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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央行推出碳减排支持工具

●本报记者 彭扬 赵白执南

中国人民银行11月8日宣布，推出碳减

排支持工具。 人民银行将通过碳减排支持

工具向金融机构提供低成本资金， 引导金

融机构在自主决策、自担风险的前提下，向

碳减排重点领域内的各类企业一视同仁提

供碳减排贷款， 贷款利率应与同期限档次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大致持平。

重点支持三个碳减排领域

对于碳减排支持工具支持的项目，

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介绍， 为确保碳减

排支持工具精准支持具有显著碳减排效

应的领域，人民银行会同相关部门，按照

国内多种标准交集、 与国际标准接轨的

原则，以减少碳排放为导向，重点支持清

洁能源、 节能环保和碳减排技术三个碳

减排领域。

初期的碳减排重点领域范围突出

“小而精” ，重点支持正处于发展起步阶

段，但促进碳减排的空间较大，给予一定

的金融支持可以带来显著碳减排效应的

行业。

具体而言，清洁能源领域主要包括风

力发电、太阳能利用、生物质能源利用、抽

水蓄能、氢能利用、地热能利用、海洋能利

用、热泵、高效储能（包括电化学储能）、

智能电网、大型风电光伏源网荷储一体化

项目、户用分布式光伏整县推进、跨地区

清洁电力输送系统、应急备用和调峰电源

等。节能环保领域主要包括工业领域能效

提升、新型电力系统改造等。 碳减排技术

领域主要包括碳捕集、封存与利用等。 后

续支持范围可根据行业发展或政策需要

进行调整。

“碳减排支持工具是 ‘做加法’ ，用

增量资金支持清洁能源等重点领域的投

资和建设， 从而增加能源总体供给能力，

金融机构应按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提供融

资支持，助力国家能源安全保供和绿色低

碳转型。 ”上述负责人强调。

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认为，“用

增量资金” 意味着不会因此减少对传统

能源的支持。 一方面，金融机构还是要对

传统能源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 另一方

面，要进一步增加对清洁能源、碳减排等

领域的支持力度。

采取“先贷后借” 直达机制

对于金融机构如何申请碳减排支持

工具的支持，上述负责人介绍，碳减排支

持工具向金融机构提供资金采取 “先贷

后借” 的直达机制。 金融机构在自主决

策、自担风险的前提下，向碳减排重点领

域内的各类企业一视同仁提供碳减排贷

款， 贷款利率应与同期限档次LPR大致

持平。

流程方面，金融机构向重点领域发放

碳减排贷款后，可向人民银行申请资金支

持。人民银行按贷款本金的60%向金融机

构提供资金支持， 利率为1.75%， 期限1

年，可展期2次。 金融机构需向人民银行

提供合格质押品。 （下转A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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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部门正研究推出进一步扩大资本市场开放举措

●本报记者 昝秀丽

有关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境外资金

通过沪深股通机制净买入A股超过3200亿

元，接近历史上最好的2019年全年水平。中国

证券报记者获悉, 监管部门正研究推出进一

步扩大资本市场开放的相关举措。

专家认为，外资持续净流入A股，反映全

球投资者对我国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发展前

景充满信心，资本市场深化改革开放与外资加

仓中国相向而行，擦出绚丽“火花” 。

外资入市步伐明显加快

近年来，资本市场扩大开放大幅提升了A

股市场吸引力，加之科创板、创业板等重大改

革落地产生的改革红利持续释放，促使外资入

市步伐明显加快。

数据显示，2019年沪深股通净买入A股

3517亿元，创单年最大净买入纪录。 2020年受

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外资净买入力度有所减

弱，但也超过2000亿元。 而今年前10个月，沪

深股通净买入A股超过3200亿元， 接近2019

年全年水平。 截至今年10月底，外资持有A股

市值约3.7万亿元，约占A股总市值的4.3%，较

2019年初明显提高。外资交易金额占A股市场

的比例同步逐年提高，目前已超过8%。

“A股市场对外资仍有较强吸引力。 ” 摩

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说， 一方

面，我国经济运行稳健，宏观政策调控空间较

大， 一系列改革举措有望进一步激发市场活

力。公开财务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上市公

司业绩整体改善，新兴行业业绩尤为亮丽。 另

一方面，沪深主要股指点位不高，上证综指、沪

深300指数市盈率分别为17倍和16倍，明显低

于全球主要股指。

投资便利程度不断提升

专家认为，提升外资投资便利程度、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 是全球投资者不断加仓A股、

竞相布局中国市场的重要原因。

2019年以来，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稳步

推进，一系列务实开放举措陆续落地，成效显

著。 A股先后纳入明晟、富时罗素、标普道琼斯

等国际主要指数， 并且纳入因子稳步提高；修

订后的QFII、RQFII监管规则发布， 境外投资

者投资A股的范围和便利性不断提升； 沪深港

通机制持续优化，沪伦通机制稳定运行，中日

ETF互通产品运行顺利，深港和沪港ETF互通

产品正式推出，A股市场国际化进程加快推进；

证券、基金和期货经营机构外资股比限制全面

放开，已有摩根大通、瑞银证券、高盛高华等10

余家外资控股或全资证券基金期货公司获批；

期货市场国际化稳步推进，商品期货期权国际

化品种增至9个，风险管理工具更加多样。

业内人士表示，资本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

格局正加速形成。 一系列开放举措陆续推出，

表明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决心始终没有

改变。（下转A03版）

汇全球视野，聚中国优势 汇添富MSCI中国A50ETF正式上市

当举世瞩目的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如火如荼举行，展现出中国开放、包容的国

际形象，传递出中国坚定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

外开放的“最强音” 时，中国资本市场的高水

平开放也在参与“协奏” 。

11月8日，汇添富MSCI中国A50互联互通

ETF （简称：MSCI中国A50ETF； 基金代码：

560050）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上市。 该基金

的跟踪指数覆盖代表中国新经济力量的各行

业龙头，精准定义了国际视野下的中国核心资

产，为国内外投资者一键配置全球瞩目的中国

优质资产、分享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红利提

供了全新解决方案。

值得一提的是，该产品在发行期间便备受

市场关注，募集规模超出80亿元上限，募集有

效认购总户数超过11万户，显示出海内外投资

者“看多中国” 的坚定信心和“做多中国” 的

极大热情。

业内人士认为，MSCI中国A50ETF在上

交所的正式上市，象征着中国金融市场和中国

优质资产进一步走出国门、 获得全球认可，是

基金业献礼进博会、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

设、奏响资本市场“新时代，共享未来” 新乐章

的一个生动案例。

打造一键配置中国优势资产的新工具

随着A股优质资产在全球的吸引力不断

提升， 海内外资金加码布局 “做多中国” 的

热情也持续高涨。而汇添富MSCI中国A50互

联互通ETF的推出， 有助于让国内投资者与

海外机构共享全球视角， 一键配置中国优势

资产。

该基金的跟踪指数———MSCI中国A50互

联互通指数采用“优选龙头、均衡配置” 的编

制理念，基于母指数MSCI中国A股指数，在互

联互通范围内，先在11个大类行业内，选择自

由流通市值最大的2只股票， 再在剩余范围内

选择28只自由流通市值最大的股票，直到指数

成分股达到50只。

创新的编制规则保证了该指数覆盖了代

表中国新经济力量的各行业龙头，使国际和国

内投资者能够追踪中国行业领头羊，包括关键

行业板块的领先股票；同时该指数又做到了行

业配置相对均衡，相较于传统宽基其金融权重

降低，反映新经济、新产业方向的权重提高，在

行业结构上更加接近陆股通资金等机构投资

者的整体持仓结构。

汇添富基金总经理张晖表示，在股指结构

改善、市场机构化趋势加深、市场有效性提升

等因素影响下，中国市场被动投资的投资价值

有望大幅提升； 而MSCI中国A50互联互通指

数作为一只“面向未来” 的指数，选择在中国

优质资产中长期投资价值显现的当下推出，是

“一个好指数” +“一个好时机” 的完美碰撞，

未来成长价值可期。

推动构建资本市场高水平开放的新格局

投资价值之外，此次MSCI中国A50ETF

的推出之所以备受市场关注，更源于其在推

动境内外市场互联互通方面所起到的重要

作用。

伴随着A股国际化进程不断推进， 海外长

期资金已逐渐成为影响A股生态的一个重要因

素。 WIND数据统计显示，截至2021年9月末，

外资持有A股流通市值为3.53万亿元， 占流通

市值比重约4.8%。

因此，进一步拓展、优化外资参与中国资

本市场的渠道和方式，是构建资本市场高水平

开放格局的重要途径。

（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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