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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分析
余丽霞

重庆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重庆，401331；

摘要：在“双碳”战略背景下，绿色信贷作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工具，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

响成为学界关注热点。本文基于 2012-2022 年商业银行面板数据，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绿色信贷的作

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信贷对经营绩效的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绿色信贷通过优化资产配置效率、

降低环境风险、提升声誉资本等路径改善银行经营。研究结果为商业银行绿色转型提供了经验证据，对完善绿色

金融政策体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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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全球气候变化已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中

国作为全球最大碳排放国，在2020年明确提出"碳达峰、

碳中和"战略目标，要求经济发展向低碳模式转型。绿

色信贷作为绿色金融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通过差异化

信贷政策引导资金流向清洁能源、节能减排等绿色产业，

既承担着优化资源配置的经济功能，又肩负着环境保护

的社会责任（何德旭，2021）。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体系

的主体，其绿色信贷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国家"双碳"目标

实现。然而，绿色信贷在我国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制

度体系不完善、产品创新不足、激励机制缺乏等问题制

约其深化发展（熊学萍，2021）。在此背景下，研究绿

色信贷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和现实价值。本文的创新点在于：（1）采用最新数据

检验绿色信贷的动态效应；（2）构建多维度指标体系，

系统分析影响机制；（3）提出差异化政策建议，兼顾

宏观制度完善与微观经营优化。

1.2 文献综述

随着我国"双碳"战略的深入推进，绿色信贷作为商

业银行践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载体，其绩效影响机制引

发学界广泛关注。国内研究主要采用实证方法检验绿色

信贷的绩效影响机制。龚玉霞等（2018）运用动态面板

系统 GMM 方法，发现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存在

长期正向效应。王建琼和董可（2019）构建多元回归模

型证实该效应存在机构异质性，股份制银行受益更为显

著。近年来研究逐步深化，陈建华（2022）发现绿色信

贷通过降低不良贷款率提升资产质量，金榕（2022）构

建的理论框架揭示其通过声誉溢价、风险缓释和监管激

励三重机制发挥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甘雨薇（2023）

的面板数据研究显示，银行规模、资本充足率等组织特

征显著调节绿色信贷的绩效产出。国外研究侧重量化分

析与创新方法应用。Scholtens 等（2021）基于赤道原

则的银行分类研究表明，环境风险管理虽增加运营成本，

但能显著提升资产质量和市场声誉。Richardson（2019）

提出绿色信贷具有期权价值属性，通过环境风险对冲实

现可持续发展收益。这些研究强调环境成本内部化机制，

但存在与新兴市场制度环境适配性问题。

国内研究以面板回归为主流，而国外更多采用结构

方程、网络DEA 等创新方法。

1.3 研究内容

本文选取了我国 30 家商业银行 2012-2021 年数据

为样本运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并基于实

证分析结果，从我国实际状况出发，提出有针对性绿色

金融建设的建议。

2 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影响的理论分

析

2.1 概念界定

2.1.1绿色信贷概念

绿色信贷是金融机构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

化和可持续发展项目而提供的专项融资服务。

2.1.2商业银行经营绩效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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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经营绩效是指在保障盈利、多渠道筹资、

经营多种资产且确保银行信用的前提下，一定时期内达

成的具体运营管理成果。

2.2 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影响的理论分

析

2.2.1 基于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分析

绿色信贷能减少不良贷款规模与潜在信贷风险，降

低不良贷款率，提高资产质量。通过限制对高污染、高

能耗、产能过剩企业贷款，避免企业不还款及投资项目

环境绩效不足致项目暂缓的风险。同时，银行投资绿色

企业或项目，可避免企业因环境问题倒闭致贷款难收

回，，有效降低银行不良贷款率，降低运营风险。

2.2.2 基于银行规模效应分析

绿色信贷业务有助于提高银行声誉、拓展信贷规模、

带动绿色中间业务发展，进而改善银行业绩，提升银行

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作为社会责任投资，绿色信

贷对银行经济业绩有直接影响，开展该业务可扩大银行

规模，间接对经营绩效产生正向作用，且企业 ROE 与社

会责任投入正相关，银行社会责任行为有助于提高绩效，

对规模较大银行更显著。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绿色信贷有助于提升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

3 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实证分析

3.1 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2-2022年30家商业银行为研究样本，

包括 6家国有商业银行、10 家股份制银行、11 家城市

商业银行和 3家农村商业银行。

3.2 变量选取

3.2.1 解释变量

绿色信贷比例(GCR)。绿色信贷比率反映商业银行

的绿色贷款情况。比率越高，表明绿色信贷项目发展得

越好。。

3.2.2 被解释变量

经营绩效。本文使用净资产收益率(ROE)来衡量银

行的经营绩效。以信贷风险角度看，银行的信用风险与

银行的利润密切相关，若银行的资产收益高，代表银行

有着健康的信贷状况。

3.3.3 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微观控制变量如下：不良贷款率(NPL)、

成本收入比率（CIR）、流动性比例（LR）、资本充足

率（CAR）、非利息收入比（NNI）。宏观控制变量选取

GDP 累计同比增长率来衡量宏观经济变化,选取 M2累计

同比增长率来衡量货币政策变化。

表 3- 1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 符号 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

量

净资产收益

率
ROE 税后净利润/净资产

解释变量 绿色信贷比 GCR 绿色信贷余额／贷款总额

控制变量

不良信贷率 NPL 不良信贷/总贷款

成本收入比 CIR 成本/收入

流动性比例 LR 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资本充足率 CAR
资本净额/加权风险资产

总额

M2累计同比

增长率
M2

(M2 本期数-M2同期

数)/M2同期数

GDP累计同

比增长率
GDP

(GDP本期数-GDP同期

数)/GDP同期数

3.3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2显示，样本期间 ROE 均值为 14.81%，最大值 2

9.16%，最小值 4.40%，表明银行间盈利能力差异显著。

GCR 均值 4.90%，标准差 5.10%，说明绿色信贷发展不均

衡，部分银行仍处于起步阶段。

表 3-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ROE 330 14.81 14.35 4.343 4.400 29.16

GCR 330 0.0490 0.0390 0.0510 0 0.371

CAR 330 13.24 13.09 1.715 8.840 19.26

CIR 330 30.46 29.43 6.405 18.93 66.47

NPL 330 1.264 1.275 0.370 0.360 2.410

LR 330 52.91 51.59 13.95 21.58 97.49

GDP 330 6.359 6.950 1.863 2.240 8.110

M2 330 0.109 0.110 0.0210 0.0820 0.144

3.4 模型设定

根据上文分析，本文建立了回归模型，模型公式设

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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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Eit = β0 + β1GCRit + β2NPLit + β3CIRit + β4LRit

+ β5CARit + β6M2it + β7GDPit

+ εit

其中，ROE 为总资产收益率水平；GCR 为绿色信贷

比率； i代表银行， t代表年份， 为截距项； (i=

1、2、3、4、5、6)为变量系数；εit表示残差。

3.5 回归结果分析

3.5.1 基准回归结果

表 3-3 模型回归结果

(1)

ROE

GCR 8.508***

(3.201)

CAR -0.203**

(0.099)

CIR -0.077***

(0.026)

NPL -4.748***

(0.491)

LR -0.034***

(0.013)

GDP 0.715***

(0.092)

M2 64.142***

(8.742)

_cons 15.647***

(2.640)

N 330.000

r2 0.605

r2_a 0.596

注：***、**、*分别是指统计结果在１％、５％和 1０％水

平下显著

表 3显示，GCR 系数为 8.508，表明绿色信贷比例

每提高 1%，ROE 增加 8.508%，验证了研究假设，说明绿

色信贷通过优化资产结构提升银行绩效。

3.5.2 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结果的可靠性，采用滞后一期 GCR 进行回归

（表 4）。结果显示，GCR(-1)系数为 10.230（p<0.01），

表明绿色信贷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具有持续性。其他变量

符号与基准回归一致，进一步支持研究结论。

表 3-4 稳健性检验

(1)

ROE

L.GCR 10.230***

(3.360)

CAR -0.172*

(0.099)

CIR -0.079***

(0.026)

NPL -4.628***

(0.493)

LR -0.037***

(0.012)

GDP 0.697***

(0.090)

M2 61.439***

(9.465)

_cons 15.685***

(2.712)

N 300.000

r2 0.560

r2_a 0.549

注：***、**、*分别是指统计结果在１％、５％和 1０％水

平下显著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研究结论

绿色信贷通过优化资产结构、降低环境风险等路径

改善银行绩效，验证了绿色金融的经济可行性。其次，

风险控制是关键因素，不商业银行需加强环境风险评估，

避免"两高一剩"行业的信贷集中。再次，宏观经济环境

影响显著，商业银行在制定政策时需考虑宏观经济波动。

4.2 政策建议

（1）完善制度框架，整合环保、税务等部门信息，

降低银行调查成本。（2）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开发绿

色供应链金融、碳账户质押贷款等新型产品，满足多元

化融资需求。（3）强化激励机制。对绿色信贷业务实

施税收优惠，如减免营业税、所得税。（4）优化银行

经营策略，引进赤道原则等先进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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