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 19年3月21日，由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召集的“全球金融

中心城市绿色金融联盟”（以下简称

“联盟”），发布了首份绿色及可持

续金融发展报告，全球首次对跨越四

大洲的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绿色及可

持续金融贡献度进行了评估，并对绿

色金融发展的全球趋势与共性问题进

行了总结。

随着全球经济向绿色及可持续发

展转型，国际金融市场正在发生着深

刻变化。作为金融市场的重要节点，

国际金融中心已经认识到自己在“凝

聚绿色共识、集聚金融力量”方面的

核心作用。2017年，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与G7峰会主席国意大利合作，探讨

建设可持续金融中心的可能。随后，

全球十一个金融中心城市宣布支持可

持续金融中心建设，倡导金融中心在

绿色及可持续金融方面采取一致性战

略行动，结成联盟。截至2019年3月，

共有22个城市加入该联盟，覆盖了欧

洲、北美、亚洲、非洲等主要大洲。

2018年，联盟将“联盟成员绿色

及可持续发展状况评估”列为重要工

作任务，以此跟踪记录联盟成员绿色

金融进展情况，探索各成员对可持续

发展的贡献做法，鼓励其采取一致行

动、协力推动全球经济的绿色转型。

为此，联盟秘书处与气候经济研究

所、普华永道合作，在2018年夏天开

发出一个四支柱评估框架，并对13家

联盟成员（占当时成员总数的82%）

进行了首次评估。结果发现：绿色金

融产品多样性不足、产品标准不统

一，以及能力建设薄弱是当前制约全

球绿色及可持续金融发展的主要障

碍，而政策创新、标准统一与科技赋

能则是突破发展瓶颈的有效措施。

一、核心结论

（一）绿色金融产品多样性不

足、产品标准不统一与能力建设薄弱

是当前制约全球绿色及可持续金融发

展的主要障碍。

据此次参评的联盟成员反馈，

在当前制约全球绿色及可持续金融发

展的若干因素中，产品多样性不足、

产品标准不统一与能力建设薄弱的影

响最为突出。为此，全部参评成员均

表示要将丰富绿色产品与服务作为今

后的首要任务，50%的参评成员称将

绿色产品标准统一作为次优先事项，

40%的参评成员认为要将绿色观念普

及与能力建设作为下一步推动绿色及

可持续金融发展的战略重点。

（二）政策创新是推动绿色发展

的主要动力。

此次参评的联盟成员均表示，

制定了与绿色及可持续金融相关的政

策。这些政策主要涉及银行信贷、资

本市场、投资、保险等领域，以加强

企业和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为重点。

此外，公共机构（如：政策性银行）

推出的具有风险分担与融合公私资本

功能的金融工具，以及政府财政激励

政策，对促进绿色及可持续金融发展

作用显著，它们在联盟成员中的应用

占比分别为92%与62%。

（三）以金融科技促进绿色金融

的发展，是联盟成员当前普遍关注的

焦点。

评估结果显示，用金融科技促进

绿色及可持续金融发展是联盟成员当

前普遍关注的焦点，部分成员已展开

行动。如：伦敦通过举办绿色金融科

技挑战赛，加快绿色金融与科技金融

相融合。

（四）以“政府+行业”形式建

立的绿色金融及可持续金融发展机构

在推动绿色金融发展方面能发挥了独

特作用。

评估结果发现：61%的参评成员

以政府与行业合作的形式建立了绿色

及可持续金融发展牵头机构，另有

23%的参评成员以行业协会的方式建

立了牵头机构。“政府+行业”的组

织形式赋予了牵头机构将绿色金融政

策与实践相结合的独特能力，有利于

推动绿色及可持续金融的快速发展。

（五）从全球范围来看，资管行

业在绿色及可持续金融领域发展最为

成熟，绿色信贷与绿色保险等行业发

展快速。

参加此次评估的联盟成员当中，

83%的参评成员设立了至少一个与绿

政策创新与科技赋能
是全球绿色金融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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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金融有关的指数基金，62%的参评

成员设立了绿色私募股权基金，77%

的参评成员设立了专为散户投资者提

供的，以绿色金融产品为标的的资产

管理产品。这些数据反映出资管行业

在国际绿色及可持续金融领域发展最

为成熟。

此外，绿色信贷与绿色保险也

在快速发展。绿色信贷方面，77%的

参评成员开发了绿色公司贷款产品，

62%的参评成员开发了绿色建筑贷款

产品，54%的参评成员联盟成员开发

了绿色中小企业贷款产品。绿色保险

方面，51%的参评成员有至少一家保

险公司已停止为环境敏感行业提供保

险服务，40%的参评成员表示辖内保

险公司正从环境敏感行业撤资，63%

的参评成员正在将金融资源投入到可

持续资产的保险业务当中。

二、对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的启示及

建议

（一）注重发挥政府在绿色金

融发展中的关键作用，鼓励地方政府

积极探索激励政策、优化完善制度环

境。

与国际绿色金融相比，中国绿

色金融是在“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

下产生。经过三年的探索，中央已建

立起完整的绿色金融发展体系，并通

过设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方

式，不断鼓励地方政府探索“自下而

上”的激励政策。这种中央与地方政

府相结合的方式有利于充分发挥政府

的推动作用，助力绿色金融的快速发

展。建议中国人民银行将更多的绿色

金融业务纳入到宏观审慎评估考核制

度体系当中，激励、引导商业银行及

其他金融机构发展绿色金融业务；继

续鼓励地方政府结合当地特色，开展

绿色金融政策创新，通过定期组织召

开经验交流会等方式，加强创新经验

的分享与传播。

（二）加快构建全国统一的绿色

金融标准体系，突破绿色金融发展的

关键性障碍。

我国正着手构建中国绿色金融

标准体系，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建议

加快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建设，研究吸

收绿色金融标准制定过程中的国际经

验，总结国内外金融机构探索出的实

践经验，尽快形成国内统一、国际接

轨、可行性强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

（三）探索金融科技在绿色金融

领域的应用，以技术手段攻克绿色金

融发展约束。

中国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处于全

球前沿，建议发挥我国在金融科技领

域的优势，鼓励国内金融科技领先城

市探索金融科技在绿色金融领域的应

用，用先进技术攻克绿色金融发展障

碍，构建融合绿色金融与科技金融的

绿色数字金融新模式。

（四）鼓励资管行业普及ESG、

PRI等绿色投资理念，在国内经济绿

色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主体作用。

国际资管行业在绿色金融发展

过程中一直起着引领作用。在金融监

管机构与行业协会的推动下，国内部

分资产管理机构已开始在投资分析过

程中纳入ESG因素，资产管理行业对

ESG的兴趣也在逐渐增加。但仍有一

些重要的资管机构（如：养老保险）

对此仍缺乏认识。建议加强对这类机

构的理念教育，使其认识到践行ESG

理念对降低投资风险、保障长期回报

的积极作用，促进资产管理行业与国

家绿色专型激励相容、合作共赢。

（五）重视绿色金融国际合作，

借助联盟等国际力量推动我国绿色金

融的发展。

目前，全球越来越多的金融中心

正在寻求加入联盟，联盟成员也在开

展更加紧密的交流合作。中国在联盟

中的三个成员（香港、上海和深圳）

均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上海是该

联盟亚洲中心的牵头城市，深圳提出

的设立“绿色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实验

室”与举办“全球金融中心城市绿色

金融高峰论坛”等提议列入了联盟

2019年工作计划。港、沪、深应借助

联盟平台加强国际合作，引入国际前

沿的发展模式与经验资源，在国内推

广应用，助力中国绿色金融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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