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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碳达峰、碳中和的可持续发展观在全球盛行，绿色金融发展逐渐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社会转型

的共同追求。绿色低碳合作正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同时东盟国家

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面临着许多绿色金融发展问题，其向绿色经济发展模式转变迫在眉睫。中国与东

盟绿色金融发展拥有巨大的合作机遇与挑战，中国可以与东盟国家在绿色金融发展领域开展深入合作，

不断探索出适合中国与东盟绿色金融发展合作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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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global prevalence of the carbon peak and carbon-neutral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
opment, green financial development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common pursuit of economic de-
velopment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all over the world. Green and low-carbon cooperation i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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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area of the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countries. At the 
same time, ASEAN countries are facing many problems of green financial development while 
speeding up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is urgent to change to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green 
economy. There are grea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finance be-
tween China and ASEAN. China can carry out in-depth cooperation with ASEAN countries in the 
field of gree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constantly explore a path suit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of green finance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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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几年来，作为“一带一路”国家合作的重点区域，东盟国家也在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东

盟各个成员国与中国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两者之间在各方面领域的合作交流在不断加强。东盟

国家因地理环境特殊，在其工业化发展进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的不良环境影响，未来社会经济的发展被极

端气候变化严重影响，导致其经济发展面临不同程度的挑战，向绿色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迫在眉睫。在

全球发展倡议中，习近平提出了绿色低碳合作的重要内容，同时绿色发展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建设中

的重要内容，绿色发展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创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应对全球环境恶劣变化

所作出的重要理论贡献。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绿色金融合作正是中国与东盟各国家发展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的重点内容，在绿色低碳的发展共识下，中国与东盟的绿色金融合作迅速发展，中国与东盟的绿色

金融合作将迎来新的历史性机遇，继续推动中国同东盟的绿色金融合作，加强对低碳、循环和绿色经济

合作的探讨，积极应对合作中所带来的各种环境挑战，对双方的金融发展都将带来重要积极影响。 

2. 中国与东盟绿色金融合作发展现状 

2.1. 东盟国家环境发展现状 

东盟国家作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其成员国在加快各自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对环

境的破坏。在过去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东盟国家对环保的重视力度不够，致使其生态环境遭受到严重破

坏。例如作为全球出口木材产量最大的马来西亚，由于一直没有考虑可持续性发展以及污染管理起步较

晚，导致环境的可持续性和经济发展间的矛盾逐渐加重；还有泰国城市化进程导致环境压力加剧，水污

染、空气污染、野生动物生存环境遭受严重威胁等问题不断恶化；以及菲律宾在自然灾害的破坏性影响

方面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带来了土地侵蚀、森林面积迅速减少等严重的环境问题。从整体上看，东盟国

家的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水体与空气污染、森林面积不断减少，生物多样性锐减等等。因此东盟国家对

可持续性金融发展的有着强烈的需求，可持续金融是指在投融资活动中考虑对环境、社会的影响，以及

被投资对象所面临的气候风险[1]，其希望进一步通过保护经济和社会发展基础的自然资源以促进绿色环

境发展，但东盟国家面临海平面上升、干旱等气候风险所带来的巨大绿色转型压力，其在基础设施建设、

可再生能源、农业和土地利用等方面的绿色转型仍面临着较大的资金缺口，此时推动绿色金融发展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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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填补东盟国家绿色转型资金缺口的重要路径。与此同时，中国一直通过颁布各项政策措施来积极推

动绿色金融对外开放合作，为中国与东盟绿色金融合作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2.2. 中国与东盟金融合作发展成果 

中国与东盟成员国间的金融合作发展已经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此期间取得了不少优秀成果。双方积

极推动对接“一带一路”倡议，签订《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东盟共同体愿景 2025》和《东

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 2025》等战略，以促成差异化区域金融结构融合，进一步推动中国与东盟成员国的经

济金融合作发展[2]。一方面，中国与东盟国家长期稳定的环保合作机制已基本构建。中国与东盟成员国不

仅就绿色低碳发展达成合作共识，陆续提出促进双方低碳发展的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同时还构建了国家层

面的环保合作框架，积极开展环境合作论坛对话交流，建设绿色“一带一路”合作平台，积极将生态环保

合作纳入“一带一路”倡议中。另一方面，中国与东盟成员国积极完善金融合作发展范围内的绿色金融政

策顶层设计，持续完善各自绿色金融政策体系[3]。早在 2015 年，中国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中首次提出“建立绿色金融体系”的总体目标；在 2016 年，中国在《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

中明确提出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重点任务和具体措施，为绿色金融规范发展提供政策保障；2021 年，中国

在《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中要求积极发展绿色金融，建立

健全绿色金融标准体系，为做好金融支持碳中和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自 2018 年以来，东盟陆续制定《绿

色债券标准》《可持续资本市场路线图》及《东盟可持续银行原则》等政策，持续助力东盟绿色金融市场

的标准统一化，从而更快更好地推动东盟各成员国的绿色金融发展。此外，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持续完善

各自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2018 年，中国人民银行成立的全国金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绿色金融标准工作组

出台发布《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 年版)》《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环境权益融资工具》《碳

金融产品》4 项标准，另有 15 项标准进入立项或征求意见环节，涉及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评价、金融

机构和金融业务碳核算等重点领域。而东盟资本市场论坛先后发布《东盟绿色债券标准》《东盟社会债券

标准》《东盟可持续债券标准》，进一步规范东盟绿色、社会、可持续金融市场[4]。 

3. 中国与东盟绿色金融发展合作机遇 

3.1. 东盟国家绿色资金缺口与中国发展绿色投资理念相匹配 

东盟国家的绿色资金缺口与中国推动企业发展绿色投资项目的理念相符合。虽然东盟国家与其他国

家之间的绿色产业往来有了突飞猛进的进展，但目前东盟国家每年获得的绿色投资额还远远不达标，这

对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绿色项目投资带来了巨大的吸引力。同时，国内对绿色产业开展的绿色投资将不只

着眼于本国，更多会对东盟各国各类绿色产业投资需求进行匹配，从而开拓与国际间的绿色金融交流合

作，有重点地实施“走出去”战略。随着绿色治理观念备受全球瞩目，大部分国家皆减少对原有制造企

业的高污染、高排放、高能耗产业的资金支持力度，引导国内和国际的金融资本逐渐向具有绿色发展前

景的具备低排放、低污染、高能效的优势产业转移。随着绿色金融发展理念在全球金融发展中盛行，东

盟各成员国的绿色资金缺口还会继续扩大，也将进一步地拉大对国际绿色资金的需求，这都将为中国对

外绿色项目投资带来重大合作机遇。 

3.2. 碳汇交易促进中国与东盟绿色金融合作 

国际碳市场交易为东盟带来一种新的碳汇投融资交易模式，而中国拥有最大的碳市场，在碳市场方面

与东盟国家具备良好的合作前景，双方在推进绿色低碳经济合作发展过程中，进一步提升各自碳金融业务

的国际战略地位，这为中国与东盟探索国际绿色金融合作带来了良好机遇。东盟成员国普遍处于热带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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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独特地理位置以得天独厚的森林碳汇资源为自然基础，为中国对东盟的碳汇投融资合作奠定了基础。中

国与东盟的绿色金融合作发展，要充分利用森林碳汇质押和抵押融资属性，推动绿色信贷融资等政策体系

创新，将潜在的生态经济效益转化为绿色金融发展优势，促进中国与东盟绿色金融合作发展。 

3.3. RCEP 赋能中国与东盟绿色金融合作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是当前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自贸协定，这将为中

国与东盟的绿色金融合作带来更大的发展合作空间和新的发展机遇[5]。随着 RCEP 协议的正式生效，中

国与东盟的多方位合作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RCEP 协议的生效，持续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交

流便利化，积极推动中国东盟各国的多方位高新技术合作，提高跨境支付等金融服务水平以满足市场需

求。同时在碳中和背景下，以绿色低碳发展为主线的国际经贸合作为中国与东盟的绿色金融合作带来历

史性转折，其为促进中国与东盟绿色金融合作发展以及提升我国绿色金融国际话语权奠定了基础，未来

在 RCEP 协议作用生效下将会有更多东盟成员国选择人民币进行计价交易，RCEP 协议将助推人民币国

际化迎来重大机遇。 

4. 中国与东盟绿色金融合作的挑战 

目前，中国和东盟成员国之间的绿色金融合作也存在不少挑战。例如中国和东盟间尚未有具体的绿

色金融合作战略或项目正式实施，广西绿色金融改革创新示范区以及大湾区也尚未推行针对东盟的专项

绿色金融激励政策和针对东盟的绿色金融产品推出。这都将难以提升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对东盟开展跨

界绿色投资的意愿，减缓中国与东盟间绿色金融合作的进程。 

4.1. 东盟国家绿色金融发展具有较大局限性 

东盟成员国由于技术、资金、人才、政策等条件的受限，不平衡性与滞后性是其绿色金融发展的特性，

仍有较大的绿色金融发展提升程度[6]。另外，东盟成员国的绿色基础设施不健全，导致投资有较高的壁

垒。当前，东盟成员国的绿色低碳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短缺问题很大，对碳中和等绿色低碳技术援助需求较

大，尽管各方皆积极推动东盟成员国相关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但其资金缺口仍难以弥补，且完善构

建绿色基建前期需要较高的资金投入，这就导致国外绿色投资的进入门槛高，对外国资本的吸引力不足。 

4.2. 东盟国家经济不发达程度加大绿色低碳技术升级转型难度 

除了新加坡外，其余所有的东盟成员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包括缅甸、老挝、柬埔寨等最不发达国家。在

全球绿色低碳发展和气候环境治理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碳减排压力远远大于发达国家。面对经济发

展和绿色治理的矛盾突出，大多数东盟成员国仍重视绿色低碳经济发展，但东盟仍需探索更高效且符合自身

发展所需要的绿色发展战略道路，推动中国与东盟绿色金融全方位合作的开展。现阶段的低碳减排过程中，

东盟发展中国家仍面临特殊金融需求较大的困境，东盟仍然面临着要经济平衡发展、提升工业生产效率、促

进消费升级等发展目标与气候治理目标之间的重重矛盾，加上全球价值链的变动趋势如附加值较低的制造行

业向东南亚地区转移，从而进一步提升东盟国家低碳发展的难度[7]。若东盟要通过发展绿色金融体系和实

施绿色信贷工具来努力实现绿色产业发展，从国内外进行国际绿色金融合作新模式的需求很大。 

4.3. 中国对开展国际绿色金融交易业务的主观预测不足 

地方政府及金融市场对跨境绿色金融交流合作的认识程度还有待提高。一些省份政府对如何开展本

地碳汇工作以及如何运用绿色金融工具如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助力本地绿色产业发展等一系列问题还

认识不足，对地方绿色金融发展的整体认识有待提高，甚至与东盟国家绿色金融交流合作的伟大历史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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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也没有充分实现。在国家大力推动经济开放的环境下，一些金融机构与跨国企业对向东盟国家开展区

域跨境绿色金融业务缺乏认识，没有意识到绿色金融是金融业的全面升级改造，也是国际绿色产业合作

的资金基础，部分企业只关注到财政补贴及银行信贷，其缺乏对绿色金融体系和绿色金融工具的深刻理

解，忽视对绿色融资渠道带来的多元化选择，不考虑对外绿色投资，对绿色信息披露积极性不高。地方

政府和各地金融机构抓紧改变传统的金融观念和扩充融资方式，才能更好推动与东盟成员国的金融交流

合作，以及中国与东盟的绿色创新政策的尽快落实。面对发展绿色低碳经济产业日益增长的需求，中国

应抓住一切合作契机，通过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包括金融体系、政策措施、绿色评分、合作模式等)，
加强对外绿色金融合作。 

4.4. 中国与东盟间绿色金融交流合作遭受遏制 

一方面，西方部分发达国家为了遏制中国在亚洲的国际影响力，强迫东盟成员国在绿色产业贸易中

站队，试图阻止中国和东盟国家建立绿色金融和低碳经济伙伴关系，甚至针对南海局势进行多重博弈，

最终会给东盟各个成员国的共同利益造成损害[8]。另一方面，部分西方国家试图遏制亚洲的绿色金融快

速发展进程。中国和东盟大力开展绿色金融合作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领导力带来了威胁。此外，部分

西方发达国家可能会阻止中国和东盟区域的国际绿色资金流入。所以在大力推动绿色金融对外开放与绿

色创新发展进程中，中国与东盟的绿色金融交流合作吸引了更广泛的全球投资，西方发达国家可能会不

择手段来阻碍和制约中国与东盟的绿色金融合作发展路程。 

5. 中国—东盟绿色金融合作的路径 

5.1. 推动“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发展 

中国与东盟绿色金融合作发展满足“一带一路”宏观层面的资金融通要求[9]。东盟国家是“一带一

路”建设的重要参与方。“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的“2023 年愿景”行动计划要求签署方制定绿色投资

目标。金融机构可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促进棕色投资向绿色投资转变，助力低碳转型。一方面，随着化石

燃料消耗的不断下降，灵活管理转型风险；另一方面，创新融资机制和融资渠道，助力低碳基础设施建设。 

5.2. 填补东盟国家绿色转型资金缺口 

东盟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在绿色转型各领域存在较大资金缺口，绿色债券和绿色贷款将成为此类投资

重要的中间渠道。虽然美欧仍然是绿色债券和绿色贷款领域的领导者，但中国发行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可

鼓励积极发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和绿色信贷资产证券化，稳步开展环境权益、生态补偿质押抵押融资，

依法依规设立绿色发展基金，探索创新碳金融、气候债券、绿色基金、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气候保险等绿

色金融产品。利用新加坡作为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独特优势，推动绿色金融合作，共同实现绿色转型。 

5.3. 拓宽国内外低碳项目的融资渠道 

通过放宽国内电力项目股权投资比例限制、引入碳排放权交易，建立全国乃至“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统一、开放的交易市场，激发绿色融资市场活力。为国内外金融机构开辟绿色投融资合作路径，为国

际绿色投资者进入“一带一路”绿色金融市场提供渠道，扩大中国–东盟绿色投融资集团范围，丰富绿

色金融产品供给。 

5.4. 提高地方绿色金融发展水平 

通过提高地方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带动中国–东盟国际绿色金融合作发展。作为面向东盟的金融开

放核心区域，广西的绿色金融发展相对滞后，政策和产品更是局限于在省内的创新和发展，缺乏满足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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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中国–东盟间跨境绿色金融合作需求的基础。广西自治区政府和企业应加强地方绿色金融能力建设，

并积极探索与东盟国家在绿色基础设施、林业碳汇等领域进行合作的可行性，为抓住疫情后东盟绿色复

苏的机遇奠定合作基础[10]。广西政府，以及粤港澳大湾区三地政府可以推出针对东盟的专有绿色金融优

惠政策，利用“桂惠贷”或其他特色金融产品对绿色行业企业进行财政贴息，对入驻中国–东盟金融城

自贸试验区或大湾区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开展政策宣传活动，积极鼓励有意愿开展跨境绿色金融活动的国

内企业和金融机构“走出去”。 

5.5. 通过 RCEP 协议推动中国与东盟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通过 RCEP 协议促进中国与东盟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RCEP 将给中国–东盟绿色金融合作

带来新的机遇，中国与东盟应通过 RCEP 推动中国与东盟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互相联通，建设包括绿色产

业政策、企业 ESG 信息、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绿色金融产品发行和交易信息等在内的共享数据平台，并

完善配套的绿色金融交易的业务规范、监管制度、会计和法律制度和征信体系，为国际绿色投资者提供

绿色金融市场准入便利，减少绿色资本跨境流动的壁垒。 

5.6. 完善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助力东盟低碳转型 

东盟国家除新加坡外均属于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发展与低碳转型的矛盾，在绿色发展各领域存在

较大资金缺口。中国金融机构可借助新加坡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独特优势，探索与东盟国家金融机构合

作开发东盟环境权益抵质押融资、绿色保险等创新型金融产品，打造符合地域、时节、民族特色的绿色

金融产品[11]，不断创新和丰富绿色金融产品，探索与东盟建立统一、开放的碳交易市场，打通东盟内外

金融机构间绿色投融资合作通道，填补东盟国家绿色转型资金缺口。 

5.7. 分享中国转型发展经验，为东盟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中国方案” 

恰逢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建立的第一年，也是 RCEP 协议生效的第一年，中国政府、金融机构

和企业应通过多渠道积极向东盟成员国讲述“中国故事”，在绿色金融领域提供“中国方案”，共同助

力创造中国–东盟可持续发展美好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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