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可持续发展, 2024, 14(3), 535-540 
Published Online March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sd 
https://doi.org/10.12677/sd.2024.143063    

文章引用: 陈琳. 绿色金融支持环保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J]. 可持续发展, 2024, 14(3): 535-540.  
DOI: 10.12677/sd.2024.143063 

 
 

绿色金融支持环保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 

陈  琳 

云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云南 昆明 
 
收稿日期：2024年2月8日；录用日期：2024年2月20日；发布日期：2024年3月7日 

 
 

 
摘  要 

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城镇化率持续提升，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然而，长期的粗放式发展也带

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传统金融已经无法满足当下的时代要求，绿色金融作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重要内容，旨在为绿色产业提供资本积累，调动绿色实体企业开展投资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继

而赋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环保企业作为承担绿色投资的市场主体，其经营目标之一是追求价值最大

化，其投资活动将会直接影响绿色产业的发展。但一直以来，环保企业普遍存在投资不足的问题，这其

中既有自身因素，但关键在于金融服务供给。因此，在绿色发展的战略背景下，有必要对绿色金融与环

保企业投资展开研究，探究其中的作用机制，进而为未来的绿色金融体系的完善优化和培育绿色发展的

新动能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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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economy has developed rapidly, with a rising urbanization rate and acce-
lerating industrialization. However, the long-term extensive development has also brought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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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ou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roblems. Traditional finance has been unable to meet the re-
quirements of the times.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financial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green 
finance aims to provide capital accumulation for the green industry, mobilize the enthusiasm and 
initiative of green entity enterprises to carry out investment activities, and then enabl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s the main body of green investment, one of the 
business objective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terprises is to pursue value maximization, and 
their investment activities will directly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een industry. Howeve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terprises have been facing the problem of insufficient investment, 
which has its own factors, but the key lies in the supply of financial services. Therefore, in the 
strategic background of green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een finance and investment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terprises,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future green financial system and the 
cultivation of new drivers of gree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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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实现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在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资源环境约束日益趋紧，

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依然突出。在此背景下， “十四五”时期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是应对气候变化、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规划将节能环保产业列为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首，这展现了政府高层的绿色化视野，对于经济

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九大把“壮大节能环保产业”作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

中国、推进绿色发展的重要抓手。我国持续加大环境保护资金的投入力度，增速可观，从 2013 年的 3435.15
亿元增加至 2022 年的 5412.80 亿元。由此可见，我国的环境规制力度十分严格，国内生态环境治理取得

了显著的成效。 
我国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多方共同努力，做出了诸多探索，有效缓解了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型消

耗和低效率配置等社会环境问题。在此过程中，绿色金融作为应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工具，逐渐受到

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在国家层面上给予肯定。现阶段，绿色金融已经是促进我国环保产业发展的重要

因素。为了达成经济与环境的双赢目标，各级政府积极制定绿色金融相关优惠方针，引导金融机构积极

开展绿色金融相关业务，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绿色金融得到稳步发展。 
我国绿色信贷余额呈现良好的增长趋势，由 2013 年的 5.2 亿元增长至 2022 年的 22.03 亿元。我国绿

色债券的发行规模和发行数量呈井喷式增长，创新品种不断丰富，其中在中国境内新增发行规模已由 2016
年的 2312.31 亿元增至 2022 年的 9838.99 亿元，增长了 3 倍多，位列全球范围第三名；发行数量由 2016
年的 52 只增至 2022 年的 568 只，增长了约 10 倍。我国绿色保险业企业虽晚，但利用其险资长期性和稳

定性优势，为绿色产业引入了金融活水。据《2022 中国保险业社会责任报告》，绿色保险产品数量已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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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0 个，高额的保额为绿色保险有力发挥了奉献保障功效。2021 年，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正式投入运行，

全国启动碳市场发电行业的第一个履约周期，涵盖发电行业的 2225 家重点排放单位，预计二氧化碳的总

排放规模和排放占比将分别超过 40 亿吨及 40%。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于同年 7 月正式上线，是全球最

大的碳市场。绿色金融资本交易市场蒸蒸日上，绿色金融生产曲线不断外移，为驱动我国产业绿色转型

持续赋能。 
在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时期，环保企业的发展备受关注。较之其他类型的企业，环保企业需要长期

占用大量资金，在加大企业环境治理机会成本的同时会挤出其他生产活动，而且环保技术创新的难度较

大，在短期内很难为企业带来直接的经济回报，造成企业普遍面临融资约束。绿色金融体系的构建，使

得环保企业的融资渠道得以拓宽，融资体系得以完善，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减轻了环保企业的资金负担。

金融机构提供的绿色股票、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等绿色金融产品，强化了企业的绿色投资导向，从而有

助于提高企业整体的投资盈利能力。同时，发展绿色金融增强了金融机构的监管意识。金融机构的资格

审查有助于遏制“漂绿”事件的发生，从而降低企业的绿色投资风险。其次，发展绿色金融可以限制对

高耗能或高污染行业的投资，引导金融资源流向节能产业和环境友好型企业。企业为了提升自身竞争优

势，培育积极的企业形象，会强化绿色声誉对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偏向效应，从而促进企业投资。 

2. 理论分析 

2.1. 绿色金融与环保企业投资 

目前，我国仍是以银行信贷为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但间接金融支持体系对上市环保企业发展的正

向支持效果远弱于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直接金融体系的支持作用[1]。一直以来，以银行为代表的传统金

融机构存在着一定的信贷歧视，当前节能环保企业投资激励不足，与绿色产品的公共品和社会公益双重

属性密不可分，绿色投资在资本市场的表现不如传统项目，盈利性目标难以实现[2]。同时由于投资金额

大、回报周期长，这往往在传统金融机构项目经济收益和风险状况的衡量方式下处于不利地位，导致企

业在获取外部融资时受限[3]，社会资本支持力度较小，而兼具资源配置与环境规制功能的绿色金融突破

了传统金融在服务范围、服务成本和服务效率等方面的局限性，通过选择具有环境效益的投资对象引导

资金流向环保产业，减少甚至停止流向污染企业，为环保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培养核心竞争力等优势项

目提供低成本的金融支持[4] [5]。 
在“双碳”目标下，绿色财政政策为绿色金融提供了资金基础，对绿色金融配置效率呈现明显的促

进效应。一方面，政府会加大财政绿色支持力度，增加绿色领域基建投资，增加对绿色产业的财政补贴，

降低绿色投资难度；另一方面，政府财政支出作为政府投资的风向标，可以引导社会投资方向，引领民

间私人资本流向绿色金融体系，进而流入环保企业，进一步扩大环保企业的投资规模[6]。绿色监管政策

作为保证绿色金融资金合理配置的制度条件，增强了金融机构的监管意识，其严格的核查程序有助于遏

制“漂绿”事件的发生，从而降低了企业的绿色投资风险[7]。 

2.2. 绿色金融、分析师关注与环保企业投资 

由于我国资本市场起步较晚，外部投资者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传递效率较低，市场中买方投资者因信

息不对称收取一个风险溢价，而卖方企业则会因此承担更高的资本成本。证券分析师作为专业化的资本

市场信息中介，能够利用比较优势解读公开信息、挖掘私人信息并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传递给广大投资者，

并将各项“绿色”利好政策传递给投资者，提升企业信息在资本市场的传递效率，进而显著提高企业的

信息透明度，降低市场对买卖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收取的风险补偿[5] [8]。同时，投资者对企业环境问

题的认知程度会直接影响其投资倾向，使得节能环保企业的融资环境得到改善。因此，证券分析师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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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会使得企业的融资成本下降、融资规模上升，为企业研发、技术改进、人力资本开发等项目进行必要

的投资争取更多低成本的资金支持，以此来刺激企业加大投资规模[9]。 
分析师发现和揭示不当行为的能力使他们成为专业化的监督力量。首先，分析师具有专业的金融和

财务知识及行业经验，能够有效地发现披露信息中隐藏的问题，从而降低盈余管理等行为，对管理层的

机会主义行为起到积极的监督作用，减少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代理问题，增加资金的使用效率[10]。其次，

分析师的关注使得被关注企业的经营活动处于更广泛的社会监督之下，强化了企业所面临的社会舆论压

力和声誉压力[11]。此外，分析师关注度的提高也使得企业管理层的经营决策等行为面临着更广泛的社会

监督，增强了管理层面临的社会舆论压力和维持自身良好声誉的动机，使之更易以社会普遍认可的方式

采取行动[12]。因此，分析师关注度的提高能够强化被关注企业建立和维持良好声誉的动机。 

2.3. 绿色金融、绿色创新与环保企业投资 

绿色创新是引领低碳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手段。波特假说核心

要义是环境规制可以通过促进企业进行更多技术创新，在长期内可以提升生产力来推动经济增长[13]。技

术水平与创新能力是企业核心竞争力，是企业长期发展的关键，环保企业是绿色创新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但节能环保企业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绿色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在我国长期存在，其主要原因是绿色创

新项目投入大、回报期长，成本短时间内得不到有效补偿，绿色创新项目会面对相较于其他技术创新项

目更加严重的融资约束，所以仅依靠传统的融资渠道和金融工具不足以推动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企

业对绿色金融的需求愈发强烈。 
从政策支持角度看，绿色金融能够通过合理的资产配置为节能环保企业提供优惠的资金来源以降低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成本，进一步强化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倾向性[14] [15]。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绿色金

融通过考察项目未来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合理匹配风险和收益，使得企业绿色生产行为受到更强的

行为激励，有助于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项目提供可持续性的融资便利[16] [17]。从声誉激励的角度看，如

果企业利用绿色金融资源进行“漂绿”，其代价是损失社会信任并承担更高的融资成本，因此绿色金融

确保了绿色项目对资金的优先使用权，从而确保了绿色创新活动的有序开展，成为了节能环保企业投资

增长的一大重要推力，保障发展方式的绿色化转型顺利推进[18]。 

2.4. 绿色金融、期限错配与环保企业投资 

金融机构信贷契约的主要目标是实现收益最大化，信贷期限作为信贷契约的重要条款，规范着借贷

双方的权力和义务。随着信贷期限的延长，金融机构越缺乏企业未来财务状况信息，即借贷双方的信息

不对称程度会随着期限的延长而加重[19]。在绿色金融发展的框架之下，可以通过环境信息披露机制提高

环境信息披露覆盖面和披露质量，使得银行等金融机构能够对企业环境责任履约情况进行搜集与评判，

构建全面的信用评估系统，降低企业与金融机构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优化信贷风险识别方式，进而使得

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长期贷款的意愿增加[20]。 
绿色金融具有信贷期限结构效应，有效延长了企业的信贷期限。期限匹配理论指出，当企业的债务

期限与资产期限相匹配时，可以降低资产产生的现金流不足以满足利息支付和投资时所带来的风险。当

企业信贷期限结构与投资结构相匹配时，能够降低企业的资产流动性压力，提升企业投资水平和长期发

展[21]。绿色投资活动相较于其他投资具有存在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回报周期长等特点，面临严峻的期

限错配与投资约束问题[22] [23]。中国企业的外部长期融资主要依靠银行信贷，这种以信贷为主的结构限

制了企业长期融资的规模，导致部分清洁能源开发等绿色投资项目被放弃，制约了环保企业的投资[24]。
长期融资的增加可以有效缓解企业的期限错配问题，促进环保企业投资水平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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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启示 

在当今绿色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在经济转型的时代要求下，绿色金融发展迅猛，为环保企业的发展

注入了源头活水。本篇文章主要研究的是在当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之下，考察环保企业在得到绿色

金融支持后所引发的投资效应。在对以往学者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分析之后，从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两

个方面得出了绿色金融影响环保企业投资的作用机制。第一，绿色金融可以有效降低环保企业面临的融

资约束，为其注入金融资源直接刺激企业开展投资活动；第二，绿色金融可以通过以下三条间接路径促

进环保企业投资，分别为分析师关注、绿色创新和期限错配。 
鉴于此，借鉴发达国家企业环境治理的经验，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发挥金融要素在环境治理中作用

是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和全球趋势。为了更大程度地发挥绿色金融的投资激励效应，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如下建议： 
从政府层面来看，绿色发展过程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一系列问题客观存在，政府部门作为绿

色金融的引导者，需要发挥其“看得见的手”的作用。第一，政府应该继续加强环境规制力度，并且根

据地区和行业的污染状况以及经济承受力施加适当的环境规制，促使企业污染治理和发展的协调发展。

第二，政府部门应该不断完善绿色发展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市场主体建立起有形可循的规则，营造健康

的市场环境。尽管政府已经制定许多关于环境信息披露的政策，但当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质量较低且

不全面，政府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相关的法规政策，从而提高企业信息披露的水平和质量、执法监督部门

的规范性和效率。第三，政府要加强与企业的联系，推进企业对绿色发展重要性的理解，深入企业了解

其在绿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和简化审批程序等激励措施有针对性地对企业的

绿色发展项目进行有效的扶持。第四，政府要推进绿色金融的深入发展，通过环保立法等方式保护绿色

金融的发展，通过鼓励和指导金融业扩大绿色金融业务，将更多金融机构纳入到绿色金融体系中来，从

而为企业的绿色发展提供信贷支持。 
从企业层面来看，环保企业作为促进绿色经济增长的主体，应当对环境问题具有更深刻的认识。首

先，要积极主动了解绿色金融的相关政策和法规，在全公司上下践行绿色发展理念，适时调整公司战略

和规划。企业可以通过组织全体员工学习环境知识和分析环境案例等方式，提高员工特别是管理层的环

境保护重视程度，从而使环保理念贯穿整个投资决策过程。第二，大部分环保企业都面临严重的融资约

束、期限错配问题，这就要求企业搞好银企关系，加强和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联系，解决银企之间的信息

不对称问题，以及加大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业务往来，努力使外源融资来源多元化，从而为企业投资活

动获取资金支持。第三，要建立健全环保检测、报告和披露体系，加强与监管机构和专业机构的合作，

借鉴引入先进的环保检测技术和报告经验方式，进一步提高环保企业的信息披露水平，特别是环境相关

信息的披露以此来应对企业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从金融机构层面来看，金融部门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其根本任务是服务经济活动中的其

他部门，可以通过为实体经济“输血”来支持经济的绿色发展。第一，推进金融市场多层次体系建设。

金融业作为国民经济的血脉和企业融资的主要来源，对企业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由于企业间的

特征存在显著的差异，使得它们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存在显著差异。现实中，我国金融市场体系存在许多

问题，使得企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尽管我国金融市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金融结构依

然是以银行业为主体，而银行业内部中国有大银行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这导致了我国金融市场竞争水平

低，造成了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第二，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呈现出的“重股市而轻债市”的不平

衡现象使得企业融资渠道变窄，导致了企业金融资源获取渠道单一和融资不足，影响了企业绿色投资活

动的进行。因此，要推动金融市场多层次体系建设，使企业的融资渠道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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