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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0 年 9 月，中国郑重向世界承诺，将于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

“碳中和”。这对中国未来经济成长和社会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也给金融业带来崭

新的机遇和挑战。作为仍处于中高速发展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实现上述目标时

间紧、任务重。这就要求各行各业立即采取行动，通过能源转型、技术创新、产业升

级等手段，加速迈入低碳发展的轨道。在此过程中，中国的金融部门也应快速行动，

尽早实现自身的碳中和，同时通过加大在绿色金融领域的参与和投入，推动其他部门

节能减碳，助力全社会早日实现碳中和目标。 

为协助金融机构启动碳中和计划、尽快开展减排行动，我们对中国金融机构实现碳中

和的路径和方法进行了研究，希望为其减排实践提供参考。在本报告中，我们首先对

中国金融部门进行碳中和的成本进行估算，提出金融部门在 2030 年甚至更早实现碳中

和的倡议。基于这一目标，我们研究了金融机构在运营层面推进碳中和的实现路径，

包括碳核算与碳中和规划的制定、碳减排、碳抵消等三个主要环节（图 1），并对其

中一些关键的实务操作环节进行介绍。除了实现自身运营层面的碳中和之外，中国金

融机构还应积极开展各类绿色金融业务，降低自身在投融资活动中的碳足迹1，推动其

他行业实现低碳发展。但是由于对金融机构资产层面的碳排放进行全面核算目前从技

术上还存在诸多挑战，国际各方机构尚在积极研究和探索之中。因此，本报告暂不讨

论金融机构资产层面的碳中和问题，有待各方进一步深入研究之后再做详细论述。 

图 1：金融机构实现碳中和的路径 

 

资料来源：海通国际 

 

                                                       
1
 碳足迹（Carbon Footprint）通常是指一个企业/机构、活动、个人、产品直接或间接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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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部门启动碳中和规划的背景、目标及成本 

在联合国的推动下，全球已有 110 多个国家和地区宣布 2050 年之前实现碳中和的目

标。中国做出 2060 年实现碳中和的承诺、以及全球第二大碳排放国美国重返《巴黎协

定》，意味着全球将迈入低碳转型的快车道。在企业界，努力应对气候变化、将环境

议题纳入企业的管治框架已是国际领先企业的普遍实践。位列《财富》世界 500 强企

业中的 121 家金融机构中，已有 42 家宣布了碳中和计划，其中 30 家已实现运营层面

的碳中和（遗憾的是，其中没有一家中国金融机构）。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提出中国金融部门于 2030 年前率先实现运营层面碳中和目标的倡

议，并在此基础上，对金融部门实现碳中和的成本进行了估算。中国金融机构碳强度

低、财务实力强，实现碳中和的年成本尚不足金融业 GDP 的万分之三，完全有能力在

2030 年甚至更早实现碳中和。此举不仅可以起到示范效应，引领全社会更多有条件的

部门和企业也加入提前实现碳中和的运动之中，还有助于活跃国内碳市场，对碳交易

市场的参与主体（控排企业、新能源相关企业等）形成更强大的激励机制，促使更多

企业主动采用绿色低碳技术，令中国走上一条充满正向激励的、可持续的碳中和之旅。 

 

二、碳核算与碳中和计划的制定 

碳排放2的核算与统计是实现碳中和的前提和首要步骤。金融机构需要按照选定的温室

气体核算标准，运用专业的方法学组织碳盘查（又称为编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

对自身的排放情况进行“摸底”清查，掌握自身的碳排放量。主要包括四个关键步骤： 

 设定核算边界：包括组织边界（界定纳入核算范围的附属机构和关联公司）和运

营边界（界定产生碳排放的运营活动）。明确碳排放核算的运营边界后，还需界定金融

机构的各项经营和活动所产生的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又被分为

三项范围：范围一是直接排放，主要来源于燃油车辆或其他燃烧装置等。范围二是与

能源相关的间接排放，主要来源于外购电力和外购热力。范围三是指除能源使用之外

的其他间接排放，主要来源于废料处理、商务旅行及价值链上下游产生排放的活动等。 

 确定排放源：逐一识别排放源，并按照范围一、范围二、范围三对排放源进行分

类，建立盘查手册。 

 计算排放量：按照专业的核算方法（如排放因子法），收集活动水平数据（燃油消

耗量、用电量、用纸量等），通过活动水平数据和排放因子计算出各项活动的排放量，

加总取得金融机构的总排放量。 

 建立排放清单：对排放源、排放的温室气体类型和排放量等做完整的资料和数据

记录，编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 

制定减碳规划是碳中和筹备阶段的重要环节。在此过程中，金融机构首先要分析自身

的排放结构，识别性价比最好的减排机会，提出减排策略。金融机构的主营业务大都

基于办公室作业，其最主要的碳排放源是外购电力，因此节约电能是金融机构制定减

                                                       
2
 本文提及的企业运营层面的碳排放为温室气体排放的简称，即《京都议定书》提及的六种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CO2）、

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合物（HFCs） 、全氟碳化合物（PFCs）、六氟化硫（SF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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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策略的关键环节。随后，金融机构还需要对减碳的成本、尤其是碳抵消的成本进行

匡算，动态把控碳排放量变化、碳价浮动等因素对碳抵消成本的影响，为设定减排目

标提供决策依据。最后，基于前两项分析，金融机构应编制一套碳中和的整体规划，

其中需涵盖减碳目标（实现碳中和的年份、相关的能源使用目标等）和实施计划（减

排方案、抵消方案、财务预算、行动计划等）。 

在碳中和规划实施的过程中，金融机构还需要在 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报告、

社会责任报告或企业年报中对经第三方核证的碳排放信息进行披露，以便减排成果接

受各利益相关方和公众监督。此外，金融机构应将减碳纳入公司的战略规划和管治框

架，同时建立碳管理制度，配备专门团队和专业人才负责推进碳信息核查与报告、碳

数据管理、减排计划执行、内外部沟通等工作。 

在以上各环节的实践中，金融机构均可使用第三方机构的专业服务。目前，市场上合

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咨询公司、研究机构、环境顾问公司等，可提供培训、核算、

核查审验、减排计划咨询、信息披露等一系列与企业碳管理相关的服务。 

 

三、碳减排的途径与措施 

企业做出碳中和承诺的首要意义在于降低对环境和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在碳中和计

划中，碳减排应优先于碳抵消，金融机构应首先着力降低自身的碳排放。金融行业碳

排放主要来源于外购电力和办公材料产生的间接排放，因此减排措施可以概括为节能

降耗和使用绿色能源。我们分别针对温室气体范围一、二、三的排放，介绍具代表性

的减排措施和实践案例，旨在为金融机构开展减排行动提供参考。 

范围一减排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进行能源转型，将产生直接排放的设备装置更换为

零碳或低碳设备，例如将燃油车辆更换为混合动力车或新能源汽车；二是减少用能活

动，通过降低这些装置的使用频率来节能减排，例如鼓励员工以自行车、搭乘公共交

通等低碳出行的方式减少公务燃油车的使用。 

范围二减排的主要路径是节能和使用绿色能源。范围二的排放源主要是外购电力。现

代办公中，金融机构的耗电设备主要包括空调系统、照明系统、电脑设备、以及复印

机、饮水机等其他设备。减少或替代高碳电能使用的主要途径包括四个方面： 

 节约用能：可通过倡导随手关灯、室温适宜时不使用空调、调低电脑屏幕亮度等

绿色办公的方式，减少非必要能耗，杜绝浪费。 

 提升能效：实现能源效率提升的主要途径是设施的节能改造。在硬件方面，可将

高能耗设备替换为节能装置；在软件方面，可引入智能化控制系统以实现能效的自动

化管理。高效使用办公空间、减少建筑面积占用也能令金融机构的能效提升事半功倍。 

 使用绿色能源：在建筑物内充分利用太阳能（光伏屋顶、光伏幕墙）、及地源热泵

等清洁能源替代外购火电、自建自用分布式可再生能源项目、向发电企业直接采购绿

色电力，均是减少范围二排放的有利举措。 

 大力发展绿色建筑：由于金融机构主要的碳排放都源自办公场所的建筑物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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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绿色建筑是金融机构节能减排的综合性解决方案，具体包括对既有建筑的低碳改

造以及将新建筑建设为低碳建筑。此举不仅能提升建筑本身的经济价值、降低金融机

构的气候变化转型风险、提高金融机构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品牌形象，还能在全社会

起到示范作用，助力绿色建筑行业的发展。 

范围三减排主要是针对碳核算与报告选择的排放源，制定对应的减排措施，减少产生

范围三排放的相关活动和物料使用。例如金融机构可通过推行无纸化办公来减少废纸

处理产生的排放，以远程视频会议的方式替代员工出差来减少商务旅行产生的碳足迹。 

金融机构执行减排计划同样需要制度支持，包括科学高效的能源管理制度以及与减排

成效挂钩的绩效激励机制。同时，企业减碳离不开员工的参与和支持，因此提升员工

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和环保节能意识、进行“绿色企业文化”建设对落实减排计划也至

关重要。近年，节能服务行业在我国发展迅速，金融机构在减排过程中可聘用第三方

机构，获得能源管理咨询、节能改造工程、绿色建筑顾问等减排相关的专业服务。 

 

四、碳抵消的概况与指南 

金融机构的碳抵消活动通常是指通过购买高质量的、经认证的碳补偿额度，来抵消自

身在执行减排计划后仍然剩余的碳排放量。在国际上，相关实践主要包括采购可再生

能源证书等方式来抵消范围二中电力消费导致的间接排放、以及通过参与碳交易、购

买官方体系下的碳排放配额和经核证的自愿减排量。 

可再生能源证书是指由认证机构对可再生能源电力核发的证书，以证明其绿色属性，

是一种可交易的能源商品。一般来说，购买可再生能源证书相当于获得了使用绿色电

力的声明权，企业可用其抵除等量电力所产生的范围二排放。国际上，采购可再生能

源证书是企业实现绿色电力使用目标和进行碳抵消活动的主要途径之一。 

中国的可再生能源证书被称为绿色电力证书，简称绿证。绿证是由国家可再生能源信

息管理中心对电力企业非水可再生能源上网电量核发的电子证书。每份绿证对应 1 兆

瓦时结算电量，并标记等量的温室气体减排量。需要指出的是，现阶段我国的碳交易

市场和绿证交易制度尚未建立协同机制，政策对采购绿证是否可用于碳抵消尚无明确

规定。由于绿证具备和减排项目一样的环保属性，随着相关政策制度的逐步完善成熟，

采购绿证有望成为金融机构实行碳抵消的途径。 

碳交易通常是指在碳市场内交易多种碳排放权产品（如碳排放配额或经核证的自愿减

排量等）的行为。碳市场是碳交易发生的主要场所。我国自 2011 年起开始建设区域性

碳市场，目前有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深圳、福建这 8 个试点碳交

易市场，但至今尚未形成全国统一的交易体系。2021 年 1 月，生态环境部发布了《碳

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全国性碳交易市场建设的大幕正式拉开。6 月底将

启动上线交易，约 2200 多家发电企业将被纳入首批交易主体中。虽然金融机构暂时不

能参与这一全国性的碳交易体系，但我们相信，随着交易主体不断扩容、交易体系愈

益成熟，金融机构应该在不远的将来也可以参与这一市场。 

目前，在区域层级的自愿碳市场进行碳交易是金融机构实践碳抵消的重要途径。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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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可购买的产品包括省级的碳排放权配额、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和经区

域审定的项目减排量。大部分交易平台支持非重点排放单位注册为会员并参与碳交易，

广东、深圳、福建等地的交易所甚至单独区分出以碳中和为交易目的的公益类会员。 

如果金融机构为实现碳抵消、以买方身份参与碳市场交易，将有助于活跃国内碳市场，

提升碳需求，推高碳排放权的价格，对相关市场主体的低碳发展形成正向的激励机制。

虽然目前中国的碳市场金融化程度不高，但随着碳市场的繁荣和成熟，碳市场的金融

属性将愈益增强，未来也会为金融机构提供更多的业务发展机遇。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目前中国在碳抵消实践领域的法规主要是针对特定高排放行业，

缺乏针对全社会的法律、法规和指导意见，因此，在碳抵消实践与认证方面，尚有待

政府监管部门或行业协会来制定规则、形成共识。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建议金融机构

在今后 1-2 年内将碳中和实践的重心放在碳核算与碳减排领域，待碳抵消的法规或指

导更明晰和成熟后，再致力于实现碳抵消。换句话说，中国金融机构实现碳中和，可

实行分步走的做法，通过 5-10 年的时间分步完成，而不是一步到位。 

 

五、以绿色金融助力碳中和 

除了实现自身运营层面的碳中和之外，金融机构还应致力于实现资产层面的碳中和，

通过加强投融资活动中的气候风险管理，更主动、更直接地帮助和推动其他部门尽早

实现碳中和。相关投融资活动包括发放绿色贷款、承销绿色债券、设立碳基金、发行

绿色低碳主题的股债基金或 ETF等投资产品。金融机构还可以积极推动碳市场的建设，

逐步增强碳市场的金融属性，参与碳市场的交易，开发、创新碳金融衍生品（如碳期

货、碳期权等），为促进全国统一、高效运作、与国际互联互通的中国碳市场发展贡

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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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气候变化风险严重威胁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1 年

全球风险报告》指出，从未来十年风险发生的概率和影响来看，极端天气、气候行动

失败和人为环境破坏等环境风险仍是首要问题3。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应对气候危机已

成全球共识。在联合国的推动下，全世界已有超过 110 个国家和地区承诺在 2050 年

或之前实现碳中和4。欧盟在 2019 年宣布 2050 年碳中和目标。美国作为全球第二大

碳排放国，于今年 2 月重返《巴黎协定》，新任政府也表态将于 2050 年前实现碳中

和。 

去年 9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郑重向世界宣布，中国将力争在 2030 年前实现二氧化碳

排放达到峰值、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以下简称“30/60 目标”）。此举意义重大，

作为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中国的碳中和承诺将对全球气候治理起到至关重要的推动

作用，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将正式步入低碳转型的发展轨道。这对中国未来 40 年（尤其

是接下来的 10 年）的经济成长、产业结构、技术路径、商业模式、乃至居民生活方式

都会产生深远影响。 

然而，中国实现“30/60 目标”任务艰巨，时间紧迫。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能源结构

仍以煤炭为主，碳排放仍在增加，减排压力巨大。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从碳达峰到

碳中和的时间要缩短几十年。按照今后 10 年实际 GDP 年均增长 5%测算，中国的经

济总量在 2030 年将比 2020 年扩大 63%；而按照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最佳路径测算，

2030 年达峰时，中国的碳排放总量相比 2020 年不能超过 5%，否则在其后 30 年内将

碳排放从峰值下降到净零排放将极其困难。这意味着，今后 10 年，中国经济的碳强度

（即每单位 GDP 造成的碳排放量）必须大幅度下降至当前水平的 65%，才可能实现

“30/60 目标”。 

在这一背景下，各行各业及监管部门必须立即采取行动，通过节能减排、改变商业模

式与生活方式、投资新能源技术与产业、开发“碳捕获”及“碳储存”技术、强化碳

                                                       
3
 https://cn.weforum.org/press/2021/01/the-world-needs-to-wake-up-to-long-term-risks-d8cc9c12ec 

4 
https://www.un.org/sg/zh/content/sg/articles/2020-12-11/carbon-neutrality-2050-theworld%E2%80%99s-most-urgent-mission 

https://cn.weforum.org/press/2021/01/the-world-needs-to-wake-up-to-long-term-risks-d8cc9c12ec
https://www.un.org/sg/zh/content/sg/articles/2020-12-11/carbon-neutrality-2050-theworld%E2%80%99s-most-urgent-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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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配额制度、完善碳交易体系、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等手段，加速步入低碳发展的

道路。在此过程中，中国的金融部门应立即行动起来，助力碳中和目标的实现。一方

面，金融机构作为企业主体，应该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努力节能减排，争取尽早实现

自身运营层面的碳中和。另一方面，金融机构还应借助自身作为金融中介和资本中介

的特殊角色，践行“影响力投资”与可持续金融，引导资金流向支持绿色和低碳发展

的领域，推动其他部门节能减碳，尽早实现全社会的碳中和。 

针对金融部门率先实现自身运营层面碳中和的构想，我们对金融部门在 2030 年实现碳

中和的成本进行了的估算（附录 1）5。据保守测算，中国金融部门在全国碳排放总量

中所占的比例应该不超过 0.3%，远低于金融业在 GDP 中所占的比例（7.7%）。假定

金融机构将所有碳排放都通过购买碳信用来实现碳中和，按照 2020 年内地碳交易所的

成交价格测算，全年碳中和的成本最高不超过 24 亿元人民币，尚不足金融业 GDP（约

8 万亿元）的万分之三。如果金融机构还通过节能降耗、使用可再生能源等方式直接

或间接减少碳排放的话，它们需要购买的碳信用将更少，成本将更低。也就是说，金

融部门碳强度低、财务实力强，完全有能力在 2030 年甚至更早实现碳中和。 

其实，在欧美，努力应对气候变化、将环境议题纳入企业的管治框架已是国际大型企

业的普遍实践。近年，全球金融行业也在积极行动，许多国际领先的金融机构已做出

碳中和承诺。按照 2020 年排名，位列《财富》世界 500 强的 121 家金融机构中，已

有 42 家宣布碳中和计划，其中 30 家金融机构已实现碳中和（表 1）。但遗憾的是，

其中没有一家中资金融机构。作为中资海外投行的领头羊之一，海通国际于去年 12 月

宣布，将在 2025 年前实现碳中和，以实际行动推动中国尽早实现“30/60 目标”。 

需要指出的是，金融机构产生的碳排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自身运营活动导致的

碳排放，另一方面是金融机构的投融资活动引起的碳排放，尤其是所持资产或投资组

合所产生的碳足迹。上述金融机构的碳中和目标仅包括运营层面，不包括投融资活动

层面。这并非基于某种标准或共识，而是因为测算投资组合中的排放极其复杂，现阶

段尚不具备统一的标准，且面临被投企业和项目的碳排放数据披露不足、核算方法和

工具缺乏等问题。国际上，一些行业组织和机构（如碳核算金融合作伙伴关系（PCAF）、

“2 度投资倡议”（2DII）等）已开发了核算金融活动碳排放的方法学工具，但仍待进

一步研究和优化。 

然而，测算投融资活动中的碳排放对金融机构践行可持续金融、推动经济的低碳转型

至关重要。在全球迈向碳中和的大背景下，实现资产组合中的净零排放也成为金融机

构未来的发展趋势。汇丰6、巴克莱、摩根大通等已实现运营层面碳中和的机构，去年

宣布了在 2050 年前实现融资和投资组合的“零碳”目标。去年末，由 30 家资产管理

公司（在管资产规模超过 9 万亿美元）组成的“净零资产管理倡议”（Net-Zero Asset 

Managers Initiative），也承诺将于 2050 年前实现资产组合的净零排放7。截至目前，

该倡议的签署机构已达到 73 家，在管资产规模超过 32 万亿美元8。 

                                                       
5
 估算详情见附录 1 

6
 汇丰宣布的目标是在 2050 年前实现全部客户的净零排放。 

7
 https://www.marketsmedia.com/asset-managers-launch-net-zero-initiative/ 

8
 https://www.netzeroassetmanagers.org/# 

https://www.marketsmedia.com/asset-managers-launch-net-zero-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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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背景和测算，参考国际经验，我们倡议中国金融部门尽早启动全行业的碳中

和规划，并承诺于 2030 年前实现运营层面的碳中和。未来十年，金融机构需完善自身

的碳排放核算和信息披露，努力节能减排，尽可能降低自身运营中的温室气体排放，

并通过购买碳信用实现碳中和。这一阶段，金融机构还应同步推进核算及披露投融资

活动中的碳足迹，开展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建立相关的方法学和工具，在提升自身

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和风险管理能力的同时，促进被投企业和项目的碳信息披露。金融

机构应争取在 2050 年前实现投融资组合的温室气体净零排放，以推动全社会实现

2060 年碳中和目标。 

就运营层面的碳排放而言，金融部门碳排放规模虽小，但其率先实现碳中和，具有多

方面的积极意义。首先，此举可起到示范效应。服务业占我国 GDP 总量过半，金融部

门作为服务业的典型代表如果尽早启动“脱碳”规划，将引领服务业、以及全社会更

多有条件的部门和企业也加入提前实现碳中和的运动之中。其次，金融部门通过自愿

购买碳信用实现碳中和，还有助于活跃国内碳市场，对碳交易的市场参与主体（控排

企业、新能源相关企业等）形成更强大的激励，促使更多企业主动采用绿色减碳技术，

令中国走上一条充满正向激励的、可持续的碳中和之旅。 

总之，金融部门有责任、更有能力在 2030 年甚至更早实现碳中和。中国金融部门应尽

早采取行动，制定计划，全面开展节能减碳行动，成为中国经济低碳转型中的贡献者

和引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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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财富》世界 500 强中已承诺及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金融机构 

500 强排名 国家/地区 公司中文名称 公司英文名称 已实现 已承诺 

38 美国 摩根大通 JPMorgan Chase 2020  

46 德国 安联 Allianz 2012  

58 美国 美洲银行 Bank of America 2020  

69 美国 富国银行 Wells Fargo 2019  

70 美国 花旗集团 Citigroup 2020  

73 英国 汇丰银行 HSBC Holdings 2005  

85 英国 法通保险 Legal & General Group  2030/2050 

88 英国 英杰华集团 Aviva 2006  

93 西班牙 西班牙国家银行 Banco Santander 2020  

99 法国 法国巴黎银行 BNP Paribas 2017  

124 荷兰 荷兰全球保险集团 Aegon 2016  

130 日本 日本生命保险公司 Nippon Life Insurance  2050 

135 德国 慕尼黑再保险集团 Munich Re Group 2015  

139 瑞士 苏黎世保险集团 Zurich Insurance Group 2014  

199 法国 法国国家人寿保险公司 CNP Assurances  2050 

202 美国 高盛 Goldman Sachs Group 2015  

203 美国 摩根士丹利 Morgan Stanley  2022 

221 印度 印度国家银行 State Bank of India  2030 

223 加拿大 加拿大皇家银行 Royal Bank of Canada 2017  

226 日本 东京海上日动火灾 

保险公司 

Tokio Marine Holdings 2017  

233 瑞士 瑞士再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Swiss Re  2030 

251 美国 美国运通公司 American Express 2018  

254 西班牙 西班牙对外银行 Banco Bilbao Vizcaya Argentaria 2020  

267 加拿大 多伦多道明银行 Toronto-Dominion Bank 2010  

268 巴西 巴西布拉德斯科银行 Banco Bradesco 2019  

271 德国 Talanx Talanx 2019  

272 美国 全美互惠保险公司 Nationwide 2020  

291 德国 德意志银行 Deutsche Bank 2013  

299 英国 M&G M&G  2030 

326 巴西 巴西联邦储蓄银行 Caixa Econômica Federal 

(CaixaBank) 

2018  

327 英国 巴克莱 Barclays 2007  

338 英国 菲尼克斯集团控股公司 Phoenix Group Holdings  2025 

342 荷兰 荷兰国际集团 ING Group 2007  

357 瑞士 瑞士信贷 Credit Suisse Group 2010  

372 美国 第一资本金融公司 Capital One Financial 2018  

388 美国 西北互助人寿保险公司 Northwestern Mutual  2050 

416 澳大利亚 澳洲联邦银行 Commonwealth Bank of 

Australia 

 2021 

418 加拿大 加拿大永明金融集团 Sun Life Financial 2020  

430 加拿大 蒙特利尔银行 Bank of Montreal 2010  

461 荷兰 Achmea Achmea  2030 

464 西班牙 曼福集团 Mapfre Group  2030 

491 澳大利亚 西太平洋银行 Westpac Banking 2013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海通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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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量的统计与核算是金融机构实现碳中和的前提和首要步骤（图 2）。在这一环

节，金融机构需要按照选定的温室气体核算标准，运用专业的方法学组织碳盘查，对

自身的排放情况进行“摸底”。在此基础上，金融机构需要基于对碳排放数据的分析，

制定碳中和计划，其中包括制定减排策略、匡算碳抵消成本、制定减碳目标和具体的

实施计划等关键步骤。在执行减排计划的过程中，还涉及与碳排放相关的报告/信息披

露。在管理方面，企业需要建立碳管理制度，配备专门团队，为节能减排、实现碳中

和提供制度和人才支持。以上各环节的工作，金融机构均可以聘请第三方专业咨询与

服务机构提供支持。 

图 2：碳核算及碳中和规划的制定流程 

 

资料来源：海通国际 

 

碳盘查 

1) 设定核算边界 
2) 确定排放源 
3) 计算排放量 
4) 建立排放清单 

制定碳中和计划 

1) 制定减排策略 
2) 匡算碳抵消成本 
3) 编制碳中和整体规划 

碳信息报告/信息披露 

1) 第三方核查 
2) 报告或信息披露 

实 
施 
流 
程 

制度 
支持 

专业 
服务 核算、核查审验、报告、培训、咨询等 

专业 
机构 会计师事务所、综合检验/认证类机构、咨询公司、研究机构等 

碳管理制度、能源管理制度、配套机制（薪酬绩效等激励机制、企业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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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温室气体核算的常用标准 

世界资源研究所（WRI）和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于 2001 年发布了

《温室气体核算体系：企业核算与报告标准》9（以下简称《企业标准》），是全球首

套针对企业/组织层面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核算标准。该套标准旨在建立规范和准则，为

碳排放的核算和报告提供指导，其在欧洲和美国被广泛采用，现已成为全球应用最广、

最具影响力的标准之一。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国际铝业协会、欧盟排放交易

体系等诸多自愿性温室气体减排/披露计划、行业组织和碳交易体系都将其作为温室气

体核算和报告的基础。按全球环境信息研究中心（CDP）的调查，2010 年，全球 2487

家市值最大的企业中，85%的企业直接或间接采用了《企业标准》10。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发布的《温室气体第一部分——组织层面对温室气体排放与清

除的量化和报告的规范及指南》11（以下简称“ISO 14064-1 标准”）是另一个国际通

用的企业层面的碳排放核算体系。该标准以《企业标准》为基础研制，旨在为温室气

体排放与移除的量化、品质管理、报告、内外稽核提供一整套的实用工具，现已成为

第三方专业机构最为常用的温室气体核查标准之一。 

中国的相关政府部门也制定了温室气体排放的核算标准（含指南）。国务院《“十二

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提出“加快构建国家、地方、企业三级温室气体排

放核算工作体系”。自 2013 年起，国家发改委共发布了 3 批 24 个行业的“温室气体

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覆盖行业包括发电、石油石化、钢铁、水泥等。

此外，国家标准化委员会也发布了 11 项温室气体管理国家标准，其中包括 1 项通用规

则《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以及发电、钢铁、民航、化工等 10 个

重点行业温室气体排放与报告要求。 

香港特区政府环境保护署和机电工程署也针对建筑物的碳排放核算，编制了《香港建

筑物（商业、住宅或公共用途）的温室气体排放及減除的核算和报告指引》12（以下简

称《香港特区标准》）。香港本地的政府及公营机构、企业、及其他组织通常采用此

标准，通过计算其所使用的建筑物排放来核算组织层面的碳排放量。此标准主要参考

《企业标准》和 ISO 14064-1 标准研制，以保持与国际通用标准一致（表 2）。 

以上各项标准均包含了一整套温室气体13排放的核算体系，为组织层面的碳排放核算与

报告提供了量化标准和方法学指导。金融机构负责减排的人员需掌握碳排放核算标准

的基础知识，才能有效进行碳管理，做好数据收集、内部核查、与第三方机构沟通对

接等基础性工作。目前，人社部等政府部门、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均提供关于企业温

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及方法学的培训。《企业标准》的发布方世界资源研究所也有

线上课程可供学习（网址：https://ghgprotocol.org/training-capacity-building）。 

                                                       
9
 英文名称：GHG Protocol Corporate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 

10
 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等，《温室气体核算体系：企业核算与报告标准（修订版）》，2012。 

11
 英文名称：Greenhouse gases – Part 1: Specification with guidance at the organization level for quantification and reporting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and removal。 
12

 发电是香港最大的碳排放源，约超过全港碳排放总量的 60%，其中建筑物约超过总用电量的 80%。基于这种情况，政府有关部门主要针

对建筑物的碳排放管理，发布了相关核算和报告指引。 
13

 各标准对温室气体的定义均为《京都议定书》规定的 6 种温室气体。 

https://ghgprotocol.org/training-capacity-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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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组织层面温室气体核算的常用标准 

标准名称  编制机构 发布年份 

《温室气体核算体系：企业核算与报告标准》  
世界资源研究所（WRI）、世界可持

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 
2001 年 

《温室气体第一部分——组织层面对温室气体

排放与清除的量化和报告的规范及指南》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2006 年 

24 个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

南（试行）”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3-15 年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及

11 个行业的温室气体管理国家标准 
 中国国家标准化委员会 2015 年 

《香港建筑物（商业、住宅或公共用途）的温

室气体排放及減除的核算和报告指引》 
 

香港特别行政区环境保护署、机电工

程署 
2010 年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海通国际 

 

2.2. 碳盘查 

碳盘查又称编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GHG Inventory），通常是指对企业在经营活

动各环节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盘查与核算，建立完整的排放清单。

《企业标准》和 ISO 14064-1 标准均对编制组织层面的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提供了明确

的指导。这项工作有助于金融机构了解自身的排放量、识别排放源、全面掌握与自身

碳排放的有关基线资料和数据、摸清“家底”。此环节的工作流程主要包括：1）设定

核算边界、2）确定排放源、3）计算排放量和 4）建立排放清单四个关键步骤（图 3）。 

图 3：组织碳盘查的工作流程 

 

 

资料来源：《企业标准》、海通国际 

 

2.2.1. 设定核算边界 

设定核算边界即明确温室气体排放核算的主体（企业及其控制的附属机构或持股的公

司）、以及其运营活动中所产生的碳排放。按照《企业标准》主要包括设定组织边界

和运营边界两个步骤（图 4）： 

组织边界又称法人边界，即确定将哪些由企业控制的附属机构或关联公司，纳入温室

气体核算的范围，并设定核算比例。设定组织边界，可选用股权比例法或控制权法：

股权比例法是指企业依据持股比例承担一家公司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控制权法是指企

业承担其所拥有或控制的附属公司的全部温室气体排放量。 

1.设定核算边界 

确定组织边界 

确定运营边界 

2.确定排放源 

识别排放源 

建立盘查手册 

4.建立排放清单 

记录数据 

编制排放清单 

3.计算排放量 

收集活动水平数据 

选择排放因子 

计算并汇总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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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边界是对企业运营活动所产生的碳排放的识别。在设定了组织边界之后，还需界

定企业的运营活动带来的温室气体的排放或减除，这些排放又被划分为直接排放和间

接排放。按国际常用标准，在核算中，直接排放或间接排放的分类包含三项范围14，即

范围一、范围二和范围三。按照《企业标准》： 

 范围一是指直接温室气体排放，排放源由核算主体所拥有或直接控制。如各类燃

烧装置，包括锅炉等固定式燃烧源、以及汽车和船舶等移动式燃烧源等。 

 范围二是指与能源使用相关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是外购电力和外购热力。

间接排放是企业活动的结果，但其排放源并不是企业所拥有或控制的。 

 范围三是指其他间接温室气体排放。如废纸废料处理、员工出差、原材料采购、

产品使用、投融资活动15等价值链上下游所产生的排放等。需要注意的是，按照诸多温

室气体核算标准和自愿减排计划的核算与报告要求，范围三属于选择性项目。在这种

情况下，企业可选择一到两项主要的范围三排放进行核算与报告，例如一些大型企业

仅披露员工出差搭乘飞机所产生的排放。 

图 4：设定组织边界和运营边界示意图 

 

 

资料来源：《企业标准》、海通国际 

 

2.2.2. 确定排放源 

在设定核算边界后，金融机构需要对边界内的温室气体排放源进行逐一识别和分类，

建立盘查手册。第一步的工作是识别排放源，包括排放设施（燃油汽车、锅炉等）和

排放活动（用电、商务旅行等）。其次需要按照范围一、范围二、范围三对排放源进

行分类并编制成册。 

与国家管控的煤炭、火电和水泥等重点排放行业相比，金融机构排放源的识别工作相

对简单。金融机构的业务运营主要基于办公室工作，排放设施主要包括日常办公中所

                                                       
14

 ISO 14064-1 标准于 2018 年修订，新版不再区分范围一、二、三，仅区分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 
15

 与投融资活动相关的碳排放是金融机构范围三排放的重要内容。前文已提到，就实现运营层面的碳中和而言，一些国际大型金融机构在

披露碳排放数据时，范围三仅包括员工商务旅行、废弃物处理等项目，而未涵盖投融资活动中的碳足迹。这并不意味金融机构不需要核算

投融资活动中的碳足迹，而是因为现阶段尚不具备核算投融资组合中的碳排放的统一方法和标准。核算投融资活动产生的范围三排放对金

融机构践行绿色金融至关重要。国际上一些金融机构和行业组织已在积极推动相关的研究和实践，中国的金融机构也应该同步推动，开展

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逐步明确核算的方法和标准，提升自身的气候信息披露水平和环境风险管理水平。 

直接排放与间接排放（范围一、二、三） 

母公司 

子公司 1 子公司 2 子公司 3 

组 
织 
边 
界 

运 
营 
边 
界 

持有/控制的 
建筑 

车队 车队 飞机设备 持有/控制的
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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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能耗装置和办公材料。不过，对于金融租赁等一些特殊金融机构而言，其辖下

的航空、船舶租赁等全资子公司有可能涉及高排放业务。 

按照前述范围一、二、三的分类，金融机构主营业务所产生的范围一排放主要来源于

其所持有的燃油车辆和其他燃烧装置、空调和冰箱等（指使用过程中制冷剂产生的氢

氟碳化物 HFC 排放，而非电力消耗）；范围二排放主要包括外购电力和热力；范围三

排放主要包括投融资活动、废纸废料处理、商务旅行和员工通勤等。其中，范围二中

的外购电力排放，一般来说是金融机构最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源（表 3）。 

表 3：金融机构的“三项范围”排放示例 

排放类型 范围分类 举例 

直接排放 范围一：直接排放 燃油车、燃气装置、锅炉、空调或冰箱制冷剂 

间接排放 

范围二：与能源使用相关的间接排放 外购电力、外购热力 

范围三：其他间接排放 
投融资活动、外包运输、废纸废料处理回收、员工

商务旅行、员工通勤等价值链上下游所产生的排放 

 

资料来源：《企业标准》、海通国际 

 

2.2.3. 计算排放量 

一般来说，由于工作量大、设备成本高，直接测量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做法并不常见。

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常见计算方法是排放因子法，即通过计算与排放相关的活动水平数

据和排放因子来量化碳排放。基本计算原理16如下： 

碳排放量 = 活动水平数据 × 排放因子 

活动水平数据是指产生温室气体排放或减除的活动量，如油气使用量、用电量等；排

放因子是指与活动水平数据相对应的系数，用来衡量每一单位活动水平所产生的温室

气体排放。例如，电力产生的碳排放等于用电量乘以电力排放因子。按照这种方法，

收集和统计各项碳排放活动的基线资料和数据是企业核算排放量的基础。实务操作中

的参考步骤如下： 

第一步  收集活动水平数据。在做好排放源识别和分类的基础上，企业已编制初步的

碳盘查手册，可据此进行基础的排放活动数据收集，包括金融机构全辖各分支机构的

燃料消耗量、用电量、纸张消耗量等。在数据资料收集的过程中，需保证数据的完整

性和准确性。如果大型金融机构资料数据庞杂，可考虑引进专门的关于碳信息的数字

化管理系统。 

第二步  选择排放因子。一般来说，企业核算碳排放多采用权威机构、政府部门、供

应商（如本地电网）等公布的通用的排放因子参考值17。如 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

                                                       
16

 此处仅展示以排放因子法计算碳排放量的基本原理，具体计算方法请参考核算时选定的温室气体核算标准。 
17

 排放因子分为实测数据和历史数据（即通用的有记录的排放因子）。通常情况下，企业核算碳排放多采用公布的核算因子；在历史数据

不足的情况下，可采取直接测量的方法获取实测值。 



 
中国金融机构实现碳中和的路径和方法   18 

门委员会）发布的排放因子18、《企业标准》官方网站提供的排放因子清单19、及中国

国家发改委发布的温室气体核算指南或国家/省级主管部门20推荐使用的排放因子等。 

第三步  计算及数据汇总。在完成活动水平数据收集、选定排放因子后，金融机构可

计算各项活动产生的排放量，并加总计算得出公司的碳排放总量。 

 

2.2.4. 建立排放清单 

在计算得出公司的排放量之后，金融机构还需要做完整的资料和数据记录，类似于制

作与碳数据相关的统计台账和报表。随后按照选定的温室气体核算与报告标准的要求

和指引，编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一份完整的温室气体排放清单通常包括排放源、排

放气体类型和排放量数据（图 5）。金融机构分步骤实施设定核算边界、确定排放源、

计算出排放量、并建立排放清单，至此完成了碳盘查的工作，对自身的排放量有了清

晰的了解。 

图 5：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示意图 

排放源 

温室气体排放量（吨二氧化碳当量） 

二氧化碳

（CO2） 

甲烷 

（CH4） 

氧化亚氮

（N2O） 

氢氟碳化物

（HFCs） 

全氟化碳

（PFCs） 

六氟化硫

（SF6） 
总和 

范围一：直接排放 

汽油        

空调制冷剂        

……        

A）范围一排放合计        

 

范围二：与能源相关的间接排放 

外购电力        

外购热力        

……        

B）范围二排放合计        

 

范围三：其他间接排放 

废纸处理在堆填区引起的甲烷排

放 
       

商旅搭乘飞机        

……        

C）范围三排放合计        

温室气体排放总计（A+B+C）        

注：上表并非按照特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标准绘制的规范表格，仅为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的示意图，旨在展示排放清单

的主要构成部分。在实践中，金融机构需要根据选定的核算标准的要求和指引，开展编制工作。 

资料来源：《企业标准》、《香港特区标准》、海通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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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ipcc-nggip.iges.or.jp/EFDB/main.php 
19

 https://ghgprotocol.org/calculation-tools 
20

 http://www.mee.gov.cn/ywgz/ydqhbh/wsqtkz/202012/t20201229_815386.shtml 
 

https://www.ipcc-nggip.iges.or.jp/EFDB/main.php
https://ghgprotocol.org/calculation-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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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制定碳中和规划 

企业的碳中和规划通常包括核算、减排和抵消三个主要步骤。在完成温室气体量化、

全面掌握自身的排放情况之后，企业需要思考如何将碳排放降至“净零”，即实现碳

中和。碳减排和碳抵消是金融机构实现碳中和的方法和途径。碳减排是指企业通过节

能降耗（如节约用电、减少车辆和纸张使用）来降低自身的碳排放。碳抵消是指通过

在碳交易市场购买碳信用（碳排放权配额、核证的自愿减排量）等方式，来抵消企业

在执行减排计划后仍然剩余的碳排放量（图 6）。 

从环保的角度来看，减排应优先于抵消。为实现更大的环境效益，建议企业在碳中和

计划中设定优先级：首先，努力减少自身的碳排放，尽力降低自身经营活动对环境的

负面影响；其次，通过购买碳信用等方式抵消剩余的排放量。 

图 6：制定碳中和计划的关键步骤 

 

 

资料来源：《企业标准》、海通国际 

 

2.3.1. 制定碳减排策略 

识别减排机会。建立严谨、完整的温室气体排放清单为金融机构识别减排机会提供了

良好的数据基础。金融机构首先需要分析自身的排放结构，包括排放类型结构（范围

一、二、三的比例）、区域结构等；其次需要识别各项排放中最有效、性价比最高和

经济效益最佳的减排机会，包括在哪些业务运营环节可提高能源和物料使用效率、在

哪些区域最易使用清洁能源（如在太阳能、风能、水力富集地区）等。 

提出减排策略。依据对排放机会的识别和分析，金融机构可以拟定初步的减排措施。

以范围二减排为例：如前所述，金融机构的碳排放主要来源于外购电力，减少或抵消

使用火电产生的排放，是公司实现减排的主要途径。金融机构可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

制定相应的降低电能消耗的策略来减排，包括：节约用电、对耗电量高的数据中心进

行节能改造、自建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等。需要指出的是，一般来说，在减排中，提

高能源效率应优先于使用可再生能源；使用现场的可再生能源优先于使用远程输送的

可再生能源。 

 

1.制定碳减排策略 

 识别减排机会 

 提出减排策略 

2.匡算碳抵消成本 

 匡算成本 

 编制预算草案 

3.编制碳中和整体规划 

 设定基准年 

 制定减碳目标及实施计划 

 制定其他与减碳相关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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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1：金融机构碳抵消成本的匡算方法 

专题假设某金融机构计划在 2030 年前实现碳中和，初步拟定了包含“两个阶段”的碳中和方案，并对此情

景进行测算。第一阶段（2021-26 年）通过节能降耗、100%使用绿色电力的方法减排，并通过购买可再生能

源证书抵消范围二的全部排放；第二阶段（2026-30 年）通过购买碳信用的方式来抵消剩余的碳排放（范围

一和范围三）。 

1) 假设该金融机构在年度 ESG 报告中披露的 2020 年碳排放构成如下： 

吨二氧化碳当量 2020 年 

温室气体排放总计 2,200 

范围 1（汽油产生的直接排放） 100 

范围 2（外购电力的间接排放） 1,100 

范围 3（废纸和商务旅行） 1,000 

2) 假设该机构通过节能减排，剩余碳排放量在 2021-30 年维持不变。抵消比例如下： 

%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剩余碳排放抵消比例 0% 100% 100% 100% 100% 100% 

3) 考虑到未来碳信用价格的潜在上涨，选取广东省碳排放交易平台作为参照，假设碳价格的涨幅为年

化 40%，则碳抵消成本为：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剩余待抵消碳排放量（吨） 1,100 1,100 1,100 1,100 1,100 

碳价格（元/吨）（按年化涨幅 40%预测） 231.09 323.52 452.93 634.10 887.74 

剩余碳排放量的抵消成本（元） 254,195 355,873 498,222 697,511 976,516 

 

2.3.2. 匡算碳抵消成本 

现阶段，金融机构通过节能降耗减除的碳排放量相对有限，大部分碳排放量需要通过

碳抵消来中和。因此，金融机构的碳中和财务成本主要包括进行碳抵消活动的成本。

金融机构需要按照碳排放量和碳抵消价格的变化情况，匡算抵消部分的成本，为设立

实现碳中和的年份提供决策支持，并在此基础上编制实施碳中和计划的预算草案。碳

抵消成本计算的基本原理如下： 

年度碳抵消成本 = 需要进行抵消的碳排放量（A）× 碳抵消价格（B） 

（A） 需要进行抵消的碳排放量。需要说明的是，企业每年度的碳排放量是动态变化

的。影响金融机构碳排放量的变化主要因素包括：企业的发展规划、减排计划

的执行情况、以及建筑面积、员工数量等其他因素的增减变化。 

（B） 碳抵消价格。碳抵消的价格也是动态变化的。可以用来进行碳抵消的主要途径

包括购买碳交易市场上的碳信用、采购可再生能源证书21等，这些商品的市场

价格也是浮动的。金融机构需考虑各项影响因素、设定不同情境对实现碳中和

的成本进行匡算，确定合理的目标水平。 

                                                       
21

 国际上，采购可再生能源证书是企业进行碳抵消主要途径之一。目前，我国对采购绿色电力证书是否能进行碳抵消尚无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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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编制碳中和整体规划 

基于对减排机会的识别和成本匡算，金融机构可编制一套碳中和的整体规划，其中需

涵盖减碳目标和具体的实施计划，确保减排计划可实施、可比较、可追踪核查。对大

型金融机构，减排计划还涉及辖下不同附属机构的目标和任务分解。 

设定基准年。金融机构需在碳中和规划中明确基准年，保证目标可比，核查减排进度。 

制定减碳目标及实施计划。规划需明确提出实现碳中和的时间目标（如“承诺在 2030

年前实现碳中和”）及年度分解目标。具体的实施计划需包括财务预算、节能减排方

案、抵消方案、行动方案、具体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等。 

制定其他与减排相关的目标。金融机构的碳排放与能源使用和物料消耗密切相关。从

国际领先企业的经验来看，它们的碳中和规划通常还包含能源使用目标、废物减量及

回收目标等辅助性的目标，例如电力消费中的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能源使用效率、

废纸减除量、节水量、绿色建筑利用比例等相关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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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2：海通国际宣布碳中和计划 

2020 年 12 月，海通国际证券集团有限公司宣布，将于 2025 年前实现业务运营层面的碳中和，是香港

首家宣布碳中和目标的中资金融机构。公司制定了碳中和计划，设计了“三步走”减碳路径及行动方案。其

中涉及的主要环节如下： 

1. 统计与核算碳排放量 

2016-2019 年，海通国际聘请第三方机构按照香港特区政府发布的温室气体核算标准，进行碳排放的盘

查、核算和信息披露。公司 2019 年的排放构成如下： 

吨二氧化碳当量 2019 

温室气体排放总计 2,280 

其中：  

范围 1（汽油产生的直接排放） 37 

范围 2（外购电力的间接排放） 1,230 

范围 3（废纸和商务旅行） 1,012 

2. 制定碳中和计划 

海通国际首先对碳中和成本进行了匡算。公司碳排放主要由电力使用、以及纸张和交通工具使用构成，

因此对碳中和成本的估算方法是加总电力清洁化成本和剩余碳排放中和成本，即： 

碳中和成本=电力清洁化成本+剩余碳排放中和成本 

海通国际已承诺在 2025 年前实现电力消耗 100%來自可再生能源的目标，因此将通过购买可再生能源

证书抵消用电排放。公司 2020 年全年用电量估算值为 1,825,448 度。虽然员工数量和办公面积将继续增加，

但由于低碳举措的推行，单位能耗有望减少，因此假设 2021-25 年公司用电量仍维持不变。 

假设 2021 年清洁化比例为 20%，至 2025 年实现 100%电力清洁化，具体比例如下： 

%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电力清洁化比例 
 

20% 40% 60% 80% 100% 

香港电力公司的可再生能源证书售价为 5 角港币/100 度电力，则电力清洁化总成本为： 

HKD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电力清洁化成本 182,545 365,090 547,634 730,179 912,724 

假设 2020-25 年范围一和范围三排放量保持相同水平。对于剩余碳排放假定自 2025 年始一次性通过购

买碳信用来抵消。以香港碳排放权交易所 2020 年价格为基准，假设碳信用价格年均上涨 50%，2025 年的碳

价预计在 293.63 港币/吨；以此测算，海通国际 2025 年为抵消剩余碳排放所需购买的碳信用成本约为 30.8

万港币。加总前述电力清洁化成本和碳抵消成本，公司在 2025 年实现碳中和的年度总成本约 122 万港币，

尚不足 2019 年净利润（15.5 亿港币）的 0.1%，在财务上完全有能力负担碳中和成本。 

3. 设计减碳路径 

为实现 2025 碳中和目标，海通国际制定了“三步走”的碳中和行动方案：第一步为降低自身碳排放、

第二步为使用可再生能源、第三步为购买碳信用，并据此制定了具体的年度减排计划及实施方案。 

4. 碳排放信息披露： 

海通国际承诺将在每年的《ESG 报告》中披露经第三方核证的碳排放信息（包括排放量和移除量），保

证信息公开透明，以便监管机构、投资者和公众监督公司碳中和计划的实施进展及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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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3：金融机构的气候与环境信息披露 

碳信息披露是金融机构气候与环境信息披露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

（TCFD）的建议框架，企业需披露的相关信息主要包括治理（Governance）、战略（Strategy）、风险管

理（Risk Management）、指标和目标（Metrics and Targets）四个方面。温室气体排放量是其中的定量指

标之一*。 

近年，“中英金融机构环境与气候信息披露试点项目”^也在积极推动中国金融机构的环境信息披露工

作。项目组参考 TCFD 框架，逐步明确了中方试点机构的披露框架。其中，定性信息主要包括战略与目标、

治理框架、风险管理、绿色金融创新和实践案例等；定量信息主要包括金融机构经营活动对环境产生的影响、

以及本机构投融资对环境产生的影响以及情景分析。 

按照此框架，碳排放量是金融机构需要披露的重要的定量指标之一，其中既包括经营活动产生的碳排放

（主要是范围一、范围二排放，以及部分范围三排放），也包括投融资活动中的碳足迹（范围三排放）。就

实现运营层面的碳中和而言，金融机构需按照选定标准做好碳信息披露；就践行绿色金融、实现全面的碳中

和（包括运营层面和资产层面）而言，测算投资组合中的碳强度、完善相关碳信息披露意义重大，需要尽早

提上金融机构的碳中和日程表。 

* TCFD 由国际金融稳定委员会（FSB）等于 2015 年发起成立，其提出的建议披露框架在全球被金融机构广泛采纳，并被一些国家的监

管机构作为参考标准； https://assets.bbhub.io/company/sites/60/2020/10/FINAL-2017-TCFD-Report-11052018.pdf。 

^ 试点项目由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和伦敦金融城联合于 2017 年发起成立，主要目标包括推动金融机构的环境信息披露、

支持绿色金融体系的构建等。 

2.4. 碳排放量的报告/信息披露 

金融机构制定减排计划、做出碳中和承诺之后，还需要进行碳排放量的报告/信息披露，

以便接受各利益相关方和公众监督。一般来说，受政府和监管机构管制的高碳行业的

控排企业，需要向相关部门提交经独立第三方查证的碳信息报告，属强制性要求；其

他企业的碳信息报告则属于自愿行为。 

按照国家温室气体控排政策，金融机构22作为非重点排放行业的企业不需要进行强制性

的碳信息报告。对上市公司而言，证监会和交易所目前尚未出台对碳信息的强制性披

露要求。因此，现阶段金融机构进行碳信息披露属自愿行为。 

报告/信息披露的要求。各核算标准、自愿减排计划、交易所和政府监管部门对温室气

体排放的报告要求各不相同。例如，《企业标准》要求报告核算边界的划定方法、范

围一和范围二的排放信息、核算方法学等；而由于国家发改委发布的行业指南（以公

用建筑行业为例）已对划定核算边界作出了明确规定，指南要求企业按规范格式填报

公司的基本信息、排放量、以及活动水平和排放因子的数值和来源说明。需要注意的

是，在选用核算标准时，金融机构需考虑所选取的标准与后续碳信息报告要求的兼容

性。 

报告/信息披露的形式。金融机构可在年度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ESG 报告、可持续发

展报告或财务报告中披露相关信息。除披露碳信息外，金融机构还可披露减碳目标、

实施进展、策略及措施等，保证信息公开透明。此外，企业还可以考虑参加在可持续

                                                       
22

 在我国部分地区，金融机构也被纳入控排企业的范围。 

https://assets.bbhub.io/company/sites/60/2020/10/FINAL-2017-TCFD-Report-1105201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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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方面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自愿减排计划（例如 CDP 的碳信息披露项目23），通过

积极参与业界交流，了解企业界应对气候变化的前沿动态，学习先进的减排经验。 

 

2.5. 建立碳管理制度 

企业实现碳中和还需要制度支持。在管治框架和顶层设计方面，金融机构应将“减碳”

纳入企业的战略规划和管治框架，明确董事会和高管的监督和管理责任，评估公司在

环境与气候变化方面的机遇和风险，并纳入公司的各项经营管理决策。在具体制度安

排方面，公司应建立系统、完善的碳管理制度，成立专门团队和配备专业人才负责相

关工作。碳管理制度关键要素如下： 

 

2.5.1. 职能范围 

金融机构可考虑成立专门的部门、或跨部门工作组的形式推动减碳工作，例如可成立

温室气体减排和公司碳信息管理工作组（表 4）。其主要职能如下表： 

表 4：碳管理专门团队的主要工作职能 

职能 工作范围概述 涉及部门 

碳信息的核算、
核查与报告 

制定有关机构碳排放的整套的工作流程，包括前期的数据收集、建立

清册、核算等工作，及后续减排过程中的内外部稽核、对内向管理层

汇报、对外信息披露等工作 

行政、财务、投

资者关系、IT（如

引进碳管理数字

平台）等 

碳数据管理 数据的收集、存档、质量管理（确保准确性和完整性）、分析等工作 

碳中和计划执行 推动减排计划的执行，进行过程管理，追踪及评价减排成效 

内部统筹 与机构内部的各地区、各附属机构的内部统筹、协调和沟通联络 

外部对接 与外部监管部门、第三方服务机构、研究机构等对接联络 

 

 资料来源：海通国际 

 

2.5.2. 人力资源 

企业碳排放的管理人员需要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才能有效开展碳管理工作。人才培

养也是企业碳管理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机构可配备专业人才或组织对在岗

人员进行相关培训。国家人社部已开展“碳排放管理员”职业技能培训课程，培训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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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P 的碳披露项目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自愿碳信息披露计划之一。2019 年，CDP 代表资产管理总额达 96 万亿美元的 525 家机构投资

者、及采购金额达 3.6 万亿美元的 125 家采购机构，向全球 8400 多家上市公司发出年度气候变化信息披露的邀请，其中包含 1800 多家

中国公司。资料来源：CDP，《加强环境信息披露，共建可持续未来——CDP 中国报告 201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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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包括：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标准与流程、碳交易理论与碳市场发展、国内外大型企业

碳管理案例分享等内容模块。专业的第三方服务机构也可提供相关培训。 

 

2.5.3. 关注事项 

碳管理是金融机构 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管治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指

出的是，建立碳管理制度不应仅着眼于碳排放管理方面。随着国家宣布“30/60 目标”，

中国将日渐步入碳约束时代，预计中国的碳交易市场也将步入快速发展阶段并逐步完

善成熟，碳市场或成为新的投资热点，这意味着碳资产将成为新型资产。2020 年，特

斯拉公司通过出售碳信用获得 15.8 亿美元的收入，帮助公司首次实现盈利（图 6），

展现了碳资产的价值。在控排的同时，金融机构在建立碳管理制度时还应充分考虑自

身碳资产的管理，例如建立综合化的碳信息管理体系、整合碳排放数据、碳信用资产、

碳交易、减排项目等相关信息以支持碳管理分析决策。 

此外，金融机构的碳管理制度设计还需考虑与相关制度的兼容性，包括行政管理制度、

能源管理制度和财务制度等。例如，能源消耗与碳排放密切相关，如果企业本身已建

立完善的能源统计制度，那么在数据收集环节，可考虑将两项制度合并以减少人力物

力消耗。 

图 7：2014-20 年特斯拉的碳信用收入与净利润 

 

数据来源：特斯拉、海通国际 

 

2.6. 碳信息核算与报告相关专业服务 

目前，针对企业温室气体减排核算，市场上专业的第三方服务机构可提供一系列的相

关专业服务，包括：碳培训、碳核算、碳核查24、碳排放报告/信息披露、碳目标设定、

碳减排关键绩效目标设定、减排策略可行性分析、碳减排监测与评估等。中国的 8 个

碳排放权交易所均有公布受交易所认证的碳核查机构名单，目前此类机构共有数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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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注意的是，碳核算是指对企业的碳排放进行量化核算，企业可以组织自查也可以聘请第三方机构提供专业的核算服务。碳核查指的

是按照专业标准对碳核算的结果进行查验核证，必须由独立第三方进行。一般来说，第三方机构完成核查后将出具核查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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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这些机构外，合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综合检验机构、认证机构、专业环境咨询机

构、研究机构等合资格的机构，均可提供碳信息核算与报告的相关服务。 

表 5：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示例 

机构类型 机构举例 

会计师事务所 德勤、普华永道等 

综合检验、认证类机构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SGS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公司、TUV 南德意志集团、
北京鉴衡认证中心等 

环境、低碳领域的咨询公司 中节能咨询、北京中创碳投科技公司等 

研究机构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北京市
计量检测科学研究院等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海通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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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做出碳中和承诺的首要意义在于降低对环境和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在企业的碳

中和计划中，碳减排应该优于碳抵消，金融机构应首先着力降低自身的碳排放。金融

行业碳排放主要来源于使用电力和办公材料产生的间接排放，因此减排策略的核心在

于两个方面：一是节能降耗；二是使用绿色能源替代高碳煤电。本节将针对温室气体

范围一、二、三的排放，介绍具代表性的减排措施和实践案例，旨在为金融机构开展

减排行动提供参考（图 8）。 

图 8：碳减排途径与措施 

 

资料来源：海通国际 

 

范围一减排 

1) 能源转型 

2) 减少用能活动 

范围二减排 

1) 节约用能 
2) 提升能效 
3) 使用绿色能源 
4) 发展绿色建筑 

范围三减排 

1) 减少相关活动 

2) 减少物料使用 

实 
施 
流 
程 

制度 
支持 

专业 
服务 

碳管理制度、能源管理制度、配套机制（薪酬绩效等激励机制、企业文化）等 

节能咨询、能源管理服务、节能培训、减排评价等 

专业 
机构 环境顾问公司、能源咨询公司、综合检验/认证机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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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直接温室气体排放（范围一）减排 

金融机构主营业务范围一的排放主要是自有燃油汽车产生的碳排放，其他可能还包括

员工食堂的燃气装置、极少量仍未淘汰的使用化石燃料的低效锅炉等。范围一减排主

要有两种途径：一是进行能源转型，将产生直接排放的燃烧装置更换为零碳或低碳设

备，例如将燃烧装置替换为电气化装置；二是减少用能活动，通过降低这些装置的使

用频率来节能减排。 

以燃油车减排为例，金融机构可逐步将自有公务用车、巴士、货车等燃油车辆更换为

混合动力车或新能源汽车。一些重视气候变化的国际金融机构已有相关实践，美国好

事达投资控股财团（Allstate）25集团拥有约 3000 辆轿车和越野车支持其业务运营，公

司在 2019 年将四分之一的车辆更换为混合动力车，以减少范围一排放。金融机构还应

尽量减少燃油车使用，在企业内部倡导低碳出行，鼓励全体员工减少非必要用车，以

自行车、电动车、搭乘公共交通等方式代替燃油公务车出行。 

 

3.2. 与能源使用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范围二）减排 

金融机构范围二的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来源于外购电力，其他可能还包括少量外购热力

能源（例如北方地区公用建筑冬季采暖使用的远地热力站供应的天然气热能）。因此，

范围二减排主要是减少电能消耗，具体概括为四个方面：节约用能、提升能效、使用

绿色能源、以及大力发展绿色建筑等综合化的解决方案（图 9）。 

图 9：范围二减排的主要途径 

 

资料来源：海通国际 

 

3.2.1. 节约用能 

金融机构首先应减少不必要的能耗，在办公运营中节约用电、杜绝浪费。一般来说，

企业的耗电设备主要包括空调制冷/采暖系统、照明系统、电脑设备、以及复印机、打

印机和饮水机等其他设备。公司可以针对耗电设备制定节能措施，倡导绿色办公，例

如随手关灯、在白天光线充足时尽量不开灯、室温适宜时不开空调、在不使用电脑、

打印机等用电设备时断开电源以减少待机能耗。电脑设备是现代办公中最常用的耗电

                                                       
25

 美国好事达投资控股财团《2019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节约用能 提升能效 使用绿色能源 发展绿色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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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4：全国近零能耗示范建筑使用智能互联办公照明系统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的近零能耗示范楼不仅使用了节能 LED 灯、可通过人体感应和照度感应调节亮度的

节能照明系统，还采用了可运用智能手机应用程序控制的智能互联办公照明技术，高效节能的同时更能保证

办公环境的舒适便捷。数据显示，该建筑单位面积照明能耗仅为同类建筑的四分之一，实现了照明设备节省

75%电力消费的建筑目标。 

资料来源：http://www.cnste.org/html/zixun/2019/1025/5619.html；

https://www.signify.com.cn/zh-cn/our-company/news/press-release-archive/2017/20170323-philips-poe-intelligent-interconnection-offi

ce-lighting-system 

设备。据统计，每台使用中的电脑一年排放出 100 千克的二氧化碳26。鼓励员工以低

碳节能的方式使用电脑，可成为企业节能减排的重要方式之一。例如调低屏幕亮度，

据测算，调低屏幕亮度可令每台笔记本电脑每年可节电 15 度，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

14.6 克27。 

 

3.2.2. 提升能效 

在节能的同时，金融机构还应该着力提升能源使用效率。这一目标可通过设施的节能

改造来实现，例如在硬件方面将高能耗设备替换为节能装置，在软件方面引入智能化

控制系统以实现能效的自动化管理。公司既可按照自身用能结构，选取部分能耗设施

进行节能整改，也可以聘请专业的环境顾问等第三方服务机构，量身定制综合性的能

效优化解决方案，全面提升公司的用能效率。美国麻省人寿保险（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为总部大楼改造安装高效的照明、采暖、新风和空调系统，每

年节省电力约 45 万千瓦时。 

照明是商用建筑电能消耗的一大来源。据政府机电工程署数据，香港每年的电力消耗

大約有 15%来源于照明，仅次于耗电量最高的空调系统28。以照明系统为例，企业可

通过对照明系统的节能改造进行减排。近几年，中国内地的新造建筑已普遍使用低碳

环保的节能 LED 灯。LED 灯在环保方面较普通灯有多项优势：能耗低，较传统白炽灯

可节省 90%以上的电能；使用寿命长，是传统白炽灯的 6 倍；不含水银等有害物质，

废弃可回收。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进步，智能化的照明系统应运而生，可以实现

系统集中控制、自动感应调光、延长光源寿命等节能效果，能帮助企业进一步提升照

明能效水平。 

 

值得关注的是，有“电老虎”之称的数据中心在 2018 年的总用电量占中国全社会用电

量的 2.35%，超过上海市 2018 年的全社会用电量29。随着信息化水平的提升，数据中

心已成为大型金融机构的核心基础设施，未来还面临庞大的扩容需求。目前，中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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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碳生活之绿色办公》，《国土绿化》，2017。 
27

 同上。 
28

 https://www.emsd.gov.hk/energyland/tc/building/energy_use/lighting.html 
29

 绿色和平、华北电力大学，《点亮绿色云端：中国数据中心能耗与可再生能源使用潜力研究》，2019。 

http://www.cnste.org/html/zixun/2019/1025/5619.html；https:/www.signify.com.cn/zh-cn/our-company/news/press-release-archive/2017/20170323-philips-poe-intelligent-interconnection-office-lighting-system
http://www.cnste.org/html/zixun/2019/1025/5619.html；https:/www.signify.com.cn/zh-cn/our-company/news/press-release-archive/2017/20170323-philips-poe-intelligent-interconnection-office-lighting-system
http://www.cnste.org/html/zixun/2019/1025/5619.html；https:/www.signify.com.cn/zh-cn/our-company/news/press-release-archive/2017/20170323-philips-poe-intelligent-interconnection-office-lighting-system
https://www.emsd.gov.hk/energyland/tc/building/energy_use/light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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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都出台了数据中心电力使用效率（PUE）30的限制标准，提升数据中心能效既是机

构减排需重点关注的项目，也是满足政策监管要求须采取的行动。据绿色网格组织（The 

Green Grid，TGG）分析，数据中心的电力消耗主要源自机房空调、IT 设备用电和不

间断（UPS）电源，三项合计约占总电力消耗的 93%31。针对这三项用电消耗，企业

可通过采用自然降温技术、使用低能耗设备、选用高效 UPS 等方式进行节能减排。金

融机构还可聘请专业顾问机构对既有数据中心进行系统性的节能整改和优化；对新建

数据中心，在设计之初就引入低碳环保标准，选址方面也可考虑风电、水电、光伏等

可再生能源富集地区。 

此外，高效使用办公空间、辅以灵活的办公模式可提升能效。例如，减少封闭式办公

室、采用开放式的办公结构，可以减少员工所需的工位数量，缩小工位的占地面积，

还能获得更充足的自然光，大幅提升建筑物的使用效率。同时，这种方式还能促进员

工之间沟通协作，提高运营效率。灵活的办公模式是指出员工可进行跨部门或跨场地

的动态办公模式，办公场所的空间设计通常是以员工的活动为导向划分，而不是以部

门划分。多人可共享一个工位及电脑设备，不要求集中办公。这种动态工作模式可节

省办公场地，提升办公设备的利用效率。 

 

3.2.3. 使用绿色能源 

使用绿色能源也是范围二减排的有效途径，主要包括三种方式： 

建筑物的可再生能源利用。相关措施包括在建筑内使用可再生能源系统（如太阳能吸

收式制冷系统、地源热泵等）以及可再生能源与建筑一体化。可再生能源与建筑一体

化是指在建筑物中采用可以发电的绿色建材，如带有太阳能电池板的外墙材料（如光

伏幕墙）、屋顶材料，以清洁能源替代外购火电。绿色建材兼具发电功能和建筑物组

件的功能，通常与建筑物同时设计、同时安装。 

自建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分布式项目所使用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包括光伏、风

电、生物质等，通常在用户场地就近建设、光伏发电系统还可安装在建筑物屋顶。分

布式项目的运行方式通常是用户自发自用、多余电量上网；符合条件的项目可享受国

家和地方电力补贴。目前相关技术和市场都较为成熟。腾讯上海青浦数据中心自建了

3000 平方米的分布式光伏电网，通过利用可再生能源的方式节能减碳32。 

直接采购绿色电力。在具备条件的地区，发电企业可向用电企业出售绿色电力，通过

专用线路输送给企业用户。各省市地区直接购电的交易机制、服务品种和交易方式（双

边协商、集中竞价、挂牌交易等）各不相同且相关政策持续更新。建议有意向的金融

机构关注政策变化，向当地发电企业咨询采购绿电的具体途径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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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E（Power Usage Effectiveness，电力使用效率）是国际通行的衡量数据中心用电能效的指标。 
31

 https://cloud.tencent.com/developer/article/1548992 
32

 绿色和平、华北电力大学，《中国互联网云服务企业可再生能源表现排行榜》，2020。 

https://cloud.tencent.com/developer/article/1548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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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大力发展绿色建筑 

金融机构的主营业务所产生的碳排放，几乎相当于其办公所使用的公用建筑物的碳排

放，因此着力发展低碳/零碳的绿色建筑，是金融机构减排的综合性解决方案。相关实

践主要包括两种途径：对既有建筑的绿色改造、以及将新造建筑设计为绿色建筑。 

绿色建筑通常是指在建筑的全寿命周期内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建筑，包含节约资源、保

护环境和减少污染、健康高效使用空间等要素。绿色建筑技术的核心在于建筑节能和

使用绿色电力，具体技术包括能效照明、遮阳、自然通风、隔热措施、太阳能热水装

置和高效的能源管理体系等。也就是说，前文提及的减排举措其实也属于绿色建筑的

技术范畴。 

目前，我国低碳甚至零碳建筑的技术已相当成熟，而且长期来看，进行建筑改造总体

成本并不高，绿色建筑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例如，欧盟已提出在 2030 年前实现所有建

筑近零能耗的目标。绿色建筑项目近年在我国也增长迅速，相信在 30/60 目标背景下，

未来将发展成为主流。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建议金融机构加大在绿色建筑领域的投入

力度，对既有建筑进行低碳改造，或者联合科研机构、建筑行业建设低碳/零碳建筑的

示范项目。这一举措在实现减排的同时，还具备多方面的积极意义： 

首先，高效的绿色建筑对环境和气候变化更具适应性，能更好地应对能源价格变化和

自然灾害，降低金融机构自身的转型风险并提升建筑本身的经济价值。中国建筑科学

研究院上海分院的调研表明，绿色建筑较普通建筑的运营成本可以降低 8%-9%，建筑

本身的价值可以增加 7.5%33。 

其次，金融机构在该领域的投入，不仅可以起到引领作用，在全社会形成示范效应、

在企业界促进绿色建筑在公用领域的推广和普及，而且可以助推绿色建筑行业的发展，

为建筑部门实现净零排放提供支持。 

最后，使用绿色建筑，取得专业认证（如美国绿色建筑标准 Leed34、中国绿色建筑评

价标准 CGBL），还有助于金融机构提高自身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品牌形象。 

 

3.3. 其他间接温室气体排放（范围三）减排 

范围三减排的主要途径包括减少产生碳排放的相关活动（如航空差旅）和物料使用（如

纸张）。 

员工出差搭乘飞机是金融机构范围三的主要排放源之一。2019 年的新冠疫情促使员工

之间、员工与客户之间的交流模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许多会议改为远程视频方式进

行。企业虽然是被动采用视频会议模式，但从碳排放角度来看，视频会议降低了全球

的旅行需求，减少了范围三的碳足迹。 

                                                       
33

 气候组织，《中国低碳建筑案例分析》，2011。 
34

 LEED 认证是一个绿色建筑的工具，由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USGBC）建立并于 2003 年开始推行，在美国部分州和一些国家已被列为

法定强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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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5：美国前进保险公司（Progressive）的无纸化办公举措 

美国前进保险公司已经实现使用电子签名对文件进行审阅和批复，并辅助使用虚拟协作工具，减少内部

沟通使用的纸张数量。在运营过程中，从客户的身份识别卡入手，减少设计和生产卡片所需资源；同时不断

更新网络技术支持，使客户可以通过前进保险公司应用程序进行身份验证或获取所需资料。通过上述方式，

前进保险公司纸张使用一直维持在 2011 年水平。 

资料来源：https://www.progressive.com/about/corporate-responsibility/ 

 

 

 

金融机构范围三排放的另一主要来源是废纸处理。金融机构应大力推行无纸化办公，

通过借助电磁屏、搭配电子笔和软件技术将传统的文件审批签名的过程电子化，审阅

人员可通过相应的技术支持对需要批复的文件进行圈阅和签名。同时，线上讨论方式

也使远距离沟通变得顺畅，稿件的修改也不需要反复打印，造成纸张浪费。 

 

 

3.4. 制度支持和文化建设 

金融机构执行减排计划同样需要制度支持。由于碳排放和能源使用密切相关，公司需

要建立科学的能源管理制度作为基础。同时在减排过程中，建立激励机制有利于减排

计划的推进实施（如以任务分解的方式为各业务条线/部门设立减排目标，将减排表现

纳入绩效考核指标与薪酬挂钩等。） 

企业减排离不开员工的支持和参与，在企业内部建设“绿色企业文化”也至关重要。

公司应加强宣传教育，提升员工对环境与气候变化的认知，并提倡绿色、低碳的办公

方式。例如编制绿色办公手册、或鼓励使用节能 APP 计算个人的碳足迹，令低碳理念

融入员工的工作和生活。 

 

3.5. 碳减排相关专业服务 

节能服务行业在我国尚属新兴产业，但近年发展迅速，相关机构可以提供的服务包括

能源管理顾问、能源诊断与咨询、节能改造工程、设备运转维护管理、节能减排认证

等（如中节能咨询等）。如要发展绿色建筑，金融机构还可以选用建筑服务咨询、认

证等第三方专业机构服务。 

 

 

https://www.progressive.com/about/corporate-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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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6：高盛集团的温室气体减排措施 

高盛集团于 2015 年宣布已实现公司运营层面的碳中和，较 2009 年宣布于 2020 年实现碳中和目标提早

5 年。高盛还提出 2020 年前实现其全球电力消费 100%来自可再生能源的目标，至 2019 年已完成 98%。公

司主要通过提升能效、远程办公和使用绿色能源进行减排，具体措施如下： 

• 推广电动车：高盛在全集团范围内推广电动汽车，包括自有园区和租赁的办公室，以支持员工和客户

绿色出行。高盛在其印度班加罗尔园区内已安装 119 个电动汽车充电装置。 

• 高效运用空间：高盛在办公室结构改造中采用全球工作场所标准（Global Workplace Standard），

旨在以开放式的空间设计减少封闭办公室，提升建筑利用效率。公司将办公室沿建筑中心分布，办公

桌沿周边分布，令每个座位的占地面积减少了 25%。同时，公司采用动态工作场所模式办公，共有

约 5,000 多名员工以跨部门和跨场地的方式工作，减少了办公空间需求，进一步提升了办公建筑能效。 

• 减少电脑设备能耗：高盛在全球办事处约 4 万台台式机电脑上成功部署了台式机电源管理方案，预计

每年可节省 100 万美元的电力和相关冷却成本。同时，公司通过提高数据中心散热水平、以及优化

技术设备来最大化数据中心建筑基础设施和技术系统的能效。 

• 建立应用创新实验室，致力研究建筑能效提升：2018 年，高盛与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和建筑能

源交易所合作，在公司总部创造了一个应用创新实验室。该实验室负责照明、阴影和控件等新技术的

研发和创新，以进一步减少碳足迹。此前高盛已将总部的照明系统更换成 LED 灯。 

• 获得美国 LEED 绿色建筑金牌认证：目前高盛房地产组合中约 50%的建筑都得到了 LEED 领先能源

与环境设计的金牌认证。 

• 以远程办公取代商务旅行：高盛以全球视频会议降低全球旅行需求，通过使用 Zoom、Blue Jeans

和 Jabber 等线上会议软件，以远程办公的方式使员工之间、员工与客户保持联系，进一步减少范围

三的碳足迹，同时弱化了新冠疫情对业务运营的影响。 

• 使用绿色能源：2019 年 4 月，高盛签署了一项长期购电协议，将 1.4 兆瓦的太阳能车棚系统与其子

公司 Ayco 的总部连接。该太阳能车棚系统是 Ayco 的第一个大型现场可再生能源项目。该建筑物 60%

的电力都来自此可再生能源项目，此项目于 2020 年夏季投入运营。 

在此基础上，高盛于 2019 年 12 月发布了碳减排的下一个五年计划，承诺于 2025 年实现以下主要目标：

1）将日常经营中的能源使用强度比 2017 年降低 20％；2）将范围三的核算基准扩大至包含酒店住宿（目前

范围三主要包括航空旅行）；3）确保 80％的可再生能源来自长期购电协议和建筑物的可再生能源系统；4）

为员工制定绿色旅行者计划，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商务旅行对环境的影响等。 

 

资料来源：https://www.goldmansach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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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碳抵消活动通常是指通过购买高质量的、经认证的碳补偿额度，来抵消企业在

执行减排计划后仍然剩余的碳排放量35。在国际上，相关实践主要包括通过采购可再生

能源证书等方式抵消范围二中电力消费导致的间接排放、通过购买碳排放权交易体制

下的碳排放配额、经核证的自愿减排量来抵消剩余的碳排放。在中国，国家管控的重

点排放企业的碳抵消活动主要包括参与碳交易、购买碳信用额度；非控排企业的碳抵

消活动属于自愿行为，尚无明晰的标准界定。 

在中国，由于企业实施碳中和属于较新的领域、碳交易市场尚不成熟和完善，国家政

策和法规对企业层面如何实现碳抵消尚无统一标准36。英国标准协会（BSI）研制的全

球第一套碳中和标准 PAS 2060 包含了对碳抵消活动的定义，一些国际通用的温室气

体核算标准（如 ISO 14064-1）为核算企业碳抵消量提供了规范37。2019 年 5 月，国

家生态环保部发布了《大型活动碳中和实施指南（试行）》，其中明确提出活动组织

者可“通过购买碳配额、碳信用38的方式或通过新建林业项目产生碳汇量的方式抵消大

型活动实际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但金融机构能否按照上述各项标准开展碳抵消

活动、直至实现碳中和尚不明确。建议金融机构现阶段将碳中和实践的重点放在碳核

算和碳减排的领域，待相关政策制度明晰成熟后，再致力于实现碳抵消。本节将重点

介绍碳抵消的国际惯例和中国的碳交易概况，为金融机构的碳抵消实践提供参考。 

                                                       
35

 主要参考英国标准协会（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ion，BSI）制定的 PAS2060 碳中和标准对碳抵消（Carbon Offset）活动的界定。 
36

 我国各地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均出台了有关抵消机制的政策文件，其中包括管理办法、规定和通知，例如《北京市碳排放权抵消管理办

法（试行）》、《深圳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抵消信用管理规定（暂行）》、上海市的《关于本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期间有关抵消机制使用规

定的通知》）等。各地方碳市场的抵消机制在减排项目可用于抵消的比例、地域限制、项目类型等具体制度设计方面各有不同。 
37

 今年 2 月，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已启动碳中和国际标准（ISO 14068）的研制，预计将于 2023 年发布。 
38

 碳信用（Carbon Credit）又称为碳权，广义而言既包括碳排放配额又包含经核证的自愿减排量。该指南中的“碳信用”特指温室气体减

排项目产生的减排量，原文对碳信用的定义为：“碳信用是指温室气体减排项目按照有关技术标准和认定程序确认减排量化效果后，由政

府部门或国际组织签发或其授权机构签发的碳减排指标。”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906/t20190617_706706.html 



 
中国金融机构实现碳中和的路径和方法   35 

图 10：国际上企业碳抵消的主要途径 

 

资料来源：海通国际 

 

4.1. 提高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比例 

4.1.1. 国际概况 

国际上，企业提高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的主流方式包括购买可再生能源证书、直接投

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自建分布式项目接驳电网、签署购电协议等。其中，采购可

再生能源证书是企业进行碳抵消活动的主要途径之一。 

在世界范围内，可再生能源证书39通常是指由认证机构对可再生能源电力核发的证书，

以证明其绿色属性，是一种可交易的能源商品。其核发机构既包括若干国际组织，也

包括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机构。一般来说，购买可再生能源证书相当于获得了使用

绿色电力的声明权，按照《企业标准》等国际通用的温室气体核算标准，企业可用其

抵除等量电力产生的范围二碳排放。采购可再生能源证书也是高盛实现绿电消费和碳

中和的重要手段之一40。 

                                                       
39

 可再生能源证书在美国被称为 Renewable Energy Certificates（REC），在欧洲被称为原产地证书（Guarantee of Origin，GO）。 
40

 https://www.goldmansachs.com/our-commitments/sustainability/sustainable-finance/our-operational-impact/carbon-energy/ 

提高可再生能源的 
使用比例 

购买可再生能源证书 

投资可再生能源项目等 

参与碳交易 

购买碳排放配额 

购买经核证的自愿减排量 

企业碳抵消的途径 

专题 7：RE100 简介 

目前，许多国际大型企业都制定了使用可再生能源的目标。2014 年，为倡导企业界共同推进全球的净

零碳排放目标，气候组织（The Climate Group）和 CDP 联合发起了 RE100（Renewable Electricity 100）

全球可再生电力倡议，加入的企业须承诺 2050 年前实现 100%使用可再生电力的目标。截至 2021 年 2 月，

全球已有 291 家企业加入该倡议，参与的金融机构包括高盛、富国银行、巴克莱、第一资本等。其中，第一

资本已于 2017 实现了 100%使用绿电的目标，高盛也在 2019 年完成了目标进度的 98%。远景科技、隆基

股份、阳光电源等公司成为首批加入 RE100 的中国企业，并发起 RE100 中国倡议。 

采购非捆绑式的可再生能源证书是 RE100 成员企业实现绿电消费的主要途径。据 RE100 的 2020 年度

报告，在其成员企业使用的全部绿色电量中，通过购买可再生能源证书获取的绿电比例接近 50%。 

*https://www.there100.org/ 

https://www.goldmansachs.com/our-commitments/sustainability/sustainable-finance/our-operational-impact/carbon-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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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绿色电力证书 

可再生能源证书在中国被称为绿色电力证书，简称绿证。2017 年，国家发改委、财政

部、能源局三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试行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核发及自愿认购交易

制度的通知》，我国开始试运行绿证制度。绿证制度的目的在于促进绿色电力消纳，

降低光伏发电、风电等清洁能源企业对政府补贴的依赖41。 

绿证由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对发电企业非水可再生能源上网电量核发电子证

书。绿证交易属自愿行为，任何政府机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均可采购。每份绿证

对应 1 兆瓦时结算电量，并标记等量的温室气体减排量。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我国的

碳交易市场和绿证交易制度尚未建立衔接机制，政府对采购绿证可否用于碳排放的抵

消尚无明确规定。由于抵消机制是碳排放权交易的重要环节，而绿证又可以精确衡量

温室气体减排量，理论上讲，绿证具备与经核证的减排项目一样的环保属性。未来，

随着相关政策制度的逐步完善并与国际接轨，采购绿证有望成为金融机构进行碳抵消

的途径。 

现阶段，企业采购绿证主要是为了完成绿电消费目标、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或支持可再

生电力发展的公益用途。一汽大众已采购超过 3 万个绿证42；阿里巴巴在 2019 年为其

20 周年年会采购绿证43；2016 年，世界资源研究所（美国）北京代表处也通过认购某

风电项目的 32 张绿证，实现了 100%绿电消费，并聘请了专业的认证机构为此次采购

提供核查及评价服务44。 

绿色电力证书的认购方法相对简便。“绿证认购平台”（http://www.greenenergy.org.cn）

是全国绿证核发和认购的统一的线上电子平台，由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建设

并管理。有意向的金融机构可登入该平台，上传营业执照、税务证明等文件进行注册。

注册后，机构可在线上浏览和筛选绿证项目并进行交易。交易方式主要包括单向挂牌

和协议转让。单向挂牌是指意向卖方向平台提交出售绿证信息，意向买方通过平台查

看实时挂牌信息，并完成支付认购的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是指买卖双方经协商达成一

致，并通过平台完成交易的交易方式。交易通过银联支付等渠道结算，结算完成后，

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将对购买绿证的机构核发有法律效应的凭证。 

 

4.2. 碳交易 

碳交易通常指的是在碳市场内投资或交易多种碳排放权产品（如碳排放配额或经核证

的自愿减排量）的行为。在国际上，碳交易的常见动机包括完成减排目标、获取投资

收益、实现碳抵消等。碳市场是碳交易发生的主要场所。 

                                                       
41

 2019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了《关于建立健全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的通知》，明确了需承担可再生电力消纳责

任的市场主体，相当于配额制的出台。通知还规定自愿认购的绿证对应的电量可等量记为可再生能源消纳量，意味着相关主体可通过购买

绿证完成配额义务。 
42

 http://www.greenenergy.org.cn 
43

 绿色和平、华北电力大学，《中国互联网云服务企业可再生能源表现排行榜》，2020。 
44

 世界资源研究所，《企业绿色电力消费指导手册》，2019。 

http://www.greenenergy.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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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中国碳市场概况 

2011 年，中国开始探索建立区域性碳交易市场，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

东、深圳作为首批试点地区相继建立了区域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2016 年，福建省

也被纳入到这一体系中。在交易规则方面，8 个试点区域的碳排放权交易规则不尽相

同，主要体现在交易形式（公开交易或协议转让）的丰富性、以及交易参与主体的分

类和准入资格上（附录 2）。2019 年，上述 8 个试点地区的碳交易市场合计交易量接

近 1 亿吨，交易额超过 20 亿元人民币；其中广东省、北京市、湖北省、上海市、深圳

市碳交易市场的交易额约占总量的 95%（表 6）45。 

表 6：2019 年各区域碳市场数据 

区域 交易量（百万吨） 总价值（百万元） 交易额占比 单价（元/吨） 

广东 45.38 880.63 40.8% 19.41 

深圳 14.55 151.07 7.0% 10.38 

湖北 12.49 344.16 16.0% 27.56 

北京 7.07 438.13 20.3% 61.97 

上海 6.89 233.70 10.8% 33.92 

福建 4.07 70.81 3.3% 17.40 

重庆 1.23 21.25 1.0% 17.28 

天津 1.13 16.34 0.8% 14.46 

总计 92.81 2156.09 100.0% 23.23 
 

数据来源：Refinitiv、海通国际 

 

2016 年，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切实做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重点工作的通

知》，标志着我国开始启动建设全国性碳交易市场。2017-20 年，国家进一步细化了

全国性碳排放权交易覆盖的重点行业和起步机制。2021 年 1 月，生态环境部发布《碳

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全国性碳交易市场建设的大幕正式拉开，6 月底将

启动上线交易，首批纳入交易范围的包括 2225 家发电企业，市场规模预计超千亿。虽

然金融机构暂时不能参与这一全国性的碳交易体系，但我们相信，随着交易主体不断

扩容、交易体系愈益成熟，金融机构应该在不远的将来也可以参与这一市场。 

 

                                                       
45

 Refinitiv，Carbon Market Year in Review 201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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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8：国际碳市场概况 

按照强制性分类，全球碳市场可以分为强制碳市场和自愿碳市场，两者的区别在于强制碳市场的参与主

体往往受到国际或区域性强制减排目标的约束，从而需要通过在碳市场上交易排放权配额等产品以达到减排

目标；而自愿碳市场的参与主体的交易行为则出于自愿。 

全球强制碳市场主要由国际体系和区域内体系构成。国际体系下强制碳市场的建立主要基于《京都议定

书》中的国际排放权交易机制（IET）、清洁发展机制（CDM）和联合实施机制（JI）。基于《京都议定书》

机制的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是全球最大的碳市场，目前在 31 个国家运行，涵盖约 45%的欧盟温

室气体排放。Refinitiv 的统计数据显示，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交易规模约占 2019 年全球碳排放交易规模总

量的 80%。相比于强制碳市场，全球自愿碳市场的规模非常小。根据 HSBC 的测算，其交易价值总量仅占

强制碳市场的 0.01%*。 

* HSBC，Building A Voluntary Carbon Offsets Market，2020 

1
 Building A Voluntary Carbon Offsets Market，HSBC 

专题 9：核证的自愿减排量 

核证的自愿减排量是指具备温室气体减排效果的项目所产生的减排量，需要经过独立的第三方进行核证

或审定方可进行交易，单位以“吨二氧化碳当量”计。在我国，可以用于碳抵消的此类商品包括国家核证的

自愿减排量（CCER，Chinese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和其他经审定的项目减排量（表 7）；自愿

减排项目的类型主要包括风电、光伏发电、水电、农村户用沼气和林业碳汇等。据中创碳投统计，截至 2021

年 3 月 12 日，全国 CCER 累计成交超 2.75 亿吨，其中上海和广东占比分别为 41%和 21%*。 

* https://mp.weixin.qq.com/s/EAnWOEt3vzTftFKK46QGJw 

 

1
 Building A Voluntary Carbon Offsets Market，HSBC 

4.2.2 场内碳交易简介 

和国际碳市场一样，我国的碳交易市场也分为强制碳市场和自愿碳市场两个体系。 

强制碳市场的参与者主要是被纳入碳排放权配额管理范围的重点排放单位，主要覆盖

石化、钢铁、电力、航空等重点行业。政府在控制总量的前提下向这类重点排放单位

发放碳排放权配额；减排完成度高的企业可以将富余配额在市场上出售，而减排完成

度较低的企业则需要在市场上购买碳排放权配额或核证自愿减排量以完成减排目标46。 

自愿碳市场的参与者主要是出于盈利或公益目的而交易碳排放权配额或核证自愿减排

量的企业、机构或个人。自愿碳市场的规模相对较小。由于金融业暂未被包括在全国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内，绝大部分金融机构也并非重点排放单位，因而在现阶

段，金融机构进行碳抵消主要参与的是区域层级的自愿碳市场。 

 

 

                                                       
46

 根据 2021 年 1 月发布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重点排放单位使用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或生态环境部另行公

布的其他减排指标抵消其经核查排放量的比例不得超过 5%。 

https://mp.weixin.qq.com/s/EAnWOEt3vzTftFKK46QGJ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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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用于碳抵消的可交易产品 
 

交易产品 审定单位 产品说明 

省级碳排放配额 省级发改委 

在国家发改委控制总量的基础上，省级发改委核定的，允许重点排

放单位在相应行政区域一定时期内排放二氧化碳的数量；如北京市

碳排放配额（BEA），湖北省温室气体排放分配配额（HBEA） 

国家核证 

自愿减排量 
国家发改委 

国家发改委根据《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审定的自

愿减排项目产生的减排量；简称 CCER 

其他经审定的 

项目减排量 

省级发改委 

或生态环境厅 

区域内相关企业或个人自愿参与实施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绿

色碳汇等行为所产生的核证自愿减排量；如广东省碳普惠制核证

减排量（PHCER） 

资料来源：公开信息整理、海通国际 

 

4.2.3 金融机构参与碳交易的流程 

图 11：金融机构参与碳交易的流程 

 

资料来源：海通国际 

 

（1）注册会员 

会员管理制度。从参与机制来看，多数碳交易市场实行会员管理制度。会员通常分为

两类，一类是机构或自营类会员，这类会员利用自有资金参与到碳排放权配额或核证

自愿减排量的交易和投资活动中；另一类是经纪会员，其被批准从事各类排放权产品

的代理开户业务。此外，部分交易所也认可符合条件的服务类会员，主要提供产品托

管、开发咨询、资产评估、金融产品设计、合同管理等服务。 

金融机构的会员类型。一般来说，金融机构如需参与到该市场的交易中去，应注册为

交易所机构或自营类会员，也可委托交易所经纪会员代为开户。值得注意的是，如金

融机构的交易目的仅为购买碳排放权产品以抵消自身的碳排放，广东、深圳、福建等

地的交易所也提供公益类会员资质。 

注册流程。金融机构若参与碳交易市场，首先需要提交会员资格申请资料，经审核通

过并签订协议后即可取得会员资格。绝大部分交易市场对拟注册机构的注册资本金、

行业经验、信誉状况、是否具有从事碳排放管理和交易的人员等条件有一定的限制，

具体要求可参阅当地交易所的《交易细则》或《会员管理办法》。此外，就企业的法

人类型而言，北京、上海、福建的交易所明确规定，只有在中国境内登记注册的企业

注册会员 参与交易 支付清算 



 
中国金融机构实现碳中和的路径和方法   40 

法人才具备会员申请资格；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则要求企业必须是中资控股。而广东、

湖北、深圳、重庆等地的交易所并无此类规定。 

 

（2）参与交易 

交易机制。就交易方式而言，不同区域的碳排放权交易所机制不尽相同，大致可以分

为挂牌点选、协议转让和竞价交易三种形式。挂牌点选是指交易参与人提交卖出或买

入挂单申报，意向受让方或出让方通过查看实时挂单列表，点选意向挂单，完成交易。

协议转让指交易双方在场外直接进行碳排放配额买卖磋商，达成交易，一般适用于关

联主体之间的交易或申报数量较大的交易。竞价交易则是委托人将其持有的碳排放权

通过交易所交易系统公开挂牌出让，意向方在规定的报价时段公开竞买并达成交易的

机制。 

交易产品。在交易产品层面，金融机构可购买三种产品进行碳抵消，包括省级碳排放

配额、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以及其他经审定的项目减排量（表 7）。 

 

（3）支付清算 

在交易结束后，相关方将以交易规模为基准向交易所支付交易经手费、信息使用费或

其他费用。在结算上，大部分碳排放权交易所实行第三方存管制度和当日结算制度，

即指定相关的托管方和银行进行资产划转与资金结算，通常在交易结束后当天完成。 

 

4.3. 碳交易相关专业服务 

在碳交易方面，第三方机构可提供碳市场咨询（政策、法规）、减排项目筛选和审慎

调查、交易中介、碳资产托管、碳中和评价/认证等专业服务。相关机构包括会计师事

务所、律师事务所、咨询公司、托管机构等。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我国对企业层面的

碳中和尚未制定明确的政策规定和认证标准，但部分碳交易所和一些第三方机构已参

考国际碳中和标准（如 PAS 2060 标准）、国际通用的温室气体的核算标准（如 ISO 

14064-1）或相关政策，推出碳中和评价和认证类的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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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述，除了实现自身运营层面的碳中和之外，金融机构还应致力于实现资产层

面的碳中和，通过加强投融资活动中的气候风险管理，更直接地帮助和推动其他部门

尽早实现碳中和。虽然目前对投融资活动中的碳排放及碳强度进行核算从技术上还存

在诸多挑战，但这并不妨碍金融机构在当前的投融资业务中尽早行动，降低业务活动

中的碳足迹。 

例如，商业银行可以给低碳、减排、环保企业发放绿色贷款或帮助它们发行绿色债券，

并对高排放企业采用更严格的贷款标准、收取更昂贵的贷款利息或融资费用、甚至拒

绝提供融资；券商/投行可通过承销绿色债券来帮助能源、工业、建筑、公共事业等行

业的企业进行绿色减碳相关的融资，并对那些高排放的行业与企业（如煤炭、煤电、

石油等）在融资额度及融资成本等方面采取更严格的标准（甚至拒绝提供融资）；资

产管理公司可通过设立碳基金、发行绿色低碳主题的股债基金或 ETF 来帮助投资者筛

选绿色投资标的，并将募集资金直接提供给相关的绿色企业（通过产业基金、风险资

本基金、IPO、增发、购买新发行的绿色债券等方式），或投资二级市场标的、通过价

格机制对企业的减碳行动提供激励；保险公司也可通过积极股东策略、“影响力投资”

等模式，运用自身管理的庞大资金，对投资标的形成直接或间接的减碳激励与排放约

束（表 8）。 

另外，金融机构应积极参与中国碳市场的建设，增强碳市场的金融属性，拓展市场的

广度和深度，促进形成全国统一、真实反映碳资产价值的价格发现机制。金融机构以

买方身份参与碳交易，有望显著增加碳市场需求，推高碳信用价格。在这个过程中，

新能源相关企业和积极减排的企业相当于获得了更高的市场补贴，而消极对待减排、

长期依赖购买碳配额的重点排放企业，则将面临更高的排放成本，从而被迫转向绿色

节能的发展战略。 

随着碳市场的发展完善和碳交易的金融属性日渐增强，金融机构作为碳市场的交易主

体、做市商、经纪商的功能将不断扩展，对碳期货、碳期权等碳相关的金融衍生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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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也将日益扩大。金融机构可通过开发、创新碳金融衍生品（如碳期货、碳期权等），

给市场参与者提供必要的风险管理和对冲工具，帮助市场形成对碳信用资产的中长期

价格预期，以便各类经济主体据此制定碳中和的中长期规划。显然，碳市场的繁荣发

展也给中国金融机构提供了广阔的业务发展空间。 

表 8：金融机构可开展的绿色投融资活动 
 

机构类型 绿色投融资活动 

商业银行 

• 给低碳、减排、环保企业发放绿色贷款或帮助它们发行绿色债券 

• 对高排放企业采用更严格的贷款标准、收取更昂贵的贷款利息/融资费用、

甚至拒绝提供融资 

• 发行绿色理财产品 

券商/投行 

• 通过承销绿色债券或 IPO 项目来支持绿色减碳相关的融资 

• 对高排放企业采用更严格的融资标准、收取更昂贵的融资费用/成本、甚至

拒绝提供融资 

• 践行 ESG 责任投资 

• 设立“碳中和”或低碳技术主题的 ETF、基金（股票、债券、碳信用等）或

开发碳金融相关的投资产品 

• 参与碳排放权市场的交易、做市、经纪等业务活动 

资产管理公司 

• 践行 ESG 责任投资，尤其是通过积极股东策略（ESG engagement），主

动行使对被投企业的拥有权，与被投企业合作以推动后者改善 ESG 实践，

对投资标的形成减碳激励与排放约束 

• 设立“碳中和”或低碳技术主题的 ETF、基金（股票、债券、碳信用等）或

开发相关基金产品 

保险公司 

• 践行 ESG 责任投资，尤其是通过积极股东策略（ESG engagement），主

动行使对被投企业的拥有权，与被投企业合作以推动后者改善 ESG 实践，

对投资标的形成减碳激励与排放约束 

资料来源：海通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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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1：金融部门碳中和成本估算  

 

假设今后 10 年，通过碳交易抵消碳排放是金融部门实现碳中和的主要方式，因此： 

碳中和成本=金融部门碳排放量*碳中和比例*碳交易单位成本 

其中，对金融部门碳排放量的估计采用以下公式： 

金融部门碳排放量=全国总碳排放量*金融部门碳排放量占总碳排放量的比重 

 

核心假设如下： 

 

1. 全国碳排放总量 

根据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于 2020 年 10 月发布的《中国低碳发展战略与转型

路径研究》报告，以“2030 碳达峰，2060 碳中和”为目标，在落实和强化现有国家政策的基础上，2020

年和 2025 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预测值分别为 100.3 亿吨和 104.5 亿吨；2030 年的峰值排放量应控

制在 105 亿吨以内。以上参考数据经线性处理后如下：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CO2 排放量(亿吨) 100.3 101.1 102.0 102.8 103.7 104.5 104.6 104.7 104.8 104.9 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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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融部门碳排放总量 

二氧化碳的排放主要来自于对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使用，一个行业的碳排放量与其

能耗指标密切相关。对金融部门而言，通过消耗煤炭等资源来直接获取所需能源的比例比较低，其碳

排放更多是通过对电力、办公材料、交通工具的消耗和使用而间接发生，难以直接通过化石能源消费

量来计算其碳排放量在全国总量中所占的比例。 

考虑到电能使用量是金融部门少数可以清晰拆分出的能耗指标，我们通过计算金融部门的电能消

耗量占全国总电能消耗量的比重来估算金融部门碳排放量占全国总碳排放量的比重。相关数据如下：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全国总用电量(亿千瓦时) 55,500 59,198 63,077 68,449 72,255 66,772 

金融业用电量(亿千瓦时) 130 137 161 176 183 182 

比重 0.23% 0.23% 0.26% 0.26% 0.25% 0.27% 

*2020 年的数据只包含 1-11 月的值 

计算采用的基准为近三年的比重平均值，即 0.26%。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行业的终端能源消费形式除电力之外，还包

含占比不小的化石燃料，而金融部门则很少有类似消费，因此金融部门的总耗能比重应低于上述测算

的 0.26%，即金融部门碳排放量占全社会碳排放总量的比重亦低于 0.26%。 

综合了全国总碳排放量和金融部门所占比重后，对金融业未来十年的碳排放量估计值如下：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金融业 CO2 排放量(亿吨) 0.26 0.26 0.27 0.27 0.27 0.27 0.27 0.27 0.27 0.27 0.27 

 

上文已提到， 碳中和成本=金融部门碳排放量*碳中和比例*碳交易单位成本。下文将说明对于后

两个要素的估计假设。 

 

3. 碳中和比例 

假设在 2020-2030 年间，中国金融部门至 2030 年实现碳中和，需要通过碳交易抵消的碳排放比

例（即碳中和比例）每年递增 10 个百分点，其碳中和路径如下：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4. 碳交易单位成本 

鉴于国内碳交易市场的成熟度仍有待提升，各交易所碳价差距很大。我们在碳交易成本的估计上

采用了四个基准，综合考虑了国内市场参与者及学界的预期、以及多个口径下对欧美成熟碳交易市场

的价格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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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中国碳论坛碳价调查 

此调查报告由中国碳论坛结合收集的近 400 份问卷综合而成，反映了中国碳市场各利益相关方对

中国未来碳价的预期，相关预测数据如下：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单价（元/吨） 43.0 49.4 55.8 62.2 68.6 75.0 83.2 91.4 99.6 107.8 116.0 

*红色部分为平滑处理后所得 

 

B）清华大学张希良教授的预测 

根据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张希良教授在 2020 年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年会上所作

的题为《2060 年碳中和目标下的低碳能源转型情景分析》的主旨报告，经汇率换算和平滑处理后，

得出以下碳价预测：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单价（元/吨） 45.2 47.8 50.4 53.0 55.6 58.1 63.3 68.5 73.6 78.8 84.0 

*红色部分为平滑处理后所得；美元对人民币换算汇率采用 6.46 

 

C）美国加州能源委员会的预测 

美国加州能源委员会（California Energy Commission）在 2019 年 IEPR 报告（Integrated Energy 

Policy Report）中给出了对碳价格在 2020-30 年间的预测，原始数据和经汇率换算后的数据如下： 

美元/吨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最低价 16.8 18.0 19.3 20.6 22.1 23.7 25.4 27.3 29.3 31.4 33.7 

中间价 19.6 22.5 25.8 29.6 34.0 39.0 44.8 51.4 59.0 67.7 77.7 

最高价 20.4 24.0 28.1 32.9 38.6 45.2 53.0 62.1 72.7 85.2 99.9 

            

人民币/吨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最低价 108.2 116.0 124.4 133.4 143.0 153.3 164.4 176.3 189.1 203.0 217.8 

中间价 126.6 145.3 166.8 191.4 219.7 252.2 289.4 332.2 381.2 437.6 502.2 

最高价 132.0 154.7 181.3 212.5 249.1 291.9 342.1 400.9 469.9 550.7 645.4 

*美元对人民币换算汇率采用 6.46 

保守起见，计算采用的价格以发布的最高价为依据。 

 

D）欧洲碳价综合预测 

ICIS，Energy Aspects，Bloomberg NEF，Refinitiv 等四家机构对截至 2030 年的欧洲碳价给出

了预测。保守起见，我们选取其中的最高价作为对欧洲碳价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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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吨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ICIS 24.3 27.5 30.6 33.8 37.0 40.1 43.3 46.5 49.7 52.8 56.0 

Energy Aspects 24.3 28.4 32.4 36.5 40.6 44.6 48.7 52.8 56.9 60.9 65.0 

Bloomberg NEF 24.3 29.8 35.2 40.7 46.2 51.6 57.1 62.6 68.1 73.5 79.0 

Refinitiv 24.3 30.8 37.2 43.7 50.2 56.6 63.1 69.6 76.1 82.5 89.0 

Highest 24.3 30.8 37.2 43.7 50.2 56.6 63.1 69.6 76.1 82.5 89.0 

 

 

           人民币/吨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ICIS 192.6 217.8 242.9 268.1 293.2 318.3 343.5 368.6 393.8 418.9 444.1 

Energy Aspects 192.6 224.9 257.2 289.5 321.8 354.0 386.3 418.6 450.9 483.2 515.5 

Bloomberg NEF 192.6 236.0 279.4 322.8 366.2 409.5 452.9 496.3 539.7 583.1 626.5 

Refinitiv 192.6 243.9 295.2 346.6 397.9 449.2 500.5 551.8 603.1 654.5 705.8 

Highest 192.6 243.9 295.2 346.6 397.9 449.2 500.5 551.8 603.1 654.5 705.8 

*红色部分为平滑处理后所得；欧元对人民币换算汇率采用 7.93 

 

5. 结论 

综合以上的假设，我们对 2020-2030 年间中国金融部门在不同碳价口径下的碳中和成本做出估算： 

(亿元人民币)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金融业 CO2 排放

量(亿吨) 
0.26 0.26 0.27 0.27 0.27 0.27 0.27 0.27 0.27 0.27 0.27 

碳中和比例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口径 1：中国碳论

坛碳价调查 
0.0 1.3 3.0 5.0 7.4 10.2 13.6 17.5 21.8 26.6 31.8 

- 占中国金融部门

GDP 总量比例 
0.00% 0.00% 0.00% 0.01% 0.01% 0.01% 0.01% 0.02% 0.02% 0.02% 0.02% 

口径 2：清华大学

张希良预测 
0.0 1.3 2.7 4.3 6.0 7.9 10.4 13.1 16.1 19.4 23.0 

- 占中国金融部门

GDP 总量比例 
0.00% 0.00% 0.00% 0.00% 0.01% 0.01% 0.01% 0.01% 0.01% 0.02% 0.02% 

口径 3：California 

IEPR 
0.0 4.1 9.6 17.1 26.9 39.8 56.0 76.7 102.8 135.6 176.8 

- 占中国金融部门

GDP 总量比例 
0.00% 0.00% 0.01% 0.02% 0.03% 0.04% 0.05% 0.07% 0.09% 0.11% 0.14% 

口径 4：欧洲碳价

综合预测 
0.0 6.4 15.7 27.9 43.0 61.2 81.9 105.5 131.9 161.2 193.3 

- 占中国金融部门

GDP 总量比例 
0.00% 0.01% 0.02% 0.03% 0.04% 0.06% 0.08% 0.09% 0.11% 0.13% 0.15% 

*假设金融部门名义 GDP 的年复合增长率为 5% 

根据以上情景假设，无论在哪种场景下，中国金融行业达到碳中和所需的成本与其创造的增加值

（即 GDP）总量相比微乎其微。至 2030 年，即使碳价与国际水平接轨，则碳中和成本也仅为 17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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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人民币，占行业 GDP 总量的 0.14-0.15%；如维持境内封闭的价格体系，中和成本甚至可低至

20-40 亿元人民币，占行业 GDP 总量的 0.02%。 

考虑到我国电力占能源终端消费比重并未过半，这一估算结果忽略了工业、建筑、交通等部门对

化石燃料的使用而产生的排放，因此很可能高估了金融部门碳排放量占全社会总排放量的比重，也就

高估了金融部门实现碳中和的实际成本。因此，在新减排目标的背景下，如果全行业普遍提高认知，

从现在起加大减排力度，我们相信金融部门完全有条件在 2030 年甚至更早实现碳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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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中国区域碳交易所交易细则摘录 

交易所 交易产品 交易形式 交易参与人 

北京环境

交易所 

碳排放配额（代码

BEA）和经批准的其

他交易产品（目前主

要为 CCER） 

公开交易、协

议转让、经批

准的其他交易

形式 

履约机构交易参与人、非履约机构交易参与人和自然人交易参与人 

（一）履约机构：指重点排放单位以及参照重点排放单位管理的其他

单位 

（二）非履约机构：指符合条件的自愿参与碳交易的企业法人和其他

经济组织 

广州碳排

放权交易

所 

广东省碳排放配额

（GDEA），CCER，

广东省碳普惠制核

证减排量（PHCER） 

挂牌点选、协

议转让及经省

生态环境厅批

准的其他方式 

（一）纳入广东省碳排放配额交易体系的控排企业、单位和新建项目

企业 

（二）符合规定的投资机构、其他组织和个人 

（三）CCER/PHCER 项目业主 

湖北碳排

放权交易

中心 

湖北省温室气体排

放分配配额

（HBEA），CCER，

经认定的其他交易

品种 

协商议价转让

和定价转让。

定价转让分为

公开转让和协

议转让 

市场参与人须为本中心会员，包括：国内外机构、企业、组织和个人

（第三方核查机构与结算银行除外） 

上海环境

能源交易

所 

上海市碳排放配额

（SHEA），及经批

准的其他交易品种 

挂牌交易、协

议转让等 

在交易所进行碳排放交易的，应当是交易所会员。会员可以直接进行

交易，客户应委托综合类会员代理参与交易 

会员分为自营类会员和综合类会员。自营类会员可进行自营业务，综

合类会员可进行自营业务和代理业务 

深圳排放

权交易所 

碳排放配额，

CCER，广东省碳普

惠制核证减排量

（PHCER） 

电子竞价、定

价点选和大宗

交易等 

交易参与人包括交易会员以及通过经纪会员开户的投资机构或自然人 

（一）交易类会员分为托管会员、经纪会员、机构会员、自然人会员

和公益会员 

（二）服务类会员即为排放权交易市场各参与主体提供各类专业服务

的机构 

1.咨询服务会员 

咨询服务会员是指取得交易所服务类会员资格后，依托交易所平台为

企业提供低碳与碳交易相关咨询服务的机构 

2.金融服务会员 

金融服务会员是指取得交易所服务类会员资格后，依托交易所平台为

企业提供低碳金融服务的机构 

海峡股权

交易中心

（福建） 

福建省碳排放配额

（FJEA），CCER，

福建省林业碳汇减

排量（FFCER），

碳现货中远期等创

新类产品 

挂牌点选，协

议转让，单向

竞价，定价转

让 

碳排放权交易参与方包括纳入我省碳排放权配额交易体系的重点排放

单位及符合海交中心规定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自然人 

海交中心碳排放权交易业务实行会员制，会员分为交易类会员（综合

会员、自营会员和公益会员）和非交易类会员（经纪会员、服务会员、

战略合作会员） 

天津排放

权交易所 

天津市碳排放配额

（TJEA），CCER 

拍卖交易，协

议交易 

符合交易所规定的国内外机构、企业、团体和个人均可参与本市碳排

放权交易。交易会员及交易所认可的机构进入交易所进行交易前，须

向交易所申请取得相应席位和交易权，成为交易所交易参与人 

重庆碳排

放权交易

中心 

经登记的碳排放配

额和其他经批准的

交易品种 

协议交易 

纳入重庆市配额管理范围的单位（以下简称配额管理单位）和符合本

细则规定的市场主体及自然人可申请成为交易参与人，从事碳排放交

易活动。从事交易活动的其他市场主体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依法设立的企业法人、合伙企业及其他组织； 

（二）企业法人注册资本金不得低于人民币 100 万元，合伙企业及其

它组织净资产不得低于人民币 50 万元； 

（三）具有从事碳排放管理或交易相关知识的人员； 

（四）具备一定的投资经验，较高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 

（五）具有良好的信誉，近两年无违法行为和不良纪录； 

（六）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条件。 

资料来源：公开信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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