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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债券—创新融资助力绿色经济，低碳未来的
市场探索

闫静 杨雯洁

云南财经大学，云南 昆明 650221

摘要：绿色债券，作为绿色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发展。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严峻性日益凸显，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纷纷推出相关政策，鼓励和支持

绿色债券的发行，以促进资金流向环保和低碳领域。本文深入分析了绿色债券的背景、意义、概

述、发展历程及具体案例，并指出面临的挑战与问题，以及完善绿色债券市场的建议。这些内容

对于理解绿色债券及其在推动绿色金融发展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绿色债券；可持续发展；清洁能源；绿色经济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当今世界面临着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

挑战，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及社会各界都在积

极寻求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平衡。2024

年 12月 6日,《全球发展报告 2024》在京发布，

发布《全球发展报告》是 2022 年 6月习近平

主席主持召开的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主席声

明和成果清单明确列出的事项,是推动落实全

球发展倡议的重要知识产品，报告显示尽管在

部分领域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整体而言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实现仍面临巨大挑战，特别是与环

境最为相关的目标，如气候行动、水下生物和

地上生物的保护，进展并不乐观[1]。这促使全

球各国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

样性丧失等环境问题。同时，国际能源署发布

的《世界能源展望》报告指出，目前，欧洲和

日本的工业电价是美国的 2倍多，这一巨大差

距将会持续至 2035年，因此会对能源密集型

产业的企业发展策略和投资决定造成负面影

响[2]。

绿色债券作为一种重要的金融工具，在推

动绿色经济、低碳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近年来我国在绿色债券领域取得了显著成

果。绿色债券凭借高评级、低风险及稳健收益

特征，获主流机构投资者青睐，国际吸引力持

续攀升。公募基金参与度提升预期将驱动市场

需求扩容。绿色债基作为专项投资工具，通过

配置符合绿色标准的债券资产，支持可持续发

展项目，近年发行规模与产品数量均呈增长态

势，成为绿色金融市场的重要增量来源。近期

发布了《多边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以

下简称“M-CGT”），M-CGT为绿色债基的

投资提供了更明确的指导，是基于此前《可持

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报告——减缓气候变化》

的一项新成果，其发布是国际社会提升绿色与

可持续金融标准的互操作性、推进跨境绿色资

本流动的一个重要进展。M-CGT 能够进一步

促进各国之间的绿色标准一致化、趋同化和兼

容性，也有助于跨境绿色资本的流动，尤其是

帮助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市场融资时降低

成本，对于促进各国绿色标准一致化、趋同化

和兼容性有着重大作用[3]。

1.2 研究意义

绿色债券作为绿色金融核心工具，通过专

项融资机制引导社会资本精准投向绿色领域，

降低融资成本并丰富金融市场产品谱系；同时

https://kns.cnki.net/kcms2/keyword/detail?v=LAPUTnZ325fr_-DNTwcVHC0mx1tXSdsiBrwCf6WLJauG2pe9AMxPGPsMjvRJ_9_4i-jpNOHWgDDcl56wLRmhOc30SewZCCi2sd592kKlSok=&uniplatform=NZK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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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逼环保技术升级，强化环境绩效追踪，培育

可持续发展共识，并为企业提供低成本长期资

金，助力低碳转型与品牌价值提升，系统化案

例研究更推动全球气候投融资生态重构。通过

研究绿色债券案例有助于推动绿色金融发展，

通过案例研究，我们可以为其他绿色金融产品

的设计与发行提供经验借鉴，推动政策完善，

以及促进市场扩容。这些都将为绿色金融的持

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绿色债券概述

2.1 绿色债券的定义

绿色债券是为了支持可再生能源、能效提

升、清洁交通和其他环境友好项目而发行的债

券，是一种金融工具。企业发行绿色债券可以

为可持续发展项目筹集资金，并且通过披露环

境信息，向投资者展示其环境表现和可持续发

展的承诺[4]。

2.2 绿色债券的特征

绿色债券的四大支柱构成其核心价值体

系是通过法律契约确保资金 100%投向绿色项

目，构建全周期信息披露框架并引入第三方审

计及区块链技术保障透明度，依托政策红利与

资产质量形成信用增级，最终在政策协同网络

支持下形成“透明度-信用优势-资本流入-环境

效益”的正向循环，驱动全球低碳转型。

2.3 绿色债券的发行目的

绿色债券的发行旨在筹集资金用于支持

具有环境效益的项目，推动绿色产业的发展，

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同时，也为

投资者提供了参与绿色投资、实现社会责任和

财务回报双重目标的机会。

2.4 我国绿色债券的发展历程及现状

绿色债券在国内经历了从萌芽到快速发

展的两个阶段，2015-2017年为起步期，以新

疆金风科技首发绿色债券及央行《绿色债券支

持项目目录》出台为标志，自上而下建立政策

框架；2018 年后进入快速发展期，年发行规

模突破 2000 亿元，在"双碳"目标驱动下，政

策体系持续完善，创新券种不断涌现，推动市

场多元化发展。

根据万得数据统计,截至 2024 年 6 月底,

中国境内市场贴标绿色债券累计发行 3.74 万

亿元,存量规模 2.04万亿元，尽管年度贴标绿

色债券发行规模略有收窄,但中国仍连续两年

保持世界最大绿色债券发行市场地位,并与国

际市场进一步接轨。具体来看,能源、交通等

领域绿色融资占主导,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

债券发行只数创新冠疫情以来新高,可持续发

展挂钩债券发行量则保持世界前列[5]。

3 案例分析

3.1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绿色债券

3.1.1 发行背景与目的

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

我国政府积极应对，将绿色金融作为推动经济

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为了响应

国家政策，三峡集团作为中国清洁能源领域的

领军企业，决定通过发行绿色债券来筹集资

金，支持清洁能源项目的建设和运营。绿色债

券的发行是三峡集团积极响应国家“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的重要举措。通过发行绿色债券，

三峡集团能够吸引更多投资者的关注，推动绿

色金融市场的繁荣发展，同时也能够引导社会

资本投向环保、清洁能源领域，为中国的经济

结构优化和升级做出贡献。

3.1.2 发行规模与期限

三峡集团发行的绿色债券规模较大，且期

限多样，以满足不同投资者的需求。例如 2024

年度第四期绿色中期票据（碳中和债）的发行

总额达到了 200,000 万元，期限为 10 年，这

为三峡集团提供了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同

时，三峡集团还成功发行了其他期限的绿色债

券，如 2024 年第一期碳中和绿色科技创新公

司债券，包括品种一“GC三峡 K3”发行规模

5亿元，期限 10年期；品种二“GC三峡 K4”



《经济管理前沿》 ISSN 3058-8243 2025 年 第 2期

115

发行规模 21亿元，期限 20年期。这些债券的

发行规模和期限根据市场需求和项目需求进

行灵活调整，有助于优化企业的债务结构，降

低融资成本。

3.1.3 募集资金用途及效果

三峡集团发行的绿色债券所募集的资金

主要用于支持清洁能源项目的建设和运营。具

体来说，这些资金被用于水电站、风电场、光

伏发电站等项目的建设，以及清洁能源技术的

研发和创新。这些项目的实施不仅有助于提升

清洁能源的供应能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推

动能源结构的优化和升级，还能带来显著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以 2024年上半年发行的

30 年期绿色债务融资工具为例，所募集的资

金全部用于乌东德、白鹤滩水电站项目建设。

这些水电站项目具有装机容量大、发电效率

高、环保效益显著等特点，能够大幅提升清洁

能源的供应能力，减少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

赖。同时，这些项目的实施还能够带来显著的

二氧化碳减排效果，替代标准煤的使用，为中

国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3.1.4 对企业绿色项目的推动作用

三峡集团通过发行绿色债券这一创新性

的融资方式，不仅成功筹集到了大量必要的资

金，用于推动一系列绿色、环保项目的建设，

更在深层次上推动了企业的全面绿色转型。这

一转型不仅体现在资金的有效投入上，更体现

在企业发展战略、项目选择、内部管理等多个

方面的深刻变革。

三峡集团绿色债券的发行，首先确保了企

业能够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清洁能源项目的建

设和发展。这些项目涵盖了水电站、风电场、

光伏发电站等多个领域，它们的实施将大幅提

升清洁能源的供应能力，进一步优化我国的能

源结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应对全球气候

变化做出积极贡献。这些项目的成功实施，无

疑将极大提升三峡集团在清洁能源领域的领

先地位，进一步巩固了其作为清洁能源领军企

业的地位。除了资金上的支持，绿色债券的发

行还带来了企业环保形象和社会责任感的显

著提升。在公众环保意识日益增强的今天，企

业的环保形象已经成为其市场竞争力的重要

组成部分。三峡集团通过发行绿色债券，向公

众传递了其致力于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坚定

决心，这无疑将增强公众对企业的信任和认

可，进而提升企业的品牌价值和市场竞争力。

更重要的是，绿色债券的发行还促进了三峡集

团内部治理理念和文化的深刻变革。企业开始

更加注重环保和可持续发展，将为社会提供清

洁能源、坚持绿色环保作为企业发展的首要任

务。这种理念的转变不仅体现在项目选择和决

策上，更渗透到企业的日常运营和管理中。企

业开始更加注重资源的节约和高效利用，推动

节能减排和环保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努力实现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此外，绿色债券

的发行还推动了三峡集团在绿色金融领域的

创新和发展。通过这一创新性的融资方式，企

业不仅筹集到了资金，更在绿色金融领域积累

了宝贵的经验，为未来的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

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未来，三峡集团将继续

探索绿色金融的新模式和新路径，推动绿色金

融的深入发展，为我国的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

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4 绿色债券面临的挑战与问题

三峡集团在绿色债券及绿色中期票据的

发行实践中，既展现了其作为行业龙头的绿色

金融创新引领力，也深刻揭示了该领域复杂的

风险图谱与治理挑战。从外部环境看，全球金

融市场波动与政策法规变迁构成系统性风险，

特别是汇率波动可能侵蚀海外项目收益，长江

流域自然灾害则直接威胁核心水电资产安全；

从内部运营维度分析，电源结构单一性导致抗

风险能力不足，电价调整机制与安全管理体系

需持续优化，而海外投资承包业务更面临地缘

政治、合规运营等多重考验。在绿色中期票据

领域，业务扩张引发的应收账款坏账风险、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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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经济周期对电力需求的传导效应，以及管理

半径扩大带来的治理效能挑战，均要求企业构

建更精细化的风险管控体系，这些挑战实质上

是推动三峡集团绿色转型的催化剂：通过发行

绿色金融工具，企业不仅获得低成本资金支持

低碳技术升级，更倒逼自身完善 ESG 治理框

架，强化气候风险应对能力。

5 政策与建议

完善绿色债券发行、交易及监管政策的建

议是一个涉及多层次、多方面的系统性工程。

5.1 政策层面

政府应通过政策引导推动绿色债券市场

创新发展，鼓励研发绿色可交换债券等新型品

种以拓宽非上市企业融资渠道，同时配套税收

减免、财政补贴等激励措施降低企业融资成

本；强化市场监管，完善信息披露机制与评级

体系以防范操纵行为，并健全法律法规框架明

确各方权责，从而构建公平透明、活跃有序的

绿色债券市场生态，引导资金精准流向绿色产

业。

5.2 交易层面

可以通过构建专业化基础设施完善绿色

债券市场机制：一方面，可设立专项绿色债券

交易平台，集成实时行情展示、智能交易匹配

及标准化信息披露功能，以数字化手段优化交

易流程、降低流动性溢价；另一方面，需开发

多维度的绿色债券指数体系，通过量化指标刻

画市场运行特征，既为投资者提供可跟踪的市

场基准，又可嵌入组合管理框架作为风险对冲

工具，双轮驱动提升市场深度与运行效率。

5.3 企业层面

企业发行绿色债券需构建全流程管理体

系：首要任务是建立高标准的 ESG 信息披露

机制，全面公开资金流向及环境效益数据，并

通过定期进展报告强化利益相关方监督，以此

夯实市场信任基础；在资金运用层面，须建立

严格的绿色项目遴选标准和动态评估体系，确

保资金精准投向碳减排、生态修复等符合国际

绿色目录的领域，实现融资效益与环保目标的

深度绑定；同时应完善公司治理架构，嵌入环

境风险管理模块，通过合规审查、压力测试等

内控手段防范“漂绿”风险，并配套开展员工

绿色金融专项培训，培育专业化人才梯队；此

外，可通过银企协同、产融结合等模式深化与

金融机构合作，创新绿色债券承销、做市及风

险对冲机制，在降低融资成本的同时构建多方

共赢的可持续发展生态。

结语

绿色债券作为支持环保项目的金融工具，

具有资金专款专用、信息透明等特征，旨在推

动绿色产业发展。三峡集团案例展示了其融资

成效与绿色转型作用。未来，需完善政策与市

场机制，以促进绿色债券市场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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