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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碳中和“30·60”目标 大力发展绿色金融  

在“十四五”规划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我国再次重申了碳中和“30·60”的气候目标，

即在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展现了我国是负责任的大国，并在经济、能源和环境方

面带来深远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实现碳减排目标重时间紧任务艰巨，资金缺口巨大。而对金融业

来说，发展绿色金融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将会有广阔的市场空间。 

一、实现碳减排目标任务艰巨 

从绝对规模看，我国碳排放长期占据全球总排放量的近三成。根据英国石油公司（BP）的统计，

2005年我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2011年至今，全球碳排放基本是“三足鼎

立”的格局：我国碳排放占比29%左右，美国、印度、俄罗斯、日本、韩国和德国六国的碳排放占

比33%左右，其他国家合计占比38%左右。 

图表 1：2011 年至今全球碳排放“三足鼎立” 

 

来源：BP，新华财经 

从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看，中国是全球平均的1.8倍。BP公布了23个国家二氧化碳排放量，

结合世界银行发布的各国名义GDP数据，可计算出以每亿美元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来衡量的各国二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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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碳排放强度。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为6.9万吨/亿美元GDP，在这23个国家里排第6，高于发达

国家水平，是美国和日本的近3倍，全球平均水平的1.8倍。 

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间隔看，中国只有30年，和大多数发达国家相比要短得多。目前，多

数发达国家已通过政策宣示或者立法的形式，确定了要实现碳中和的年份，基本在2040年-2050年。

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计划于2060年，但中国从碳达峰到碳中和之间只有30年，碳减排压力要比多说

发达国家大很多。根据BP的统计，英国、法国和德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高点，即碳达峰时间都在1973

年，它们承诺的碳中和时间均在2050年，中间隔了77年。美国从碳达峰的2007年，到拜登竞选时承

诺的2050年实现碳中和，中间也有43年。 

综上所述，中国碳排放的绝对规模，以及碳排放强度和增速，都表明中国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30·60”目标并非易事。两个目标之间预留的时间短，需要尽快推动碳减排，降低碳排放的峰值，

碳减排任务极其艰巨。 

二、实现碳中和目标将催生百万亿元投资需求 

考虑到中国碳排放规模和森林覆盖情况，中国想通过生态固碳来实现碳中和基本不太可能，鉴

于时间紧迫、任务艰巨，需要加强在节能减排和技术固碳上的投入。今年3月21日，央行行长易纲

在中国高层发展论坛上称，“对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资金需求，各方面有不少测算，规模级别都

是百万亿人民币。”这意味着，中国碳达峰碳中和“30.60”目标，将滋生出百万亿级别的投资需

求。 

2020年10月，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发布《中国长期低碳发展战略与转型路径

研究》报告，分析了碳减排路径和资金投入规模。其中2℃情景，指的是2050年实现与2℃目标相契

合的减排情景，这种情景下2030年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费进入峰值平台期后开始下降，在2050年人均

二氧化碳排放不超过1.5吨。报告明确指出，“中国提出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实际上就是要努力

实现1.5℃目标导向下的减排路径。”报告测算认为，在2℃和1.5℃情景下，需要的投资规模分别

为127.2万亿和174.4万亿，碳达峰碳中和“30·60”目标实际需要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可能介于两

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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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2℃情景下 2030 年一次能源消费将进入峰值平台期 

 

来源：清华大学《中国长期低碳发展战略与转型路径研究》，新华财经 

国家发改委相关研究也认为，碳达峰与碳中和需要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在100万亿元以上海量

的投资需求。2030年实现碳达峰，每年需要资金3.1万-3.6万亿。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需要在新

能源发电、先进储能、绿色零碳建筑等领域新增投资139万亿。  

三、重点发展四大碳中和行业 

为实现“30·60”目标，今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政府基本都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列为未来的重

点工作，并在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进行了相应部署。部分省市还将实现碳达峰目标的时间节点提前，

例如上海提出要确保在2025年前实现碳排放达峰。近期，生态环保部称，目前正在抓紧编制碳达峰

行动方案，将提出地方碳达峰主要政策与行动，开展部门和行业碳达峰行动。 

我国将投资五大重点行业：一是清洁能源，光伏和风电是重点，2020-2030年非水可再生能源

发电装机平均每年需增长110GW；二是高新制造业，未来有可能开始新一轮的压降高耗能行业新增

产能，但它也会带动相关行业的设备更新需求，参考2018年供给侧改革对制造业投资影响的经验，

碳达峰碳中和每年可能将至少创造5500亿元的设备更新需求；三是绿色建筑，预计2022年新建绿色

建筑的建安投资规模达4.3万亿；四是绿色交通，中国需在绿色交通上的投资规模预计在20万亿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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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五是技术固碳，在不考虑技术进步带动成本下降的情况下，按目前成本区间中值估算，2050

年CCUS项目运营成本在2300亿到4500亿之间。 

四、每年将出现 2.5 万亿资金缺口 绿色金融大有可为  

从全国范围来看，在实现碳中和目标所需的固定资产投资上，需要投资规模在100万亿以上，

目前存在着巨大的资金缺口。据国家发改委测算，2030年实现碳达峰每年资金需求约为3.1万亿-3.6

万亿，而目前每年资金供给规模仅为5256亿元，每年缺口超过2.5万亿元。政府资金只能覆盖很小

一部分，资金缺口主要需要靠市场资金弥补，要建立并完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引导和激励金融体

系以市场化的方式支持绿色投融资活动。绿色金融和碳排放交易将在弥补资金缺口上承担着重要角

色，两者都有很大增长空间。 

目前，我国已建立了多层次的绿色金融体系，在绿色融资中绿色信贷占据绝对主体。从存量看，

2020年末中国绿色信贷余额近12万亿元，存量规模世界第一，占我国总贷款余额的6.9%；2020年末

绿色债券存量8775亿元，虽位居世界第二，但仅占中国债券余额的0.8%。 

图表 3：中国绿色信贷余额及其占总贷款余额的比例 

 

来源：Wind，新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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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增量看，2018年到2020年的新增绿色融资中，绿色信贷占比90%，而绿色债券和绿色股权融

资占比分别仅有7%和3%。而这三年剔除政府债券口径的新增社融中，信贷占比80.7%，企业债券占

比16.0%，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占比2.5%，其它融资占比0.8%。 

由此可见，绿色金融尤其是直接金融，对中国绿色投融资活动的支持力度还远远不够，应尽快

推动绿色金融的发展。同时，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正处于起步阶段，未来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对金

融业来说，发展绿色金融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按照国家制定的发展目标会达到双赢的结果。 

首先，尽快统一国内绿色金融的标准，提高和国际标准的兼容性。目前，国内绿色金融属于多

头监管，不同监管机构发布的准则不尽相同。统一相关标准能够减少企业和金融机构在实操层面的

不必要困扰。而在金融开放的大背景下，增强与国际标准的兼容性，可以提高外资参与中国绿色金

融项目的积极性。 

其次，绿色金融受政策支持，避免一些项目“洗绿”和“漂绿”的关键在于，加强相关信息的

披露。应针对上市公司和绿色债券发行企业这些需要公开披露信息的主体，逐步构建起统一的信息

披露体系，所披露的指标要明确和可量化，而且要有一定的覆盖面，能让投资者对企业参与绿色金

融的情况有系统了解。同时，还要加强金融机构的绿色信息披露，比如绿色产品的运作模式、绿色

投融资的余额和比重、具体投放方向，以及投放后的环境效益等。 

最后，引导长期资金参与到绿色融资中来，提高绿色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和传统项目相比，绿

色项目正外部性更强，而且这种外部性通常较难得到有效补偿，因此绿色项目的回报率一般偏低、

回报周期更长。解决绿色融资的资金缺口，一方面是要引导保险、养老金和社保基金等长期资金参

与绿色项目，它们的负债端期限长，可以更好匹配项目的回报周期；另一方面是要通过信贷资产证

券化、发行绿色债券基金等方式，增强绿色金融资产的流动性，以此提高金融机构参与绿色项目的

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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