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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作为金融“五篇大文章”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的融合发展有助于实现经济的绿色

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本文从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发展背景入手，讨论了金融科技如何驱动两者融合发展，

并结合当前我国实践现状，分析了两者融合发展面临的挑战，最后从健全政策框架、推动数据库建立与

信息共享、丰富产品创新以及优化风险收益平衡机制四个方面提出推进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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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clusive finance and green finance, as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the “Five Major Articles” in financ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two helps to achieve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the development background of green finance 
and inclusive finance, discusses how fintech drives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inclusive finance and 
green finance, then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current practical situation in China, analyzes the chal-
lenges faced by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two. Finally, it proposes promotion measures from 
four aspects: improving the policy framework, promo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databases and in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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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ion sharing, enriching product innovation, and optimizing the risk-return balance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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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发展迅速，取

得长足进步。随着新发展格局和“双碳”目标的提出，我国经济社会更是对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领域的

深化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方向。2022 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以及 2025 年央行发

布的中国普惠金融指标分析报告(2023~2024)均强调，要“促进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科创金融等融合发

展，提升政策精准度和有效性。”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在发展理念、服务群体及推进“双碳”目标实现方

面都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二者融合发展对于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由于实践中金融排斥现象的存在，我国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发展受到较大阻碍，“绿而不普”

“普而不绿”等问题仍然突出。因此，如何有效推动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已然

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亟待我们深入探索与创新实践。 
金融科技的迅猛发展，为破解这些难题带来了全新机遇。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以及物联网等

前沿技术的应用，正在改变金融服务的传统供给模式，使得金融机构的交易成本降低，而风控效率和服

务覆盖面却得到大幅提升。已有的研究表明，金融科技能驱动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发展。那么，金融科

技是否能构建连接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的“桥梁”，驱动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协同发展，实现经济效益

与环境效益良性循环呢？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2. 文献综述 

普惠金融是指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

层和群体提供担当、有效的金融服务。这些群体无法获得正规金融服务主要出于两个层面的原因：一是

宏观层面上政府调控力度与企业参与意愿不足；二是微观层面上地理环境、交易成本与融资渠道限制等。

数字经济的蓬勃兴起逐步打破了普惠金融发展受限的困境。研究发现，通过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

智能等技术，金融机构的运营成本和准入门槛将得到有效降低，使得中小微企业等长期处于金融边缘的

弱势群体也能够进入金融机构的授信区间[1]，从而极大地拓展了金融服务的广度与深度。 
绿色金融是一个专门用于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高效节约资源利用的经济活动的金融机制。

近年来，我国持续深化绿色金融领域改革实践，政策推动效应逐步显现。以绿色信贷、碳中和债券等为

代表的金融创新工具呈现规模化增长态势。然而，由于企业与消费者端参与意愿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限

制了我国绿色金融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数字经济的出现则进一步推动了绿色金融发展。学者研究表明，

金融科技能正向推动绿色金融改革创新，且能显著提升绿色金融发展水平[2]。 
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在发展目标、服务对象及实现路径等方面具有内在一致性，具备融合发展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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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惠献波(2021)的研究揭示，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提升技术创新水平、优化产业结构及缓解资源错配等方

面的功能，进而能显著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3]；乔彬和赵广庭等(2022)则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促

进企业绿色创新[4]，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升级。在协同作用机理的探索中，马骏和孟海波等(2021)指出，普

惠金融与绿色金融的深度融合能有效推动绿色农业发展[5]；杜林丰和周玲(2021)以及吴庆天和文晓佩

(2023)的研究均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之间存在显著的协同关系，并且这种协同性呈现上升的趋

势[6] [7]，吴庆天和文晓佩(2023)进一步强调，这种协同作用对于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具有积极意义

[7]。王仁曾和詹姝珂(2023)运用多种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也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具有协同

作用，这种作用能够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8]。 
伴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金融科技的普惠效应与绿色效应开始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在普惠金融领

域，以移动支付为核心的数字技术在信息传递、业务办理等方面展示了其强有力的优势，能够显著降低

金融机构的运营成本，进而有效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使得中小微企业等金融弱势群体能够以可承担的

价格享受到正规金融服务[9]。在绿色金融领域，金融科技能推动要素流动和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提升[10] 
[11]，促使金融资本向绿色产业和环保项目倾斜[12]，赋能绿色金融发展。 

综上所述，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之间有着融合发展的内在动力与实践可行性。 

3. 理论分析 

普惠金融的重点服务对象主要是中小微企业和农户，他们多集中在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的区域，容易

受到气候与环境变化的不利影响，这就要求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同时发力。然而，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

的核心价值追求与金融机构的盈利目标之间存在冲突，面临信息不对称、产品创新不足及监管体系不完

善等挑战。从理论逻辑上看，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都需要政策引导和技术支持，将外部性内部化，让绿

色金融聚焦于小微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而普惠金融的资金流向也涵盖绿色发展的要求。金融科技作为技

术驱动的金融创新，为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融合发展提供了关键路径。 

3.1. 缓解信息不对称 

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融合发展面临双重信息壁垒，一方面，在传统模式下，金融机构难以低成本核

验企业的环境效益，绿色识别成本高。另一方面，小微企业与农户缺乏传统征信数据，金融机构容易因

信息不足而“惜贷”。金融科技以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为底层核心技术，具备强大的数据

搜集与整理能力，使金融机构能够对海量、多维、非标准化的数据进行价值挖掘和关联分析，从而转化

为具备信用价值的信息，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13]。进一步地，金融科技对金融机构信息甄别能力的

提升将带来对企业“漂绿”现象的监督效应[14]，提高银行在风险控制和反欺诈领域水平，显著降低信贷

风险[15]。 

3.2. 优化资源配置 

金融科技可以通过提升信息甄别能力和优化风险控制模式合理引导信贷资源转移[16]，减少信贷错

配问题。一方面，通过金融科技对客户信息进行有效采集和高效处理，金融机构可以掌握信贷需求者的

资质有效性和贷款用途真实性，增强银企之间的信任，使得一些被传统信贷模式排斥的优质中小企业可

以被认定为“低风险”，降低他们的信贷准入门槛[17]。另一方面，由于绿色项目初创风险高、投资周期

长，传统风控模型难以覆盖。金融机构基于大数据和机器学习构建绿色项目风险评估体系和人工智能风

控模型，促使金融机构将担保风控模式转换为信用风控模式，为缺乏抵押和担保的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支

持，推动信贷资源转移，有效缓解中小企业与农户所面临的融资约束，使得绿色普惠金融产品可以触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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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尾客群。 

3.3. 提升服务可及性 

传统金融服务受限于物理网点布局成本高、人工审核效率低等约束，难以覆盖偏远地区、中小企业

及低收入群体。金融科技通过渠道虚拟化、运营自动化与成本结构重构，显著扩大了金融服务的覆盖广

度与深度，为破解“最后一公里”难题提供了技术方案。首先，金融科技通过移动终端、云计算等技术实

现服务渠道的“去中心化”，将开户、授信、支付等功能嵌入智能手机，用户无需前往实体网点即可获得

服务。同样，金融机构也可在农村或欠发达地区部署低成本自助设备，结合生物识别技术完成身份认证

与交易授权。其次，传统信贷以人工尽调为主，导致单笔业务成本高，难以覆盖低收益客群。金融科技

通过机器人流程自动化、智能客服等技术，自动完成资料审核、合同生成、用户咨询等标准化操作，响

应时间缩短且错误率降低。最后，传统金融依赖“规模经济”，导致服务长尾客户不经济，金融科技通过

开放 API 接口吸引第三方开发者，共同研发和丰富绿色普惠金融产品供给。同时，同一客户的多维数据

也可用于信用评估与产品推荐，金融机构因此可实现“范围经济”。 

4. 实践经验 

金融科技在支持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机构对普惠对象绿色行为和场景的认定、产品创新和业

务拓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实践上看，我国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协同发展趋势明显，不少地方和

市场开始了积极尝试。 

4.1. 数字化服务平台“微绿达” 

浙江台州市普惠小微绿色金融应用场景，简称“微绿达”，是在政银企三方共同努力下，利用金融

科技赋能打造的普惠绿色金融数字化服务平台。“微绿达”利用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整

合了来自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及企业等多方数据源，累计归集了超过 4.23 亿条信息，涵盖了 30 余个部

门、118 个大类、4000 多个细项，真正实现了普惠绿色信息数据的全面采集、高效集成与跨部门共享[18]。
“微绿达”数字化平台的应用，能有效解决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融合发展中存在的“贷款绿色认定难、

小微企业绿色评价难、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难”等问题，推动普惠群体绿色转型。自运行以来，“微绿

达”已助力金融机构完成流动性贷款绿色认定超过 2.5 万笔，涉及金额超过 1120 亿元，识别成功率超过

90% [18]。 

4.2. 区块链信贷“茶商 E 贷” 

为建立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信用机制，中国人民银行丽水市中心支行指导中国银行积极创新，依托茶

商溯源卡所积累的茶叶交易数据，探索区块链技术在信贷领域的创新应用，成功推出了“茶商 E 贷”。

在该模式下，茶商溯源卡中的茶叶交易信息可作为银行授信评估的核心指标，茶商可通过线上渠道直接

提交申请，并快速获得信用贷款。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实现了金融交易数据去中心化储存，确保了数据

的真实可靠，从而缓解茶商企业因规模小、发展不稳定、缺乏抵押物及业务票据难辨真伪等导致的融资

难问题。这不仅提升了信贷效率，更通过其不可篡改的特性增强了信用评估的准确性，从而在普惠金融

的框架内，支持生态环境及绿色产业发展。 

4.3. 碳服务贷款“碳数贷” 

2024 年 5 月，建设银行和碳衡科技联合发布了首个面向中小微企业的碳服务普惠金融项目——“碳

数贷”。其中，银行根据自身数据需求，利用数字科技对外部数据及其格式进行评估和设计，将其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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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适配的风控模型。而碳衡科技则是根据银行的设计与要求，通过系统对接提供企业平台拥有的碳相关

数据，为银行对接的绿色项目属性提供判断与量化参考，共同推进贷款发放与管理。“碳数贷”集数字

科技、绿色低碳、普惠集群为一体，它将低碳服务平台与银行碳金融服务有机结合，不仅降低了中小企

业的融资成本和技术门槛，提升企业的碳管理能力，还进一步推动了金融机构在绿色普惠金融领域的创

新与发展。 

5. 现实阻碍 

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的融合发展是我国金融领域的关键问题，也是薄弱环节，尽管近年来得到显著

发展，但现实中仍存在较多阻碍。 

5.1. 政策框架与实践指引有待完善 

当前，深化企业绿色转型与发展，是我国政策推行与实施的重点。碳减排支持工具和《绿色低碳转

型产业指导目录(2024 年版)》等的推出，为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然而，从实践效果上看，

绿色政策落地还存在较大困难。现行的绿色政策措施对绿色项目规模和环境效益评估等有着较为严格的

要求，而中小企业的绿色项目往往规模较小、技术成熟度不高，达不到政策要求的“门槛”，因而难以获

得相应的政策优惠和资金支持。此外，对于金融机构而言，如何将央行政策转化为实际金融产品，目前

也仍缺乏清晰的操作指南和统一的行业标准，实践指引不足。 

5.2. 标准化数据体系尚未健全 

金融机构支持中小企业绿色转型时，面临数据维度的局限性。由于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中小

企业未能建立起有效的碳数据管理体系，系统化的数据收集与分析能力不足，而仅由金融机构构建复合

型的数据采集系统则需要承担高昂的成本，导致金融机构驱动力不足。即使金融机构有能力收集相关数

据，也可能由于环境效益核算标准尚未达成行业共识而导致数据可用性下降，从而限制了金融机构进行

环境风险计量与金融产品创新。进一步地，金融机构也无法为中小企业绿色项目提供精准金融服务。 

5.3. 金融产品创新尚显不足 

金融产品创新通常以大量的数据为支撑，数据信息收集与跨部门共享机制的缺失导致金融机构难以

获取高质量环境数据，因而难以设计出符合中小企业需求的绿色金融产品。此外，风险与需求的双升级

使得金融机构传统的金融产品不再适配中小企业和农户的转型发展。如何在现行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下，

推出创新型绿色金融工具，激发整个绿色普惠金融市场的活力，是金融机构未来需关注的重点。 

5.4. 商业可持续性面临挑战 

中小企业绿色项目通常规模有限，数据基础薄弱以及抵押物缺失，无法获得较高的“绿色信誉”。

基于商业利益的审慎考量，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开展绿色信贷投放时，可能会更倾向于服务那些规模更大、

风险评估更为可控的大型企业客户群体，而处于长尾端的中小微企业便陷入了“绿色融资缺口”的困境。

如此情境下，银行绿色普惠信贷的商业可持续性面临挑战。 

6. 政策建议 

6.1. 健全政策框架，夯实实践指引 

为推动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深度协同发展，切实做好金融领域“五篇大文章”，构建系统完善的顶

层制度框架是首要任务。央行可通过借鉴国际绿色金融政策框架、国内先行试点地区实践案例以及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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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创新经验，自上而下拟定指导方案。一方面，要明确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协同发展的行动目标，凸

显时代必要性；另一方面，要具体化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协同发展的行动指南，对该领域的业务清单、

权责划分、信息披露、动态激励等作出标准化的统一制度要求，并根据实践过程进行动态调整，不断迭

代优化实践指引。 

6.2. 推动数据库建立，健全信息共享机制 

当现有政策体系尚未完全覆盖中小企业绿色转型的特定需求时，科技成为关键支持手段。针对当前

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数据孤岛及绿色识别成本高等问题，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可利用大数据和区块链

等科技手段联合建立多层次数据库体系，健全基于“合规优先、技术驱动、场景导向”原则的信息共享

机制。具体而言，首先应建立分层分类的数据共享框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行动指南对绿色信贷、企

业 ESG 评级等数据实施分类管理，明确公开数据、受限数据及敏感数据的共享权限与流程。其次，技术

上需采用“联邦学习+区块链”的融合架构，由央行牵头组织金融机构与金融科技公司搭建隐私计算平台，

实现跨机构数据“可用不可见”，并配套区块链存证与智能合约技术，确保数据溯源与合规使用。最后，

实施路径上可试点绿色农业信贷等场景，设立专项财政补贴支持中小机构参与，以此来长期汇集、展示

与跟踪全国绿色项目和普惠项目，避免信息碎片化，实现环境数据共享。 

6.3. 丰富金融产品，完善金融服务 

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手段可挖掘到普惠客户绿色低碳信息，金融机构以此为基础，以特定场景为

切入点，加快产品创新研发与线上营销方案设计，快速触达有绿色融资需求的普惠群体。例如，针对光

伏电站等新能源项目开发未来收益权质押贷款产品、基于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下游交易数据创新区块链

信贷以及根据用户碳账户积分设计差异化个人绿色消费信用贷等。因此，顺应数字化潮流，推动数字化

转型，是金融机构探索开发出符合普惠群体经营特点的绿色金融产品的必由之路。 

6.4. 优化风险收益平衡机制 

为破解金融机构绿色普惠信贷的商业可持续性难题，首先，政府设立绿色普惠风险补偿基金，对中

小微企业绿色贷款损失提供比例化兜底，并推动政策性银行与商业银行开展低成本转贷款合作，降低银

行风险敞口与资金成本。其次，将绿色普惠贷款纳入央行碳减排支持工具，并对银行发放的绿色普惠信

贷按余额给予适当财政奖励，以此实现差异化激励。最后，创新风险定价模式与数字化工具，允许银行

将企业碳排放、ESG 评级等指标纳入动态利率浮动机制，并推广使用“绿色信贷智能尽调系统”和“绿

色数据资产抵押”模式，将贷前调查成本和风控成本降低。上述多维支撑体系可优先在绿色金融改革试

验区启动试点，经过实践与改进，逐步形成“风险可控–收益覆盖–成本可负”的商业闭环，进而推动

绿色普惠信贷从政策驱动转向市场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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