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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绿色金融就是用金融手段来支持绿色经济的发展，而

绿色经济是当前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可持续发展就是既要满

足当代人的发展需求，又不会对满足后代人发展需求的能力造成危

害。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就是处理好人和自然的关系。

社会是一个在自然环境中存在的有多种层次结构和功能结构的系

统，人不仅是构成社会的最基本的组成单元，也是认识、利用和改造

自然的实践主体，但是人的发展和社会及自然的发展是存在着一些

矛盾的。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在原始社会中人们敬畏自然，从而出

现了对太阳、月亮和火等自然力量的崇拜；在农业社会中人们顺应自

然，基本上是“靠天吃饭”；进入工业社会以后，人们开始头脑发

热，试图利用科学技术去征服自然，从而越来越激化了人和自然的

矛盾。恩格斯早在 1886年就已指出，“我们不应过分陶醉于我们对

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但

是当时恩格斯的话没有受到重视，一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卡尔森

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指出了农药对生态的危害以后，才陆续有

这方面的研究和报道，逐渐引起了人们注意。以致到八十年代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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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可持续发展是积极的环保概念，人类社会总是要发展的，但是我

们要以最小的代价来实现发展，不可能再退回到原始社会去。在人类

经过几千年的农业社会、几百年的工业社会、即将进入知识社会的时

候，就需要一种新的文明，这就是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改善生态，

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文明，这也就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

当前可持续发展的重点就是低碳经济。人类当前受到全球性的重大

威胁就是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造成了全球性的气候变暖。除了

因海平面的上升造成陆地减少之外，气侯变化还会导致农业减产，

疾病流行，自然灾害频发等等问题，都会对人类生存和发展造成威

胁。这就是气侯变化或者说是低碳经济的问题之所以引起世界各国的

注意，成为当前最大热点的原因。

我个人认为，发展低碳经济要做好以下四方面的事情，可以说是

要“四管齐下”。第一是发展不排放二氧化碳的产业，主要包括两类

产业，一类是新能源产业，包括太阳能、风能、潮汐能、核能、水能等

不排放二氧化碳的新能源。第二是发展现代服务业，包括现代金融业、

现代信息业，现代物流业、现代会展业、现代咨询业、现代管理业，等

等。

第二是就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就是节能减排和发展清洁煤技术。

我国在节能减排方面的潜力还是比较大的，例如据报道，2008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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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火电机组平均供电煤耗 349克／千瓦时，而上海外高桥第三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仅需 287克／千瓦时。如果全国的火电机组煤耗都能降

至 300克／千瓦时以下，就能减少 14%的煤耗。在发展清洁煤技术方

面我国也大有可为。例如以煤为原料的联合循环发电效率将近 57-

58％，而燃煤电厂的发电效率仅 20％～48％。

第三是设法利用二氧化碳，目前能利用的二氧化碳仅占总排放量

很少的一部分，除了简单地将二氧化碳用作饮料和其他的工业原料

以外，在化学工业中也应开发用二氧化碳为原料来制造一些产品的

技术，例如用碳酸二甲酯来制造聚碳酸酯的技术。

最后一个措施就是处理二氧化碳，即二氧化碳的扑集和封存，我

国和世界上不少国家已经开始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据报道，荷兰政

府已计划从 2011年开始将 1000万吨二氧化碳泵入位于距鹿特丹不

远的一个小镇巴伦德雷特的地下两公里处的两个废弃的天然气田，

直接封存二氧化碳。但目前看来二氧化碳扑集和封存的成本还是很高

的。

由于煤炭是我国的主要能源，目前在一次能源和二次能源中都占

70%以上，石油和天然气约占 20%，非化石能源只占 9%。我国政府

已经宣布，到 2020年，非化石能源的比重要提高到 15%。但在相当

长一段时间内，我国能源的主流仍是化石能源，所以要想发展我国

的低碳经济，重点应该是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因而我国和西方

4/10



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

国家有所不同。我国强调的是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在当前阶段

由于我国新能源发展基数较低，二氧化碳利用比例不大，封存成本

很高，因此重点应当放在这“三低”上。为此我国更倾向于采用含义

更广的“绿色经济”来代替“低碳经济”的提法。

绿色经济是一种经济的发展方式，它不仅仅会改变我们的能源结

构和产品结构，而且会更进一步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也

就是说，不仅仅在工业部门要注意节能减排，而且每一个人都要注

意在自己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上适应绿色经济的要求。

我们在讨论绿色金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在当前

经济全球化、金融一体化日益发展的情况下，谈论绿色金融不能离开

整个国际环境，二是金融活动本身是虚拟经济活动，它是从实体经

济中产生，又依附于实体经济的，因此不能脱离和实体经济的关系

来谈绿色金融。

我认为发展绿色金融要从三个层次上解决问题：首先是政治层次，

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单独解决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必须靠世

界各国领导人共同努力来应对。为此去年年底开了哥本哈根会议，今

年十一月还要在墨西哥的坎昆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到 2012年《京都

议定书》就要期满，期满之后的格局如何，目前世界各国还在既合作

又有分歧的情况下进行讨论。我们认为首先必须坚持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共同的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基本原则，但是有些发达国家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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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给我国戴上发达国家的帽子，与他们同样对待，这是我们不能接

受的。当然我们要讲道理，第一，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目前人均

GDP现在只有 3000多美元，在世界银行的分类中还属于中低收入国

家。我国目前还处在工业化中期，我国的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必然

还要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的难度就更大。第二，

我国温室气体的累计历史排放量仅占世界的 9%。第三，我国温室气

体的人均排放量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根据人权平等的原则，每个

人应该有相同的排放权。第四，实际上不少发达国家把许多工业品的

生产转移到我国，从而将其排放的二氧化碳也算到我国的账上。

但是我国并没有因为上述原因放弃减排的努力。根据今年三月在英

国召开的 Blumberg新能源的财经峰会上的统计，中国近三年来在新

能源方面的投入年均增长 44.3%，中国在去年在新能源方面的投资

占世界首位，这说明我国确实是在努力。但在政治层面上需要各国协

商，需要经过艰苦的谈判来达成一致，特别是在《京都议定书》期满

以后。

第二方面，如果发展绿色金融，首先要在一些重大项目方面取得

技术上的突破。我国在新能源方面做了很多努力，我国现在水电的装

机容量是 1.9亿千瓦，到 2020年要达到 3亿千瓦；核电的装机容量

将近 1000万千瓦，到 2020年要达到 6千万千瓦以上，在建项目就

有 2450万千瓦，这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风电目前的装机容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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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万千瓦，到 2020年要达到 1亿千瓦；太阳能发电目前是 550万

千瓦，到 2020年将发展到 2000万千瓦。

当前除了水能和核能在技术上和经济上基本成熟之外，其他能源

都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风能目前仅在风速达 3.2米/秒以上时才能发

电，而当遇到台风时还要将叶片拆下以免损坏。自动控制技术也非常

重要，由于风力发电出力不均匀，在并入电网时就受到限制，目前

我国规定风电并网量不得超过 10%，西欧规定不得超过 20-30%。此

外我国风能资源初步估计为 10亿千瓦，其中 7亿是在浅海地区，需

要用 5兆瓦以上的发电机，而我国现在多数产品是 1.5兆瓦到 3兆瓦。

在太阳能方面，我国目前主要是第一代的太阳能电池技术，第二代

薄膜技术，包括等离子增强化学气相沉积（PECVD）和物理气相沉

积（PVD）技术都还要靠引进。如果我们不能在技术上取得突破，那

新能源的竞争力就是很低的。因为现在我国风电成本大概是火电的一

倍，而太阳能发电的成本是火电的四倍。从市场经济原则来看，要解

决这个问题还需要靠金融手段。

绿色金融既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还包括各种金融手段。从财

政政策上说，要用税收政策和政府采购政策来支持新能源的发展。在

税收上要给以优惠，甚至给以补贴。补贴可以算是负税收，例如欧洲

和日本对太阳能的利用都是给以补贴的。在政府支出上政策上要明确

优先采购绿色的产品。在货币政策上，应该对绿色项目的融资给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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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化的对待，适当地降低利率和延长还款期。

此外还有两个可以考虑的措施，一是通过清洁发展机制（CDM）

取得一些支持，例如从风电来看，通过 CDM项目每度电可以拿到

9-10分钱。二是要计算环境成本，燃煤发电虽然便宜，但如果将其对

环境的影响算上，它的成本就会增高了。现在有人主张收碳税就是这

个道理。当然收碳税的问题也是比较复杂的问题，但是从长远看还是

应当收的。

第二是在政府管制上应该有利于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要尽可能

调动企业和市场的力量，而不要设过多的审批等等障碍。例如 CDM

是支持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有效手段。但我听说一个项目从提出一直

到最后审批要 18个月，先要经我国发改委审批一次，到联合国

CDM执行委员会（EB）又要审查一次，实际上国内审批通过了，

EB通不过还是没有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能否考虑简化国内的审

批手续。

第三是要发展碳交易，这也是在《京都议定书》中提出来的。由于对

发达国家设定了强制性的减排指标，并允许它们到发展中国家去购

买减排指标，从而产生了碳交易。但是从当前看，我国在碳交易市场

方面的发展还落后于需要，我国实际是碳交易资源最大的提供者，

但是我国自己没有发达的碳交易市场，没有定价的话语权。现在大家

比较注意的是建立碳交易的机构，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从制度上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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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和机制，认真研究我国在碳交易方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第一是要注意交易的品种结构。目前国际上多半是买我国容易实现

的碳交易资源，例如风能、水能、核能等资源型的品种，实际上难度

最大的就是降低现有生产中的二氧化碳排放，还要求发达国家给予

技术转移，而目前在这类技术型品种的碳交易为数甚少。这就说明，

发达国家目前主要是找我国的好资源买，而在比较困难的资源方面

逃避技术转移的义务。所以在碳交易品种上，既要有资源型的，也要

有技术型的，不能只是资源型的。

第二是要建立国内的代理机构。建立交易平台非常重要，现在有

人说我们一吨碳资源才卖 9欧元，而到欧洲市场要卖到 12到 15欧

元，因此我们吃了大亏。但问题是国内缺乏有经验的代理机构，只好

让国外的代理机构赚钱。所以我们要发展自己的代理机构，自己的交

易平台，而且逐步实现国际化。我国现在已经建立了三个交易所，但

是交易量还不多，还是需要努力发展。

第三是要通过实践不断积累发展碳交易的经验。制度经济学有句

名言——“交易先于制度”，任何时候都不可能等设计出非常完善

的制度之后才进行交易，主要是从交易过程当中总结经验教训，逐

步地完善制度。

第四是要注意建立我国的碳资源储备。目前我国的碳资源大量外卖

的情况也有弊端。因为今后碳资源价格会越来越高，我们要发展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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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碳资源市场，就要允许国内一些从事长期投资的投资机构购买国

内的一部分碳资源作为战略储备。

最后一点，我们对碳交易毕竟是了解不多，经验也不多。为了设计

我国自己的市场规则和平台，设计我国自己的标准，学习国外经验

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学习不能满足于一知半解，要认真地请进来，派

出去，认真地分析研究。没有对碳交易充分的了解，是很难把我国的

绿色金融发展起来的。

当前我国的碳交易还只限于现货交易，事实上在国外期货交易，

甚至碳金融衍生产品交易都已经发展起来了。据英国政府估计，2012

年全世界碳交易市场约为 1400亿欧元，世界银行估计为 1500亿美

元，这是一个很有前景的事业。但是我们如果不能够抓紧这两年的时

机，锻炼我们的队伍，建立我们的平台，完善我们的制度，我们就

可能丧失这个机遇。我国作为最大的碳资源供给国，应该有一个国际

化的碳交易市场，应该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中有一定的话语权。我们要

在吸收国外经验的前提下，结合我国的实际，努力开拓我国的绿色

金融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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