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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是指在一定时间和一定地区

所有生物物种及其遗传变异和生态系统的复

杂性总称，包括基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

生态系统多样性。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

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研究显示，

1970 年至今，自然对人类的 18 种贡献中有

14 种已在全球范围内退化，人类活动是造

成生态退化的主要原因。金融资源配置将为

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提供必要的

支持，助力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金融机构

对于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责无旁贷。近年来，

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已在中国得到广泛

关注，金融机构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意

识与能力不断提升，各类创新产品、模式与

案例不断涌现。

一、我国金融机构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实践 

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议题之一，正成为绿色金融深化发展的重点

方向。当前，我国金融机构在生物多样性保

护方面的探索体现在战略、治理、产品创新、

国内外合作等方面。

（一）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发展战略

现阶段，依据部分金融机构披露的年度

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或环境、社会和治理

报告，其发展战略相关表述中已涉及绿色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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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转型、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支持实现“双

碳”目标、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等内容。在

涉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相关表述方面，中国

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兴业银行等已明

确将生物多样性或自然相关的内容纳入发展

战略（见表 1）。

（二）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绿色金融

治理架构

我国部分金融机构已构建起较为完善的

绿色金融治理架构，其一般包括董事会、监

事会、高级管理层、总行职能部门及分支机

构等主要组成部分（见图 1）。董事会一般负

责制定机构绿色金融发展战略、政策及目标，

高级管理层一般负责统筹规划、政策实施、

处理重大事项、协调部门协作等，总行职能

部门一般负责完善制度和流程、组织产品研

发与处理业务性工作等，分支行一般负责绿

色金融业务经营管理、营销组织和风险控制

等。近年来，部分商业银行将生物多样性保

护相关战略和业务要素纳入机构现有的绿色

金融发展体系。与此同时，涉及生物多样性

战略和业务的组织管理还呈现多职能部门、

表 1    部分商业银行披露报告中涉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表述

机构 来源 涉及生物多样性的表述

中国工商银行 2022 年社会责任报告 将促进生物多样性写入集团绿色信贷发展战略

中国农业银行 2022 年社会责任报告
践行新时代生态文明理念，加大信贷政策和资源倾斜力度，持

续为保持生态系统稳定和生物多样性提供金融方案

中国建设银行  2022 年环境信息披露报告
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战略全局，加大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应

对气候变化领域的资金投放力度

兴业银行 2022 可持续发展报告 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 1    商业银行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绿色金融治理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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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层级相互协同推进的特点。例如，在实践中，

生物多样性相关业务实践由总行绿色金融部、

授信审批部、风险管理部、产品创新部等职

能部门以及分支行业务条线共同推进。

（三）完善项目投融资中的生物多样性

风险管理

近年来，随着金融机构不断健全自身

绿色金融体系和逐步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意

识与能力，其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框架不断

完善。一是进一步将生物多样性纳入机构现

有的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框架，将生物多样

性相关要素嵌入风险管理全流程，全面落实

环境、社会和治理方面的一票否决制。在涉

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审批要点和环节方

面，以中国工商银行为例，其明确提出严格

依据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

用上线以及土地、健康、安全等硬约束，禁

止投融资进入非生态友好的项目和客户。二

是采纳国际可持续金融倡议或标准，为机构

层面和项目层面的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提

供参考标准。目前，我国 9 家银行采纳《赤

道原则》、22 家银行签署联合国《负责任银

行原则》、4 家金融机构签署《可持续蓝色

经济金融原则》。三是制定敏感行业信贷政

策。部分金融机构制定重点或敏感行业信贷

政策，编制行业环境风险清单、环境风险授

信调查指引或贷后检查要点等。四是探索将

生物多样性相关指标或要素纳入项目或客户

的 ESG 评价体系。进一步探索将项目或客

户 ESG 表现，特别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绩效

与信贷准入、利率、额度等挂钩。五是开发

生物多样性或生态影响数据库或评价工具。

例如，中国工商银行开发环境风险智能化管

理系统，利用大数据分析对环境风险信息实

现智能化提示及管控。

（四）探索多元化的金融产品与服务

我国金融机构积极为生物多样性与生态

系统保护和修复类项目提供金融方案，加大

金融资源倾斜力度，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

探索各类创新产品和服务。当前在支持生

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基本形成了以绿色信贷为

主，绿色债券、绿色信托、绿色保险、银团

合作等协同发展的产品或模式体系。

在绿色信贷方面，一是围绕林业碳汇、

竹林碳汇、陆地或滨海湿地碳汇、生态系统

生产总值（GEP）、国家公园或景区门票收入、

种质资源等进行质押融资 ；二是围绕物种保

护、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类工程（如物种栖

息地保护、矿区修复、生态防护林建设等）、

畜禽粪污治理类、生态文旅、生态环境导向

的开发模式（EOD 模式）等融资 ；三是组

建银团贷款，支持大型生态建设类项目。在

绿色债券方面，中国银行和兴业银行先后发

行生物多样性主题绿色债券和蓝色债券，用

于支持珍贵植物保护、生态建设与修复、生

态水网环境治理与修复、国家森林保护及低

质低效林改造、海水淡化类项目建设。在绿

色保险方面，保险公司多围绕自然生态系统

保护、保护陆生动物资源、保护水生动物资

源、保护生态修复、保护种质资源等情景，

开发多样化的产品体系，目前已开发各领域

生物多样性相关保险产品百余种。在绿色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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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方面，发行自然或生物多样性相关信托产

品。例如，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发行中国

首个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为主题的绿色慈善信

托产品，信托基金用于支持生物多样性主题

相关传播活动。在银团合作方面，中国工商

银行联合国家开发银行、天津银行等 9 家银

行支持天津市北部山区生态保护项目，青岛

银行联合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亚洲

开发银行、德国投资与开发有限公司及法国

开发署经合投资公司组成蓝色银团贷款，支

持海洋友好和重要清洁水资源保护项目，支

持蓝色金融发展。

二、我国金融机构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

面临的挑战

基于调整和优化战略、完善制度和流程、

拓展市场和产品、提升风险管理能力、强化

人才队伍素质等视角，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战

略和业务将为金融机构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但同时也应关注以下的制约因素。

一是生物多样性项目具有公益性强、收

益低、期限长、投资回报率低、项目资金流

动性较弱等属性，金融机构参与意愿有待提

升。二是生物多样性友好型投融资活动的边

界或标准尚需明确。我国现已颁布的绿色分

类标准覆盖了二十多项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

具体活动类别，但涉及具有生物多样性正向

效益的项目或活动类型尚需进一步识别。此

外，具有地方特色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活动或

项目库也尚待构建。三是生物多样性影响和

效益绩效评估方法学或工具尚需开发。由于

方法学和工具有待完善，难以将项目生物多

样性正负影响或表现与授信额度、定价、期

限等进行直接挂钩。四是与自然或生物多样

性相关的信息披露仍处于起步阶段。金融机

构在年度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或 ESG 报

告中披露的与自然相关的风险与机遇信息仍

需进一步深入。五是在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

方面的人才和队伍建设有待加强，需要金融

机构联合外部机构加强合作，强化专业人才

能力建设。

三、我国金融机构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展望

一是加强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合作，发

挥公共资金的撬动作用，如探索混合融资模

式，引入长期、低成本的公共性资金，如财

政资金、开发性资金、专项资金等 ；优先支

持能够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且降低融资

风险的项目，如生态环境导向开发等模式。

二是在激励机制方面，建立与项目绩效挂钩

的奖惩机制，例如开发与项目级生态系统生

产总值核算或生态效益核算挂钩的产品。三

是在投融资活动分类标准、统计口径方面，

参考国内外绿色分类标准，编制我国金融机

构适用的生物多样性友好型投融资活动目录

或项目清单 ；从定量和定性维度细化对具有

生物多样性正向效益类融资活动的评估，推

动金融资源向此类活动倾斜。四是与科研机

构和智库加强合作，开发适用的生物多样性

影响与效益评估方法学和工具。五是重点参

考与自然相关财务信息披露（TNFD）框架，

将生物多样性相关风险与机遇纳入现有环境

信息披露报告，增加对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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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架构、战略、风险与影响评估、指标与目

标的披露。六是加强国内外合作交流，加强

内部人才队伍建设，提升机构在生物多样性

方面的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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