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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重要性。

而就在今年 4 月，绿色低碳供应链建设大会在宝山举办，

启动“绿色低碳供应链生态圈行动”。

当绿色产品的全流程追溯成为“刚需”，中国企业却面临

难题，其提供的碳排放计算成果离开了所在行业、地区便无法

得到承认，更难与国际标准互认。一段时间以来，企业常用第

三方咨询机构服务，但由于这些机构并未深度解构本土产业链

形成本土碳排放因子库，很难帮助中国企业细化至工序设备级

的碳排放核算。

为此，宝山区率先启动绿色低碳供应链公共服务平台（以

下简称“供应链平台”）。“供应链平台共建方和服务方具有

扎实的基础优势，在底层工具、核算标准方面在全国处于领先

水平。”宝山区发改委负责人介绍，供应链平台服务方易碳数

科自主研发的“积木 LCA 云”碳量化工具打破了碳量化领域国

外软件垄断的局面，是全球首个可以实现大规模实时碳量化核

算及碳标签管理的系统；供应链平台共建方欧冶云商运营的钢

铁 EPD 平台已成功完成开发难度极大的多个产品种类规则 PCR

报告，为探索中国 EPD 体系与国际互认积累了经验。工业领域

碳足迹 CFP 平台欧贝零碳，通过沉淀大量样本数据，支撑国家

工业领域碳因子数据库的建设。

值得一提的是，为实现“弯道超车”，供应链平台汇集专

业力量，下设多个技术委员会，如上海双碳标委会牵头做标准，

市场局长三角绿色认证委员会牵头做认证，上海环境能源交易

所牵头碳交易。“在这个框架下，各专业委员会将突破行业限制，

在统一的标准和管理办法下加快推动企业绿色交易。”宝山区

发改委负责人自豪地表示。

绿色金融成共识

目前，中国已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绿色信贷市场和全球第二

大的绿色债券市场。在国际金融中心上海，颇具特色的绿色金

融能够更好服务国家“双碳”战略。在 2023 年的首届上海碳博

会上，作为推进碳中和的关键环节之一，“绿色金融”这一概

念已成为主流商业银行的发展共识。

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监管局的最新数据显

示，截至 2024 年一季度末，上海辖内银行业绿色融资余额合

计 15666.15 亿元，较年初增长 9.58%。其中，绿色信贷余额

15191.96 亿元，较年初增长 10.04%；非金融企业绿色债券投资

余额 178.41 亿元，较年初增长 9.15%，绿色金融业务发展迅速。

此外，自 2020 年起，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等绿

色理念相关因素纳入金融机构考量逐步走向主流，银行理财子

公司 ESG 主题基金发行加速，银行业绿色信贷规模也突破新高。

5 月 30 日，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联合交通银行共同发布全

国首份《长三角银行业绿色金融可持续发展报告（2024）》。

从金融产品及服务角度来看，94% 的银行已开展绿色信贷业务，

绿色普惠金融和绿色科技金融业务分别有 85% 和 64% 的银行

参与；20% 和 10% 的银行开始探索绿色债券和碳金融业务。

连续两年参加上海碳博会的上海银行，自 2016 年上市之日

起，就在年度社会责任报告中开辟绿色金融的独立篇章，在绿

色金融的赛道上更是连续多年维持高速增长。2023 年，上海银

行发放碳减排贷款 4.74 亿元，带动年度碳减排量 56414.06 吨。

此外，上海银行与上海市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

管理中心、申能碳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推出上海首个绿色普惠担

保贷款；成功发行全国首单央企融资租赁公司绿色明珠债、银

行间市场首单租赁行业蓝色债券、上海地区首单“碳中和债 /

专项乡村振兴”双贴标绿色债务融资工具等多项创新业务；协

同上银香港和上银国际等境外子公司，依托沪港台“上海银行”

以及西班牙桑坦德银行战略合作等特色平台，为境内外企业提

供跨境绿色金融服务。

事实上，正是绿色金融市场的蓬勃活力，信贷“活水”流

向绿色领域，为中国绿色发展提升含“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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