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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应对气候变化、治理环境污染，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已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探讨的核心，在此背景

下，金融机构不仅要披露财务信息，还要披露与气候和环境相关的信息。目前，我国金融机构遵循《金

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进行环境信息披露。将该指南与国际上广为采纳的TCFD框架进行比较，本文

发现我国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在披露原则、内容、方式、频次等方面均有改进空间。为更好地反

映气候和环境与金融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推动我国金融机构绿色转型，我国应拓宽披露制度的覆盖面，

细化披露内容，规范披露频次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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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ping with climate change, controlling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promoting harmonious co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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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tence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have become the core of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is contex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hould disclose not only financial information, but also in-
formation related to climate and environment. Comparing the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
sure system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urrently adopted in China, namely Guidelines f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with the TCFD framework widely adopted in-
ternationally, this paper found that the Guidelines may be improved in terms of disclosure prin-
ciples, disclosure contents, disclosure methods, frequency, and so 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n-
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ystem and properly reflec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limate, 
environment,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promote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broaden the coverage of disclosure requirements, refine 
the content of disclosure, and standardize the frequency and methods of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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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快速发展，金融机构的环境信息披露事宜备受关注。截至目前，我国已陆续出台

了多项与气候及环境相关的信息披露政策[1]。2021 年 7 月 22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由国内多家金融

机构联合起草的《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以下简称《披露指南》)，该文件适用于我国境内依法设

立的银行、资产管理、保险、信托、期货、证券等各类金融机构，它明确了金融机构在环境信息披露过

程中应遵循的原则、所采取的披露形式、所披露的内容要素及要求。目前，我国 200 余家金融机构已按

照此文件要求尝试编制了环境信息报告，涉及环境风险的识别、评估、管理、控制流程，经第三方专业

机构核实验证其发放的碳减排贷款的情况，以及其带动的碳减排规模等信息。 
《披露指南》的实施效果有待观察。2017 年 6 月，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下属的气候相关财务信息

披露工作组(TCFD)发布《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建议报告》(TCFD 框架[2])，旨在为气候相关财

务信息披露提出建议。TCFD 框架是国际上认可度较高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本文拟将我国目前金融机

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即《披露指南》，与国际上广为采纳的 TCFD 框架进行对比，分析两种披露制度

的相同点与不同点，结合我国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的现状，对我国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

提出相关建议。 

2. TCFD 框架与我国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对比 

以下从披露原则、披露内容、披露方式和频次等视角，对《披露指南》和 TCFD 框架的相同点及不

同点进行对比分析。 

2.1. 披露原则 

《披露指南》要求金融机构要遵循真实、及时、一致和连贯的原则披露环境相关信息，在规定期限

内或者当机构发生了有重大影响的环境事件时，要及时披露，对于环境信息披露采用的方法和内容等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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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连贯、一致。TCFD 框架对环境信息的可比性和透明性有明确要求，即所披露的环境信息应该可以

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同时，要保证披露内容的公开。总之，在披露原则方面，《披露指南》和 TCFD
框架均对环境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可比性有所要求。 

2.2. 披露内容 

TCFD 框架要求从治理、战略、风险管理、指标和目标四个层面进行环境信息披露；《披露指南》

则要求金融机构在治理结构、政策制度、产品与服务创新、风险管理流程、环境因素对金融机构的影响、

投融资活动的环境影响、金融机构经营活动的环境影响、数据梳理校验及保护、创新及研究成果等十个

方面进行披露。 
在披露内容方面，TCFD 框架与《披露指南》的相同之处表现在以下方面： 
1) 两者都要求在公司治理层面进行顶层设计，发挥董事会和高管的监管职能，设置相应的职能部门

和机构，应对气候变化风险和机遇，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对于与机构相关的气候与环境国际公约、

框架、倡议等，以及国家及所在地区的环境政策、法规及标准等与环境相关的管理制度，都应进行披露。

2) 在环境风险方面，不仅要披露环境因素导致金融机构所面临的环境风险和机遇，以及环境因素对组织

机构业务、战略和财务规划的影响，还要披露组织机构经营所带来的环境影响。在气候变化风险对自身

业务影响方面，TCFD 框架要求分析不同气候变化情景分析下(包括全球升温 2˚)组织机构的适应力[3]。
3) 在环境风险管理流程方面，两者都要求组织机构对于与环境相关风险的识别、评估、管理、控制方面

进行披露。4) 在指标和目标方面，对于气候变化风险对自身业务的影响、如何利用指标和数据反映出这

种影响，以及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等指标和目标做出了披露要求。 
TCFD 框架和《披露指南》在披露内容的要求上其实也存在着一些不同之处。在 2017 年由中英联合

发起的气候与环境信息披露试点项目中，中方试点机构采用类似于《披露指南》的披露规定，英方试点

机构采用 TCFD 框架进行披露。在最终进行汇总时中英双方的披露内容产生较大的差异。例如，工商银

行《2019 年绿色金融专题报告》中定性指标披露涉及五大项九大类，基本涵盖 TCFD 框架要求内容；马

仕投资管理公司具体的环境数据主要通过 TCFD 报告进行披露，仅包括实施情况、目标战略、实施方法

等[4]。TCFD 框架与《披露指南》在内容要求上的差异导致中英双方的环境信息披露报告的可比性降低。

TCFD 框架和《披露指南》在披露内容方面所存在的不同之处，总结如表 1 所示。 
除内容框架不同之外，二者在披露内容方面还存在着细节方面的不同。TCFD 框架值得借鉴的地方

包括：1) 对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TCFD 框架按照其来源和内容进行了细分，而《披露指南》中并没有

此种分类，对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描述比较粗略。2) 在环境影响方面，TCFD 框架要求基于运营层面

和投资组合层面，披露气候变化风险对组织机构业务的影响，包括在不同气候变化情景分析下(包括全球

升温 2˚)的战略应对。这些影响最终以货币单位进行计量并反映在组织机构的财务报表中。 
相较于 TCFD 框架，《披露指南》在披露内容上更注重金融机构的绿色金融转型以及金融机构活动

对于环境的影响等。区分商业银行、资产管理机构、信托公司、保险公司等不同金融类型机构，提出了

不同的披露要求。为体现绿色金融的创新实践，《披露指南》要求金融机构对自身开发的绿色金融创新

产品与服务的情况、绿色产品创新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及实践、围绕绿色金融和

环境风险分析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等进行披露。 
《披露指南》要求金融机构披露建立数据管理系统及流程、采用相应的技术手段保证数据安全性和

数据主体权益、对可能发生的数据安全事件或数据安全事故建立应急预案等内容。TCFD 框架没有对金

融机构在面对环境因素影响时的紧急预案进行披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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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ifferences in disclosure content between the TCFD framework and the Guidelines f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Envi-
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表 1. TCFD 框架与《披露指南》在披露内容方面的差异 

项目 TCFD 框架 《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 

内容框架方面 治理、战略、风险管理、指标和目标 

治理结构、政策制度、产品与服务创新、风险管理流

程、环境因素对金融机构的影响、投融资活动的环境

影响、经营活动的环境影响、数据梳理校验及保护、

创新及研究成果、其他 

气候相关风险和

机遇方面 

将气候相关风险分成了实体风险和

转型风险两大类，将气候相关机遇分

为资源效率、能源来源、产品和服务、

市场、适应力五个方面 

将环境相关的风险和机遇分为短期、中期、长期三类 

对环境的影响方

面 
区分三个范围：运营层面的范围一、

范围二和投资组合层面的范围三 

明确各类金融机构投融资和经营活动的披露要求；就

绿色金融创新、绿色产品创新的效益、绿色金融产品

创新实践等展开披露 

面对环境因素影

响时的紧急预案

方面 
没有此类披露要求 

要求披露所建立的数据管理系统及流程、采用的保护

性技术手段、对可能发生的数据安全事件或事故建立

应急预案等 

2.3. 披露方式和频次 

对于披露方式，《披露指南》建议金融机构可以选择编制并发布专门的环境信息报告、社会责任报

告、年度报告三种方式之一进行对外的环境信息披露。TCFD 框架则是建议组织机构将环境信息相关内

容放入年报中，与财务信息等内容相结合后对外披露。对于披露频次，TCFD 框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

但是《披露指南》是鼓励金融机构每年至少一次进行环境信息披露。 

3. 改进我国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建议 

3.1. 披露原则方面 

目前，我国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仍处于自愿披露为主的阶段，导致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的完整

性不高。除了对于真实性、及时性、一致性、连贯性进行要求之外，《披露指南》应该增加强制性披露

适用机构的范围，拓宽披露要求的覆盖面，定期或不定期核查金融机构是否按时按要求披露了环境信息，

以此规范我国金融机构的环境信息披露行为。 
除了强制性原则，《披露指南》还应该增加 TCFD 框架中的透明性和可比性原则，例如，要求金融

机构公开环境信息披露的统计范围、计量方法等，根据整合数据设置标准化。同样，要设立相应的监察

制度，如果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的披露内容不够透明化，例如，未涉及重点碳排放行业的减排数据，

则会导致对气候风险尤其包括商誉风险和市场风险等在内的转型风险的分析产生偏差。对于不遵守披露

原则的金融机构，要设置明确的处罚规定，尤其是对于利用虚假的环境信息营造虚假绿色金融声誉的机

构，要处以严格的处罚。 

3.2. 披露内容方面 

在披露内容方面，金融机构环境信息相关的内容更加应该细化披露。我国目前金融行业与发达国家

相比还尚未成熟，在金融业务以及管理方面仍在探索，总体来说，我国的金融行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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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现状，通过上述 TCFD 框架与《披露指南》的对比，可以看出我国金融机构环

境信息披露制度的不足之处。应该在现有《披露指南》所规定的内容的基础上，加入 TCFD 框架中对于

环境风险和机遇的分类分析要求，以及对于金融机构应当披露在不同气候变化情境下的企业战略、财务、

业务等内容的分析。 
目前，我国不同金融机构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差异较大，金融机构之间的环境信息可比性不足[5]。

大小型金融机构在披露内容方面的差异尤为明显。例如，国家开发银行、建设银行等大型银行对于绿色

金融业务情况、环境效益、绿色金融等量化数据进行了较为完整的披露；相比之下，华夏银行仅披露了

折合节约标准煤、折合减排二氧化碳和节约水三项定量指标，柳州银行更是只披露了绿色信贷余额一项

量化信息[6]。对由于融资造成的间接碳排放指标，我国金融机构普遍披露不足。除此之外，在绿色金融

业务方面，由于绿色信贷项目开展时间尚短，很多金融机构对于绿色信贷项目的贷前审核及贷后管理把

控能力较弱，很难进行准确的分析和披露。在《披露指南》中，应该增加对于间接碳排放和绿色信贷披

露内容以及量化标准的指导，以便金融机构可以更好地完成环境信息披露工作，做到及时、准确、真实、

规范。 
对于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及股份制商业银行来说，其基础设施建设相对于其他金融机构更加完善，也

有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去进行环境信息披露。可以在这些金融机构进行试点，构建环境信息披露的范例。

对于环境数据基础较差的金融机构，应要求其在环境信息披露中附第三方独立鉴定报告。 

3.3. 披露方式和频次方面 

在披露方式方面，目前，《披露指南》建议金融机构可以采取三选一的形式进行披露。相关统计数

据表明，各个金融机构的披露形式不同，整个行业的披露可比性较差[7]。因此，为了保证金融机构环境

信息披露的可比性，应对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的方式进行统一规定。金融机构进行环境信息披露的目

的，是为了向投资人和相关信息使用者汇报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对于自身业务的潜在财务影响，同时，

也是通过多家金融机构的环境信息披露建立健全行业的市场发现与风险管理机制。对于金融机构来说，

财务方面、制度方面以及机构运营方面的信息主要是披露在机构最终的年报中，为了起到更好的参照比

较作用，也应该将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内容加入金融机构的年报中。 
在披露频次方面，由于《披露指南》在披露原则方面对于及时性原则有所要求，因此，除了至少 1

年一次的年报披露之外，在金融机构发生企业内部与环境相关的制度改革和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

金融机构都应该及时进行环境信息披露。 

4. 结语 

金融机构作为贯彻国家绿色发展战略的重要经济体，开展环境信息披露的意义重大。在借鉴国际经

验的基础上，我国于 2021 年发布了《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并开展了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的

试点工作，这无疑能够促进我国金融机构重视并有效开展环境信息披露工作。目前，我国不同金融机构

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普遍不高，这说明我国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仍存在完善空间。 
我国应该扩大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在金融领域的适用范围，在披露原则、内容和方式等方面做

出更明确、更细致的规定，增加对于新型绿色金融业务的披露指导，同时，在不同规模的金融机构中实

行差异化要求。建立相应的奖惩机制，一方面，总结先进经验，做好示范工作；另一方面，对于不遵守

《披露指南》要求的行为予以警示，确保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有效落实。我国金融机构也应该认识到环

境信息披露的重要意义，将其放到战略高度，积极创造条件开展环境信息披露工作，树立绿色金融的社

会形象，及时、准确、真实、规范地披露环境信息，共同推动“双碳”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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