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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制定了“2030 年实现碳达峰”和“2060 年达成碳中和”的目标，绿色

经济的理念逐渐被广泛接受。在此背景下，作为推动绿色经济的关键动力之一，

绿色信贷的作用愈发凸显，获得了来自各方面的广泛关注。为了持续推进我国

经济的健康发展，绿色金融的支持不可或缺。商业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占有重

要地位，其作用显得尤为关键，它们被视为支持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因此，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强对绿色金融的政策支持，商业银行也纷纷推出了

多样化的绿色信贷产品。但是由于我国商业银行绿色信贷业务起步相比于其他

国家较晚，绿色信贷经营经验不足，因此绿色信贷的对商业银行的风险影响需

要更加深入的分析。

本文首先概述了研究的背景和国内外在该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接下来文

章阐述了绿色信贷以及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进一步，文

章整理了我国绿色信贷与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发展概况和相关政策的进展，分

析了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积极和消极影响。此基础上，本研究采

用系统 GMM 模型分析了 2012 年至 2022 年 30 家具有不同股权结构的国内商业

银行的数据，探讨了绿色信贷对流动性风险的影响，并通过稳健性检验增强了

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此外，研究通过对不同股权性质的银行进行分类分析，发

现绿色信贷对流动性风险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最后通过运用 bootstrap 方法，将

成本收入比作为中介变量，揭示了盈利能力在绿色信贷和流动性风险关系中的

中介效应。

实证结果表明，短期内绿色信贷能够降低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但长期

看可能会增加风险。同时，绿色信贷对于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流动性

风险的影响相比于国有和股份制银行更为显著，盈利能力在绿色信贷对商业银

行流动性风险的影响中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最后，根据分析过程和实证结

果总结全文，并给出不同层面上的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绿色信贷 流动性风险 商业银行 GMM 模型 bootstrap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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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China setting the goals of peaking carbon emissions by 2030

and achieving carbon neutrality by 2060, the concept of green economy

has gradually been widely accepted. In this context, as a key driving force

for promoting a green economy, the role of green credi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nd has received widespread attention from all

aspect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ustained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he support of green finance is indispensable.

Commercial bank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inancial system, and

their role is particularly crucial. They are seen as important forces

supporting the sustaine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herefore, in

recent years, the government has continuously strengthened policy

support for green finance, and commercial banks have also launched

diversified green credit products. However, due to the relatively late start

of green credit business in commercial banks in China compared to other

countries, there is insufficient experience in green credit operation.

Therefore, the risk impact of green credit on commercial banks needs

further consideration.

This article first outlines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search and the

main research achievements in this field at home and abroad. Next, the

article elaborates on the concepts a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green

credit and commercial bank liquidity risk. Furthermore, the article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overview of green credit and liquidity risk

of commercial banks in China, as well as the progress of related policies,

and analyzes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impacts of green credit on

liquidity risk of commercial banks. On this basis, this study used a

systematic GMM model to analyze data from 30 domestic commer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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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ks with different equity structures from 2012 to 2022, explored the

impact of green credit on liquidity risk, and confirmed the reliability of

the research results through robustness testing. In addition, the study

found heterogeneity in the impact of green credit on liquidity risk through

classification analysis of banks with different equity properties. Finally,

by using the bootstrap method and using the cost-income ratio as a

mediator variable, the study also reveale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rofitabilit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een credit and liquidity risk.

The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green credit can reduce the

liquidity risk of commercial banks in the short term, but may increase the

risk in the long term. Meanwhile, green credit is more significant for

urban commercial banks and rural commercial banks compared to state-

owned and joint-stock banks, and profitability plays an important

intermediary role in it. Finally, based on the analysis process and

empirical results, summarize the entire article and provide relevant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t different levels.

Keywords: Green credit ； Commercial bank ； Liquidity risk ；

GMM model；bootstrap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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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绿色信贷作为可持续金融领域的关键组成部分，不仅在环保和社会责任方面

扮演着重要角色，还对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全球社会

对可持续性发展的日益关注，商业银行也在积极响应并通过提供绿色信贷来支持

各种环保项目。然而，这一举措并不仅仅是出于道德或社会责任的考虑，还涉及

到银行的财务稳健性。因此探讨绿色信贷如何影响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以及

这种影响对银行战略和风险管理的潜在影响，可以使商业银行更好的使用绿色信

贷这一金融工具，以求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更好平衡环境责任和财务稳健性。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传统的高耗能、高污染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再

可持续。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使得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绿色经济转型成为

时代的必然选择。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了“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这一战略思想不仅揭示

了一个深远的发展方向，而且为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光明的道路。它

要求我们在发展的每一个环节中，都要深入贯彻绿色发展的理念，不仅要追求经

济效益，还要注重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为此，

中国正在加快从高碳经济向低碳绿色经济的转型，通过深化环境治理、增强生态

系统的多样性和稳定性，来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未来。这是对全球气候

变化挑战的积极回应，也是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促进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转型的

重要举措。因此，在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进的新征程中，我们需加速向绿色

发展模式转变，深化环境治理，增强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稳定性，积极实施碳达

峰和碳中和策略，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同时，在当前全球化经济环境下，金融安全问题日益凸显，这成为国家安全

战略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国家对金融安全的重视程度持续攀升，已经将其上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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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的核心内容之一。在这个背景下，全面防范和坚决解决重大金融风险确

保金融系统的稳定运行，不仅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也是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

的关键。银行作为金融系统的重要支柱，其稳定性对于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

至关重要。一旦发生银行危机，不仅会直接影响到银行的存款者和投资者，还可

能引发金融市场的恐慌，甚至触发金融系统的连锁反应，对经济造成深远的负面

影响。因此，确保银行的稳定运行是金融安全管理中的首要任务。在众多可能导

致银行稳定性受到威胁的因素中，流动性风险是一项关键因素。在开展绿色信贷

的过程中，商业银行可以提高自身声誉拓宽筹资渠道，并扶持绿色企业成长，在

提高自身贷款质量的同时为社会带来巨大的效益。但因为绿色信贷业务本身存在

着的贷款规模大且期限长的特点，并且由于开展过程中需要对其过程监督会使银

行贷款成本增加降低银行的盈利能力，这些因素可能会使商业银行流动性带来挑

战，一旦银行无法有效管理其流动性风险，就可能导致流动性危机，进而引发银

行破产，对金融体系和经济稳定造成严重威胁。因此，深入研究绿色信贷业务对

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影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 2023 年 2 月公布的数据，截至 2022 年底，我国绿色信贷

的本外币总余额达到 22.03 万亿元，年增长率为 38.5%，这一增速比去年末提高

了 5.5 个百分点，并且超过了总贷款增速的 28.1 个百分点，年内增加了 6.01 万

亿元。这表明我国绿色信贷领域已经取得显著进展，其存量规模在全球范围内位

居首位。然而，相对于总信贷规模，绿色信贷的比例仍较低。加之绿色信贷在国

内开展较晚，专业人才短缺，监管制度尚待完善，加上业务流程的复杂性，使得

商业银行在开展绿色信贷业务时面临不少挑战。环境效益的评估和绿色项目的界

定增加了业务的复杂度，导致商业银行在操作过程中遭遇许多不确定性，进而影

响其经营效果。而流动性风险是商业银行运营过程中经常面对的一大挑战，但目

前鲜有对绿色信贷和流动性风险的关联的研究。因此，本文将着重探讨绿色信贷

与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关系和传导机制，旨在为商业银行未来发展绿色信贷业务、

推动社会的绿色转型提供参考依据。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影响

3

1.1.2 研究意义

理论意义：虽然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金融体系相对于以前越来越完善，

但相比于其他发达国家，我国绿色信贷业务起步比较晚，经验较为不足，尚有许

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大多数国内学者多关注于绿色信贷对银行业等金融机构

的绩效带来的影响，而流动性风险影响并未受到重视。为了更好的实现党的二十

大目标，使我国的经济更为绿色健康的发展，绿色信贷与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风

险的内部影响机制必须进行更加细致的讨论，不同特征的商业银行受绿色信贷的

异质性影响需要被更加清晰的阐明。更好的完善这一部分的理论体系有助更好的

推动我国绿色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补充我国在这一方面的经验空缺。

实际意义：流动性风险是商业银行稳定性的一大重要影响因素，而绿色信贷

是影响流动性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我国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平稳健康的发展，

必须更加关注这二者的关联性。因此为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流动性稳定，我国的

商业银行必须关注对流动性风险的影响因素。基于此，本文在结论的基础上制定

针对性的策略与建议，可以帮助商业银行找到未来继续拓展绿色信贷业务的方向，

增强商业银行的抗风险能力，同时为商业银行对绿色信贷业务的经营上提供建议，

从而促进绿色信贷业务的推进。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对于绿色信贷与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研究，由于国情不同，研究的侧重点

也各不相同。这一节将从绿色信贷、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以及绿色信贷对商业

银行的影响三个方面来回顾总结国内和国外的研究。

1.2.1 国内研究现状

（1）绿色信贷

绿色信贷业务在国内学者中备受关注，其被认为在改善环境问题和促进可持

续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在这一领域，多位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和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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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绿色信贷对我国经济和环境的多方面影响。

对于绿色信贷对经济环境的影响中，胡静怡和陶士贵（2018）强调了绿色信

贷在政策导向和传递机制方面的重要性。他们认为，通过政策引导，银行可以促

进绿色经济的发展，解决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冲突。这种政策导向的绿色

信贷有助于资金流向新能源领域，减少传统工业的环境约束，从而提高经济增长

并优化产业结构。刘锡良等（2019）进一步支持了这一观点，认为绿色经济是我

国当前经济发展的关键方向。他们认为，银行通过开展绿色信贷政策可以推动企

业向绿色转型，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有助于促进经济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汪

炜、戴雁南和乔桂明（2021）将绿色信贷视为环保要求的一种体现，要求商业银

行只为符合环保标准的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从而遏制高污染产业的发展，并促进

工业结构向绿色方向转变。另一方面，钱水土等（2019）提出了对绿色信贷的具

体政策建议，主张将优惠贷款政策向绿色环保企业倾斜，同时提高污染企业的贷

款成本，以推动其绿色转型。这种政策有助于引导资金流向环保友好型企业，促

进可持续发展。

在绿色信贷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方面，严金强和杨小勇（2018）通过实证

模型证明，开展绿色信贷可以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推动绿色创新体系的建

设。然而，曹廷求等（2021）的研究发现，绿色信贷可能会减少企业可得资金，

降低创新能力，对上市公司的创新产生负面影响。这一观点显示绿色信贷对企业

创新性的影响在绿色信贷领域还存在一些争议。

（2）商业银行流动性

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这一个复杂而多维的问题，国内

学者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深入研究了这个话题。首先，宏观层面的因素对流动

性风险产生直接影响。徐争和高磊（2017）指出，宏观货币政策的变化会直接影

响商业银行的准备金率和准备金额度，从而改变其流动性状况。张晓明等（2019）

的研究发现，银行流动性风险水平的提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联储的加息和缩

表政策对中国市场的影响。此外，股市的活跃性也会引起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发生

改变。李学彦和李泽文（2019）认为当经济形势好转，越来越多人参与股票市场

会增强银行的流动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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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观层次，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同样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高士英（2018）

通过构建实证模型，证明非利息收入比例越高越有利于银行的流动性，而存款波

动性和净利差缩小则可能削弱银行流动性。通过运用随机系数 Logit 模型，荆中

博、杨海珍、杨晓光（2014）发现，庞大的资产规模会增加流动性风险，未受控

制时甚至可能触发银行危机。由此可见，维持高质量资产对银行抵御风险至关重

要，盲目的增加资产规模是流动性风险增加的一个原因。张文娟（2013）认为利

率的波动、政策倾向和银行资产负债结构的调整也是造成流动性风险的关键因素。

钱崇秀和邓凤娟（2020）强调流动性风险的一个主要来源是资产与债务在时间维

度上的不对应，但通过政策调整以及央行宏观调控可以缓解这种风险。

（3）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国内学者大多集中于研究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绩效影响，张琳、廉永辉和曹

红（2020）认为开展绿色信贷业务有利于提高银行资产收益率，并有效提高银行

净息差，提高商业银行的业绩，随着中国产业绿色转型的发展，绿色信贷带来的

经济效益也越来越大。王康仕与孙旭然（2019）的研究表明，实施绿色信贷策略

不仅能够增强商业银行的公共形象，还能提升其业绩，进一步激发对环保型企业

的投资意愿。这一过程促进了资金流向绿色产业，改进了环保型企业的财务结构，

并提高了这些企业的贷款额。同时，高晓燕和高歌（2018）通过选取 20 家商业

银行作为研究样本，表明银行开展绿色信贷业务可以获取竞争优势，进而能够增

强银行的业绩表现。

也有部分学者研究绿色信贷对风险的影响，得出的结论各不相同，并且在流

动性风险方面并没有太过深入。吴玉宇（2012）建议商业银行应当依照赤道原则

制定的环境风险标准，这样有助于在银行发放贷款时识别“两高一剩”企业的贷款，

从而使贷款多投向绿色企业，并加强绿色信贷的可操作性，防止银行不良贷款规

模上升，从而防范经营活动中的信用风险。杨露、江浪、吴良海（2022）根据

2008～2019 年 18 家商业银行经营面板数据，通过建立实证模型分析了商业银行

的经营风险，从流动性、资产质量、盈利能力及资本风险四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研究显示开展绿色信贷业务可以有效降低银行的经营风险。孙红梅和姚书淇

（2021）通过 DID 模型和模糊断点回归等方法研究了绿色业务、经营风险和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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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绩效之间的关系，发现开展环保业务有助于减少经营风险并提高整体财务绩效。

王纪鹏等（2022)通过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对 2011～2020 年 17 家商业银行的绿色

信贷和风险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绿色信贷可以提高银行资产流动性，

从而降低银行的流动性风险。纵奇袁和张蓉（2022）也认为绿色信贷业务有助于

减少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并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如关注绿色金融风险、提升审

计能力等。此外，研究人员还考察了商业银行的社会责任、社会声誉和可持续性

与流动性风险的关系。斯丽娟和曹昊煜（2022）发现，绿色信贷政策可以通过影

响企业的社会责任水平来降低经营风险，尤其是在环境法律法规更为严格的地区。

苏姿卉（2021）认为，开展绿色信贷业务有助于提高银行的资产质量和绿色信誉，

尽管可能会导致短期经营成本上升。最终，商业银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会提高风

险管理水平，以减少信用、市场和其他商业风险。但也有其他学者认为绿色信贷

会对商业银行风险控制造成负面影响，王凤荣和王康仕（2018）也认为绿色信贷

融资项目相比于传统贷款项目具有期限长、风险高等特点，同时绿色信贷项目的

可抵押性更低。刘昊（2021）从绿色信贷与风险管理文化的角度出发，发现虽然

绿色信贷的发展有助于提高经营质量，但由于回报较低，可能导致经营成本上升

从而使银行经营风险增加。邵传林，闫永生（2020）根据 2005-2017 年不同所有

制银行的面板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商业银行开展绿色信贷业务会加大商业

银行的风险承担，政治级别越高的银行影响越大。

1.2.2 国外研究现状

（1）绿色信贷

绿色信贷最初在国际上作为“环境金融”或“可持续金融”的方式出现，目

的是促进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共赢。Mark A. White（1996）首次提出环境

金融这一概念，强调环境挑战如何重塑全球经济格局并影响资金流向。这种观点

为绿色信贷提供了理论依据。Scholtens（2007）认为环境金融是一种引导企业做

出合理决策的金融工具，有效改善企业污染环境的问题。随后，Cilliers 等人

（2010）强调，可持续金融应当涵盖生态与经济效益的规划，这不仅能够增加城

市环境价值，还能推动经济前进。如此，绿色信贷成为了支持可持续发展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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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工具。

随后，国际学者深入研究了绿色信贷在可持续转型和环境问题解决方面的积

极作用。Bożena Ryszawska（2016）的研究发现，金融机构通过提供绿色信贷业

务，能够支持环保企业的发展，从而实现环境保护的目标，这对引导经济朝着可

持续和环保的方向发展至关重要。Dongwei Su 等（2023）为了有效遏制重污染

行业的扩张和促进环境转型，绿色信贷政策应该针对小企业、国家和机构所有权

较少的企业以及位于制度改革较差地区的企业。Nandy（2012）指出，通过为绿

色企业提供优惠利率，同时对污染企业实行惩罚性利率，绿色信贷可以引导资金

流向环保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Ghisetti 等（2017）

的研究表明，绿色信贷为绿色企业提供了必要的资本支持，有助于它们的运营和

发展。Pei Xu 等（2023）数字技术可以放大绿色信贷对能源效率的带动作用，数

字技术发展水平越高，绿色信贷的带动作用越大。此外，Faulkender 等（2006）

研究了绿色信贷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发现环保企业在获得更多融资支持的

情况下，能够实现快速、健康和可持续的发展，改善环境问题。Baron（2010）

认为，绿色信贷不仅是经济活动，也是社会活动，有助于激发企业的环保意识，

促使其承担环境责任。另外，E.J. Cilliers 等（2010）强调了绿色信贷在城市规划

和建设中的重要性，它有助于评估城市绿色发展的质量，推动城市整体绿色发展。

这些国际研究共同表明，绿色信贷在可持续发展和环境问题解决方面具有重要作

用，为经济的绿色化和可持续性发展提供了关键支持。Chengchao 等（2023）则

指出绿色信贷指引对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和中西部地区企业的影响更为明显。

（2）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

国外学者在研究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因素时，通常采取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

进行深入探讨。在宏观层面，研究指出宏观经济环境的波动对银行流动性风险有

显著影响。David 及其同事（2015）的研究发现，金融行业内对流动性的普遍认

识以及宏观环境恶化可能导致现有的银行监管标准失效，进而提升了流动性风险。

这凸显了宏观经济因素在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中的重要性。Landskroner Yoram

（2008）的观点是，期限错配是引发流动性风险的基本问题，而外部宏观因素对

银行内部流动性的影响较为突出，这表明银行需重视解决期限错配问题以降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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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性风险。此外，货币政策的宽松与紧缩也被认为对流动性风险有显著影响，表

明宏观经济因素在流动性风险中的重要性。Gertler 和 Kiyotaki（2013）强调宏观

经济下行是引发银行流动性危机的关键条件，进一步突显了宏观因素的作用。

Viral Acharya 等（2012）研究发现，宽松的货币环境可能导致银行扩大贷款规模，

增加流动性，但也可能增加流动性风险。

在微观方面，研究表明资产规模、零售存款和贷款数量、出售资产的成本等

因素对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产生显著影响。Diamond 和 Dybvig（1983）强调

了挤兑可能对银行造成损害，从而导致流动性风险。Charles Goodhart（2008）

认为，银行流动性是银行偿付能力监管的一大重要指标，银行需要谨慎管理流动

性以应对未来的现金流动不匹配。Agustuty（2020）的实证分析发现资产规模与

流动性风险存在关联，银行资产规模的增加可能导致更高的流动性风险。

Kashyap 和 Rajan（2002）强调零售存款和贷款数量以及出售资产的成本是影响

流动性风险的关键因素，这提示银行在吸收零售存款和管理贷款组合时需要谨慎

考虑流动性风险。Acharya 和 Naqvi（2012）指出，资产质量管理效率与流动性

风险水平密切相关，高质量的资产可以降低流动性风险。最后，Imbierowicz 和

Rauch（2014）发现，银行期限错配问题导致了长期资金超过短期负债，从而增

加了流动性风险。

（3）绿色信贷业务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国际上，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引起了广泛关注，并在学术界展开了多

方面的研究。Scholtens 和 Dam（2007）的研究发现，揭示了实施赤道原则的金

融机构在环境政策与社会声望方面，与那些未实施此原则的银行明显不同，展现

出更加积极的可持续发展潜力。Marcel Jeucken（2001）强调了银行和金融部门

在促进社会环境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Meng Wen 和 Chung Hua

（2013）的研究则强调了银行承担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这意

味着银行不仅可以提升企业声誉，还可以提高财务绩效。这一发现对于银行业界

意味着，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不仅有助于塑造良好的公众形象，还可以为其带来更

好的经济表现。Robert（2014）认为，环境合规是银行经营的必要举措，但它不

一定会增加成本。相反，它可以通过提高社会声誉和银行竞争力，实际上带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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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超过成本的增加。这一观点表明，银行在绿色信贷方面的投入可能会为其带来

双重好处，即提高环境责任感和盈利能力。Maya Finger 等（2018）的研究发现，

绿色信贷对不同国家和银行的绩效影响有所不同。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银行

开展绿色信贷业务会增加其业务收入，但是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银行本身实

力较弱没有开展先进业务的经验，因此开展绿色信贷业务往往结果不尽人意，会

使其收入减少。这表明绿色信贷的效果受到国家和市场条件的影响。Yonghui

Lian 等（2023）则指出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财务绩效的改善主要来源于绿色信贷

对银行有息资产收益率的正向影响，绿色发展水平可以提高银行发放的绿色信贷

的经济效益，绿色经济增长的提高和政府环境政策的加大支持力度意味着绿色信

贷对银行财务绩效的正向影响更大。Yanchao Feng 等（2024）绿色信贷对商业银

行的风险承担行为具有短期缓解作用。这种风险缓解效应在资产规模较小、盈利

能力较低的银行中更为明显。

另一方面，关于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风险的研究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McKenzie（2014）的研究指出，如果商业银行不遵守赤道原则，可能会损害其

声誉，增加环境信用风险，从而威胁到银行的安全。这提示银行在绿色信贷中的

道德风险问题，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Wu 和 Shen（2013）的研究结果却表明，

商业银行主动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可以提高经营绩效，降低不良贷款率，表明绿色

信贷通过社会责任的承担可以实现利润增长和风险降低的效果。这一观点强调了

社会责任在银行业风险管理中的积极作用。Cillier 等（2010）认为，商业银行可

以通过绿色信贷工具来优化其信贷资产结构，从而提高竞争力并降低风险水平。

然而，Jeucken（2001）则提出，若企业按照要求增加环境保护投入，会使其成

本压力增大因此增加贷款违约的概率，从而增加商业银行的风险。这显示出绿色

信贷对风险的影响可能因不同因素而异。

1.2.3 文献述评

根据现有的国内外相关论文进行梳理，国内外众多学者通过对绿色信贷、商

业银行流动性风险影响因素以及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影响的研究，为理解绿色信

贷的经济和环境效应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证基础。许多学者通过研究发现，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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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信贷能够引导银行资金流向环境友好型项目和企业，这不仅有助于改善和解决

环境污染问题，还能促进新兴绿色产业的发展。通过绿色信贷，银行能够减少对

“两高一剩”（高能耗、高污染和资源过剩产业）的贷款支持，而转向更加注重

可持续性和环境保护的绿色产业。这种转变有助于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促

进经济的绿色转型。然而，一些学者也指出绿色信贷的潜在负面影响，尤其是对

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他们认为，绿色信贷可能会使得银行在贷款决策中过于偏

向于环保标准，而忽视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和长期发展潜力，从而可能抑制企业的

创新动力和创新效率。这一观点引发了关于绿色信贷政策设计和实施方式的进一

步讨论，提示着在推动绿色信贷的同时需要平衡环境效益与经济增长、企业创新

之间的关系。

关于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影响因素，已有大量研究涵盖了宏观经济条件、

市场环境变化、银行内部管理等方面。这些研究指出，宏观经济波动、金融市场

的不确定性、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策略等都对银行的流动性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此外，监管政策和市场信心也是影响银行流动性的关键因素。这些研究为探讨绿

色信贷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影响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表明在推进绿色信

贷政策时，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以确保银行流动性的稳定。

关于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影响方面，从研究内容角度看大多数学者多是对商

业银行绩效影响角度来进行研究的，大多数学者认为开展绿色信贷能够提高商业

银行的绩效。由于绿色信贷业务在我国发展较晚，相关监管不完善，商业银行在

开展绿色信贷业务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所以只从业绩角度来研究是不

够全面的，我们还需要从风险的角度来分析。在少量关于风险影响的论文中，学

者集中于研究对银行信贷风险、信用风险影响，对于流动风险影响的论文相对较

少。从研究方式来看，大多数学者都是通过理论结合实证的方式来研究绿色信贷

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基于此，本文将从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角度来进行研究，在搜集商业银行相

关财务指标的基础上，通过理论结合实证的方式探究绿色信贷业务与商业银行流

动性风险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完善现有的理论，进而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为我国

高质量发展绿色信贷业务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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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3.1 研究内容

本论文梳理了有关我国绿色金融和绿色信贷的发展背景，总结归纳了国内外

学者对于绿色信贷与银行流动性风险的相关研究，在相关理论基础上探讨了绿色

信贷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不同影响路径；同时结合了合理的银行数据和实证

模型，以我国 30 家不同结构、不同规模的商业银行相关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

检验，定量的估计了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影响，最后依据模型的结

果提出了多点政策建议。具体的，本文的研究内容共分为六个章节：

第一章，绪论。论述了论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和文献

评述、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以及本文的创新之处和不足。

第二章，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本章节介绍了绿色信贷和商业银行流动性风

险的相关概念，同时介绍了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四个理论基础：信息不对称理

论、赤道原则、环境风险管理理论和企业社会责任论。

第三章，我国绿色信贷与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现状。本章将立足于我国的国

情和现有的行业发展，分别介绍我国绿色信贷现状、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现

状和我国绿色信贷业务存在的问题。

第四章，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影响机制。这一章将从两个角度论

述绿色信贷对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可能影响机制，分别为：绿色信贷降低

商业流动性风险机制和绿色信贷升高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机制。

第五章，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影响的实证检验。本章选取了我国

30 家商业银行 2012——2022 年的财务数据和绿色信贷数据，并详细的介绍了选

取的变量的概念，通过系统 GMM 模型检验了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影

响，并对模型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分析。最后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分析了绿

色信贷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影响的传导路径。

第六章展示了结论及策略性建议。该部分首先回顾了论文的研究内容和关键

发现，接着根据理论讨论和实证分析的成果，并考虑到我国的经济状况，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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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我国银行业务在绿色信贷领域稳健发展和绿色金融体系持续优化的详细建议。

1.3.2 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

本文梳理了国内外关于绿色信贷、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影响因素、绿色信贷

对商业银行影响的相关文献。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总结归纳发现虽然研究绿色信

贷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相关文献较少，但是前人研究发现绿色信贷会影响银行

绩效、声誉以及信贷结构等，而这些因素也会对流动性风险造成影响，因此本文

从前人的基础上探究绿色信贷对流动性风险的影响。

（2）规范分析法

本文深入探讨了绿色信贷的理论基础，综合评述了相关研究文献的发现。基

于这些研究，本文进一步分析了绿色信贷如何影响银行的流动性风险以及不同因

素的影响，并据此提出了研究假设。

（3）实证分析法

本文根据 2012-2022 年 30 家商业银行财务指标以及绿色信贷相关数据，并

选取合适的变量。通过构建实证模型来验证前文提出的相关假设，以此来实证结

合理论说明绿色信贷业务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影响，增加文章的可信度。

1.4 本文创新点和不足

1.4.1 创新点

第一，在选取研究对象时，有些学者只选取了一类银行，或者将所有银行当

初一个整体进行分析。本文选取了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

农村商业银行四种银行进行分析，探究绿色信贷对不同种类银行流动性风险影响。

第二，研究深度全面，区别其他研究仅仅对绿色信贷和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

关联进行分析，本文还对不同规模的商业银行进行区别，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同

时为判断所得结论是可信的，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最后还对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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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风险的影响传导路径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增强研究结果可信度。

第三，鉴于中国绿色信贷政策的起步时间较晚，尚未建立起一个全面的信息

公开机制，导致目前针对国内银行绿色信贷进展的研究面临着样本量小和研究期

限短的问题，不足以提供对银行业绿色信贷态业务深入解析。为了克服这一挑战，

本研究采用了 Wind 和国泰安两大数据库中的商业银行财务数据，并通过手动梳

理银行年度的《社会责任报告》，收集了相关银行绿色信贷余额信息，特别是那

些信息披露比较全面的银行数据。基于此，本研究扩展了数据的范围与深度，利

用 2012 年至 2022 年期间 30 家商业银行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以期得出更具

普遍性的研究结论。

1.4.2 研究不足

第一，对于所选取的样本，因为大部分小型银行的财务数据是非公开的，因

此，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只选取了公开数据的 30 家银行。然而，其他银行

的绿色信贷也是绿色金融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因此，本文在数据选择上可能具

有片面性。

第二，对于选取的被解释变量为存贷比，虽然信贷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衡量

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但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不仅仅只受存贷比的影响，还

受到其他指标的影响。因此，后续研究中，应该重新设置被解释变量。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影响

14

2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

2.1.1 绿色信贷

绿色信贷是一种金融工具，旨在支持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其核心概念在

于将金融资本引导到对环境友好的项目和企业，以减少环境负担并促进资源的可

持续利用。这种信贷形式的出现反映了金融界对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关注，以及

金融机构对社会责任的承诺。

绿色信贷的内涵涵盖了多个方面。首先，它提供资金支持给环保项目，包括

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改进、废弃物管理和水资源保护等领域。这些项目有助于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改善环境状况，并推动可持续发展。其次，绿色信贷要求借

款方符合一定的环境标准和法规，以确保资金不被用于对环境造成潜在危害的活

动。最后，它强调了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鼓励它们积极参与解决全球环境和社

会问题，为社会可持续性做出贡献。

随着时间的推移，绿色信贷领域经历了变革。金融产品的多样化是一个显著

特征，包括绿色债券、绿色信用卡等多种形式的金融工具，为不同类型的借款人

提供更多选择。此外，国际合作在绿色信贷领域日益增多，国际金融机构、跨国

银行和政府部门之间的合作有助于解决全球性环境问题，如气候变化。最后，为

了确保绿色信贷的质量和透明度，制定了一系列绿色金融标准和认证机构，以识

别和评估绿色项目，确保所筹集的资金真正用于环保和可持续活动，提高金融市

场的透明度和可持续性。

2.1.2 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

银行流动性风险是指银行在特定时期内无法有效满足其资金需求的风险。这

一风险的内涵包括了银行资产和负债之间的不匹配，以及在面临外部冲击或市场

压力时，银行可能会面临资金短缺的情况。银行流动性风险不仅涉及到短期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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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问题，还包括了长期的结构性流动性挑战，可能导致银行在长期内难以维持其

资产负债表的稳定性。

这一风险的变化历程主要受金融市场和经济状况的影响。在 2007-2008 年的

全球金融危机中，银行流动性风险成为焦点，因为许多银行在次贷危机爆发后，

难以融资和满足客户的提款需求。这一事件导致了监管机构对银行流动性管理的

更严格要求，要求银行持有更多流动性资产，以备不时之需。此后，各国银行纷

纷采取了更加谨慎的流动性管理实践，以降低流动性风险。

银行流动性风险的产生原因来自于多个方面。其中包括资产质量下降，例如

不良贷款的增加，可能导致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不稳定性。此外，突发性大规模

资金提取，尤其是由于恐慌性情绪引发的大规模存款提款，也可能使银行陷入流

动性困境。市场不稳定性和信用风险的上升也可能导致银行在市场中无法获得所

需的融资。因此，银行必须积极管理流动性风险，包括建立紧密监测机制，确保

随时能够应对突发情况。

2.2 理论基础

2.2.1 信息不对称理论

信息不对称理论在中国国情下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它指的是市场中交易双

方拥有不同信息水平的情况，特别是在金融领域，交易的一方可能拥有更多关于

资产和负债的信息，而另一方则相对不了解。这种不对称的信息分布往往导致市

场不完全竞争和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

信息不对称的成因在中国涉及多个因素。首先，金融市场的透明度不足，部

分银行的财务信息不够透明，这使得投资者很难获得准确的信息。其次，政府干

预和监管政策可能引发信息不对称，因为政府通常拥有关于政策变化和行业前景

的敏感信息，而市场参与者无法获得这些信息。此外，社会文化因素也对信息传

递产生影响，中国文化中人际关系和信誉的重要性可能使信息传递受到社会因素

的制约。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涵盖了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在银行业中，信息不对称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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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不当的风险定价和资产负债表不匹配，进而增加了银行的流动性风险。投资

者无法准确评估银行的财务状况和风险水平，从而可能引发恐慌性的提款潮，导

致流动性危机。因此，信息不对称不仅影响了市场效率，还增加了银行业面临的

流动性风险，需要监管和管理的重视。

2.2.2 赤道原则

赤道原则是一组由全球金融机构自愿采用的风险管理准则，用于在项目融资

中识别、评估、管理和报告环境和社会风险。这些准则起源于 2003 年，由十家

领先的国际银行共同制定，旨在提供一个共同的基准，以确保项目融资活动在环

境和社会责任方面的一致性和透明度。

赤道原则基于国际金融公司（IFC）的性能标准和世界银行关于环境和社会

可持续性的指导方针。它们主要适用于所有新项目融资，特别是那些总投资额超

过一定金额的项目。这些原则涵盖了一系列关键领域，包括对项目可能产生的负

面环境和社会影响进行全面评估，确保利益相关者参与，以及在项目实施期间持

续监控和公开报告其环境和社会绩效。

对我国而言，赤道原则的采纳意味着我国金融机构在进行国际项目融资时将

遵循国际认可的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标准。这有助于提高国内商业银行在金融市

场中的信誉度和竞争力，同时促进金融机构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也重视可持

续发展和社会责任。通过实施赤道原则，银行和金融机构可以更有效地管理其海

外投资项目的环境和社会风险，从而支持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

2.2.3 环境风险管理理论

环境风险管理理论是指在银行业务中，特别是在贷款和投资方面，考虑自然

和社会因素对风险的潜在影响，以及采取措施来减轻这些风险的理论和方法。在

中国国情下，环境风险管理理论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中国面临着严峻的环境挑战，

如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和生态破坏。

环境风险管理的成因包括多方面因素。首先，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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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了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增加，使银行面临更大的环境风险。其次，投资项目

的可持续性问题引发了社会关注，而银行作为融资提供者需要更加关注环境风险，

以满足监管和社会期望。此外，监管机构也在加强环境风险管理的监管要求，促

使银行采取措施来减轻环境风险。

环境风险管理与银行的流动性风险紧密相关。首先，忽视环境风险可能导致

银行的资产风险，因为未来可能发生的环境事件可能对资产价值造成负面影响，

导致资本损失。其次，环境风险管理的不足可能导致投资项目的失败，这会损害

银行的声誉，降低客户信任，从而增加了流动性风险。此外，环境风险管理不力

还可能导致金融监管机构采取严格的制裁措施，加剧银行的流动性问题。

2.2.4 企业社会责任理论

企业社会责任（CSR）理论是一种商业伦理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强调企业

在经济活动中应当积极承担社会和环境责任。在中国国情下，CSR 理论具有重

要意义，因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和金融中心之一，企业在社会和环境方面的

行为对国家和全球产生深远影响。

CSR 的成因涉及多个方面。首先，全球社会和环境问题的加剧，如气候变

化和社会不平等，引发了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其次，中国政府对可持续发展

的承诺和监管要求加强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此外，消费者和投资者对企业的道

德行为提出了更高的期望，企业在满足这些期望的同时也可以获得竞争优势。

CSR 的影响与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密切相关。首先，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

表现可能影响其声誉和品牌价值，进而影响其融资和信贷条件。银行在考虑向企

业提供融资时需要综合考虑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以降低与企业不良行为相关的

信用风险。其次，企业社会责任理论鼓励企业采取可持续经营模式，降低资源浪

费和环境污染，从而减少了企业在面对突发事件时可能面临的损失，有助于降低

流动性风险。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影响

18

3 我国绿色信贷与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现状

3.1 我国绿色信贷现状

3.1.1 绿色信贷政策发展沿革

2007 年，中国人民银行、环保总局、银监会联合发布《关于落实环保政策

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该政策文件象征着中国正式将绿色信贷引入到能源

节约、减排以及金融风险管理的领域中。自 2007 年的政策发布以来，中国银行

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及银行业联合会相继推出了一系列涉及统计方法、

评估准则等的政策文档，为绿色信贷的标准化和发展提供指导。迄今为止，中国

已在绿色信贷的基础架构、政策框架、评价机制等方面实现了初步的完善，其中

包括建立了分类准则、信息公开制度和环境信息管理体系等，并且在持续优化中。

此外，金融机构也在不断推陈出新，开发绿色债券、保险、基金等多样化产品，

从而扩大了绿色金融市场的范围，为绿色产业的融资提供了更广阔的途径。

2022 年标志着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的一个新篇章，随着银保监会发布《银行

业保险业绿色金融指引》，中国的六大国有商业银行迅速行动，整合资源并积极

推进各自的绿色金融战略，显示出中国金融界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高度责

任感。这些银行不仅在产品和服务上进行创新，如工商银行的“工银绿色银行+”

品牌，旨在引领国内绿色发展；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分别将成为全球领先的可持

续发展银行和打造资源节约型银行作为其战略目标；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邮储

银行也通过各自的绿色金融服务和“碳达峰”及“碳中和”计划，努力实现绿色

转型。这些措施不仅加强了银行自身的绿色竞争力，而且为推动全社会的环保意

识和绿色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彰显了中国在全球绿色金融领域的重要地位

和远见。具体的政策发展历程如表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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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绿色信贷支持政策

时间 文件 单位

2007 年 《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 央行、银监会

2012 年 《绿色信贷指引》 银监会

2013 年 《绿色信贷统计制度》 银监会

2014 年 《绿色信贷实施情况关键评价指标》 银监会

2017 年 《中国银行业绿色银行评级实施方案（试行）》 中国银行业协会

2019 年 《关于推动银行业和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银保监会

2020 年 《商业银行绩效评价办法》 财政部

2021 年 《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级方案》 央行

2022 年 《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指引》 银保监会

3.1.2 绿色信贷发展分析

一、绿色信贷规模

随着全球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越来越重视，中国积极响应，大力发展绿

色金融，旨在通过金融手段支持环保项目和绿色产业的发展。近年来，中国成功

构建了一个以绿色贷款和绿色债券为核心，包括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等在内的多

层次、多样化的绿色金融市场体系。这一体系不仅为绿色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坚实

的金融支持，也使中国在全球绿色金融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截至 2022 年底，

中国绿色贷款总额达到了 22.03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率高达 38.5%。这一增

长速度不仅比上年的增长速度提高了 5.5 个百分点，也大幅超过了同期总贷款增

速的 28.1 个百分点，全年绿色贷款的新增量达到了 6.01 万亿元人民币。这一数

据充分展示了中国绿色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和绿色经济的活跃度。从 2012 年至

2022 年的十年间，国内三十家主要银行的绿色信贷余额呈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

这反映出银行业对绿色金融的持续关注和积极参与。在这一背景下，国有六大银

行在绿色信贷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2022 年的绿色信贷余额比例普遍超过了 9%，

其中工商银行以高达 25%的占比位居首位，这显示出工商银行在推动绿色金融

发展方面的领先地位和巨大贡献。2022 年，这六大银行的绿色信贷余额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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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都实现了显著的增长，其中工商银行以 80%的增长速度领先，其余五家

银行的增长速度也均达到或超过了 18%。

在贷款用途方面，中国的绿色贷款主要投向了基础设施绿色升级、清洁能源

和节能环保产业，这些领域的贷款余额在 2022 年分别达到了 9.82 万亿元、5.68

万亿元和 3.08 万亿元。年增长率分别为 32.8%、34.9%和 59.1%（如图 3.4 所

示），显示出这些关键领域在中国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性。这些数据

不仅展示了中国绿色金融市场的强劲增长势头，也反映了中国在推动绿色经济发

展、加强环境保护方面所做的坚定努力和取得的显著成效。

图 3.1 30 家银行绿色信贷余额变化

数据来源：wind 数据库

图 3.2 六大国有银行 2022 年绿色信贷余额占比图

数据来源：wind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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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六大国有银行 2022 年绿色信贷增速图

数据来源：wind 数据库

图 3.4 2022 年绿色信贷流向分布图

数据来源：wind 数据库

二、我国绿色信贷市场特点

（1）政策支持力度大。

政府对绿色金融的大力支持显著促进了其发展。除了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和

信贷利率优惠等直接措施之外，政府还通过建立和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提高

了绿色金融项目的透明度和可靠性，进一步激励了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身于绿色经

济。政府帮助金融机构识别和评估潜在的绿色投资机会，从而使得资源更加有效

地流向环保和绿色能源项目。同时，政府还积极参与国际绿色金融合作，与全球

伙伴共同推动绿色金融的国际化进程，加强了我国在全球绿色金融领域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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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影响力。这些政策和措施的综合应用，不仅降低了绿色项目的融资难度和成本，

也有效地促进了绿色技术的创新和应用，为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提供了坚实的政策支撑和金融动力。

其次，政府还加强了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以保障绿色金融政策的实施。政府

要求金融机构制定绿色信贷政策，明确绿色信贷的标准和程序，并对金融机构的

绿色信贷业务进行严格的监管。这不仅有利于推动金融机构向绿色金融方向转型，

还有利于保证绿色信贷业务的质量和风险控制。

这些政策的出台为绿色信贷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有助于促进金融

机构对绿色产业的投资，进一步推动绿色经济的发展。同时，这些措施还有助于

推动经济向可持续发展方向前进，提升国家的竞争力，并对提高环境质量、保护

自然生态环境起到积极作用。

总的来说，政策支持无疑是推动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重要动力。通过实施一

系列创新的绿色金融政策，如财政补贴、税收减免以及优惠的信贷利率等，政府

为绿色信贷和投资提供了坚实的支持基础。这些政策不仅促进了绿色产业的快速

发展，加速了我国经济向可持续模式的转型，而且通过鼓励低碳、环保项目的实

施，有效改善了国家的环境质量和生态环境，增强了社会的环保意识。同时，这

些措施也提高了中国在全球绿色经济领域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为实现绿色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2）风险控制待完善。

风险控制是任何业务中都非常重要的一环，特别是在实施绿色信贷的过程中。

绿色信贷的风险控制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需要确保他们

的投资决策是基于对绿色项目的全面、准确的可行性评估，但是由于我国绿色信

贷发展相比国外较晚，缺乏专业的绿色信贷人才队伍，我国绿色信贷业务的风险

控制需要进一步完善。

金融机构需要建立一套有效的监管和管理机制，以确保绿色信贷项目的实施

符合预期的目标。这包括定期的进度检查、合规性审核以及风险管理措施。此外，

金融机构还应该建立一套危机应对机制，以在遇到可能影响项目进展的问题时，

能够迅速、有效地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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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绿色信贷的环境下，金融机构还必须考虑到一些特定的风险，如政策风险、

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政策风险主要来源于政府对绿色信贷的扶持政策可能发生

变化，而技术风险则可能来自于绿色技术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市场风险则可能来

自于市场对绿色信贷的态度和接受程度。为了应对这些风险，金融机构需要密切

关注政策动态，持续更新对绿色技术的理解，并积极与市场进行沟通，以建立良

好的客户关系和信誉。绿色信贷的风险控制是确保金融机构能够实现其环保和社

会责任的关键。只有通过全面、准确的风险评估和管理，金融机构才能有效地推

动绿色经济的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3）市场竞争激烈。

市场竞争在当前我国的绿色信贷市场中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程度。在当前的环

境下，由于政府对环保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社会对绿色、低碳生活的追求，以

及全球环保趋势的影响，绿色信贷业务在市场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然而，随着

各大银行、信托、租赁等金融机构纷纷加入绿色信贷业务的竞争，市场竞争的激

烈程度也随之加剧。

各大金融机构纷纷推出各种形式的绿色信贷产品，以满足市场对环保、绿色、

低碳的需求。这些产品不仅包括传统的绿色贷款、绿色债券等融资工具，还包括

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绿色租赁等新型产品。这些产品的推出，无疑给金融机构

带来了新的利润增长点，也提高了他们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各金融机构在推广绿色信贷产品的同时，也面临着市场竞争的压力。如何推

出更有特色、更符合市场需求的绿色信贷产品，如何提供更加高效、优质的服务，

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成为了各大金融机构需要面对的挑战。市场

竞争也带来了新的机遇。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金融机构可以通过不断创新、

提高服务质量，来赢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同时，这也为金融机构提供了更多的发

展机会，让他们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环保事业，推动绿色经济的发展。

当前的绿色信贷市场竞争激烈，各大金融机构都在积极应对市场的变化，寻

找新的发展机遇。随着环保意识的不断提高，绿色信贷市场的前景将更加广阔。

但同时也需要各金融机构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能力和服务水平，以适应市场的变

化和满足客户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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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现状

3.2.1 流动性风险监管

自 2009 年正式加入国际银行监管标准制定者——巴塞尔委员会后，中国金

融监管机构开始致力于将国际银行业监管标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逐步调整和完

善我国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管理策略，以促进银行体系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2011 年，为了落实《巴塞尔协议 III》关于流动性风险管理的原则，中国推出了

《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试行)》，将流动性比例、存贷比和流动性覆盖

率作为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的重要指标，旨在加强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状况的

监管，确保银行在面临潜在资金压力时能够维持足够的流动性。随后，2012 年

颁布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则进一步加强了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以

提高银行体系的抵御风险能力。2014 年的《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进

一步细化和明确了流动性风险管理的监管要求和指标，标志着中国对商业银行流

动性风险管理规定的完善。到了 2018 年，随着《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

的更新，中国不仅强调了完善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体系的重要性，还加大了监管

框架的完善力度，提高了对流动性风险监管的细致度和前瞻性。这一系列措施不

仅体现了中国金融监管机构在适应和融入国际银行业监管标准的过程中的积极态

度，也展示了中国在确保金融稳定、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方面的决心和能力。

2023 年，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该办

法构建了差异化的资本监管体系，根据银行规模和业务复杂程度，将商业银行划

分为三个档次，并匹配相应的资本监管方案。该政策旨在进一步提升银行资本的

风险敏感性，通过实施差异化监管，确保不同类型的银行能够适应监管要求。这

些监管政策的实施，有助于提高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促进银行业的健康发

展，同时也有利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3.2.2 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水平稳步提升

我国商业银行越来越重视流动性风险的管理，总体流动性水平逐年稳步提升。

coco://sendMessage?ext={
coco://sendMessage?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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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比例（流动性资产/流动性负债）方面，2018 年第一季度我国商业银行的

流动性比例为 51.39％，到 2022 年第四季度流动性比例达到 62.85％，五年间提

高了 11.46 个百分点。存贷比（贷款余额/存款余额）方面，2018 年第一季度商

业银行的存贷比为 71.18％，至 2022 年底达到 78.76％，推升 7.58 个百分点。人

民币超额备付金率（（在中国人民银行超额准备金存款＋库存现金）／人民币各

项存款期末余额×100%）方面，2018 年初我国商业银行的超额备付金率为

1.58％，至 2022 年底达到 2.05％，提升约 0.5 个百分点。流动性覆盖率（优质流

动性资产/未来 30 天现金净流出）方面，2018 年第一季度我国商业银行的流动性

覆盖率为 125.32％，至 2022 年底达到 147.41％，流动性覆盖率得到大幅提高，

如图 3.5 所示。

图 3.5 2018—2022 年流动性指标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金管局官网

结合上述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来看，我们近些年来银行流动性风险

总体较为平稳，但是不能只依据数据就断言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已不存在。

从流动性比例达到 78.76%，已超过原有的监管红线 75%说明我国商业银行仍然

存在潜在的流动性危机，应当继续加强监管。

3.3 我国绿色信贷业务的发展问题

一、未建立统一的绿色信贷管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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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商业银行的绿色信贷政策制定上，目前尚未有明确的具体标准被设定。

政府的相关文件大多数倾向于鼓励银行依据客户的环境表现和社会风险评价标准，

自行形成贷款评级、准入标准、退出机制和管理流程。但也仅有极少数国内银行

如工商银行，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绿色信贷评级体系，该体系依据企业对环境的正

面影响进行多级别、多类别的划分，这种分级策略与客户的分类评估相结合有助

于银行更有效地控制绿色信贷的风险。然而，银行若未能建立专属的绿色信贷评

价体系，可能会遇到资金管理的障碍，难以对企业的项目进行准确评价。其次，

在管理绿色信贷风险时，多数银行偏重于贷款审批前的风险识别，这一过程常依

赖于环保等权威机构提供的数据，对不达标的企业采取直接否决的措施。但对于

贷款发放后的风险分散和补偿机制，银行的关注度较低。缺乏一个行业共识的环

境信息公开标准，不同银行在公开绿色信贷信息时采取不一样的做法，缺乏统一

和规范的信息分类，导致银行与外部利益方之间的信息不平衡，使得对银行绿色

信贷实践的评估变得复杂。

在一些情况下，商业银行也被允许依托外部的评审机构来完成综合性评价。

因此在现实操作中，不少银行偏好于根据第三方的评估来向企业发放绿色贷款，

根据此来为不同企业制订专门的信贷标准。这种做法虽然有效降低了银行获取信

息的成本，但是这种过分依赖外部评估的做法可能会削弱银行与企业间的直接沟

通，进而影响绿色信贷资金的有效利用和分配。

二、商业银行发展绿色信贷业务存在内部阻力

作为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金融机构，我国的商业银行通常会在缺乏激

励约束机制的情况下，更加关注财务绩效，而对社会责任的关注较少。与传统的

信贷业务相比，绿色信贷通常需要更长的周期，同时可能引发严重的期限错配问

题。这意味着绿色信贷需要在贷前进行仔细审查，并需要持续的贷后监督，这都

将造成银行营业成本的增加。因此，从纯盈利角度看，商业银行更愿意将资金提

供给那些能够带来稳定回报的企业，如传统高污染企业。在没有强制约束的情况

下，商业银行缺乏积极开展绿色信贷业务的动力。特别是对于中小型商业银行，

他们在绿色信贷领域的观望态度普遍存在。这些银行尚未建立完善的绿色信贷内

部管理制度，而且不需要进行强制的绿色信贷实施成效披露。这导致了绿色信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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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不足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应当采取一系列激励措施。

三、绿色信贷人才队伍存在缺口

申请绿色信贷的企业主要来自于节能环保、清洁能源以及绿色服务等行业。

随着绿色金融领域的持续扩展及政策的积极推动，我国在绿色信贷的应用范围逐

渐扩大，展现出更为丰富的行业覆盖。这一变化要求银行从业人员不仅需要具备

较高的职业技能，还必须对绿色产业有深刻理解。在进行绿色信贷审批时，商业

银行的专业能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尽管如此，当前我国的商业银行普遍未

设立专门负责绿色信贷的部门或拥有足够的专业人才。大多数银行贷款人员的专

业背景集中在经济金融、法律或会计领域，而在绿色能源等专业知识方面则显得

不足。这一专业知识的缺口导致银行与申贷企业之间存在较大的信息不匹配，进

而影响了绿色信贷策略的有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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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影响机制

4.1 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消极影响机制

4.1.1 绿色信贷增加商业银行经营成本和机会成本

在推动绿色信贷的过程中，商业银行面临的第一个主要挑战是经营成本的显

著增加。这种成本增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审查与评估成本、监督管理成本以

及合规与报告成本。对于审查成本，绿色信贷要求银行对借款项目的环境效益进

行严格评估，这意味着银行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来完成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估、技

术可行性分析以及长期效益评估。这一过程往往比传统信贷项目更为复杂和耗时，

需要银行聘请具有环保、能源和可持续发展领域专业知识的专家进行深入分析。

因此，相较于传统信贷，绿色信贷在前期的审查与评估阶段需要承担更高的人力

和物力成本。对于监督管理成本，为确保贷款项目能够达到既定的环保目标，银

行需要在贷款发放后持续监督项目的实施情况，包括定期评估项目的环境效益、

跟踪项目进展以及评价项目的可持续性表现。这不仅要求银行建立起更为复杂的

项目跟踪系统，还需要定期对项目进行现场检查和评估，从而增加了后期的监督

管理成本。而对于报告成本，随着绿色金融政策和标准的不断完善，银行在进行

绿色信贷业务时还需要满足更为严格的合规要求。在对贷款企业放贷的前期合规

审查、贷中的资金管理与贷后动态监管等方面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与时间资

源，容易造成成本激增（张晨等，2018）。

此外，在开展绿色信贷的过程中，商业银行还会面临显著的机会成本。首先，

银行的大量资金流向绿色企业，使原本可以流向其他企业的资金变少。例如，银

行可能需要削减对传统高利润行业的贷款额度，以满足绿色信贷的资金需求。这

意味着银行可能失去了一些高回报的投资机会，从而增加了机会成本。其次，为

了响应国家的政策号召，银行通常会给予绿色贷款企业优惠利率，这进一步降低

了贷款业务的收益。例如，一家银行可能会以低于市场平均利率的利率向一家环

保企业提供贷款，以支持其环保项目的发展。虽然这有助于推动环保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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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意味着银行的利息收入减少，从而增加了机会成本。

4.1.2 绿色信贷会扩大银行的资产规模降低其流动性

绿色信贷指的是银行向支持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项目提供贷款的业务。随着

绿色信贷业务的不断扩展，银行的资产规模也会随之扩大，但这可能会对银行的

流动性产生负面影响。绿色信贷项目通常涉及新能源、环境保护等新兴领域，这

些领域的项目具有投资规模巨大且回报周期长的特点。例如，建设和运营太阳能

发电站、风力发电项目或者大型环保处理设施，往往需要大量的前期资金投入。

这些项目在建设阶段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而在项目完成并开始运营后，还需要

一定的时间才能回收投资并开始产生经济效益。以太阳能发电站为例，从项目的

立项、设计、施工到最终的并网发电，通常需要数年时间；而风力发电项目则因

选址、技术要求等因素，建设周期可能更长。大型环保处理设施，如污水处理厂

或垃圾焚烧厂，也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建成并投入使用。这些项目在前期投入阶段

占用了大量的资金，而短期内却无法产生收益，这对银行的流动性提出了严峻挑

战。

在这种情况下，银行的短期流动性需求会受到较大影响。由于大量资金被长

期占用，银行可用于其他短期投资或贷款的资金减少，导致其在应对流动性需求

时的灵活性降低。如果银行需要在短期内满足大量提款或其他流动性需求，可能

会面临资金不足的困境。此外，随着绿色信贷规模的扩大，银行的资产规模也会

相应增加。尽管这在账面上看起来是资产的增长，但实际情况是，这些新增的资

产多为流动性较差的长期投资项目。如果这些资产不能及时转化为可用资金，当

银行面临突发性流动性需求时，可能无法迅速变现这些资产，进而导致流动性紧

张，甚至可能触发银行危机。庞大的资产规模会增加流动性风险，未受控制时甚

至可能触发银行危机（荆中博、杨海珍、杨晓光，2014）。

4.1.3 绿色信贷业长周期性所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

由于绿色信贷的贷款周期过长，绿色信贷在评估和管理过程中可能面临更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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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的风险因素，包括技术风险、市场风险和政策风险等，这些风险会在贷款周期

不断发生变化，这些风险的不确定性使得银行在推进绿色信贷业务时需要投入更

多的资源进行风险管理和缓释措施，增加了银行的经营成本。此外，绿色信贷项

目往往涉及的行业和技术比较新颖，投资回报周期长、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实

现可能存在延迟，这增加了投资者和借款企业对于绿色信贷产品的犹豫和观望。

这种市场接受度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银行在绿色信贷领域的投入得不到充分的市

场响应。这些不确定性因素可能使得银行难以准确评估和预测绿色信贷项目的未

来现金流，进而影响到银行进行流动性管理。

4.2 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积极影响机制

4.2.1 精确识别目标客户改善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

通过提升贷款门槛并降低对那些环境风险较高企业的贷款额度，商业银行在

经营绿色信贷时可以显著增强其资产质量。绿色信贷主要面向那些对环境保护和

可持续发展有积极贡献的项目，这类项目通常具有较高的长期回报潜力。银行通

过提高贷款审批标准，严格筛选符合环保和可持续发展标准的企业。这不仅可以

有效减少对高环境风险企业的贷款，还能确保贷款资金流向那些真正有助于环境

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项目。具体来说，对于借款企业，银行设定更严格的环保审

核标准，要求借款企业必须具备一定的环保资质或通过相关的环境评估认证。同

时，对于资源密集型和发展前景有限的企业，银行可以逐步减少其贷款额度，从

而降低这些高风险企业对银行资产质量的负面影响。

其次，高质量的资产能够显著降低流动性风险，因为这些资产在市场上更容

易变现，且违约风险较低。Acharya 和 Naqvi（2012）的研究表明，高质量的资

产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银行的流动性压力。对于商业银行而言，通过绿色信贷

投资于那些发展前景良好的企业，可以有效降低贷款违约的风险。这些企业通常

具有稳定的现金流和较强的偿债能力，其贷款违约的概率相比传统高耗能企业要

小得多。

此外，绿色信贷的目标客户通常具备良好的发展前景和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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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向这些客户发放长期贷款，能够确保获得持续稳定的利息收益。这不仅有助

于提高银行的盈利能力，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流动性风险的发生可能性。因为

长期稳定的利息收入可以为银行提供充足的现金流，从而增强其应对流动性风险

的能力。

4.2.2 有助于提高商业银行声誉提高自身融资能力

当商业银行积极开展绿色信贷业务时，不仅能够推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还能显著提升自身的社会声誉和融资能力。绿色信贷业务的开展表明银行关注环

境问题，致力于通过金融手段支持环保项目和可持续发展项目，这种积极的行为

往往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认同。银行通过履行社会责任，展示了其在环境保

护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承诺，从而提升了社会公众对其的好感和信任度。根

据 Dell'Atti S（2017）的研究，社会责任履行情况是影响银行声誉的关键因素之

一。一个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银行，不仅在公众心目中树立了负责任和可信赖的

形象，还能够在企业绩效方面获得显著的提升。这种提升体现在多个方面，包括

更高的客户满意度、更低的风险水平以及更强的市场竞争力。

首先，良好的声誉可以为商业银行吸引更多的客户和业务资源。当银行积极

参与绿色信贷等社会责任活动时，企业和个人客户更愿意与之合作，因为他们希

望自己的金融服务提供者具备高水平的社会责任感。这不仅能够壮大银行的客户

群体，带来更多的资金流入，还能提高客户的忠诚度。客户忠诚度的提升意味着

客户更有可能长期选择该银行的产品和服务，从而增加了银行的稳定资金来源，

减少了客户流失的风险。

其次，银行的良好声誉有助于增强其融资能力。银行在资本市场上进行融资

时，声誉良好的银行通常能够获得更优惠的融资条件。例如，投资者和债权人更

愿意向具有良好社会声誉的银行提供资金，因为他们相信这些银行在风险管理和

可持续发展方面有较好的表现。这不仅可以降低银行的融资成本，还能扩大其融

资渠道，增强其应对市场波动和流动性需求的能力。

此外，开展绿色业务有助于防止流动性危机的发生。良好的社会声誉和客户

忠诚度能够有效防止挤兑等突发情况的发生。客户对银行的信任增加，在经济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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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不稳定时，他们也更有可能继续选择该银行的服务，而不是急于提取存款或转

移资产。这种信任关系的建立和维护对于银行的流动性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4.2.3 有助于银行提高自身竞争力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绿色信贷与银行市场竞争力之间具有正向关系，即发展绿色信贷业务可以显

著提高银行的市场竞争力（高晓燕、高歌，2018）。在国家对绿色经济的持续推

进和社会对环境保护认识的不断加深背景下，我国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行业正在

经历快速增长阶段，预示着这些领域未来具有广阔的成长空间。随着对环境负担

重的行业逐渐萎缩，为环保领域的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的绿色信贷业务可能转变为

银行新的收益增长点。对于规模相对较小、在传统银行业务领域竞争力不足的银

行来说，探索绿色金融领域不仅可以拓展新的业务方向，还能够寻找到区别于其

他银行的竞争优势。

与此同时，政府为了鼓励绿色信贷的发展会出台一系列的政策支持为了鼓励

绿色信贷的发展，政府通常会出台一系列的政策支持和优惠措施，如提供低息贷

款、税收减免等。这些政策优惠可以降低商业银行在绿色信贷项目上的资金成本，

提高项目的盈利性。同时，政府还可能为绿色信贷项目提供风险担保或保险，进

一步降低银行的流动性风险。

4.2.4 有助于改善短期盈利波动性从而降低流动性风险

由于绿色信贷项目的长期性质，银行可以更有效地分配其资本，减少了短期

性项目可能引发的额外资本需求，这意味着银行可以将更多的资本用于符合其长

期战略目标的项目。环保和可持续发展项目往往需要更长时间来实现其社会和环

境效益，商业银行在这些项目中的投资可以带来持续的长期盈利机会。这些长期

收入流可以帮助银行更好地规划资本分配，降低了短期盈利的波动性，商业银行

能够更好地抵御短期经济衰退或市场动荡带来的流动性挑战。

基于上述综合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H1

H1：实施绿色信贷策略能够减缓商业银行面临的流动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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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规模较小的商业银行而言，绿色信贷不仅是实现社会责任的手段，也是提

升自身竞争力的机会。相比于规模大的银行，规模较小的银行在社会声誉与竞争

能力不占优势，通过绿色信贷的实施小型银行可以显著增强其声誉与竞争力。小

银行对当地绿色经济发展情况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可以根据当地需求灵活调整绿

色信贷策略和产品，以适应新的环境和要求。小银行通过绿色信贷业务参与到未

来发展潜力巨大的绿色产业中，更能降低其面临的流动性风险，实现持续稳定发

展。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2。

H2：对于体量较小的银行而言，绿色信贷业务流动性风险影响效果更为突

出。

根据理论机制分析，开展绿色信贷信贷业务会影响商业银行的经营成本与机

会成本，以及会为商业银行增加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改善短期商业银行短期盈利波

动性，这几点都会对商业银行自身的盈利能力造成影响。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3。

H3：绿色信贷能够影响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进而对其流动性风险产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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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影响的实证检验

5.1 研究样本及数据来源

结合研究假设和具体机制分析，兼顾数据的可获得性、客观性和完整性，同

时考虑到绿色信贷的发展时间不长，故本文以 2012 年~2022 年作为本次研究的

时间范围。在保持数据完整性和银行规模的基础上选择了 30 家我国的主要商业

银行作为研究对象，以保证其绿色信贷业务的开展规模能对其经营绩效产生一定

影响。其中选取的 30 家商业银行中包括了 16 家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

和 14 家城市商业银行与农村商业银行，覆盖了商业银行的所有种类，保证了较

强的样本代表性。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各大银行公布的年度报告和 WIND 数据库，

其中极个别缺失数据采用插补法填充，以增强实验的可信度。

5.2 模型选取与变量设置

5.2.1 变量设置

（1）被解释变量

存贷比（Ltd）：存贷比是银行资产负债表结构的指标，高存贷比可能增加

银行流动性风险。这是因为高存贷比表示银行的贷款较多，而相对较少的存款可

能导致银行在面对存款提取或市场不稳定时更容易面临流动性压力。此外，贷款

质量、市场环境和监管要求也会影响存贷比对流动性风险的影响。故本文参考

（王纪鹏等，2022）以存贷比作为被解释变量来衡量银行的流动性风险。

（2）解释变量

绿色信贷占比（Glr）：绿色信贷占比是衡量商业银行绿色信贷与总贷款之

间关系的重要指标，通常表示绿色信贷余额在总贷款中的比例。大多数学者在研

究商业银行与绿色信贷关系时，常采用绿色信贷余额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然而，

本文认为由于各商业银行规模不同，直接使用绿色信贷余额数值可能会导致可比

性不足。因此，我们选择绿色信贷占比（赵娟霞等，2020）作为研究的核心解释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影响

35

变量。绿色信贷占比的增加反映了商业银行更积极地支持绿色信贷业务的发展，

有助于衡量其在可持续金融方面的表现。简而言之，这一比值越大，说明商业银

行在绿色信贷领域的投入和支持越充分。

（3）控制变量

银行资产规模（Lnsize）：银行规模对流动性风险有显著影响。大型银行通

常拥有更广泛和稳定的存款基础，更容易借款，业务多样化，受到更严格的监管，

以及更强的市场信誉，这些因素都有助于降低其流动性风险。相比之下，小型银

行可能更容易面临流动性挑战，因为它们的资源和业务渠道有限。另外，为了减

少数据的异常值和异方差，对商业银行的总资产进行对数变换。

资产收益率（Roa）：资产收益率对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具有重要影响。较高

的资产收益率通常表示银行的资产投资在回报上更具吸引力，但也可能意味着银

行的投资更加风险高涨，如高风险贷款或投资。这可能增加了银行面临的信贷违

约风险，导致不良资产增加，从而降低流动性。此外，高资产收益率可能鼓励银

行扩大贷款规模，进一步加剧了流动性风险，因为贷款是长期承诺，可能无法迅

速变现。因此，资产收益率的波动和水平对银行的流动性风险管理至关重要，需

要在追求高回报和维护流动性之间找到平衡。

资本充足率（Car）：较高的资本充足率意味着银行有更多的自有资本，可

以用于覆盖潜在的损失，从而增加了银行的稳健性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有助于

降低银行面临的贷款违约和投资风险，提高了客户和监管机构对银行的信任。此

外，足够的资本充足率还可以降低银行债务成本，因为投资者更愿意提供资金给

财务稳健的银行，从而提高了银行的竞争力。然而，资本充足率过低可能会限制

银行扩张和风险承受能力，因此，银行需要在维持足够资本的同时平衡业务增长

和风险管理。

不良贷款率（Npl）：高不良贷款率表明银行的一部分贷款面临违约风险，

可能导致损失和资产质量下降。这不仅减少了银行的盈利能力，还可能影响其声

誉和信誉，使借款成本上升。银行可能需要更多的资本来覆盖潜在的损失，这可

能限制其业务增长。因此将不良贷款率作为控制变量是合理的。

经济增长率（GDP）：较快的经济增长通常提高了银行的贷款需求，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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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和信贷的流入。然而，如果增长过于迅猛，可能导致信贷违约的潜在风险增

加，尤其是在贷款质量管理不善的情况下。此外，快速增长可能会引发通货膨胀

和资产价格泡沫，从而增加了市场风险，对银行的投资组合产生不利影响。反之，

经济放缓可能导致贷款违约率上升，减少了存款和贷款流入，增加了流动性风险。

因此，将 GDP 增长率作为控制变量是合理的。

将三类变量汇总如表 5.1 所示。

表 5.1 指标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代码 指标 说明

被解释变量 Ltd 存贷比 衡量银行的流动性风险

解释变量 Glr 绿色信贷占比 绿色信贷余额在总贷款中的比例

控制变量

Lnsize 银行资产规模 对数变换后的商业银行总资产
Roa 资产收益率 净利润与平均资产总额的比值
Car 资本充足率 信贷资产实际计提准备与信贷资产应

提准备的比值
Npl 不良贷款率 不良贷款占总贷款的比值

GDP 经济增长率 GDP 的同比增长

5.2.2 模型选取（系统 GMM）

为了更全面地理解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影响，以及考虑到这一

关系可能随时间变化，所以选择动态矩估计(SYS-GMM)的方法。系统 GMM 相

对于其他模型的优点在于它适用于时间序列数据，能够更全面、准确地捕捉变量

之间的时序关系，包括滞后效应和动态调整，因此特别适用于研究随时间演变的

现象，如绿色信贷与流动性风险的关系。这使得系统 GMM 成为处理动态、多因

素、时间相关问题时的有力工具，有助于深入理解复杂关系，提供更可靠的分析

基础，支持风险管理和政策制定决策。

在构建本研究的分析模型时，我们认识到商业银行面临的流动性风险不是短

期内突然出现的，而是随时间积累而成，意味着当前年份的流动性风险受到前一

年度流动性风险水平的影响。考虑到绿色信贷项目通常具有较长的投资回报期，

主要投向环保等绿色产业，其在上一财年的投放量可能会通过改变银行资产的流

动性，进而作用于当下年度的流动性风险。基于这种思路，为了有效控制模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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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生性问题，我们采用系统 GMM 动态面板回归模型来构建分析框架。这种方

法使得我们能够考虑到流动性风险与绿色信贷间的时滞效应及其动态相互作用，

从而更精确地评估绿色信贷对流动性风险的影响，涵盖了绿色信贷在前期对后期

流动性风险的潜在影响，提升了模型的解释力和准确度。

, 1 , -1 2 , 3 , -1 4 ,

5 , 6 , 7 , 8 , ,

   i t i i t i t i t i t

i t i t i t i t i t

Ltd Ltd Glr Glr Lnsize
Roa Car Npl GDP

    

    

    

     （ 5.1）

其中，i和 t对应第 i家银行第 t年指标， ,i tLtd 和 , -1i tLtd 分别表示第 i 银行第 t

年和第 t-1 年的存贷比。 ,i tGlr 和 , -1i tGlr 分别表示第 i 家银行第 t年和第 t-1 年的绿

色信贷占比。 ,i tLnsize 、 ,i tRoa 、 ,i tCar 、 ,i tNpl 为控制变量，分别代表第 i家银行

第 t年的对数规模，资产收益率，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 ,i tGDP 表示第 t年

的 GDP 增长率。

5.3 描述性统计

在进行实证分析前，使用 Stata 16.0 软件对样本数据的各个变量进行描述性

统计分析，将结果整理并呈现在图表 5.2 中。

表 5.2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td 330 0.7407 0.1516 0.2639 1.1122
Glr 330 0.0498 0.0505 0.0009 0.3709
Lnsize 330 28.5061 1.3534 25.3449 31.3100
Roa 330 0.0094 0.0024 0.0034 0.0176
Car 330 13.2357 1.7152 8.84 19.26
Npl 330 0.0126 0.0037 0.0036 0.0241
GDP 330 0.0635 0.0186 0.0224 0.0811

通过对中国商业银行关键指标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我们得以深入了解这些变

量在中国金融体系中的表现。存贷比（Ltd）的平均值为 0.7407，呈现出相对稳

定的趋势，这反映了中国银行在流动性管理方面的谨慎态度，符合中国金融体系

强调稳健风险管理的特点。与此同时，绿色信贷占比（Glr）的标准差为 0.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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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显了中国银行在可持续金融领域的积极参与，与国家推动绿色金融的政策一致。

银行资产规模（Lnsize）的平均值为 28.5061，说明中国商业银行在总资产

规模方面庞大，反映了中国作为全球经济重要参与者的地位。资产收益率（Roa）

的低标准差分别为 0.0024，突显了这个关键指标在中国金融市场的相对稳定性。

资本充足率（Car）的均值为 13.2357，说明我国商业银行有较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中国金融监管一直强调资本充足的重要性，这在 Car 这个指标中得到了体现。

不良贷款率（Npl）的低均值 0.0126 表明中国商业银行在贷款质量管理方面

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与中国金融系统强调风险防范的政策一致。最后，经济增长

率（GDP）的平均增长为 0.0635，反映了中国经济整体维持稳健增长，与银行业

务密切相关。综合来看，中国商业银行在维护流动性、参与可持续金融、管理资

产规模和维护稳健贷款质量方面展现出了均衡和稳健的特征，与中国金融监管政

策和国家经济状况相互契合。

5.4 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影响

5.4.1 平稳性检验

在进行系统 GMM 模型前需要对各个变量做平稳性检验，对各个指标进行

LLC 检验后，检验结果如表 5.3 所示：

表 5.3 LLC 检验结果

变量 LLC P 值 是否平稳

Ltd -5.1892*** 0.0000 是
Glr -9.1583*** 0.0000 是
Lnsize -7.3200*** 0.0000 是
Roa -8.2964*** 0.0000 是
Car -1.9621** 0.0249 是
Npl -12.9435*** 0.0000 是

可以看到，各个变量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都平稳，可以进行系统 GMM。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影响

39

5.4.2 系统 GMM

在此研究中，我们采用了 Stata 16.0 实施了系统 GMM 动态面板回归分析。

依照陈强（2014）的方法论，我们运用 xtabond2 命令执行了两步骤的系统估计。

为了正确识别和处理模型扰动项的自相关问题对于确保估计结果的准确性至关重

要。为此，我们采用了 Abond 检验来分析模型扰动项的自相关性。这一检验方

法能够有效识别出扰动项在不同阶次的自相关问题，其中基准假设是扰动项不存

在自相关。根据检验结果，我们发现在 AR(1)情形下的 p 值小于 0.1，明确指出

模型的扰动项存在一阶自相关，这可能是因为连续观测值之间存在某种形式的序

列依赖。然而，在 AR(2)情形下的 p 值大于 0.1，表明模型不存在二阶自相关，

这说明扰动项的序列依赖性仅限于一阶延迟。此外，为了验证我们选择的工具变

量是否恰当，我们还进行了 Hansen 过度识别检验，其通过设定基础假设为所选

工具变量是适当的，来评估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检验结果显示所有模型中

Hansen 检验的 p 值均超过了 0.1，这不仅证实了我们选用的工具变量在统计学上

是有效的，也表明这些工具变量与模型中的内生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相关性，从

而可以合理地用于估计未观测的内生变量。这些检验结果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坚

实的统计支持，确保了模型估计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表 5.4 GMM 动态回归结果

变量 系数 Z 统计量 P 值

L.Ltd 0.9144*** 12.29 0.000
Glr -2.0268** -1.98 0.048
L.Glr 2.3457* 1.96 0.050
Lnsize 0.0346 0.99 0.324
Roa -18.2319*** -3.16 0.002
Car -0.0126 -1.45 0.146
Npl -3.1018 -0.72 0.475
GDP 0.5029*** 3.92 0.000
Constant -0.5635 -0.69 0.492

表 5.5 检验结果

检验名称 统计量 P 值

Arellano-Bond test for AR
（1）

-2.28 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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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5.4 中可以看出，首先，存贷比的滞后项（L.Ltd）的系数为 0.9144，对

应的 Z 统计量为 12.29，P 值为 0.000，表明前一期的流动性风险对当期流动性风

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说明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的确存在连续性。而绿

色信贷占比（Glr）的系数为-2.0268，Z 统计量为-1.98，P 值为 0.048，表明 Glr

在统计上对流动性风险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绿色信贷在上短期可以降低商业银

行的流动性风险。同时，绿色信贷占比的滞后项（L.Glr）系数为 2.3457，Z 统计

量为 1.96，P 值为 0.050，说明在时间上的滞后效应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即绿

色信贷长期会升高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影响

体现在短期降低与长期提高两个方面。短期来看，绿色信贷项目往往得到政府支

持，如税收优惠和补贴，这些措施降低了信贷项目的违约风险，增强了银行资产

的流动性。此外，绿色项目通常与国家战略相符，社会责任感提升了项目的公众

认可度，从而在市场中获得稳定的资金流入。

然而，从长期角度来看，绿色信贷项目的特性导致了更高的流动性风险。首

先，这类项目通常需要较长的投资回收期，可能导致银行资金长时间锁定，降低

流动性。其次，绿色项目往往依赖于技术创新，而技术的快速变化可能导致早期

投资迅速过时。再者，环保政策和市场需求的变化可能对绿色项目的盈利前景产

生影响，增加项目的不确定性。最后，随着环保标准的提升和监管政策的收紧，

合规成本的增加也可能对银行的资金流动性造成压力。

其他方面的影响较为复杂，银行资产规模（Lnsize）、资产收益率（Roa）、

资本充足率（Car）和不良贷款率（Npl）的系数分别为 0.0346、-18.2319、-

0.0126 和-3.1018，其对应的 Z 统计量分别为 0.99、-3.16、-1.45 和-0.72，P 值的

显著性水平各不相同。经济增长率（GDP）的系数为 0.5029，Z 统计量为 3.92，

P 值为 0.000，表明经济增长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对于模型的稳健性检验，Arellano-Bond test for AR（1）的统计量为-2.28，P

值为 0.022，Arellano-Bond test for AR（2）的统计量为-1.52，P 值为 0.129，这两

Arellano-Bond test for AR
（2）

-1.52 0.129

Hansen Test 23.22 0.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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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检验结果均通过，表明模型在自相关性上具有良好的性质。而 Hansen Test 的

统计量为 23.22，P 值为 0.565，也通过了检验，表明模型的有效性。

5.5 稳健性检验

5.5.1 改变计量模型

为使系统 GMM 回归的结果更加可靠，本文将对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基准回归模型判断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影响。具体结果如

表 5.6。

表 5.6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系数 t 值 P 值

L.Ltd 0.9311*** 43.96 0.000
Glr -0.4317** -2.30 0.022
L.Glr 0.5301*** 2.72 0.007
Lnsize 0.0036* 1.67 0.096
Roa -4.2018*** -3.52 0.001
Car 0.0003 0.22 0.827
Npl 2.1216*** 2.65 0.008
Gdp 0.3697** 2.54 0.012
Constant -0.0516 -0.92 0.359

通过采用系统 GMM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我们关注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流动

性风险的影响，并对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在基准回归模型中，我们观察到绿

色信贷占比（Glr）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系数为-0.4317，t

值为-2.30，P 值为 0.022，符合实验结果绿色信贷短期会降低商业银行流动性风

险。此外，我们引入了绿色信贷占比的滞后项（L.Glr），发现其对流动性风险

呈显著正向影响，系数为 0.5301，t 值为 2.72，P 值为 0.007，绿色信贷长期会提

高流动性风险。

同时，其他关键变量也呈现出显著影响。资产收益率（Roa）对流动性风险

表现出负向关系，系数为-4.2018，t 值为-3.52，P 值为 0.001，说明提高资产收益

率可能降低流动性风险。不良贷款率（Npl）对流动性风险呈显著正向影响，系

数为 2.1216，t 值为 2.65，P 值为 0.008，表明不良贷款率的上升可能加剧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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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经济增长率（GDP）对流动性风险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系数为 0.3697，

t 值为 2.54，P 值为 0.012，反映了经济增长与流动性风险的正相关关系。

这一分析结果表明，系统 GMM 模型在考察绿色信贷对流动性风险的影响时

具有较好的解释能力，并通过稳健性检验得到验证。

5.5.2 缩尾处理

为了数据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本文对数据进行缩尾处理。缩尾是一种用于处

理数据中极端值的方法，它可以将数据集中高于或低于指定分位数的极端值替换

为指定百分位数保留的临近数值，从而避免这些极端数值对统计分析的影响。据

此，我们对关键变量进行 1％的缩尾处理，重新进行 GMM 回归。结果如表 5.7

所示

表 5.7 缩尾处理回归结果

变量 系数 Z 统计量 P 值

L.Ltd 0.9302*** 12.87 0.000
Glr -2.1999** -2.59 0.01
L.Glr 2.7914*** 2.65 0.008
Lnsize 0.0271 0.89 0.373
Roa -18.6093*** -3.23 0.001
Car -0.0155* -1.90 0.057
Npl -3.2959 -0.78 0.437
GDP 0..4575*** 2.80 0.005
Constant -0.3245 -0.45 0.655

从表 5.7 可以看出，缩尾处理后的回归结果中，前一期流动性风险（L.Ltd）

对当前流动性风险的显著正向影响依旧存在，系数为 0.9302，p 值为 0.000。这

进一步验证了存贷比的连续性特征，表明银行在流动性管理过程中需要持续监控

和调控存贷比的变化，以确保流动性风险的可控性。缩尾处理后的结果显示，绿

色信贷占比（Glr）对流动性风险的短期负向影响更加显著，系数为-2.1999，p

值为 0.01，表明绿色信贷在短期内确实能够有效降低银行的流动性风险。

处理后的结果还显示，绿色信贷占比的滞后项（L.Glr）对流动性风险有显

著正向影响，系数为 2.7914，P 值为 0.008。这一发现提示银行在推广绿色信贷

业务时，应当综合考虑项目的长期风险，制定相应的风险管理和流动性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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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绿色信贷的可持续发展。表 5.7 中的数据总结了缩尾处理后的回归结果，进

一步验证了模型的稳健性。通过这种数据处理方法，我们能够更准确地评估绿色

信贷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影响，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更加可靠的实证依据。

5.53 缩短时间年限

为了考察 COVID-19 疫情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本研究去掉了 2020 年、2021

年和 2022 年这三个疫情年份的数据，重新进行回归分析。去掉疫情年份的数据

处理是为了消除疫情这一特殊事件对银行流动性和绿色信贷影响的干扰，确保分

析结果的普遍性和可靠性。

表 5.8 去掉疫情年份结果

变量 系数 Z 统计量 P 值

L.Ltd 0.8872*** 3.65 0.000
Glr -2.4719* -1.84 0.065
L.Glr 2.7689* 1.78 0.075
Lnsize 0.0072** 0.32 0.037
Roa -17.41676** -2.39 0.017
Car 0.0464** 2.62 0.009
Npl -1.4017 -0.51 0.609
GDP 0..7263*** 4.68 0.000
Constant -1.0837 -1.64 0.101

去掉疫情年份后的回归结果如表 5.8 所示，前一期流动性风险对当前流动性

风险的显著正向影响依旧存在，这表明存贷比的连续性特征在非疫情年份的数据

中依然显著。无论是在正常经济环境下还是在疫情冲击下，银行的流动性风险管

理都需要持续关注和有效控制。同时，去掉疫情年份后的结果显示，绿色信贷占

比（Glr）的系数为-0.24719.，p 值为 0.065，表明绿色信贷对短期流动性风险的

缓释作用在非疫情年份中仍存在。去掉疫情年份的数据处理进一步验证了绿色信

贷在短期内的正面作用，说明在正常经济环境下推动绿色信贷政策能够帮助银行

更好地管理流动性风险。

绿色信贷占比的滞后项（L.Glr）系数为-2.7689，p 值 0.075，说明长期来看

绿色信贷会增大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这表明绿色信贷项目的资金锁定期较长

以及可能面临的技术和市场风险依然存在，这在去掉疫情年份的数据中得到了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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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验证。银行在推广绿色信贷业务时，仍需综合考虑项目的长期风险，制定相

应的风险管理和流动性管理策略，以确保绿色信贷的可持续发展。去掉疫情的实

验结果，进一步加强了实验结果的可靠性。

5.6 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影响异质性分析

在这一部分将对不同种类的银行进行异质性分析，银行分为国有制、股份制、

城商行和农商行。考虑到样本量问题，将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分为一类（共

16 家），将城商行和农商行分为一类（共 14 家）。这是因为国有银行和股份制

银行这两类银行通常规模较大受到更多国家监管和干预，具有明确的国家所有权

或大股东参与。国有银行基本由政府所有或主导，而股份制银行则有公众股东参

与，但国家仍可能持有重要影响。而城商行和农商行规模较小，其所有权和治理

结构较为分散，通常以地方性银行为主，服务地方经济和社区。

分别对两类银行建立系统 GMM 模型：

, 1 , -1 2 , 3 , -1 4 ,

5 , 6 , 7 , 8 , ,

   i t i i t i t i t i t

i t i t i t i t i t

Ltd Ltd Glr Glr Lnsize
Roa Car Npl GDP

    

    

    

    
（5.2）

同上述回归过程相同，具体的回归结果如下表 5.9 所示。

表 5.9 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名 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 城商行和农商行

L.Ltd 0.9040***
(0.000)

0.8327***
(0.000)

Glr -0.6215
(0.277)

-1.7597***
(0.001)

L.Glr 0.8084
(0.290)

2.9052***
(0.000)

Lnsize -0.0003
(0.993)

-0.0031
(0.957)

Roa -11.6869
(0.109)

-2.6715
(0.859)

Car -0.0089
(0.537)

0.0193
(0.301)

Npl 3.5724
(0.124)

3.2626
(0.672)

GDP 0.4170**
(0.018)

0.4011**
(0.011)

Constant 0.2511
(0.788)

-0.1106
(0.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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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在异质性分析中，我们对不同类型的银行进行了系统 GMM 模型的建

立，将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划分为一类，城商行和农商行划分为另一类。根据

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系统 GMM 模型结果显示，滞后项（L.Ltd）的系数为

0.9040，P 值为 0.000，说明其对流动性风险的正向影响在这一类银行中持续存在，

而绿色信贷占比（Glr）的系数为-0.6215，但 P 值并不显著。绿色信贷占比的滞

后项（L.Glr）系数为 0.8084，P 值也不显著。其他变量，如银行资产规模

（Lnsize）、资产收益率（Roa）、资本充足率（Car）、不良贷款率（Npl）在

这类银行中并未呈现出显著的影响。

相比之下，对于城商行和农商行的系统 GMM 模型，绿色信贷占比（Glr）

对流动性风险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系数为-1.7597，P 值为 0.001。绿色信贷

占比的滞后项（L.Glr）系数为 2.9052，P 值为 0.000，说明其对流动性风险的正

向影响在这一类银行中也持续存在。其他变量中，经济增长率（GDP）对流动性

风险的影响显著正向，系数为 0.4011，P 值为 0.011。

这一异质性分析的结果提示了不同类型银行在面对绿色信贷和其他关键因素

时的异质性反应。这说明城商行和农商行相比于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其流动性

风险受绿色信贷政策的影响更为显著，假设 H2 成立。较大的商业银行由于其雄

厚的实力，能够在绿色信贷方面投入更多资源，拥有更完善的政策，并且能够吸

引众多的专业人才，这一背景赋予了大型银行在发展绿色信贷业务方面的天然优

势。得益于它们的强大实力，这些银行在开展绿色信贷时能够有更强适应性，同

时它们本身在风险管理上也表现更为出色，因此开展绿色信贷业务对其本身流动

性影响不如小银行。与此相反，规模较小的银行在资源配置、品牌建设以及市场

影响力等方面处于不利地位，迫切寻求开拓新的业务模式。在环境保护日益受到

国家和社会重视的当下，小型银行通过投入绿色信贷业务不仅能够提高自身的曝

光度获得更高知名度从而获得更多资金来源，还能开拓新的业务增长领域。此外，

面对市场变化和政策调整时，能更快地调整自身业务模式和方向来适应环境变化，

以最大化利用它们的有限资源，因此开展此项业务对其流动性影响比较显著。这

番观察为揭示中国银行业在持续金融发展及流动性管理差异上提供了实证依据，

对于制订有针对性的金融政策和策略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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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中介效应分析

中介效应分析是一种重要的统计方法，它帮助研究者揭示变量之间复杂的作

用机制。具体到我们的研究中，我们关注的是绿色信贷如何通过影响商业银行的

盈利能力，特别是通过成本收入比（赵清波、卜林，2022）这一关键财务指标，

进而影响银行的流动性状况。在这种情况下，Bootstrap 方法被用作一个强有力

的统计工具来估计中介效应的大小及其置信区间，这种方法通过重采样技术生成

大量样本，从而允许我们以较高的精确度估计中介效应，即便在样本较小或分布

假设不严格的情况下也能保持较好的性能。此次分析不仅增强了我们对实证回归

结果的理解，而且通过明确指出成本收入比这一中介变量的作用，进一步丰富了

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流动性影响机制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见解与证据，支持了绿

色金融政策对提升银行流动性管理效率的潜在积极作用。表 5.10 为 Bootstrap 方

法的结果。

表 5.10 Bootstrap 方法结果

系数 标准差 Z 值 P 值 95%置信

区间下界

95%置信

区间上界

bs1 0.1872 0.0496 3.77 0.000 0.0899 0.2846
bs2 -0.2434 0.1704 -1.43 0.153 -0.5773 0.0906

首先，我们使用 Bootstrap 方法进行中介效应分析。通过对成本收入比的

Bootstrap 抽样，我们获得了中介效应的分布情况。观察到 Bootstrap 样本中介效

应的置信区间，其中 bs1 代表间接中介效应，bs2 代表直接中介效应。在此分析

中，间接中介效应的下限为 0.0899，上限为 0.2846。结果表明，Bootstrap 方法

得出的中介效应估计在统计上显著，因为 0 不在 95%置信区间内。

接下来，我们观察正态性的结果。中介效应的标准误差为 0.0496，z 值为

3.77，P 值为 0.000。这进一步证明了中介效应在统计上显著，进一步支持了

Bootstrap 方法得出的中介效应估计。

这一中介效应分析的结果提示，成本收入比在系统 GMM 模型中具有显著的

中介效应，绿色信贷通过调整成本收入比对流动性风险发挥作用，这表明盈利能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7qHjwMDcsG2j98MxPW3Rzibq6PQAJoIVXj6_TYVBEQgqf_-7fXzClH7FYzHVcSYP4pwRUzeHmm0UW_Vank9T0s8QTQvm58HVT9S5mXjlhIM6Ez5wYT57jOpRkZZb-tid&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7qHjwMDcsG2j98MxPW3Rzibq6PQAJoIVB4bYBezTsPDuLuee261v8KlBvFCZYescPqz1H7N2AttdpIIRLzEtwJW4i07LIS1D8nRGWOoBY4CteniGxtXRyw==&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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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在绿色信贷与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之间的关系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假设

H3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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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与对策建议

6.1 研究结论

本文先分析了研究背景，然后梳理了国内外文献中对于绿色信贷和商业银行

流动性风险的研究历程和理论基础。接着，建立在理论分析之上，文章界定了用

于本研究的因变量、自变量及控制变量，并选择了 2012 至 2022 年间的 30 家具

有代表性的商业银行作为研究样本。利用系统 GMM 模型，结合异质性分析、稳

健性检验及中介效应探究，本文深入研究了影响中国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多种

因素。在进行回归分析时，考虑了包括绿色信贷比例、银行总资产、资产回报率、

资本充足水平、不良贷款率和经济增长速度等多个指标，并针对不同规模和类型

的银行展开了细致的异质性分析。以下是研究的主要结论：

通过系统 GMM 模型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绿色信贷占比在中国商业银行中

对流动性风险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具体来说，绿色信贷在短期对流动性风险指标

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绿色信贷在短期一定程度上可能降低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

险；绿色信贷在长期对流动性风险指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绿色信贷在长期一

定程度上可能提高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长期来看，由于这些项目的回报期较

长和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包括技术进步和政策变化的影响，绿色信贷可能增加

银行的流动性风险。为了满足长期投资的需要，银行必须在维持短期流动性和长

期资本投资之间找到平衡。这要求银行采用更合理的资产负债管理策略，以应对

可能出现的流动性挑战。同时，在绿色信贷项目对不同性质的商业银行流动性风

险的解释存在异质性，与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相比，城商行和农商行的影响更

为显著。

通过将不同类型银行划分为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以及城商行和农商行两类，

我们发现不同类型银行在绿色信贷、资产规模、资产收益率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异

质性。具体而言，相较于国有及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在流

动性风险管理上对绿色信贷政策的响应更为敏感。这些较小规模的银行在传统业

务领域可能面临一定挑战，但通过实行绿色信贷，它们能够实现更强正向的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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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不仅可能受益于政府的政策支持，同时在提升公众形象与社会认可度方面

也更加显著，从而增强其市场竞争力。此外，这些较小的商业银行自身更加灵活，

能够更快的调整自身业务模式来适应市场变化和政策调整，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竞

争优势，逐步增强自身的经济实力和抵御流动性风险的能力。

通过引入成本收入比作为中介变量，我们运用 Bootstrap 方法检验了中介效

应。结果显示，盈利能力在绿色信贷与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之间发挥了显著的中

介作用。

这些研究结果提供了对中国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及其影响因素的深入理解。

在中国国情背景下，政府监管、市场化运作和可持续金融的相互作用对不同类型

银行产生了复杂而多样化的影响。这些发现有助于相关决策者更好地理解和制定

金融政策，以促进金融体系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同时，对成本管理的重视和中

介效应的发现为商业银行提供了在可持续金融领域取得更好业绩的参考依据。

6.2 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的结论，为了更好的促进绿色信贷的发展同时控制商业银行的流动

性风险，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促进绿色信贷的长期可持续性

（1）政府和监管机构角色加强

政府可以通过继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减轻商业银行在初期可能面临的资金压

力。例如，对于那些向绿色项目提供贷款的银行，可以给予一定比例的财政补贴，

或者对其收取的利息收入给予税收减免。

监管机构可以作为牵头人共同设立绿色信贷专项基金，为银行提供低成本的

资金来源，特别是对于那些长期项目，以此降低银行的资金成本，鼓励银行更多

地投资于长期绿色项目。制定明确的绿色信贷指导原则和评价标准，帮助银行识

别和评估绿色项目的可持续性和潜在风险，确保银行投资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2）银行自身能力提升

银行应加大对绿色金融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投资，建立专门的绿色信贷部门，

培训专业人员，提高对绿色项目评估的专业性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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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商业银行可以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提高对绿色项目风险

评估和市场需求预测的能力。例如，通过分析历史数据，银行可以更准确地预测

某个绿色项目在市场中的表现，以及可能面临的风险，从而做出更加合理的贷款

决策。

通过建立多样化投资组合的方式，商业银行分散绿色信贷项目的风险。同时，

通过与保险公司合作，为绿色项目提供保险保障，进一步降低风险。

（3）社会和市场环境优化

政府和监管机构应通过宣传和教育，提高公众对绿色金融和可持续发展的认

识，从而增加对绿色项目的需求和支持。政府应通过政策引导，鼓励企业采用绿

色技术和生产方式，增加绿色项目的市场需求，为银行提供更多的绿色信贷机会。

建立健全的绿色项目信息共享平台，使银行能够更容易地获取到高质量的绿色项

目信息，降低搜索成本，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二、进一步完善绿色信贷政策

（1）针对性的监管框架

金融监管机构应根据不同类型银行的业务特点和风险承受能力，设计差异化

的绿色信贷政策。例如，对于资本充足率较高、风险管理能力较强的大型银行，

可以设定较为宽松的绿色信贷比例要求；而对于小型银行，特别是城商行和农商

行，应考虑其资本和风险管理能力的限制，提供更具支持性和指导性的政策。同

时，为中小银行提供更多的帮扶，为这些银行参与绿色项目提供低成本资金支持。

（2）政府与监管机构为商业银行培训

金融监管机构应组织专门的培训项目，帮助小型银行提高绿色信贷项目的风

险评估和资产负债管理能力。通过培训，增强这些银行在识别、评估和管理绿色

投资项目中可能面临的流动性风险和信用风险的能力。

政府和监管机构应建立绿色金融信息平台，提供关于绿色项目的市场需求、

技术进步、政策变动等信息。这一平台可以帮助小型银行更准确地评估绿色信贷

项目的潜在价值和风险，从而做出更为合理的投资决策。

（3）促进合作与创新

监管机构应鼓励银行之间、银行与非银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共同开发和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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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绿色金融产品。例如，小型银行可以与大型银行、保险公司、绿色投资基金等

合作，共同为绿色项目提供融资和风险管理解决方案，分散和降低单一机构的风

险暴露。

鼓励银行开发新的绿色金融产品，如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等，以吸引更广泛

的投资者参与绿色项目投资。监管机构可以为这些创新产品提供政策支持和指导，

确保其合规性和可持续性。

（4）加强监督和评估

政府监管机构应定期评估差异化绿色信贷政策的效果，包括绿色信贷的增长、

绿色项目的经营情况以及银行流动性风险的评估。这有助于帮助政府和监管机构

及时调整政策，确保绿色信贷政策有效性和针对性。

同时可以要求银行提高绿色信贷项目的透明度，包括项目选择标准、风险评

估过程和贷后管理情况。通过多方面的项目评估过程，不仅可以增加公众和企业

对银行绿色信贷项目的信任，也有助于监管机构更有效地监督和指导银行的绿色

信贷实践。

三、银行优化开展绿色信贷业务的成本，提高资本效率

（1）资产配置优化

通过改善资产负债表结构和优化资本分配，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银行可以

更好地应对绿色信贷带来的流动性风险。同时，通过资源共享和跨部门合作，可

以在降低成本的同时增强银行对绿色项目的支持能力，促进绿色信贷的健康发展。

（2）成本意识与绿色信贷策略融合

培训员工提高成本意识，并确保他们理解绿色信贷对银行长期发展的重要性。

通过设立激励机制，鼓励员工积极参与到成本控制和绿色信贷项目的选择与管理

中，可以在确保绿色项目可持续性的同时，控制银行的运营成本。

（3）内部流程优化与风险管理结合

银行应通过流程自动化和数字化转型优化内部流程，如采用人工智能进行信

贷审批，不仅可以提高工作效率，降低人力成本，还能通过精确的风险评估减少

不良贷款率，从而在降低成本的同时管理长期流动性风险。此外，通过精准管理

原则消除操作过程中的浪费，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效率，可以帮助银行更好地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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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绿色信贷可能带来的流动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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