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源环保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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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执行单位： 福建省绿行者环境保护公益中心

项目执行周期： 2018.09.01-2018.12.30

项目金额： 107800 元



一、项目实施背景：

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与破坏也日趋严重，如水污染、大气污染给人类的生存

带来极大的威胁。而解决环境污染，则需要国家、市场及社会多角度投入。除了需要健全的

环境法制社会，还需要老百姓积极的发挥监督作用以外，更需要金融机构对污染企业进行投

资约束，形成遏制企业环境污染的硬约束闭环。实现将资金投向具备社会责任与环境管控良

好的企业，增加对环境友好型项目的投资，减少对污染型项目的支持，推动企业发展为利于

环境可持续的绿色企业，进而通过绿色金融投资实现可持续发展。

2007 年中国推出了“绿色信贷”政策，要求金融机构在投融资决策中要考虑潜在的环境和

社会影响，在金融经营活动中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环境污染的治理。如今，国家将“生

态文明、化解产能过剩、发展绿色金融”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2015 年 12 月，人民银行等

七部委发布《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了 35 项发展绿色金融的具体措施，

为推进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落地有了“基本法”，但绿色金融还处

于探索阶段，体系中缺乏投资的环境与社会负面影响的指导性甄别。

与此同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中国都在不断升级环保政策措施，在如今环境执法高压力

下，环境资源变成了硬约束，环境成本内部化已是必然趋势；污染物排放者要对环境破坏与

污染产生的不利影响承担主要责任，而投资者亦要承担连带责任。故此，投资者需要快速识

别企业是好(绿色)企业还是差(黑色)企业，实现环境风险和社会风险的管控与意识提升，降

低外部污染性，以便能在估值环节上得到较好体现。同样，环境管控差的企业也会因此而获

得自我改善动力。与此同时，监管机构需要对洗绿、漂绿项目的投资实现监督与监督。因此，

中国金融 行业极需一个独立的、公正的第三方环境和社会风险识别的公共平台，为减少污

染性投资，实现绿色可持续⾦金融提供实质性的支撑。

二、项目实施价值：

当前，国内金融领域多专注在企业财务能力评价上，缺乏企业环境表现导致的财务损益评价。

当前环保信息多元且混乱，缺乏统一性解读与加工，影响商业机构对企业的环境风险和社会

风险的认知与识别，无法判断企业生产是否做到了污染物的有效管控。同时，当前第三方评

估市场、银行均缺乏对调查结果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此外，要形成风险识别结果需支付高昂

的费用，影响了积极性。

为此，绿行者从 2013 年筹备伊始便以“环境和社会风险识别”为切入口，通过对 5万家 企

业的环境信息分析与 1500 多次线下调研，从环境合规、环境管理、污染控制、社会影响等

维 度创建“风险识别与评估”模型，能够快速识别、评估企业经营中的重大环境和社会风

险。同时，绿行者将不符合环境检测标准、污染治理效果差和对生态造成重大破坏的企业，

对其进行 环境风险识别与确认后纳入《环境风险预警企业名单》，该名单连续 4年被银行、



保险机构应 用于绿色金融领域，如信贷前的风险核查、环境污染责任险保前评估等，共推

动 150 家企业完 成环境整改与风控意识提升。

2017年 9月，绿行者启动了风险快速识别公共平台的建设，该平台是一个标准化评估体系 和

全面公开的环境风险识别数据平台，不仅为中国金融机构提供专业的企业环境、社会风险评

估结果，也推动企业展开自行整改与提升环境表现。亦是一个透明公开的全过程性监督和专

业的可持续的公益性平台。

三、项目受益对象：

生态环境及污染企业周边的环境受害者。

四、执行机构介绍：

绿行者全称福建省绿行者环境保护公益中心，于 2014 年福建省民政厅批准注册。绿行者是

致力于通过市场手段以金融力量，遏制污染投资，推动环境改善的非营利环保组织。 成立

至今，绿行者对 5 万家企业进行环境信息分析与 1500 多次线下调研，自主研发了环境和社

会风险识别与评估模型，并成功推动兴业银行、太平洋保险等金融机构将环境风险模型运用

于绿色金融领域，如信贷前的风险核查、环境污染责任险保前评估等，涉及行业包括制革、

化工、矿业、金属表面处理、环保等。推动了 150 家企业完成环境整改与风控意识提升。为

撬动金融机构重视环境责任，共同推动污染治理与环保管控做出了非常重要的探索。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六一中路棕榈泉国际 2#2003；电话：0591-88318086

项目负责人：吕钰仪 15123011514；邮箱：lvyuyi123@fjgh.org

五、项目执行周期

自 2018 年 9 月 1 日-2018 年 12 月 30 日，共计 3个月。

六、项目执行情况

总目标：减少每笔贷款对环境的伤害，推动企业进行绿色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 1：实现福建省内各地市的环境信息纳入金融机构环境管控。

项目主要产出：收集、整理福建省内各地市的环境信息，形成预警数据，之后进行数据清洗、

加工、审核及录入，形成环境预警数据。截止至 2018 年第 4 季度，共计收集福建省内 2.7

万余条环境信息，并形成预警名单，向金融机构发布。该名单已被银行纳入评估体系中，为

银行授信项目的尽职调查、审查审批、存续期管理提供信息支持，推动金融机构重视企业环

境及社会风险。



图 1：兴业银行 2017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目标 2：推动企业提升环境表现。

项目主要产出：通过对企业的污染控制能力、环境安全、选址及周边敏感性等方面进行环境

风险识别工作，帮助企业排查出多个环境风险点，提出环境整改意见，并与企业主要负责人

进行重大风险防范沟通, 增强了企业环境风险防范意识,提高了企业降低环境污染风险的能

力，推动企业提升环境表现，实现绿色转型。

图 2：工作团队进行企业环境风险识别工作



六、项目支出情况：

项目活动 详细说明 支出金额（元）

项目活动 1 形成环境预警信息 10500

项目活动 1.1
工作人员薪资（包含人员工资、医社保、个税等）：

环境数据收集员：10500 元
10500

项目活动 2 推动企业提升环境表现 27450

项目活动 2.1

工作人员薪资（包含人员工资、医社保、个税等）：

评估指数负责人：17450 元

业务渠道负责人：10000 元

27450

项目活动 3 业务支撑费用 69850

项目活动 3.1 项目负责人薪资：30000 元 30000

项目活动 3.2 支持机构成员成长、团队建设及培训学习费用等开支 13400

项目活动 3.3 不可预见费用 11450

项目活动 3.4 房租：5000 元/月*3=15000 元 15000

总计 107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