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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权益融资工具》编制说明 

 

一、背景及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鼓励发

展绿色金融。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发展

绿色金融。为落实绿色发展理念，2016年 8 月中国人民银行

等七部委印发《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要求

发展基于碳排放权、排污权、节能量（用能权）等各类环境

权益的融资工具，拓宽企业绿色融资渠道。2020年 3 月，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

体系的指导意见》，要求研究探索排污权等环境权益抵质押

融资。2020 年 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

上郑重承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

争取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环境权益融资工具作为一系列新兴的绿色金融产品，基

于新出现的环境权益和现有的融资模式结合产生，能够直接

促进环境权益市场和传统金融市场协同发展，增强环境权益

市场的吸引力和运行效率。推广环境权益融资工具，对于发

展绿色金融，落实我国碳达峰和碳中和任务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全国碳市场等环境权益市场逐步建立和完善，以及

碳配额、排污权抵质押、回购、借贷等为代表的一系列环境

权益融资工具业务的逐步推广，需要适合金融行业的环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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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融资工具应用标准体系鼓励、规范和指导金融行业环境权

益融资工具业务的实施。 

二、编制原则 

（一）宣传推广性。本文件在编制过程中始终坚持以向

各类主体普及、宣传各类新兴的环境权益融资工具的概念、

功能和主要操作流程为主。 

（二）适用性。考虑到部分环境权益市场还不够成熟，

以及部分局部的法规和政策暂未出台，本文件在一些暂未成

熟的细节领域留有余地，例如环境权益抵质押并未明确应是

“抵押”还是“质押”，而是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文件保持一致，称为“抵质押”。 

（三）合规性。编制组在对标准起草过程中始终遵循与

我国现有的政策、法规、标准、规范等相一致的原则，同时

也能满足监管机构的监管要求。 

三、主要内容 

（一）范围。描述了标准的主要内容，提出了标准的适

用范围。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三）术语和定义。提出了环境权益融资工具等术语和

定义。 

（四）分类。提出了环境权益融资工具的两个类别及每

类涉及的主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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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总体要求。从实施主体、融资标的、价值评估、

风险控制四个方面提出了各种环境权益融资工具通用的总

体要求。 

（六）实施流程。具体提出了环境权益回购、环境权益

借贷、环境权益抵质押贷款三种环境权益融资工具实施的典

型流程。 

四、主要工作过程 

（一）标准工作组组建。2019 年 1 月 4 日，在中国人民

银行研究局指导下，北京绿色交易所有限公司组织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有限公司、北京市中伦

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北京国家金融科技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召开了第一次标准编

制工作组会议，研究确立了标准内容的编制原则和具体工作

形式，完成标准编制工作组组建。 

（二）工作组草案稿形成。2019年 1 月至 3月，标准编

制工作组采取电话会议形式，讨论标准涉及的技术要求、对

比相关政策标准后，编制标准内容，形成《环境权益融资工

具》草案稿。 

（三）标准立项。2019 年 10 月，《关于<金融机构环境

信息披露指南>等 5 项金融行业标准立项下达的通知》下发，

《环境权益融资工具》标准正式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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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征求意见稿形成。2019 年 10 月至 11 月，标准编

制工作组根据全国金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相关意见，对标

准内容进行多次讨论，修改、完善相关内容，形成了标准的

征求意见稿。 

（五）标准先行先试。2020 年 2月，为落实中国人民银

行易纲行长、陈雨露副行长对部分绿色金融标准在绿色金融

改革创新试验区先行先试的重要批示要求，中国人民银行研

究局向六省九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印发《中国人民银

行办公厅关于在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试行部分绿色金

融标准的通知》。《环境权益融资工具》标准作为首批四项

试行标准之一，启动先行先试工作。 

（六）送审稿形成。2020年 8 月，根据全国金融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成员单位对征求意见稿的反馈意见，以及标准先

行先试反馈的部分地方暂时缺少对环境权益市场的了解和

实践的情况，标准编制工作组对标准 5.3 部分进行了修订，

同时补充了宣贯材料。 

（七）报批稿形成。2020年 11 月至 12 月，根据全国金

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员单位对送审稿的反馈意见，标准编

制工作组对标准 2.11、5.3部分进行了修订。同时，针对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碳达峰、碳中和任务，以及我国全国碳市

场建设等环境权益领域新进展更新了标准编制说明和宣贯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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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报批稿修订。2021年 4 月，根据全国金融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及中国人民银行五个地方中心支行提出的修改

意见，标准编制工作组对标准文本、编制说明进行了全面的

检查和修订。 

五、适用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银行、交易所等金融机构环境权益融资工

具业务的实施，也可作为监管部门进行监督、检查和指导的

依据。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和依据 

无。 

七、行业标准属性的建议 

鉴于本文件的内容未涉及强制性标准或强制性条文的

内容及要求，因此建议本文件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 

八、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九、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本文件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的法律和法规。 

 

 

标准编制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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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4 月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