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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么／构建世界领先的中国零碳金融体系

践行金融新发展理念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范式转
变”，必然推动中国金融的“范式转变”，向
“零碳金融”全面转型。

2020年，我国确立了“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发展目标，这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合

作中的里程碑事件。作为发展中大国，我国力争在不到30年的时间减少排放，实现从达峰到中和任重道

远。实现“双碳”目标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范式转变”，也必然推动中国金融的“范式转变”，向“零碳

金融。全面转型。零碳金融将包括建立支持中国经济碳中和转型的零碳投融资体系，管理现有金融资产负

债表从高碳到低碳的重置风险，构建零碳金融宏观管理框架，发展和国际接轨的零碳金融市场，以及中国

金融机构在过程中实现自身的全面零碳转型。国际上，发展零碳金融已成为支持碳中和的新研究方向，但

还有很多、司题亟待探讨。中国金融理论界丢叫卫界需要从“范式转变”产生经济金融理论和制度创新的视

角，基于全球金融参与环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的演变规律，开创性构建世界领先的零碳金融体系，践行金

融新发展理念。本期专题邀请业界多位专家学者，深入探讨构建零碳金融体系的多方面问题，为构建世界

领先的中国零碳金融体系建言献策。

／姚前

／1 4／垒莲莆鐾蔑品9标准研制
《碳金融产品》标准文件的出台，经过了多方面考
量，在编制过程中注重适用性和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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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碳转型过程中，碳排放权价格是反映市场供求关系
的重要信号，也是实现有效政策调控的有力抓手，有
效的碳排放价格是政府能够评价经济成本和效率、企
业能够权衡财务成本和收益的基础。

零碳信息披露目标决定了零碳信息披露的原则，而零碳
信息披露的原则直接影响信息披露的内容和质量。政策
背后所呈现的利益群体的博弈始终是最为关键的问题。

相较过往的法案，美国《2022年通胀削减法案》
以降低通货膨胀作为直接目的，并侧重全方位加
大针对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资金支持。

欧盟碳市场EU ETS作为世界上首个和最成熟的碳
市场，为各国碳市场的设计筹建提供了宝贵经验，
对完善中国碳市场也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本文结合
欧盟碳市场发展建设过程中的经验，对中国碳市场
的建设提出相应启示。

在低碳转型的过程中，产业结构会向中低碳排放强度行
业倾斜，服务业和制造业在经济的占比不断增加，并将
满足国内大循环内需扩大的需求。

本文结合欧盟非银金融机构的气候信息披露框架、规
则及实践等展开思考，以资为推动我国相关领域的框
架建设、完善行业分类与制度设计、促进强制性制度
探索等提供建议。

随着我国绿色发展的相关政策不断落地，金融市场促
进绿色发展的相关理念和市场有效拓展，碳中和债券
的发展有望大行其道，成为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主要
路径之一。

研究煤炭产业转型发展和金融支持协调机制，统筹“双
碳”战略与能源结构调整、员工再就业、产业转型发
展，实现由高碳到低碳、污染到环保的战略转型，具有
重要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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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沙特公共投资基金宣布成功发
行30亿美元绿色债券，开创了全球主权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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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于2012年3月29日正式成立。学院由中国人民

银行与清华大学合作，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基础上建设而成。

学院以“培养金融领袖，引领金融实践，贡献民族复兴，促进世界和谐”为使命，

遵循国际先进的金融学科和商学院高等教育模式办学，锐意打造国内领先、

国际一流的金融高等教育平台和金融学水、政策研究平台。

学院培养高层次、创新型、国际化的金融人才，为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提供坚

实的智力和人才支持i致力于建设一流金融智库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

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助力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

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

架起学界与业界的沟通桥梁

汇聚一流师资力量

打造一流金融智库

创新的课程体系设计

丰富的案例库资源

聚焦金融领域

深入前沿实务

地址

邮箱

电话

网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43号(100083)

o仟ice@pbcsf．tsinghua．edu．cn

01 0—62798255

、^，v＼，、^，．pbCSf．ISinghUa．edu．Cn
徽

金融学博士

01 0—62706127

金融硕士(全日制)

010—627061 27

金融硕士(技术转移)
01 0—627061 03

金融MBA

01 0—62706165

金融EMBA

01 0—62798555

全球金融GSFD

01 0—62705955

高管教育
0 1 0—62799555

清华五道口微信公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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