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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抗疫背景下经济合作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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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
桂平 6 月 10 日下午在陆家
嘴论坛上表示，上海在引领
绿色金融发展上，具有巨大
的潜力和优势。刘桂平透露，
截至今年一季度末，我国银
行间市场的碳中和债已经累
计发行656.2 亿元。目前全
国绿色债券超过 90%在上
海发行，绿色环保企业股权
上市融资超过 60%发生在
上海。对于绿色金融巨大发
展机会，刘桂平表示要冷静
理性，高度警惕“一哄而上，
一哄而散”。

    确立绿色金融发
展思路
第十三届陆家嘴论坛全体大

会二主题是“金融助力碳达峰、碳

中和”。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舒印彪表

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
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的变

革。能源变革的过程中，电力是主

力军，中国过去十年煤炭的消费占
比从 70%下降到 56.8%，2020 年

底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的装机分

别是 2.8亿和 2.5亿千瓦，分别占
世界的 34%和 31%，光伏发电实

现“平价上网”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对于金融助力碳达峰、碳中

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桂平
说：人民银行一直高度重视绿色金

融发展，经过多年探索，确立了三

大功能、五大支柱的绿色金融发展
思路，即充分发挥金融支持绿色低

碳发展的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和市
场定价三大功能，探索形成绿色金

融体系五大支柱。这五大支柱是绿
色金融标准体系，金融机构监管和

信息披露要求，激励约束机制，绿
色金融产品和市场体系，绿色金融

国际合作。三大功能五大支柱是金

融部门有力支持碳达峰、碳中和的

着力点。

近期，人民银行会同国家发改
委，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绿色债券

支持项目目录 2021年版，统一了
绿色债券标准，不再将煤炭等化石

能源项目纳入支持范围。人民银行
正在抓紧研究设立直达碳减排领

域的碳减排支持工具，通过向符合

条件的金融机构提供低成本资金，
支持金融机构为具有显著碳减排

效应的项目提供优惠利率融资。

绿色金融上海具
有巨大潜力
刘桂平表示，上海在引领绿色

金融发展上，具有巨大的潜力和优

势，上海在绿色低碳转型方面，走
在全国的前列。

未来上海可以进一步发挥优

势，在金融机构碳核算，金融机构
及融资主体的气候和环境信息强

制披露，绿色金融产品评估论证等
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这不仅有利

于提升上海在绿色金融领域的国
际竞争力，引领可持续发展投融资

的国际潮流，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

心建设，也有利于提升金融对绿色
低碳转型的服务能力，特别是通过

金融创新，支持绿色技术进步，助
力上海科创中心建设。

过去十多年来上海已经构建
了一套制度清晰，市场规范管理有

序减排有效的碳交易体系，碳基
金、碳质押、碳配额远期等创新产

品有序发展，探索了碳金融业务协
同监管的经验，全国性碳交易市

场、交易中心落户上海，将与上海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形成良性互动，
增强碳市场价格发现能力，提高上

海在全球碳市场定价中的地位。

高度警惕“一哄而
上，一哄而散”

碳达峰、碳中和需要大量资
金，汇丰集团主席杜嘉祺提议，围

绕气候议题的核心，重塑全球金融
体系。强化金融架构设计，为吸收

温室气体的技术及方法的实现，提
供充足的资金支持。

刘桂平认为，绿色金融有巨大
投资机会，但需要冷静理性，才能

促进绿色低碳转型行稳致远。根据
国内外主流机构的测算，碳达峰、

碳中和需要的资金投入规模大概
在 150 万亿-300 万亿元之间，相

当于年均投资 3.75万亿-7.5万亿

元，巨量的资金需求背后蕴藏着巨
大的投资机会。

这时候我们尤其需要冷静、理
性，高度警惕“一哄而上，一哄而

散”，国际上有关新兴产业非理性
繁荣引发经济金融风险的例子不

胜枚举，无论是 19世纪中期铁路
投资热，还是 2001年互联网泡沫

破灭，都揭示了非理性投资潜在的
社会经济成本。

在实现“3060”目标过程中，各
方尤其需要保持冷静判断，理性决

策，审慎而为，认真做好产能预警
与风险监测，真正做到上下贯通，左

右均衡，进退有序，协力保障绿色发

展行稳致远。 首席记者 连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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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合作大势所趋
“大势所趋、大有可为、大显身

手”，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屠
光绍用这三个词对全球经济合作

进行了展望。

“全球经济合作特别是投资合

作是大势所趋。”屠光绍称，全球经
济合作在总的方向上一定还会继

续前进，因为这符合全球各个国
家、各个地区共同的利益。

“全球在绿色金融合作方面大
有可为。”屠光绍表示，绿色发展是

全球的共同诉求，涉及全部地球人

共同的利益，不光是现在的利益还
有将来的发展。全球应该有绿色金

融更多的合作。屠光绍指出，在做
好绿色金融的过程中，中法两国仍

需在四个方面继续努力：各国需要
一套绿色账户体系和核算体系；需

要更多发挥市场机制；金融机构需
要把外部绿色发展的要求和机构

内部风险收益匹配更好地连通起

来；解决绿色金融、绿色投资方面
包括信息披露、绿色金融标准分类

在内的基础设施问题。
“上海和巴黎进一步合作能够

大显身手。”屠光绍认为，上海和巴
黎两个城市在全球金融领域都扮

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两个城市之

间如果在金融合作方面进一步深
化，这会对全球金融发展、全球金

融治理起到重要推进作用。

深化合作空间很大
“在疫情影响下，合作仍是大

势所趋。”

与屠光绍一样，交通银行董

事长任德奇在论坛上也给出了

相似的答案，他以中法之间举
例，表示中外深化合作的空间依

然很大。
“尽管去年疫情阻碍了中法两

国人员的交往，但是从最新相关统
计数据来看，双方经贸往来实际数

据非常亮眼。在此背景下，中法合

作领域和模式可能会有新的变化，
但目前正是构建双方合作新格局

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任德奇认为，双方未来合作空

间领域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在航空合作方面。在这个

领域，金融需求非常巨大。目前航
空业是受疫情影响最大的一个领

域，市场需求、货物量等方面都急

剧下降。金融业要创新相应金融服
务，发挥银团、飞机融资租赁等债

务综合性的融资工具方案，帮助航
空业产业链相关企业有效应对危

机的冲击。
其次是养老服务领域方面。法

国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占比超过

90%，对上海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这个领域合作空间非常巨大。中方

在保险的运营和使用中有经验，愿
意在这个领域和法方同业机构深

化合作。
另外，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也

有合作机遇。在这个领域，金融业
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比如疫情之

后的无接触服务等内容。

抓机遇应对新变化
201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

主、图卢兹经济学院名誉主席让 ·

梯若尔也进一步强调了多边主义
的重要性，未来不是要不要全球化

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如何应对新变
化，并抓住相关机遇。“在疫苗、气

候变化方面都要这样做。此外，我

们需要有一个合理的碳价格，并且
更加绿色”。

法国巴黎欧洲金融市场总经
理阿诺德 ·布莱森认为，如何设计

一个有效的协调机制，以及如何加
强可持续金融和融资是中法两国

现在共同面临的问题。
本报记者 杨硕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
延给人类经济社会造成重大
冲击，全球经济下滑，金融市
场剧烈波动，经济体之间的
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推动
全球协调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及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成为
各国关注重点。

那么，在全球经济复苏
的背景下，与会人士都关注
哪些要点？又该如何以更加
平等、包容、互惠的方式推动
国家间的经济合作？

围绕着这些议题，来自
伙伴城市巴黎的各位专家与
上海的专家在陆家嘴论坛全
体大会三上就“全球抗疫背
景下的经济合作与发展”主
题进行了探讨。

全国绿色债券超90%在沪发行
绿色环保企业股权上市融资超过60%发生在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