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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能源危机的到来及全球气候的变暖,低碳经济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要扩大低碳经济的发展规模,需要获得低

碳金融的支持,才能达到其扩大发展规模的目的。而碳金融作为一项系统性的工程项目,其不仅会涉及到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

的内容,在各种的金融交易活动中,其颇受金融人士的欢迎。本文主要对低碳经济的金融支持展开相应的探讨与研究。 

[关键词] 低碳经济；金融；支持 

 

1 低碳经济和碳金融的概念分析 

1.1 低碳经济的概念 

在翻阅了由英国政府部门主要编撰的白皮书后,了解到

在减少环境污染的基础上,又能降低自然资源的消耗是低碳

经济的核心内容,这也意味着低碳经济是一种可以提高经济

效益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低碳经济被英国政府划入到未来经

济发展目标后,其在国际经济市场的知名度迅速提升,因其高

效益与高效能的发展优点,其传播与推广的范围越来越广泛,

已成为各个国家与地区重点发展目标。低碳经济作为一种全

新的经济模式,其发展特征为低污染、低排放与低耗能。总而

言之,低碳经济即是在确保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同时,还可以

实现生态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尤其在低排放、低耗能能源

与开发系能源的过程中,体现出低碳经济的重要作用,其作为

新型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更注重开发低碳技术与应用问题。 

1.2 碳金融的概念介绍 

碳金融作为一种全新的金融制度,亦指金融投资活动,

是支持低碳经济与低碳模式可持续进行的主导力量。在碳金

融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出现的碳金融内容越来越多,其中在

人们生活与社会经济发展中常见的有以下几方面内容：①信

贷机构与商业银行是支持低碳信贷活动顺利开展的基础条

件；②风险投资活动；③碳排放权与有关衍生物的交易内容。

从碳金融的内容中,了解到其是探索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中的

产物,为扩大低碳经济发展规模,提供相应的金融支持。 

2 低碳经济的产生与发展 

2.1 低碳经济的起源 

随着人类对气候问题的不断关注和人类活动对气候环境

影响认识的不断提高,人类大量排放二氧碳(CO2)对气候的影

响问题得到重视。近代瑞典科学家阿累尼乌斯早在 1896 年发

表的“大气中二氧化碳(CO2)浓度升高将带来全球气候的变化”

理论,已经被确认为不争的事实。随着人类对气候环境变化的

认识,低碳经济被提上重要的位置。低碳经济的发展理念 早

起源于英国。2003 年英国发表《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

碳经济体》能源白皮书指出：“低碳经济”是以低排放、低消

耗、低污染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从传统高能耗、高物耗、

高排放的发展模式转向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桥梁,是能源技术创

新与制度的创新与发展观的改变。 

2.2 绿色金融促进低碳经济发展 

绿色金融是指金融部门把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政策,

在投融资决策中要考虑潜在的环境影响,把与环境条件相关

的潜在的回报、风险和成本都要融合进银行的日常业务中,

在金融经营活动中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环境污染的

治理,通过对社会经济资源的引导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3 中国低碳经济前景广阔 

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机遇和挑战并存。作为全球 大的

发展中国家,现阶段我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的经济结构性矛

盾仍然突出,增长方式依然粗放,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依然较

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面临巨大压力。另一方面,积极应对气

候变化,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也为

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带来重要机遇。我国要加快实施

低碳经济模式,从国内角度看,可以降低国内资源过度消耗、

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和减少环境污染排放。从国际角度看,

在经济复苏进程中围绕碳排放交易标准和体系的博弈,是主

要经济大国关注的焦点之一。为获得一定相对优势及避免未

来出口贸易受阻,低碳经济必将越来越得到人们青睐,愈加

受到政府重视。中国的低碳经济前景广阔,大有可为。 

3 我国发展低碳经济面临的金融问题 

3.1 缺少政府政策与法律的支持 

虽然各行各业经营的项目与发展特点存在一定的差别,

但其在发展的过程中都会接触到交易市场,碳金融行业也不

例外。基于此,要确保碳金融行业在交易市场发展中的合理

性,离不开政府政策与相关法律的支持。早在 2008 年,国家

就以交易市场的需求,发布了以“四万亿”为交易项目的主

要指标。而纵观“四万亿”项目指标的落实情况,到现在投

资于低碳经济的资金不超过一半。究其根本原因,是政府没

有出台的财政政策并不是适合当前低碳经济的发展要求,其

指导的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利用。此外,在碳交易市场中,制定

的法律法规不能完全达到低碳经济的发展标准。同时,在开

展低碳项目投资的相关活动中,政府的支持力度不够,投入

的资金不能有效解决低碳项目研究与开发的问题。加上缺少

对低碳产业的支持、鼓励与技术落后,也是影响当前我国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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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经济迅速发展的问题。 

3.2 碳交易市场不成熟 

我国开展的碳交易活动比较频繁,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上

其占据较高的地位,但价值链的 底层常由中国占据。在国际

经济贸易活动不断增多的环境下,碳交易的巨大发展潜力得

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与认可。在这种环境下,碳交易市场的

规模不断扩大,不少发达国家利用此次经济发展的机会,以碳

排放权作为构建相关金融体系的核心内容,实现利益 大化

的目标。当前,全球碳交易所仅有四个,且都由发达国家主导,

该所多设立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在发达国家,其自身的碳交易

市场与多个国家碳交易市场相比,其更加成熟。在我国碳金融

行业的发展也存在相应的优势,但其发展规模、低碳技术与发

达国家相比还较为落后。目前,国内的碳交易平台与碳排放交

易系统还不够成熟,不少金融机构对金融价值的了解还不够

全面,加上探究操作的方式缺乏一定的合理性。 

4 构建我国低碳经济创新型金融支持体系 

4.1 完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制度 

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国内碳交易市场中的排污交易制

度,其既是一种刺激经济发展的手段,也是一种经济政策,更

是该制度构建的基础。在排污交易中,排污权卖方通过将自

身已达到排污标准剩余份额出售给买方的方式获得相应的

经济回报,并将外部经济转为内部经济。排污权交易一词

早起源于美国,在社会快速发展的环境下,美国政府制定的

排污权交易理论也越来越完善,在控制二氧化硫与水污染方

面均应用到该理论。同时,美国政府为扩大低碳经济发展规

模,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政府文件,提高了对其发展的金融

支持力度。 

4.2 政府加强宏观政策的扶持 

在低碳经济发展阶段,政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可以

通过出台相应的政策,推动低碳经济的稳定发展。低碳经济

在获得政府宏观的扶持下,不仅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

形成,还是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条件。要实现低碳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外汇与财税等其他资金的支持。

而资金的支持是以政府部门为起点,是中小型企业获得外部

经济支持的主要来源,中小型企业在获得政府的资金支持后,

其后续发展中产生的利润可以有效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在

人行与银监会等部门内,政府需要发挥宏观指导作用,并根

据信贷规模的大小制定相应的指导政策。 初,我国在实行

低碳经济模式的过程中,受到不同程度与因素的影响。

4.3 推进“低碳资本市场”的建设

低碳经济是新型经济发展模式,需要充分发挥“看不见

的手”,即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在低碳经

济发展中要积极推进“低碳资本市场”对低碳经济产业发展

和技术创新的支持功能。优先支持致力于发展低碳技术和低

碳经济的企业在主板上市融资,积极发展“低碳创业板”,

推进发展低碳经济的中小企业融资。在优先核准符合发展低

碳经济发展要求的企业和建设项目,发行“低碳债券”的同

时,积极支持金融机构发行“低碳金融债券”筹措资金,投资

于一些周期长、规模大的低碳产业,加强低碳信托基金的培

育和开发鼓励私募基金、社会捐赠资金和国际援助资金,加

大对减排、低碳项目的资金投入,促进低碳资本市场投资主

体的市场化与规模化发展。

5 结束语

良好的金融体系需要完善的制度环境作为基本保障,而

促进低碳发展的金融支持体系的建立更加离不开各项制度

的规范与约束。从融资和交易两大市场来看,就涉及到银行

信贷机制、风险投资机制、项目融资机制、项目风险评估机

制、企业上市融资机制、碳权交易机制及碳金融衍生工具开

发机制等等各种风险与收益并存,独立又关联的复杂机制设

计。这些机制是建立在各类政策文件的条条框框之中,隐含

了大量的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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