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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二十大提出，要推动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加快企业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研

究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是实现“双碳”目标和企业绿色发展的必由之路。金融科技作为企业金融领域的

重要支撑，能够为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持续赋能，为企业环境责任承担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监督。文章

主要介绍我国企业环境责任的发展现状和问题，并据此分析金融科技如何通过“监督作用”和“治理作

用”赋能企业环境责任履行，并据此提出金融科技有企业绿色化融合发展的相关建议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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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proposed to promote the 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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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and to accelerate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 
development model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tudying the fulfillment of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is an essential path to achieving the “dual-carbon” goals 
and green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Financial technology, as an important support in the field of 
corporate finance, can continuously empower the fulfillment of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responsi-
bility and provide strong support and supervision for enterprises to bear environmental responsi-
bilities. This article mainly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issues of corporate environmen-
tal responsibility in China, and based on this, analyzes how financial technology can empower the 
fulfillment of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through “supervisory roles” and “governance 
roles”, and accordingly puts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and insights for the integrated develop-
ment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and corporate gre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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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随着绿色环保理念越发得到重视，更加严格的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要求加速落地，《关于构建现代环

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健全企业现代环境治理体系，落实企业环境主体责任，强调要使政府、

企业以及社会公众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形成合力，全面建立健全环境治理的监管体系和信用体系。这意味着

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受到了更为广泛的监督，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中也起到了更为关键的作用。但是，目

前要想落实企业环境责任还存在诸多痛点，例如企业内部环境责任不清晰、环境战略目标不合理、环境风

险管理体系缺失、内外部支撑力量薄弱等问题。而金融科技的发展依赖于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信息

技术，能够从技术层面入手，通过助力实体企业降本增效、提高风险管理能力、数字化转型以及外部监督

等方面对企业运营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企业的运营与其环境责任的履行息息相关，因此，本文从金融科技

对企业的“监督作用”和“治理作用”两方面出发，深入探讨金融科技的兴起及其对企业运营的影响。 

2. 研究意义 

金融科技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在理论意义方面：其一，可以拓展金融科技与企业行为研究：金融科技与企业环境责任的关系研究，

为理解金融科技如何影响企业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特别是在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其二，探索

了企业环境责任新路径：金融科技的发展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方法，特别是在环境责

任方面，这为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路径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 
在实践意义方面：一方面，金融科技可以促进企业绿色转型，提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并抑制

企业“多言寡行”现象；另一方面，研究结果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依据，特别是在如何通过金融

科技手段激励企业更好地履行环境责任方面，包括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完善金融科技政策支持、强化区

域间金融科技监管联动等。 
综上所述，金融科技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影响研究不仅在理论上拓展了相关领域的研究视野，而

且在实践层面为企业和政府提供了具体的行动指导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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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国环境责任履行发展现状 

3.1. 政策支持企业绿色转型和发展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时代背景下，政府出台了大量的扶持政策和监督性法规，

试图通过对企业进行外部监督的同时，进行经济上的扶持，使得企业积极进行环境责任的履行并加快绿

色化转型的步伐，尽早实现“双碳”的目标。其一，政府通过加强区域绿色发展协作，统筹推进区域内企

业协调发展和协同转型，打造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和动力源[1]。其二，政府引导企业开展绿色

设计、选择绿色材料、推行绿色制造、采用绿色包装、开展绿色运输、回收利用资源，降低产品全生命周

期能源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影响。同时，健全绿色消费激励机制，优化政府绿色采购政策。其三，政府

近年持续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加大对绿色低碳企业、绿色产品、绿色技术

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完善差别电价等政策，建立体现资源稀缺程度、生态损害成本、环境污染代价的资

源价格形成机制。 

3.2. 企业对环境责任履行态度变化 

企业对环境责任履行态度逐渐从被动转向主动，从理论层面来看，这是企业适应可持续发展趋势、

响应外部制度要求和内部战略调整的必然结果。这一转变体现了企业对可持续发展全球趋势的深刻认识，

同时也是对外部制度环境压力的适应性响应。企业作为社会公民对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负有不可推

卸的责任，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通过技术革新可首先减少生产活动各个环节对环境可能造成的污染，

同时也可以降低能耗，节约资源，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从而使产品价格更具竞争力[2]。企业还可通过公

益事业与社区共同建设环保设施，以净化环境，保护社区及其他公民的利益，这将有助于缓解城市尤其

是工业企业集中的城市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严重，人居环境恶化间的矛盾。 
在外部制度压力方面，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企业面临的政策压力和社会期待

也在不断增加。制度理论(Institutional Theory)指出，企业为了获得合法性和资源，需要与外部制度环境保

持一致，这促使企业采取与主流规范相适应的行为。因此，企业主动履行环境责任，也是为了适应日益

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以及满足市场和消费者对环保的期待[3]。 
从内部战略调整的角度来看，企业将环境责任纳入战略规划，旨在获取独特的资源和能力，如绿色

技术和创新能力，这些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企业通过主动履行环境责任，不仅能够提高资源利用

效率，降低运营成本，还能够开发新的市场机会，增强品牌的市场竞争力。此外，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

企业应当考虑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包括消费者、员工、供应商、社区和环境。企业主动履行环境责

任，是为了满足这些利益相关者对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期望，从而获得支持和合作，减少运营风险，增

强企业的社会责任形象。 
企业对环境责任履行态度的转变，是基于对可持续发展趋势的认识、对外部制度压力的响应、对内

部战略调整的需求、对利益相关者期望的满足，以及对风险管理的重视。这种转变有助于企业在实现经

济效益的同时，也促进了环境的可持续性，体现了企业在现代商业环境中对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的重视，

以及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积极贡献。 

3.3. 金融市场对企业环境责任承担的关注度逐渐提高 

首先，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绿色金融与可持续投资成为金融市场的热点话题。绿色金融不仅

关注经济效益，更强调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新动力，同时为投资者带来丰厚回报。金融

机构在经营活动中融入环境保护理念，通过支持环保项目、发行绿色债券等方式，促进经济的绿色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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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政策层面的支持不断加强。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印发《关于发挥绿色金融作用 服务美丽中国

建设的意见》，着力提升金融机构绿色金融服务能力，丰富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这表明政府在推动金融机

构参与绿色金融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通过政策引导和激励，促进金融市场对企业环境责任的重视[4]。 
再次，市场需求的变化也推动了这一趋势。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投资者越来越青睐绿色产品和服

务，市场对绿色金融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推动了绿色金融的快速发展。投资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

度提高，可持续投资逐渐成为主流，这促使企业在环境责任上的表现成为金融市场考量的重要因素。此

外，技术进步为绿色金融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例如，区块链技术提高绿色债券的透明度和可信度，

人工智能优化绿色投资决策。这些技术的应用使得绿色金融产品更加高效和可靠，进一步增强了金融市

场对企业环境责任承担的关注。 
最后，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不断创新丰富。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债券、绿色资产支持证券等

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开发，为企业提供了一系列支持其环境责任承担的金融工具。这些金融创新不仅帮助

企业实现绿色转型，也为金融市场提供了新的投资机会，增强了市场对企业环境责任的关注。 
金融市场对企业环境责任承担的关注度提高，是由全球环境问题的关注、政策支持、市场需求变化、

技术进步以及金融产品创新共同推动的结果。这一趋势预示着金融市场在促进企业环境责任承担方面将

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3.4. 经济效益和环境责任之间仍然存在选择问题 

尽管金融市场对企业环境责任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经济效益与环境责任之间的选择问题依然存在

[5]。一方面，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过程中可能会面临牺牲环境质量以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的诱惑，

这种短视行为虽然在短期内可能带来一定的经济利益，但长远来看可能会造成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损

害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另一方面，企业如果选择积极履行环境责任，虽然能够提升其社会形象、增

强品牌价值，并可能从政策激励和市场需求变化中获得长期利益，但这往往需要在初期投入额外的资金

用于环保技术的研发和环境管理体系的建立，这在短期内可能会影响企业的财务表现。因此，企业在经

济效益和环境责任之间需要做出权衡，寻找二者之间的平衡点，以实现短期经济利益和长期可持续发展

的双重目标。这一选择问题反映了企业在经济利益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在全球化和环境问

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企业必须面对的战略决策挑战。 

4. 我国企业环境责任履行中存在的的问题 

4.1. 环境责任信息披露不足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是公众了解企业环境责任履行情况的重要窗口，但在我国的实践中，这一环节存

在明显不足。具体来看，我国企业在环境信息披露方面往往动力不足，上市公司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

多以定性描述为主，缺乏关键的定量数据支持，这不仅限制了外界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准确评估，也影响

了投资者和消费者基于环境信息做出决策的能力[6]。此外，环保部门对企业环境数据的公开也不够透明，

导致相关信息难以获取，定量评估难以进行。这种信息披露的不足，不仅损害了市场的公平性，也削弱

了企业改进环境行为的外部激励。 

4.2. 企业环境绩效评估缺乏规范性 

环境绩效评估是衡量企业环境责任履行效果的关键工具，但在我国，这一评估体系尚未形成统一标

准。不同的评估机构在行业关注点、样本选择、权重设置等方面存在差异，导致设计出的评估方法五花

八门，缺乏透明度和可比性。这种评估体系的不规范性，不仅使得企业环境绩效的比较和评价变得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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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影响了企业在环境管理上的改进方向和策略选择。缺乏规范性的环境绩效评估，无法为企业环境责任

的履行提供有效的指导和反馈，也难以形成对企业环境行为的有力约束。 

4.3. 企业环境责任认知度不足 

企业环境责任的认知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履行责任的主动性和有效性。在我国，不同主体对

企业环境责任的认知存在较大差异。一方面，部分地方政府和企业对环境责任的认识不足，存在逃避责

任的现象，这种短视行为不仅损害了环境，也影响了企业的长期发展和社会形象。另一方面，社会公众

对企业环境责任的认知也参差不齐，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参与机制，导致公众在推动企业环境责任履行方

面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这种认知度的不足，限制了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社会支持和压力，也影响

了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和创新[7]。 

5. 金融科技如何赋能企业环境责任承担 

5.1. 金融科技发挥“治理作用”赋能企业环境责任履行 

金融科技有别于其他的金融工具，其依赖于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能够依托海量信息以及信

息分析工具对企业产生治理作用，这种治理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资金的可获得性上，金融科技能够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金融科技通过提高融资效率和可

获得性，有效缓解了企业在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时面临的融资约束[8]。通过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

金融机构能够更准确地评估企业的信用状况和项目风险，从而提供更符合企业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这不仅促进了企业对绿色项目的投资，也加强了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能力。 
其次，在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和可信度上，金融科技赋能企业提高环境信息披露的质量和透明度。利

用区块链等技术，企业的环境行为和绩效可以被实时记录和追踪，这增加了企业的环境责任和透明度。

透明的信息披露有助于企业建立良好的市场形象，并吸引更多投资者和合作伙伴的关注和信任。 
最后，在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上，金融科技通过提供精准的金融服务，促进企业在绿色技术方面

的创新[9]。金融科技企业通过分析企业的环境数据，识别出具有潜在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企业，并为其

提供定制化的金融解决方案，从而促进绿色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5.2. 金融科技发挥“监督作用”赋能企业环境责任履行 

金融科技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治理作用需要金融机构与企业协同，并且这种“治理”效果需要一

定的时间才能看到效果，同时，治理作用对企业积极进行环境承担的效果较弱，此时金融科技的“监督”

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监督机制作为一种外部强制措施，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水平的促进作用通常见效

更快、普适性更强、力度更大。 
首先，金融科技能够加强贷款资金用途监控。金融科技通过强化贷款资金用途监控，确保资金被用

于环境友好型项目。通过实时监控和预警系统，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能够追踪贷款资金的流向，防止资

金被挪用，确保资金用于预定的绿色项目。 
其次，在企业业务合规性审查方面，金融科技支持金融机构建立稳健的业务审批流程，对新产品、

新业务、新模式的合规性进行审查。这有助于防止监管套利，确保金融活动符合环境法规和政策要求，

从而促进企业遵守环境责任。 
最后，金融科技能够强化对企业的监督跟踪。金融科技通过提供动态分析和评价工具，强化对科技

金融活动的监督跟踪。监管机构可以利用金融科技手段，按季度报送辖内科技金融统计监测情况，及时

识别和防范科技金融风险，确保企业履行环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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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金融科技在治理机制方面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升环境信息披露和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等

路径，增强了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能力。在监督机制方面，金融科技通过加强贷款资金用途监控、业务

合规性审查和强化监督跟踪等手段，提高了对企业环境责任行为的监管效率和效果。这些路径共同作用，

推动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好地履行环境责任。 

6. 相关启示和建议 

6.1. 加强绿色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金融科技的发展依赖于健全的绿色金融标准和信息披露制度。建议加快构建统一的绿色金融标准体

系，明确绿色项目和产品的界定、评估和认证机制，以提高绿色金融活动的透明度和可比性。同时，利

用金融科技手段，如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提升环境信息披露的质量和监管的效率，确保企业环境责

任的履行能够得到有效监督和评估。 

6.2. 促进金融科技与绿色金融的深度融合 

金融机构应积极拥抱金融科技，开发和应用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通过金融科技，如区块链和物联

网技术，增强对绿色项目的识别、评估和监控能力，提高绿色金融服务的精准性和有效性。此外，金融

机构应与科技企业合作，共同探索绿色金融创新模式，如绿色信贷评估工具和碳排放监测系统，以支持

绿色产业的发展和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 

6.3. 提升企业和金融机构的环境责任意识 

企业应将环境责任纳入核心战略，通过技术革新和绿色投资减少环境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金

融机构则应通过金融科技手段，如环境风险评估和绿色项目识别，引导资金流向绿色产业，促进企业绿

色转型。同时，政府应出台激励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和企业加强环境责任的履行，并通过教育和培训，

培养一批懂金融、懂环保、懂技术的复合型人才，以满足绿色金融发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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