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大一带一路绿色基金： 

ESG 投资离不开建立各方共识 

 

12 月 7 日，光大一带一路绿色基金受邀参加由商道融绿、新浪财经主办的第九

届中国责任投资论坛年会。在“碳中和目标下的 ESG 产品创新”分论坛，基金

ESG 事务负责人王犀通分享了开展绿色和 ESG 投资的思考与实践。 

 

在谈到 PE/VC 如何搭建 ESG 投资体系时，光大绿色基金表示：我们观察到近

两年，二级市场的 ESG 产品呈现百花齐放的态势，股票指数、公募基金产品，

以及第三方评估、评级工具选择很丰富。但是对于专注一级市场的 PEVC 来

说，ESG 落地实践整体还很匮乏，二级市场的经验很难直接复制：比如，未上

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工作相比于上市公司还很不成熟，那么 PEVC 应该如何设置

指标体系，专为二级市场投资打造的很详尽的上百个 ESG 指标是否能照搬？再

比如，未上市公司面临特定阶段的生存发展问题，PEVC 是否应该更尊重客观

情况，更关注被投企业的感受？再比如，一级市场投资更能主动参与被投企业

投后管理、为企业赋能，如何把 ESG 理念贯彻在这一过程中？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不断完善自身的 ESG 体系，把 ESG 理念融入项目初筛、

尽职调查、投资决策、协议制定、投后管理、项目退出等各主要环节，建立详

细的工具库，确保可执行，可落地。其中有两个重要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PEVC 开展 ESG 投资不是投资机构的“独角戏”，而需要与各

方建立共识，与被投企业“共舞”。我们会站在企业的角度，帮助企业理解

ESG 的直接价值。除了我们常说的能帮助企业尽早识别并化解风险，还有一些

其它实在的好处：比如在双碳目标背景下，在整个市场对 ESG 关注度不断上升

的背景下，更好的 ESG 表现意味着可能获得更高的估值，意味着更接近符合证

券交易所对信息披露持续加强的要求，因此有可能更顺畅登录资本市场，意味

着可能获得更低的融资成本。而我们开展 ESG 投资，对企业来说，首先，是基

金在利用自身的 ESG 能力、资源，为企业赋能、帮助企业改善 ESG 的表现，

为企业打造长期续航能力。其次，因为我们的投向本来就“绿色”，所以我们

的被投企业本来就带有不少亮点，我们会帮助企业挖掘这些亮点并加以打磨，

做好 ESG 信息披露和传播，做到“能做会说”，让市场认可 ESG 带来的估值

溢价。 

第二个原则是 ESG 投资需要建立在对产业深刻理解之上。我们认为 ESG 指标

体系要兼具可行性和专业性。未上市公司信息获取难度大，这时的指标体系需

要精，而不是多。因此我们建立了一套弹性指标体系，在通用型指标的基础

上，会按行业优先对 E、S 两类指标设定风险、机遇的尽调重点，根据企业发

展所处阶段、企业性质优先对 G 指标设定重点。比如对于制造业类型的企业，

会特别关注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耗水耗电等方面的潜在风险，同时关注其

产品如何产生正外部性、实现绿色效应外溢，或者是否能通过生产流程的自动

化、绿色化，实现节能效果。再比如，对于 to C 消费类的企业，会特别关注在

包装循环利用、客户隐私和数据安全保护方面可能产生的风险。再比如，对于

绿色农业相关的企业，会特别关注对水资源消耗、土地面积占用方面的风险，

以及是否有优于行业平均标准的实践可作为挖掘亮点。 

除了上述原则，我们还在不断思考如何放大绿色和 ESG 投资的影响效果、放大

参与的资金体量，为双碳目标的实现、ESG 的发展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第一个放大，是发挥“上层母基金+地方直投基金”的放大作用。我们聚焦在境

内的“一带一路”沿线重要节点省市，联合当地政府、国有企业、社会资本设



   

立地方直投基金，共同推动地方经济绿色低碳转型，我们的首支地方直投基金

即将在陕西落地，规模 18.5 亿元。能明显感到各地合作伙伴对绿色和 ESG 投

资参与热情很高，有很多地方省市的财政相关机构，特别是引导基金邀请我们

做分享。各地引导基金已经成为 PEVC 的重要 LP 组成，本身又能发挥很强的

政策引导作用，我们希望通过合作分享，放大 ESG 和绿色投资的资金量和影响

效果。 

第二个放大，是发挥光大的协同优势。光大集团拥有银行、证券、保险、信托

等金融全牌照，具有综合金融优势。通过内部协同，可用投贷联动、发行绿色

债券等方式实现绿色和 ESG 投资的杠杆放大作用，加深影响。同时，光大的产

业板块在绿色低碳领域也有很深积累，为相关投资提供坚实产业支撑，这些都

是我们开展绿色和 ESG 投资的独特优势。 

在谈到碳中和目标下，有哪些投资方向值得关注时，光大绿色基金表示：不同

投资机构对碳中和、绿色的投资逻辑、参与方式各有特点。站在 PEVC 角度，

我们认为碳中和的机会主要存在于三条逻辑主线： 

一是能源生产端。主要逻辑是以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辅以储能、氢能等

手段，逐步替代化石能源发电。具体在光伏风电方面，可以关注下游需求驱动

的设备销量增长机会，以及技术进步、并购整合带来的降本增效机会，风机核

心部件的国产化机会，以及集中式、分布式光伏发电运营商投资机会。在储能

方面，可以关注技术创新类的锂电池及相关材料、新型固态电池，模式创新类

的电池资产管理服务机会。在氢能方面，可以关注具备一定成熟度的制取、运

输、加注设备和技术等。 

二是能源利用端，也就是在工业、交通、建筑等各个部门使用能源时实现零碳

排放，主要逻辑是在能源脱碳的前提下实现电力化，剩余难以电力化的部分由

氢能等提供能源。其中，工业脱碳是全球公认的难题，需要政策支持和产业方

长期推动来实现突破。我们看到，工信部刚刚印发了《“十四五”工业绿色发

展规划》，其中提到要“系统推进工业向产业结构高端化、能源消费低碳化、

资源利用循环化、生产过程清洁化、产品供给绿色化、生产方式数字化”转

型，为产业发展和投资都提供了很好的指引。可以重点关注具有较高成熟度的

工艺改造、节能提效、新型材料、回收利用设备和技术等。交通脱碳的前景相

对明朗，新能源汽车产业爆发增长是确定性机会，可以重点关注新能源汽车产



   

业链核心部件，以及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应用。建筑脱碳的

方向是轻型化、集约化、制品化转型，从投资上可以关注装配式建筑、新型胶

凝材料、低碳混凝土等机会。 

三是减碳支持端。除了上述两个主线，我们还需要支持性的设备和技术辅助减

少现有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我们认为需要重点关注工业互联网、大数据、AI、

5G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绿色低碳产业深度融合。通过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能迅速、显著提升相关行业的能效水平，降低最终排放。此外，从长期来

看，CCUS 作为少有的能实现负碳效果的技术，能去除现有手段无法避免的二

氧化碳排放，未来也将发挥重要作用，但目前相关商业模式还在发展完善过程

中，需要市场长期培育，保持耐心。 

光大一带一路绿色基金 

光大一带一路绿色基金是光大集团在 2019 年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上推出的官方成果，由光大控股发起并管理，采用“上层母基金+地方直

投基金”的组合模式，聚焦绿色能源、绿色环境、绿色制造、绿色生活四个领

域精选投资标的，与国内“一带一路”沿线节点省市政府开展合作设立直投基

金，投资培育能更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内优质企业，推动其产品、技

术、服务“走出去”，促进绿色低碳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