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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球 80% 的森林用地转化都与农业生产有关，并且以生产大豆、牛肉制品、

棕榈油和木材这四类主要的森林风险商品为主。中国作为全世界最大的纸浆和大

豆进口国，以及世界第二大棕榈油和牛肉进口国，在推动森林友好型大宗农产品

贸易转型中占据重要地位。

国内金融机构中为大豆、棕榈油、纸浆和牛肉进口提供贷款量最高的五家银

行分别为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建设银

行，约占国内总贷款量的 75%；投资金额最高的五家投资机构分别是博时基金、

南方基金、易方达基金、诺安基金和银华基金，约占投资总额的 34%；证券发行

量最高的五家金融机构分别为招商局集团、国信证券、中信、中金公司和东吴证

券，约占总量的 53%。

目前国际上推动森林友好型农产品贸易的领先手段主要包括推动可持续产品

认证，例如可持续棕榈油圆桌会议（RSPO）、森林管理委员会（FSC）、负责任

大豆圆桌进程（RTRS）等国际认证体系（附录 1：可持续产品认证样例）；形成

行业联盟以及发起国家倡议。

中国在可持续大宗农产品的进展基本处于起步阶段，所采用的形式较为单一，

产品认证的覆盖面较为有限，自发的行为及倡议较少，国内金融机构对于采取相

应措施以减少涉及毁林风险的资金投入也仍然处于探索阶段。

基于国内现状和国际经验借鉴，我们建议国内金融机构从政策和产品两个方

面着手加强推动森林友好型农产品贸易融资发展。对于银行，我们建议可以进一

步完善限制性贷款政策、推出产品激励和完善评估机制；对于投资者，我们建议

建立森林友好型投资政策，将森林风险评估纳入投资组合策略以及加入国际倡议

组织；对于券商，我们建议加强对企业 ESG 信息披露的教育，提高可持续来源的

可追溯性。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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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范围内温室气体排放的加剧，气候变暖正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重大危机。森林作为重

要的陆地生态系统，承担了全球80%的碳储存量和40%的土壤水分储存量1，是吸收二氧化碳，减缓温

室气体排放的天然屏障，也是解决气候变暖问题的关键一环。然而近年来，全球人口数量的不断增

长，人类对食物的需求量逐年递增，预计到2050年，人类对食物的需求量将提高70%2。由此带来的

农产品生产需求增加直接导致了森林用地向生产用地的转化，造成大规模森林砍伐。据资料统计，

由于森林砍伐和森林退化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大约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10-15%，由此造成的经

济损失将在2100年达到每年一万亿美元3。全球80%的森林用地转化都与农业生产有关，并且以生产

大豆、牛肉制品、棕榈油和木材这四类主要的森林风险商品为主3。特别是在热带地区，人为的森林

砍伐现象和由此引发森林大火正在严重毁坏着亚马逊、婆罗洲、苏门答腊岛等重要的生态地区。

南美和东南亚地区由于其经济增长对农产品贸易的依赖性，成为热带雨林退化情况中首当其冲

的受害者，以巴西和印度尼西亚两地为代表，其遭受的毁林面积约占热带地区毁林面积的40%，其中

用于牧牛和种植牧草的土地面积占比最大（49%），排在第二位的是种植油料作物大豆和棕榈油的土

地（27%）4。

巴西作为全球最大的大豆生产地之一，近10年来为了满足不断提高的生产需求，大豆产量以每

年13%的增速急剧上升，将超过60%的林地转化为农业用地，直接导致大查科平原生物区的大规模森

林退化现象5。然而在所有大豆产量中，仅40%用于巴西本地的畜牧养殖和消费生产，剩余部分全部

用于出口，中国在2016年以74%的进口量成为巴西大豆出口最大的消费者6。同时，巴西还承担着全

球各地牛肉需求的供给，预计在未来10年内，巴西将有望成为世界最大的牛肉出口国6。

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是全球最大的棕榈油原产地，全世界80%的棕榈油进口来自于这两个国

家。2000年以来，印度尼西亚的棕榈油出口量持续上升，涨幅超过4倍，直接导致了森林砍伐情况的

急速恶化6。在纸浆方面，印度尼西亚的纸浆产量连年增加，主要由于亚洲市场特别是中国市场需求

量的不断提升，预计到2025年，中国的纸浆需求量将以每年6.4%的增速提高到约14,300,000吨7。 

在过去二十年间，森林砍伐和森林退化问题已经引起了广泛重视，大宗农产品供应链在其中造

成的严重影响也在各国政府、NGO以及企业间逐渐达成共识。挪威政府在2017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上承诺将投入4亿美元用于发展可持续农业，以阻止热带地区毁林现象的加剧8。届时，“零毁林供

应链”和“零毁林农产品”的概念应运而生，并在国际市场上成为第一准则。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全世界最大的纸浆和大豆进口国，造纸所用的木材大约有60%是

进口所得；按照2018年的统计，中国的大豆消费总量中84%来源于进口，全部用于压榨，占中国大豆

压榨总量的99.7%，压榨所得的20%形成豆油，近80%形成豆粕作为饲料蛋白用于畜牧养殖；同时，中

国也是世界棕榈油进口量第二大国家，占全球进口量的11% 4，以及世界第二大牛肉进口国（包括新

鲜牛肉和冷冻牛肉），占世界牛肉进口总量的9.9%。对大宗农产品的巨大需求使得中国在国际贸易

市场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因此中国对于促进可持续农产品贸易转型，减缓热带地区森林砍伐

现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为驱动大宗农产品进口贸易的背后推手，金融机构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资金在从商品进

口国流向出口国的过程中，极大可能间接加速了毁林现象的发生，因此提高贸易资金走向的透明度

以及加强绿色融资将能从源头推动可持续农业的发展，降低毁林风险。然而国内目前贸易融资绿色

化的进程仍较为缓慢，且在实施环境、能力建设等方面面临严峻挑战4。

因此，本报告将目光聚焦在为中国进口大宗农产品贸易提供资金支持的金融机构，希望通过影

响资金投入量、社会影响以及资产相对较大的金融机构，探索中国贸易融资绿色化的合理措施，促

进可持续农产品贸易的发展。

1 背景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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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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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过分析流向进口大宗农产品贸易的资金来源，识别目标金融机构，为

了便于研究，我们对研究范围进行严格的设定，并在下文对研究范围的筛选和研

究过程进行详细的描述。

研究范围
我们主要选取大豆、牛肉、棕榈油和纸浆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一方面，因

为这四类大宗农产品都具备较高的毁林风险，对于推行可持续农业具有较高的研

究价值；另一方面，中国对于这四类大宗农产品的进口量在全球范围首屈一指，

如果能从进口方加强对这四类产品可持续来源的追溯，将对于保护森林面积和生

物多样性、减缓温室气体排放产生重要意义。

此外，在所有肉类中，牛类饲养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相对较高，占所有家

畜饲养温室气体排放量的65%，因此我们将牛肉作为肉类产品中的研究代表9。

对于棕榈油和纸浆，由于承受其带来的较高毁林风险的产地主要集中在印度

尼西亚与马来西亚，而且印度尼西亚的增速较为显著，因此我们主要研究参与从

印度尼西亚进口棕榈油和纸浆的金融机构。对于大豆和牛肉，其主要进口来源是

巴西，且给巴西带来的森林毁坏影响较大，因此我们主要研究参与从巴西进口大

豆和牛肉的金融机构。

研究过程
我们通过研究资金在大宗农产品贸易链中的流向，发现资金主要以贷款、股

权投资和股票和债券承销的形式流入到企业或贸易商，用于采购以进口大豆、牛

肉、棕榈油和纸浆为原材料的商品，随后通过进口贸易，分别流向巴西和印度尼

西亚的种植园或农户，从而完成金融机构在这四类大宗农产品贸易进口过程的参

与（图 1）。因此我们将通过资金流的数据获取和分析，识别出三种不同融资形

式中资金参与量最大、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前五大中国金融机构。

融资形式
贷款：本报告中的贷款包括公司贷款和抵押贷款，主要由商业银行、政策

性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提供。银行为企业提供的贷款资金将通过支持企业进行

相关原材料采购或业务运营而间接支持生产相关农品所导致的毁林行为。

股权投资：企业通过向投资人出售部分股权以获取资金，投资人可以

是投资公司、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公募基金、私募股权基金、投资银

行以及银行的投资部门，本报告中研究的金融机构主要包含资产管理公司、

公募基金、私募股权基金和投资银行。机构投资者的资金将直接用于企业运

营，包括采购业务及相关产品加工销售等，间接用于支持生产地可能存在的

毁林行为。

承销：本报告中的证券发行包含债券发行和股票发行，主要由银行的证

券部门和券商参与。银行的证券部门和券商通过帮助企业发行债券和股票，

筹备用于原材料采购或相关业务的运营资金，从而间接参与生产相关农产品

的毁林行为。

从印度尼西亚进口棕榈油的融资情况
为了数据的一致性，我们统一选取

2013-2017年的贷款、债券和股票承销数

据，以及截止到2017年12月31日的贸易进

口量数据和持股数据作为依据。

由于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在数据披露

上的透明性较差，特别是涉及融资及业务

运营方面的数据，我们将根据现有数据的

情况，针对不同种类农产品采取不同的分

析方法。

对于棕榈油和纸浆：

我们查阅到Forest & Finance按照不同

融资形式，分别统计了中国金融机构在全

世界进口棕榈油和纸浆的资金投入量，之

后再根据ITC Trade Map的统计，按照全世

界66.55% 的棕榈油和10.65%的纸浆进口量

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比例进行计算
10
，获得

用于从印度尼西亚进口棕榈油和纸浆的资

金量通过筛选和排序，我们选出了2013-

2017年棕榈油和纸浆进口方面排名前五的

金融机构。

棕榈油行业国内 TOP5 银行贷款金额

国内银行

国内所有银行
总贷款金额

TOP5 银行占国内所有
银行贷款金额的百分比

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303.48

242.52

139.88

114.45

97.47

201.97

161.40

93.09

76.17

64.86

639.54961.00

93%

行业贷款金额
（百万美元）

用于印尼进口贸易
的贷款（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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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榈油行业国内 TOP5 银行贷款金额

棕榈油行业国内 TOP5 承销商债券和股票发行量

国内机构投资者

国内承销商

国内投资总额

国内所有承销
商总承销总额

TOP5 投资机构占国内
投资的百分比

TOP5 承销商占国内总
承销金额的百分比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鹏华基金

盈科集团

南方基金

华夏基金

中信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招商局集团

中国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2.94

2.35

1.92

1.29

1.22

186.23

132.91

89.62

82.96

80.08

1.95

1.56

1.28

0.86

0.81

123.94

88.45

59.64

55.21

53.29

11.10

380.53

16.68

874.36

58%

65%

行业贷款金额
（百万美元）

债券和股票发行量
（百万美元）

用于印尼进口贸易
的贷款（百万美元）

用于印尼进口贸易的
债券和股票发行量

（百万美元）

棕榈油行业国内 TOP5 银行贷款金额
( 百万美元）

2013-2017 年棕榈油行业国内前五大金融机构发行 / 承销金额
( 百万美元）

2013-2017 年棕榈油行业国内前五大投资机构投资金额
( 百万美元）

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中信证券

中国工商银行

招商局集团

中国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鹏华基金

盈科集团

南方基金

华夏基金

0

0

0

50

50

0.5

100

100

1

64.86

53.29

0.81

76.17

55.21

0.86

93.09

59.64

1.28

161.40

88.45

1.56

201.97

123.94

1.95

150

150

1.5

200

2

25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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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印度尼西亚进口纸浆的融资情况

注：根据数据筛选结果，2013-2017 年纸浆行业国内投资机构只有两家

纸浆行业国内 TOP5 银行贷款金额 纸浆行业国内 TOP5 投资机构投资金额

国内银行 国内机构投资者

国内所有银行
总贷款金额 国内投资总额

TOP5 银行占国内所有
银行贷款金额的百分比

TOP2 投资机构占国内
投资的百分比

中国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国家开发银行

中信银行

中国进出口银行

盈科集团

中国银行

盈科集团

中国银行

849.73

666.10

539.72

226.30

178.75

0.1594

0.0065

90.50

70.94

57.48

24.10

19.04

0.0170

0.0007

332.01 0.01773023.61 0.1659

81%

100%

贷款总额
（百万美元）

行业投资金额
（百万美元）

用于印尼进口贸易
的贷款总额

（百万美元）

用于印尼进口贸易
的投资

（百万美元）

2013-2017 年纸浆行业国内前五大银行贷款金额
( 百万美元）

2013-2017 年纸浆行业国内前两大投资机构投资金额
( 百万美元）

中国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国家开发银行

中信银行

中国进出口银行

0

0 0.005

0.0007

0.0170

0.01 0.015 0.02

20 40

19.04

24.10

57.48

70.94

90.50

60 8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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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豆：

我们参考了CDP发表的关于金融机构在大豆供应链面临的毁林风险研究报

告，根据其对金融机构在进口大豆产业链资金投入的统计结果，分别选出三种融

资形式下的前五家金融机构。

从巴西进口大豆的融资情况

纸浆行业国内 TOP5 承销商债券和股票发行量

国内承销商

国内所有承销
商总承销金额

TOP5 银行占国内所有
银行贷款金额的百分比

中国工商银行

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兴业银行

496.03

425.31

278.19

258.04

274.02

52.83

45.30

29.63

27.48

29.18

383.393599.93

48%

债券和股票发行量
（百万美元）

用于印尼进口贸易
的债券和股票发行量

（百万美元）

2013-2017 年纸浆行业国内前五大金融机构发行 / 承销金额
( 百万美元）

2013-2017 年大豆行业国内前五大银行贷款金额
( 百万美元）

2013-2017 年大豆行业国内前五大投资机构投资金额
( 百万美元）

2013-2017 年大豆行业国内前五大金融机构发行 / 承销金额
( 百万美元）

中国工商银行

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兴业银行

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进出口银行

博时基金

南方基金

易方基金

诺安基金

银华基金

中国招商局集团

国信证券

中金公司

中信证券

东吴证券

0

0

0

0

128.95

55.63

372.28

317.26

178.52

74.30

292.60

74.88

425.77

425.77

341.35

76.54

76.54

676.23

226.76

2,603.63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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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牛肉：

我们借鉴了CDP对于大豆产业链的研究方法，根据Trase最新2017年的贸易数

据筛选出从巴西进口牛肉最多的贸易代理商或企业（图2），在此基础上根据公

司业务进行二次筛选，剔除只涉及贸易进口的代理商，保留覆盖产业链中下游即

对进口牛肉进行加工销售的企业，例如青岛新协航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主营业务是

为肉类供应商提供进口代理服务，因此我们不将其纳入目标公司范围。

随后根据筛选后的公司按照牛肉进口量进行排序，保留前五家企业作为最终的

目标公司，如下图所示。

接下来，我们通过目标公司识别为其提供融资的国内金融机构，因为目标企

业均属于非上市公司，且公司体量相对较小，信息公开程度非常低，我们只能通

过查询公司官网、相关新闻追踪与其有所往来的金融机构，且无法对融资形式进

行区分。其中，对于中粮欧洲，其作为中粮集团的全资子公司，融资来源主要依

靠中粮集团，因此我们通过分析中粮集团金融机构来追溯中粮欧洲的融资对象。

研究的局限性

企业信息透明度普遍较低——在按照目标公司识别金融机构的研究方法中，

我们的分析过程均基于现有公开信息和数据。国内企业对于融资来源以及资金用

途的披露非常有限，在融资来源方面，考虑到保密性，企业不会完整披露其每一

项融资来源及对应的具体金额，因此我们只能通过股权变更公告、债券募集说明

书以及合作新闻等内容对企业背后的金融机构进行定性分析；在资金用途方面，

部分上市企业会在年报中披露不同业务板块的资产占比，但对于该业务板块内采

购或是运营投入不再进行细分，我们无法判断融资获得的资金是否确实用于进口

大宗农产品，抑或是只投入于公司的日常运营中，资金统计上有可能存在较大偏

差，因此在识别不同融资形式的机构上有可能存在疏漏。

参考数据的局限性——在研究棕榈油和纸浆资金投入量的过程中，我们引用

了Forest & Finance的统计结果，但由于该统计结果没有按照农产品进口地进行划

分，只集中统计了中国金融机构在棕榈油和纸浆进口方面的总投入资金量，因此

我们近似认为这些金融机构在从印度尼西亚进口棕榈油和纸浆的资金比例和总资

金比例是一致的，按照中国棕榈油和纸浆进口量中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数量占比进

行估算。如果这些金融机构在进口不同产地的棕榈油和纸浆方面投入资金比例不

同的话，将会对结果产生一定影响。

图 2 Trase截图 — 2017年中国从巴西进口牛肉贸易商/企业汇总

2017 年国内前五大巴西牛肉进口企业进口贸易量
( 吨）

北京卓宸畜牧有限公司

内蒙古科尔沁年业

中粮欧洲

大庄园肉业有限公司

万安（远东）有限公司

7,879

5,871

4,061

3,367

2,734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国内牛肉进口企业 主要融资银行
（百万美元）

北京卓宸畜牧有限公司

内蒙古科尔沁牛业

中糖欧洲

大庄园肉业有限公司

万安（远东）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哈尔滨农村商业银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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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研究结果，我们发现为大豆、棕榈油和纸浆这三类大宗农产品提供贷

款量最高的五家银行分别为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国家开发

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约占国内总贷款量的75%；股权投资金额最高的五家投资

机构分别是博时基金、南方基金、易方达基金、诺安基金和银华基金，约占投资

总额的34%；债券和股票承销量最高的五家金融机构分别为招商局集团、国信证

券、中信证券、中金公司和东吴证券，约占总量的53%。

由于牛肉融资量无法做定量追溯，因此没有被纳入计算范围，但通过定性结

果来看，仍然集中在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以及中国建设银行

这四大国有银行。

四类大宗农产品贷款量最高的五家国内银行 ( 百万美元）

四类大宗农产品投资金额最高的五家国内机构投资者 ( 百万美元）

四类大宗农产品债券和股票承销量最高的五家国内承销商 ( 百万美元）

中国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

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博时基金

南方基金

易方达基金

诺安基金

银华款基金

招商局集团

国信证券

中信证券

中金公司

东吴证券

0

0

0

50

500

100

1000

150

1500

200

2000

250

250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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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浆

▘纸浆

▘纸浆

▘棕榈油

▘棕榈油

▘棕榈油

▘大豆

▘大豆

▘大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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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资助四类大宗农产品
    的主要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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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推动“森林友好型”农产品的手段及最佳案例

多年来，为减少大宗农产品生产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各国政府、企业、金融

机构、NGO积极寻求不同的解决手段，以求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保护生态和发展经

济的平衡。鉴于本报告的旨在研究中国作为四类大宗商品主要进口国之一可以采

取哪些措施保护森林，因此本报告在研究梳理国际最佳案例时，以需求侧发起的

行为为主。通过对这四类大宗农产品的可持续进程研究，需求侧可以使用的手段

可大致分为三个层面：

产品层面：指提升四类大宗商品本身可持续性的措施，例如通过推行可持续

产品认证或可持续采购指南，提升产业中产品的可持续性；

行业层面：指通过企业、投资方、非盈利机构等相关方之间以达成协议或联

盟的方式，共同促进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减少对森林的破坏

国家层面：指国家制定出推进可持续产品的相关承诺和目标，系统性的提升整

个国家市场的可持续性产品的认证、行业的联盟，是一个国家做出对整个行业承诺的

前提基础。如果说对产品的认证只是产业可持续转型之路上的一个起始“点”，形成

行业联盟、鼓励产业链上的相关方参与“零毁林”计划，则是走出了一条“线”，从

国家层面发起对可持续农产品的支持倡议，则形成了可持续转型的“面”。从点到

面，以产业联动带动整体改革，国家层面的承诺对行业发展息息相关。

本章节对三层的推动手段进行了整理，分析其发展现状，并通过列举最佳案

例的方式，探寻推动“森林友好型”的有效方法。

层面一：推进可持续认证
可持续认证，即对产品从生产到加工的整个过程对环境、社会、经济三方面

的可持续性进行认证，要求提供产品原材料的经营单位具有可持续认证，涉及加

工、流通的企业需具有产销监管链（COC）的认证
11
。对产品做可持续认证的理

念是基于消费者需求对整个市场的导向作用，期望通过对产品认证的方式，将可

持续产品和非可持续产品区分开，从而通过消费者选择，让可持续产品逐渐替换

市场上的非可持续产品，倒逼整个产业的可持续转型。

四类大宗农产品中，纸和纸浆相关的森林认证是较早的一种可持续认证体

系，最早由森林管理委员会（FSC）开发，也是目前国际范围广泛接纳的可持续

认证之一，其考核标准包括企业在社会、环境、经济三方面的经营行为和绩效，

经过认证的纸或纸浆将会印上FSC的标识。目前，相比其他产品的可持续认证，

FSC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进程最为成熟，不同国家和地区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成

立当地的FSC工作组，其中包括马来西亚森林认证( MTCC) ，印度尼西亚森林认证

体系(LEI) ，加拿大森林认证体系 (CSA) ，北美森林认证体系(SFI) 等11
。

受森林认证的启发，棕榈油和大豆，相继推出各自的可持续认证体系，其

中可持续棕榈油认证以可持续棕榈油圆桌进程（RSPO）为主，指导可持续大豆

采购的工具则较为多样，包括负责任大豆圆桌进程（RTRS），FEFAC Soy Sourcing 

Guidelines等，而肉的认证体系进展相较缓慢，在2012年成立全球可持续牛肉圆

桌进程后，尚未启动产品认证
11
。

4 最佳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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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棕榈油认证
主流的自愿认证体系
可持续棕榈油圆桌进程 (Roundtable on Sustainable Palm Oil, 简称RSPO)12

：

为解决全球对棕榈油的需求和生态保护的迫切需要，2004年，世界自然

基金会、联合利华等公司和机构联合起来，成立了可持续棕榈油圆桌会议

（RSPO）并制定了第一个可持续棕榈油生产和使用认证的可持续性标准。

RSPO是一个非营利性机构，旨将棕榈油行业的七个部门的利益相关者——棕

榈油种植者、棕榈油加工商或贸易商、消费品制造商、零售商、银行和投资

者、环境和自然保护非政府组织，以及社会或发展非政府组织——汇集一堂，

共同促进可持续棕榈油的发展。它使用投票系统为其成员制定标准，现在是

食品和家用产品中棕榈油的主要认证方案。目前，RSPO在全球会员数超过

4000家企业，代表了供应链上的各个环节和世界上的棕榈油生产地区，经过

认证的棕榈油（Certified Sustainable Palm Oil, 简称“CSPO”）达到占据棕榈油

总市场份额的19% (图 3)。在2018年第十六届圆桌会议上，RSPO明确将“停止

砍伐森林”纳入标准。

 

图 3经过认证的棕榈油占总棕榈油市场份额

国际碳认证标准（International Standard for Carbon Certification, 简称

ISCC)13
（附录1）: 2006年通过开放的多利益相关方流程形成，吸纳了农业，加

工和精炼工业，贸易以及生态和社会活跃的非政府组织的代表，认证领域包

括食品、生物产品、饲料及能源，旨在为生物质燃料建立环境和社会可持续

发展的标准，从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可持续土地利用、保护自然生物圈和

社会可持续性。如今，ISCC作为世界领先的认证系统之一，在棕榈油领域已经

建立了良好的基础，共有3,624家企业具有有效的ISCC认证，其中棕榈油领域

企业在2017年已达到353家14
。

可持续生物燃料圆桌会议（The Roundtable on Sustainable Biomaterials, 简

称RSB)15：为了满足对生物材料日益增长的需求，2007年初次以可持续生物

燃料圆桌会议之名成立，2013年更名为可持续生物材料圆桌会议（RSB），旨

在促进可持续生物能源。 2013年3月更名为可持续生物材料圆桌会议。RSB包

括了生物燃料产业涉及商业、学术界、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等相关机构，

并划分为五大支柱：种植者（26家）、末端使用者及投资方（32家）、社会

（7家）、环境（8家）、国际组织（18家），经认证的土地达1万7千公顷。

雨林联盟（Rainforest Alliance, 简称RA）：为应对雨林破坏、物种灭绝的

危机，雨林联盟于1986年成立。作为一个非盈利机构，雨林联盟主要专注在

商业，农业和森林的交汇处，通过开展可持续农业培训、产品认证以及森林

保护项目，努力将负责任的商业模式成为一种常态，创造一个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的世界。通过多年的努力，雨林联盟已覆盖全球60多个国家/地区，对

700多公顷的农田进行了可持续发展标准认证。

主流的产地国认证体系
Indonesian Sustainable Palm Oi (ISPO)16：由印度尼西亚政府成立于2011

年，旨在提升印尼棕榈油的全球竞争力。该认证标准依托于印尼法律，对所

有印尼的棕榈油行业具有强制力。截止2017年底，210万公顷认证为ISPO。

Malaysian Sustainable Palm Oil (MSPO)16：由马来西亚政府于2015年成立。为

参与认证的企业提供资金奖励。截止2017年底，518,793公顷通过MSPO认证。

可持续大豆认证
主流认证体系

负责任大豆圆桌进程（The Roundtable on Responsible Soy, 简称

RTRS): 于2006年推出，为买家提供购买认证信用或质量平衡产品，或非转基

因大豆模块的选择。

ProTerra17：由ProTerra基金会推出，该基金会致力于推动饲料和食品

生产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旨在实现整个供应链的完全透明和可追溯性。独立

的第三方认证是Proterra基金会的核心，通过汇集供应链各个环节的利益相

关者，对生产商、产品进行注册认证，确保了市场上可获得的作物、食品和

饲料是可持续、非转基因的。

国际碳认证标准 (ISCC): 参见“可持续棕榈油认证”

目前，国际上没有可靠数据以获得每个签约国的具体大豆认证数量。

根据RTRS，荷兰公司在购买RTRS信用额度中所占比例最大（66％的信用额

度）。ProTerra在瑞典，瑞士，挪威，法国和德国可能拥有很大的市场份

额。在RTRS、FEFAC SSG、以及ISCC三种认证中，RTRS在认证数量、目的地、

买家信息方面的透明度最高5。

层面二：形成行业联盟
在四类大宗商品中，棕榈油和大豆贸易背后所涉及的毁林情况最为集中。印

度尼西亚自1990年至2010年之间，大肆扩张油棕种植，土地面积增加了6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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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帮助印度尼西亚超过马来西亚成为了全球棕榈油第一出口大国
19
。然而这背后

则是森林被破坏的沉痛的代价，在此期间，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在此期间失去的平

原森林相当于森林总面积的60%。印度尼西亚油棕种植的扩张速度之快，让巴西

的大豆种植都望其项背
20
。

印尼过快的森林破坏直接导致了1997年和2013年的两场令世界瞩目的森林大

火，也引起了多方关注。欧洲的棕榈油游说集团加大了对欧盟议会的压力，非政

府组织的活动则让更多的消费者对棕榈油所引起的环境危害越来越敏感。一些大

型棕榈油企业开始寻求既能保护森林又能持续开展棕榈油业务的途径，并发起号

召让更多的行业相关方加入保护森林的行动中（例如2013年金光农业资源GAR及

其子公司斯马特公司在森林信托基金和绿色和平的协助下启动的“零森林破坏印

记”项目
19
），欧美等发达国家也逐步建立行业联盟，从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推动可

持续发展。

目前，针对棕榈油、大豆、纸和肉形成的“森林友好型”联盟有企业之间的，

有银行之间的，也有囊括了产业链各个环节参与者的。企业之间形成或参与的

联盟种类众多，例如The Consumer Goods Forum（CGF）, Retailers' Soy Group, 比

较典型的支持方式之一则是制定No Deforestation, No Peat, No Exploitation (NDPE) 

政策。银行层面成立的联盟则以Banking Environment Initiative（BEI）为代表。从

整个行业层面来看，欧洲作为世界第二大棕榈油和大豆需求大国
21
，在推动可持

续农产品方面取得了不错的进展，成立European Sustainable Palm Oil (ESPO) 旨在

2020年之前实现100%可持续棕榈油，北美以National Roundtables On Soy为主，非

洲形成针对棕榈油的The Africa Palm Oil Initiative (APOI)，亚洲则有Support Asia For 

Sustainable Palm Oil (SASPO)。本报告通过各联盟的规模、推进力度、是否做出相

关承诺进行分析，NDPE作为企业参与途径的代表，选取CGF作为企业之间联盟的

代表案例，BEI为金融机构联盟的代表，ESPO则作为行业代表机构。

不毁林、不开垦泥炭地、不侵害人权政策
不毁林、不开垦泥炭地、不侵害人权政策（No Deforestation, No Peat, No 

Exploitation, 简称NDPE)：自2013年印度尼西亚森林大火后，Wilmar, 世界最主

要的棕榈油贸易集团之一，发起“No Deforestation, No Peat, No Exploitation”

政策，承诺在供应链中，实现零森林砍伐、零泥炭转化，即保护高碳储量

（HCS）森林和高保护价值（HCV）区域，避免火灾和燃烧，并对现有的泥炭

种植园采用最佳的管理办法，此外，在社会层面，公司承诺对产品供应链的

各个环节的工人零剥削，关注人权即社会福利。截止2017年，全球至少有298

家棕榈油行业的公司和270家木材和纸浆行业的公司做出了NDPE承诺
22
，其中

行业龙头企业包括Wilmar、Unilever等。

消费者商品论坛
消费者商品论坛（The Consumer Goods Forum, 简称CGF)23：CGF是一项将

食品生产商和零售商聚集在一起的全球倡议。2010年，CGF的400多名成员承

诺到2020年在其主要商品(大豆，棕榈油，纸浆/纸张和牛肉) 的供应链中实现

零毁林；2014年，大豆工作组（SWG）发布了“可持续大豆采购指南”，并

于2016年进行了更新。CGF推荐RTRS或同等认证，如Pro Terra，SAN（雨林联

盟）和ISCC Plus（以及自愿附加组件20202-1和2020-2）。根据2016年的指导

方针，到2017年，公司应公布一项有时限的实施计划，目标在2020年之前消

除其全球大豆供应链中的森林砍伐，该计划应公开并包括公司应报告的中间

KPI。CGF计划通过这种方式剔除公司供应链中排除非法砍伐森林的供应商，

或者实现零毁林供应链目标的绊脚石
24
。

银行环境倡议
银行环境倡议（Banking Environment Initiative, 简称BEI)25：2010年，由世

界领先的银行组成，旨在引导银行业集体指导资本实现环境和社会可持续的

经济发展。目前，倡议成员包括：Barclays, BNP Paribas, Deutsche Bank, HSBC, 

Lloyds，The Royal Bank of Scotland, Standard Chartered, Santander. BEI通过关注

需要全行业参与并行动的议题，积极与客户展开合作，期望通过对行业的领

导和影响，改变企业价值链，积极推进全球农业可持续供应链的转型。

塞拉多宣言
2017年9月，60多个巴西非政府组织，包括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巴西、

跨国公司、巴西国际协力事业团（CI）、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巴西）、

IPAM（亚马逊环境研究所）和Imaflora（农业和森林管理与认证研究所）发布了

《塞拉多宣言》，呼吁购买大豆和肉类的公司和投资者立即采取行动保护塞拉

多。2017年10月，23个全球品牌签署了Cerrado宣言目标支持声明（“SOS”）。

声明承认，有必要防止塞拉多进一步毁林，以减轻这一重要农业生产地区未来

与气候变化和农业恢复能力有关的风险。它由一个指导委员会召集，该委员会

由乐购、玛莎百货、阿霍尔德•德尔海泽、麦当劳、联合利华和沃尔玛牵头。自

宣言发布以来，已有70多个全球品牌签署了支持宣言目标的协议。

欧盟可持续棕榈油
欧盟可持续棕榈油 (European Sustainable Palm Oil, 简称ESPO)21：由The 

Sustainable Trade Initiative (IDH) 和The Netherlands Oils and Fats Industry (MVO) 

于2015年建立，协会联合比利时、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

牙、挪威、瑞典及英国的棕榈油供应链参与者，通过与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

方合作的方式制定具体行动计划，旨在让欧洲在2020年之前实现棕榈油100%

可持续认证。截止2017年底，99%进口到欧洲的棕榈油可以追溯到原产地，

84%进口的棕榈油采购时具有NDPE政策保障，74%进口到欧洲食品、饲料和油

脂化学产业的棕榈油获得了CSPO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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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四类大宗商品，棕榈油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相对走的最远。该行业对所有

商品的认证度最高，产品认证从2010年的7％增长到2018年的18％，在棕榈油行

业给与承诺的公司数量也远超过大豆、肉和纸类（图 4）26
，而这积极表现的背

后，投资人、NGO、政府的关注是主要推动力量。2016年，由于非法砍伐45平方

公里的森林及泥炭以及未有效控制森林火灾，RSPO暂时中止马来西亚棕榈油生产

商凯业集团（IOI Group）的认证，导致IOI股价在两个月内下挫17%，而在RSPO恢

复认证后，IOI股价上扬5%。2019年2月，8位美国参议员联名向黑石、摩根大通

等11个机构投资者发公开信，对其投资企业没有履行森林砍伐承诺表示关切。机

构投资者已针对舆论压力作出回应，如黑石在2019年5月首次宣布与棕榈油企业

进行交涉，促进棕榈油企业采取进一步行动。

层面三：发起国家倡议
国家层面主要是基于前两个层面的梳理，国家层面上在可持续农产品的推

动，也呈现出可持续棕榈油和可持续大豆发展的相对优势和以欧美为主的地域

性差异特点。欧洲先后发起Amsterdam Declarations Partnership (ADP)，EU Action 

Plan on Stepping up Action Against Deforestation，EU Renewable Energy Directive，

the EU Protein Strategy等倡议，美国则以New York Declaration on Forests为代表，

联合政府和私营机构，推动森林保护。各国在推动可持续大豆和可持续棕榈油上

进展不一，但以欧洲最为先进，签订的ADP多边协议，有效地促使各国对森林保

护做出承诺，整体推进行业进步。图 5中整理了世界各国在可持续棕榈油和可持

续大豆的承诺和进展
5,21,27,28

。

阿姆斯特丹宣言伙伴关系
阿姆斯特丹宣言伙伴关系（The Amsterdam Declarations Partnership，简称ADP）29以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

荷兰、挪威和英国签署的《阿姆斯特丹宣言》为基础，总体目标是生产无森林砍伐、可持续发展的商品。签署国与企业

和生产地参与者及其倡议者合作，以增强签署国家对可持续商品的市场吸收，补充支持原产国的生产方面措施。阿姆斯

特丹宣言于2015年在《巴黎气候协定》的背景下发布，并以《纽约森林承诺宣言》为基础，强调了通过负责任的供应，

保护原始森林和高保护价值区域（HCV）的全球重要性。

2016年，ADP确定了合作伙伴实施战略，包括以下四条主要战略路线：促进欧洲在气候、森林砍伐和贸易方面的行

动；刺激全球农产品价值链方法，特别是棕榈油；加强与主要消费国和生产国的对话；提高透明度并使用自愿的企业社

会责任报告。

ADP目前的重点是可可、棕榈油和大豆，但也考虑了对其他商品（如天然橡胶）的行动。签署国代表和欧盟委员会

代表每年举行三至四次协调会议。偶尔会邀请特定的外部专家、民间社会组织和/或行业联盟参加会议。

表 1 需求侧各国可持续大豆和可持续棕榈油承诺

来源: ESPO Choosing sustainable palm oil, 2018; IDH and IUCN NL, European Soy Monitor. Insights on the European supply 

chain and the use of responsible and deforestation-free soy in 2017, 2019; ADP Overview European National Soya Initiatives with 

a focus on ADP countries, 2019.

图 4 做出可持续产品承诺的公司数量占比

来源：Haupt, F.et al. Progress on Corporate Commitments and their Implementation,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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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金融机构最佳实践

为应对四大类农业商品引发的森林风险，行业认证的出台形成了可持续发展

标准。同时，NGO、行业协会和政府的积极倡议，促使企业广泛采纳标准和行业

惯例。至此，在国际范围内，应对森林风险已初步形成有效的市场政策环境。随

着研究的深入，金融机构对森林破坏的“资助”成为研究机构和利益相关方的关

注焦点。在此背景下，以银行和机构投资者为主的金融机构开始评估企业客户的

可持续发展风险，并制定了一系列森林友好政策，开发了相应的产品服务激励，

以限制高风险企业运营中的森林破坏，引导企业采取可持续发展实践。

汇丰银行：制定完善的政策并公开执行情况
汇丰银行率先制定森林友好政策，受外界监督不断强化政策要求（图 6）。

2004年，汇丰银行发布《森林土地和森林产品行业政策》30，成为世

界范围内最早推出森林友好政策的银行之一。该政策载列了一系列限制性条

款，禁止客户在业务开展过程中出现违法砍伐、烧毁森林等行为，否则汇丰

银行将停止为客户提供贷款、贸易金融、债券和权益资本市场服务等。2014

年，汇丰银行发布《林木业政策和农产品政策》31，在原有政策基础上要求

客户须为产品取得可持续独立认证。2017年，汇丰银行进一步更新发布《汇

丰银行农产品政策》（附录2）进一步要求企业发表NDPE的公开声明32。在此

期间，舆论监督是汇丰银行政策完善的重要原因之一。作为棕榈油产业的主

要资助银行之一，以ProForest33和Greenpeace为代表的NGO持续对汇丰银行对

棕榈客户资助情况进行监督和质询，促使汇丰银行管理层进行公开回应，不

断提升政策要求和执行成效透明度，形成完善的棕榈油客户政策管理体系。

图 5  汇丰银行2004年首次发布森林风险管理政策并持续完善

目前针对大豆、牛肉、纸浆、棕榈油四大类商品，汇丰银行均已制定森

林友好政策，对客户提出强制性要求。根据2017年最新版的《汇丰银行农产

品政策》，汇丰银行通过外部认证、独立确认和关系经理尽调三种方式对客

户进行评估管理，并对四类商品约束的客户对象、禁止业务、业务所在国家

进行了规定。

图 6  汇丰银行通过三种方式对客户森林风险进行评估管理

在政策执行方面，汇丰银行规定了客户须取得的认证类型、发表公开声

明的内容和管理目标，并为其设置了明确的时间线（图 8）。汇丰银行根据客

户表现，评判客户遵守、近乎遵守或不遵守相关规定，进而触发不同的沟通

策略。

图 8  不同时间汇丰银行政策执行规定

外部认证是汇丰银行评估客户森林保护表现的最重要工具。

此处外部认证（certification）是指由具有国际公信力的行业组织，对企

业及产品是否满足可持续发展条件进行的评估认证。汇丰银行要求四类商品

行业客户通过的外部认证包括32：

棕榈油：棕榈油圆桌倡议组织RSPO

林木业: 森林管理委员会（FSC）和森林认证评估项目(PEFC)

大豆：责任大豆圆桌会议RTRS

牛肉：无

除强制要求外部认证之外，汇丰银行自身积极参与推动外部认证发展。

汇丰银行是RSPO董事会成员之一，其员工担任可持续性相关认证标准行业协

会（ISEAL）利益相关方委员会代表，鼓励金融机构参与相关计划和认证，并

资助在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地的能力建设。

服务优惠激励客户满足政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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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已经开发了一种特定的产品，从2014年7月1日起向客户提供经RSPO

认证的棕榈油的折扣融资，以鼓励他们更快地获得RSPO认证。

持续披露森林风险相关政策执行情况

2014-2018年汇丰银行相关政策执行情况已在官方网站和可持续发展报告

中进行披露（图 9）34
。由于汇丰银行在降低森林风险方面的成就，在Forest 

500对金融机构的评估中多次获得最高等的排名。

图 9  2014-2018年汇丰银行森林和棕榈油行业服务限制政策实施情况

来源：汇丰控股有限公司官网、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 （2019）

RABO BANK：成立 AGRI3 专项基金助力企业参与森林保护
RABO BANK35：持续关注森林破坏

对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森林和农业

占气候危机解决方案的30%以上，但获

得的气候融资却不足3%。对此，RABO 

BANK与联合国环境署成立了AGRI3基

金，致力于森林保护和可持续农业伙伴

关系，旨在为无森林砍伐、可持续农业

和土地利用提供至少10亿美元的资金。

AGRI3的目标是为银行、其他金融机构

和企业提供一个榜样，通过发展商业模

式，包括加快森林保护、重新造林和实

施创新的农业解决方案，同时改善生活

质量。当地农民和小农的天然气标准。

RABO BANK邀请世界各地的商业银行和

金融机构加入该计划，并向AGRI3基金介

绍客户和可行的项目。

BNPP AM

可持续投资领导者
法国巴黎银行资产管理公司（BNPP AM）是世界主要金融机构之一——法

国巴黎银行(BNP Paribas)的投资管理部门。截止目前，法巴资管管理资产总额

达4270亿欧元，由520名投资专业人士和大约500名客户服务专家为个人、企

业和机构投资者提供投资服务。自2002年以来，BNPP AM一直是可持续和负

责任投资的主要参与者36。截至2018年12月31日，已有2220亿欧元的管理资

产整合了ESG因素37，同时BNPP AM担任责任投资原则（PRI）、机构投资者气

候变化小组（IIGCC）和粮农组织/经合组织等国际机构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其

负责任的投资方法被PRI评为一流（A+）（图 10）。2018年，BNPP AM加入了

《塞拉多宣言》（the Cerrado Manifesto），寻求与当地和国际参与者合作，

以阻止巴西塞拉多地区因大豆种植而造成的森林砍伐。

图 10  自2002年以来BNPP AM参与的可持续发展倡议、承诺和行动

来源：Natural Capital Coalition, 2019

 制定森林资源保护目标
2018年，BNPP AM制定并发布了“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该战略依靠资

本分配、负责管理、透明度和承诺三大支柱引导公司投资业务的发展和转型

36。在环境保护战略中，BNPP AM针对森林保护设置了管理目标：通过自身

努力，到2020年将森林损失减半，到2030年结束森林损失。BNPP AM要求投

资组合中的企业发表“不砍伐，不（占用）煤泥，不开发”（NDPE）政策，并

以此作为约束企业行为，实现森林保护目标的主要途径。BNPP规定，涉及农

业商品（棕榈油、大豆、纸张、木材和牛肉制品）行业企业需在2020年之前

发表NDPE政策，非农业部门（采矿、金属、基础设施等）须在2030年前公开

NDPE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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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本评估36

2017年起，BNPP AM开始对其投资组合进行“自然资本评估（Natural 

Capital Assessment）”，森林是BNPP AM评估资源的其中一种。自然资本指将

水、森林、土壤等自然资源看作与财务资本、社会资本相当的资本，据估算

每年自然资本为人类提供价值125万亿美元的服务。BNPP AM希望通过评估，

了解投资组合中的企业对水、森林等资源造成的影响及影响的来源，从而更

好地识别投资组合中的ESG风险和机遇，并尽可能地与评估企业开展一对一的

沟通交流。值得一提的是，BNPP AM规定，公司的ESG分数是由所有投资标的

ESG表现分数加总而成，因此，进行森林资本评估将帮助每一位基金经理将森

林风险纳入整体风险考量和投资决策。

2017年，BNPP AM在MSCI Europe和Barclays Euro综合指数的成分公司中选

取材料行业的所有欧洲公司，对其水资源管理情况进行评估，并将该评估结

果纳入BNPP AM的ESG评分（图 11）。

图 11 BNP AM2017年ESG评分标准概览

BNPP AM表示已经着手开展日用消费品行业公司森林资源的资本评估。

“欧洲定量气候碳抵消计划”（THEAM QUANT EUROPE CLIMATE CARBON 

OFFSET PLAN）38

2018年，为更好地实施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BNPP AM创新推出“定

量欧洲气候碳抵消计划”。该计划根据欧洲股票的碳足迹和能源转型战略

挑选投资标的。该基金通过肯尼亚东南部的REDD+（Reducing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degradation）森林保护项目获得“碳信用”，使用碳

排放抵消消除该投资组合中企业的碳足迹（范围1和范围2排放）。该REDD+项

目位于肯尼亚的Kasigau走廊，保护着20多万公顷的濒危旱地森林。

挪威政府养老基金：将涉及森林砍伐的企业剔除出投资组合
2019年3月，挪威公布了其庞大的政府养老基金2018年的投资持有量，

相较以往的投资名单有四家种植园公司被剔除： Olam International、Halcyon 

Agri Corp、Sime Darby Plantation和Sipef。四个企业均属于农业产业，其主营业

务为棕榈油、橡胶和其他种植，涉及非法雨林砍伐(图 12)39,40。

挪威全球政府养老基金（GPFG）拥有约1万亿美元的资产，是世界上最

大的主权财富基金。GPFG已制定了《全球政府养老基金观察和排除指南》作

为投资限制政策，其投资的公司必须满足某些道德准则，如不能涉及煤矿开

采、侵犯人权、生产核武器和“严重的环境破坏”41。

图 12 GPFG根据《全球政府养老基金观察和排除指南》以“公司对严重环

境损害负有责任的不可接受风险”将Halcyon Agri Corp从投资组合中剔除

来源：Norges Bank,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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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较为领先的可持续产品认证手段、行业联盟以及国家倡议为金融机构

的实践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基于中国尚处于起步阶段的森林友好型农产品贸

易进程，我们将通过分析中国金融机构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更为切实可行的

建议。

5.1中国金融机构外部环境现状
通过对标分析国际发展现状得知，中国在可持续大宗农产品的发展仍处于起

步阶段。其中纸和纸浆类发展相对较好，从2000年森林认证引入国内，FSC的产

销监管链在国内认证发展较快，中国也形成了行业联盟，推动纸制品的可持续发

展。棕榈油则主要依赖参与RSPO的方式，大豆目前还处于和RTRS开展试点的阶

段，至于牛肉，目前则并没有任何成型的倡议组织（表 2）。

从中国的现阶段状况来看，中国在可持续农产品的推动上，所采用的形式较

为单一，产品认证的覆盖面较为有限，自发的行为及倡议较少，更不用说国家层

面的行动。其背后的原因是多个方面的。

整个行业的可持续转型，需要给予生产侧一定推动力，也需要在需求侧给

与一定的驱动力。从推动力来看，中国政府尚未明确表态，因此在推动“森林

友好型”农产品的基础上缺乏强有力的外部环境支持。从驱动力来看，目前中

国整体大环境对贸易背后所涉及的毁林风险意识尚不高，中国的消费者相比欧

表 2 中国在推进可持续纸、棕榈油、大豆和肉的进展

纸和纸浆 棕榈油 大豆 肉

产品层面

具备中国森林认证标
准（CFCC）

企业通过参与 RSPO
认证的方式响应可持
续棕榈油

部分企业获得美国大
豆可持续性认证处的
可持续证书

41
，个别

企业通过成为 RTRS
会员推动可持续大豆
42

暂无

行业层面

2015 年，由 WWF 和
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
共同发起的中国纸制
品可持续发展倡议
（CSPA）正式成立，
旨在推动中国纸制品
生产和消费的可持续
发展，中国纸业、太
阳纸业响应倡议

43

2018 年， 中 国 食
品土畜进出口商会
（CFNA）、WWF、
RSPO 携手企业、银行
等多家机构共同启动
“ 中国可持续棕榈油
倡议 ”，旨在实现：
供应链可追溯性和透
明度、消除有争议和
非法原料来源、高保
护价值和高碳储量地
区零毁林、增加支持
对环境和社会友好的
可持续棕榈油等

44

尚无行业层面的可持
续 联 盟， 仅 在 2016
年由中国食品土畜进
出口商会和美国大豆
协会共同举办中美
大豆可持续贸易研讨
会，由协会积极开展
可持续大豆的认证工
作，中粮、中储粮、
九三等行业龙头企业
响应倡议

45

2017 年，在 WWF 的
倡议下，中国肉食协
会（CMA）联合 64 家
中国企业发起中国可
持续肉宣言，中国肉
类协会也同时发布了
《中国肉类可持续发
展项目规划

46

国家层面 尚无 尚无 尚无 尚无

5 中国金融机构现状及推动
    森林友好政策的建议



第五章   NGO 在中资银行海外业务绿色转型中的角色 第五章   NGO 在中资银行海外业务绿色转型中的角色

3938 中国金融机构在推动森林友好型农产品供应链
绿色转型中的作用研究

中国金融机构在推动森林友好型农产品供应链
绿色转型中的作用研究

洲市场对可持续产品的关注程度相对缺乏兴趣，对各类可持续产品的认证并不

是很熟悉11。

从既往的案例来看，无论是产品层面的可持续认证，还是行业层面号召

NDPE政策并对所涉及的森林情况进行识别，抑或是积极参与REDD+，各类手段均

有其影响力，也有其局限。在中国金融机构参与“零毁林”的外部环境条件并不成

熟的背景下，金融机构作为可以影响到整个产业链的一个关键位置，在尝试国际

先进的经验的同时，采取适合于我国国情的特色办法，多角度切入，逐步带动中

国产业可持续发展则尤为重要。

5.2 中国金融机构内部环境现状
对照金融机构最佳实践，我们对分析结果中的中国金融机构进行对标分析，

分别从意识层面、政策层面和行动层面分析中国金融机构在森林友好型融资进程

方面的发展程度（图 14）。（以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博时基金、易方达

基金和中信证券为例）

总体看来，国内金融机构无论在贷款、股权投资还是债券/股票的承销方面

都刚刚开始纳入有关环境影响和社会影响的考量，在政策制定和产品认证方面也

仍然处于探索阶段，还没有对各项细分的环境社会议题（例如森林风险、生物多

样性、水资源风险等）进行统一的明确规定。

图 14 中国金融机构与最佳实践对标分析

贷款
Chain Reaction的研究表明，全球范围内银行贷款超过证券/债券发行，成为

森林风险行业的最大资金来源45。而来自中国、马来西亚、日本、印尼和新加坡

的银行是东南亚森林相关行业企业的最大资助者，因此中国的银行贷款融资是印

尼等地的森林风险行业企业的重要资金来源。目前，欧美大型银行已对森林风险

行业客户制定限制政策。客户满足森林友好政策成为银行提供金融产品服务的前

提条件。

目前在中国，涉及四大类商品生产贸易的企业贷款渠道主要为商业银行，已

有中国的银行在探索管理纸浆业客户的森林风险，也有银行在棕榈油行业尝试运

用“远期信用证”等融资优惠工具鼓励森林友好实践。然而眼下中国的商业银行

还未将客户面对的森林风险正式纳入银行尽调流程，也未制定相应的限制政策和

优惠政策。

投资
根据Forest & Finance的调研结果，全球棕榈油、纸浆业、林木业的机构投资

者主要集中在马来西亚、日本和美国46。国际大型基金、资管公司如Vanguard, 

Fedelity和J.P. Morgan在四大类商品投入几十至上百亿美金
47
，支持相关产业快速

发展的同时加剧了森林毁坏风险。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在中国，除大型棕榈

油公司的机构投资者主要来源于国外，大豆、牛肉与纸浆业的机构投资者大多为

国内的基金公司、退休金和资管公司，相对于国际主要投资人，投入产业的资金

规模小，相应地其投资企业面临的森林风险较小。

根据中国在四大类产品的进口量增加的趋势，中国机构投资者将面临来自投

资人“信托责任(fiduciary duty)”的监督，国内外舆论监督和监管等压力。制定森

林友好投资政策将帮助中国机构投资者一方面避免毁林风险导致收益损失，另一

方面，通过采取更加符合企业长期价值的投资策略提高投资收益的稳健性。

承销
世界范围内，森林风险行业的债券承销和股票发行呈逐年上升趋势。目前

银行业对债券的发行和承销已制定了相关限制政策。最佳实践银行已将债券和股

票的承销与银行贷款和其他金融服务一并纳入限制范畴。森林风险行业企业需通

过评估审核才可获得发行债券和股票的机会。相较而言，国内的证券公司缺乏相

应的限制政策。目前，国际上已有“可持续交易所倡议”通过证券交易所搭建平

台，促进联合国、监管机构及投资人沟通，间接地对股票发行人及其承销公司进

行可持续发展教育。

5.3 给中国金融机构的建议
基于对四大类农产品可持续进程的了解，由于行业追求短期利润的特点，

已造成的森林毁坏和潜在风险对生态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威

胁。金融机构作为四大农产品产业链的主要资金来源，是连接农产品生产和市

场，平衡经济和生态保护的重要角色。当前，国际社会对金融机构在可持续产业

链的要求逐渐提升，同时，中国金融机构的影响力随着中国进口贸易同步增长，

导致中国金融机构与四类商品全球产业链的联系更加紧密。中国金融机构与国际

行业惯例和最佳实践的差距造成两大风险，其一是国际NGO、行业联盟等将对不

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现状进行公开报道造成银行声誉风险，其二是资助企业的森林

风险引发的投资人情绪波动将进一步造成金融机构的财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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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国际同行的学习和对国内现状的分析，我们主要从政策和产品上为不

同融资形式涉及的主要金融机构提供如下建议。

贷款
建立ESG管理和执行机构：建立公司层面的ESG管理体系，将ESG风险考量融

入业务发展，是银行管理森林风险的基础。建议中国的商业银行参照BNPP AM参

与的国际合作和承诺为参照，加强国际间和行业间交流，通过管理工作坊等形式

加强银行对ESG风险的认知。建立包含高管深度参与的决策层、和以贷款主管部

门为主的执行层，制定森林风险管理工作计划和汇报审批流程。

制定贷款限制政策： 建议参照国际最佳实践，对于四类大宗商品制定贷款限

制政策。贷款限制政策内容可借鉴国际惯例包含通用的条款，如须取得行业公认的

可持续发展产品认证(如RSPO)，公开发表NDPE声明，在业务开展之前与当地社区进

行沟通获得FPIC等，同时根据不同行业特性形成差异化要求，如借鉴BNP Paribas

对纸浆行业上、下游提出不同限制要求。限制政策须规定，若企业无法满足政策要

求，将触发银行减少、停止贷款服务。由于目前中国银行业缺乏森林风险行业贷款

政策惯例，在国际惯例在中国还未得到广泛认可的前提下，中国的银行可采取临时

性管理办法，如向企业提出定期信息披露要求，对其业务开展情况、毁林风险和投

资人意见进行双向沟通，由银行进行评估并出具业务调整意见。

建立评估机制：贷款限制政策制定之后，银行需将评估工作融入银行当前的贷

款审核，判断现有客户是否满足政策要求，对于新客户需要将该政策评估纳入尽职

调查流程。评估工作可由可持续发展部门或信贷主管部门组织开展。对于不满足政

策要求的情况，银行须逐个开展调查，并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做出决策，如按照行业

认证规定采取行动，为企业提供教育和支持以尽快满足政策要求，评审企业出具的

其他具有足够公信力的认证，以及提高贷款费用，或中止融资服务等。

提供产品激励：为了鼓励企业客户满足森林风险管理要求，银行可开发激

励性的金融产品。如对于已通过行业认证的客户，银行可提供优惠的融资贷款服

务。同时，银行也可加强与外界合作开发新型激励产品。如当前已有商业银行使

用“远期信用证”，通过与国际金融公司（IFC）合作加强森林风险管理——在

棕榈油行业的贷款企业获得IFC的担保之后，银行将为棕榈油企业提供优惠的金

融服务。

投资
制定森林友好的投资政策：中国机构投资者应关注国际范围内与森林风险

相关的责任投资发展趋势，并将森林风险融入投资组合评估和投资决策，明确

将森林保护纳入整体责任投资策略，制定森林友好投资政策。投资政策可包括

行业性的投资限制政策、森林保护投资目标、投资策略及投资产品改善（详细

见下）等。

改善投资策略及投资产品：从产品角度来看，指数等被动投资产品是国际

机构投资者在森林风险行业资金投入的主要形式48。因此，基金经理可使用负面

清单等工具调整被动投资的投资组合，剔除毁坏森林风险高的企业，或改变投资

模型降低高风险企业的投资权重。此外，投资机构可针对特定客户群体开发零毁

林基金产品。对于投资组合中企业的森林风险评估，投资机构可参照市场公开的

ESG评估报告，或以BNPP AM自然资本评估的方式，对投资组合中企业的森林风

险进行系统性考量，并在此基础上对高风险企业进行一对一沟通，综合评判企业

森林风险。

加入国际倡议：当前国际范围内已有NGO、政府等机构发动森林友好投资的

国际倡议。如CERES可持续投资者网络包括170多名机构投资者，管理超过26万亿

美元的资产，推进包括森林保护在内的多项可持续倡议。同时，积极响应联合国

及世界银行等推出的可持续金融倡议，在获得国际机构的支持同时也可以本质化

提升机构内部管治，和国际接轨。

承销
制定限制性政策：建议国内银行将债券和股票的承销与贷款一并纳入限制政

策范围，即企业需通过审核银行才可提供相关服务。对于国内券商，由于其提供

的金融服务的中介性质，尚未形成直接对企业具有约束的政策。

教育企业提高ESG相关信息披露程度：目前，大多数公司仍不愿意分享有关

其履行承诺的进展情况的信息。即使公司披露信息，所提供的数据或是模糊和不

完整的，或是埋藏在可持续发展报告中，使得可持续农产品发展难以被全面有效

地监管和推动，如果不增加行业相关企业信息的透明度，则无法弥补信息差距，

看清实际进展。鉴于券商是连接投资人和资本市场的重要环节，券商可以在路

演等活动中对投资者进行教育，传播ESG风险和森林风险相关监管政策和行业趋

势，引导投资人做出可持续发展投资决策。

结合上述建议，国内金融机构应在将环境、社会风险纳入业务发展的基础

上，通过政策和金融工具的手段，对森林相关风险进行考察、评估和管理。当

前，国内以银行、基金和证券公司为代表的金融机构ESG理念正在觉醒，已开

展绿色金融、责任投资相关实践。在ESG风险管理框架下，出于业务需求，个

别国内公司开始探索建立森林风险相关贷款投资政策，和相关金融工具的开发

和使用。

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加入RSPO和FSC等认证和行业组织，中国金融机构作

为为资助方，其相关政策是否与国际接轨将受到国际关注。因此制定可持续发展

和森林友好政策将一方面规避前述的信誉和财务风险，同时也可发挥自身行业特

色，在国际贸易中树立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正面形象。另一方面，从金融机构自身

发展的角度来说，推动绿色金融、责任投资已是行业发展的大势所趋，金融机构

重视社会责任将树立机构在行业中的领导力。同时，探索尝试新型可持续发展相

关金融产品和服务将丰富将现有产品体系，为金融行业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实

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未来，我们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为金融机构制定框架标准，探索适合中国

金融机构用于评估和降低其贷款、投资及承销业务涉及的森林风险的政策机制，

推动中国可持续大宗农产品贸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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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棕榈油圆桌会议（RSPO）供应链认证体系（2017英文版)

附录 1：可持续产品认证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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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管理委员会（FSC）认证 国际碳认证标准（ISCC）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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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汇丰银行农产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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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F 的使命是
遏止地球自然环境的恶化，
创造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美好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