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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湖州发布全国首个《区

域性“碳中和”银行建设指南》与《银

行业“28·58”碳达峰与碳中和远景

规划》，并要求金融机构必须设立绿

色金融事业部或专营机构。

立足实际加大绿色金融政策

落地力度。一是根据国家绿色金

融政策，结合海南实际，细化制定

绿色金融地方性标准，形成具有本

地特色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二是

要在本地的各领域发展规划中，融

入绿色金融的安排，完善对环境信

息披露的要求；三是金融机构要制

定绿色金融转型规划、先行先试绿

色金融标准，按照市场化原则创新

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

提供资本与绿色项目对接平

台。一是搭建绿色金融投融资对

接数字化平台，以数字化赋能绿色

金融发展，打造一个集绿色项目、

信息披露、统计监测等多功能为一

体的绿色金融综合服务平台；二是

建立跨部门、跨机构协同工作和信

息共享机制，定期组织绿色项目与

银行、产业基金、私募基金等各类

金融机构的对接会，打造路演推介

机制，拓展绿色企业融资渠道。

结合产业发展加快绿色金融

产品创新。在继续发展绿色信贷、

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等传统绿色金

融产品的基础上，结合海南绿色产

业的发展，创新推出绿色供应链金

融、生态补偿价值实现产品、绿色

资产证券化、绿色碳中和基础设施

类REITs等产业链覆盖较广、绿色

资源整合程度高、专业性较强的绿

色金融产品。同时，基于国内唯一

面向国际的海南国际碳排放交易

所，发挥先行政策优势，加大碳金

融产品研究和创新力度，在打通境

内机构与境外碳资产跨境交易方

面和促进蓝碳产品的市场化交易

方面进行积极尝试。

发挥开放优势先行对接国际

前沿规则。2022年6月3日，可持

续金融国际平台（IPSF）在官方网

站上发布《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

录（更新版）》，包含了中欧分类目

录共同认可的72项对减缓气候变

化有重大贡献的经济活动。海南

要发挥自贸港优势，首先，主动参

与环境信息披露试点工作、国际绿

色金融论坛和圆桌会议，拓展合作

领域和及时掌握金融机构国际合

作进展情况。其次，推动国内绿色

金融标准与国际接轨，进一步提升

国际社会对我国绿色金融政策、标

准、产品、市场的认可度。再次，鼓

励海南的金融机构结合实际加入

绿色金融国际组织或倡议，为国际

组织在海南设立分中心等提供便

利。最后，借助海南自贸港开展离

岸金融的特殊政策，在离岸人民币

债券的发行中引入绿色金融前沿

国际标准，提升国际投资者的认可

程度。

完善激励机制激发各方参与

动力。企业绿色转型的过程就是

将环境的负外部效应转为企业承

担的过程，其直接后果是企业成本

的增加。这一成本增量除了从根

本上依靠技术进步来削减之外，从

短中期来看需要相关各方合理承

担。银行降低绿色贷款利率，央行

提供碳减排结构性货币政策支持

工具，都是分担成本的具体手段。

地方政府也需要以财政支持来分

担部分成本，增强企业绿色转型的

动力，提升金融机构发展绿色金融

业务的积极性。

制定碳普惠方法学建立个人

碳账户。绿色发展需要全民参与，

个人绿色金融业务是重要领域，也

是当前短板。需要加快创新海南

碳普惠机制，研究制定交通出行、

消费购物、居家生活（绿色建筑、绿

色家电）、行政办公等多个场景的

碳普惠措施，以此为基础建立个人

碳账户和碳普惠平台，利用“互联

网+大数据+碳金融”的方式，对消

费端“小、杂、散”的低碳行为进行

量化，给予相应的碳积分。公众用

碳积分可在平台上换取商业优惠

和兑换公共服务。个人碳账户还

可以通过绿色场景对借记卡、信用

卡等个人业务进行融合，这也将成

为商业银行拓展零售业务的新增

长点。

加快绿色金融人才培养和智

库建设。一是将绿色金融专业人

才纳入高层次金融人才引进范围，

加大人才引进力度。二是完善绿

色金融培训机制，提升海南金融从

业人员的绿色金融能力，并适当向

政府相关部门和企业延伸，提高社

会的绿色金融意识。三是发挥好

海南本土绿色金融研究智库的作

用，同时充分利用国内国际智库开

展课题研究，为政策制定、重大项

目咨询论证等提供决策参考，助力

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H
（作者单位：中国银行海南金

融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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