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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州绿色金融发展的总结 

孙 源 希 

发展绿色金融能够将资金引入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

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从而支持开展有利于改善环境、应对

气候变化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经济活动。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

委联合印发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和国务院出

台《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

等文件都强调了大力发展绿色金融的重要性，提出要培育绿色交

易市场机制、完善绿色标准制度。基于此，苏州积极响应中央政

策号召，推出一系列制度政策发展绿色金融。本文从银行业金融

机构的角度出发，探究分析苏州绿色金融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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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苏州绿色金融市场稳步发展 

一是绿色金融顶层设计以纲领性制度为主。2021 年 4 月，

市政府出台《关于推进苏州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并

提出，要支持吴江区建设长三角绿色生态一体化示范区绿色金

融发展先行区，同时开展环境资源权益交易及碳金融、绿色金

融等方面的创新与对外合作。同年 9 月，人民银行苏州市中心

支行联合苏州市地方金融监管局、苏州银保监分局联合发布《关

于苏州市绿色低碳金融改革创新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首次就金融支持苏州市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提出系统方

案。具体来看，《意见》提出了五大实施措施，包括完善金融

机构支持绿色低碳机构设臵、完善金融机构支持绿色低碳机构

设臵、建立苏州绿色低碳综合金融服务平台、激发市场活力并

形成点面结合的金融服务机制、强化信息披露和压力测试。同

时，《意见》还提出要建设“苏州市绿色低碳转型金融服务中

心”、“苏州绿色低碳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和“绿色低碳金融

实验室”等三大绿色金融基础平台，探索绿色金融服务支持经

济低碳转型的路径，推动金融资源流入绿色产业和领域。2022

年，苏州出台了《关于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

作的实施意见》、《市政府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

展经济体系的实施意见》、《关于 2022 年苏州市绿色低碳转型

金融重点工作部署的通知》等政策文件，强调了发展绿色金融

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指出绿色金融未来发展方向。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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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碳达峰实施方案》（意见征求稿）出台，再次明确提

出要构建绿色金融体系。 

二是绿色金融市场规模逐步扩大。绿色信贷业务方面，2020

年 6 月至 2023 年 3 月期间，苏州市绿色信贷余额呈现稳步增长趋

势，即使受到疫情影响，2021 年 6 月绿色信贷同比增长率依旧达到

了 29.16%，当年年底绿色信贷余额达到 3609 亿元。截止 2022 年 6

月，绿色信贷余额再次突破新高达到 5012 亿元，较上年同比增长

率高了约 29 个百分点。绿色债券业务方面，2021 年 6 月的绿色债

券余额为 48.31 亿元，到 2022 年 6 月增长至 143 亿元，同比增长率

高达 196%，几乎翻了三倍。最新数据显示，截止 2022 年年底，苏

州市绿色债券余额创下新高，达到 171 亿元，同比增长 47%。 

 

图 1  苏州市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数据 

数据来源：根据苏州市政府官网公开数据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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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银行业金融机构多措并举，大力推动绿色金融发展 

银行作为绿色金融市场的主要参与对象之一，在市场中发挥着

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分析绿色金融市场离不开银行业金融机构这

一主体。下文将通过建行苏州分行、苏州银行、浙商银行苏州分行、

昆山农商银行、浦发银行苏州分行、南京银行苏州分行、苏州农商

银行、中国银行苏州分行和张家港农商银行等 9 家银行进行分析。 

1．绿色金融制度层面 

建行苏州分行、苏州银行、苏州农商银行等机构出台了绿色

金融相关政策制度，推动绿色金融产品创新、进一步规范行业标

准。建设银行苏州分行于 2020 年创新制定了《苏州市垃圾分类绿

色金融服务方案》，为垃圾分类产业链上的企业制定专门的金融

服务产品和方案，例如建行苏州分行与其他银行组成内部银团，

为苏州华益洁环境能源技术有限公司的“日处理 200 吨餐厨废弃

物和 20 吨地沟油”项目提供了 1.1 亿元的贷款；苏州银行于 2020

年出台了《苏州银行 2019 年授信政策指引》，提出将节能环保产

业列为优先支持类，并会持续加大对新能源、清洁交通、生态农

业、污水处理、大气治理、节能环保、环境卫生等绿色产业的信

贷支持，而后于 2022 年制定《苏州银行绿色金融统计制度》，目

的是加强、规范绿色金融分类统计工作的要求，保障绿色信贷业

务合规发展；苏州农商银行面向全市金融机构出台了《绿色金融

上岗考评规范》《绿色金融专业技术等级考评规范》等评价标准，

明确行业准入标准、提高从业人员专业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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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绿色金融平台建设层面 

在绿色金融平台建设方面，各大银行业金融机构研发制定专

门性的绿色金融管理平台和数据库（见下表），主要通过纳入企

业碳排放、企业财务状况、区域环境、环境信息披露等多个参数

搭建数据模型，目的是提高绿色金融产品质量、挖掘潜在客户和

项目需求、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和预警能力。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开发的绿色金融 GIS 管理平台 1.0、昆山农

商银行开发的绿色金融管理平台和张家港农商银行开发的绿色信

贷管理系统依靠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能够实现客户企业环境风

险监测，多维度、全方位了解企业和行业发展情况，一方面为需

要资金的绿色项目提供金融支持，另一方面甄别存在环境风险和

效益低下的企业，避免银行遭受损失，提高资金投放的精准度。

而苏州农商银行开发的纺织产业能耗与碳排放监测平台是基于苏

州市绿色低碳金融实验室“纺织行业低碳转型及金融创新指南”

项目背景下，为了系统梳理盛泽纺织产业集群能源消耗和碳排放

情况而搭建的平台，通过提升企业碳排放的计量、核算、分析、

管理能力，为政府和金融机构宏观决策和政策制定提供数据支撑。 

表 1  苏州市银行业金融机构内部绿色金融平台 

机构名称 平台 主要内容 

建设银行苏州

分行 
绿色金融GIS管理平台1.0 

平台以大数据与地理信息为基础，整合行内外数据信息，

依托地理信息科学技术、爬虫技术、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

算法等技术，开发了智能绿色信贷管理、AI 智能辅助识别、

企业环境风险监测、区域环境监测、碳排放指标监测等五

大功能模块，为企业环境表现评价、绿色信贷精准投放、

绿色金融空间可视化、预警环境与社会风险等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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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名称 平台 主要内容 

昆山农商银行 绿色金融管理平台 

平台内嵌自身运营碳排放计算公式，将替代原有绿色金融

手工识别、手工测算模式，为环境效益测算、绿色金融识

别、ESG 风险管理、碳排放计算、环境信息披露等工作提

供金融科技支撑。 

苏州农商银行 
纺织产业能耗与碳排放监

测平台 

依托工业互联网技术建立碳排放监测管理工具搭建该平

台，有助于提升企业碳排放的计量、核算、分析、管理能

力，为政府和金融机构宏观决策和政策制定提供数据支撑。 

张家港农商银

行 
绿色信贷管理系统 

通过与该行现有信贷流程的高度粘合，可实现绿色资产的

智能识别、项目环境效益测算、绿色项目库管理、客户环

境风险监测预警、客户环境风险分类、一键监管报送等功

能，帮助该行更好的发掘企业或有关项目的绿色信贷需求，

进一步做大绿色金融业务规模。 

数据来源：根据网络公开信息整理所得 

3．绿色金融产品层面 

目前，苏州绿色金融产品主要以绿色信贷为主，绿色债券为

辅，绿色保险次之。各大银行业金融机构基本都有绿色信贷业务，

部分涉足了绿色债券和绿色保险。 

1) 绿色信贷 

总体上来看，各大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绿色信贷业务稳定增

长，即使受到疫情影响，绿色信贷余额数量仍旧保持上升趋势。

根据收集到的数据（见下表），建设银行苏州分行较之于其他

银行在绿色信贷余额方面优势显著。其中，吴中支行或是营业

部单年的绿色信贷余额几乎几倍于昆山农商银商和苏州农商银

行的数据。 

表 2  部分银行机构绿色信贷余额数据（单位：亿）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昆山农商银行 
    

17.76 21.87 



— 7 —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苏州银行 23.53 46.65 78.09 113.18 178.94 
 

苏州农商银行 
 

13.29 21.46 28.79 36.95 
 

建设银行 
   

482.38 757.03 
 

数据来源：根据调研收集数据整理所得 

表 3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部分网点 2021、2022 年绿色信贷余额数据 

机构 营业部 新区 园区 吴中 相城 

2021 年绿色信贷余额（亿） 53.49 26.61 42.07 56.81 25.87 

2022 年绿色信贷余额（亿） 69.54 55.98 64.06 71.34 38.94 

数据来源：根据调研收集数据整理所得 

各大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推出创新性的绿色信贷产品。建设银

行苏州分行与苏州工业园区企业发展服务中心签署“绿色智造贷”

合作协议，于 2019 年 5 月成功为苏州东吴热电有限公司申报 2500

万元授信支持，同时于 2021 年制定小微企业“绿色设备贷”产品

办法，致力于解决中小企业购臵绿色设备融资困难问题；南京银行

苏州分行创新性建立“银企担”风险共担模式，与苏州融创科技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一同为苏州工业园区半导体、生物医药、先进装备

制造等产业内的优质中小微科技企业提供贷款支持；浙商银行苏州

分行与某融资担保公司合作推出货运企业“油改电”货车贷集群项

目，截止 2021 年 6 月共发放了 441 笔“新能源货车贷”，该项目

于当年 10 月荣获“绿色金融品牌奖”；昆山农商银行以化学需氧

量2吨/年排污权为抵押，于2021年向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发放4100

万元排污权抵押贷款，是昆山市金改区首笔创新性的排污权抵押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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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后于 2023 年创新出台“光伏贷”产品，积极支持企业分布式

光伏发电项目建设；浦发银行苏州分行为滁州隆乐新能源有限公司

发放了全国首笔碳中和挂钩贷款，创新采用了“挂钩”模式——贷

款利率与项目对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贡献程度挂钩；苏州农商银

行创新性采用“排污权其他担保”的组合担保模式，为吴江一家纺

织印染有限公司发放 1200 万元排污权抵押组合贷款。 

2) 绿色债券 

苏州绿色债券市场起步较早、不断扩容。随着《江苏省绿色

债券贴息政策实施细则（试行）》、《绿色债券支持目录（2021

年版）》、《关于苏州市绿色低碳金融改革创新工作的意见》等

政策的出台，银行业金融机构、企业等主体积极参与绿色债券市

场，丰富了绿色债券品种、增强绿债市场活力。从下表来看，银

行业金融机构是发行绿色债券的主力军，发行时间集中于 2020 年

以后，债券募集资金所投项目分布于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

业、清洁能源产业、生态环境产业、基础设施绿色升级等领域。 

表 4  银行业金融机构和企业所发行的部分绿色债券情况 

机构 时间 内    容 

建行苏州分行 2021 

成功为评级 AA 的苏州科技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在银行间市场发行 2

亿元绿色永续中期票据，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绿色建筑项目新一代信

息技术产业园建设。本期债券是江苏省首单绿色永续票据，也是苏州

建行落地的首单绿色债券。 

苏州银行 

2020 
助力苏州当地三家民营企业发行绿色公司债共计 1.6 亿元，专项用于污

水废水处理、清洁交通项目建设及防控疫情所需的绿色环保材料生产。 

2021.1 
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 10 亿元人民币绿色金融债券，募集资金

专项用于支持中长期绿色项目，为绿色项目提供低成本的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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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 时间 内    容 

2022.5 

苏州银行作为主要投资者，推动全国首单绿色碳中和科技创新债 GC

永钢 K1 在上交所成功发行，发行规模 1 亿元，募集资金应用于科创

升级的碳中和项目——80MW 超高温亚临界煤气发电项目。 

2022.9 

成功参与落地中方财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

开发行碳中和绿色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项用于中方财团旗下能源板

块的海上风电项目。 

2023 

发行 30 亿绿色金融债券，募投项目包含建筑垃圾综合利用项目、余

热利用项目、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太阳能发电装备制造项目、高标

准农田建设项目、景区生态环境修复和绿色建筑项目等 7 个项目类

别。 

南京银行苏州分行 2023.5 

独家承销的江苏省首单绿色与乡村振兴双贴标债务融资工具——太

仓某有限公司 2023 年度第一期绿色中期票据（乡村振兴）成功发行，

发行金额 1 亿元，募集资金专项用于太仓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该项目

完成后将有效改善太仓水环境质量。 

昆山农商银行 2022.10 

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簿记发行昆山金改区首单绿色金融债券，

本次债券的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10 亿元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人民银行

等三部委联合发布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 年版）规定

的污水处理、绿色建筑等绿色产业项目。 

浦发银行苏州分行 
2021 

上半年 

为苏州水务集团主承销苏州首单国资国企绿色债券，发行金额 2 亿

元，募集资金将用于苏州“白洋湾浑水管改造项目”和“相城水厂二

期工程”建设。 

苏州农商银行 2021.3 
成功投资江苏省首单“碳中和”绿色债券——苏州苏高新集团 2021

年第一期中期票据（碳中和债），中标金额 4,000 万元。 

中国银行苏州分行 

2017.10 

与中银国际证券共同推动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期绿色公募

公司债券正式发行，是苏州地区首只绿色公募债，债券首期金额为 1

亿元。 

2021.3 
中国银行苏州分行作为独家主承销商及簿记管理人，为苏州苏高新集

团有限公司成功发行江苏省内首单“碳中和”债券。 

2022 
苏州中行成功发行 3.5 亿元绿色债券，用于支持太湖国家湿地公园保

护和运营，期限 3 年，票面利率 2.65%。 

张家港农商银行 

2021.3 

成功参与投资苏高新集团发行的江苏省首单“碳中和”绿色债券，该

期票据募集资金拟投的绿色建筑项目为苏州本地优质企业实现节能

减排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 

2022.11 

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绿色金融债券”，债券发行总规模为人民币 10亿元，募集资

用于投放《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年版）》所规定的项目。 

苏州工业园区国企

中方财团 
2021.8 

成功注册 10 亿元碳中和绿色公司债，募集资金专项用于中方财团旗

下能源板块的风力和光伏发电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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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 时间 内    容 

苏州高新区管委会

直属国有独资企业

苏高新集团 

2021.3 
成功发行我省首单“碳中和”绿色债券，发行规模 2 亿元，期限 3 年，

票面利率 3.5%，对应支持的产业板块为绿色建筑项目。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 
2017.11 

于 2017 年 11 月 3 日完成 2017 年度第一期绿色中期票据的发行（债

券简称：17 东华能源 GN001），发行金额为 6 亿元。 

数据来源：根据网络公开信息整理所得 

3) 绿色保险 

绿色保险政策方面，苏州市目前出台了《苏州市银行业保险

业绿色金融服务自律公约》、《关于健全苏州银行业保险业绿色

金融服务自律机制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规范保险业绿色金

融业务发展。 

绿色保险产品方面，相较于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其业务量

较小、产品种类也不多。2021 年，苏州人保财险新区支公司签出

全省首单绿色建筑性能责任保险，约定若投保项目未达到绿色星

际标准，保险公司将承担后续绿色改造费用或货币补偿费用。同

年 12 月，青浦、吴江、嘉善河长办与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吴江中心支公司联合签署了《太浦河“水质无忧”项目协

议》，创新建立太浦河水质无忧保险项目，目的是保障太浦河水

质安全。2023 年，吴中区金庭镇与中国太保产险吴中支公司正式

签署生态绿色环境救助责任保险合同，赔偿限额达 500 万元人民

币，是全省首单生态绿色环境救助保险。 

三、多方聚力共同推动苏州绿色金融市场发展 

一是进一步细化政策框架，推动更多具体性实施准则、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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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和规范的出台。目前，苏州所出台的绿色金融政策，包括《关

于苏州市绿色低碳金融改革创新工作的意见》、《苏州市金融机

构绿色低碳转型金融服务中心建设方案》等都属于总体性的制度

设计，搭建的是较为粗略的苏州绿色金融发展框架。因此，一方

面要推动更多具备实操性的、具有针对性的、鼓励市场发展的实

施准则的出台，例如，北京市的《“两区”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开

放发展行动方案》和深圳市的全国首部绿色金融领域法律法规《深

圳经济特区绿色金融条例》等，通过政策激励吸引更多资本进入

绿色金融领域，实现绿金市场的进一步扩容。另一方面，相较于

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城市，苏州作为地级市在政策推动方面具备

一定局限性。基于此，银行业金融机构也要自发性地推出绿色金

融相关行业标准和规范出台，强化自身作为市场参与者的优势，

“自下而上”推动绿色金融市场规范化发展。 

二是丰富绿色金融相关产品和服务，撬动更多资本参与绿色金

融市场。苏州在发行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这些创新性产品支持本地绿色产业和项目发展，拓宽了融资渠道、

降低了融资成本。然而，绿色金融产品主要集中于绿色信贷和绿色

债券，绿色保险业务规模相对较少，缺乏绿色基金、碳金融衍生品、

环境权益交易产品等品类，产品创新和市场发展仍有较大的提升空

间。未来，要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持续丰富绿色信贷产品和绿色保

险产品，同时鼓励政府、企业和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发行绿色债券，

探索建立绿色基金，积极参与环境权益交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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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强化银行业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合力打造市级绿色金

融服务平台。其一，绿色金融市场发展的其中一大难点是资金和

项目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一方面银行业金融机构掌握

大量的资金，另一方面大量绿色项目需要资金支持，然而两者之

间缺乏对接平台和信息共享。其二，各机构“单打独斗”的模式

无法支持需要大资金量的绿色项目，且承担较大风险，在此情况

下，机构之间通力合作的“风险共担”模式具备更显著的优势。

因此，推动建立一个能够实现企业环境信息、绿色项目资源、银

行绿色金融产品信息等数据共享的平台，有助于进一步扩大苏州

绿色金融市场规模，促进市场规范化发展。 

 

（作者系太湖智库课题研究员，本报告系 2023 年度苏州市社

会科学基金项目（应用对策类）“苏州绿色金融发展路径研究”

（Y2023LX176）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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