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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自2013年由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后已进入发展快车道。截至2022年5月，中国已与

182个国家及国际组织签署文件200多份，贸易额累计达11.8亿美元。随着新一轮技术革命打响，全球

能源绿色低碳化转型加快，日益提高的环境要求与传统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相悖。如何在保证经济活力

的同时，助力中国实现经济转型这一问题亟需解决。因此，本文利用博弈论提出了中国各银行推出多样

绿色金融产品、教育上关注培养外语应用型外交人才、国家加大对“洗绿”企业的打击力度、明确企业

污染评级以及进行相关绿色投资标准等战略，为“一带一路”下中国发展绿色金融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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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May 2022, China has signed more than 200 documents with 182 countri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with a total trade volume of 1.18 billion US dollars. With the start of a new round of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fin
https://doi.org/10.12677/fin.2023.133041
https://doi.org/10.12677/fin.2023.133041
https://www.hanspub.org/


丁颖楠 
 

 

DOI: 10.12677/fin.2023.133041 429 金融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the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 energy is accelerating, 
and the increasing environmental requirements contradict the traditional extens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How to help China realiz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while ensuring economic 
vitality is an urgent problem to be solved. Therefore, this paper uses game theory to propose strate-
gies for Chinese banks to launch various green financial products, focus on training foreign lan-
guage applied diplomatic talents in education, increase the country’s efforts to crack down on “green 
washing” enterprises, clarify enterprise pollution ratings, and carry out relevant green investment 
standards, so as to provide new ideas for China’s development of green finance under the “the Belt 
and Road”. 

 
Key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Green Financ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ame Theory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各国政府纷纷响应号召，发展绿色经济。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肩

负着巨大的生态责任。发展绿色金融，不仅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环境需要，更是顺应全球人民建

设美丽地球村的美好愿景。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深入，我国逐渐意识到只有勠力合作，才能使国

内绿色金融发展行稳致远。对此，我国对外提出“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基于现实的重要倡议，

对内采取一系列举措打击企业污染，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新型绿色金融体系。 

2. “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推动绿色金融互利合作 

2.1. 中国等国家领导人支持绿色金融发展 

2005 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安考察时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美绿水青山、做

大金山银山，不断丰富发展经济和保护生态之间的辩证关系”的科学断论。2016 年 6 月 22 日，习近平

主席在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议立法院演讲时强调，要“着力深化环保合作，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加大生

态环境保护力度，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1]”2020 年 9 月 22 日，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

上宣布，中国力争 2030 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2022 年 5 月，

习近平在《求是》杂志强调“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辩

证统一、相辅相成的”。 

2.2. 绿色金融相关政策在中国等国家不断完善 

2017 年 5 月，环境保护部、外交部、发展改革委员会、商务部四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绿色“一

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环境保护部发布《“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同时，共建“一

带一路”投融资渠道不断拓宽，《“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和《“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相继

提出。2021 年 10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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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相继出台，共同构建了中国碳达峰、碳中和“1 + N”政策体系的顶层设计。2022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实施《关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意见》等政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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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国内学术界越来越关注绿色金融互利合作 

关于“一带一路”绿色金融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三大领域。一个聚焦于绿色金融发展对“一带一路”

合作的促进作用。具有代表性的有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课题组等[2]从绿色金融政策、低碳转型角度出发，

拓展“一带一路”绿色金融合作，探求“一带一路”投融资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第二个热点领域是通过

面板回归、熵值法分析研究科技创新水平、居民金融文化程度素养等不同因素对绿色金融的不同影响，

其中以乔琴等[3]为代表。主要研究对象是“一带一路”沿线省域。第三个热点是将绿色金融与具体产业

相结合，如张颖等[4]从风电产业出发，绿色金融对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间接支持。这些研究重点均在

于绿色金融和“一带一路”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关系，对于实施“一带一路”绿色金融互利合作待进一

步探索。本文将从污染企业与绿色金融关系方面探索。 

3. “一带一路”下推进绿色金融互利合作的必要性及意义 

3.1. 绿色金融发展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选择 

3.1.1. 绿色金融发展是联合国倡导的原则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 世纪议程》。《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化公约》签署后，环保和减排成为了全球关注焦点，绿色金融概念得以推

广。2003 年 6 月，世界十大银签署“赤道原则”。随着气候变化问题日益严重，各国银行纷纷行动，推

出绿色金融产品。我国作为负责任的人口大国，2017 年 9 月绿色金融在我国倡导下首次被纳入二十国集

团领导人峰会议题，并写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发展绿色金融达成高度共识。据国际

能源网统计，目前已有 15 家银行公布了绿色贷款、绿色债券等绿色金融相关数据情况。通过数据看出，

截至 2021 年底中国 15 家全国性银行累计发放碳减排贷款 2203 亿人民币，支持项目 2246 个，带动的年

度碳减排量 4682 万吨等。 

3.1.2. 人民群众有逐步提高环境质量的需求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

矛盾，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已成为这一矛盾的重要方面。据中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

数据显示[5]，督察开展以来，已累计受理转办群众生态环境信访举报 28.7 万件，已有 28.5 万件完成整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 2021 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空气质量方面，2021 年我国解决各类

涉气环境问题 1.6 万余个；全国累计约 1.45 亿吨钢铁产能完成全流程超低排放改造。水资源方面，长江

入河排污口监测工作溯源完成率 80%以上，各地整治污水直排、乱排排污 7000 多个。土壤污染方面，完

善农村环境整治成效评估机制，新增完成 1.6 万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和 400 余个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整

治。碳排放方面，对 401 家电力行业控排企业和 35 家重点服务机构碳排放报告质量开展监查。 

3.1.3. 人民群众有逐步提高环境质量的需求 
生态环境属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五位一体”内容之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深刻的国际国

内背景和现实基础。当前的全球性生态危机既构成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重大前提，促使了人类

共同命运的形成，从另一个方面也奠定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性基础。应对和解决当前全球性危

机既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方式和手段，也从根本上规定了其方向和内涵。随着地球生态危机的

加剧，生态向度越来越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性制约因素，从而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终基

础[6]。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先进的理念，对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7]。在全球气候

变暖危机面前，全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人类亟待建立更新型的合作关系，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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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物质精神生活得到有效满足以后，人民对生活环境质量有了更高要求，为此我

们需要不断改善自然生态环境，满足人们对美好环境的需求[8]。 

3.2. 绿色金融互利合作有政治、经济双重意义 

3.2.1. 有利于提升国际形象和地位 
随着人类生存环境更加恶劣，全球气候变化加剧，越来越多国家重视环保问题。相关国际规定包括：

《巴黎协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G20 可持续金融路线图》等，中国作为协约国之一带

头履行义务，推出一系列节能减排法规，国内银行也不断推出新型绿色金融产品，在全球环境保护上也

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国际上，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国家，“绿色金融”的概念正在向更大范

围扩散。2014 年 7 月，世界银行发布《环境和社会框架：为可持续发展确定标准》报告，试图搭建绿色

金融发展的框架、要求、标准和流程。 

3.2.2. 助力经济资源配置的优化 
第二产业粗放的生产模式在中国等国家仍造成可观的能源浪费。其中，利用政府补贴降低企业的污

染排放强度这一举措在中国东部和西部地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上表现较为突出。绿色债券作为绿色

金融的重要载体，广泛为国内外各大银行发行。俄外经银行副行长阿列克谢·米罗什尼钦科在 2020 年 6
月的俄罗斯外经银行国际绿色金融发展会议上称，绿色债券需要政府刺激手段来补充绿色债券的市场吸

引力。绿色金融的发展助于对传统粗放型经济生产模式的改良，引导资源从高污染、高能耗产业流向理

念、技术先进的部门。当前我国绿色金融政策稳步推进，在信贷、债券、基金等领域都有长足发展。如

中国 2022年 6月绿色贷款余额前五银行数据如下：工商银行贷款 34,999亿元人民币、建设银行贷款 24,100
亿元人民币、农业银行贷款 23743 亿元人民币、中国银行贷款 17,300 亿元人民币、交通银行贷款 5741
亿元人民币。 

4. “一带一路”背景下发展绿色金融的制约因素 

4.1. 绿色金融发展与污染企业间的博弈突出 

绿色金融的发展必须节能减排，而节能减排又一定限制企业自身生产，减少盈利。企业的最终目的

是赚取尽可能多的利润，这样看来发展绿色金融明显有违企业初衷。但随着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国家内

部和国家间对于环保要求更高，这就造成了绿色金融发展与污染企业间的博弈(详见表 1)。假设以银行和

污染企业作为博弈的双方，探索其博弈的状况： 
设 A1——企业为满足绿色信贷借款条件并做出整改所牺牲的利益； 
A2——企业获得绿色信贷支持后带来的利益； 
A3——企业拒绝整改后拒绝绿色信贷的机会成本； 
B1——银行进行绿色信贷取得的利息收入； 
B2——企业拒绝绿色信贷给银行带来的潜在客户流失； 
B3——银行拒绝给予重污染企业绿色信贷业务提升企业形象带来的社会效益； 
B4——绿色信贷带来的风险成本。 
从银行角度来看，假如企业积极整改，银行进行绿色信贷，银行取得 B1 收入；但是如果不贷款，则

银行需要承担 B1 的费用，所以银行应该贷款。假如企业拒绝整改，银行进行绿色信贷，银行取得 B1-B3-B4
收入；若拒绝信贷，则收入为 B3-B2。由于 B4 远远大于 B1，则在已知企业不合规定的情况下依旧给予

贷款是不明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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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企业角度来看，假如企业为取得绿色信贷做出整改，则获得 A2-A1 收入；但是如果企业拒绝整改，

则面临 A3 费用增加风险。根据国际国内形势来看，虽然目前有关环保和环境治理的理念盛行，拒绝整

改将与国家政策发生冲突，但拒绝整改取得的经济罚款和政策限制带来的损失却远小于整改后产能下降

的损失(这也解释了上文中政府补贴整改措施在中部地区成果并不显著的原因)。因此得到不等式-A3 < 
A2-A1，企业选择拒绝治污。 
 
Table 1. Analysis of game model between banks and enterprises 
表 1. 银行企业间博弈模型分析 

银行                  污染企业 整改 拒绝整改 

贷款 B1, A2-A1 B1-B3-B4, A2-A3 

拒绝 -B2, -A1 B3-B2, -A3 
 

从银行角度来看，若企业不整改，则拒绝贷款更有利；若企业整改，则贷款更有利。 
从企业角度来看，若银行贷款，则分两种情况，如果拒绝整改后的机会成本大于企业为满足绿色信

贷借款条件并做出整改所牺牲的利益，则应该整改，反之则不该整改；若银行不贷款，则同理企业最好

整改。 
综上，最佳方案为加大企业违反排放规定时的罚款，增加企业拒绝整改后拒绝绿色信贷的机会成本，

同时银行积极给予整改企业绿色贷款，弥补企业减少生产带来的损失。 

4.2. “一带一路”国家绿色金融的人才欠缺 

中国的外语应用人才匮乏。国内英语语言教育多以应试为目的，应用能力突出的人才并不多。国际

传播人才不仅需要掌握好英语语言知识，更要有出色的英语文化内涵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对小语种人才

发展不够。“一带一路”需要数量庞大、能够实现零障碍交流的本土语言掌握人才。国内如波斯语、孟

加拉语等小语种体系人才匮乏。外语绿色金融传播人才要讲好中国故事。在竞争激烈的国际舆论场中，

优秀的外语传播人才不仅要做到“听说读写”，还要懂技巧，从不同立场展开对外交流的表达。 

4.3. 污染企业的“洗绿”现象屡禁不止 

“洗绿”是美国环保主义者杰伊·威斯特维尔德创造的概念，指的是企业伪装成“环境之友”，试

图掩盖对社会和环境的破坏，以此保全和扩大自己的市场或影响力。2022 年 3 月 4 日，央行研究局发布

名为《绿色金融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的文章[9]中提到：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不断完善环境信息依法披

露制度，要求金融机构公开披露发放碳减排贷款的情况以及贷款带动的碳减排数量等信息，并由第三方

专业机构进行核实验证，让每一分绿色资金的使用接受社会公众监督，不让“洗绿”行为得逞。如果没

有公司披露信息的细节，重点控排行业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统计口径将会不一致、数据不连续、难

以跟踪控排企业的实际减排情况。 

5. “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绿色金融合理合作的路径 

5.1. 中国各银行不断推出多样绿色金融产品 

绿色金融产品包括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信托等。以工商银行为代表，截至 2022 年，

工行制定了 16 个板块 50 个行业的投融资政策。“十三五”以来，工商银行累计为能源行业提供贷款超

过 2.5 万亿元。总体来看中国绿色金融产品构成类型多，领域宽广，产品形式丰富。但是我国的融资产

品主要面向企业，特别是大型排污企业，但是针对个人、家庭的绿色金融产品非常少，从而导致了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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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产品难以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影响力受限。所以在未来的发展中，银行可以开发更多个人、家庭

和中小微企业能够进行投资的绿色金融产品，促进绿色金融社会横向渗透。 

5.2. 教育界关注培养外语应用型金融人才 

改进现有外语教育模式，关注学生综合素质，解决中国学生学习“哑巴英语”的问题。对于绿色金

融研究领域人才培养，我们需要积极引入新鲜血液，加强学科重视度，政府提供出国学习交流机会，通

过“一带一路”国家间人才横向流动交流，总结经验，结合中国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国情更好地发展本

土化绿色金融产业。同时，绿色金融发展存在国内东西部不协调的问题，需要让行业人才实现国内纵向

流动，行业领跑地区带动相对落后地区发展。 

5.3. 国家加大对污染企业“洗绿”的打击力度 

对于国内企业伪造污染事实，骗取银行绿色贷款资金以及国家优惠政策的行为必须严惩。除了加大

罚款力度外，还应配套相关惩戒机制。以我国征信系统为例，建议将有过“洗绿”前科企业加入银行贷

款黑名单，限制其交易范围，缩减减税等优惠政策，同时加以重点监管，防止投资者把资金投入经营不

佳和可疑的企业和基金公司。 

5.4. 明确企业污染评级以及进行相关绿色投资标准 

中国工商银行是全球最早开展环境风险压力测试研究的金融机构之一，并发布 ESG 指数。ESG 为

Environment，Social and Governance 的简称，ESG 投资的本质是选出真正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公司，而

非依靠短期的资源消耗作为商业模式的公司。该指数旨在帮助各国识别潜在合作伙伴，引领资金流向绿

色金融等领域。基于中国沪深 300 等 ESG 指数不断丰富。这些指数需要完善质量，才能降低有关项目投

资风险。 

5.5. “一带一路”国家加强绿色金融领域的互利合作 

2021 年，中国与东盟签订《中国—东盟环境合作战略及行动框架(2021~2025)》倡议，标志着中国与

东盟在绿色金融，特别是海洋减塑、保护物种多样性及生态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对话能力建设更进一步，

具有较为完善可行的战略远景规划。在此倡议基础上，中国还与东盟开展一系列跨国绿色金融投资活动。

一方面中国广西加快对东盟绿色金融门户开放，设立 4 个金融改革示范区，优化绿色金融合作环境；另

一方面，在 2022 年气候政策与行动对话大会上，中国主导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以支持包括东盟国家

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注入强大新生力，同时充分发挥东

盟作为“一带一路”沿线最大进出对象优势，加强互利合作。 

5.6. 加强“一带一路”绿色金融领域的互利合作 

近年来，我国积极参与绿色金融领域互利合作。2017 年 12 月，中国人民银行与荷兰央行、法国央

行和宏观审慎与处置委员会、英格兰银行、德国央行等 8 家央行和监管机构共同发起央行与监管机构绿

色金融网络(NGFS)，此举旨在关注气候变化对宏观金融稳定、微观审慎监管的影响，强化金融体系风险

管理，进行与全球碳市场连接的相关机制设计，助力组织各国以更低的成本实现减排，动员资本进行绿

色低碳投资。 
在过去四年多的时间内，NGFS 日益壮大，目前已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国际绿色金融合作平台之

一，成员已扩大到代表五大洲的 130 多家中央银行、监管机构和观察员机构，推动了一系列与绿色金融

相关的政策共识。主要成果包括：为气候风险分析提供一致化的情景假设；提供环境与气候风险分析模

https://doi.org/10.12677/fin.2023.133041


丁颖楠 
 

 

DOI: 10.12677/fin.2023.133041 434 金融 
 

型和工具参考；在央行储备管理中纳入 ESG 考量；形成防范生物多样性相关风险的监管共识。 

6. 结论 

6.1. “一带一路”国家实现绿色金融互利合作有挑战 

“一带一路”国家间人才交流有所欠缺、“洗绿”现象屡禁不止等问题的困扰。“一带一路”将这

一环保理念带给沿线国家，为世界环保事业贡献一份力量。在近日举行的二十大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

在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6.2. 中国必须与“一带一路”国家合理合作实施绿色转型 

中国在自身发展的基础上，切实解决供给侧绿色金融总量不足、产品和服务结构不够平衡、绿色资

金投向结构不平衡等问题，同时依托“一带一路”便车和“双碳”背景，帮助更多发展中国家发展本国

绿色金融，促进国家间绿色金融投资，开创世界绿色经济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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