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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发达经济体海外煤炭相关项目融资主要特点
简析
刘猛

近几年，随着应对气候变化紧迫

性不断增强，主要发达经济体监管部

门和金融机构纷纷制定海外煤电等煤

炭相关项目退出政策，提出长期净零

排放目标，但在实际操作中通过设置

例外条件等继续为海外煤炭相关项目

提供融资支持，迟滞全球应对气候变

化行动。鉴于发达经济体“弃煤”承

诺与实际行动仍有较大差距，我国宜

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以我为主，推动

企业高标准开展海外能源合作投资项

目，落实好“一带一路”投融资绿色标

准，积极引领全球气候治理，促进全

球经济绿色低碳转型。

发达经济体名义上承诺停止海外煤

电融资，但实际操作中通过设置例

外条件等方式继续提供融资支持

近几年，迫于环保压力，部分发

达经济体政府和私营部门宣布收紧海

外煤电项目融资标准，但仍通过设置

例外条件为继续开展煤电融资留下  

空间。

政府方面，如日本政府 2020 年 7

月修改海外煤电项目支持政策，称原

则上不再利用公共资金支持煤电海外

输出，但特殊情况除外，包括受援国

除煤炭外没有其他可选能源方案 ；以

脱碳化为目标且适合当前经济发展阶

段 ；限于使用日本技术最先进、环境

性能最优的机组等。事实上，日本政

府将燃煤发电技术和电力设备出口作

为基础设施出口战略重要支柱，希望

藉此为本国煤电相关技术开拓海外市

场，促进日本金融资本和相关产品出

口，带动本国经济增长，并无切实海

外“弃煤”行动。自日本批准加入《巴

黎协定》以来，日本政府已通过日本

国际协力银行（JBIC）和日本出口投

资保险公司（NEXI）批准海外煤电项

目装机容量超过 9GW。今年领导人气

候峰会期间，拜登政府发布“美国国

际气候融资计划”，提出将终止对碳密

集型化石能源项目的国际融资，但不

排除在少数情况下，美国出于国家安

全等考虑继续支持化石燃料项目。

私营部门方面，如日本主要金融

机构均承诺遵守“联合国全球契约”

“赤道原则”等国际贷款标准，计划不

再为新煤电项目提供融资并逐渐将煤

电贷款余额降至零，但设置了例外规

定，如瑞穗金融集团规定对东道国能

源稳定供应至关重要的项目、创新的

下一代技术开发等项目适用例外情

况 ；三菱日联金融集团和三井住友金

融集团均规定碳捕获、利用与封存技

术等高效发电及“清洁煤”技术适用

例 外 情 况。事 实 上，2016—2019 年，

这三个集团通过企业贷款、担保及项

目融资等方式为全球煤电企业提供融

资规模超过 100 亿美元，并未全面禁

止煤炭项目融资。

发达经济体海外煤电融资以商业融

资为主，官方融资为辅

发达经济体公共和私营机构通

过贷款、担保等多元手段引导资金流

向煤炭相关行业，私营机构融资规模

尤为显著。如日本私营金融机构贷款

规模居全球前列，公共金融机构在海

外煤炭相关项目融资中亦发挥重要

作用。从贷款规模看，2018 年 10 月—

2020 年 10 月，日本瑞穗金融集团、三

井住友银行、三菱日联金融集团分别

为向煤炭相关企业提供贷款的全球第

一、二、三大贷款方。同时，根据全球

能源监测，自 2013 年以来，日本国际

协力银行、国际协力机构和出口投资

保险公司等公共机构支持海外煤炭项

目投资超过 180 亿美元，融资项目包

括煤电厂、煤矿、煤炭运输基础设施，

分布于东南亚、澳大利亚、北美、南美

等地。日本政府养老金投资基金亦持

有全球煤炭企业大量股票和债券。

从 美 英 等 国 实 际 情 况 看，在 限

制海外煤炭相关项目开发问题上，金

融机构与政府步调并非完全一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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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方面，如奥巴马政府曾发布气候行

动计划 , 承诺限制为海外燃煤电厂提

供公共资金，扩大美在应对气候变化

中的作用，但美国进出口银行仍通过

贷款担保等方式为能源企业煤炭出

口提供融资支持。美国共同基金公司

Vanguard、贝莱德公司甚至成为全球

煤炭行业最大机构投资者，其合计投

资额占全球煤炭行业机构投资比例高

达 1/5。英国政府于 2014 年宣布，除少

数情况外将终止对海外新建燃煤电厂

提供公共融资支持，致力于将自身打

造成为全球气候领导者，引领世界摆

脱煤炭和化石燃料。英国官方对外融

资机构“英国出口融资”近几年已基

本停止海外煤炭项目融资，但私营机

构并未停止相关融资步伐。2018 年 10

月—2020 年 10 月，英国五大银行通

过贷款和保险服务向煤炭相关公司提

供 560 亿美元融资，伦敦成为全球第

三大煤炭融资中心，仅次于华尔街和   

东京。

融资方式隐蔽多元，煤电退出政策

形同虚设

发达经济体公共或私营机构通过

操纵“绿色”融资工具、出台隐蔽融资

规则和设置长期减排目标，持续开展

海外煤炭相关项目融资。

从融资工具角度看，为支持日企

开发高质量基础设施等目标，日本国

际协力银行 2020 年初设立“增长投资

基金”，设置了“环保和可持续增长的

高质量基础设施开发”窗口（以下简

称“环保窗口”）。实际业务中，协力银

行将“高效煤电”等作为“环保窗口”

资金资助对象，为高碳项目“洗绿”。

从融资规则角度看，英国多数金

融机构承诺排除或计划排除支持煤炭

相关收入或煤电生产超过 30% 特定门

槛值的公司，但杜克能源、嘉能可等

英国金融机构重点支持的涉煤企业均

为大型工业集团，煤炭活动占其业务

不足 30%，仍可享受相关规则豁免，

“弃煤”融资规则形同虚设，伦敦金融

城在煤炭等化石能源融资方面处于世

界领先地位。

从目标设置角度看，发达经济体

相关金融机构通过设置长期减排目

标，为未来较长时间内继续投资海外

高碳项目预留空间，如美国际发展金

融公司承诺至 2040 年实现投资组合

净零排放 ；汇丰等私人金融机构制定

了至 2050 年实现所有客户净零排放

目标。由于缺乏硬性承诺，后续进展

仍有待观察。

几点看法

近期，国际能源署、联合国政府

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等均表示为实

现全球平均温升限制在 1.5°C 和 2050

年净零排放目标，不应再开展新的煤

矿开采活动。G7 明确承诺至 2021 年

底将停止为国际煤电提供任何新的直

接政府支持。鉴于发达经济体“弃煤”

承诺与实际行动仍存在较大差距，我

国宜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稳存量和促

增量相结合，稳妥开展海外能源相关

项目。大力践行绿色投融资原则，推

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积

极引领全球气候治理。

一是稳住“存量”，鼓励企业高标

准开展海外能源相关基础设施项目的

规划、设计和建设。当前，传统能源在

稳定性和成本上较新能源更具优势，

发展中国家仍处于高耗能经济增长模

式，存在燃煤发电客观需求，煤电在

电力结构中的比重短期难以发生根本

性改变。我国可鼓励企业在相关国家

开展适应当地发展需求且具备环境效

益的能源合作投资项目，探索利用碳

捕获、利用与封存等技术减少燃煤电

厂碳排放，强化对投资项目的环境和

社会风险管理，妥善处理好项目与当

地居民、环境和生态之间关系。同时

密切跟踪发达经济体海外煤炭项目融

资退出进展，借力打力，切实维护我

国企业海外利益。

二是做好“增量”，推动绿色低碳

能源项目走出去，促进“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绿色低碳转型。在美国和西方

着力推动结束国际煤炭融资且强化对

我国“一带一路”施压背景下，我国宜

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清洁能

源方面投资，动员多元资金帮助沿线

国家开发可再生能源电力项目，不断

增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社会影响。加

强绿色转型中的相关标准建设，鼓励

金融机构深化落实“一带一路”绿色

投资原则，积极争取绿色投融资标准、

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争取全球低碳

发展领导权。

三是加强国际合作，与发达经济

体合作共推发展中国家绿色转型。在

联合国、G20 等多边框架下，敦促发

达经济体兑现气候融资政治承诺，为

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能力建设等支

持，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巴黎协定目标，

共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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