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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研究

仇智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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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我国积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解决环境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此背景下，绿色金融应运而

生。商业银行是绿色信贷的投放主体，探究绿色信贷的发展对于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使用2011

年-2021年商业银行的绿色信贷与财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到结论：开展绿色信贷业务将使得商业银行面临更大的成本

与信用风险，因此绿色信贷业务将对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起到抑制作用。最后提出在政府与企业视角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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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领导人曾提出新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前

进，但其造就的环境问题却不容小觑，制约着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因此，总书记多次强调了构建绿色经济、推进低

碳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

商业银行是绿色信贷的投放主体，截至2023年6月

末，21家主要银行绿色信贷余额达到25万亿元，同比增长

33%，规模居世界首位。然而，商业银行响应号召发展绿色

信贷的背后却是政府在负重前行。绿色信贷发展初期，商业

银行的收益小于成本，对其盈利性可能造成了一定的负面

影响。但长远来看绿色信贷市场化能够帮助绿色产业进行扩

张，加强绿色信贷的盈利，实现反哺效用。因此，探究绿色

信贷的发展对于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1  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关于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盈利性影响主要分

为三种观点。

大部分学者认为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的盈利性起到促进

作用。国内学者孙光林（2017）[1]通过实证分析，证实绿色

信贷能够改善商业银行绩效。张琳（2019）[2]认为商业银行

开展绿色信贷政策有利于其获取差异化竞争优势，从而提

升自身的市场份额，获得更多盈利。宋亚伟（2019）[3]使用

了2010-2016年13家上市银行的绿色信贷数据进行实证，证

实商业银行绿色信贷投放量越高、且两高一剩贷款投放量

越低，那么银行的经营绩效将更好。

然而，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开展绿色信贷业务将对银行

的盈利产生抑制效应。许黎惠（2013）[4]认为由于绿色信

贷回报率低但成本较高，且地方政府政策支持重点并不在

绿色产业，将会导致银行的期限错配风险大大增加。胡荣

才（2016）[5]使用2009-2014年中国14家上市银行的财务数

据，得到结论：商业银行发放绿色信贷会增加单位贷款成

本及管理费用，导致商业银行营业利润大幅缩减。

最后，还有部分学者存在不同的观点。李程（2016）[6]

、尹庆民（2022）[7]等人认为银行开展绿色信贷业务的的初

期会对盈利性造成负向效应，但长期内绿色信贷将为商业银

行带来声誉，使得银行盈利能力提升。王建琼（2019）[8]认

为绿色信贷与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之间存在着“倒U”关系。

2  机制分析与假设

2.1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盈利性起到正向影响作用

绿色金融是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实现，发展绿色金融能够

顺应趋势，提高社会经济发展的质量。银行发放绿色信贷

主要通过以下几方面增强自身的盈利性：

绿色信贷能够优化商业银行的信贷结构。绿色信贷政策

出台前，商业银行的贷款主要流向规模宏大、盈利能力强

的“高污染”、“高能耗”的两高企业与过剩行业。过往

面对“两高一剩”企业，商业银行可能会为谋取利润，对

其审查标准并不严格，从而导致不良贷款的积累。而绿色

信贷政策出台后，银行向“两高一剩”企业提供更高的融

资利率与更低的授信额度，反将资源转向绿色企业，这将

改善商业银行自身的资产质量，减少不良贷款的积存。

绿色信贷能够提高商业银行的对外声誉。商业银行发放

绿色信贷，响应了国家号召，促进生态环保发展与经济可

持续发展，这一举措表明了商业银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

行。商业银行在投资中注重将资本导向与公众期望相符的

行业，这有助于银行的长期发展，为其拓展竞争优势、提

高营业利润提供了强大支撑。

2.2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盈利性起到负向影响作用

由于我国绿色金融起步时间较晚，尚未健全完善法律法

规与处置方法，商业银行将面临着较高的成本与风险，对

其盈利产生不利影响。

绿色信贷将增加商业银行的投入成本。我国商业银行此

前贷款主要流向“两高一剩”企业，此类企业长期以来发展

稳定，盈利能力强。而新发展的绿色企业相比之下则非常

不成熟，发展并不稳定。而商业银行将资金资源从“两高一

剩”企业转向新兴绿色企业后，其机会成本将显著增加。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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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绿色信贷初期发展时，政府给予相应补贴，但当其成熟

后，失去政府补贴的商业银行所面临的成本也陡然提高。

绿色信贷将增加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目前我国的绿色

产业还处于萌芽成长阶段，其成长极为不稳定，交易市场

也未成熟。而由于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商业银行并不能完

全了解企业的所有信息，一旦信贷风险发生，小企业宣布

破产后，银行将无法收回全部资金，损失重大。且国家尚

未完善绿色产业企业风险处置规则，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

较大。此外，商业银行往往倾向于中短期的贷款，而绿色

企业项目建设周期较长，这将导致银行资金供需的期限结

构不匹配。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两个对立假设：

H1：绿色信贷业务对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起到促进

作用。

H2：绿色信贷业务对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起到抑制

作用。

3  研究设计

3.1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我国36家上市商业银行2011年-2021年的数

据作为样本，其中商业银行的绿色信贷数据来源于各银行

每年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商业银行的财务数据

来源于Wind数据库。

3.2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总资产收益率（ROA）=净利润/平均资产

总额。商业银行的主要获利途径是利息差,在所有反映盈利

性的指标中,选取总资产收益率作为被解释变量。总资产收

益率高低与银行利润大小是成正比的。

解释变量：绿色信贷余额占比（GCR）=绿色信贷余额/

总贷款。由于各银行规模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本文选取绿

色信贷余额占比作为评估绿色信贷水平的指标。尽管每家

商业银行每年的绿色信贷占比相对较低，但这一比例的年

度变动表现出相对平稳的趋势，波动较小。这种稳定的变

化趋势有助于提高计量回归结果的准确性。

控制变量：本文参照黄金秋（2016）[9]、庹林华（2023

）[10]等人，选取了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对数、（SIZE）

、资本充足率（CAR）、不良贷款率（NPR）、资产负债率

（LEV）作为控制变量。

调节变量：本文选取成本收入比（CIR）=银行营业费

用/营业收入，作为调节变量。

3.3  模型设计

本文使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其中，i=1，2，……36表

示所选取商业银行样本数量；t=1，2，……，11代表2011-

2021年的年数； 为常数项； （i=1,2,3,4,5）为各解释

变量对应的系数， 为各控制变量加总， 随机扰动项。

4  实证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下表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到我国商业银行

2011-2021年间的平均总资产收益率为1%，最大值为1.649

，最小值为0.501，标准差为0.25，组间总资产收益率还是

存在一定差距。而2011-2021年间我国商业银行绿色信贷余

额占比最大值为9.91，最小值为0，标准差较大，达到了

1.651，说明各商业银行的绿色信贷比差距很大。

表1  描述性统计

变量
(1) (2) (3) (4) (5)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GCR 384 0.468 1.651 0 9.910

ROA 396 1.000 0.250 0.501 1.649

NPL 390 1.270 0.439 0.380 2.470

CAR 395 13.31 1.617 8.840 17.85

LEV 396 92.94 1.274 89.67 97.02

SIZE 396 9.297 1.784 6.335 12.62

CIR 396 31.16 6.202 18.93 66.47

4.2  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影响回归分析

下表为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盈利性影响的实证回归

结果。从中可以看到核心解释变量绿色信贷占比的系数

为-0.006，并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绿色信贷与商业

银行经营绩效间存在着显著的负向关系。这证实了假设

二，并拒绝了假设一。进一步分析其原因可能与前文分

析一致：第一，绿色信贷业务起步较晚，各项法规并不完

善，商业银行投入的各项成本较大。第二，绿色新兴企业

发展不稳定，市场尚未成熟，盈利空间较小，这将使得商

业银行面临着巨大的信用风险。因此绿色信贷业务对商业

银行的盈利能力起到抑制作用。
表2  主回归结果

(1)

ROA

GCR -0.006**

(-2.64)

NPL -0.172***

(-4.16)

SIZE -0.275***

(-7.78)

CAR -0.006

(-0.69)

LEV -0.003

(-0.19)

_cons 4.177**

(2.41)

N 378.000

r2_a 0.669

F 44.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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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异质性分析

商业银行的性质不同，其业务特征以及对于绿色信贷政

策执行力度也大不相同。因此本文将商业银行分为国有银

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以及城商行进行分组回归，可以看

到，三者绿色信贷对银行自身经营绩效均起到抑制作用，

与前文结论相一致。但值得关注的是，城商行绿色信贷对

盈利能力的抑制作用并不显著。该原因可能在于：国有银

行与股份制银行规模较大，往往需要承担更多社会中责

任，积极效应政府新出台的绿色金融政策，因此其绿色信

贷业务投入也更多，所面临的成本更大，对经营绩效的抑

制作用更大，而城商行相对而言规模较小，开展绿色信贷

业务并不多。
表3  分组回归结果

(1) (2) (3)

ROA
（国有）

ROA
（全国股份）

ROA
（城商）

GCR -0.007* -0.008** -0.004

(-2.26) (-2.86) (-1.04)

NPL -0.167 -0.170** -0.199***

(-1.85) (-2.90) (-3.59)

SIZE -0.432** -0.207** -0.278***

(-3.58) (-2.89) (-6.70)

CAR -0.047*** -0.024 -0.004

(-4.73) (-0.86) (-0.46)

LEV -0.125* -0.022 0.009

(-2.12) (-0.88) (0.47)

_cons 18.656** 5.722* 2.705

(2.90) (1.92) (1.39)

N 65.000 88.000 225.000

r2_a 0.712 0.663 0.673

F 247.289 102.271 27.711

5  结语

通过上文2011-2021年36家商业银行的实证分析，可以

得到如下结论：开展绿色信贷业务将使得商业银行面临更

大的成本与信用风险，因此绿色信贷业务将对商业银行的

盈利能力起到抑制作用。国有银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

城商行三种银行的绿色信贷业务对自身经营绩效均起到抑

制作用，但城商行绿色信贷对盈利能力的抑制作用并不显

著。结合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政府应健全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加大绿色信贷补

贴投入。由于我国绿色金融起步较晚，各项信息披露与沟

通机制模糊不清，使得商业银行发放绿色信贷面临着较大

的成本与信用风险。因此政府应开展诸如完善绿色企业信

息披露与绿色信贷沟通机制、建立全国性的绿色项目库等

举措，同时加大对商业银行的绿色信贷支持补贴，提高商

业银行绿色信贷业务意愿性，使得绿色信贷业务反哺商业

银行发展。

第二，商业银行应加强绿色信贷风险管理。前文提及商

业银行在开展绿色信贷业务时，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

面临着巨大的信用风险挑战，一旦新兴绿色企业运营出现

问题，商业银行将面临巨大损失。因此商业银行应健全绿

色信贷风险管理机制，充分进行贷前审核尽调过程，并强

化绿色信贷贷后管理措施，将风险降低到可控范围，保障

安全性目标的实现，才能够有序开展绿色信贷业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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