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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 2015 年至今的年度热词中，都出现了“绿色发展”的字眼，说明我国对

于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重视程度日益趋同。从政策方面来看，政府相关机构近

年来积极倡导对环境友好型企业进行大力帮扶，同时对“高耗能、高污染、以及

产能过剩的企业提高准入门槛，加强监管措施。各个商业银行也积极开展排查贷

款企业的环保性，对于后续贷款担保也更加严苛，并大力宣传绿色金融的政策理

念。不难看出，银行肩负着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并且其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枢

纽，有义务协助国家进行宏观经济政策实施，通过发展绿色经济寻求利润点。因

此，我国应开始逐步实施建设绿色银行，通过提高绿色金融服务理念并结合自身

特点，增强自身竞争能力，为我国绿色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 

基于此，本文尝试建立一套在绿色金融背景下商业银行竞争力测度方法。首

先，查阅并梳理关于绿色金融和商业银行竞争力方面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其相关

理论基础，得出了自己的见解。与此同时，分析了绿色金融对商业银行竞争力的

影响机制，并总结了在绿色金融的背景下我国现有商业银行竞争力评价体系存在

的问题，充分体现了建立新体系的必要性。其次，针对上述问题，尝试着去建立

一套绿色金融背景下商业银行竞争力评价体系，文章选取了 16 家商业银行作为

样本银行，搜集了 2015-2019 年的多指标面板数据，借助 SPSS 软件进行分层因

子分析，得出了商业银行在绿色金融背景下竞争力的综合排名，结果表明：通过

运用此测度方法得出的商业银行排名，与权威评估机构发布的排名基本一致，间

接证明本文测度方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最后，对得出的结论进行了分

析，并介绍了新体系施行下的保障措施，确保体系可以顺利实施。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建立了一套绿色金融背景下商业银行评价体系，创新之

处其一，考虑了环境因素后将绿色金融相关指标融入到其竞争力评价体系中去，

为推动环境友好型社会做出贡献；其二，对多指标面板数据采用了结合时间序列

分层因子分析法，实现了面板数据中各样本在指标维度和时间维度的双重细化，

解决了现有方法在此问题中的局限与不足。该方法有效地提升了银行竞争力评价

的客观合理性，为完善银行业竞争力评价体系做出贡献。 

 

关键词：绿色金融 商业银行竞争力 多指标面板数据 分层因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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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oking through the hot words list in 2015 till now, “the green 

development” appears on it all the time, which demonstrated that China’s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reached the same level. From the government perspective, they actively 

advocating the corporates which are nice to environment in recent years, 

and the enterprises with high energy consumption and high pollution are 

strictly prohibited at the same time. What’s more above all is that all 

commercial banks in China carried out the investigation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f loaned enterprises. It shows the commercial 

banks must tak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as the hub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eeking for new profit point. Therefore, the green bank 

should be built immediatel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green development 

combined with its characteristics, protecting China’s green finance 

development as the convoy. 

Based on the above, the article tried to establish a set of 

competitiveness measurement method of commercial banks in the context 

of green finance. First of all, through the way of building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through reading and organizing historical literatures, the 

article is trying to dig out the problem from competitiveness assessment 

system and find the reason behind it on the background of green finance. 

Secondly, the article attempted to establish a series system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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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itiveness evaluation on commercial banks in supporting of green 

finance theory. The model selected 16commercial banks as samples, and 

collected multi-indicator panel data from 2015-2019, then running 

stratified factor analysis with the help of SPSS to find out the rank of 

commercial banks under the green finance background. The conclusion 

obtained from above approaches is largely same with the rank given by 

authorities, which also prove the feasibility and rationality of the 

self-build model. 

The achievement of the article is to building the commercial bank’s 

competitiveness assessment system under green finance background. One 

innovation is considering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to the model 

building, which contributes to the environment friendly society. The other 

is secondly, to adopt a combined time-series hierarchical factor analysis 

method for multi-indicator panel data, which realizes a double refinement 

of each sample in the indicator dimension and time dimension in the 

panel data. Secondly, we use a combined time-series hierarchical factor 

analysis method for multi-indicator panel data to achieve the dual 

refinement of the indicator dimension and time dimension of each sample 

in the panel data, which solves the limitations and shortcomings of the 

current algorithm in this problem. This method effectively improves the 

objectivity and rationality of banks' competitiveness evaluation and 

contributes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banking industry competitiveness 

evalu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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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1）环境问题日益严峻，政府高度重视  

在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下，生态环境问题俨然成为发展

过程中一个大问题，例如大气污染，土地荒漠化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

类可充分利用的资源能源问题的日益趋紧。为更好地实施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

我们人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对环境问题也不容忽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从政策层面已经深入基层变得脍炙人口，政策和人们观念的转变使得我国

经济发展由“黑色经济”转变为“绿色经济”成为可能。因此强化生态文明建设，

转变企业发展模式成为了每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绿色发展也将

成为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支撑。 

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如何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利

用有限的资源更有效的提供经济动能也是研究课题之一，而向低碳经济的绿色发

展模式转型成为突破口，构建符合“绿色”标准的市场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也逐

渐兴起。为了实现绿色转型，仅靠顶层设计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将社会资

本引入绿色市场，这就为建立合理有序有力的绿色金融市场提出了必然要求。

2015 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就曾提出建

设能支持可续发展的金融体系，其设想包括政府财税政策的转型、金融监管标准

的升级、国家主权绿色债券的发放等。2016 年我国正式着手建立符合中国国情

的绿色金融市场，并首次在 G20 峰会上引入“绿色金融”这一重要议题。鉴于

气候变化带给经济发展一系列的严峻考验，也为经济更好的转型提供了一个可行

的契机，比如将 “碳中和”纳入环保，在低碳情况下发展财税、土地、金融等，

从而绿色金融市场在我国呈现出较好的发展态势。目前，我国的绿色金融市场主

体丰富，既有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的资金供给主体，也有绿色金融市场的需求

方，其除了各级政府建设的节能环保型基础工程以外，进行环保技术研发升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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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传统企业和环境友好型中小企业逐渐成为了市场的需求主体。 

（2）商业银行竞争环境激烈，绿色金融发展存在差异  

随着金融服务模式的不断创新，金融智能化的逐渐发展，我国商业银行发展

规模不一，业务能力差距较大。传统商业银行竞争力基于“三性”的原则下，通

过内部资源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表现出优于竞争对手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而现如今，若将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考虑在内，内外部的有效范围都将会缩小，

从而商业银行的竞争力也会发生变化。对于绿色金融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这样

的大背景，各商业银行有关绿色金融理念以及服务的贯彻程度参差不齐，则可以

以此为契机，通过提供“绿色金融产品”来实现差异化转型，进而影响商业银行

在绿色金融背景下的竞争力排行。 

1.1.2 研究意义  

绿色金融是将经济实现绿色发展的一种新型的金融模式，对于提高经济更好

更快发展的问题，绿色经济在实现“碳中和”的基础上也更好的促进了对现代化

经济体系的构建。作为商业银行，更应该在推行绿色金融上做好表率，应该充分

利用自身的优势更好地适应和融合相应的社会环境和市场经济考验。我国于

2006 年开始绿色金融实践，鉴于该领域比较新型且复杂，本文在充分了解其内

涵及相关政策的基础上，着眼于在绿色金融背景下如何通过构造一个评价模型进

而去测算各商业银行的竞争力，通过该模型，希望可以给银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提

供借鉴和参考。 

（1）理论价值 

银行本身属于特殊的一类企业，作为社会的经济发展与资源配置的纽带，对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它有义务辅助国家

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实施，在发展绿色经济的基础上，追求自身的经济效益。鉴

于此，创建具有中国特色且考核培训机制高度健全的“绿色银行”刻不容缓，在

此基础上，努力提高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从而在充满竞争的社会环境中稳固自

己的地位。相比较而言，传统银行业竞争力评价体系仅依据企业内部的财务信息

和非财务信息进行构建，没有将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考虑在内，无法全面体

现银行发展战略，不利于银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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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样的大环境下，商业银行应当将体现绿色金融基因指标纳入到竞争力

评价体系中，通过推行绿色金融业务来实现银行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获得经济

发展与环保的双赢，因此，对于我国现有的竞争力评价体系来说，如何将环境因

素融合到体系中，能更全面的反映银行发展战略，进而增强银行竞争力就显得很

有必要。 

（2）现实意义 

第一，有利于完善银行业竞争力评价体系。随着国家制度及政策的相继出台，

绿色金融领域将会得到高速发展，因此将绿色金融指标加入到银行业竞争力评价

体系，更加适用于当下的社会环境，有利于银行降低经营风险及声誉风险，为银

行业竞争力评价体系的完善提出了新思路。添加绿色金融相关指标，将环境因素

也反应在竞争力评价中，提高银行竞争力评价的科学性，具有推广应用的价值。 

第二，为商业银行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思路。在当今新冠肺炎疫情下，银行

业盈利增速大幅度放缓，绿色复苏将成为疫后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力，在央行定向

贷款的支持下，越来越多的资金通过中介商业银行流向环保型投资建设项目。只

有紧跟国家宏观政策，推进绿色金融的实施，才能保证商业银行稳健发展，所以，

发展绿色金融是我国银行业保持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主流趋势。 

第三，有利于推进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发展。绿色金融是全球金融发展的新风

潮，通过深入阅读国家出台关于绿色金融的纲领性文件，如《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总体方案》，发现我国需要不断开拓绿色产业、绿色经济，将经济高质量发展与

环境友好型社会相结合，打造可持续发展的金融市场，助力实体经济绿色健康发

展。 

1.2 研究内容与框架 

1.2.1研究内容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在绿色金融背景下探究我国商业银行的竞争力测度。文章

先介绍绿色金融和商业银行竞争力的相关理论及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把绿色金

融相关指标融入到传统的竞争力评价指标中，构建绿色金融背景下的商业银行竞

争力评价体系，之后选择我国 16 家商业银行作为研究对象，对 2015—2019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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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数据采用分层因子分析法进行分析，最后得出研究结论并针对当下的实际情

况提出建议。本文共六章，具体的研究内容如下： 

第一章，绪论。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并对研究意

义进行说明；第二部分对文章内容进行了梳理，并给出本文的基本逻辑框架；第

三部分具体介绍了文章使用的研究方法；第四部分阐明本文的创新点和不足之

处。 

第二章，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首先介绍了本文所依据的相关理论，主要包

括四个方面：赤道原则、可持续发展理论、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及环境风险管理理

论；然后对国内外绿色金融方面和商业银行竞争力方面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并

做出简要评价，为全文提供文献支撑。 

第三章，绿色金融和现有银行竞争力评价体系分析。首先对绿色金融进行简

要的概述；然后在分析绿色金融对商业银行竞争力的影响机制；最后，从绿色金

融角度出发，指出我国现有的商业银行竞争力评价体系存在不足之处，并提出构

建一套在绿色金融背景下全面高效的商业银行竞争力评价体系的必要性。 

第四章，商业银行竞争力评价体系的构建。首先，介绍了选取的评级指标应

遵从的原则；再将竞争力评价指标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体现商业银行的竞争

力构成要素指标，即现实竞争力指标和潜在竞争力指标，另一方面是体现商业银

行绿色金融基因的竞争力指标；最后选取多指标面板数据分层因子分析法作为绿

色金融背景下商业银行竞争力评价方法，进一步对多指标面板数据的分层因子分

析法的基本原理与步骤进行简要描述。 

第五章，绿色金融背景下商业银行竞争力分析。首先选择我国信息披露较完

备的 16 家商业银行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选取这些银行 2015—2019 年的

数据；然后通过多指标面板数据分层因子分析得出面板数据评价函数，然后计算

出商业银行的评价值，最后对结果进行简要评析。 

第六章，结论。总结和归纳本文结论，为了保证绿色金融背景下商业银行竞

争力新体系的有效实施提出相关建议，并展望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1.2.2研究框架 

本文的结构框架如图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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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论文结构框架图 

 

1.3 研究方法 

1.3.1文献分析法 

本文搜集和阅读了大量经典文献和资料，对关于绿色金融和商业银行竞争力

内容和方法进行了全面的了解，鉴于此，解读并梳理了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现状

及结论，分析文献的存在的缺陷，为全文奠定理论基础。 

1.3.2对比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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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现有商业银行竞争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的对比分析，对其进行简

要的评述，梳理出各自的优缺点，在此基础上，尝试着去建立绿色金融背景下商

业银行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 

1.3.3分层因子分析法 

本文使用了一种既考虑了面板数据指标维度，又没有忽视时间序列价值的分

层因子分析模型，该模型同时考虑到数据的横向与纵向信息，确保了信息的全面

性。首先，在底层分别对各个时间截面数据进行传统因子分析，即因子分析的适

用度检验、根据公因子方差贡献率提取公共因子、因子命名、计算因子得分、以

公共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回归加权得出各截面数据样本评价向量。其次，

将上述得到的各截面的样本评价向量，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组合成综合评价矩阵，

再对该矩阵进行传统的因子分析。最后，研究得出面板数据公因子得分函数及其

方差贡献率，结合底层样本评价函数，最终实现对多指标面板数据的综合评价。 

1.4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1.4.1本文的创新点 

（1）绿色金融是热点也是难点，本文创新性地以绿色金融为切入点，站在

绿色金融的背景下，分析我国现有竞争力评价体系存在的问题，尝试建立一套绿

色金融背景下商业银行竞争力评价体系，将绿色金融相关指标融入到其竞争力评

价体系中去，为实现银行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2）本文对多指标面板数据选取了分层因子分析法，该方法不仅同时包含

了截面维度和指标维度，而且也将时间维度考虑在内，优势在于不仅考虑到数据

的横向信息，同时还兼顾数据的纵向信息，提高了评价的可信度。 

1.4.2不足之处 

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尚未在绿色背景下对商业银行竞争力进行测度研究。

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添加绿色金融基因相关指标，将环境影响也反映在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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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中去。在文献的梳理、数据的获取、数据的处理与分析等方面尽量避免错误，

尽力做到规范、严谨，但由于学术能力有限，本文尚存在一些不足。 

首先，绿色金融内容比较新颖且复杂，已有文献较少，文中有些指标设置依

据不够充分。而且，绿色金融涉及领域较为广泛，无法将其全部方面反映到评价

体系中，其研究结果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其次，在数据的搜集方面，本文选取的是披露信息较为完整的 16 家商业银

行，以这些银行的信息作为研究样本，选取了 2015—2019 年的数据，时间跨度

较短，样本数目较少，可能引起实证结果的准确度下降。在未来，商业银行会逐

步加强对绿色金融业务的重视力度，相关的信息披露会更为普遍，由此得出的实

证结果将更具有参考性价值。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绿色金融背景下商业银行竞争力测度研究 

 8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2.1 理论基础 

2.1.1赤道原则 

所谓赤道原则（Equator Principles），往往被金融机构用来决定、估测及管

理在融资过程中的项目所可能涉及的社会、环境风险，赤道原则对金融机构不具

有法律方面的强制性约束，是一种自愿性原则。由于环境问题日益严峻，这在某

种角度上会给金融机构带来巨大风险隐患，赤道原则的重要性也就日渐凸显出

来，经过十多年的实践和运用，逐渐成为了在项目融资中预测和评估社会与环境

问题的重要准则。截止 2020 年，全球自愿采用该原则的有花旗银行、巴克莱银

行等在内来自 37 个国家的 112 家金融机构，相关金融机构所涉及的项目融资额

占全国总交易额超过 80%，在新兴市场中占据 70%以上的份额，国内的运用也

曾借鉴国际经验，兴业银行于 2018 年 10 月底宣布正式采用赤道原则，在银行持

续探索的努力下，形成了“点绿成金”的特色发展模式，在绿色金融发展领域为

业界树立了鲜明的旗帜，对绿色金融相关概念在银行业的开拓与发展具有积极作

用。 

2.1.2可持续发展理论 

二十世纪中期，我国在面临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诸多问题，伴随着这些问

题的愈演愈烈，生态危机也逐渐显现出来，经济增长速度开始逐渐变缓，这严重

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于是人们开始逐渐反思自己在生态系统中所处的地

位，努力探索适合人类永续生存的发展道路。1972 年，在轰动一时的《增长的

极限》研究报告中，罗马俱乐部提出了“零增长理论”，为可持续发展理论奠定

了基础。1987 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在一篇名为《我们共同的

未来》报告中，首次把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理念引入了政治和经济领域，并在报告

中明确定义了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概念。该理论将之前倡导人类保护环境的单一视

角拓展到环境保护与人类发展相结合的战略高度，这一点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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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并在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得到应用。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概念：在文件《中国 21

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中，我国政府将可持续发展写入了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总规划中，宣传推广了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理念。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多个领域

中有所体现，如社会、生态、经济等。另外，可持续发展在践行过程中应遵循公

平性、持续性和共同性的原则，在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完善理论研究和积累实践

经验。同时，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影响，金融问题的传导机制和作用机制复杂化，

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威胁着经济发展的稳定环境，因此必须更加重

视金融的长期稳定和发展。在全球气候变暖的整体趋势下，低碳经济逐渐受到了

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与之相关的绿色金融相关理念也随之被各界学者所广泛讨

论。可持续金融的概念是指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应该从环保理念的视角逐

渐调整金融体制和金融机制，以促进金融资源合理有效地配置，以达到经济发展

与环境保护同时落实的双赢目标，在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落实可持续发展的观

念。 

在完善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的同时，关于绿色金融的探索也在发展中积累经

验，我们应重视对金融相关资源合理、有效地开发和利用，这样才能在经济发展

的同时确保未来的利益不受损失，从而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的发展机制，因此绿

色金融已经逐渐成为商业银行未来发展的主流趋势。 

2.1.3企业社会责任理论 

企业社会责任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它是指企业在追求自身利

润的同时，也需要承担相对应的社会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企业在以追求

利润为目标的同时，也要重视对人自身的价值，并且还需要负担起对生态环境、

消费者及社会等诸多方面的责任。亚当·斯密首次提出“看不见的手”，阐述了

社会秩序在个人非故意的情形下形成的思想。后来，从事古典经济学派研究的早

期学者认为企业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需要做到提高在提供产品和服务时使用资

源的效率，并且以消费者相对来说较为理想的价格销售它们。1924 年，谢尔顿

在《管理哲学》中阐述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该理念将企业应当承担相应

的社会责任和满足社会各界需求联系起来，并创造性地将道德因素融入其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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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后，2013 年世界银行在经济发展层面，对

于社会责任提出了与大众生活更为贴近的定义，即社会责任是一项承诺，面对利

益相关者承诺以改善其生活质量为主要目的，并满足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现如今，

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理念也受到了全世界各行各业的广泛认同，并被作为企业日

常经营中的一种重要的商业理念。 

商业银行作为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质也是一种特殊性质的企业，自然

而然也需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为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中

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对我国银行业做出了重要指引，对商业银行承担的社会责

任，规定了三个基本要素，提出社会责任需以这些基本要素作为出发点：第一，

经济责任。商业银行是以盈利为目的的金融机构，但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时候应

该做到守法合规，对促进经济稳定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第二，社会责任。作为

国家相关经济政策的重要执行者，商业银行有义务肩负起维护国家和社会利益的

责任，在日常经营活动中落实消费者教育的宣传工作，推广信用体系建设的基本

思想，重视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在各种社会公益活动中积极参与，为社会的和

谐繁荣发展贡献力量。第三，环境责任。商业银行在市场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中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也需要重视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虽然其经营活动不会

直接引发环境污染问题，但是商业银行也会在在某些方面间接影响环境，比如企

业融资等一系列业务过程中。因此，商业银行有必要从各个方面加强对自身经营

活动和融资对象的相关控制，并应积极发展绿色金融业务，将资金有效地从“两

剩一高”行业引导到绿色环保行业，为治理和改善环境履行应有的责任。 

2.1.4环境风险管理理论 

近年来，人们环境保护意识不断提升，有关环保政策和法律法规也相继出台，

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受到了更多的限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使在其经营发

展和未来收益等方面受到限制，因此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增

多，在向商业银行申请贷款时，作为资金提供者的银行必然考虑到其风险较大而

谨慎放贷，这就是商业银行的环境风险。环境风险存在于多个主体中，其不确定

性极大，会间接对商业银行竞争力产生不好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环境风险可能会造成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贷款企业若违反了国家有关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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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法规，在生产经营中对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污染，必定为此付出相应的代

价，面临高额的罚款或停业整顿甚至项目被强制终止，企业的经济效益将遭受严

重损失，则企业延期或无力偿还商业银行贷款，给银行造成一定的损失。其次，

环境风险给商业银行声誉风险带来一定影响。在信息透明化的今天，商业银行本

身的产品差距较小，服务和口碑重要性愈发突出，因此声誉对商业银行来说是极

其珍贵的无形资产，随着国家对环境问题的高度重视及公众环保意识的增强，一

旦商业银行给 “两高一剩”等类似企业提供资金支持，这类企业在生产经营中

污染了环境，若社会公众追溯本源也会对商业银行产生负面影响，导致银行损失

许多潜在的客户及合作伙伴。最后，环境风险会给商业银行带来连带风险，这与

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有关，若商业银行在贷款前未正确识别与评估企业投资

项目所面临的环境风险，并对其授信，这就说明如果相关企业造成了一定的环境

污染，商业银行会不可避免的需要承担连带责任。此外，受此环境污染影响的受

害者，在向授信企业申请索赔无结果后，将会把矛盾转移到为企业授信的商业银

行，商业银行则有可能面临索赔及法律诉讼风险。 

由此可见，商业银行必须意识到环境风险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做出相

应的应对举措。在规避风险的举措方面，对其进行综合管理必不可少，商业银行

环境风险管理这一概念就此产生。具体操作为：首先，需要收集并识别融资企业

或项目所面临的环境风险信息；然后，对项目开展尽职调查，审查其环境风险是

否在合理的范围内；最后，应对项目的环境风险进行持续监督并定期披露收集的

信息，在必要的时候必须采取积极的措施来控制风险的蔓延。综上所述，环境风

险的管理过程是以商业银行为控制主体进行的一系列风险控制过程，包括监测、

识别、量化、规避。 

2.2 国内外研究现状 

2.2.1绿色金融层面 

（1）国外研究现状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首次提出“环境金融”这一理念。此后，

金融的可持续化问题在国外学者中的金融研究中被频频提及，并将企业在经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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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展中承担的责任作为重点主题进行了相关探讨。Mark A. White（1996）在

研究中强调了金融和环境互相影响、相互制衡的关系，并提出了要将金融工具运

用在“绿色金融”的实践中，重视金融对环境保护的影响作用。Jose Salazar（1998）

进一步对绿色金融的内涵进行了阐述，说明了绿色金融同时联结金融和环境行业

的中介作用，也强调了绿色金融是为了实现环境保护而对传统金融的创新与突

破。Eric Cowan（1999）具体分析绿色金融的内涵与外延，认为绿色金融融合了

经济可持续化和金融学的重要理论，并提出用多样化融资手段和途径来促进环境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Labatt 和 White（2003）在其著作中详细介绍了金融创新与

环境之间的关系，认为绿色金融在市场中担当起信息感应器的角色，向外界传达

环境质量和环境风险等信息，能有效提高环境绩效。 

商业银行的项目、产品、政策等常被作为金融市场的风向标，由此，国外学

者开始研究商业银行在发展绿色金融的过程中具体扮演怎样的角色，能否贡献力

量。Marcel Jeucken（2001）说明了商业银行在可持续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提

出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实施绿色金融的相关政策，从经济方面鼓励市场中的主体参

与环境保护，并进一步强调了银行业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政策间的关系。Thompson

和 Cowton（2004）分析了商业银行贷款和企业环境信息之间的关系，指出商业

银行在进行企业贷款决策时，应调查企业环境保护信息，再决定是否发放贷款，

把环境与社会风险融入到商业银行所提供的产品与服务中。Olaf Weber（2005）

依据欧盟银行业联合会的调查数据指出了银行要可持续性发展则需重视环境风

险的影响，并强调对环境风险的合理控制有利于商业银行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

化，同时也担当起了社会责任。Sean Monaghan（2006）提出把赤道原则作为商

业银行信贷投放的行为准则，在全球大环境下，融资企业的环境责任审查越来越

严格，商业银行在信贷业务也可能会面临环境风险，而赤道原则可以有效地降低

环境风险，信贷业务的稳定和发展有利于商业银行维持和扩大自身竞争力。

Michael Wara（2007）发现清洁发展机制能有效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而绿色金

融的业务开展可以促进低碳经济，推动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Hornlein（2015）

对商业银行开展绿色信贷的衡量标准进行分析，同时考核银行承担企业社会责任

的相关指标，得出绿色信贷可以推动商业银行积极发展，提高竞争力以及声誉的

结论。Soundarrajan 和 Vivek（2016）强调了商业银行在审核投融资的相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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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环境因素的重要性，提出要通过重视环境保护来推动绿色金融业务的发展。

Wulandari 和 Stephan（2018）研究了流动性风险和债券收益率之间的关系，发现

绿色债券可以更好地实现投资目标。 

国外学者大多认为，商业银行通过重视绿色金融的发展，可以带动自身的经

营发展。Scholtens 和 Dam（2007）研究了社会责任、经营绩效和股票风险及回

报这三者对商业银行的作用，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在商业银行中实施赤道原则可

以提高银行社会影响力的结论。虽然短期看来商业银行的经营成本会相应的提

高，但银行可以通过绿色金融业务获取长期且更高的利润。E. J. Cilliers 等人

（2010）认为，商业银行通过发展绿色结果不仅可以提升盈利能力，还能达到可

持续发展的经营目标。Eshet（2017）强调发展绿色金融给商业银行带来的多方

面积极影响，具体表现在不仅可以建设良好的公众形象，还可以降低风险，获得

较高的收益。 

（2）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关于绿色金融的研究起步较晚，在学习了国外学者在绿色金融方面等的

成果基础上，我国学者也对此进行了相关研究。高建良（1998）在国内研究中首

次提出绿色金融的概念，提出金融机构在日常经营管理中应考虑环境保护，并将

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准则之一，以金融业务的健康运作发展绿色经济。孙洪庆

（2001）提出通过融资方式和金融系统来构建绿色金融体系，为在金融机构中引

入绿色发展理念奠定了理论基础。安伟（2008）在我国已有的绿色金融理论实践

的研究基础上，阐明了绿色金融的基本概念，即以信贷、保险等各类金融工具为

载体，尊重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重视建设生态文明的基本思想，为达成节能减

排和经济资源相互协调发展的目的而施行的宏观调控政策。任辉（2009）指出绿

色金融的核心是重视金融业和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间的关系，并努力协调好三

者间的关系。王玲玲等（2012）指出了发展绿色金融的重要性，认为绿色金融是

一种崭新的发展模式，应重视资源承受能力，考虑生态环境容量的制约影响，在

落实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的行动中逐步实现可持续发展。冯俊（2016）在研究中

强调了绿色金融作为金融发展战略的重要性，提出在评估经济系统的影响时要重

视金融业的影响，在金融机构开展的业务中实践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以均衡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及金融机构等多方面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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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作为资金与社会活动的枢纽，对金融稳定和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

作用，故我国学术界开始对商业银行绿色金融业务发展进行研究。惠东旭（2002）

认为商业银行大力发展绿色金融业务既可以在其行业内获得竞争优势，也可以规

避环境带来的潜在风险，从而可以实现长久稳定的发展。熊学萍（2004）为了解

决政府环保工作失灵现象，需要改变商业银行金融业务传统考核方式，运用创新

工具来弥补传统金融的缺陷，重视绿色金融政策的颁布和落实。杜朝运（2006）

对绿色金融、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三者进行了研究，分析了三者间的作用关系，

得出商业银行开展绿色化经营业务可以推动循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刘勇（2007）阐述了商业银行发展绿色金融业务的三个主要原因，首先是政府逐

渐完善环境相关法律及非政府部门对环保的关注与呼吁，其次是由于贷款企业经

营过程中污染环境影响其偿债能力，加大了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最后是银行间

同业竞争激烈，为满足社会公众对绿色金融产品的需求，则需要发展绿色金融业

务。陈柳钦（2010）对比国内外商业银行绿色信贷的发展状况，提出重点在于将

社会责任融入到信贷政策、文化以及整个经营管理过程中。王先菊（2012）分析

了绿色信贷在我国商业银行发展的可行性，并立身于商业银行和政府的角度对绿

色信贷在我国发展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马俊（2015）提出我国要重视构建绿色

金融体系，加快相关政策的颁布和落实步伐，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绿色金

融工具来激励和引导企业进入绿色行业。张伟、芦雨婷（2018）探索了绿色信贷、

绿色债券、绿色产业投资基金等绿色金融手段助推工业绿色化转型的路径，并介

绍了成功案例的具体实践。鲁政委等（2020）提出，为了满足各类绿色、低碳、

循环经济发展的融资需求，要积极发展和创新多元化的绿色金融产品。 

近年来，绿色金融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及竞争力的影响也得到了学者们广泛

的关注，国内学者主要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进行了相关研究。在理论研究方面，

马萍和姜海峰（2009）、韩娟（2011）、陈一洪（2012）等学者持有统一观点，

即商业银行发展绿色金融业务可以提高银行的收益。首先，商业银行愿意开展绿

色金融业务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说明商业银行在意愿上支持金融的可持续健康发

展，在行动上也勇于承担自身的社会责任。商业银行不仅提高了其社会声誉，也

有助于实现商业银行的自身发展的稳健目标。其次，商业银行在实施绿色金融的

过程中可以拓展新业务，既丰富了银行产品类型，又优化了银行业务结构，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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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商业银行在同业的竞争力。在实证分析方面，学者们之间得出了不同的结

果，主要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发展绿色金融显著促进其盈利能力的提高，

孙红梅、王雪（2013）以 16 上市银行为样本，选取 2006—2012 年的数据进行分

析，结果发现商业银行作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关注利益相关者需求，能有效提

升财务绩效。朱广印、王晓宁（2017）对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采用个体固定效应

模型进行分析，得出的实证结果反映了商业银行落实绿色信贷可以提高银行的财

务绩效，并且从长期来看，作用效果更为明显。何凌云、吴晨（2018）通过系统

运用 GMM 回归方法选取 9 家上市银行的 2008—2016 年数据来分析商业银行绿

色信贷对其竞争力的影响，发现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竞争力有显著的提升效果。

第二种情况是绿色金融不利于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提升。周琳琳（2014）选取了

13 家商业银行作为研究对象，采用 2008-2012 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绿色

信贷对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有明显的消极影响。李程等（2016）通过运用演化博

弈论和双重差分模型来研究绿色信贷和商业银行绩效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

实施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绩效有负面影响，说明了在短时间内看来实施绿色信贷

政策不会提升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和竞争力。第三种情况就是认为两者之间不存

在显著的关系。 

基于上述对国内外有关绿色金融的文献梳理来看，国外关于绿色金融的研究

较早。其中，国外学者从宏观层面上建立了金融与环境保护的基本理论，对绿色

金融的定义、业务及发展的重要性进行研究，其次基于定性分析来讨论发展绿色

金融业务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国内学者借鉴国外研究成果并结合我国基

本国情及经济发展状况，多角度诠释绿色金融内涵，探讨分析我国发展绿色金融

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实证研究了绿色金融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不断为丰

富我国在绿色金融方面的研究成果做出贡献。 

2.2.2商业银行竞争力层面 

（1）国外研究现状 

从本质上讲，银行是一种特殊企业，因此对于商业银行竞争力的界定，国外

学者主要从对企业竞争力角度开展的。Michael E. Poter（1980）在《竞争战略》

书中认为可以用五种竞争力可以很好地解释企业竞争法则，其分别为：同行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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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竞争者的竞争能力、潜在竞争者进入的能力、替代品的替代能力、供应商的

讨价还价能力与购买者的议价能力。Prahalad 和 Hamel（1990）认为技术与产品

创新对核心竞争力起着重要作用，并首次提出 “核心竞争力”的概念。而 Coombs

（1996）指出商业银行竞争力不仅是在经营过程中对资源和技术的积累，也体现

在企业文化和组织能力上。 

关于商业银行竞争力的构成要素及评价方法，国外对商业银行竞争力构成要

素研究主要集中在权威机构上。WEF 和 IMD 是公认最权威竞争力机构，其中

WEF比较看重当前及未来成长竞争力两项指标，而 IMD的指标体系由关注资本、

资本效率、证券市场运行金融服务效率四项要素构成，两者使用加权平均法对各

国金融竞争力进行研究。国外有很多专业报刊机构对国际上的银行进行评价与排

序，其中英国的报刊《银行家》最具有代表性，其对银行综合竞争力进行评价时，

选取的主要指标包括：一级资本、资产规模、风险管理、经营收益。知名评级机

构每年都会对国际上代表性商业银行进行评级，不同机构有不同的侧重点，故选

取的指标也不一样。标准普尔评价机构主要考察财务风险及经营风险两个方面，

考虑到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的相结合。穆迪对商业银行的评级侧重于存款评级及

信用评估，评价体系包含经营所处的环境、资本充足的情况、盈利表现、风险控

制能力、公司组织结构、业务价值及管理目标与手段。美国金融监管机构也有一

套公认的评价体系，它主要侧重于研究银行的风控能力，因此选取了能监控和防

范风险的六项指标，分别为：资本充足情况、资产质量、组织管理情况、盈利能

力、流动情况及市场风险敏感情况，根据结果分为五个等级。 

国外学者 Dietrich and Wanzenried（2011）通过对瑞士商业银行的盈利水平

进行研究分析，发现三个能有效提高商业银行竞争力的途径，即开展非传统业务、

提高经营效率及更新业务模式。Chang et al.（2012）在其著作里表明，社会技术

的进步可以有效地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竞争力。 

（2）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关于商业银行竞争力研究，主要集中于构建商业银行竞争力的评价指标

体系和评价方法两个方面。焦瑾璞（2002）在《中国银行业国际竞争力研究》一

书中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分析，为我国银行业建立了由现实竞争力、潜在竞争力、

竞争环境和竞争态势四个方面构成的中国商业银行评价体系。鲁磊（2009）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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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竞争力的相关理论，基于 CAMEL 模型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

析法和数据包络法对我国商业银行竞争力进行评价。梁宏莉、张晨（2010）将社

会责任指标加入到商业银行评价指标体系中，运用蛛网模型对我国上市商业银行

进行评价并给出建议。王军（2011）在“三性”的基础上，加入银行规模、企业

建设能力及金融创新能力等自身发展性指标来完善商业银行竞争力指标体系，运

用因子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来比较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之间的竞

争力。陈芳（2011）通过对我国商业银行竞争力的研究，从基础资源类、能力类

指标、环境类指标三方面为要素，然后采用层次分析法进行对我国商业银行竞争

力进行综合评价。陈一洪（2017）认为商业银行竞争力的要素是由风险管控能力、

盈利创造能力和持续成长能力三个方面构成，此要素可以对商业银行总体发展进

行了横向比较，并为我国商业银行竞争力的提高提出建议。 

2.2.3文献述评 

通过阅读和梳理国内外关于商业银行竞争力的相关研究后，发现国外的竞争

力评价体系发展的时间较为长久，为我国竞争力评价体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经

已有学者的研究分析发现，我国现有竞争力评价体系，一部分单纯围绕商业银行

的财务指标，时效性差，忽略了非财务指标的重要性，对于银行的长远发展极为

不利。一部分运用了传统的评价方法从“三性”角度对银行竞争力进行评价，尽

管已有的学者对于其进行了重新界定，但相对来说指标设计的还不够完善，在现

下的社会环境中，银行本身已成为一个风险体，那么在设计竞争力评价体系指标

时，则更应该突出反映银行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将我国的国情及国家政策分析透

彻，将环境发展融入到指标构建当中去。 

基于此，本文将依据分层因子分析法，考虑到绿色金融相关因素，将环境影

响也反应在竞争力测度中，建立一种较为全面的商业银行竞争力评价体系，为在

绿色金融背景下进一步提高商业银行竞争力，提出合理可行的建议，也为我国将

来商业银行绿色金融的有序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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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绿色金融及现有银行竞争力评价体系分析 

3.1 绿色金融的概述 

绿色金融是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衍生出来的一个新概念，巧妙地将金融业的

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详细来说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金融行业推动

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是金融业促进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前者突出

的是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利用自身在社会上的作用控制资金的流向，引导“两剩

一高”行业向环保行业转型，推动了绿色金融的可持续健康发展；而后者注重金

融机构经营带来的资本收益和后期的进一步发展，同时要保证资本的流动性，防

止投机行为的发生。1980 年前后，绿色金融在我国崭露头角，经过专家学者以

及金融机构对其坚持不懈的研究，使得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 

作为一个实践出真知的行业，绿色金融必须经过实践的锤炼，才能得出相应

的理论体系，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国甚至国际上对它的概念都没有形成统一的

标准。但已经有些国家根据自身的业务或主要的关注点提供了相对明确的定义。

英国政府在 2013 年召开了“绿色金融专题体证会”，会上特别强调了金融业在

环境保护中的作用，明确提出绿色低碳经济是未来金融行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在

此次会议中对绿色金融的范围做了如下概述：为低碳能源发展、提高能源效率、

适应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领域的投资。德国发展研究所在 2016 年发

布的一份报告强调，对环境筛选和风险评估的调查结果是投资或贷款的重要基

础。考虑到对环境的影响，绿色金融也被定义为包括所有可增加环境可持续性的

投资或贷款。除此之外，我国在 2016 年 9 月首次将绿色金融问题加入了 G20 会

议的议程中，并且还为此成立了绿色金融研究组，该小组提出了更为开放的绿色

金融定义，简而言之，绿色金融是一种可以产生环境效益并支持可持续发展的金

融投融资活动。实质上是通过金融杠杆的方法使更多的社会经济资源流入到绿色

环境保护领域，实现更广泛的环境目标，并通过金融体系实现对环境风险的有效

管理的一种手段。 

3.2 绿色金融对商业银行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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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作为各方进行资金融通的第三方机构，应该遵守我国经济的发展规

律，将绿色金融的发展提上日程，与国家的政策相呼应。不仅有助于适应我国经

济政策，还能更好地提升自身的经营能力，并为保护我国的环境做出贡献。目前

在国内，绿色金融刚刚起步，它的发展仍以信贷为主，相关制度及管理较为完善，

所以本文主要分析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竞争力的影响。 

在国家经济政策的引导下，我国经济形态大幅调整，商业银行的经济结构也

开始调整，将投资从传统行业投向绿色经济行业，同时也加大了对其投资力度，

这有利于实现环境与银行的可持续发展。相比于普通贷款，绿色信贷操作程序较

为复杂，对知识与人才的要求也较高，银行需要投入更多的成本，因此实施绿色

信贷在短时间内并没有给商业银行带来实际利益。放眼长期影响力，商业银行在

做绿色投资的同时，不仅对社会做出贡献，也为它自己赢得好的声誉，有利于拓

展自身业务，增强盈利能力，进而提升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其次，实施绿色信贷

有利于规避环境风险及连锁的其他风险。国家相继出台了有关环保的政策文件，

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将会受到诸多限制，若造成了环境污染，将会面临相关部门高

额的罚款甚至是强制终止项目，这将会大大降低企业的经济效益，则企业将延期

或无法偿还债务，给银行带来一定的经营风险，而绿色信贷则可以很好规避此类

风险。绿色信贷要求商业银行在审核企业或项目时，不仅要考查相关的财务信息，

还要重点关注项目或企业是否符合环保标准。最后，绿色信贷的实施有利于提高

商业银行国际竞争力。当前我国绿色金融领域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但是未来有

很大的市场空间可以挖掘，绿色信贷必然是国际金融行业发展的大方向，将会成

为银行重要的利润增长点，所以我国应积极推进绿色信贷业务，政府应该加大对

绿色金融的扶持额度，为我国银行业的发展添砖加瓦，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3.3 现有商业银行竞争力评价体系存在的问题 

21 世纪以来，我国商业银行得到飞速的进步和发展，由于 2009 年爆发的金

融危机，银行业的发展受到非常大的影响，也导致银行间竞争力有了较大的差别，

因此，开展商业银行竞争力评价凸显重要。一个完善有效地竞争力评价体系需要

具备以下四点要求：首先，能够反映其经营活动应达到的目标；其次，可以发现

在实现目标中出现的问题；然后，评价机构需要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评价其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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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可以从结果评价中分析出企业的优劣势，为确定银行未来的发展提供方向；

最后，需要符合当下的社会环境。目前，我国竞争力评价体系存在不完善性，存

在一些较为共性问题，主要为以下几方面。 

3.3.1忽视银行可持续发展 

现有商业银行竞争力评价体系，大多数指标已经基本完善，导致银行可能会

忽视当下的社会环境，产生会直接使用现成评价体系的惰性，其基本忽视了对于

环境风险的管理，在向外提供贷款时，未考虑该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性，则无法识

别其存在的潜在风险，不利于银行的可持续发展。此种情况下，绿色金融融入到

银行竞争力评价体系是必不可少的，然而现有的体系还没有实现相关的指标，存

在不利于银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3.3.2无法全面体现银行战略 

我国现行竞争力评价体系多为关注企业内部环境，而忽视外部社会环境，那

么，现有体系已经无法完全体现银行的发展战略，得出的结论自然具有局限性。

所以，建立含有绿色金融相关指标的竞争力评价体系，可以全面的表现公司长期

战略，推动绿色金融业务的健康、快速发展，进而带动银行的收入。 

3.3.3竞争力评价体系忽视对环境的评价 

传统评价体系偏重银行内部对其竞争力的影响而评价，一般会在系统内部建

立指标的评价体系，然而会把外部环境因素对于行业竞争力的影响忽视掉。在如

今的市场经济体制下，金融行业面临着经济调整和经济下行的压力，所以压力与

竞争更多的来自于外部环境与同行之间，如果没有正确把握市场定位和正确评估

自身的优劣势，那么银行很难发现自身的优缺点，在机遇和威胁面前毫无准备，

因此也很难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战略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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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绿色金融背景下商业银行竞争力评价体系构建 

4.1 商业银行竞争力评价指标选取原则 

4.1.1外在环境条件和内在特性条件相结合 

在当今这个充满竞争的时代，商业银行首当其冲，势必会受到政策、市场等

外在环境因素的影响。此外各商业银行都有自己独特的经营模式及发展方式，这

也会加速银行业向着更高更远的地方发展。因此一个相对完善的竞争力评价指标

体系要将各方面融合起来，加以整合，只有这样该体系才是最完整的，也是最实

用的，既能加强商业银行的内部建设，又能使该银行在充满竞争的市场中拔得头

筹。 

4.1.2短期因素和长期因素相结合 

当评价某个商业银行的竞争能力时，我们不但要考察当前阶段的发展能力，

还必须考虑它们的长期发展，若是在当前阶段发展较好，但前景不太乐观，那么

商业银行的竞争力必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因此，在评价商业银行竞争力是必须

同时考虑到其短期因素和长期因素。 

4.1.3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相结合 

要想全面、客观地评价商业银行的竞争力，我们既要关注可以具体量化的定

量指标，也要兼顾用文字、语言或其他不可量化的方式表达的定性指标，这样才

能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指标评价体系。 

4.1.4可获得性 

由于缺乏可信赖的绿色金融统计系统，很多数据很难从公开的渠道获得，为

了确保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及客观性，本文在选取指标时着重关注各项指标的获取

难易程度，尽量选取容易核查的指标，而且数据可以从公开渠道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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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构建商业银行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由于各家商业银行成立时间不同，银行的资产规模又存有较大的差距，若用

绝对数据直接比较分析，难以保证结果的客观性及科学性，因此商业银行有些指

标采用相对数据进行比较分析。随着国内外学者与时俱进地对商业银行竞争力进

行研究，以至于其指标体系的构建处于一个动态的且不断优化的状态，尚未提出

统一的体系。本文在商业银行竞争力的构成要素的基础上，大量研究国内外学术

界的有关成果，融入相关绿色金融基因指标，构建绿色金融背景下商业银行竞争

力评价指标体系。 

4.2.1现实竞争力指标 

现实竞争力，顾名思义是指当前状态下商业银行在这个大市场中的留存可能

性竞争力，彰显出商业银行在这段时期中的一切发展可能。银行的现实竞争力受

多重因素的影响，本文选取了以下三个最有代表性的因素来进行分析。 

（1）流动性指标 

商业银行的资金需要有较好的流动能力，为了应对随时可能发生资金转移、

客户提取以及银行内的各项支出。流动性比率可以很好地反映出银行的流动性，

所以本文选取这个指标来测度商业银行的流动性。 

（2）盈利性指标 

商业银行的本质是企业，盈利是所有企业共同追求的目标。为了保证商业银

行具有持续盈利的能力，要不断开发新业务，创新原有的业务格局，扩大业务规

模，引进专业性突出的人才，建立全面的服务体系。本文选取资产利润率、资本

利润率、收入成本比这三个 指标来衡量商业银行盈利性。 

（3）安全性指标 

为避免或减少经营过程中可能遇的风险，保障资金安全，商业银行始终坚持

安全性原则，这会增加客户对于商业银行的信任程度。而反映商业银行安全系数

的指标为资本充足率及不良贷款比率，下文中会着重分析这两个指标。 

4.2.2潜在竞争力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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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客观地研究商业银行竞争力，除了关注商业银行已经显现出来的现实竞

争力，还应研究其竞争力的可持续性及银行潜在发展动态趋势，即潜在竞争力。

虽然潜在竞争力在当前阶段尚未表现出来，但可以在适当机制发挥重要作用。本

文是从四个方面来体现商业银行的潜在竞争力。 

（1）经营能力指标 

经营能力指标直观反映了商业银行经营业绩整体变化情况。由于各家商业银

行总体规模差距较大，所以选取各指标的增长率来客观衡量银行的经营能力。本

文选取的指标是资产増长率、存款增长率、贷款增长率。 

（2）业务创新水平指标 

业务创新是商业银行在行业内获取竞争优势的有效途径，业务创新代表着在

原有业务基础上保留优质的元素淘汰掉过时的、老旧的劣质因素加入新鲜的元

素，重新整合加工，最终得到新的业务。新业务的出现，加速了商业银行的发展，

业务的创新也成为了各大商业银行必须要进行的一项活动，能有效的增加银行在

整个大环境中的竞争能力，非利息收入比例则可以很好地反映了商业银行业务创

新水平。 

（3）公司治理水平指标 

良好的公司治理有助于商业银行稳健发展。公司治理，就是要用严格的制度

体系对机构内部的风控部门、合规部门、营运部门等进行合理管制。它很大程度

上提高了机构经营管理的能力，有效的控制了内部员工发生的风险可能性，大概

率上提升了机构内部盈利水平等。本文选取了独立董事比重、无形资产比重这两

个指标来反映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水平。 

（4）人力资源水平指标 

人力资源是由高级管理层和普通员工组成。作为商业银行发展的基础指标，

它受到了商业银行极大的重视，它关乎到商业银行生死存亡，一个银行如果只有

好的业务没有好的员工那也无法发展起来；如果它既有好的业务又有好的员工，

但缺少为这个产品做决策、制定规划方案、运营推广的人，那么也是无法继续维

持发展的。所以对于商业银行来说，人力的引进是必要的，对于人力资源的索求

会促进商业银行快速发展。本文选取高学历人才比重这项指标来量化商业银行人

为资源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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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绿色金融指标 

绿色金融相关指标由于内容较新及统计制度不太完善，故在指标选取时更加

注重可获得性。目前由于我国商业银行发展绿色金融业务主要是绿色信贷业务，

因此，本文选取绿色信贷比率指标来衡量商业银行绿色信贷发展水平。 

综上所述，构建绿色金融背景下商业银行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如下所示： 

 

表 4.1 商业银行竞争力指标体系表 

商 

业 

银 

行 

竞 

争 
力 
评 

价 

体 

系 

指标类别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现实竞争力指标 

流动性指标 流动性比率 

盈利性指标 

资产利润率 

资本利润率 

成本收入比 

安全性指标 

资本充足率 

不良贷款比率 

潜在竞争力指标 

经营能力指标 

资产增长率 

存款增长率 

贷款增长率 

业务创新水平指标 非利息收入比例 

公司治理水平指标 

独立董事比重 

无形资产比重 

人力资源水平指标 高学历人才比重 

绿色金融指标 绿色信贷指标 绿色信贷比率 

 

4.3 商业银行竞争力评价方法的选取 

4.3.1分层因子分析法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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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分析是主成分分析的扩展与推广。自这个分析法出现至今，深受广大学

子的好评，作为一种最经典、高效的数据降维方法，它的出现增强了事物研究时

效性。该方法是从研究原始变量相关矩阵内部依赖关系角度出发，把研究问题中

的多个复杂关系变量浓缩为少数几个综合因子的一种多变量统计分析方法。但传

统方法一般仅限应用于截面数据上，无法满足多指标面板数据。本文运用了一种

既考虑到面板数据指标，又兼顾到了时间维度的分层因子分析模型。 

（1）面板数据描述 

多指标面板数据在原有维度的基础上，较单指标面板数据新增了时间维度，

这也是与单指标面板数据最大的差别。由于加入时间维度，多指标面板数据变得

更为复杂化，它实际上是一张三维表格。在平面上的展示见表 4.2。 

设总体由 n 个体组成，每个个体的特征含有 p 项指标，时间长度为T ，则

( ) , 1, 2, , ; 1, 2, 1, 2, ;ijx t i n j p t T  ； 表示第 i 个个体的第 j 个指标在时刻

t的数值。 

 

表 4.2 多指标面板数据的数据结构表 

样

本

编

号 

测量时间与各指标测量值 

1 
 

t  
 

T  

1 j px x x  
 1 j px x x  

 1 j px x x  

1 
11 1 1(1) (1) (1)j px x x

 
 11 1 1( ) ( ) ( )j px t x t x t

 
 11 1 1( ) ( ) ( )j px T x T x T

 

  
 

 
 

 

i  
1(1) (1) (1)i ij ipx x x  

 1( ) ( ) ( )i ij ipx t x t x t  
 1( ) ( ) ( )i ij ipx T x T x T  

  
 

 
 

 

n  
1(1) (1) (1)n nj npx x x

 
 1( ) ( ) ( )n nj npx t x t x t

 
 1( ) ( ) ( )n nj npx T x T x T

 

 

（2）模型描述 

面板数据分层因子模型可以表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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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1,2, , ) (1)

(2)t

X t x t A t F t x t t T

Y y BG y

 

 

    


  

 

式(1)为传统截面数据因子模型，此模型需要满足以下原则： 

1) 1( ) ( ( ), , ( ), , ))j PX t X t X t X t  （ 为时点 t可观测的随机向量，且 

( ( )) ( )E X t t ， ( ( )) ( )D X t X t  ； 

2) 1 ( )( ) ( ( ), , )) ( ( ) )m tF t F t F t m t p （ 为不可观测的变量，
1 ( )( ), , )m tF t F t（ 称

为 ( )X t 的公因子，且 ( )( ( )) 0 , ( ( )) m tE F t D F t E  ； 

3)
( ) 1( , , )X t p    与 ( )F t 相互独立，且

( ) ( )( ) 0 , ( ) ( )X t X tE D D t   为对角

阵； 

4.3.2分层因子分析法基本步骤 

模型实现步骤为：  

（1）面板数据指标变量进行预处理，采用正向化与标准化方法； 

（2）对各个时点 ( 1,2, , )t t T 逐一进行截面数据传统因子分析。首先进行

适用性检验，看是否适合因子分析方法；其次，求解初始公共因子、得出因子方

差贡献率、确定因子载荷矩阵、进行因子旋转；然后计算因子得分公式；最后构

造截面数据样本评价函数，形成截面样本评价价值向量； 

（3）顶层因子分析。包括：①生成综合评价矩阵；②顶层因子分析适用性

检验；③提取顶层因子、得出顶层因子方差贡献率及因子得分、构造综合评价矩

阵的样本评价函数； 

（4）合成面板数据公因子、面板数据评价函数，对其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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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绿色金融背景下商业银行竞争力测度研究 

5.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样本是根据研究的需要和数据的质量来选择的，目前，我国 A 股上

市的商业银行总共 36 家，但从公布渠道获得的数据来看，有一小半的银行对于

本文重点研究内容数据方面缺失严重，若都将其加入到选取样本中，可能会导致

结论出现偏差，因此本文仅选取了其中 16 家数据较为齐全的上市银行作为样本

进行研究。根据银监会公开数据显示，这 16 家商业银行不仅在公开数据方面较

为齐全，他们的资产规模、市场地位、盈利水平都趋于前列。因此，通过分析这

16 家上市银行所得出的结论大概率上可以代表整个金融市场对于绿色金融的发

展状况。 

21 世纪以来，国内加大了对绿色金融的关注度，对于绿色金融的发展，国

内各大机关单位发布了许多相关的法律法规，对银行业也提出了新的规定，要求

每年的公布社会责任报告包含绿色金融业务的相关数据。为了确保数据的完整性

和连续性，本文选取了各家商业银行 2015—2019 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选取

的数据来源于各商业银行的年报等，原始数据见附录 1。前期数据处理工作主要

通过 Excel 表格来实现，后期主要运用 SPSS20.0 计量软件对商业银行的面板数

据进行分析。 

5.2 时间截面因子分析 

5.2.1数据的正向化与标准化  

在上述指标体系中，有些指标是正向指标，数值越大预示着竞争力越强，相

反，逆向指标，数值越大，商业银行的竞争力反而越弱，部分指标是适度指标，

当数值越接近最佳值，商业银行竞争力就越强。在测评银行竞争力上，逆向指标

和适度指标都进行正向化处理。 

成本收入比、不良贷款率和贷款增长率三项指标是逆向指标。其中成本收入

比越高，表明产生每一单位收益所花费的成本越高，利润会降低；而不良贷款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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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表示银行要承担的风险越大，不利于银行的稳健发展。贷款增长率反映银

行贷款总额增减变动情况，贷款增长率越高，越会增加银行的经营风险及流动性

风险。本文对这三个指标正向化处理时采用的方法如下： 

1

j

jx
x

   

本文的适度指标有流动性比率。流动性比率体现了商业银行的短期偿债能

力，若流动比率过高，说明银行内部资金过多，过多的资金并未进行合理的配置，

投资能力较弱，利用率较差；而流动性比率过低，说明银行短期变现能力较弱，

银行内部资金被套牢，一旦需要大量的资金无法第一时间取出，而对于大额的外

债可能会因为没有偿还能力最终走向末路，被收购或宣告破产。本文对这类指标

的正向化方法如下：  

1

0.01
j

j j

x
x x

 
 

 

其中样本均值
1

1 n

j ij

i

x x
n 

  ，在分母上加 0.01 是为了避免分母出现零。 

在原始的数据中，为了消除因数量级及量纲的不同对最终结果的影响，则在

使用因子分析之前，应该对原始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具体的计算公式如下： 

* ij j

ij

j

x x
x

s


  

其中样本均值为：
1

1 n

j ij

i

x x
n 

  ，样本均方差为： 2

1

1
( )

1

n

j ij j

i

s x x
n 

 

 ， 

*

ijx 成为标准观测值。 

考虑到年限较多，本文以 2019 年为例来阐述绿色金融背景下商业银行竞争

力测度的具体操作过程，其余同理，不再累赘过程。 

5.2.2 KMO 和 Bartlett 检验 

KMO 和 Bartlett 检验常被用来检验原有变量是否适合因子分析，若变量间相

关关系显著，则适合采用因子分析，否则反之。 

KMO 检验方法对原始变量间的简单相关系数与偏相关系数的相对大小进行

了很好地比较。在检验过程中，KMO 的取值决定了因子分析的适用程度，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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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见下表： 

 

表 5.1 KMO 检验的范围对照表 

KMO 取值范围 因子分析的适用程度 

KMO>0.9 非常适合 

0.8<KMO<0.9 比较适合 

0.7<KMO<0.8 一般适合 

0.6<KMO<0.7 勉强适合 

KMO<0.5 不适合 

 

Bartlett 球度检验的统计量是依据相关系数矩阵的行列式得到的。若该统计

量的值较大，且其相伴概率值小于特定的显著性水平，则可以认为原始变量间存

在相关性，适合作因子分析。 

 

表 5.2 KMO 和 Bartlett 检验结果对照表 

取样足够度的Kaiser-Meyer-Olkin度量 .636 

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157.418 

df 91 

Sig. .000 

 

根据表 5.2 检验结果显示，KMO 值是 0.636 大于 0.5，说明本文的指标数据

可以进行因子分析。此外 Bartlett 球度检验计算出的相伴概率是 0.00，小于显著

性水平 0.05，同样也说明了该数据可以使用因子分析。 

5.2.3 公共因子提取 

从表 5.3 可以看出这次分析从各个原始变量提取出来的信息。除了非利息收

入比例和成本收入比损失较多，主成分包含了其他变量至少 85%的信息，说明了

主成分提取的变量在很大程度体现出原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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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公因子方差 

 初始 提取 

流动性比率 1.000 .910 

资产利润率 1.000 .959 

资本利润率 1.000 .971 

成本收入比 1.000 .789 

资本充足率 1.000 .973 

不良贷款比率 1.000 .913 

资产增长率 1.000 .845 

存款增长率 1.000 .810 

贷款增长率 1.000 .876 

非利息收入比例 1.000 .689 

独立董事比重 1.000 .910 

无形资产比重 1.000 .937 

高学历人才比重 1.000 .846 

绿色信贷比率 1.000 .835 

 

 

表 5.4 解释总方差 

Component 

Initial Eigenvalues Extraction Sums of Squared Loadings 

Total % of Variance Cumulative % Total % of Variance Cumulative % 

1 3.631 25.936 25.936 3.631 25.936 25.936 

2 2.763 19.735 45.671 2.763 19.735 45.671 

3 1.828 13.054 58.725 1.828 13.054 58.725 

4 1.634 11.671 70.396 1.634 11.671 70.396 

5 1.248 8.913 79.309 1.248 8.913 79.309 

6 1.158 8.274 87.583 1.158 8.274 87.583 

7 .728 5.198 92.782    

8 .473 3.380 96.162    

9 .185 1.321 97.483    

10 .144 1.029 98.512    

11 .135 .965 99.477    

12 .064 .457 99.934    

13 .006 .044 99.979    

14 .003 .021 100.000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 

 

从表 5.4 中可以得出，前 6 个因子的特征值分别为 3.631、2.763、1.828、1.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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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8、1.158，均大于 1，且基于公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超过 85%的原则，则

本文选取前 6 个因子为公共因子，其方差贡献率为 87.583%，即解释来所有变量

87.583%的信息。 

5.2.4 因子命名 

由于成分矩阵显示的是初始因子解，解释因子的实际意义比较困难。为了方

便解释各因子，对成分矩阵进行最大方差法旋转。结果见表 5.5 

 

表 5.5 旋转成分矩阵 

 
Component 

1 2 3 4 5 6 

流动性比率 .099 .041 .165 -.020 .022 -.933 

资产利润率 -.168 .938 .119 .103 -.069 .147 

资本利润率 .091 .949 -.183 .065 -.119 -.098 

成本收入比 .014 -.047 -.870 -.032 -.046 .164 

资本充足率 -.811 .466 .286 .002 .041 .119 

不良贷款比率 .265 .687 .485 -.279 .085 -.227 

资产增长率 .292 -.050 .608 .186 .561 .197 

存款增长率 .723 -.072 .318 -.004 .228 .359 

贷款增长率 -.807 -.061 -.425 -.050 .046 .188 

非利息收入比例 .359 .210 .406 .217 -.359 .418 

独立董事比重 -.225 .100 -.392 -.794 .248 -.064 

无形资产比重 -.110 .146 -.144 .892 .295 .008 

高学历人才比重 .895 .197 -.047 .019 .050 -.038 

绿色信贷比率 -.044 .086 -.051 -.046 -.903 .067 

 

表 5.5 是经过旋转后得到的因子载荷矩阵，本文将 F 为提取的公因子，则公

因子为 1 2 3 4 5 6F F F F F F、 、 、 、 、 ，从表中可以看出，第一个公因子 1F 在存款增

长率和高学历人才比重的系数较大，可以命名为发展能力因子，用来反映银行未

来发展水平；第二个公因子 2F 在资产利润率、资本利润率、不良贷款比率和资

本充足率的系数较大，可以命名为风险控制和盈利能力，可以用来表示银行的资

金安全性和盈利性能力；第三个公因子 3F 在资产增长率、非利息收入和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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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率的系数较大，这主要反映的是银行的资金流动性和业务创新能力，可概括为

资金流动性和创新因子；第四个公因子 4F 在无形资产比重的系数较大，可以命

名为文化建设因子，主要反映的是银行的文化建设能力；第五个公因子 5F 在独

立董事比重上的系数较大，主要体现的是银行的制度建设能力，可以概括为公司

治理因子；第六个公因子 6F 在成本收入比、贷款增长率和绿色信贷比率的系数

较大，这三项指标都与银行的资本配置能力有关，因此可以命名为资本配置能力

因子。 

5.2.5 因子得分 

使用回归法估计因子得分，并得出各因子的得分系数矩阵，结果见下表： 

 

表 5.6 成分得分系数矩阵 

 
Component 

1 2 3 4 5 6 

流动性比率 .012 -.019 .072 .087 -.038 -.695 

资产利润率 -.048 .363 -.008 .038 .016 .119 

资本利润率 .093 .399 -.211 .064 .000 -.063 

成本收入比 .133 .074 -.483 .029 .055 .122 

资本充足率 -.328 .139 .229 -.028 .047 .102 

不良贷款比率 .055 .243 .177 -.207 .064 -.112 

资产增长率 .012 -.027 .239 .028 .333 .150 

存款增长率 .219 -.011 .061 -.091 .136 .280 

贷款增长率 -.239 .000 -.115 -.011 .082 .145 

非利息收入比例 .081 .037 .173 .064 -.265 .278 

独立董事比重 -.011 .098 -.161 -.491 .243 .062 

无形资产比重 -.030 .087 -.179 .590 .203 -.089 

高学历人才比重 .346 .120 -.186 .003 .048 -.022 

绿色信贷比率 .001 -.028 .058 -.005 -.618 .018 

 

从而得到因子得分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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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2 3 14

2 1 2 3 14

3 1 2 3 14

4 1 2 3 14

5 1 2 3 14

6 1

0.012 0.048 0.093 0.001

0.019 0.363 0.399 0.028

0.072 0.008 0.211 0.058

0.087 0.038 0.064 0.005

0.038 0.016 0.001 0.618

0.695 0

F x x x x

F x x x x

F x x x x

F x x x x

F x x x x

F x

    

     

    

    

     

   2 3 14.119 0.063 0.018x x x  

 

基于上述得分函数，再结合商业银行经过预处理后的各指标数据值，可以计

算出各商业银行在六个公共因子上的得分，计算结果见表 5.7。 

 

表 5.7  各商业银行因子得分表（2019 年） 

 1F  2F  3F  4F  5F  6F  

工商银行 -1.42671 0.9419 -1.16362 -0.97139 0.60919 0.94337 

农业银行 -1.46732 -0.43907 0.80643 0.54934 -0.04224 -2.05974 

建设银行 -1.63606 0.66908 0.14268 -0.44297 -0.14375 0.56689 

中国银行 -1.15437 -0.06259 0.10576 0.79836 -0.35837 -0.28805 

交通银行 -1.03151 -0.49886 -0.00399 -0.53695 -0.97529 0.11818 

招商银行 0.19222 2.22965 0.05103 1.54689 0.21764 0.10497 

浦发银行 0.41669 -0.2566 -1.39974 1.90338 0.46636 0.55139 

中信银行 0.65218 -1.03036 -0.38378 -0.43874 0.60029 0.22978 

光大银行 0.28637 -0.7687 -0.35565 -0.70692 0.65417 0.58543 

华夏银行 -0.10015 -1.44514 0.78121 -0.93917 0.36201 -0.38751 

民生银行 0.50672 -0.62377 0.26575 0.4391 0.13313 0.76015 

兴业银行 0.91582 -0.08897 0.06068 -0.10117 -3.2297 0.94345 

平安银行 0.63429 -1.15524 0.74804 1.54218 0.64882 0.00811 

南京银行 1.29137 1.06871 -0.11356 -0.60457 -0.47016 -2.4058 

宁波银行 0.94171 1.23095 2.39342 -0.91772 0.96975 0.96418 

北京银行 0.97876 0.22899 -1.93467 -1.11965 0.55814 -0.63481 

 

通过上式得出了六个综合因子得分，其反映了绿色金融背景下商业银行在不

同方面竞争力的大小，要想评价绿色金融背景下某个商业银行的综合竞争力，仅

靠单一指标是不可行的，因此以各因子的方差贡献比率作为权重，进行加权汇总，

得出在绿色金融背景下商业银行竞争力的截面数据样本评价函数： 

1 2 3 4 5 6(2019) 25.936% 19.735% 13.054% 11.671% 8.913% 8.274%F F F F F F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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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可得：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2018) 21.755% 19.319% 12.128% 10.946% 10.166% 8.458%

(2017) 26.633% 21.382% 14.377% 8.394% 7.738% 5.547%

(2016) 30.204% 17.945% 13.998% 9.307% 7.451% 6.502%

(2015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1 2 3 4 5 6) 35.882% 18.573% 14.816% 10.381% 5.800% 5.121%F F F F F F     

 

将各截面样本数据代入各截面的样本评价函数进行评价，可得出综合评价矩

阵，其是由 5 个截面样本评价向量按时间顺序排列而得来的。 

5 16

0.192381 0.55733 0.085773

0.604126 0.0581 0.07487
( (2015) , , (2019))

0.31707 0.47202 0.08696

M F F



 
 

   
 
 
   

 

5.3 顶层因子分析 

首先，对综合评价矩阵 M 进行因子分析适用性检验，结果显示 KMO值为

0.655，Bartlett 球度检验的相伴概率值为 0.000，表明通过了因子分析适用性检验，

可以使用因子分析。其次，运用最大化方差法对数据样本协方差矩阵进行正交化

旋转，并根据公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 85%的原则提取顶层因子，共提取得

三个顶层因子，方差贡献率依次为：52.978%、25.358%、13.456%，累计贡献率

达到 91.792%，解释了总体较高的信息。最后，回归估计出因子得分、确定三个

顶层因子的得分公式如下： 

1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3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0.258 0.435 0.589 0.235 0.149

0.071 0.332 _ 0.110 0.393 0.680

1.025 0.192 0.367 0.064 0.048

G F F F F F

G F F F F F

G F F F F F

     

    

    

 

由上述顶层公因子得分公式及其方差贡献率，结合构造综合评价矩阵的各截

面样本评价值向量，可得出绿色金融背景下商业银行竞争力综合测度： 

1 2 352.978 25.358 13.456T G G G    

基于上式对 16 家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进行综合评价，可以得出其评价值及

综合排名，见表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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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 各商业银行面板数据评价值及综合排名 

商业银行 评价值 排名 商业银行 评价值 排名 

工商银行 0.997218 1 民生银行 -0.24931 9 

建设银行 0.872772 2 华夏银行 -0.41574 10 

农业银行 0.704962 3 宁波银行 -0.44917 11 

招商银行 0.609218 4 中信银行 -0.56072 12 

中国银行 0.493015 5 光大银行 -0.58741 13 

兴业银行 0.303666 6 平安银行 -0.61166 14 

交通银行 0.226505 7 北京银行 -0.62584 15 

浦发银行 0.048089 8 南京银行 -0.75561 16 

 

5.4 结果分析 

选取 16 家具有代表性商业银行 2015—2019 年多指标面板数据，通过上述构

建在绿色背景下商业银行竞争力测度结果看，综合排名比较靠前的是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农业银行、招商银行、中国银行；排名比较靠后的是中信银行、光大

银行、平安银行、北京银行、南京银行；工商银行在所有银行中绿色金融背景下

竞争力排名第一；招商银行在股份制银行中排名第一，兴业银行次之；宁波银行

在城商行中排名第一；通过运用此测度方法，得出了较为客观的评价结果，其排

名结果与《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评价报告》及中国银行业协会的绿色银行评价结

果大致相同，该结果也进一步验证了分层因子分析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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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6.1 研究结论 

如今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环境

问题，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和谐稳定成为了我国的重要课题，绿色金融的

发展为此提供了解决方案。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枢纽，商业银行发展绿色金融既

是顺应社会发展促进经济产业转型的潮流，也是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时代机遇，对

商业银行的长远发展是极其有利的，通过对我国绿色金融背景下商业银行竞争力

的理论及实践分析,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 

第一，绿色金融是一种考虑环境因素的创新型金融模式，商业银行在业务发

展中必须同时顾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符合我国国情与经济发展的需要。近几

年国家层面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从上世纪末开始陆续颁布了许多关于环

境方面的法律法规，进入新世纪伴随着绿色金融的快速发展,也出台了一些关于

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证券等相关的通知意见。虽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

是仍存在法律法规不健全、制度不完善等问题还需改善。 

第二，本文采用多指标面板数据的分层因子分析方法来研究绿色金融背景下

商业银行竞争力，该方法考虑了时间维度，弥补了传统因子分析上的缺陷，符合

市场的需求。文章中首先对 16 家商业银行从 2015—2019 年每年的指标数据进行

传统的因子分析，得到 5 个一维评价向量，然后将其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组合，形

成一个综合评价矩阵，其可以反映原始数据的时序值，最后对综合评价矩阵进行

顶层因子分析，得出 16 家商业银行的评价值及排名。 

第三，本文选取 2015—2019 年 16 家商业银行面板数据，结合商业银行的自

身特点将绿色金融添加到竞争力评价中去，对原有体系进行丰富和拓展，建立了

绿色金融背景下商业银行的竞争力测度方法，此测度方法可以更加全面、科学地

测量商业银行的竞争力水平，将环境因素加入到商业银行竞争力评价中，可以实

现环境与银行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新体系更加全面且具有实际运用价值。 

第四，我国商业银行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不能只关注眼前利益而忽略

长期利益，也不能只重视经济利益而忽略社会责任。要实现绿色转型需要用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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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眼光看待利益。绿色金融可以帮助商业银行获得良好的社会形象和公众认可

度，提高企业的贷款意愿，在未来创造更好的收益，最终提升其竞争力。相信通

过国家制度与政策的不断完善、公众金融意识的改变以及商业银行自身的不断努

力，绿色金融对提升商业银行竞争力的影响会愈来愈明显。 

6.2 商业银行实施新体系考核的保障措施 

为了保证商业有效实施绿色金融背景下竞争力测度体系，对此应该采取以下

保障措施。 

6.2.1全面了解绿色金融 

商业银行工作人员的绿色金融意识是影响绿色金融的发展的重要因素，如果

想要绿色金融全面贯彻到银行的竞争力评价当中去，就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

对银行全员绿色金融意识的培养，将绿色金融意识融入日常管理中。因此，组织

并建立绿色金融发展小组，科学合理地组织日常培训，让绿色金融理念渗入银行

管理层及普通员工，激发全员参与的积极性，这样才能实现绿色金融的价值，保

证了银行竞争力评价体系的全面性。 

6.2.2加强绿色金融相关指标日常统计工作 

绿色金融的引入是基于商业银行竞争力的构成要素，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丰

富和扩展，是对银行竞争力评价的改善，展示了竞争力评价体系的全面性及可适

用性。由于绿色金融存在一些定性数据，需要在日常工作中反映，这就要求商业

银行需要相关制度规范，明确员工各自职责，做好相关指标的日常统计工作。银

行管理层应该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检查以保证新体系具体实施。 

6.2.3营造良好的实施环境 

对于商业银行来说，在原有的竞争性评价方法的基础上，推行新的评价模式，

营造良好运行环境是非常重要的，这离不开每个银行职员的积极参与和配合。首

先，要具备合理的内部组织结构，确保工作重心明确及员工分工合理。其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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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银行领导要发挥好绿色金融指标设计过程中的引领及指导作用，自上而下的带

动银行工作人员。最后，设立畅通的信息沟通渠道，确保信息有效地上传下达，

同时做好对竞争力评价的反馈工作。 

6.3 未来展望 

在不同的环境下，需要考察不同的指标，商业银行要时刻注意评价体系的适

用性。将绿色金融添加到商业银行竞争力的构成要素及运用多指标面板数据的分

层因子分析法，构造绿色金融背景下商业银行竞争力评价体系，为完善商业银行

竞争力评价体系提供一个思路。目前商业银行运用合适的竞争力评价体系还存在

许多障碍，但随着我国制度及政策的不断完善，学者们与银行管理者也在不断研

究。因此，相信完善竞争力评价体系在银行业的大范围应用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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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附表 1 商业银行 2015 年原始数据 

 流动性

比率 

资产利

润率 

资本利

润率 

成本收

入比 

资本充

足率 

不良贷

款比率 

资产增

长率 

工商银行 35.50 1.25 13.87 25.49 15.22 1.50 7.76 

农业银行 44.50 1.02 12.28 33.28 13.40 2.39 11.38 

建设银行 44.17 1.25 13.87 26.98 15.39 1.58 9.59 

中国银行 48.60 1.07 11.97 28.30 14.06 1.43 10.26 

交通银行 42.90 0.93 10.60 30.36 13.49 1.51 14.15 

招商银行 65.67 1.06 13.92 27.67 11.91 1.68 15.71 

浦发银行 33.50 1.01 12.33 21.86 12.23 1.56 20.22 

中信银行 42.48 0.81 10.14 27.85 11.87 1.43 23.76 

光大银行 54.90 0.93 11.40 26.91 11.87 1.61 15.74 

华夏银行 40.14 0.98 17.19 34.76 10.85 1.52 9.13 

民生银行 44.72 1.04 12.23 31.22 11.49 1.60 12.59 

兴业银行 56.80 0.96 13.21 21.59 11.19 1.46 20.25 

平安银行 54.29 0.87 12.03 31.31 10.94 1.45 14.67 

南京银行 55.44 0.89 10.70 24.10 13.11 0.83 40.46 

宁波银行 42.44 0.92 11.16 34.03 13.29 0.92 29.30 

北京银行 34.76 1.00 15.85 24.99 12.27 1.12 21.02 

 

附表 1（续） 商业银行 2015 年原始数据 

 存款增

长率 

贷款增

长率 

非利息收

入比例 

独立董

事比重 

无形资

产比重 

高学历人

才比重 

绿色信

贷比率 

工商银行 4.66 8.23 27.20 37.50 0.10 5.20 7.66 

农业银行 8.02 10.03 18.66 35.71 0.14 4.60 6.10 

建设银行 5.96 10.67 24.36 33.33 0.01 7.54 7.17 

中国银行 7.75 7.69 30.71 35.71 0.08 6.92 4.51 

交通银行 11.29 8.46 25.68 37.50 0.03 10.50 3.91 

招商银行 8.09 12.35 32.13 37.50 0.07 14.69 5.54 

浦发银行 5.76 10.70 22.89 40.00 0.02 11.91 7.65 

中信银行 11.69 15.58 28.04 44.44 0.03 17.75 0.94 

光大银行 11.68 16.48 28.66 37.50 0.03 12.83 2.56 

华夏银行 3.72 13.74 21.69 37.50 0.00 11.21 3.74 

民生银行 12.26 12.99 38.96 35.29 0.12 11.33 0.56 

兴业银行 9.53 11.69 22.36 41.67 0.01 14.45 22.15 

平安银行 13.09 18.68 28.81 35.71 0.20 12.56 1.35 

南京银行 36.89 43.80 17.53 36.36 0.02 15.86 4.93 

宁波银行 16.04 21.72 19.98 35.29 0.03 13.56 0.67 

北京银行 10.78 14.82 18.82 33.33 0.03 17.83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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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商业银行 2016 年原始数据 

 流动性

比率 

资产利

润率 

资本利

润率 

成本收

入比 

资本充

足率 

不良贷

款比率 

资产增

长率 

工商银行 35.70 1.16 13.12 25.91 14.61 1.62 8.68 

农业银行 46.74 0.94 11.90 34.59 13.04 2.37 10.00 

建设银行 44.21 1.11 13.03 27.49 14.94 1.52 14.25 

中国银行 45.60 1.01 11.44 28.08 14.28 1.46 7.93 

交通银行 50.92 0.80 9.28 31.60 14.02 1.52 17.44 

招商银行 51.18 1.05 13.89 28.01 12.00 1.87 8.54 

浦发银行 37.05 0.92 11.88 23.16 11.37 1.89 16.12 

中信银行 40.98 0.70 8.80 27.56 11.98 1.69 15.79 

光大银行 63.18 0.76 10.56 28.77 10.80 1.60 26.91 

华夏银行 31.59 0.90 14.56 34.50 11.36 1.67 16.61 

民生银行 39.64 0.83 10.99 30.98 11.73 1.68 30.42 

兴业银行 59.35 0.89 11.89 23.39 12.02 1.65 14.85 

平安银行 49.48 0.77 9.64 25.97 11.53 1.74 17.80 

南京银行 47.78 0.78 9.60 24.80 13.71 0.87 32.16 

宁波银行 44.95 0.88 12.08 34.26 12.25 0.91 23.53 

北京银行 50.10 0.90 13.76 25.81 12.20 1.27 14.71 

 

附表 2（续） 商业银行 2016 年原始数据 

 存款增

长率 

贷款增

长率 

非利息收

入比例 

独立董

事比重 

无形资

产比重 

高学历人

才比重 

绿色信

贷比率 

工商银行 9.48 9.41 30.19 35.71 0.09 5.60 7.49 

农业银行 11.08 9.09 21.33 35.71 0.13 4.90 6.68 

建设银行 12.69 12.13 30.95 46.15 0.01 7.86 7.74 

中国银行 10.32 9.17 36.72 38.46 0.08 7.13 4.69 

交通银行 5.44 10.24 30.19 33.33 0.03 11.15 3.82 

招商银行 6.45 15.49 35.61 37.50 0.07 16.90 4.40 

浦发银行 1.62 23.04 32.76 42.86 0.06 13.84 6.29 

中信银行 14.34 13.81 30.98 50.00 0.03 17.46 0.89 

光大银行 6.37 18.61 30.57 40.00 0.02 12.98 2.75 

华夏银行 1.23 13.79 23.47 40.00 0.00 11.53 3.73 

民生银行 12.81 20.19 39.00 33.33 0.09 12.21 0.56 

兴业银行 8.49 16.88 28.50 35.71 0.01 14.83 23.77 

平安银行 10.84 21.35 29.06 41.67 0.16 13.52 1.52 

南京银行 29.95 32.08 20.25 36.36 0.03 18.53 4.62 

宁波银行 37.71 18.31 25.57 35.29 0.03 16.54 0.79 

北京银行 12.58 13.84 20.93 35.29 0.03 18.43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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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商业银行 2017 年原始数据 

 流动性

比率 

资产利

润率 

资本利

润率 

成本收

入比 

资本充

足率 

不良贷

款比率 

资产增

长率 

工商银行 41.70 1.10 11.94 24.46 15.14 1.55 8.08 

农业银行 50.95 0.92 11.15 32.96 13.74 1.81 7.58 

建设银行 43.53 1.10 12.16 26.95 15.50 1.49 5.54 

中国银行 47.10 0.95 10.72 28.34 14.19 1.45 7.27 

交通银行 58.66 0.78 8.88 31.85 14.00 1.50 7.56 

招商银行 40.68 1.12 12.92 30.23 15.48 1.61 5.98 

浦发银行 57.16 0.90 11.20 24.34 11.76 2.14 4.78 

中信银行 45.29 0.76 8.53 29.92 11.65 1.68 -4.27 

光大银行 59.63 0.77 8.21 31.92 13.49 1.59 1.70 

华夏银行 45.12 0.82 12.36 32.96 12.37 1.76 6.48 

民生银行 39.80 0.86 9.91 31.72 11.85 1.71 0.11 

兴业银行 60.83 0.90 10.97 27.63 12.19 1.59 5.44 

平安银行 52.23 0.71 9.30 29.89 11.20 1.70 9.99 

南京银行 42.19 0.86 10.56 29.20 12.93 0.86 7.26 

宁波银行 51.54 0.91 11.41 34.63 13.58 0.82 16.61 

北京银行 41.28 0.85 11.82 26.85 12.41 1.24 10.09 

 

附表 3（续） 商业银行 2017 年原始数据 

 存款增

长率 

贷款增

长率 

非利息收

入比例 

独立董

事比重 

无形资

产比重 

高学历人

才比重 

绿色信

贷比率 

工商银行 8.00 9.01 28.14 37.50 0.09 6.00 7.72 

农业银行 7.69 10.30 17.71 38.46 0.12 5.20 6.97 

建设银行 6.24 9.75 27.22 33.33 0.01 8.09 7.97 

中国银行 5.55 9.26 29.98 41.67 0.10 7.58 4.94 

交通银行 4.27 8.63 36.29 35.29 0.03 11.65 6.05 

招商银行 6.90 9.30 34.43 40.00 0.12 17.58 4.41 

浦发银行 1.20 15.63 36.60 46.67 0.05 14.42 5.68 

中信银行 -6.37 11.08 36.41 50.00 0.04 19.68 1.89 

光大银行 7.16 13.19 33.64 42.86 0.03 13.65 3.69 

华夏银行 4.79 14.58 28.72 33.33 0.00 11.86 3.82 

民生银行 -3.76 13.92 40.01 33.33 0.08 13.11 1.07 

兴业银行 14.55 16.87 36.81 33.33 0.01 15.82 28.00 

平安银行 4.09 15.48 30.04 35.71 0.14 15.31 1.44 

南京银行 10.29 17.23 19.12 33.33 0.03 21.03 5.47 

宁波银行 10.53 14.44 35.26 33.33 0.03 17.82 1.44 

北京银行 10.23 19.69 21.80 37.50 0.02 18.74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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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商业银行 2018 年原始数据 

 流动性

比率 

资产利

润率 

资本利

润率 

成本收

入比 

资本充

足率 

不良贷

款比率 

资产增

长率 

工商银行 43.80 1.08 11.29 23.91 15.39 1.52 6.18 

农业银行 55.17 0.90 9.77 31.27 15.12 1.59 7.39 

建设银行 47.69 1.10 10.88 26.42 17.19 1.46 4.96 

中国银行 58.70 0.90 10.01 28.09 14.97 1.42 9.25 

交通银行 67.28 0.77 9.01 31.50 14.37 1.49 5.45 

招商银行 44.94 1.20 12.59 31.02 15.68 1.36 7.12 

浦发银行 55.43 0.90 9.05 25.12 13.37 1.92 2.48 

中信银行 50.80 0.73 7.61 30.57 12.47 1.77 6.85 

光大银行 64.26 0.77 8.18 28.79 13.01 1.59 6.58 

华夏银行 52.32 0.81 10.81 32.58 13.19 1.85 6.84 

民生银行 51.64 0.84 9.20 30.07 11.75 1.76 1.57 

兴业银行 66.52 0.91 10.60 26.89 12.20 1.57 4.59 

平安银行 60.86 0.73 9.22 30.32 11.50 1.75 5.24 

南京银行 51.68 0.90 10.79 28.61 12.99 0.89 8.95 

宁波银行 57.43 1.01 10.51 34.44 14.86 0.78 8.18 

北京银行 55.93 0.82 10.89 25.19 12.07 1.46 10.43 

 

附表 4（续） 商业银行 2018 年原始数据 

 存款增

长率 

贷款增

长率 

非利息收

入比例 

独立董

事比重 

无形资

产比重 

高学历人

才比重 

绿色信

贷比率 

工商银行 9.45 8.34 26.01 50.00 0.07 7.30 8.03 

农业银行 7.11 11.38 20.19 41.67 0.10 5.72 8.80 

建设银行 4.55 6.29 26.20 42.86 0.02 8.19 7.80 

中国银行 8.97 8.47 28.64 35.71 0.09 8.09 5.35 

交通银行 3.23 6.00 38.44 33.33 0.03 12.14 5.83 

招商银行 8.28 10.32 35.47 37.50 0.14 19.39 4.22 

浦发银行 6.22 11.10 34.80 40.00 0.16 14.64 6.13 

中信银行 6.13 12.87 36.45 44.44 0.05 20.15 1.71 

光大银行 13.17 19.16 44.63 46.15 0.03 14.24 3.24 

华夏银行 15.74 4.09 28.64 35.29 0.00 12.81 3.51 

民生银行 6.78 9.00 51.09 40.00 0.08 13.45 0.82 

兴业银行 7.02 20.71 39.57 35.71 0.01 16.31 28.80 

平安银行 6.41 17.21 30.04 35.71 0.14 16.21 1.32 

南京银行 6.63 23.50 21.31 33.33 0.03 22.23 5.92 

宁波银行 14.41 23.94 33.91 37.50 0.03 18.11 1.31 

北京银行 9.25 17.15 17.90 42.86 0.02 18.91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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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商业银行 2019 年原始数据 

 流动性

比率 

资产利

润率 

资本利

润率 

成本收

入比 

资本充

足率 

不良贷

款比率 

资产增

长率 

工商银行 43.00 1.04 10.04 23.28 16.77 1.43 8.70 

农业银行 57.74 0.86 8.52 30.49 16.13 1.40 10.03 

建设银行 51.87 1.06 10.21 26.53 17.52 1.42 9.53 

中国银行 54.60 0.89 9.17 28.00 15.59 1.37 7.06 

交通银行 72.92 0.78 8.48 30.11 14.83 1.47 3.93 

招商银行 51.18 1.26 13.05 32.09 15.54 1.16 9.95 

浦发银行 51.61 0.85 9.08 22.58 13.58 2.05 11.39 

中信银行 63.88 0.71 7.54 27.70 12.44 1.65 11.27 

光大银行 72.63 0.79 8.04 27.27 13.47 1.56 8.63 

华夏银行 55.84 0.73 7.04 30.59 13.89 1.83 12.69 

民生银行 54.06 0.82 8.15 26.74 13.17 1.56 11.46 

兴业银行 75.07 0.93 9.74 26.03 13.36 1.54 6.47 

平安银行 62.54 0.72 7.66 29.61 13.22 1.65 15.22 

南京银行 59.94 0.94 11.12 27.39 13.03 0.89 8.06 

宁波银行 53.59 1.05 10.01 34.32 15.57 0.78 18.03 

北京银行 62.50 0.81 10.73 23.23 12.28 1.40 6.38 

 

附表 5（续） 商业银行 2019 年原始数据 

 存款增

长率 

贷款增

长率 

非利息收

入比例 

独立董

事比重 

无形资

产比重 

高学历人

才比重 

绿色信

贷比率 

工商银行 7.33 8.70 29.03 46.15 0.07 8.20 8.06 

农业银行 6.90 11.89 22.38 38.46 0.09 6.20 8.91 

建设银行 7.35 8.79 27.63 38.46 0.02 8.70 8.09 

中国银行 6.28 10.57 31.85 36.36 0.09 8.59 5.64 

交通银行 3.16 9.27 38.02 40.00 0.03 13.10 6.19 

招商银行 10.08 14.18 35.82 35.29 0.13 21.32 3.94 

浦发银行 12.42 11.91 32.43 35.71 0.15 16.75 5.69 

中信银行 11.68 10.80 32.15 40.00 0.04 21.97 1.63 

光大银行 17.34 12.01 23.26 40.00 0.04 14.78 3.34 

华夏银行 10.99 16.06 23.81 40.00 0.00 13.70 4.26 

民生银行 13.79 14.10 45.72 37.50 0.07 14.01 0.92 

兴业银行 13.79 17.29 43.20 35.71 0.01 17.25 29.37 

平安银行 14.49 16.30 34.79 33.33 0.11 17.39 1.08 

南京银行 10.30 18.43 34.10 40.00 0.03 22.97 7.87 

宁波银行 19.30 23.31 44.23 38.46 0.03 19.26 1.42 

北京银行 10.32 14.63 21.46 42.86 0.02 19.20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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