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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转型风险压力测试方法解析 

 总行风险管理部 邹沛江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环境与气候风险

受到高度关注，如何有效管控气候风险成为商业银行未来经营面临的

一大挑战。压力测试作为前瞻性风险管理工具，成为各国监管和金融

机构评估气候风险的有力抓手。开展气候风险压力测试，有利于银行

评估高碳排放企业的风险状况，对支持绿色金融发展，推动金融支持

碳达峰碳中和具有重要意义。 

气候风险可以分为转型风险和物理风险，转型风险主要指政策和

技术等人为因素导致的风险，物理风险主要是指自然灾害和事件。从

实践来看，主要监管和金融机构目前重点针对转型风险开展测试。近

年来，我行前瞻性开展气候风险压力测试，通过自主研究初步形成了

一套方法体系，培养了一批专业骨干力量，对火电、钢铁、水泥和航

空等高碳排放行业开展了定量测算。本文将对我行气候转型风险压力

测试方法进行介绍，并提出进一步完善压力测试体系的政策建议。 

一、我行气候风险压力测试开展概况 

《商业银行压力测试指引》指出，压力测试是一种银行风险管理

和监管分析工具，用于分析假定的、极端但可能发生的不利情景对银

行整体或资产组合的冲击程度，进而评估其对银行资产质量、盈利能

力、资本水平和流动性的负面影响。从学术界和业界实践看，气候风

险作为一类新型风险，可以通过压力测试方法进行定量评估，分析银



行未来可能面临的风险状况。 

我行是较早开展环境与气候风险压力测试的商业银行，2019年，

基于空气污染的视角，探索开展了化工行业环境风险压力测试，分析

了环保标准提高对企业的影响。2020年，基于碳排放权交易，对火电

行业开展气候风险压力测试，考察不同碳价（二氧化碳排放配额价格）

情景下火电企业面临的风险情况。2021 年，我行进一步扩展测试范

围，将钢铁、水泥和航空业纳入测试。 

二、基于碳交易的气候风险压力测试 

欧盟是较早开展碳交易的经济体，其通过总量管理的方式控制区

域内二氧化碳排放。在碳交易初期，碳排放配额由政府免费发放，若

企业实际排放量超过配额，则需要在碳交易市场额外购买配额，由此

通过财务压力促使企业低碳转型。随着技术发展和市场成熟，碳排放

免费配额逐步减少，最终过渡至拍卖，企业的全部碳排放配额均需付

费购买。 

（一）基本思路 

目前，我行开展气候风险压力测试主要基于碳交易模式，采用“自

下而上”的方式，通过计算企业碳排放量，设定碳价和免费配额比例，

测算企业购买额外配额需要付出的成本。企业成本增加后，相关财务

指标联动变化，引发违约概率上升，预期损失增加，最终计算得到银

行的不良贷款率和资本充足率。 

（二）情景设计 

合理的情景假设是压力测试的关键，直接影响测算结果。基于碳

交易的气候风险压力测试，情景要素主要包括碳价和免费配额比例等。

情景设计方法可以采用历史模拟法、专家判断法或二者相结合。例如



碳价，可以参考我国碳交易试点地区的碳价或者欧盟历史碳价情况，

也可以使用外部机构预测的我国未来碳价水平。免费配额比例可以参

考碳交易试点地区的配额分配方案。 

（三）企业碳排放量 

完整准确的企业碳排放量数据是气候风险压力测试的基础。目前，

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相对完整，可以在其年报或社会责任报告中收集

碳排放量数据。非上市公司对碳排放量的披露较少，一般按照《温室

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进行测算，测算过程涉及到大量企业

非财务数据和专业技术参数，需要客户经理逐户调查收集。 

（四）风险传导路径 

符合实际的风险传导路径是气候风险压力测试的核心，通过风险

传导将得到企业违约概率、银行不良率和资本充足率。在碳交易情形

下，风险传导路径会将碳价、免费配额比例等情景压力传导至企业财

务指标，通过相关规则和模型得到承压后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在利用银行内部模型评估承压后企业的违约概率。这一过程中，对企

业财务指标变化规则的设定尤为关键，需要综合考虑会计准则要求、

企业生产经营方式和银行内部模型等多种因素，需要结合风险计量、

信贷管理、授信审批和公司业务等各领域专家的智慧。 

三、下一步工作建议 

（一）加快构建环境与气候风险管理体系。环境与气候风险管理

是一门交叉学科，涉及环境与气象、化学、物理、经济金融等众多领

域，对其开展压力测试极具挑战。为有效管控环境与气候风险，商业

银行迫切需要补足自身环境与气候领域短板。目前，主要商业银行一

般通过外部专业力量，引进先进技术方法，提升压力测试能力，构建



符合自身的环境与气候风险管理体系。建议在统筹安排的基础上，根

据业务实际引入外部资源，加快弥补行内相关领域短板，构建我行的

环境与气候风险管理体系，确保我行风险管理能力持续领先，为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奠定坚实基础。 

（二）加快完善环境与气候风险管理数据基础。气候风险压力测

试除了用到企业财务数据外，还需要大量的非财务数据，比如企业的

碳排放量、产品产量等。现阶段，全国碳交易市场刚开始运行，除少

部分试点企业和上市公司外，大多企业尚未开展碳核算或未披露碳相

关数据，很多生产数据和技术参数也未公开，使得银行在开展绿色金

融业务，进行环境与气候风险评估中面临诸多困难。建议积极与政府

部门和外部机构对接，完善数据采集系统，将企业碳排放量、产品产

量等数据引入行内系统，为全行环境与气候风险管理发展奠定数据基

础。 

（三）加快培养环境与气候风险管理专业人才。近日，国务院印

发《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深化绿色金融国际合作，积极参

与碳定价机制和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国际宏观协调。作为新兴领域，环

境与气候风险管理专业性很强，迫切需要提升全行环境与气候风险意

识，需要培养一批在风险识别、计量和监测领域能力过硬的专业人才。

建议加强对全行员工的通识培训，提升各级机构环境与气候风险意识。

针对风险计量等特定人员，建议联合高校开展专项培训，提升专业能

力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