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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商业银行作为绿色信贷的主要提供者，其风险管
理和控制能力对于绿色信贷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研究绿色信贷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有助于揭
示绿色信贷与银行风险之间的内在联系，为商业银行

风险管理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绿色信贷作为绿色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经济
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研究背景与意义



国内外学者对于绿色信贷与

银行风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

广泛研究，但研究结论存在

分歧。

一部分研究认为，绿色信贷
可以降低银行风险，因为绿
色项目通常具有较低的风险

和较高的回报。

另一部分研究则认为，绿色
信贷可能会增加银行风险，
因为绿色项目的评估和监管
难度较大，且存在信息不对

称等问题。

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绿色信
贷对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方
面，对于其他类型风险的研

究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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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本研究将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利用

我国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探讨绿

色信贷对银行风险的影响。

具体而言，我们将构建计量经济学

模型，分析绿色信贷与银行风险之

间的相关性和因果关系。

我们还将进一步探讨绿色信贷对不

同类型银行风险的影响，以及这种

影响在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之间的

差异。

通过本研究，我们期望能够为商业

银行风险管理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持

和实践指导，同时推动绿色信贷在

我国的健康发展。

研究内容与方法



绿色信贷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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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信贷是指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等金融机构依据国家的环境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对研发、生产治污设施，从事生态保

护与建设，开发、利用新能源，从事循环经济生产、绿色制造和生态农业的企业或机构提供贷款扶持并实施优惠性的低利率，

而对污染生产和污染企业的新建项目投资贷款和流动资金进行额度限制并实施惩罚性高利率的金融政策手段。

绿色信贷的本质在于正确处理金融业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其主要表现形式为：为生态保护、生态建设和绿色产业融资，构

建新的金融体系和完善金融工具。

绿色信贷的定义与内涵



我国绿色信贷政策在这一阶段开始起

步，标志性事件是2007年7月，环保

总局、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发布的

《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

险的意见》，该意见规定对不符合产

业政策和环境违法的企业和项目进行

信贷控制，各商业银行必须将企业环

保守法情况作为审批贷款的必备条件

之一。

在这一阶段，我国绿色信贷政策得到

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2012年，银

监会发布了《绿色信贷指引》，对银

行业金融机构有效开展绿色信贷提出

了明确要求，并建立了绿色信贷统计

制度。

自2017年以来，我国绿色信贷政策进

入了成熟阶段。在这一阶段，政策制

定者更加注重政策的实施效果和可持

续性，不断完善政策体系，加强政策

执行力度。同时，各商业银行也积极

响应国家政策，加大绿色信贷投放力

度，推动绿色产业发展。

起步阶段（2007年-
2011年）

发展阶段（2012年-
2016年）

成熟阶段（2017年至
今）

绿色信贷政策的发展历程



强调环保和社会责任
绿色信贷强调对环保和社会责任的

重视，要求借款方必须符合环保法

规和政策要求，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优惠的贷款利率
为了鼓励和支持绿色产业的发展，

绿色信贷通常提供优惠的贷款利率，

降低借款方的融资成本。

严格的贷款审批
绿色信贷在贷款审批方面更加严格，

除了考虑借款方的财务状况和还款

能力外，还会对其环保和社会责任

履行情况进行评估。

多元化的金融产品
为了满足不同借款方的需求，绿色

信贷提供了多元化的金融产品，包

括贷款、债券、股权融资等。

绿色信贷的主要特点



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现状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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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03 04

借款人或交易对手无法按照约

定履行义务而使银行遭受损失

的风险。

信用风险

因市场价格（利率、汇率、股

票价格和商品价格）的不利变

动而使银行表内和表外业务发

生损失的风险。

市场风险

由不完善或有问题的内部程序

、员工和信息科技系统，以及

外部事件所造成损失的风险。

操作风险

银行无法以合理成本及时获得

充足资金，用于偿付到期债务

、履行其他支付义务和满足正

常业务开展的其他资金需求的

风险。

流动性风险

商业银行风险的定义与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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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行业和企业经营困难，导致银行贷款

质量下降，不良贷款率有所上升。

不良贷款率上升

随着银行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资本充足

率呈现下降趋势，部分银行面临资本补充

压力。

资本充足率下降

部分银行在风险管理方面存在缺陷，如风

险识别、计量和控制手段不足，风险管理

文化薄弱等。

风险管理水平有待提高

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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