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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推进碳数据金融化发展

庄雷

南京工业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金融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自 2021 年 7 月 16 日，全国碳市场正式启

动上线交易以来，一年累计成交额近 85 亿元，初步显现其促进企业减排、形成碳定价的功能。碳市场具有明显的金融属性。虽

然目前，全国碳市场只提供碳排放配额交易，可视为一个现货二级市场，但从“双碳”目标出发进行推算，中国碳市场的增长

潜力是巨大的，碳金融市场将起到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精准反映节能降碳行为的碳排放数据，是碳交易的基础，更是碳市场

机制正常运行的基石，碳数据越发成为产业市场的基础要素。在加大碳金融创新力度进程中，碳数据金融化可以积极促进企业

落实“碳中和”、推动产业绿色发展，是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绿色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要素价值的重要体

现。

充分认识碳数据金融化的时代要求

数字技术是碳行为数据化的重要基础。数字化是我国绿色低碳发展的“主引擎”，数字化技术是摸清“碳家底”的利器。

基于大数据、区块链、5G 等数字技术，能够有效记录企业生产和个人生活的碳行动，并计算产品或服务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

实现产品碳足迹的可信精算与追溯。卫星导航、云计算和物联网等前沿技术融入能源、机械、建筑、交通、化工等重点企业的

碳排放监测，全面形成各企业各产业的碳排放、碳交易等碳行为数据库。通过数字化平台构建，快速搜集相关方基本信息与碳

行为数据，并带动各平台碳数据开放共享，加速碳数据积累。2022 年，江苏对 500 余家重点行业单位进行碳排放核查，逐步形

成企业碳排放监测数据库；遴选 39 个“双碳”项目，搭建碳科技项目数据库。

金融创新是碳数据价值化的重要手段。价值实现是碳数据要素市场化的内在要求，金融价值是实现碳数据价值的一大表现。

企业绿色转型需要金融支持，金融业“双碳”服务也需要企业的碳数据。碳数据+金融的协同创新，有助于实现碳数据金融化的

价值循环。目前，金融机构逐步完善绿色融资规模、价格与企业碳表现挂钩体系，创新绿色金融产品，为符合绿色标准的企业

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支持企业开展节能降碳。截至 2022 年三季度末，江苏绿色信贷余额 2.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50%，分别高于

各项贷款增速和全国平均增速 35、8.6 个百分点；其中“苏碳融”支持绿色企业 3470 家、金额 561.2 亿元，推动企业碳减排 700

多万吨。

协同发展是碳数据金融化的关键环节。碳数据分散制约了碳数据价值发挥，也影响碳数据金融化发展。各部门深入协同是

推进碳数据金融化的关键，也是突破目前“碳数据孤岛”瓶颈的基础。2018 年江苏省生态环境厅与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省财政

厅、省工商联等提出“金环”对话机制，推行“环保贷”，2021 年底已有 652 个入库项目，累计贷款总额 250.36 亿元。2020

年 8 月省生态环境厅、省财政厅、江苏银行等单位共同发起排污权抵押贷款；2021 年底累计排污权抵押贷款金额达 7035 万元。

各部门各行业协同创新是碳数据金融化与价值最大化的必要条件，可以推进各类碳数据开放共享，促进各类主体融入碳数据金

融市场。

准确把握碳数据金融化的发展方向

重视碳数据金融化的顶层设计。机制设计是碳数据金融化的制度基础，碳数据金融化的实现离不开顶层引导。2021 年江苏

省委、省政府多次召开“双碳”工作专题会议，先后出台了《关于深入推进绿色金融服务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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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推进绿色产业发展的意见》《关于大力发展绿色金融的指导意见》等，要结合产业绿色发展与绿色金融等意见，以碳数据市

场化为导向，引导政府部门加快制定碳数据开放交换、碳数据资产认定、碳数据交易、碳数据金融监管等制度规范。

夯实碳数据金融化的数字基础。网络系统是碳数据金融化的技术基础，碳数据库建设需要强大的数字技术支持，精准碳金

融服务需要庞大的数据库支撑。2021 年 8 月江苏首个“碳测”平台上线，到 2022 年全国有 15 个省份启动构建碳测系统建设。

2021 年 7 月 16 日全国碳市场正式开启，江苏有 209 家电力企业首批纳入全国碳市场交易，到 2021 年末全国碳交易相关企业达

1500 余家。2022 年我国获批 9家碳交易所试点，各大企业碳排放配额交易“试水”积累了碳数据基础。要结合大型综合数据库

建设与开发等实践，以碳数据系统化为导向，引导公共部门加快制定碳数据库基础设施建设方案，推动平台研发碳数据共享与

交换，鼓励企业和个人参与碳行动数据化。

提升碳数据金融化的创新能力。金融中介是碳数据金融化的服务主体，碳数据金融化离不开金融机构的产品或服务创新。

2021 年末，全省银行业绿色融资余额 1.65 万亿元，有 63 家绿色支行，6 家绿色低碳转型金融服务中心。江苏金融系统深入践

行碳金融创新，引导金融机构主动对接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和重点碳排放企业创设碳金融产品，如南京银行投放利率与企业碳表

现挂钩的贷款产品“鑫减碳”，江苏银行开发了“苏碳融”“绿票 e 贴”等产品。结合金融科技实践，要以碳数据金融化为导

向，引导金融中介与“双碳”管理部门、互联网企业协同开展碳数据共享交换，利用金融科技手段开发碳数据金融化产品或服

务，精准服务企业和个人节能减排以及全生命周期的“碳中和”。

协同推进碳数据金融化的实施路径

加大制度规范协同，健全碳数据金融化权责。以碳数据市场化为导向，立法部门研制碳数据市场化基本规则与法律规范。

推进碳排放、碳资源等碳数据调查统计及监测协同，实现各类碳数据公共管理平台开放对接。制定碳数据开发应用规范，引导

企业设立碳管理部门，披露碳数据和碳资产报告，探索碳账户体系建设。制定碳数据金融化实施方案，明确环保、统计、金融、

工信、科技等各部门碳数据金融化管理职责。

加强技术平台协同，推动碳数据金融化建设。以碳数据系统化为导向，引导企业加快建设碳活动数据库，实现企业和个人

参与碳行动数据化。采用区块链等技术构建碳数据金融化体系，实施碳数据金融化的关键技术协同攻关工程。形成碳数据金融

化的共识机制，设计碳数据提供者、整理者和创新者全链条的激励措施，形成碳数据交换的技术标准。推动碳数据金融化监管

平台共建，引导专业机构参与碳数据金融平台治理，探索碳数据金融化评估和压力测试体系，推动碳数据金融化平台的智能化

建设。

加快政产学研协同，丰富碳数据金融化服务。鼓励政府部门、领航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探索碳数据资源化到资产化

到金融化的转换，开展碳数据金融化基础研究，协同解决碳数据金融化的治理难题，形成碳数据金融化服务创新体系。引导金

融机构开设碳金融服务岗位，开发设计碳积分、碳信用、碳证券等多元化产品，积累碳数据金融化试点经验。鼓励专业机构发

展碳权、碳汇、碳行为、碳交易、碳征信等碳数据金融化服务，完善专业机构进入门槛、产业发展、信息安全的扶持政策。校

企携手探索设置“碳中和”“碳数据”“碳金融”等产教融合专业，建立碳金融投资、碳数据管理等课程体系，为“双碳”人

才训练与选拔提供平台，共同培养碳数据金融化的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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