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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体目标

以《证券期货业科技发展“十四五”规划》为指导，落实《关于加强证券期货业标准化

工作的指导意见》，适应证券期货业绿色证券业务的创新和发展需求，提高各参与方对绿色

证券业务理解的一致性，逐步建立和完善绿色证券业务标准，特制订《证券期货业绿色证券

业务标准规划》（以下简称“本规划”）。

贯彻 2023 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金融强国”战略目标，做好绿色金融大文章，本规划

旨在描绘绿色证券全貌基础上，根据现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自律规则和现

行标准，厘清绿色证券各业务领域标准化现状，对下一阶段绿色证券业务标准化工作进行整

体规划，为未来绿色证券业务标准的建立、修正、增订、精简等提供有效参照，是行业绿色

证券业务标准制定的主要依据和标准化工作的重要参考。

2 总体要求

本规划适用于绿色证券业务的标准制定、修订与应用等。绿色股票业务适用本规划，中

国证监会对绿色债券业务、绿色资产支持证券业务、绿色公募 REITs 业务、绿色股票期货期

权业务、绿色证券投资基金业务、绿色证券指数、绿色证券 ETF、碳金融业务等另有规划的，

从其规划；未有其他规划的，参照适用本规划。

绿色证券业务标准制定过程中，各相关立项、承办、参与单位等，应充分理解本规划，

按照本规划制定的标准体系，有计划地推进标准制定工作。

绿色证券业务标准应用过程中，证券期货监管部门、自律组织、市场基础设施、经营机

构、服务机构等，应结合目前证券期货业标准化现状及标准实际应用情况，选择合适的标准

演进路线，按照本规划制定的标准应用建议，全面系统推进标准应用工作。

3 基本原则

3.1 前瞻性

本规划既立足现在，收集、分类、梳理现行的绿色证券标准；更放眼未来，评估现行标

准与实际业务发展的适配性，发现不足，研提下一步绿色证券业务标准化立、改、废的方案。

3.2 实用性

本规划应用三层分类法、多维树结构等理念、方法，在坚持前瞻性的同时，充分认识绿

色证券业务发展不均衡的现状，采取针对性分类管理措施，针对性地提出多层次的标准体系，

明确标准适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促进绿色证券业务平稳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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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完整性

本规划的内容尽量涵盖绿色证券业务各领域的标准化需求，包括但不限于绿色证券术

语，绿色证券发行、上市，绿色证券投资交易及评估认证，绿色证券业务信息披露、执业质

量评价等标准化需求。

3.4 协调性

本规划与现有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自律规则与行业标准等保持高度衔

接，不同业务之间的相近部分做到求同存异，不同层级标准内容做好位阶搭配，找准最大公

约数，使得各项规范性文件与标准相互协调，充分发挥已有成果的作用，以求获得协同的应

用效果。

3.5 稳妥性

本规划充分考虑与资本市场支持绿色发展的目标任务和时间节点有效衔接，选取重点业

务领域先行推进业务标准制定，并以此为基础逐步拓展完善。其中，绿色证券定义文件为底

层基础和先决条件，作为重点先行扎实推进，其余标准可根据业务的底层逻辑和重点任务的

推进情况，成熟一项推出一项。

3.6 自主性

本规划秉承“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在积极借鉴国际组织、境外监管机构和交易所成

熟经验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我国发展阶段特征，推动出台中国特色的绿色证券业务标准，走

中国特色的绿色证券标准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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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规则

部门规章

和规范性文件

法律法规

业务分类

业务 国际/国内标准 规则分类 现有标准 标准建议

业务 1 ...... ...... ...... ......

业务 2 ...... ...... ...... ......

4 规划设计

4.1 方法论

第一步是收集整理绿色证券业务（包括绿色股票业务、绿色债券业务、碳金融业务等）

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自律规则，夯实标准制定的依据和基础。

第二步是基于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自律规则，对绿色证券业务进行分析

梳理，形成绿色证券业务分类体系。

第三步按照目标导向，比照境外现有标准或参照境内绿色金融标准，通过适用、增加、

修正、废止等方式提出绿色证券业务标准制定修订建议。

在整个规划的制定过程中，充分借鉴境内外标准，包括已经发布的绿色证券业务标准，

并广泛征求各行业机构、专家意见，结合行业共性需求和特殊难点，最终形成绿色证券业务

标准规划。

4.2 文件梳理

本规划将现有适用资本市场的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自律规则，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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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三个层次的分类梳理：

(1) 法律法规类，是指国家或授权国务院发布的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等。

(2) 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类，是指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

委发布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等。

(3) 自律规则类，是指各行业协会、各证券交易场所、各期货交易所、各证券登记结算

公司等自律组织或其他行业管理机构出台的规则或指引等。

经从相关性、重要性、可操作性等方面梳理，截至 2023 年 12 月底，以上三个层次的绿

色证券业务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自律规则共 24 个，供本次标准规划制定参

考。

表 1 现有绿色证券文件统计表

规范性文件 发布单位 数量

法律法规类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 5

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类 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等 10

自律规则类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1

上海证券交易所 2

深圳证券交易所 2

北京证券交易所 1

绿色债券标准委员会 3

总计 24

备注：若规范性文件为联合下发，则各发布单位均各统计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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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绿色证券相关文件明细表

（截至 2023 年 12 月底，各类规则按照发布时间先后排序）

序号 发布单位 文件名

1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2 中共中央 国务院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3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

和工作的意见》

4 国务院 《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

5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

6 中国证监会等七部委 《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

7 发展改革委 《绿色债券发行指引》

8 中国证监会 《关于支持绿色债券发展的指导意见》

9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 《绿色债券评估认证行为指引（暂行）》

10 发展改革委等七部委 《绿色产业指导目录》

11 中国证监会等五部委 《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

12 中国证监会等三部委 《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 年版）》

13 中国证监会等九部委 《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方案》

14 中国证监会 《碳金融产品》

15 中国证监会、国务院国资委 《关于支持中央企业发行绿色债券的通知》

16 中基协 《绿色投资指引（试行）》

17 上交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资产支持证券挂牌条件确认规则适

用指引第 4 号——特定品种资产支持证券》

18 深交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资产支持证券挂牌条件确认业务指

引第 3 号——特定品种》

19 上交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适用指

引第 2 号——特定品种公司债券（2023 年修订）》

20 深交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业务指引第 7

号——专项品种公司债券》

21 北交所
《北京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适用指

引第 2 号——专项品种公司债券》

22 绿标委 《绿色债券评估认证机构市场化评议操作细则（试行）》

23 绿标委 《中国绿色债券原则》

24 绿标委 《绿色债券存续期信息披露指南》

4.3 业务标准梳理

本规划将现行绿色证券业务标准进行梳理；其中，证券期货行业发布的标准共有 1 项（已

包含在表 1部门规章中），如表 3所示。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1601/t20160108_963561.html
http://www.csrc.gov.cn/csrc/c101802/c1045422/content.shtml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8/content_5271800.htm
http://hsc.beijing.gov.cn/hsc/gcdt/202109/b9a1aeb311024c47b81ca9f150a0c536/files/2ebe00358ccc4e0985d393c125f02859.pdf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3/202010/t20201026_804792.html
http://www.csrc.gov.cn/csrc/c100028/c7bbfcac42e6b4c788df67b24c3881611/content.shtml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5/202112/t20211224_965174.html
http://www.csrc.gov.cn/csrc/c101954/c2334725/content.shtml
https://www.amac.org.cn/governmentrules/czxgf/zlgz/zlgz_qt/201912/t20191222_7714.html
http://www.sse.com.cn/lawandrules/sselawsrules/bond/review/c/c_20230314_5717860.shtml
http://www.sse.com.cn/lawandrules/sselawsrules/bond/review/c/c_20230314_5717860.shtml
https://www.nafmii.org.cn/ztbd/lszqbzwyh/tzgg/
https://www.nafmii.org.cn/ztbd/lszqbzwyh/tzgg/202208/P02022082366280143359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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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现行业务标准

名称 版本 发布日期 发布单位

碳金融产品 JR/T 0244—2022 2022 年 4 月 15 日 中国证监会

5 问题与挑战

近年来绿色证券业务高速发展，不断出现新业务新品种新组织，证券期货监管逐步聚焦

建设金融强国、做好绿色金融大文章，在制定绿色证券业务标准时，绿色证券业务经济基础

和上层建筑已经或正在发生变化，绿色证券业务标准如何配合创新业务的出台，推进绿色证

券业务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挑战。

当前绿色证券业务仍处在研究摸索阶段，绿色产业和绿色经济活动主要特征正在逐步清

晰，绿色证券术语体系欠统一规范，绿色证券形成标准体系有待健全，绿色证券资产配置标

准体系有待丰富，绿色证券评估认证制度机制缺失，绿色证券信息披露数量和质量有待提升，

绿色证券业务激励约束措施不足，绿色证券业务传导“碳达峰”“碳中和”的机制尚未健全

高效，服务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转型的投融资制度机制处在萌芽阶段。

6 重点任务

根据对现行规章制度的梳理和行业专家的反馈，整理目前绿色证券业务标准的相关需

求，重点在于绿色证券术语等业务基础标准，绿色证券发行业务、绿色证券投资业务、第三

方机构绿色证券评估认证业务等业务标准体系，绿色证券业务信息披露、证券期货经营机构

绿色证券业务执业质量评价等管理标准体系的收集、梳理、评估和适用。

6.1 业务基础

6.1.1 绿色证券术语

编制绿色证券术语，明确绿色证券、绿色证券业务、绿色证券评估认证、绿色证券业务

评价的内涵和外延，绿色消费、绿色产业、绿色经济活动、绿色收入的规范性引用或适用文

件，进一步厘清绿色证券业务市场基础设施、经营机构和服务机构的任务目标和责任边界，

为建立科学的绿色证券业务展业、管理、认证、评价全链条提供基础标准支撑。

6.2 投行业务

6.2.1 绿色证券发行业务标准

在统筹现有绿色目录和“双碳”目标下的产业转型需求，结合境外实践经验与国内市场

环境、制度基础和市场需求，研究评估绿色股票、绿色债券等绿色证券的募集资金用途、项

目评估与遴选原则、募集资金管理、存续期信息披露、投资者保护等流程与标准，促进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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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形成。

6.3 投资业务

6.3.1 绿色证券投资业务标准

结合境外实践经验与国内市场环境、制度基础和市场需求，研究提出绿色证券投资业务

在业务目标制定、投资运作、投后管理、环境影响评估及管理、公司治理、环境信息披露的

流程与标准，用于新设或存续期的绿色证券投资业务改进绩效表现，引导金融资源进入绿色

领域，推动我国实现经济转型、绿色发展。

6.4 认证业务

6.4.1 绿色证券评估认证标准

研究建立绿色证券评估认证体系，研究明确绿色证券业务评估认证的机构资质、业务承

接、业务实施、报告出具、持续认证、监管方式等标准，通过评估认证和贴标（包括但不限

于分类或分级贴标等）的形式加大投资者对优质绿色证券的辨识度和公信力，引导投资者深

度参与并受益于社会低碳转型和绿色发展。

6.5 信息披露

6.5.1 绿色证券信息披露标准

研究逐步完善绿色证券上市或挂牌企业的信息披露标准，明确绿色证券信息披露的责任

主体、主要内容、环境效益披露指标、披露频率、持续认证等要求，引导发行人披露全面、

准确、标准、可比且经第三方认证的绿色证券信息，并在交易管理平台、定期报告平台等专

栏，供公众查阅。探索通过信息披露统一标识技术，建立电子化披露机制及相应技术标准。

6.6 业务管理

6.6.1 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绿色证券业务评价标准

研究提出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绿色证券业务执业质量评价标准体系，形成具有系统性、可

比性、科学性的行业标准，明确评价的目标和原则、评估指标及方法、评估结果和运用、组

织管理、监督管理等，更好引导证券期货经营机构承担社会责任，重视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

促进证券期货行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7 任务计划

根据行业需求，突出行业应用，确定标准拟定计划。

表 4 绿色证券业务标准制修订及研究计划表

序号 业务类别 标准项目 制修订 进展 优先级 时间计划

1 业务基础 绿色证券术语 制订 未启动 高 2024-2025

2 投行业务 绿色证券发行业务标准 研究 未启动 低 2024-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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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保障措施

8.1 组织保障

在证标委的领导下，充分吸纳监管部门、自律组织、市场基础设施、经营机构、服务机

构的专家，组建绿色证券专项工作组，下设绿色证券术语、绿色证券发行、绿色证券投资、

绿色证券评估认证、绿色证券信息披露、绿色证券业务执业质量评价等小组，明确各小组任

务分工表和工作进度时间表。

8.2 研究支持

组织各工作小组加强研究，系统梳理各专项标准的境内外历史沿革、发展现状、主要作

用、面临问题、境外经验和工作建议，根据《证券期货业标准研究课题管理办法（试行）》，

形成各专项标准研究成果，为证券期货业绿色证券业务标准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8.3 机制保障

建立由证标委领导的联系会议制度，定期通报各小组工作进度，交流工作经验，明确后

续工作要求和措施，协同推进各项标准制定。

8.4 推广应用

通过新标准的试点、试行及常态化，推动新标准在全行业的适用、验证和完善，以标准

建设推动绿色证券业务规范发展。

8.5 动态管理

建立各项标准的实施情况统计分析，追踪分析相关方使用各项标准情况，及时修订完善

各项标准，持续开展各项标准的审核和修订，动态保障各项标准的有效实施。

8.6 成果转化

加强绿色证券业务标准试点、试行及常态化的数据治理、统计监测、风险管控、日常监

管等方面的有效衔接，做好企标、团标、行标、国标的升级换代，增强大数据、金融科技等

技术手段的支撑，切实提升资本市场服务绿色发展的质效，践行资本市场的人民性，探索中

国特色的绿色证券标准发展之路。

3 投资业务 绿色证券投资业务标准 研究 未启动 低 2024-2025

4 认证业务 绿色证券评估认证标准 修订 未启动 中 2024-2025

5 信息披露 绿色证券信息披露标准 研究 未启动 中 2024-2025

6 业务管理
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绿色证券

业务执业质量评价标准
研究 未启动 低 2024-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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