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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应对气候变化危机，坚持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球共识，在此背景下，金融机构的环境信息披露备受关注。

目前，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特别工作组(TCFD)发布的环境信息披露建议得到国际公认。本文基于TCFD
框架，以工行发布的绿色金融专题(TCFD)报告为依据，从治理、战略、风险管理、指标与目标四个层面，

分析工行气候信息披露的实践和可借鉴价值，并对我国银行业开展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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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respond to the crisis of climate change, adhering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s gained global 
awareness and attention. Under this background, the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of financial in-
stitutions was of great concern. At present, the 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
sures (TCFD) published the suggestion of disclosure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and has been 
recognized internationally. This article was based on TCFD framework, according to ICBC’s Green 
Finance Special Report, analyses the practice and learning value of ICBC’s climate information dis-
closure from four dimensions of governance, strategy, risk management, metrics and targets, and 
gives some relative suggestions on disclosure of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information of Chinese 
bank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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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应对气候变化、治理环境污染，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已成为全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议

题。2015 年 12 月巴黎气候变化会议通过了《巴黎协定》，以加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威胁的能力[1]。为

了更好识别与管理气候变化过程中经济系统固有的机遇与风险，G20 金融稳定理事会(FSB)意识到建立一

致、可比、清晰和可靠的气候相关信息披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为此成立了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特别

工作组(TCFD)。2017 年 6 月，TCFD 发布了其最终建议，为所有公司实体自愿披露与气候有关的财务信

息提供一个清晰、一致和可靠的披露框架，以改善市场参与者的资源配置决策。迄今为止，已有 12 个国

家和地区、数十家银行监管机构正式表示支持 TCFD 建议，日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法国等国家

支持 TCFD 建议的机构数量排名靠前。我国监管部门鼓励中资金融机构支持 TCFD 建议，同时不断完善

我国的气候信息披露制度。2021 年 7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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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与 TCFD 框架建议一定程度的对标。 
在 TCFD 框架之前，气候相关信息披露的重点是报告公司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如温室气体排放量等

可持续性指标等，而忽略了气候变化对公司实体产生的影响，如揭示气候因素对公司收入、支出、资产、

负债以及资本和投融资等方面实际和潜在的财务影响[2]。随着 TCFD 框架的广泛运用[3]，一大批 TCFD
的优秀践行者脱颖而出，中国工商银行(以下简称工行)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作为国内四大行之一，工

行在绿色金融和环境信息披露领域的起步较早，牵头开展中英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试点项目，率先在

国内金融机构中开展环境信息披露工作，2017 年成为首家签署支持 TCFD 建议声明的中资金融机构。截

至 2021 年底，工行绿色贷款余额稳居同行业首位，同时也为股东创造了不菲的经济价值。本文基于 TCFD
框架，以工行发布的绿色金融专题(TCFD)报告为依据，分析工行应对和缓释气候变化影响的实践以及规

范披露气候信息的经验和推广价值。 

2. TCFD 框架概要 

目前来看，TCFD 建议是全球范围内最接近强制性披露要求的框架，也是预计将被企业最广泛采用

的框架。这些建议涵盖了气候信息披露的四个要素：治理、战略、风险管理、指标和目标[4]，重点聚焦

于气候变化对公司的财务影响上。在治理方面，要求企业披露董事会对气候相关风险的监督情况以及管

理层在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方面的职责。在战略方面，要求企业披露短期和中长期的与气候相关的风险

和机遇，以及其对企业战略和财务规划的影响；同时还要求企业披露不同气候情景下战略的实施方案。

在风险管理方面，要求企业披露其气候相关风险及相似风险的识别、评估和管理流程，并鼓励企业将气

候相关风险纳入全面风险管理。指标和目标方面，要求企业披露用于评估气候相关风险的指标、温室气

体排放目标、管理气候相关风险的目标及完成情况。 
TCFD 建议中的每个要素都包含多项具体建议，其组成部分如表 1 所示[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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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isclosure framework and its components recommended by TCFD 
表 1. TCFD 建议的披露框架及其组成部分 

 治理 战略 风险管理 指标和目标 

总体

要求 

披露组织机构与

气候相关风险和

机遇有关的治理

情况 

披露气候相关的风险和

机遇对组织机构的业务、

战略和财务规划的实际

及潜在影响 

披露组织机构如何识别、

评估和管理气候相关风险 

披露评估和管理气候相关

风险和机遇时使用的指标

和目标 

具体

建议 

a) 描述董事会对

气候相关风险和

机遇的监控情况 

a) 描述组织机构识别的

短期、中期和长期气候相

关风险和机遇 

a) 描述组织机构识别和

评估气候相关风险的流程 

a) 披露组织机构按照其战

略和风险管理流程评估气

候相关风险和机遇时使用

的指标 

b) 描述管理层在

评估和管理气候

相关风险和机遇

方面的职责 

b) 描述气候相关风险和

机遇对组织机构的业务、

战略和财务规划的影响 

b) 描述组织机构管理气

候相关风险的流程 

b) 披露范围 1、范围 2 和范

围 3(如适用)温室气体排放

和相关风险 

 

c) 描述不同情景 (包括

2℃的情景)对组织机构

业务、战略和财务规划的

潜在影响 

c) 描述识别、评估和管理

气候相关风险的流程如何

与组织机构整体的风险管

理相融合 

c) 描述组织机构在管理气

候相关风险和机遇时使用

的目标以及目标实现情况 

来源：TCFD. Recommendations of the 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Final Report，2017。 
 

为精准落实 TCFD 建议，工作组还分别为金融业和非金融业中的代表性行业提出了进一步的补充指

导意见。针对银行等金融机构，TCFD 对框架中的战略 a、风险管理 a 以及指标和目标 a 三部分提出额外

的报告要求，包括如何对金融机构可能具体面临的风险、机会和影响进行分类的指导[7]。在战略 a 项下，

银行应描述涉碳资产信用风险敞口的重要考量因素，以及其金融中介业务中的气候相关风险(转型风险和

实体风险)。在风险管理 a 项下，银行应按传统银行业风险类别描述气候相关风险，如信用风险、市场风

险、流动性风险和运营风险。在指标和目标 a 项下，银行应提供用于评估其短、中、长期贷款和其他金

融中介服务所面临气候相关(转型和实体)风险影响的指标，这些指标应当涉及按照行业、地域、信用质量

以及平均期限标准细分的风险敞口、股权和债券或交易岗位；银行应当提供涉碳资产的数额及其占总资

产的比例，以及与气候相关机遇有关的贷款和其他融资数额。 
金融机构的环境信息披露，有助于促成对气候相关风险的早期评估，促进市场自律；同时，有助于

提供全面可靠的数据来源，以便主管机构分析和评估气候变化对金融行业造成的风险及严重程度，以及

最有可能导致风险传播的渠道。银行作为金融业四大主要行业之一，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的业务客户来

自各个不同的行业，一些行业面临极高的气候风险，例如：化石燃料生产商、化石燃料密集消费者，房

地产所有人、农产品或食品公司等。向这些行业的客户发放贷款，银行可能因授信而承担连带气候风险。

买卖其证券，可能因持股而积累气候风险。 

3. 工行气候相关信息披露现状分析 

以下基于近三年工行发布的《绿色金融专题(TCFD)报告》，对其遵循 TCFD 建议及环境信息披露的

情况进行分析。 

3.1. 工行遵循 TCFD 建议的情况分析 

利用工行《绿色金融专题(TCFD)报告》所附的对照索引，对工行 2019~2021 年遵循 TCFD 建议的情

况进行统计，结果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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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ICBC’s compliance situation about TCFD recommendations (2019-2021) 
表 2. 工行遵循 TCFD 建议的情况一览表(2019~2021) 

建议披露的项目 2021 2020 2019 

治理 
a) 董事会监督 √ √ √ 

b) 管理层职责 √ × √ 

战略 

a) 风险和机遇 √ × × 

b) 对组织机构的影响 √ × × 

c) 战略韧性 √ √ √ 

风险管理 

a) 风险识别和评估流程 √ × × 

b) 风险管理流程 √ √ √ 

c) 纳入到全面风险管理 √ × × 

指标和目标 

a) 气候相关指标 √ √ √ 

b) 范围 1、范围 2、范围 3 温室气体排放 √ √ √ 

c) 气候相关目标 √ √ × 
 

从遵循 TCFD 框架的情况来看，表 2 显示，在 11 项具体项目中，2019 年、2020 年和 2021 年的披露

率分别为 54.6%、54.6%和 100%。其中，战略 a、b，风险管理 a、c 各项在 2021 年属于新增内容。这说

明，工行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越来越全面，其披露水平在逐年提高。 

3.2. 工行环境信息披露内容分析 

以下基于工行 2021 年的 TCFD 报告，从治理、战略、风险管理、指标和目标这四个层面，对其环境

信息披露情况进行内容分析。 

3.2.1. 治理层面的信息披露 
工行在治理层面的信息披露较为充分，较为详细地披露了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应对气候风险和机遇

的态度和举措。工行正致力于“把绿色、低碳、可持续的理念全面引入现代金融体系建设，不断提升金

融助力绿色转型的能力。”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统筹领导，信贷与投资管理部牵头管理，其他部门协调

推进，各分支机构执行落实，全员参与，是工行推进绿色金融的一大鲜明特点。 
1) 在董事会监管方面，明确了董事会的职责和相关分支机构。董事会负责制定发展规划，定期审议

各类报告，加强对绿色金融及 ESG 事宜的统筹管理。工行董事会下设三个分支机构：社会责任与消费者

权益保护委员会、战略委员会以及风险管理委员会，分别负责社会责任履行、年度 ESG 报告审议、风险

管理架构及内控流程等方面的信息搜集、建议提出以及具体落实等工作。除常规活动外，报告期内，董

事会还定期开展相关专题研讨与培训会议，与 TCFD 专家组、中国银行业支持实现“双碳”目标专家组

进行交流，强调要坚持服务实体经济，合理支持传统高能耗行业节能减排和转型升级，加强碳排放数据

的收集和标识，强化气候风险信息披露工作。 
2) 在管理层履行职责方面，披露了管理层的相关理念、机构设置和行为表现。例如，管理层负责推

进“双碳”目标实施，协调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提升集团气候风险管理水平。高管层下设风险管理

委员会和绿色金融委员会，分别负责全面风险管理的决策以及协调推进绿色金融工作。报告期内，绿色

金融委员会召开专题会议，推动各业务线认真贯彻落实总行党委对绿色金融工作的部署，并定期向党委

会汇、董事会汇报全行绿色金融实施情况。 
为实现“双碳”目标，工行还成立了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协调促进各项“双碳工作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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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顺应投资者需求，工行建立了与投资者的常态化沟通机制，报告期内召开多次绿色金融专题会议，

全面介绍了工行在绿色金融和 ESG 领域的发展现状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成效。投资者也通过业绩说

明会、路演等多个渠道提出了 100 余个碳中和、绿色金融、ESG 战略、气候风险管理相关的问题，占问

题总量的 15%。 

3.2.2. 战略层面的信息披露 
识别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明确其对组织机构的业务、战略和财务规划的影响，以及组织机构的战

略韧性，是战略层面信息披露的核心内容。工行按传统银行业风险类型描述气候相关风险，传统风险类

型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和声誉风险，通过列表的方式描述各类传统风险所

造成的影响，并揭示造成这些影响的气候风险因素。 
工行绿色金融专题(TCFD)报告中指出，气候变化导致债务人盈利能力下降或资产贬值，以及未能适

应相关政策、法规和技术的变化，对义务方造成负面影响，可能会导致信用风险。气候变化导致资产贬

值，会导致市场风险。极端天气事件造成的客户透支信用、设施受损导致的业务中断及供应链中断，会

形成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和声誉风险。碳减排等措施导致运营成本和资本支出的增加，也会带来操作

风险；碳密集型行业风险敞口导致声誉受损，体现为声誉风险。这些风险大部分都属于中长期风险。 
关于气候相关风险与机遇对组织业务、战略和财务规划的影响，工行的披露较为薄弱，相反地，工

行用大量篇幅披露了其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态度和举措。例如，工行将继续按照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中的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目标；致力于与利益相关方一道，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共促可持续发

展，致力于做践行绿色发展的领先银行等。战略举措包括：创新 ESG 绿色评级及指数研究，探索企业绿

色发展的量化评估方法和工具；在《巴黎协定》框架下，搭建环境风险信息大数据服务平台，加强 ESG
和气候投融资信息披露；支持绿色生活和清洁生产、生态修复，优化绿色信贷核心结构，提升绿色贷款

占比；发展绿色债券、绿色股票指数、绿色发展基金、绿色保险和碳金融等金融工具。 
就组织战略韧性而言，工行很早就成立了环境因素压力测试课题组，从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入手，进

行气候风险压力测试，评估环境因素对其贷款信用风险的影响。截至目前，课题组已经相继对火电、水

泥、钢铁、电解铝、纺织、家居制品等多个高耗能高污染行业进行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8]，通过设置压

力情景、模型构建以及结果分析三个步骤，对未来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环境政策收紧所带来的的信用风

险进行前瞻性分析。2021 年 6 月，工商银行的全资子公司——工银亚洲，首次尝试运用风险量化的形式

完成了气候风险专项压力测试，即在 IPCC 和香港天文台给定的气候风险情景下，测算实体风险与转型

风险传导至银行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时，银行将面临的财务损失，以及盈利和资本充足比率

的影响。 

3.2.3. 风险管理层面的信息披露 
在风险管理层面，工行构建了识别、评估和管理气候相关风险的流程，如图 1 所示。 
工行构建了完整的气候风险管理体系，将其纳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9] [10]，联合业务部门、风险管

理部门以及内部审计部门筑牢三道防线，用于识别和评估气候相关风险，做好风险管控。为有效管控企

业环境风险，工行对部分高碳行业及企业下调绿色分类，通过与第三方数据提供商合作，在系统中增加

环保信息查询控制联动要素，及时获取企业环境信息并自动进行系统风险提示，及时进行环境风险系统

化管控。 

3.2.4. 指标和目标层面的信息披露 
在“指标和目标”层面，工行区分了绿色投融资和绿色运营两大部分。前者从绿色信贷、绿色债券、

投融资绿色产品创新等方面展开信息披露；后者从节能降耗、绿色运营、供应链管理与绿色采购、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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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培训和绿色环保公益五个方面，披露了其创建“绿色银行”的举措和业绩。工行近三年披露的绿色

信贷支持项目折合减排情况、废弃物统计以及总部绿色运营的主要指标如表 3 所示。 
 

 
资料来源：工商银行绿色金融报告，2021。 

Figure 1. ICBC’s process for identifying and assessing climate risks 
图 1. 工行识别和评估气候相关风险的流程 

 
Table 3. ICBC’s main index of green operation 
表 3. 工行绿色运营主要指标 

项目类别 单位 2021 2020 2019 

1) 节能减排数据     

折合节约标准煤 万吨 4738.13 4924.74 4627.23 

折合减排二氧化碳当量 万吨 9884.69 8524.63 8985.96 

折合节水 万吨 7521.52 8931.02 5903.64 

2) 废弃物统计     

微机(主机) 台 920 838 519 

显示器 台 991 544 280 

笔记本电脑 台 655 212 494 

3) 总部绿色运营指标     

境内电子银行业务量占比 % 98.8 98.7 98.1 

办公用纸量 百万张 9.72 8.86 10.26 

办公耗电量 千瓦时 81,161,682 17,290,357 19,667,324 

办公耗水量 吨 282,154 125,103 177,550 

公务车耗油总量 升 65,355 57,339 67,796 

公务车行驶里程数 公里 478,618 335,907 397,510 

资料来源：根据 2021 年工商银行绿色金融报告整理而得。 

建立气候风险管理体系，明确气候风险治理架构、制
度流程、监测与报告等管理要求

明确气候风险的定义和主要风险表现

将气候风险纳入集团战略和偏好管理

建立气候风险识别、评估、计量、监测、控制、报
告机制，加强碳排放数据及系统建设

加快自身减排，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建设气候风
险友好型银行，提升气候风险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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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显示，有些指标的数据相比上一年有所改善，有的则有所恶化。将三年的数据放在一起比较，

发现其变化趋势并不乐观。在披露方式方面，有的指标采用文字表述、图示的形式予以展现。工行是首

家自行研发碳足迹管理数据统计系统的银行，其总行、北京分行在京机构温室气体排放图，显示了其直

接和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来源情况，比较直观易懂。工行采用图文结合的方式进行信息披露，相关指

标和数据多采用大写突出的方式予以展示。相对来看，对举措的描述篇幅占据了主要比例。“指标和目

标”中的“目标”，在这一部分并没有得到体现。 

3.3. 与其他银行环境信息披露情况的比较 

与国内其他大型银行相比较，工行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是一流的，无论是披露形式、报告命名，还

是披露内容，工行均具有较强的示范性和借鉴价值。 
除工商银行外，平安银行、农业银行以及建设银行也单独披露了以 TCFD 为框架的绿色金融专题报

告，即 TCFD 报告，其中建设银行和平安银行命名为《环境信息披露报告》，农业银行命名为《绿色金

融发展报告》，而工商银行则命名为《绿色金融专题(TCFD)报告》。从内容上来看，多数银行没有严格

按照 TCFD 的框架，而是将气候风险信息包含在了企业年度 ESG 报告当中的“E”部分一起披露。 
根据 2022 年《TCFD 状况报告》[11]，工作组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审查了 248 家银行近三年的报告，

发现 2019~2021 年间，风险管理 c 即组织战略韧性项目的披露率虽然增长较快，但仍然是 11 个指标当中

披露情况最差的。相比较而言，工行的做法比较超前。工行很早就成立了环境因素压力测试课题组，从

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入手，进行气候风险压力测试，评估环境驱动因素对其贷款信用风险的影响，走在了

行业前列。 

4. 相关建议 

在治理、战略、风险管理、指标和目标四个层面中，战略和风险管理是工行披露相对不足的领域。

TCFD 框架中建议披露的气候相关风险与机遇对组织业务、战略和财务规划的影响，以及气候风险相关

信息，工行在其绿色金融专题报告中的披露不够具体，有待于进一步探索该部分内容信息披露的方式方

法。 
本文基于工行及银行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整体情况，提出以下建议： 

4.1. 我国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应进一步对标 TCFD 框架 

我国已经颁布了《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应进一步对标 TCFD 框架。例如，环境风险方面，

加入 TCFD 框架中对于环境风险和机遇的分类分析要求，不仅要披露组织机构经营所带来的环境影响，

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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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气候变化风险对自身业务影响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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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环境气候信息披露领域较为前沿的主流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尚未完成工业化，

因此，针对这一领域的探索应该符合我国实际情况，在现有的经验和框架上进行改进，建设具有发展中

国家特色的环境气候风险信息披露框架。 

4.2. 应采取措施解决报告和信息的可比性问题 

环境信息披露在银行间缺乏可比性[12]，是亟需解决的一个难题。国内银行关于气候风险信息披露的

相关报告命名大都不一致，可能会导致投资者不能精准下载正确的报告，难以找到最相关的信息，从而

对银行的气候风险信息判断失误，影响投资决策。从 TCFD 四要素 11 个项目的信息披露框架和具体内容

来看，银行间的差异较大，缺乏横向可比性。例如，不少银行对高污染企业的界定标准和范围并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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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银行应单独披露以 TCFD 为框架的气候风险相关信息，最好统一报告命名，并将 TCFD 框架索引目录

放在报告最前面，以便投资者快速找到有用信息。 

4.3. 应引进第三方鉴证以保障环境信息披露质量 

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以及平安银行没有在报告中披露第三方鉴证的情况。与 ESG 报告相

同，建议各银行将 TCFD 报告交由第三方鉴证机构进行鉴证[13] [14]，并且将事务所或其他鉴证机构的鉴

证报告披露在 TCFD 报告当中，以提高其真实性和可靠性。 

4.4. 运用大数据手段提升信息披露质量 

当前我国积极实施和推动大数据战略，鼓励深化大数据在各行各业的创新应用。大数据的应用，将

大大降低数据采集和数据加工的成本，提高应用效率，部分银行已经参与到应用大数据进行环境气候风

险管理的实践当中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如邮储银行“金睛”信用风险监控系统与大数据联动，工商

银行“环境和社会风险智能化管理”系统，运用大数据手段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其他银行也应当加入

到大数据的队伍当中来，将环境气候大数据手段纳入基础设施建设当中，彼此加强交流合作，实现信息

共享，不仅可以节约信息采集成本，更能早日消除各银行披露过程中的信息、指标不一致等问题，提升

全行业气候风险管理能力[15]。 

4.5. 以信息披露促进金融机构的气候风险管理工作 

建议以推广环境信息披露为契机，促进金融机构的气候风险管理工作。虽然多数银行宣传和倡导全

员参与气候风险管理，但这一理念未必深入人心，建议将气候风险管理工作纳入各部门绩效考核当中[16]，
让每一位员工践行绿色金融理念，严格落实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的贷前、贷中以及贷后监管工作，做好气

候相关风险的早期评估，统计好每一项指标，提升自身信息披露及风险管理能力，向社会传递可持续发

展理念[17]。银行作为绿色金融领域的先行者，在强化绿色信贷审批的同时，可以尝试联手助力高碳高污

染企业、大型工程向绿色低碳转型，以助力国家完成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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