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绿色信贷高速增长

场景化金融产品迭出

本报记者 薛瑾 黄一灵

在已披露2022年年报的上市银行中，多家银行2022年末绿色信贷余额创历史新高，增速显著快于贷款整体增速。 同时，银行业绿色金融业务也在加速创新，场景化绿色金融产品迭出。

分析人士预计，未来绿色金融市场规模前景广阔，银行需要构建更加完善、高效的投融资体系，更好服务绿色经济发展。

增速加快

据上市银行2022年年报以及相关报告显示，2022年，多家银行绿色信贷余额创历史新高，增速显著快于贷款整体增速。 绿色信贷增速超过30%成为行业普遍现象。

相比上一年，绿色信贷“万亿俱乐部”成员增至4家，分别是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 截至2022年末，上述4家银行绿色信贷余额分别为3.98万亿元、2.75万亿元、2.70万亿元、1.99万亿元，对应同比增速分别为37.7%、40.1%、36.4%、41.1%。

六大行绿色信贷增速均在30%。 除了上述四家，交通银行2022年末绿色信贷余额为6354亿元，同比增长33.3%；邮储银行2022年末绿色信贷余额为4965亿元，同比增长33.4%。

股份制银行方面，目前已披露2022年年报的银行绿色信贷余额均在千亿级别。 其中，兴业银行2022年末绿色信贷余额为6370亿元，同比增长40.3%。 招商银行、中信银行绿色信贷余额均超过3000亿元。 同时，光大银行、民生银行、浙商银行、平安银行2022年末绿色信贷余额也均在1000亿元以上。 中信银行、光大银行、民生银行、平安银行绿色信贷增速均在50%以上。

不少城农商行绿色信贷规模增长也较为可观。 比如，北京银行2022年末绿色信贷余额为1103亿元，同比增速达131%；重庆银行2022年末绿色信贷余额为276.2亿元，同比增长44.5%。

不断创新

“绿色信贷的目的是以信贷等金融资源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优化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结构、降低环境和社会风险。”川财证券研报指出。

纵观各家银行绿色信贷的投放领域，大多聚焦基础设施绿色升级和清洁能源领域，涉及的行业日益丰富，覆盖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基础设施绿化、低碳交通、生态保护、绿色服务等行业。

除了绿色信贷，多家银行还打造了涵盖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理财、绿色基金、绿色租赁等类型的多元化绿色金融服务体系，并加强绿色金融业务创新，如推出企业碳账户、个人碳账户、绿色存款、场景化绿色贷款产品等。

例如，邮储银行2022年率先应用中央结算公司推出的通用式绿色担保品池，成功落地首笔绿色债券质押式同业存款业务；落地系统内首单蓝色债券业务，募集资金用于海上风电场建设项目等。

加速完善

多家银行在年报中透露，将继续发力绿色金融。如交通银行提出，“十四五”期末绿色贷款目标为不低于8000亿元，力争达到1万亿元；光大银行表示，争取2023年绿色贷款增量不低于500亿元。

“预计未来10-15年，我国绿色金融市场规模将达到百万亿元级别，这对商业银行来说是巨大机遇。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表示，发展绿色金融，可以成为商业银行新的业务和利润增长点，拓宽收入来源与盈利能力；有助于优化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推动银行经营转型升级，更好应对ESG风险。

周茂华表示，未来，商业银行将构建更加完善、高效的投融资体系，更好服务绿色经济发展。 商业银行需要对绿色项目标准界定、碳核算、信息披露、绿色项目风险管理、数据积累等方面练好基本功。 同时，积极创新绿色金融产品，稳步拓展绿色金融服务范围，以满足绿色发展金融服务需求。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银行业绿色金融对中小企业覆盖仍不够。 对此，周茂华建议，需要通过政策工具设计，对商业银行服务绿色中小企业形成激励机制；鼓励商业银行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创新金融产品，支持绿色中小企业发展。

指数名称 开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收盘价 结算价 涨跌 涨跌幅(%)

中证商品期货指数 1789.87 1797.80 1786.09 1789.14 1790.41 9 .75 0 .55

中证商品期货价格指数 1370.71 1376.78 1367.82 1370.15 1371.12 6 .74 0 .49

中国国债期货收益指数10年期 119.353 119.430 119.299 119.388 119.406 0 .095 0 .08

中国国债期货收益指数5年期 110.930 110.962 110.891 110.946 110.946 0 .055 0 .05

中国国债期货收益指数2年期 105.154 105.169 105.138 105.154 105.159 0 .016 0 .01

中证中金商品指数 — — — 3184.70 — -11.32 -0.35

注1：中证商品期货指数系列、中国国债期货收益指数系列涨跌幅=（今收盘 -�昨结算）/�昨结算 *100%

注2：中证中金商品指数涨跌幅=（今收盘 -�昨收盘）/�昨收盘 *100%

指数名称 开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收盘价 涨跌 结算价

易盛农期指数 1205.2 1211.67 1198.99 1202.85 -0.52 1204.65

易盛农基指数 1454.83 1461.2 1447.82 1453.16 1 .96 145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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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元证券证券金融部总经理宋琦：

锻造信用业务利器 亮剑财富管理黄金赛道

●本报记者 马爽

随着财富管理大时代的到来，证券

行业加快财富管理转型步伐，证券信用

业务迎来发展机遇。 国元证券证券金融

部总经理宋琦日前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

者专访时表示，随着财富管理需求激增，

证券信用业务作为投资者资产保值增值

的重要工具，必将给证券公司带来新的

市场需求，也将成为重要利器，在财富管

理的黄金赛道上“亮剑” 。

宋琦表示，国元证券信用业务基于

融资融券、股票质押、约定购回、行权融

资、证券出借等多维度金融工具，以专

业、 优质的综合服务产品为客户提供价

值提升的综合解决方案，是公司机构客

户服务、财富管理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

抢抓行业发展机遇

年报显示，2022年国元证券信用业

务实现净收入8.26亿元，截至当年年末，

公司信用业务余额为189.57亿元，其中，

融资融券余额市占率达到1%。

我国财富管理市场已进入蓬勃发展

时期，宋琦认为，财富管理时代是证券公

司财富信用业务的 “蜕变机遇” 。 “未

来，居民的财富管理需求将进一步由单

一保值增值向专业化、多元化转变，从通

道依赖转向服务依赖；证券公司的财富

管理业务也将更加场景化、数字化、智能

化，从而为客户提供更精准、更安全、更

高效的‘全生命周期’财富管理服务。 ”

其中，证券信用业务将发挥巨大的

作用。 Wind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4月

10日，A股融资融券余额约为1.63万亿

元， 占A股流通市值的比重为2.24%，其

中，融资余额约为1.53万亿元，融券余额

约为953.58亿元。

宋琦强调，特别是随着全面注册制

的发展，信用业务的交易方式和品种将

更加丰富，技术支撑不断提升，融资融

券、股票质押及行权融资等业务，将从传

统融资工具转变为证券公司综合金融服

务的重要一环。而融券业务，亦可作为资

产配置和风险对冲的市场化手段， 将迈

入黄金时期，充分发挥资本市场推进器、

定盘星、晴雨表的功能。

针对目前行业发展情况，“信用业

务仍缺乏专业化、体系化的投顾支持。 ”

宋琦说， 要实现投资者资产保值增值的

目标，就需要更高专业性、更稳健的风控

能力和更全面的综合金融服务。

瞄准这一发展趋势， 国元证券近年

来在证券信用业务领域持续发力。 2022

年国元证券实现信用业务净收入8.26亿

元，融资融券余额市占率达到1%，股票

质押回购利息收入行业排名第19名，三

年未发生新增风险项目， 融资业务利息

收入行业排名第25名，公司积极推进数

字化转型和业务创新， 构筑了融资融券

六大客群的专属服务体系。

据宋琦介绍，近年来，国元证券还通

过围绕综合金融服务开展股票质押业务

的方式，服务“三地一区” ，支持乡村振

兴战略； 疫情期间通过增加股权融资借

款，帮助企业复工复产；同时积极服务皖

北“四化同步”发展，深化服务实体经济

和上市公司股东。

提供多维度金融工具

2022年，国元证券融资融券业务积

极应对市场环境，加强风险管理，加快数

字化转型，推进信用业务系统建设，动态

划分客户群体，提供差异化服务；股票质

押业务不断完善内控机制和风险管理，

坚持审慎受理导向， 切实防范和化解业

务风险。

具体来看，作为两融业务中的“大

头” 部分，融资业务被各家券商视为证

券信用业务发展的重点， 行业发展也呈

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和专业性。 宋琦

表示， 国元证券证券金融部和各分支机

构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布局。 一是瞄准

目标客户，提供差异化产品及服务，在细

分客户的基础上， 针对不同融资客户需

求，有的放矢提供专业化定制服务。由单

一提供融资转变为提供产品组合或整体

解决方案， 帮助客户获得最佳效益的同

时提升服务体验。 二是完善政策管理机

制，用最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政策，合理确

定分支机构考核及提成比例， 加强一线

营销人员展业动力， 建立专项业务审评

机制，提升核心竞争力。

作为深耕安徽省的券商， 国元证券

在开展融资业务时充分借助自身区域及

业务协同优势， 通过专业赋能、 资本赋

能、服务赋能、产业赋能，聚焦安徽，在京

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

区域重点突破。 借助国元证券搭建的稳

固基石和良好的市场口碑，联动投行、资

管、研究、财富等核心板块，全力提升全

业务链服务能力， 为双融客户提供综合

金融服务方案，发掘融资业务发展机会。

在融券业务领域， 国元证券则充分

发挥公司投行业务优势。 “依托公司投

行资源，通过投行在IP0服务中建立的良

好合作关系， 我们提供覆盖企业上市前

后的综合金融服务， 包括为财富信用线

引入长期、稳定的法人券源，进一步完善

公司券源体系。 ” 宋琦说。

此外， 随着全面注册制改革的持续

推进， 券商投行业务的深度和广度得到

进一步拓展，IPO业务量大幅增加，国元

证券自身跟投的项目也随之增加。 战略

投资者持有的证券在上市首日即可提供

出借，也就是说，随着公司自有券源的不

断丰富，融券客户的更多需求得到满足。

谈及股票质押业务，宋琦表示，截至

2022年末，公司股票质押余额为35.04亿

元， 公司逐步完善股票质押业务的准入

规则，从上市公司经营情况、融资主体质

地等方面建立自主评价体系，从严准入，

慎选、精选、优选增量，股票质押业务取

得三年无新增风险项目的优良成绩。

金融科技赋能

在行业整体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

国元证券在发展证券信用业务过程中，

也通过金融科技赋能业务。宋琦坦言，证

券信用业务的业务模式与客户触达、产

品组合、资产配置、增值服务等环节息息

相关，是数字技术赋能的重点业务场景。

随着注册制全面推行、 标的证券与可充

抵保证金证券扩容，打造“数字化财富

管理” 已成为诸多券商的重要战略和竞

争要地。

基于此， 国元证券证券信用业务将

客户的行为、资质等客观数据进行量化、

学习及定义， 对客户进行多维度刻画及

分类，研究开发了“智能信用业务风险

管理系统” ， 改善当前信用业务管理场

景下对客户评价较为单一的问题。 一方

面为精细化管理提供极大的便利和决策

价值，另一方面通过利用金融工具，将人

工的操作流程机器化、自动化。

从业务发展整体的角度来看， 宋琦

说：“证券信用业务作为证券公司机构

客户服务、 财富管理转型的重要组成部

分，融资融券业务风险可控，可为投资者

资产实现套利保值； 股票质押及约定购

回业务可为实体经济和机构投资者提供

融资渠道，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支持，同

客户一起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

此外， 国元证券还通过协同多部门

发展，打造综合财富管理黄金赛道。宋琦

表示，目前，国元证券全面推行执行委员

会制度，设置财富信用业务、投资银行业

务、自营业务、机构业务、国际业务等六

大业务委员会，助力“产业研究+产业投

资+产业投行+综合财富管理” 全面发

展， 提升全产业链投融资的综合金融服

务能力， 不断加强从业人员的业务能力

培训。未来，相信国元证券信用业务必将

成为重要利器， 在财富管理的黄金赛道

上完美“亮剑” 。

券商4月密集调研

三大方向料迎布局期

●本报记者 胡雨

在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等热点带动下，计算机板块的市场关

注度持续升温，成为近期券商调研最关注的方向。 Wind数据显示，截至4

月12日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稿， 仅4月以来便有15家计算机行业上市公司

获得券商调研，从投资角度看，机构认为电子有望成为下一阶段TMT领

涨行业。同时，医药生物公司也获得券商密集关注，创新药、医疗器械或迎

来新一轮投资机会。

计算机个股获青睐

Wind数据显示， 截至4月12日记者发稿，4月以来共有100家A股上

市公司获得券商调研，以申万一级行业划分，其中15家来自计算机行业，

数量位居第一。从单家公司接待情况看，紫光股份不到半个月时间便接待

券商调研49家次，美亚柏科、太极股份、神州信息、中科江南、吉大正元等

公司也是券商关注的目标，接待券商调研数量均在15家次以上。

从调研内容看，在AIGC领域有何布局、新的生成式AI会带来哪些风

险、AI技术储备等市场热门话题受到券商关注。 紫光股份在回应券商提

问时表示，AIGC应用背后离不开强大的算力和高速的网络支撑，公司将

人工智能技术全面融入各产品线， 以实现自身解决方案的智能化重构和

技术升级； 吉大正元相关人士被问及对AI领域的展望时表示，AI是安全

的未来，公司持续进行AI相关研发和人才引入，将AI融入到安全环境中，

提升公司整体安全能力。

不过从二级市场表现看， 进入到4月， 计算机板块行情出现震荡。

Wind数据显示，截至4月12日收盘，计算机板块4月以来累计涨幅已收窄

至不足4%， 此前1-3月计算机板块全月涨幅分别为12.80%、5.69%和

14.74%。

医药生物也是券商4月以来调研较为密集的行业， 共有10家上市公

司接待了券商调研，包括云南白药、康乐卫士、海尔生物、美诺华等。 公司

细分业务进展、市场未来竞争态势、新产品实验周期及上市时间等话题被

券商问及。 截至4月12日收盘， 医药生物板块4月以来累计上涨1.85%，

2023年以来累计涨幅接近4%。

热点扩散后机遇多

对于计算机板块，AIGC热点降温后，后续行情还将向哪些领域扩散

成为不少机构研究重点。 有业内人士认为，电子、网络安全等领域有望迎

来布局机遇。

开源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弛认为，4月TMT板块行情或延续，其中

电子行业将延续强势并有望成为下一阶段TMT领涨行业。 近期内外资持

续净流入电子行业，且电子行业目前换手率适中，尚无明显过热风险。 从

上涨动能看，电子行业也较高，此前一周有16.3%的个股创出一年内新高。

政策方面，日前为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健康发展和规范应用，国

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起草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

稿）》。 方正证券计算机行业分析师方闻千认为，从具体涉及的细分领域

来看，内容安全、数据安全、流量可视等安全监管侧的需求将得到显著提

升。 大模型、GPT、生成式AI技术将大幅降低黑客攻击的门槛，进而带来

各类安全软硬件需求以及政企安全预算的提升， 还将使未来安全产品的

形态发生重大改变，安全平台类公司将直接受益。

就医药生物板块而言，创新药、疫苗、仿制药等板块近期二级市场表

现相对较好。 在财通证券医药行业分析师张文录看来，创新药、医疗器械

或迎来新一轮投资机会：“目前创新药有利因素偏多，包括美联储加息对

风险资产的影响开始弱化， 港股医疗保健指数和美国XBI指数有低位企

稳迹象，创新药今年一季度海外授权总交易额持续创历史新高，创新药国

内销售加速，市场对创新药信心恢复等因素；医疗器械行业上半年业绩修

复可期，建议寻找估值与中长期业绩增速预期匹配度较好的公司。 ”

中证商品指数公司指数行情

易盛农产品期货价格系列指数（郑商所）

增速加快

据上市银行2022年年报以及相关

报告显示，2022年，多家银行绿色信贷

余额创历史新高，增速显著快于贷款整

体增速。绿色信贷增速超过30%成为行

业普遍现象。

相比上一年，绿色信贷“万亿俱乐

部” 成员增至4家，分别是工商银行、建

设银行、 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 截至

2022年末，上述4家银行绿色信贷余额

分别为3.98万亿元、2.75万亿元、2.70万

亿元、1.99万亿元， 对应同比增速分别

为37.7%、40.1%、36.4%、41.1%。

六大行绿色信贷增速均在30%。除

了上述四家， 交通银行2022年末绿色

信贷余额为 6354亿元， 同比增长

33.3%；邮储银行2022年末绿色信贷余

额为4965亿元，同比增长33.4%。

股份制银行方面，目前已披露2022

年年报的银行绿色信贷余额均在千亿

级别。 其中，兴业银行2022年末绿色信

贷余额为6370亿元， 同比增长40.3%。

招商银行、中信银行绿色信贷余额均超

过3000亿元。 同时，光大银行、民生银

行、浙商银行、平安银行2022年末绿色

信贷余额也均在1000亿元以上。 中信

银行、光大银行、民生银行、平安银行绿

色信贷增速均在50%以上。

不少城农商行绿色信贷规模增长

也较为可观。 比如，北京银行2022年末

绿色信贷余额为1103亿元， 同比增速

达131%；重庆银行2022年末绿色信贷

余额为276.2亿元，同比增长44.5%。

不断创新

“绿色信贷的目的是以信贷等金融

资源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同

时优化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结构、 降低

环境和社会风险。 ”川财证券研报指出。

纵观各家银行绿色信贷的投放领

域，大多聚焦基础设施绿色升级和清洁

能源领域，涉及的行业日益丰富，覆盖

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基础设

施绿化、低碳交通、生态保护、绿色服务

等行业。

除了绿色信贷，多家银行还打造了

涵盖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理财、绿

色基金、绿色租赁等类型的多元化绿色

金融服务体系，并加强绿色金融业务创

新，如推出企业碳账户、个人碳账户、绿

色存款、场景化绿色贷款产品等。

例如， 邮储银行2022年率先应用

中央结算公司推出的通用式绿色担保

品池，成功落地首笔绿色债券质押式同

业存款业务；落地系统内首单蓝色债券

业务，募集资金用于海上风电场建设项

目等。

加速完善

多家银行在年报中透露， 将继续发

力绿色金融。 如交通银行提出，“十四

五”期末绿色贷款目标为不低于8000亿

元，力争达到1万亿元；光大银行表示，争

取2023年绿色贷款增量不低于500亿元。

“预计未来10-15年，我国绿色金

融市场规模将达到百万亿元级别，这对

商业银行来说是巨大机遇。 ”光大银行

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表示，发

展绿色金融，可以成为商业银行新的业

务和利润增长点，拓宽收入来源与盈利

能力；有助于优化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

构，推动银行经营转型升级，更好应对

ESG风险。

周茂华表示，未来，商业银行将构

建更加完善、高效的投融资体系，更好

服务绿色经济发展。商业银行需要对绿

色项目标准界定、碳核算、信息披露、绿

色项目风险管理、数据积累等方面练好

基本功。同时，积极创新绿色金融产品，

稳步拓展绿色金融服务范围，以满足绿

色发展金融服务需求。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银行业绿色

金融对中小企业覆盖仍不够。 对此，周

茂华建议， 需要通过政策工具设计，对

商业银行服务绿色中小企业形成激励

机制； 鼓励商业银行通过绿色信贷、绿

色债券等创新金融产品，支持绿色中小

企业发展。

绿色信贷高速增长

场景化金融产品迭出

●本报记者 薛瑾 黄一灵

在已披露2022年年

报的上市银行中， 多家银

行2022年末绿色信贷余

额创历史新高， 增速显著

快于贷款整体增速。同时，

银行业绿色金融业务也在

加速创新， 场景化绿色金

融产品迭出。

分析人士预计， 未来

绿色金融市场规模前景广

阔， 银行需要构建更加完

善、高效的投融资体系，更

好服务绿色经济发展。

视觉中国图片

“深交所·创享荟”将围绕三大重点

打造市场服务新高地

●本报记者 黄灵灵

4月12日，深交所举办“创享荟” 国有资本运营管理专场活动。 深交

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国有资本运营管理专场活动的成功举办，标志着

“创享荟” 品牌活动的号召力、影响力达到新高度。 下一步，“创享荟” 将

继续围绕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区域，以推动企业互动、交流、合作为

导向开展系列活动，打造具有深市特色的市场服务新高地。

此次活动邀请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国有资本运营平台、中央国有企

业、地方国有企业、地方政府主管部门负责人及专家学者、中介机构代表

共40余人，共话资本市场服务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

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与会代表认为，近年来，深交所以“汇聚创新资本、激发成长动力” 为

使命，强化流程规则建设，打造了国有资本“募、投、管、退” 全链条服务生

态。 不断夯实业务基础，加大支持国有资产上市融资力度，为国有企业改

革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推出推广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等新兴

市场工具， 为国有资本参与资本市场建设及国有企业盘活存量资产提供

了新方法、新思路。

与会国有资本代表表示，通过与发达地区同行交流，深化了国有资本

运营管理认识，分享的先进案例和思考体会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与会国有企业代表表示，活动突出资本市场在国企改革中的重要作用，有

效拓展了国企资源整合和国有资产管理的方式方法， 给企业带来实实在

在的获得感。

绿色信贷“万亿俱乐部” 成员增

至4家，分别是工商银行、建设银行、

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

4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