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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亚洲论坛 2017 年年会简报 
（总第 49 期） 

 

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                         2017 年 3 月 25 日 

 

 

分论坛 31 

金融业的“绿色革命” 

 

时  间：2017 年 3 月 25 日下午 5 时 30 分至晚上 6 时 45 分 

地  点：国际会议中心一层东屿宴会大厅 A 

主持人：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主席 Peter SELIGMANN 

嘉  宾：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 方星海 

新西兰前总理 Jenny SHIPLEY 

中国人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

任 马骏 

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前理事长 吴伟雄 

天风证券董事长 余磊 

 

主要观点： 

 绿色金融与我国目前经济转型升级和供给侧改革的要求完全契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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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绿色农业提供的金融服务是绿色金融革命的一部分，在践行绿

色金融的过程中，“错过时机，就是等死。” 

 防止企业“洗绿”还是要用市场机制来解决。 

 

概  要： 

当前，我们生活在一个人口扩张、消费扩张的时代。我们所居

住的星球开始呈现绝望状态：水流域污染、食品污染、空气无法呼

吸、气侯变化异常。在此背景下，扩大绿色金融，大幅增加投资以

推动可持续生产，已成为我们必须认真考虑的一个问题。 

在 2016 年的 G20 杭州峰会上，“绿色金融”议题首次被写入会议

公报中，引发全球关注。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股票、绿色发

展基金、绿色保险、碳金融等在金融领域成了“香饽饽”。 

金融业的“绿色革命”分论坛上，金融行业主管和业内精英围绕

绿色金融标准、绿色产品开发、企业绿色化展开交流和讨论，为全

球性绿色金融的发展积极探路。 

绿色金融发展的困难和障碍 

所谓“绿色金融”，通俗的讲就是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

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所

提供的金融服务。2016 年，中国的绿色金融事业在中国经济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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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改革过程中划下浓墨重彩的一笔。2017 年，是中国绿色金融

发展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 

马骏指出，当前发展“绿色金融”存在四大障碍：一是缺乏强有

力的支持“绿色金融”的政策；二是“绿色金融”项目的投资回报率并

没有那么诱人；三是市场缺乏合适的金融产品；四是投资方和需求

方信息不对称，上市公司、发债企业没有披露环境信息，投资者无

法识别谁是绿色谁不是绿色。 

余磊表示，推动绿色金融发展“责无旁贷”。这既是落实国家发

展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践行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方式。在推动绿

色金融产品过程中，经常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成本多少？能够带

来什么？因此，怎么样把长远的目标通过各种金融工具和政策平衡

好，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 

余磊认为，绿色金融与我国目前经济转型升级和供给侧改革的

要求完全契合，但绿色金融体系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四个方面需要进

一步完善：第一，门槛、标准还不完全清晰，这会引发执行的问题；

第二，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匹配，包括地方政府具体配套措施的落实，

是一个具体挑战。第三，在绿色金融领域的复合型人才极度匮乏，

绿色金融本质上是一个交叉学科，做农村金融的人不懂农业，势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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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账率会高。第四，证券如何与银行更好合作、共同推动中国的绿

色金融事业发展，还存在一些具体困难。 

如何防止“非绿”企业去“漂绿” 

马骏补充回应关于企业“漂绿”问题时表示，第一，未来绿色债

券目录还要继续修订，目录本身是帮助解决企业“洗绿”或者“漂绿”；

第二，现在中国已经有九家能够提供第三方绿色债券认证的机构，

可以提前把关绿色企业认证；第三，信息披露执行要到位，包括证

监会的两个交易所，还有人民银行和交易商协会，都发布了关于绿

色债券对其资金用途披露的要求，有的要求年报要报、半年要报，

这道关一定要把严。 

马骏强调，还有一个绿色债券评级，事前是不是“绿”，事后是

不是把资金确实用到了绿色项目当中。如果未实现承诺，就会被降

低评级，用市场机制约束这些“洗绿”的行为。 

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是大势所趋 

方星海在谈及发展“绿色金融”的必要性时表示，我们生活的这

个地球确实非常脆弱，需要我们采取一切措施减少排放。要营造一

种社会氛围，使大家都朝着绿色金融这个方向走，使得真正开展绿

色金融的企业，比如说募集的资金投到绿色产业的这些企业能够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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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更好受益。如果营造出这么一种氛围，绿色金融就会开展得比较

迅速。 

方星海还表示，证监会 2016 年 12 月发布的《中国证监会关于

支持绿色债券发展的指导意见》规定，如果企业从事节能减排、新

能源、合同能源管理、环保修复等领域，其在发行债券的时候可走

绿色通道、即报即审。这样做的好处在于，投资者可以马上知道这

是绿色债券，从而解除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吴伟雄表示，海南省农信社原本是一家濒临破产的企业，在历

经 10 年的跨越式发展之后，已经成长为海南千亿级航母，不良率从

成立之初的 88%下降到如今的 2.39％，这证明绿色金融是可以大有

作为的，而且也是能够保持长久生命力的。为绿色农业提供的金融

服务就是绿色金融革命的一部分，在践行绿色金融的过程中，“错过

时机，就是等死。” 

Jenny Shipley 表示，海南农信社的金融支农支小模式就是对绿

色金融的很好诠释，不仅为农民提供资金,还会有专家与农民一道合

作改善种植技术。这是一种知识与资本的共同合作，是有社会责任

感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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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个别领域绿色金融投资回报率较低的问题，马骏建议，政

府可以提供相应激励措施，利用央行的再贷款，利用财政贴息，及

专业化的担保机制，一定程度上降低绿色项目的投资成本。 

吴伟雄表示，老百姓过去是盼温饱，现在是盼环保；过去是求

生存，现在是求生态。绿色金融不仅是个金融问题，它也是经济、

社会问题，同时还是政治和文化共同面对的大事。以生态循环农业

为代表的绿色经济，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这也为发展绿色金融

提供了机会。搞好绿色金融，就是“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

绿色金融就是服务绿色经济和绿色社会的安全投融资活动。因此，

金融机构应转变观念，深耕绿色信贷，力求从“绿”到“金”，而不是

一味追逐利润最大化。 

方星海对中国未来的绿色金融十分有信心。他说，中国已有通

过绿色金融改善水源的实践。例如，张家口、承德这两个地区的水

源是不是清洁，在很大程度上将影响北京。所以，北京与张家口、

承德之间就有了一个环境补偿机制。张家口和承德减少种植几亩水

稻，北京市政府就对他们做出相应补贴。这个机制效果非常好。其

实，中国各省市之间都可以开发出一些对口的绿色金融产品，使得

上下游企业都能获益，这方面尚有很多空间可以挖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