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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中国责任投资论坛”系列成果——【ESG 之声】 

 

中国 ESG投资与绿色金融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雷曜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 

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参加 2020 中国责任投资论坛，和

大家交流我对有关责任投资和绿色金融工作上的一些心得。 

一、责任投资理念深入人心、发展前景广阔 

近年来，随着联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巴黎协

定》2℃温升目标的提出，贯彻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原

则的责任投资理念不断深入人心。年初新冠疫情的全球爆

发，进一步推动各国政府和投资者重新审视传统增长模式、

更加重视绿色可持续发展，绿色金融和责任投资迎来新一轮

发展高潮。 

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坚决贯彻绿色发展国家

战略，积极履行《巴黎协定》承诺及“2030年实现碳排放达

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结合疫情后

的绿色复苏进程，持续优化和完善 ESG投资的政策环境。 

一是构建标准体系，推动 ESG投资规范发展。2016 年，

人民银行就在证监会等 6个部门支持配合下共同印发了绿色

金融的顶层制度设计《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

这也是全球第一个在中央政府层面推出绿色金融顶层设计

的一份文件。这份重要文件当中就提出要鼓励养老基金、保

险资金等长期资金开展绿色投资，鼓励投资人发布绿色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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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报告。2018年人民银行又牵头成立了绿色金融标准工作

组，研究构建国内统一、国际接轨、清晰可行的绿色金融标

准体系，ESG评级和相关信息披露的标准均是其中的重点。

例如，金融标准化委员会证券分委会正在牵头起草《绿色私

募股权投资基金基本要求》。 

二是完善激励约束机制，优化 ESG 投资政策。目前监

管部门已经将 ESG要求纳入了银行授信全流程，建立了面向

部分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的强制性要求，要求资产管理

公司开展绿色投资情况自评估，强化 ESG信息披露和与利益

相关者的交流互动。香港联交所还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对发行

人产生影响的重大气候相关事宜，将所有社会关键绩效指标

的披露责任提升至不遵守就解释。 

三是在地方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实验当中突出了 ESG 理

念。目前，人民银行推动全国 6省 9地绿色金融创新试验区

的金融机构开展了环境信息强制披露试点，利用绿色金融行

业自律机制研究确定信息披露的内容、格式等，通过金融机

构披露环境、社会责任、公司治理等方面的信息倒逼企业的

信息公开和责任投资。试验区在绿色项目库入库筛选与动态

管理方面也强调项目的 ESG特征。 

四是推动机构在国际投资中注重环境风险管理、贯彻

ESG原则。我国先后发布了《对外投资环境风险管理倡议》

和《“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GIP）。截至 2019 年末，

14个国家和地区的 35家机构已正式签署这一原则。 

在各类政策推动下，国内 ESG 投资蓬勃发展。35 家境

内机构签署了负责任投资原则，涵盖基金管理公司、资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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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机构、第三方服务机构等。尤其是今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中国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在环境、社会

和治理三方面均取得积极成效，充分展现了中国精神、中国

力量、中国担当。 

二、绿色金融深化发展、形成四大支柱 

在责任投资不断发展的同时，我们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论，主动探索疫情后复苏的绿色道路，培育了更

多具备突出经济效益的优势绿色产业和绿色技术，重视引领

绿色消费，增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推动力，逐步形成了绿色

金融发展的四大支柱。 

第一个支柱就是绿色金融的标准体系建设。相对统一的

标准有助于降低绿色资本跨境流动的成本，提高绿色项目融

资效率，为绿色发展提供更多资金支持。例如，今年修订、

正在征求意见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就剔除了煤炭清

洁利用等涉煤项目，以更好回应国际投资者的关切。 

第二个支柱就是绿色金融的数字基础设施。我们利用人

工智能数字技术等先进科技，助力传统的金融模式，涉及到

节能环保技术研发、环境效益跟踪计量、基础信息数据统计

等。我们还牵头研发了绿色金融信息管理系统，使金融部门、

绿色企业和第三方服务机构越来越多的将数字技术应用于

环境信息披露和绿色投融资业务管理，积累了很多好的经验

做法。 

第三个支柱是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体系。依托绿色

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金融机构在过去几年推出了上百种创

新型绿色金融产品工具，为绿色企业提供了多元化的融资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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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结合疫情后的绿色复苏计划，专注于绿色生产和绿色消

费的新型产品工具和服务模式发展前景广阔。 

第四个支柱是绿色金融激励约束机制。绿色金融作为将

环境效益外部性内生化的重要工具，需要设计相应的政策激

励约束机制。我国已经建立了以税收优惠、绿色金融业绩评

价、注册发行绿色通道、国家绿色发展基金等为主的中央一

级激励约束机制，在地方层面，也推出了财政贴息奖励补贴、

绿色基金担保机制和绿色项目库等激励约束机制，起到了非

常好的效果。 

讲到这里，我们必须回顾今年 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 75

届联合国大会当中提出的“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

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

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是重要

的国际承诺，也是我们下一步绿色金融为之奋斗的一个重要

方向。金融部门将围绕总书记的要求和国家一系列重大金融

部署，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完善政策框架，与财政、

产业、就业、科技等政策部门密切配合，更好服务和支持经

济绿色复苏和高质量发展。 

一是发挥金融引导作用，减少经济发展对碳密集和污染

型产业的路径依赖。加大对绿色建筑、清洁交通、可再生能

源等重点绿色产业板块的金融支持，强化经济复苏政策的绿

色属性。筹集和设立转型发展基金，支持绿色技术研发与推

广，推动传统高耗能行业脱碳，建设零碳示范园，加速工业

部门绿色和数字化转型。 

二是将应对气候变化纳入货币政策框架，开展宏观审慎



5 

 

管理。高度关注气候变化相关金融风险的影响，在金融管理、

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制定中，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因素。

充分考虑气候变化相关风险对总产出、物价、就业、自然利

率等的影响，强化金融机构信息披露要求，优化金融机构资

产负债表，切实防范金融风险。 

三是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激励约束，加快形成有利于碳

减排的体制机制。过去几年中，经过全球各国政府和投资者

的不懈努力，责任投资和绿色金融已经从新生事物日渐主流

化、大众化，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面对疫情后经济复苏的

新形势和新要求，两者应当也有能力发挥更大的支持促进作

用。 

我们愿与大家一道，在推动责任投资和绿色金融发展的

道路上加强合作，为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