6 8 

Q16 是否定期披露该产品绿色成分构成与变化 2 6 8 

Q17 是否采取主动措施促进被投企业提升绿色绩效 4 4 8 

Q18 是否向投资者披露该产品的绿色投资绩效 4 4 8 

整体上看，与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相似，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管理人已开展绿色投资研究、建立针对投资标的绿色评价

方法的家数同样明显高于将“绿色投资”明文纳入公司战

略、依绿色投资战略建立公司层面的绿色投资业务目标的比

例。但大部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均声称有高管或公司

级委员会对绿色投资业务负责，拉升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

理人的绿色投资战略管理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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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样本私募证券机构战略管理情况      图 5 样本私募证券机构制度建设情况 

在绿色投资战略管理方面，约五分之一的样本私募证券

机构将“绿色投资”明文纳入公司战略，建立绿色投资战略

的样本私募证券机构多数参考《指引》初步设定了绿色投资

战略和绿色投资业务目标，披露渠道则多种多样，包括公司

官网、电子邮件、传真、微信平台等。高达九成的样本私募

证券机构声称有高管或公司级委员会对绿色投资业务负责。

这一单项比例显著高于其他单项。结合自评结果看，应当解

释为部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存在

偏差，导致该项结果存在向上偏误。 

在绿色投资制度建设方面，有 96 家样本私募证券机构

开展绿色投资研究。其中，56 家样本私募证券机构配有专职

部门/团队/人员开展绿色投资研究，人员合计 140 名；40 家

样本私募证券机构共配有 83 名兼职人员开展绿色投资研究。

65 家样本私募证券机构已建立针对投资标的的绿色评价方

法，40 家样本私募证券机构建立了绿色信息数据库，其中，

75%以上的样本私募证券机构均为自建，仅少数采取外部购

买或与第三方合作开发的方式。从样本私募证券机构开展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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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投资研究和建立评价方法、信息数据库的比例来看，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将研究成果应用到绿色评价方法和绿

色信息数据库的转化率低于公募基金管理公司。从风控的角

度（Q9-Q11）看，约五分之一的样本私募证券机构建立了投

资标的环境负面清单和投资标的常态化环境风险监控机制，

并针对投资标的环境风险暴露建立应急处置机制，风控保障

相较于投研投入略显单薄。 

在绿色投资产品运作方面，仅有 8 家样本私募证券机构

声称发行过或正在发行以绿色投资为目标的产品，产品只数

合计 8 只，相关产品运作信息不够完整，有关绿色投资策略、

成分构成与变化、绿色绩效等内容表述欠缺。8 只绿色投资

目标产品在 Q13-Q18 方面的具体表现，见图 6。 

 

图 6 样本私募证券机构 8 只产品运作情况 

三、私募股权创投基金管理人绿色投资体系建设情况 

224 家私募股权创投基金管理人有效样本（以下简称样

本私募股权机构）绿色投资自评表填写结果统计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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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样本私募股权机构绿色投资自评表填写结果统计 

评价维度 序号 评价项目 
评价结果 

是 否 合计 

绿色投资

战略管理

情况 

Q1 “绿色投资”是否明文纳入公司战略 66 158 224 

Q2 是否向投资者或公众披露绿色投资战略 54 170 224 

Q3 
是否依绿色投资战略建立公司层面的绿色投资业

务目标 
48 176 224 

Q4 
是否向投资者或公众披露绿色投资业务目标完成

情况 
31 193 224 

Q5 是否有高管或公司级委员会对绿色投资业务负责 193 31 224 

绿色投资

制度建设

情况 

Q6 是否开展绿色投资研究 89 135 224 

Q7 是否建立针对项目企业的绿色评价方法 48 176 224 

Q8 是否建立项目企业的绿色信息数据库 34 190 224 

Q9 
是否建立公司层面投前绿色评估机制或尽职调查

标准 
60 164 224 

Q10 是否建立公司层面投后绿色绩效管理机制 34 190 224 

Q11 

是否建立被投项目企业环境风险暴露应急处置机

制（如申请追加担保、依法申请财产保全、项目

退出等） 

55 169 224 

绿色投资

产品运作

情况 

Q12 是否发行过或正在发行以绿色投资为目标的产品 19 205 224 

Q13 该产品是否遵循特定的绿色投资策略 18 3 21 

Q14 是否向投资者披露该产品遵循的绿色策略 11 10 21 

Q15 
是否设定绿色投向比例要求（如基金资产不少于

一定比例投向绿色策略所要求的绿色项目） 
7 14 21 

Q16 是否对被投项目企业进行投前绿色尽职调查 18 3 21 

Q17 
是否采取主动措施促进被投项目企业提升绿色绩

效 
5 16 21 

Q18 是否向投资者披露该产品的绿色投资绩效 4 17 21 

整体上看，私募股权创投基金管理人与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管理人特征近似。大部分样本私募股权机构声称有高管或

公司级委员会对绿色投资业务负责，拉升了私募股权创投基

金管理人的绿色投资战略管理表现；但在其他几个方面，制

度建设情况要略好于战略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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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样本私募股权机构战略管理情况        图 8 样本私募股权机构制度建设情况 

在绿色投资战略管理方面，样本私募股权机构建立绿色

投资公司战略与设定绿色投资业务目标的表述重合度较高，

绿色投资战略主要聚焦于具体投资方向，缺乏全局性长期性

的绿色投资战略安排。超过 80%的样本私募股权机构有高管

或公司级委员会对绿色投资业务负责。这一结果与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管理人类似，推断为部分私募股权创投基金管理人

对该项自评估问题理解存在偏差，导致了向上的偏误。 

在绿色投资制度建设方面，有 89 家样本私募股权机构

开展绿色投资研究。其中，65 家样本私募股权机构配有专职

部门/团队/人员开展绿色投资研究，人员合计 159 名；24 家

样本私募股权机构共配有 38 名兼职人员开展绿色投资研究。

48 家样本私募股权机构已建立针对项目企业的绿色评价方

法，其中，90%为自建；40 家样本私募股权机构建立了绿色

信息数据库，其中，65%为自建，其余样本私募股权机构采

取外部购买或与第三方合作开发的方式。私募股权创投基金

管理人将研究成果应用到绿色评价方法和绿色信息数据库

的转化率表观上低于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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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风控的角度（Q9-Q11）看，有 60 家样本私募股权机

构宣称建立了公司层面投前绿色评估机制或尽职调查标准，

但依 Q9 作答的文字表述，实则多为在尽职调查中关注标的

公司环保方面的表现，几乎均未专门建立一套投前绿色评估

机制或尽职调查标准。相应地，样本私募股权机构也未单独

建立公司层面投后绿色绩效管理机制，而是持续跟踪标的公

司的环境保护、环境治理情况。样本私募股权机构对被投项

目企业环境风险暴露应急处置机制主要为申请追加担保、依

法申请财产保全、项目退出等。 

 

图 9 样本私募股权机构 19 只产品运作情况 

在绿色投资产品运作方面，有 19 家样本私募股权机构

声称发行过或正在发行以绿色投资为目标的产品，产品只数

合计 21 只。上述产品大部分遵循特定的绿色投资策略，锚

定清洁能源、节能减排、绿色农业等方向，选择披露绿色投

资策略的渠道主要为募集说明书、合伙协议。其中，对被投

项目企业进行投前绿色尽职调查的产品会重点调查环保指

标，甚至聘请专业化的第三方机构进行尽调并出具报告。在

采取主动措施促进被投项目企业提升绿色绩效方面，仅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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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私募股权机构具有一定表现。 

四、结语 

总体上看，2020 年自评表统计结果显示，有效样本中各

类型基金管理人在绿色投资战略管理、制度建设和产品运作

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绿色投资体系建

设的探索性特征较强，将研究成果应用到绿色评价方法和绿

色信息数据库的转化率较高，能够通过在股东大会上行使股

东权利等方式积极促进被投企业提升绿色绩效，运用基金的

力量推动绿色投资服务于实体经济。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

人在《指引》框架下积极探索绿色投资战略、绿色投资研究

和制度建设，但绿色投资目标的产品较少，绿色投资体系建

设有待进一步加强。私募股权创投基金管理人绿色投资方向

广阔，在对被投企业开展绿色尽职调查方面有积极表现。 

各类型的基金管理人在绿色投资短板上有一些共通性。

一是绿色投资战略目标清晰性不够，已经具备战略目标的样

本机构向制度建设和产品运作落实尚有提升空间；二是绿色

投资投前领先投后的特征明显，基金产品对绿色投资的持续

跟踪管理相对滞后；三是绿色投资信息披露不够充分，距合

意的披露质效还有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