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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环境治理问题已被摆在了突出位置。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增强绿色金融服务

实体的功能是现阶段金融行业的工作重心。商业银行作为最具代表性的金融机构之一，大力开展绿色金

融业务已是必然趋势。但由于绿色金融具有投资周期长、借款主体不稳定等特殊因素，一般具有较高风

险，那么探讨商业银行关于绿色金融业务的风险管理极为必要。本文以最早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的JS银行

为例，从概念界定、现状分析、产品创新、风控措施等各项问题展开剖析，力图找到适合我国商业银行

针对绿色金融风险管理的有效途径，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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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of our country, th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roblem has been put in the prominent position. Vigorously developing green finance and en-
hancing the function of green financial service entities is the focus of the financial industry at this 
stage. As one of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t is an inevitable trend for com-
mercial banks to vigorously carry out green finance business. However, due to the special factors 
such as long investment cycle and unstable borrowers, green finance generally has high risks, so it 
is extremely 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risk management of green finance business in commercial 
banks. This paper takes JS Bank, which was the first to carry out green finance business, as an ex-
ample, from the concept definition, current situation analysis, product innovation, risk control 
measures and other issues to analyze, trying to find an effective way for China’s commercial banks 
to manage green finance risk, and contribut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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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党的十九大以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已越来越受到我国各级政府的重视。但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

也带来了一系列环境问题。为更好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的基本理念，中国创造性地提出了“双碳”

目标，即力争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作为金融行业的重要支撑，商业银行承担

着促进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维护和增进金融业稳定与发展，促进国民经济平稳提升的社会责任，更应加

大对绿色新发展理念的支持力度，绿色金融业务应运而生。 
但与普通业务相比，绿色金融业务主要将资金集中投资于绿色清洁项目或绿色环保企业。具有投资

周期长、投资资金大、投资风险高的特点，商业银行秉持“安全性”的经营原则，对于此业务的风险管

理是需务必加强关注的。JS 银行是我国首个加入“赤道原则”的城商行，自 2011 年起开始披露绿色金

融业务指标，在业务发展历程、产品种类、管理经验上均位于我国领先地位。故对该银行的相关风控措

施进行深入剖析是极为必要的，同时，这也为我国更好发展绿色金融，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了更多可

参考的价值。 

2. 绿色金融概述 

2.1. 绿色金融 

绿色金融(Green finance)也被称作是可持续金融，中国人民银行于 2016 年在《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

系的指导意见》中对绿色金融做出了官方定义。即绿色金融是指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

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

运营、风险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务[1]。常见的绿色金融产品有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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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和绿色信托等。 
与传统金融相比，绿色金融突出的特点是将环境保护程度与资源有效利用程度作为计量金融活动成

效的重要标准，追求金融与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的协调发展。其往往有两层含义，第一是金融机构通过

自身业务助力环境保护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此时绿色金融负责将资金引向节能环保型、新能源技术开

发型、保护环境型企业，使得企业更加注重“绿色”生产和“绿色”技术变革，引导消费者进行 “绿色

消费”。第二是金融机构通过绿色金融业务使自身可持续发展，达到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在获取盈利的

同时赢得公众的信赖与声誉价值的目的。在中国，绿色金融业务主要为绿色信贷业务。作为将“绿水青

山变为金山银山”的重要市场手段，绿色金融在支持中国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 

2.2. 绿色金融风险及管理 

一般而言，商业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等。基于商业

银行的基础业务，绿色金融总体风险较高且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借款人自身的不稳定因素使得信用风险进一步放大。绿色金融业务面向的借款(投资)主体为绿

色环保型企业或绿色清洁项目，此类企业或产业多处于成长期或新兴阶段，发展周期较长、项目收益不

稳定、借款人信用等级变动大。如果商业银行未能在发放贷款或投资前做好充分调查，让以资本空转和

“洗绿”为目的的借款人筹得资金，一旦项目失败或外部环境迫使企业、项目停工，则极可能造成坏账

损失。 
第二，绿色项目的长周期性使得银行遭受市场风险的概率进一步提升。单一项目从项目立项到项目

结束历经时间越长，遭受市场冲击的可能性就会越大。如果项目运行期间的市场利率大幅上升，存贷利

差随之减小，银行也将承担更多的利息成本，甚至造成损失。 
第三，绿色项目投资的专业性使得潜在操作风险进一步增加。我国现在仍未出台一套完整的绿色项

目评估标准，不同地区对绿色环保项目的界定存在较大差异，极容易造成项目后期偏离绿色金融支持标

准。银行直接忽视并随意操作的现象以及银行从业人员自身对环保专业知识的欠缺，使得操作风险随之

增加。 
第四，绿色金融法规体系的不完善和监管的不完备使得法律风险随之加剧。 
现阶段我国绿色金融业务发展迅猛，但在具体实践中还存在环境信息共享不足、调整机制等方面的

法律缺口。构建高效的改革政策及工作协同机制，建设标准体系提高绿色金融风险治理效率仍是未来工

作的重中之重。 
绿色金融风险管理是指商业银行在识别企业日常生产经营风险的基础上，对企业环保情况进行识别，

通过建立绿色金融风险管理制度、绿色金融风险管理系统等完善全面的绿色金融风险管理体系，保障整

体绿色金融目标的实现[2]。绿色金融风险管理是保障银行经营安全的必要措施和重要手段，通过对绿色

金融业务全流程的风险识别、监控、追踪，商业银行才能更稳妥地实现盈利最大化。 

2.3. 我国绿色金融业务的发展现状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始终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同舟共济，为解决国际环境治理难题添

砖加瓦。为促使经济朝着更清洁有效的高质量方向前进，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动绿色金融业务发展，

具体见表 1。 
商业银行绿色金融业务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也呈现出了不同的特征。总体而言，我国商业银行绿色金

融业务发展主要历经了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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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Policies related to green finance business introduced in China 
表 1. 我国出台的绿色金融业务相关政策 

时间 发文单位 文件 

2007 年 环保总局、央行、银监会 《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 

2012 年 银监会 《绿色信贷指引》 

2014 年 银监会 《绿色信贷实施情况关键评价指标》 

2018 年 央行 《关于开展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信贷业绩评价的通知》 

2021 年 央行 《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价方案》 
 

起步阶段(2007 年~2015 年)。2007 年 7 月 17 日，国家环保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联合发

布了《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环发〔2007〕108 号)，通过环保和金融监管部门合

作与联动，强化环境监管促进信贷安全，严格信贷管理支持环境保护，加强对企业环境违法行为的经济

制约和监督。该《意见》的颁布意味着国家将对节能减排不力的企业从信贷方面加以调控，遏制高耗能

高污染产业的盲目扩张，这也是我国商业银行绿色金融业务起步的重要标志。 
全覆盖阶段(2016 年~2019 年)。2016 年，我国发布“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建立绿色金融

体系，发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以及设立绿色发展基金的目标。这意味着绿色金融发展正式上升为国家

战略。 
聚焦“双碳”目标阶段(2020 年至今)。2020 年，我国提出“双碳”目标，要求确保碳排放在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在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我国绿色金融进入以减碳、减排为重心的发展阶段，多层次的

绿色金融产品体系已经基本形成[3]。在此阶段，商业银行积极应对经济转型，以国有银行为代表的商业

银行成立了绿色金融专有部门，为在新阶段更好发展绿色金融奠定了扎实基础。具体情况见表 2。 
 
Table 2. Proprietary green finance sectors by banks 
表 2. 各银行绿色金融专有部门 

银行 绿色金融部门 职能 

中国农业银行 绿色金融事业部 绿色项目的前期调查、绿色产品创新推进、绿色金融人才培养 

中国建设银行 绿色信贷委员会 指导绿色信贷推进工作、涵盖前台业务经营、中间业务支持、后台管理 

中国工商银行 绿色金融委员会 统筹领导绿色金融工作 

兴业银行 可持续金融部 全方位统筹发展绿色金融业务 

招商银行 绿色金融工作小组 负责绿色金融信贷政策的制定以及绿色金融产品的开发 
 

随着发展工作的不断推进，我国绿色金融业务的开展取得了显著成效，总体上我国国有银行、股份

制银行和城商行的绿色信贷余额均呈现上升趋势，绿色金融业务的规模在逐步扩大。截止 2022 年末，我

国本外币绿色信贷余额已达 22.03 万亿元，同比增长 38.5%，高于各项贷款增速 28.1 个百分点，全年增

加 6.01万亿元。此外，截止 2021年末，我国 57家城商行绿色信贷规模已达 5218.59亿元，同比增长 39.99%，

绿色信贷占比 5.48%，较上年末提升 0.89 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已成为未来金融行业

不可阻挡的必然趋势，绿色金融风险管理也将成为金融机构工作的焦点和难点。 

3. JS 银行绿色金融业务概述 

3.1. JS 银行简介 

JS 银行于 2007 年 1 月挂牌开业，是全国 19 家系统重要性银行之一。2016 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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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上市，股票代码 600919。其资金实力雄厚，社会声誉较高。截至 2022 年末，JS 银行资产总额达 2.98
万亿元。在 2022 年度全球 1000 强银行排名中列第 71 位，蝉联全球百强银行。JS 银行自 2011 年开始披

露绿色金融指标，绿色金融业务开展较早，体量占全国规模较大，也是国内首家加入赤道原则的城市商

业银行。 

3.2. JS 银行绿色金融业务简介 

JS 银行自 2013 年起就将绿色金融作为特色化经营的重要方向。2015 年设立绿色金融事业部，致力

于打造“国内领先、国际有影响力”的绿色金融品牌。2017 年采纳“赤道原则”，成为国内城商行首家

赤道银行。2021 年，宣布采纳“负责任银行原则”，在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中率先发布“碳中和”行动

方案，集聚全行金融资源，支持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交通运输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的绿色低碳转

型。 
在绿色金融产品方面，JS 银行不断强化“绿色 +”经营发展，形成了以绿色信贷业务为主体，绿色

债券、绿色租赁、绿色理财业务多元化协同发展的格局。其中，JS 银行将各类具体产品按资金用途进行

了划分，即环境权益类融资(排污权抵押贷款、碳配额质押融资)、行业专项融资(光伏贷、低排贷)、政银

合作类融资(环保贷、绿票 e 贴)和重大项目服务模式(美丽乡村建设项目服务模式、低碳园区项目服务模

式等)。以更便于依照客户定位发放资金。 
近年来 JS 银行绿色资金项目投放比例和具体的投资项目详见图 1 与表 3。 

 

 
Figure 1. Direction of JS Bank’s green funding 
图 1. JS 银行绿色资金走向 

 
Table 3. Selected green finance investment projects of JS Bank 
表 3. JS 银行部分绿色金融投资项目 

项目 产品 金额 

建湖县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光伏贷 2.97 亿 

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补贴确权贷 2000 万 

绿岛试点项目 环保贷 1.35 亿 

3.3. JS 银行面临的主要绿色金融风险因素 

JS 银行面临的风险因素可以从宏微观两个方面进行划分。宏观因素包括政府干预、国内金融体系发

展情况等。微观因素包括银行自身因素和借款人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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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政府干预。政府的直接或间接干预会对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产生较大影响，且干预带来的风

险是难以通过银行内部风险管理化解的。在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阶段，政府将支持绿色产业放在了

突出位置，政策的倾斜使技术、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以更为容易和快捷的方式被绿色企业和绿色项

目获取。商业银行绿色金融业务规模越来越大而借款主体的准入门槛较低的问题持续存在。后期，随着

我国环保政策的不断完善，政府势必会对未达标的“环保项目或企业”进行强制停产甚至关闭，此时银

行贷款将无法收回。作为城商行的 JS 银行有着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社会责任，其政银合作类融资产品和

重大项目服务类产品的重点服务对象为当地环保企业，对“绿色”标准界定的模糊将会给 JS 银行带来潜

在风险。 
第二，国内金融体系发展情况。我国金融业起步晚，金融体系发展尚不成熟。发展绿色金融对商业

银行无疑是较大挑战[4]。JS 银行是国内最早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的银行，在交易主体评估、交易流程、交

易规模、交易监督等环节均缺乏可靠的参考经验。受国内金融体系的制约，JS 银行开展绿色金融业务存

在较大风险。 
第三，银行自身因素。一方面，商业银行绿色金融业务的组织保障有待完善，我国部分商业银行尚

未从战略高度强化绿色理念，顶层设计不足，战略引领不够，业务深度尚欠。JS 银行为城市商业银行，

在组织结构、战略规划、经营管理方面可能与大型国有银行相比尚有差距。另一方面，作为城商行的 JS
银行整体竞争压力较小，如果盲目追求利润而放宽对当地绿色借款人的放款条件，则也会为银行带来相

应的风险。 
第四，借款人因素。借款人为获取资金往往会在信息披露时披露更多有利于自身的信息。甚至进行

“洗绿”工作。JS 银行作为城商行，在信息获取渠道上不占优势，信息不对称容易使 JS 银行将资信状况

较差的企业作为投资主体，从而带来信用风险，JS 银行面临的主要绿色金融风险因素详见图 2。 
 

 
Figure 2. JS Bank green finance risk factors 
图 2. JS 银行绿色金融风险因素 

4. JS 银行绿色金融风险管理措施 

针对上文分析的商业银行所面临的绿色金融风险与风险因素，JS 银行做了充分的外部优化和内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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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工作，形成了风险管理制度、组织架构和管理流程等各个环节的一整套全风险管理体系，力图把可能

带来损失的风险降至最低。 

4.1. 详细制定风险管理制度 

好的风险管理制度是企业成功开展风险管理工作的基础。其主要用于统筹规范风险管理各项工作的

分工、职责、权限、考核、评价等。 
JS 银行坚持“科学审慎，服务发展”的管控风险制度，从全行的宏观角度来入手，运用全新的科技

技术把控风险，不断提高抗风险、消除风险、应对风险的能力。JS 银行绿色金融风险管理制度具体包括

以下内容： 
第一，提前做好风险防范工作，时刻保持警戒状态，面对市场环境的突变， 能做到沉着冷静的处

理掉。同时需要不断的健全绿色金融审核体系，制定符合赤道原则的融资标准以及完成融资之后的监

督审查机制，使企业可持续发展下去。第二，积极对市场发展方向进行预测、全面收集有关信息以及

时发现市场上出现的风险标志。第三，增强管理能力，从企业内部把控好风险。最后，根据赤道原则，

管理高风险行业的工作环境和社会风险，对重污染企业及时曝光，保证绿色金融项目发放的正确性和

低风险性。 
同时，为进一步明确风险控制目标，JS 银行还多次编制或参与编制未来发展绿色金融的战略规划，

例如《JS 银行绿色信贷营销指引》《JS 银行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办法》以引领全行绿色金融业务的健康

发展。 
 

 
Figure 3.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green finance risk management in JS Bank 
图 3. JS 银行绿色金融风险管理组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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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逐步优化风险管理组织架构 

为进一步优化绿色金融风险管理结构体系，JS 银行对自身的风险管理组织架构进行了不断完善。 
董事会方面，2021 年，JS 银行将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升级为“战略与 ESG 委员会”，明确将可

持续发展理念纳入其职责范畴，从此其工作重心变为：全行 ESG 战略的制定、对重点任务、绿色金融、

气候及 ESG 风险管理议题进行研判与审议，同时做好 ESG 战略执行成效的监督与评估，持续校准全行

发展战略。 
高级管理层方面，总行设立由董事长主任、各级管理部门和子公司组成的绿色金融委员会，及由总

行行长牵头负责的绿色金融工作组，旨在汇集全行资源协同管理绿色金融业务和风险控制。2022 年，JS
银行商议决策集体通过了“双碳”战略行动及集团化绿色发展战略。 

执行层方面，JS 银行升级绿色金融部为总行一级部门，对全行绿色金融发展工作统筹执行；同时，

该行还完善了分行绿色金融组织架构，增设分行绿色金融委员会、绿色金融团队和专职专岗；出台绿色

支行考核评价体系，打造绿色金融专业化经营队伍，以提升专业化经营能力。截止 2022 年，该行的绿

色支行总数达到了 11 家，该行具体的绿色金融风险管理组织架构见图 3。 
JS 银行设立的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属于常见的“一个大中台 + 三个小中台”模式，即在总行设立风

险管理事业部，负责牵头全行的风险管理工作，而后再由行业、地区、条线小中台执行并给予大众台效

果反馈。这种“1 + 3 的大拇指”结构高效地推动了全行上下全员参与风险管理的任务，有效地划分了风

险管理活动流程中的权利与责任，同时也更好地保证了企业各个部门之间的信息流畅[5]。 

4.3. 不断完善风险管理流程 

4.3.1. 信息收集 
对风险的调查是风险管理工作的首要任务[6]，JS 银行基于基础业务的管理经验，结合绿色金融业务

的特点已初步探索出了行之有效的调查措施，即借款人资格调查与业务准入评定。 
在借款人资格调查上，上文已详细阐述了绿色借款人对商业银行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的重要性。为明

确借款人资质，避免将资金投入不符合绿色标准的项目。JS 银行积极与当地政府合作，联合编制了《JS
省绿色融资主体认定评价标准》(以下称《标准》)。该标准清晰地为借款人界定了绿色企业、绿色项目、

绿色融资主体的概念，为消除“绿色”概念的模糊性做了充分的前期工作。 
另外，在做好定性工作的同时，JS 银行还依据《标准》针对绿色企业和绿色项目的评估颁布了一套

定量规则。例如，第一，在评定绿色企业时，JS 银行明确规定该企业的绿色产业的营业收入占比应超过

50% (含)或来自相应绿色产业的营业收入占比的 30% (含)至 50%，且高于其他产业收入占比；第二，JS
银行依据《标准》对企业各项业务进行赋分，根据累计得分情况将绿色企业分为深绿类(G-AAA)、中绿

类(G-AA)和浅绿类(G-A)企业，再判断是否放贷及放贷数额。 
在业务准入评定上，JS 银行总行的绿色金融部门和支行的绿色金融业务专营团队负责业务准入部分

的工作。各部门在受理新开展的业务时将首先依据我国环境保护和监管部门的法律规定，在 JS 银行风险

管理制度的基础上对环境风险初步评定。其次，再结合客户的信息披露质量核实客户财务及业务的真实

性。最后，针对中高风险项目，JS 银行则选择借助外力，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制定特殊应对方案。这种

“三步走”的流程大大地提高了 JS 银行绿色金融风险识别的效率，真正做到了银行自身与绿色借款人的

双赢。JS 银行对业务风险初步评定的三种情况见表 4。 

4.3.2. 管控 
JS 银行整体选择了风险转移的措施进行绿色金融业务的风险管控。即针对中高风险项目，JS 银行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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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借款人签订担保合同将业务风险转移。 
主要担保方式有三种：第一，采用质押担保方式，借款人将所持项目质押进行担保，通过质押物降

低业务风险；第二，抵押担保方式，借款人将借款项目的相关设备等向银行进行抵押，通过抵押物降低

业务风险；第三，让一定资金实力的第三方主体成为第三方担保人承担连带还贷责任，增加借款人还款

来源。以上三种方式虽并没有将存在的风险消灭，但可以做到最大程度防范、转移绿色金融业务的风险。 
 
Table 4. Access to green finance business of JS Banks 
表 4. JS 银行绿色金融业务准入情况 

风险程度 是否准入 

对环境不造成不利影响或影响较小 可以准入 

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有限 谨慎准入 

对环境造成重大或潜在重大影响 禁止准入 

4.3.3. 跟踪 
在贷后阶段，JS 银行的风险管理重心在于对绿色融资主体的动态评价，针对企业融资，JS 银行从绿

色产业占比、环境管理、碳排放管理、社会责任、公司治理五方面设定了其借款人的绿色评价指标体系

[7]。针对项目融资，银行则从碳减排、环境影响评价、项目类型、以及(通过认定阶段的)基础分数四个

方面设定绿色项目评价指标体系。考虑到评价的可操作性，指标体系以定性评价为主，定量指标为辅。

各评价指标均分为一级指标、二级指标、评价标准等，JS 银行运用 AHP 算法对各级指标进行分析、赋

权，进而实现最终的评价认证。以下为 AHP 算法操作的具体流程(以绿色企业评估为例)。 
第一步，设定绿色企业评估指标，见表 5。 

 
Table 5. Assessment indicators 
表 5. 评估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绿色企业评价认定得分 

R1 
R2 
R3 
…… 

Rr11、Rr12 
Rr21、Rr22 
Rr31、Rr32 

…… 

Rrr11、Rrr12 
Rrr21、Rrr22 
Rrr31、Rrr32 

…… 
 

第二步，基于指标体系，制定分级指标权重对照矩阵： 
Rf1  A11 A12 A13 A14 
Rf2  A21 A22 A23 A24 
Rf3  A31 A32 A33 A34 
Rf4  A41 A42 A43 A44 
Rf1 Rf2 Rf3 Rf4 
其中 Rf1、Rf2、Rf3、Rf4 分别代表某绿色项目下的 4 个指标项，矩阵中 Amn 代表需要评价第 m 个

指标相对于第 n 个指标的重要程度，m 和 n 均有不同赋值。 
第三步，对矩阵标准化，即每一个元素除以对应行之和。 
第四步，计算出每一列之和作为对应指标的权重值 Wm，即 Wm = Am1 + Am2 +…+ Amn，Wm 代表

第 m 项指标在评估体系当中的权重值。 
最后，基于以上四步的过程，针对当前绿色企业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分层计算权重。根据权重的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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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总体得分，用以银行后续的贷款管理。 

5. 风险管理效果 

5.1. 绿色金融业务 

风险管理与业务绩效相辅相成，出色的风险管理将带动 JS 银行绿色金融业务更好开展。自 JS 银行

披露绿色金融数据开始，其绿色信贷余额与绿色信贷比率总体呈上涨趋势，至 2020 年，其绿色余额已达

到 984 亿元，较 2011 年增长了二十余倍，其绿色信贷比率自 2013 年起也表现出了迅猛发展趋势。这表

明随着 JS 银行绿色金融风险管理的不断成熟，其绿色金融业务也呈现出了良好的发展态势，详细情况见

图 4。 
 

 
Figure 4. JS Bank’s Green Loan Balance and Ratio (unit: billion yuan) 
图 4. JS 银行绿色贷款余额及比率(单位：亿元) 

 

 
Figure 5. JS Bank non-performing loan ratio 
图 5. JS 银行不良贷款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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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资产质量 

近年来，受新冠疫情、欧洲能源危机与俄乌冲突等不可抗力事件的影响，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

余额呈持续上升趋势，已由 2017 年的 17057 亿元上升至 2021 年的 28470 亿元。其中，城商行的不良贷

款余额波动幅度更大，分别为 2017 年 1823 亿元、2018 年 2660 亿元、2019 年 4047 亿元、2020 年 3660
亿元和 2021 年的 4403 亿元。作为城商行的 JS 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不仅没有受到较大起伏，反而呈现出了

下降趋势。另外，JS 银行的绿色信贷业务总量庞大，约占全国绿色信贷规模的十分之一，故其严格的绿

色金融风险管理制度对降低该行的不良贷款率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JS 银行不良贷款率整体趋势见

图 5。 

6. 针对我国商业银行开展绿色金融业务风险管理的建议 

至此，根据上文分析可知，在“双碳”目标实现期限临近的现阶段，绿色金融业务风险管理对商业

银行的健康经营至关重要[8]，作为最早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的商业银行，JS 银行的风险管理经验对我国各

类开展此项业务的商业银行均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笔者认为在未来我国商业银行开展绿色金融业务风

险管理需将以下几点重点落实。希望对我国发展绿色金融，推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提供一些绵薄之力。 
第一，处理好顶层设计工作，完善绿色金融风险控制机制。商业银行应首先强化风险控制意识，将

内控制度、组织建设、激励机制、约束机制等系统联结起来，构成完整的风险管理体系，为风险控制提

供良好的外部基础。同时，商业银行还应及时掌握国家、地方政府关于“双碳”战略的政策要求及变化，

持续关注低碳产业最新动态[9]，做好持续性完善组织机制的准备。 
第二，设计好借款人资质评定的定性定量标准，及时做好中高风险转移[10]。绿色产业界定标准的差

异是商业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因素，故以 JS 银行为例，我国商业银行应积极与政府合作或自身编制出相

关合理可行的借款方资质评定标准。对未达到标准的企业和项目实行严格的禁止准入措施，以避免后续

产生大量坏账损失。另外，针对绿色金融风险的管理是动态化的，如果在贷后项目产生的潜在风险较大，

商业银行需及时采取风险对冲或风险转移措施保护资金安全。 
第三，创新绿色金融产品，积极且合理地进行风险分散。“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JS 银行自

开展绿色金融业务以来不断创新绿色金融产品，现阶段该行绿色金融业务虽仍以绿色信贷为主，但已呈

现出向绿色债券、绿色租赁倾斜的趋势，合理必要地创新绿色金融产品不仅可以有效提高商业银行自身

的竞争力，更能为分散风险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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