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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金融理论研究评述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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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低碳经济的发展衍生了碳金融的发展，碳金融也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随着低碳经济
的深化发展，国际碳金融市场规模化和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商业银行的碳金融业务也不断创新、拓展，国

内外对“碳金融”概念及属性的认识正在逐步趋向科学化和系统化。相对于碳金融实践而言，目前碳金融的

理论研究存在明显的滞后性，尚未形成一套系统理论体系，实证方面的研究也较少，快速发展的碳金融业务

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撑。我国的碳金融理论研究落后于发达国家，应进一步深化对碳金融理论内涵和外延的

认识，在科学总结全球碳金融实践一般规律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构建一套符合国情的、为碳金融可持

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的理论体系，并增强对局部和微观碳金融领域的专题性研究，建立科学合理的碳金融

风险控制指标、评价、预警与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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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气候变化是人类发展的主要挑战之一，近几年

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加剧和大众对生态环境关注

度的提高，发展以限制温室气体排放为目标的低碳

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共识。低碳经济（Ｌｏｗ
ｃａｒｂ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ｙ）这一概念最早见于２００３年英国政
府发布的能源白皮书《我们的未来：创建低碳经

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二氧化碳排放为特征

的绿色发展模式。此后，低碳经济引起国际社会的

高度关注，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经济决定金融，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需要

发展相应的金融业务，如为碳排放权交易提供融

资、理财等，这就是碳金融业务。低碳经济的发展

不仅催生了低碳金融的发展，而且需要低碳金融的

加快发展反过来支持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

低碳经济和碳金融已成为时代发展潮流的现实背

景下，传统的金融制度与发展理念需要改变，金融

体系也需要调整，以适应低碳经济发展的客观需

０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１０７；修回日期：２０１２１２１２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０９ＹＪＣ７９０２２３）

重庆市社科基金项目（２００９ＪＪ０９）
西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ＳＷＵ１００９００２）

　作者简介：王定祥（１９７２—　），男，重庆云阳人；教授，管理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在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任教，主要从
事金融学、宏观经济等研究；Ｔｅｌ：０２３６８２５０６９３，１３８８３５３２９１９，Ｅｍａｉｌ：ｗｄｘ６１８８＠１２６．ｃｏｍ。
琚丽娟（１９８７—　），女，山西晋城人；硕士研究生，在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学习，主要从事金融理论
与政策研究；Ｔｅｌ：１５８２６１６３１１３，Ｅｍａｉｌ：４０８４９７５２２＠ｑｑ．ｃｏｍ。



要。随着低碳经济和碳金融的快速发展，学术界对

碳金融发展理论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本文

将全面回顾碳金融理论研究进展，系统归纳和评介

碳金融理论研究的方法和内容，并展望碳金融理论

研究的趋势，以期为碳金融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研

究提供参考。

二、碳金融的概念及属性

“碳金融”是指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并服务

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一切活动，这是现代金融根

据环境金融与绿色金融延伸出来的最新提法与发

展方向。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为了降低日益恶化的环
境问题对人类生存的负面影响，国外经济学者试图

从经济理论的角度对环境问题进行思考。而金融

作为现代经济的中心，如何利用“金融”手段解决环

境问题也就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由此“环境金

融”便应运而生。最先提出“环境金融”概念的是

Ｓａｌａｚａｒ（１９９８），之后 Ｃｏｗａｎ（１９９９）、Ｊｅｕｃｋｅｎ（２００１）、
Ｌａｂａｔｔ等（２００２）分别从不同侧重点对环境金融进
行了阐述：Ｃｏｗａｎ（１９９９）侧重对环境经济和金融双
方互利的角度进行界定，认为环境金融是环境经

济和金融学的交叉，其既为发展环境经济提供了

各种资金融通的途径，同时又能从环境经济发展

中获益；Ｊｅｕｃｋｅｎ（２００１）侧重对环境与金融关系的
演变过程进行解释，在对银行业与可持续发展关

系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将银行业对待可持续发展

的态度分为抗拒阶段、规避阶段、积极阶段、可持

续发展阶段四个阶段；Ｌａｂａｔｔ等（２００２）在《碳金
融》一书中侧重从环境金融产品的角度对环境金

融进行表述，认为环境金融是以市场为基础，以提

高环境质量、降低环境风险为目标而设计的金融

产品。２００３年，英国政府在其能源白皮书中首次
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加上《京都议定书》中

市场机制的设计使原本是免费环境资源的“温室气

体减排量”商品化，从环境金融应对气候变化方面

延伸出的“碳金融”概念便应运而生，并得到众多学

者的广泛关注。

碳金融是指建立在《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的，为

温室气体减排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的机制（Ｍｅｉｊｅｒ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这是一个比较广泛、抽象的概念。世界银
行对碳金融概念的界定则显得相对狭隘，认为碳金

融是提供给温室气体减排量购买者的资源。随着

低碳经济的发展，碳金融已经超出了减排量购买的

范畴。Ｌａｂａｔｔ等（２００７）在前人的基础上对碳金融的
内涵进行了梳理和拓展，认为碳金融是环境金融的

一个分支，探讨与碳限制社会有关的财务风险和机

会，提供和应用市场机制转移环境风险和促进环境

目标的实现。总的来讲，碳金融是指在碳排放受限

制约束的情况下，在一个排放二氧化碳及其他温室

气体必须付出代价的世界中所产生的金融问题以

及解决气候变化的金融方法和工具。可见，“碳金

融”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可以把通过金融工具

转移环境风险并实现环境目标的碳约束行为视为

狭义的碳金融，而将所有应对气候变化的市场解决

方式定义为广义的碳金融。

随着国内低碳经济的兴起以及受国外碳金融

理念的影响，碳金融研究成为近几年国内学术界关

注的热点。国内一些学者在相关著作中引入了“环

境金融”的概念。部分学者，如孙洪庆（２００２）、熊学
萍等（２００４）还用“绿色金融”“生态金融”来表示金
融业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其内涵与“碳金融”

一词有异曲同工之处。王宇等（２００８）从碳金融对
环境意义的战略高度出发对“碳金融”进行了概括，

认为碳金融是金融体系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机制

创新，其具有减排的成本收益转化功能、能源链转

型的资金融通功能、气候风险转移功能和国际贸易

投资促进功能四个方面的功能。吴玉宇（２００９）和
曾刚等（２００９）对“碳金融”概念的观点基本相似，认
为凡是服务于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以及与之相关

的金融活动都可以称之为碳金融。张明糰（２０１０）
对碳金融概念的界定比较全面，认为碳金融是指与

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有关的金融活动，包括相关金融

制度设计、金融交易和中介行为，通过金融活动和

金融工具使有限资源投入低碳经济，促进低能耗、

低排放、低污染的绿色经济发展。目前“碳金融”在

学术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概念界定，而本文比较认

同的是郑扬扬（２０１２）的观点，其在借鉴国内外已有
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碳金融”定义为以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为目的的各种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交易

活动，主要包括碳排放权及其衍生品的交易和投

资、低碳项目开发的投融资以及其它相关的金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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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活动。

在对碳金融概念进行界定的同时，国内学者还

对碳金融的特殊属性进行了探讨，目的是为了进一

步明确其与传统金融的本质区别。碳金融以碳排

放量的交易为核心，它不仅具备在交易中形成的商

品属性，而且金融在商品市场中的流通使其逐渐由

商品属性向金融属性过渡。从对碳金融的内涵界

定可知，碳金融实质上是“碳交易 ＋金融属性”，碳
排放权具有准金融属性，而且可以进一步衍生为具

有投资价值的金融资产，通过对碳金融收益的追逐

可以带来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易霞仔等（２０１２）认为碳金融是社会属性、准金融属
性和商品属性的集合体，其社会属性体在于其与金

融衍生产品类似，是在碳排放交易机制下产生的旨

在通过碳交易来转移风险的一种金融性碳契约；其

准金融属性不仅在于以碳排放权为载体的碳金融

具有货币性，而且碳交易以及低碳生产方式也凸显

出了其“准金融的属性”；其商品属性则在于其成本

收益的负相关性、依靠市场的价格信号形成对资金

的融通功能以及对环境风险的转移和分化。娄欢

欢（２０１１）从法律的角度对碳排放权的特殊性进行
了分析，指出碳排放权在法律意义上成立的实质在

于，无论个人还是企事业法人单位，为了自身生存

发展需要而对温室气体进行排放的行为，是通过法

律拟制而获得的对环境容量使用的一种特殊的用

益物权，这种权利必须通过合法途径并在国家公权

力的许可下获得；之后，碳排放权人必须在法律规

定范围内行使被授予的排放权能，超出规定权限将

受到法律的惩罚。乔海曙等（２０１１）研究认为，碳排
放权实质是一种新的金融形式，不仅具有金融资产

属性，而且具有金融资源和金融功能属性：金融资

产属性体现在碳排放权的“准货币化”特征、碳排放

权作为金融资产的特殊性和广泛性等方面，金融资

源属性体现在其具有稀缺性和战略性两方面，而金

融功能属性主要体现在其特殊的减排成本内部化

和最小化、产业链低碳转型、气候风险转移和分散

功能三方面。

从以上对碳金融概念及属性的研究可以发

现，学界对“碳金融”概念提出的逻辑起点以及对

这一事物认识的成熟度和完善性上存在差异，尽

管他们在概念表述、研究角度上各不相同，但普遍

认为，碳金融是金融领域服务于温室气体排放的

一种金融创新活动，为缓减气候变暖、实现可持续

发展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途径，可见其本质是一致

的。低碳金融属性的研究是对碳金融内涵的进一

步延伸，同时，将低碳金融与传统金融划清了界

限。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国内外对“碳金融”概

念及属性的认识正在逐步趋向科学化和系统化，

这将为未来碳金融理论的深入研究奠定坚实的认

识基础和理论前提。

三、碳金融发展的理论基础

１．“绿色金融”理论
２０世纪以来，环境气候的变化严重威胁到人类

的生存和发展，尤其在现代社会经济领域，金融对

资金和社会资源起到了“绿色配置”的作用，这将大

大促进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绿色金融”不仅要

求将环境保护观念引入金融机构内部，而且更加强

调金融业为解决环境污染、为环境产业的发展提供

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的支持，它成为环境保护与金

融之间的绿色桥梁。Ｊｅｕｃｋｅｎ（２００１）在《金融可持续
发展与银行业》中分析了金融业与可持续发展的关

系，强调了银行在环境问题上的重要性。Ｇｒａｄｅｌ等
（２００４）把金融与环境保护关系的研究推向了一个
新阶段，他们在《产业生态学》中系统研究了金融与

环境保护的内在联系，从产业与环境的视角把金融

作为一种服务业纳入服务业与环境保护的理论框

架中，以至于最终成为学者们研究碳金融发展的一

个重要理论基础。

２．气候风险管理理论
气候环境的变化不仅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

展，Ｌａｂａｔｔ等（２００２）认为，气候变化同样也会给企
业、金融服务业、投资者带来风险，他们将其称为气

候风险。从企业层面来讲，气候风险主要包括企业

因不遵守气候法规而遭遇法律诉讼的法律风险，而

且如果忽视与碳排放有关政策、产品和生产程序等

将面临声誉风险。碳排放限制政策随着气候的变

化而不同，而不同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也不

同，将会影响到其资产和资本的支出，进一步使其

面临市场竞争风险，如何应对气候风险和增强对气

候风险的管理成为摆在众多企业面前的一大难题。

同时，他们的研究表明，尽管不同企业受到气候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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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的影响程度不同，但是要想转移气候风险必须通

过碳金融市场这个载体来管理和解决。随着气候

风险已经成为影响金融业进行投资决策的重要因

素，气候风险管理理论便成为碳金融发展的重要理

论基础。

３．外部性理论
外部性最早源于马歇尔所著《经济学原理》中

的“外部经济”概念，其包括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

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温室气体的减排和全球环境质

量的改善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容易给对社会

造成一定负外部性的传统企业带来“搭便车”的机

会，使私人成本不能完全内生化。针对这种外部

性，特别是负外部性，科斯基于市场机制下的外部

性理论为合理的碳减排提供了方法上的指导，经济

活动主体拥有排放一定污染物的权力（即人均排放

权），在该碳排放产权清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

碳排放权交易、碳基金等业务手段，可以在达到碳

减排目的的同时使外部成本内部化。Ｂａｒｒｅｔｔ（１９９８）
指出，各地碳减排成本的不同意味着《京都议定书》

下的减排机制能督促全球碳减排分配产生效益。

但是，不同企业由于自身创新能力不同，应对环境

问题将对其成本收益产生较大的影响，对于能够通

过创新将多余的碳排放指标在全球范围内交易并

从中赢利的企业来说，外部成本内在化是其减排的

兴趣所在。企业的经营目标不仅要追求自身经济

效益，还要注重社会效益，这样企业才能保持长期

竞争力。Ｓｃｈａｌｔｅｇｇｅｒ等（２０００）对企业环境管理投资
与其金融利益相关者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

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企业承担社会责

任既有利于自身，也有利于金融利益相关者获得发

展优势，于是碳减排交易便在该理论的基础上得以

产生和运用。

以上理论研究不仅廓清了碳金融发展的理论

基础，而且也为全球碳金融的实践与发展提供了重

要的理论指导，但是与目前碳金融应用层面的研究

相比还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因此，未来碳金融理论

的发展应与实践应用同步前进，并指导碳金融实

践。同时，碳金融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是综合

了环境经济学、金融学、社会学、法学等多种学科的

交叉学科。因此，在未来的理论研究过程中不能孤

立进行，要在借鉴其它学科知识和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使碳金融理论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四、碳金融市场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

碳金融的发展离不开碳金融市场的有效运行，

创新和发展碳金融市场不仅是碳金融理论研究的

重要内容，更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绿色经济

的重要内容和途径，同时还关系到金融体系的重构

和金融产业的优化升级。目前，世界各国正在积极

建立碳金融市场体系，旨在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实现

碳减排目标。国外碳金融市场已经具有相当规模，

学界对碳金融市场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骆华等（２０１０）对国际碳金融市场的发展现状进行
了研究，自２００５年《京都议定书》以来，国际碳金融
市场的交易额由 ２００５年的 １０９．９０亿美元上升到
２００９年的１３６０亿美元，年均增长１８４．６％。世界
银行预测，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全球碳交易规模每年可达
到６００亿美元。

碳交易额的迅猛增长使碳金融市场结构的划

分变得不可或缺。张小艳（２０１２）按照碳信用来源
不同，将其分为配额型交易市场和项目型交易市

场。配额型市场包括国际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下的

配额交易（ＡＵＵ）市场、区域性碳减排机制下的配额
交易市场、自愿减排交易机制下的配额交易市场三

个层次；项目型交易市场包括清洁发展机制下的核

证减排单位（ＣＥＲＳ）交易和联合履行机制下的减排
单位（ＥＵＲ）交易。Ｈａｍｉｌｔｏｎ等（２００８）根据交易主
体减排义务是否具有强制性，将碳信用市场分为规

范市场和自愿市场两种类型，其中规范市场要受到

国际、国内或区域性的强制性法规的限制①；而自愿

市场不受强制法规的束缚，因此可供交易的碳信用

也相对比较广泛，除了在规范市场交易的碳信用形

式外，未经核准的减排量（ＮＥＲｓ）、经核实的减排量
（ＶＥＲｓ）以及预期减排量（ＰＥＲｓ）都可在自愿市场进
行交易。从碳交易所的全球分布结构看，李瑞红

（２０１０）认为国际上大部分碳交易所为发达国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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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京都议定书》下的ＡＡＵｓ、ＥＲＵｓ及ＣＲＵｓ都可在规范市场进行交易。



控制，而发展中国家所占比重较小①。乔海曙等

（２０１１）研究认为，碳交易市场与一般金融产品市场
类似，存在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之分：一级市场涉

及排放权的初始分配，即产品产生核准阶段；二级

市场是指初始分配后的自由交易市场，主要涉及以

初始分配为基础的产品的交易流通阶段。

金融市场的组成要素是市场发展的基础，全球

碳金融市场规模的扩展以及结构变迁为进一步探

索碳金融市场相关要素提供了条件。市场参与主

体是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要素，其发展规模和类型

的多元化是衡量碳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的主要标

志②。刘英等（２０１０）按照交易目的的不同将碳金融
市场参与主体分为通过期货买卖来规避风险套期

保值且有减排任务的企业、通过碳金融产品价格的

涨跌进行贱买贵卖的纯粹的投机者、作为中介代表

的期货公司和保障碳市场规范运作的监管主体等。

林永生等（２０１２）根据参与主体功能的不同，将国际
碳金融市场的参与主体分为供给方、需求方和中间

商三类：供给方包括转型和发展中国家以及拥有多

余碳排放配额的发达国家；需求方包括资源减排市

场的买方以及在《京都议定书》下承担减排任务的

政府；中介商主要是指从发展中国家买入经核准的

减排单位，然后将其在交易所卖出实现套利的中介

机构。

碳金融产品作为市场交易的物质载体，在碳金

融市场的不断拓展中走向多元化和复杂化，由初期

的以配额市场中的碳排放配额和项目市场中的核

证碳减排量为主的原生产品交易，向以碳排放权为

基础的碳远期、期货、期权、掉期等为主的衍生产品

的方向发展③。碳金融产品的多样化在最大限度满

足不同企业和金融机构需求的同时，也大大地活跃

了碳金融市场，激发了碳交易市场的生机和活力。

然而，碳金融产品种类的创新对产品的市场定价也

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因此，厘清影响碳金融产品价

格的因素，并构建一套完整的包括定价、核证在内

的价格体系，成为西方学者关注的重要内容。

Ｗｉｌｆｒｉｅｄ（２００７）等将碳市场中的碳配额看做是一项
稀缺的输入变量，认为 ＥＵＥＴＳ碳配额价格将在很
大程度上受能源和气候变化的影响。Ｍａｎｓａｎｅｔ
（２００７）则持不同的观点，其通过对碳配额日价格的
变动观察发现，能源资源是决定碳配额价格的主要

因素，而气候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会对其产生影

响。Ａｌｂｅｒｏｌａ（２００８）等人指出，ＥＵＡ现货价格不仅
受错误预测能源价格的影响，而且与未预计到的温

度变化也有关。刘英（２０１０）认为，碳价格在与能源
市场价格存在较强关联性的同时，主要由市场供求

关系决定。Ｄａｓｋａｌａｋｉｓ（２００９）和 Ｐａｕｌ（２０１０）分别通
过蒙特卡洛法和扩展的带有跳跃性的几何布朗运

动模型对欧洲碳期权定价和欧盟碳排放权的现货

价格进行了研究，前者肯定了模型的有效性，后者

得出了碳信用现货价格具有跳跃性和非平稳性特

征的结论。Ｃａｍｏｎａ（２００９）等学者利用竞争性随机
模型对碳配额价格的形成及驱动机制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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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国外已形成了欧盟排放贸易体系（ＥＵＥＴＳ）、芝加哥气候交易所（ＣＣＸ）、亚洲碳交易所（ＡＣＸ）、欧洲能源交易所（ＥＣＸ）等
近２０多个交易所；而我国自２００９年山西吕梁、湖北武汉、浙江杭州、云南昆明等一系列交易所相继成立以后，碳交易体系才粗
具雏形。

参与主体的变迁是市场结构变化的表现。在碳金融发展初期，我国市场参与主体主要是在政府鼓励下的一些金融机

构，结构较为单一，市场发展缺乏动力。之后，随着人们对碳金融认识的不断深化，政府、国内外商业银行、保险机构、风险投资

公司以及基金等都参与到碳金融市场的交易中来。参与主体规模的日渐扩大和种类的日趋丰富，在提高碳金融市场运行效率

的同时，也为各类市场主体进行投融资提供了一种科学化的平台。

原生产品主要是以ＥＵＡ（即欧洲碳排放配额）、ＡＡＵ（即ＵＮＦＣＣＣ附件Ⅰ缔约方国家间协商确定的排放额）为主的配额
市场中的碳排放配额和ＣＥＲ（即核证减排量）、ＥＲＵ（即联合履行机制允许的附件Ⅰ国家通过投资项目的方式从另一附件Ⅰ国
家获得的减排量）为主的项目市场中的碳核证减排量。２００５年欧洲能源交易所（ＥＥＸ）碳排放权期货市场的建立，标志着以碳
排放权为基础的碳金融衍生产品的正式问世。随后Ｕｈｒｉｇ（２００６）和Ｗａｇｎｅｒ（２００６）提出了一种标准化的期权产品设计方案，旨
在通过向市场引入一种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期权工具来达到规避风险、实现收益最大化的目的。王留之等（２００９）针对国内碳
交易市场中企业开发ＣＤＭ项目融资难的问题，提出进行金融创新的计划，推出了银行类碳基金理财产品、融资租赁、保险业务、
信托类碳金融产品、私募基金、碳资产证券、碳交易保险、以ＣＥＲｓ收益权为质押的贷款等八种创新产品。目前，在国际金融机
构提供的碳金融产品中，比较成熟的包括绿色贷款、互换合约、环保期货、环保基金、碳交易保险、巨灾债券以及基于减排信用

设计的金融产品、天气衍生产品等。目前，远期、期权在国际碳金融市场中的交易数量和金额已经远远超过基础产品成为最主

要的交易工具。



结论显示，模型的解服从最优随机控制理论。为了

检验碳配额价格与相关动态因子之间的相关关系，

Ｂｅｎｚ等（２００９）、Ｃｈｅｖａｌｌｉｅｒ（２００９）采用马尔科夫机制
转换和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以及非对称的

ＧＡＲＣＨ模型对不同阶段碳排放配额的短期现货价
格与收益的波动行为、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进

行了分析。总体上看，目前在碳金融产品定价的研

究上还处于初级阶段。

全球碳金融市场在近几年得到了迅猛地发展。

但由于目前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尚未完全统一，各

类碳金融衍生产品层出不穷，加之市场管理规则的

千差万别，伴随而来的是碳金融市场交易的高风险

和低效率并存。因此，加强对碳金融市场的管理不

仅对碳金融市场参与主体来说至关重要，而且也是

未来全球碳金融市场能够持续稳步健康发展的关

键。林立（２０１２）选取国际碳金融市场中最具代表
性的期货市场，以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的 ＥＣＸ期货合约
为样本数据，研究了其在不同市场收益率和不同投

资时间影响下的风险状况，认为碳金融市场存在系

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而且通过对２００６—２００７
年和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两个时间段的比较，发现碳金融
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比较平稳，而非系统性风险在逐

渐减小，说明国际碳金融市场正在逐步趋于规范

化。一些国外学者分析了清洁发展机制（ＣＤＭ）项
目存在的风险以及风险管理的方法，认为ＣＤＭ项目
存在基准线风险、政策风险、项目风险、市场风险、

信用风险、政治风险以及名誉风险７大类风险，而风
险管理的原则是将风险指定给最有能力承受它的

一方。还有些学者，如 Ｂｌｙｔｈ（２００９）和 Ｌｉ等（２０１１）
通过实证的方法将影响碳金融的相关因素引入模

型来研究风险管理，前者引入政策因素和技术成本

研究碳信用价格的风险管理；后者通过层次分析方

对影响碳金融的相关因素（如工业发展背景、市场

结构、商业发展状况以及基础设施等）进行实证，认

为建立一个完整的碳金融评估体系是中国市场解

决碳金融风险的一个迫切任务。尽管在市场经济

体制下，碳金融的发展主要以市场为基础，但市场

不是万能的，多数情况下存在资源配置失灵现象。

张晓春等（２０１１）把碳金融市场无法有效运行的原
因分为价格非理性波动、市场垄断和非法经营，而

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强化政府监管，政府监管

是克服“市场失灵”引发多方风险的有效手段。卢

现祥等（２０１１）针对我国企业减排动力不足带来的
问题，从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入手分析了政府职能

与企业减排之间的关系，建议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来

激发企业的内在动力。

毋庸置疑，碳金融市场的风险监控至关重要，

但其效率的管理也不容忽视。碳金融市场作为一

个新兴市场，不完全竞争性以及大量不合理和非有

效因素的存在成为其高效运行的障碍。除此之外，

目前全球碳金融市场呈现出区域性竞争发展的特

征，空间上的分割以及地区性排放额分配政策的差

异，增加了碳金融市场的监管成本，降低了碳金融

产品交易的效率。可见，优化碳减排量在空间的合

理配置，促进碳减排政策在各地区之间的协调配

合，是促进碳交易市场更加有效的重要措施。

Ｍｏｓｌｅｎｅｒ（２００４）和Ｓｔｒａｎｌｕｎｄ（２００７）都强调了监管在
碳金融市场效率提高中的重要性，前者通过一个交

互模拟模型对ＥＵＥＴＳ成员国碳排放额分配方案进
行各种设计，认为减少管制成本以及资源在转移过

程中的浪费可以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Ｄａｓｋａｌａｋｉｓ
（２００８）和 Ｍａｒｋｅｌｌｏｓ（２００８）运用现货和期货市场的
部分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论表明政府对短线投资

和碳配额融资的限制将带来碳交易市场的弱有效

性。Ｖｒｎｏｋｕｒ（２００９）也对 ＥＵＥＴＳ施加配额融资和
申请的限制提出反驳意见，认为提高碳交易体系的

效率必须解除限制并增加信息公开的透明度。

总之，碳金融市场的产生是碳交易达到一定程

度的产物，与碳交易存在密切的关系。通过国内外

研究对比发现，国际碳金融市场规模化和国际化程

度不断提高，在市场参与主体、碳金融产品种类及

其定价、市场风险识别和管理上都已经比较成熟；

而我国碳金融市场由于多种阻碍因素的存在还停

留在初级阶段，市场结构、运行机制和风险管理体

系都不完善。可见，在结合中国特殊国情的基础

上，借鉴国外已有理论成果促进我国碳金融市场的

进一步发展将任重道远。

五、商业银行业务创新：碳金融业务

随着碳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服务于碳排放的

碳金融业务蕴含着巨大的商机，于是国内外商业银

行也纷纷进军碳金融领域并顺势展开了与此相关

的金融创新，开发和引进碳金融产品与业务，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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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学界的广泛注意①。从国内来看，商业银行作为

我国金融体系主体和经济资源配置的核心，开拓和

创新碳金融业务有利于自身经营战略的转型和综

合竞争力的提升。据相关调查研究发现，我国商业

银行在低碳信贷业务范围、信贷方式等方面进行了

创新性探索，而且个别银行还开发了与碳排放挂钩

的理财产品业务，开发了低碳信用卡等。然而，李

东旭等（２０１１）却对我国商业银行碳金融业务的进
展现状提出了担忧，认为国内商业银行还没有深入

到碳金融业务的核心部位，目前涉及领域多是节能

减排项目等绿色信贷，相关领域项目的业务能力严

重不足，在碳掉期交易、碳证券、碳期货、碳基金等

各种碳金融衍生品的创新上更难以与国际金融机

构抗衡，面临着全球碳金融市场带来的严峻挑战，

而市场和政策瓶颈以及缺乏成熟的交易制度、交易

场所和交易平台是其重要原因。Ｚｏｕ等（２０１１）指
出，我国商业银行目前启动碳金融业务存在很多不

利因素和较大的风险性，如我国商业银行专业知识

和组织机构的缺乏以及正在发展中的中介市场的

限制等，并且从商业银行自身和政府的角度提出了

促进商业银行开展碳金融业务的具体途径。杨小

玲（２０１２）认为我国低碳经济发展面临金融支持困
境，其中企业和金融机构对碳金融、碳交易认识的

不充分是阻碍我国商业银行碳金融业务发展的主

观因素之一②。Ｇａｏ（２０１２）认为我国商业银行碳金
融市场参与度较低的原因不在于其缺乏成熟的碳

交易体系和交易平台，而在于碳金融产品的种类和

创新不足，难以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风险管理和补

偿机制。

制约我国商业银行碳金融业务发展的另一个

重要因素是其高风险性。我国碳金融市场起步晚，

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碳金融业务的开展要涉及环

境、政治、经济、金融领域，它像一把“双刃剑”在为

商业银行带来新的利润空间的同时，也带来了错综

复杂的风险隐患。王留之等（２００９）分别将政治倾
向和经济发展形势不确定性给碳金融业务开展带

来的风险称为“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除此之

外，碳金融衍生工具带来的“操作风险”也是商业银

行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邵伟（２０１０）分别从客户、
股东投资、就业和社会方面对商业银行碳金融业务

风险进行了分类研究：从客户角度来看，碳金融风

险包括环保风险、诉讼风险、公害风险、客户融资中

的债务不履行风险等；从股东投资来看，碳金融风

险表现为碳金融对策失败造成的股价下跌风险、公

司债务等资金筹措成本上升带来的风险等；从就业

角度来看，碳金融风险表现为环保劳动成本的上

升、健康损害的诉讼、内部举报等风险；从社会角度

来看，碳金融风险表现为损害赔偿风险、来自环保

ＮＰＯ（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和 ＮＧＯ （Ｎ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的社会性指责风险。史晓
琳（２０１０）重点研究了发展碳金融业务给商业银行
带来的政策风险和项目风险，认为政策风险作为一

种外生风险来源，是由于政策因素的变化给从事碳

金融业务的商业银行资产安全带来的根本性影响；

而项目风险主要来源于项目从申请到完成较长周

期（最少一年）内的不确定性；这些风险既有内生

的，也有外生的，成为从事碳金融业务商业银行的

主要风险来源。袁艳萍等（２０１２）分析了我国商业
银行发展碳金融业务面临的挑战，认为碳金融市场

主动权的缺失以及国际政策风险、国内政策法律风

险、市场风险和经营风险，是当前我国商业银行发

展碳金融业务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总之，关于发展碳金融业务，国外银行不管是

在思想认识上，还是在产品设计、业务拓展以及风

险管理上都已经进入了较高的发展阶段。而国内

商业银行对碳金融业务的认识还大多停留在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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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从商业银行碳金融业务的进展情况来看，拓展并创新碳金融业务是国外商业银行业务开展的新趋势，而具有高流动和

可操作性的衍生产品已经成为其进军的重点目标，如碳币证券化以及套利工具的开发；此外，基于产业链和生态链的业务拓展

也是其探索的方向（吴俊 等，２０１０）。国际上商业银行可以提供的碳金融服务主要包括：为低碳项目开发企业提供必要的咨询
服务（包括项目规划以及相关材料的准备和报送等）；向低碳项目开发企业提供贷款，并帮助相关企业在获得碳排放权指标后

在国际市场进行交易，甚至可以将碳排放权作为还款来源之一；为产生原始碳排放权的项目开发企业提供担保；在二级市场上

充当做市商，为碳交易提供必要的流动性；研发各种创新金融产品，为碳排放权的最终使用者提供风险管理工具，或者为投资

者提供新的金融投资工具。在低碳经济背景下，低碳理财业务已成为商业银行理财业务创新的方向，史蓉等（２０１１）描述了国
外商业银行在低碳理财业务方面的进展状况。

商业银行作为碳金融的主要参与主体，对碳金融的价值、操作模式、项目开发和碳交易规则尚不熟悉，还处于探索阶段；

许多企业更没有意识到其商机所在，自主参与碳排放交易市场动力不足。



层次，操作技能的落后、外部政策激励机制的缺位

以及法律法规等监管制度的不健全使其与发达国

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可见，推进以银行业为平台

的中国特色碳金融业务的进一步发展是一个系统

性的工程，不仅需要商业银行自身积极主动转变经

营策略并进行大胆的尝试与创新，更需要市场经济

主体以及政策等外部环境的支持与激励，以此适应

碳金融业务与低碳经济互动发展的客观需要。

六、简评与展望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碳金融相关文献进行梳理

和整合，从碳金融的概念及属性、碳金融发展的理

论基础、碳金融市场、商业银行碳金融业务等方面

对碳金融理论研究进展进行了阐述。国外学者在

碳金融领域的研究不仅在时间上领先一步，而且在

研究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上也优于国内。但是，国外

碳金融理论研究依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研究内

容上，碳金融研究尚未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

研究广度和深度还不够；在研究方法上，由于数据

的缺乏以及模型设定、变量选取的难度大，实证方

面的研究还较少，大多以定性分析为主；同时，相对

于碳金融实践而言，碳金融的理论研究存在明显的

滞后性，尤其是快速发展的碳金融业务缺乏足够的

理论支撑。

从国内来看，由于碳金融在我国传播的时间较

短，相关主体对碳金融的认知深度还不够，加之国

内金融制度、金融体系和市场机制等方面与国外相

比还不健全，碳金融在国内的发展还存在诸多障

碍。因而国内学者多从我国碳金融发展的现状、问

题及对策角度对碳金融展开研究，较少涉足碳金融

的系统性理论研究，比如碳金融定价、碳金融运行

机理、风险识别与管理等。因此，要促进我国碳金

融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还需要理论界从以下几方

面加快研究：

第一，深化对碳金融理论内涵和外延的认识。

概念界定是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只有清晰地界定

碳金融的内涵与外延，明确碳金融与传统金融业务

的共性与区别，弄清碳金融发展的经济学属性，才

能正确建构碳金融的理论内容和政策体系。

第二，既需要研究碳金融在国内外发展的客观

实践，从实践中总结碳金融发展的基本规律；又需

要有一定的超前性和预见性，对未来碳金融发展的

趋势进行科学的研判，从而深化碳金融前沿理论的

研究。

第三，既需要总结全球碳金融实践的一般规

律，又需要结合我国碳金融探索的客观实际，构建

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能为促进我国碳金融可持续

发展提供科学依据的理论体系，这是未来我国理论

界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第四，进一步细化研究内容，在正确把握宏观

碳金融发展现状以及问题的前提下，增强对局部和

微观碳金融领域的专题性研究。例如，我国银行业

金融机构是碳金融市场重要的参与主体，加强商业

银行碳金融业务经营管理、碳金融产品定价、碳金

融产品创新的理论研究将是未来碳金融理论研究

的重点和难点。

第五，整合各种风险管理理论，建立科学合理

的碳金融风险控制指标、评价、预警与管理体系，进

而有效防范和化解碳金融风险，促进碳金融与低碳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未来国内外金融理论

界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陈晓春，施卓宏．２０１１．论碳金融市场中的政府监管［Ｊ］．湖南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３）：３９４２．

李东旭，王永红．２０１１．浅析商业银行碳金融发展现状与策略

［Ｊ］．经济研究导刊（１８）：５３５４．

李瑞红．２０１０．对我国发展碳金融的几点思考［Ｊ］．天津经济

（５）：４１４２．

林立．２０１２．低碳经济背景下国际碳金融市场发展及风险研

究［Ｊ］．当代财经（２）：５１５８．

林永生，王雪磊．２０１２．碳金融市场：理论基础、国际经验与中

国实践［Ｊ］．河北经贸大学学报（１）：５４５８．

刘英，张征．２０１０．国际碳金融及衍生品市场发展研究［Ｊ］．金

融发展研究（１１）：７１２．

娄欢欢．２０１１．碳排放权的信托法律制度研究［Ｊ］．中南大学

学报（５）：１５１７．

卢现祥，张翼．２０１１．政府职能转变与企业二氧化碳减排动力

［Ｊ］．当代财经（５）：５１５．

骆华，费方域．２０１０．国际碳金融市场的发展特征及其对我国

的启示［Ｊ］．中国科技论坛（１２）：１４２１４７．

乔海曙，刘小丽．２０１１．碳排放权的金融属性［Ｊ］．理论探索

（３）：６１６５．

史蓉，初昌雄．２０１１．商业银行低碳理财业务研究［Ｊ］．经济论

坛（３）：１６５１６７．

孙洪庆，邓瑛．２００２．对发展绿色金融的思考［Ｊ］．经济与管理

７７

王定祥，琚丽娟：碳金融理论研究评述与展望



（１）：３７３８．

吴俊，林东东．２０１０．国外碳金融业务发展新趋势及其启示

［Ｊ］．商业研究（８）：１２３１２６．

吴玉宇．２００９．我国碳金融发展及碳金融机制创新策略［Ｊ］．

上海金融（１０）：２３２９．

王留之，宋阳．２００９．略论我国碳交易的金融创新及其风险防

范［Ｊ］．现代财经（９）：３０３４．

王倩，李通，王译兴．２０１０．中国碳金融的发展策略与路径分

析［Ｊ］．社会科学辑刊（３）：１４７１５１．

王宇，李季．２００８．碳金融：应对气候变化的金融创新机制

［Ｎ］．中国经济时报（１９）．

熊学萍．２００４．传统金融向绿色金融转变的若干思考［Ｊ］．生

态经济（１１）：６０６２．

杨小玲．２０１２．城市化进程中低碳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困境

研究［Ｊ］．区域金融研究（５）：６５６８．

易霞仔，王震．２０１２．碳金融内涵、属性及其市场影响因素分

析［Ｊ］．财经分析（４）：７９８０．

袁艳萍，蒲丽娟．２０１２．商业银行介入碳金融业务的风险及其

控制研究［Ｊ］．商业研究（１）：１３４１３８．

曾刚，万志宏．２００９．国际碳金融市场：现状、问题与前景［Ｊ］．

国际金融研究（１０）：１９２５．

张明糰．２０１０．对我国碳金融发展的思考［Ｊ］．浙江金融（４）：

８９．

郑扬扬．２０１２．我国发展碳金融的路径选择［Ｊ］．金融理论与

实践（６）：７０７５．

ＡＬＢＥＲＯＬＡ Ｅ，ＣＨＥＶＡＬＬＩＥＲ Ｊ，ＣＨＥＺＥ Ｂ．２００８．Ｐｒｉｃｅ

ｄｒｉｖｅｒｓ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ｂｒｅａｋｓｉ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ａｒｂｏｎｐｒｉｃｅｓ［Ｊ］．

ＥｎｅｒｇｙＰｏｌｉｃｙ，３６（２）：７８７７９７．

ＢＡＲＲＥＴＴＳ．１９９８．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ｔｈｅＫｙｏｔｏ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Ｊ］．Ｏｘｆｏｒｄ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ｏｌｉｃｙ（４）．

ＢＬＹＴＨ．２００９．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ｒｉｓｋａｎｄｐｒｉｃ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

ｃａｒｂ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ｓ［Ｊ］．ＥｎｅｒｇｙＰｏｌｉｃｙ，３７（１２）：５１９２５２０７．

ＣＡＲＭＯＮＡＲ，ＦＥＨＲＭ，ＨＩＮＺＪ．２００９．Ｏｐｔｉｍａｌ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ｃａｒｂｏｎｐｒｉｃ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Ｊ］．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４）：２１６８２１９０．

ＣＨＥＶＡＬＬＩＥＲＪ．２００９．Ｃａｒｂｏｎｆｕ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ｖｉｅｗ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ＵＥＴＳ［Ｊ］．Ｅｎｅｒｇ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３１

（４）：６１４６２５．

ＣＯＷＡＮＥ．１９９９．Ｔｏｐｉｃａｌ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ｅ

［Ｒ］．ＴｈｅＡｓｉａＢｒａｎｃｈ ｏｆｔｈｅ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ｇｅｎｅｙ．

ＤＡＳＫＡＬＡＫＩＳＧ．２００９．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ＣＯ２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

Ｐｒｉｃｅｓａｎｄ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Ｔｒａｄｉｎｇ

Ｓｃｈｅｍ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ａｎｋｉｎｇ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ｅ．

ＤＡＳＫＡＬＡＫＩＳＧ．，ＭＡＲＫＥＬＬＯＳＲＮ．２００８．Ａｒｅ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ａｒｂ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ｓ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Ｊ］．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ＦｕｔｕｒｅｓＭａｒｋｅｔｓ，１７

（２）：１０３１２８．

ＧＡＯ Ｙ．２０１２．Ｔｈｅ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ａｎｄ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ＢａｎｋｓＦａｃｉｎｇＣａｒｂｏ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Ｊ］．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Ｆｏｒｕｍ：１３９１４０．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２００８．Ｆｏｒｇｉｎｇａ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Ｃａｒｂ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ｓ［Ｒ］．Ａｒｅｐｏｒｔｂｙ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Ｍａｒｋｅｔｐｌａｃｅ＆

ａｎｄＮｅｗＣａｒｂｏｎＦｉｎａｎｃｅ．

ＪＥＵＣＫＥＮＭ．２００１．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Ｂａｎｋｉｎｇ：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ｅｃｔｏｒａｎｄ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Ｐｌａｎｅｔ［Ｍ］．Ｌｏｎｄｏｎ

Ｅａｒｔｈｓｃａｎｐｕｂｌｉｓｈ．

ＬＡＢＡＴＴＳ，ＷＨＩＴＥＲ．２００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ｅ［Ｍ］．

ＮｅｗＹｏｒｋ：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ａｎｄＳｏｎｓ．

ＬＡＢＡＴＴＳ，ＷＨＩＴＥＲ．２００７．Ｃａｒｂｏ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ｔｈｅ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Ｍ］．Ｈｏｂｏｋｅｎ．Ｎ．ＪＪｏｈｎ

ＷｉｌｅｙａｎｄＳｏｎｓ．

ＬＩＹＦ，ＱＩＡＯ ＨＳ．２０１１．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Ｃａｒｂｏｎ

Ｆｉｎａｎｃ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Ｃｈｉｎａ［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Ｈｕｎａｎ：

３３３３３７．

ＭＡＮＳＡＮＥＴＢＭ，ＰＡＲＤＯＡ，ＶＡＬＯＲＥ．２００７．ＣＯ２ｐｒｉｃｅｓ，

ｅｎｅｒｇｙａｎｄｗｅａｔｈｅｒ［Ｊ］．ＴｈｅＥｎｅｒｇ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８（３）：７３９２．

ＭＥＩＪＥＲＳ，ＤＡＭＡＮＩＡＲ．２００６．Ｃａｒｂｏ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Ｆｏｒｅｓｔ

Ｓｅｃｔｏｒ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Ｉｎｄｉａ［Ｒ］．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ＰａｐｅｒＮｏ．１１，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

ＭＯＳＬＥＮＥＲＵ，ＳＣＨＥＬＡ，ＨＲＩＮＧＥＲ Ｃ．２００４．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ｎ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Ｒ］．ＺＥＷＣｅｎｔｒｅｆｏｒ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Ｐａｐｅｒ，４：４０４５．

ＰＡＵＬ．２０１０．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ＰｒｉｃｉｎｇａｎｄＨｅｄｇｉｎｇｏｎＣａｒｂｏｎＭａｒｋｅｔ

［Ｒ］．ＣＥＳ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

ＲＡＩＺＡＤＡＧ，ＳＡＨＩＳ，ＳＡＣＨＤＥＣＭ．ＣａｒｂｏｎＣｒｅｄｉｔｓＰｒｏｊｅｃ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ｔｈｅ“ＧｒｅｅｎＷａｙ”［Ｒ／ＯＬ］．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Ｓｅｒｉｅｓ，

Ｉｎｄｉａ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Ｌｕｃｋｎｏｗ，ｈｔｔｐ：／／ｓｓｒｎ．ｃｏｍ／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９８７６５１．

ＳＡＬＡＺＡＲＪ．１９９８．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ｅ：ＬｉｎｋｉｎｇＴｗｏＷｏｒｌｄ

［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ｒａｔｉｓｌａｖａ

Ｓｌｏｖａｋｉａ．

ＳＣＨＡＬＴＥＧＧＥＲＳ，ＦＩＧＧＥＲＦ．２０００．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

Ｖａｌｕｅ［Ｊ］．Ｅｃｏ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Ａｕｄｉｔｉｎｇ（７）：２９４２．

ＳＴＲＡＮＬＵＮＤ Ｊ Ｋ． ２００７．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ｎｏｎ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ｉ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Ｊ］．

８７

王定祥，琚丽娟：碳金融理论研究评述与展望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３８（１）：９９１１７．

ＴＲＵＣＫＳ．２００９．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ｉｃ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ＣＯ２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ｓ［Ｊ］．Ｅｎｅｒｇ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３１（１）：４１５．

ＵＨＲＩＧＨＭ，ＷＡＮＧＥＲＭ．２００６．Ｓｕｃｃｅｓｓｃｈａｎｃｅｓ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ｏｎＣＯ２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ｓ［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Ｋａｒｌｓｒｕｈｅ．

ＶＲＮＯＫＵＲＬ．２００９．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ｃａｒｂ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Ｒ］．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Ｌｏｎｄｏｎ．

ＷＩＬＦＲＩＥＤＲ，ＶＩＣＫＩＤ，ＡＮＤＲＥＡＳＫ．２００７．Ｔｈ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ｐｒｉ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ｔｒａｄｉｎｇｓｃｈｅｍｅ：

ｃａｎｗｅｅｘｐｅｃｔａ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ｍａｒｋｅｔ２００８？［Ｊ］．

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１（１）：６６８７．

ＺＯＵＦ，ＹＡＮＧＨ，ＹＵＬＱ．２０１１．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Ｃａｒｂｏ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ｎ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ＢａｎｋｏｆＣｈｉｎａ［Ｊ］．

ＥｎｅｒｇｙＰｒｏｃｅｄｉａ（５）：１８８５１８９２．

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ｆｏｒｔｈｅＩｓｓｕｅｏｆＣａｒｂｏｎＦｉｎａｎｃｅ

ＷＡＮＧＤｉｎｇｘｉａｎｇ，ＪＵＬｉｊｕ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４００７１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ａｒｂｏ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ｄｅｒｉｖｅｓｆｒｏｍ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ａｒｂｏ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ｈａ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ｂｅｃｏｍｅａｈｏ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ｏｐｉｃｉｎ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ｃｉｒｃｌ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ａｒｂｏ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ｍａｒｋｅｔｉｓ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ｌｙｒａｉｓ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ｂａｎｋｓ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ｎｇａｎｄ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ｔｈｅ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ａｎｄ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ｏｆ“ｃａｒｂｏ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ｔｈｏｍｅａｎｄａｂｒｏａｄｉｓ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ｎｄ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ｌｎｅｓｓａｎｄ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ｒｅｇａｒｄｔｏ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ａｒｂｏ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ｃａｒｂｏ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ａｇｓ
ｂｅｈｉｎｄ，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ｔｈｅｏｒｙ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ｆｅｗ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ａｓａｒｅｓｕｌｔ，ｔｈｅｒｅｉｓｓｈｏｒｔｏｆ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ｏｒｒａｐｉ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ｃａｒｂｏ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Ｃｈｉｎａ’ｓｃａｒｂｏ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ｔｈｅｏ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ａｇｓｂｅｈｉ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ｔｈｕｓ，Ｃｈｉｎａｓｈｏｕｌｄｄｅｅｐｅｎｔｈｅ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ｃａｒｂｏ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ｔｈｅｏｒｙ，ｂｕｉｌｄａ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ｕｉｔａｂｌｅｆｏｒＣｈｉｎａ’ｓｒｅａｌｉｔｙ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ｃａｒｂｏ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ｈｉｎａ’ｓｒｅ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ａｗ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ｃａｒｂｏ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ｅｎｈａｎｃ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ｌｏｃａｌａｎｄｍｉｃ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ｆｉｅｌｄ，ａｎ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ｎｄ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ｗ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ｃａｒｂｏｎ
ｆｉｎａｎｃｅｒｉｓｋ．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ｙ；ｃａｒｂｏ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ｃａｒｂｏｎ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ｃａｒｂｏｎ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ｑｕｏｔａ；ｃａｒｂｏｎ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ｉｇｈｔ；ｃａｒｂｏ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ｍａｒｋｅｔ；ｃａｒｂｏ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ｇｒｅｅ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ｇａｓ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ｃｌｉｍａｔｅ
ｒｉｓｋ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ＬＣｎｕｍｂｅｒ：Ｆ８３０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ｃｏｄｅ：Ａ　　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Ｄ：１６７４８１３１（２０１３）０１００７０１０

（编辑：南　北；校对：段文娟）

９７

王定祥，琚丽娟：碳金融理论研究评述与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