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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全球能源融资：新互动式数据库

KEVIN P.  GALLAGHER

中国的两大全球政策性银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正成为
全球各国政府的最大能源融资来源。2016年，这两家银行提供的能源融资超
过432亿美元，几乎是世界银行和所有西方支持的多边开发银行平均年能源贷
款总和的三倍。 

自2000年起，中国的全球开发银行已在全球范围内供资约1 600亿美元。这些
估计数来自波士顿大学全球经济治理与倡议项目（GEGI）创建并公布的新互
动式数据库——中国全球能源融资数据库。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不会统一发布数据。自2011年起，GEGI
和其他设于大学的研究小组一直试图估算中国在非洲和拉美开发性融资的范
围与特征。据我们所知，该数据库是估算中国提供的全球能源融资的首次
尝试。借鉴Brautigam（2009年）的早期工作，保罗·尼采高级国际研究学
院的中非研究所（CARI）维护并公布一个有关中非融资的数据库（SAIS-CA-
RI，2016年）。GEGI与美洲对话组织一道采用Brautigam的方法估算并发布了
一个互动式中拉融资数据库（Brautigam和 Gallagher，2014年；Gallagher
和Myers，2016年）。 

感兴趣者可通过中国能源融资数据库搜索并显示2000至2016年中国国家开发
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随着时间推移在各地区和国家内按不同能源来源类型
提供的海外贷款。在这期间，这两家银行提供的1 600亿美元能源融资的60%
左右集中在亚洲大陆，其余的大部分提供给了拉美（25%）和非洲（14%）。
尽管其中一些融资被指定用于各类能源来源的开采和运输，但全部融资的80%
用于电厂。电厂融资的93%属于煤炭（66%）和水电（27%）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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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补性与风险

中国扩张的背后有多种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希望将过多的国民储蓄和
上万亿的美元储备在全球进行多元化投资。通过在海外提供开发性融资，中国
能够战 略性地实现储蓄在全球范围内的多元化，引导资金用于建立具竞争力的
中国公司，进入全球市场，建立全球联盟，以及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中国提供
的融资不仅增加了全球融资总额，还为全球各地的能源项目供资，扩大了接受
能源融资的国家的范围。换句话说，在供资的国家以及能源部门方面，中国提
供的能源融资与西方支持的多边开发银行目前提供的融资并非竞争关系，而是
互补关系。

鉴于全球面临巨大的基础设施和能源缺口，各主
要经济体在其可持续发展目标中以及二十国峰会
上承诺增加全球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融资（新气
候经济，2016年），而中国对全球开发性融资的
这一大幅增加恰逢其时。尽管如此，中国的海外
能源融资组合高度集中于加剧气候变化的化石燃
料项目，尤其是煤炭项目。但中国的开发性融资
模式能够使中国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向更清洁的能
源融资进行更快和更果断的转变。目前中国正将
过量的传统能源储蓄储备与国家石油、天然气和
煤炭公司相匹配。中国可以很容易地利用同样的
模式将其世界一流的太阳能和风能行业全球化。

在一份基于中国能源融资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的范围更为广泛的研究中，GEGI
及其合作伙伴还发现，中国的能源融资面临巨大风险（Gallagher等人，2016
年），其中最主要的风险是国家和宏观经济风险。与全球范围内西方支持的开
发银行不同，中国政策性银行的贷款对象国家风险评级更高，且贷款以大宗商
品为抵押，鉴于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并引起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下行，这些贷
款面临压力风险。

此外，中国政策性银行还面临巨大的气候和社会风险。中国的能源贷款高度集
中于化石燃料开采和发电项目，特别是煤炭项目。事实上，中国的银行为全球
范围内加剧气候变化和社会风险的煤炭项目提供了超过400亿美元的融资。对
煤炭的投资为中国的金融机构以及整个社会带来了风险。就中国的融资收益而
言，一个日益增加的共识是，由于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管制，未来几十年内许
多煤电厂将退役。此外，煤电厂在社区层面争议越来越大，社区冲突同样可能
导致工厂关闭。因此，一些中国煤炭资产成为“搁浅资产”的可能性日益加
大。

由于煤电厂的硫排放造成局部空气污染，碳排放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煤炭还造
成巨大的健康和气候风险。在我们范围更为广泛的研究中，采用对煤电厂排放
物产生的气候和当地健康成本的保守估计，我们预估中国海外燃煤电厂的年社
会成本达297亿美元。 

“ 中国的两大全球政策性银行——中国
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正成
为全球各国政府的最大能源融资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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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上述事实，中国对绿色融资产生兴趣对中国来说利益更大，重要性也更
高。根据《中美气候协议》，中国在减少对煤炭和陆上化石燃料的融资和激励
措施方面做出了大胆的国家承诺，并已准备好在全球范围内实施这些国家政
策。 

由于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且中国许多借款国的宏观经济前景下滑，中国需要实
现其全球能源投资组合的多元化。为满足这些目标，中国的海外开发性融资需
要对贷款组合的构成做出重大变化。这一转变不仅将帮助中国的银行减轻与政
策性银行当前贷款组合相关的重大风险，还将使中国得以履行其更为广泛的全
球承诺。 

中国已做好成为领袖的准备

通过新制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在2015年巴黎气候峰会上，包括中国在内
的全球领导人承诺，以具有环境可持续性和社会包容性的方式引导公共融资流
向能源和基础设施领域。同样在2015年，美国和中国政府承诺“控制公共投资
流向国内外的高污染和高碳排放的项目（美国-中国，2015年）”。2016年，通
过成立二十国集团绿色金融和气候资金两个研究小组，二十国集团将“绿色金
融”变成了一项全球承诺（朱寿庆，2016年）。

为加强与中国的融资及新治理倡议之间的
互补性，西方支持的多边开发银行需要在
多个国家和国际机构中对各类银行以及气
候和开发合作基金进行协调，以实现各种
金融工具的“融合”，使气候友好的投资
在资金方面更可行。这本身就很困难，并
且美国的新政府是否会继续支持这方面的
工作也是个待回答的问题。相较之下，
中国的银行有着将非优惠与优惠融资相结
合，并通过政策性银行“在同一屋檐下”
发放融资的优势，因此能够更有效地融合
各类金融工具。中国的银行不涉及西方支
持的机构所面临的许多制度和政治制约。与此同时，中国还拥有目前世界一流
的太阳能和风能行业。 

如果中国选择利用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手段，它将迅速成为可持续发展融资领域的全球领袖。在可预见的未
来，GEGI将继续跟踪中国能源融资的趋势，并分享相关的、以实证为基础的比
较分析，以深化对能源部门全球开发性融资的了解。

“如果中国选择利用中国国家开发银行
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作为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手段，它将迅速成为可持续
发展融资领域的全球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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