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国立出席 COP15“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

主题论坛 

 

10月 11日，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以

下简称“COP15”）在云南昆明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 10月 12日以视

频方式出席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15日上午，中国建设银行党

委书记、董事长田国立以视频方式出席“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生物多

样性保护”主题论坛并致辞。 

田国立表示，当前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对人类生

存发展构成重大风险。作为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公民，金融机构需要

强化三点共识：第一，生物多样性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生物多样性公约》三大目标以及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 2050 年愿景高度契合，为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经济高质

量发展协同提供了重要指引。第二，保护生物多样性与应对气候变化

互为支撑，必须协同推进。气候变化是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重要肇因，

生物多样性丧失又会损害生态系统碳封存能力，加剧气候恶化。第三，

金融机构应主动融入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发挥自身优势动员社会资

金，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资源可持续利用。

同时避免投融资活动对生物多样性产生负面影响，带来金融风险。 

    田国立谈到，银行业要特别关注数字化与绿色浪潮两大趋势。绿

色金融理念理应成为行业共识，银行只有勇于探索企业增长与绿色发

展共生共荣的模式，做绿色浪潮的驾驭者，才能赢得未来。建设银行



已将绿色作为新金融实践的生态底色，持续扩展绿色金融的生态版图，

构建生态友好型投融资模式，加快推动信贷结构绿色低碳转型，截至

9 月末，建设银行绿色贷款突破 1.6 万亿元；持续丰富绿色金融的生

态内涵，开展科技、普惠、共享的新金融行动，以数字技术赋能经济

社会绿色发展；持续筑牢绿色金融的风险底线，坚持保护生物多样性

理念，将气候与生物多样性风险融入信贷业务全流程管理。 

    田国立表示，要进一步立足中国特色、擦亮生态底色、彰显金融

本色，积极参与、推动、引领生态友好型银行的建设，创新绿色金融

产品，服务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和生态保护补偿改革，加大对绿色、循

环、低碳经济的支持力度。十四五期间，建设银行将在生物多样性领

域实现信贷占比及增速双提升，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贡献力量。 

    “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是 COP15 生态文明论坛

七大主题之一，建设银行为此次主题论坛的联合承办方。来自国际组

织、政府部门、金融机构、科研机构及社会组织等单位的代表在联合

国生物多样性公约框架下，就中国金融机构支持生物多样性的理论与

实践展开对话交流。  

    云南省分行主要负责人、总行信贷管理部负责人出席会议。 

 

 

 

 

 



致辞全文： 

聚焦生态目标 承担社会责任 打造万物和谐共生的新金融

模式 

──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15次缔约方大会（COP15）“银

行业金融机构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主题论坛上的致辞 

 

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  中国银行业协会会长 田国立 

2021年 10月 15日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 

    感谢主办单位盛情邀请。云南素有动植物王国的美誉，生物多样

性资源极其丰富。COP15盛会选址彩云之南，共商生物多样性保护大

计，共建万物和谐美丽家园，非常荣幸能有机会和大家交流探讨。 

    当前，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对人类生存发展构成

重大风险。今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的主题是“呵护自然 人人有责”，

作为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公民，我认为金融机构需要强化三点共识：  

    其一，生物多样性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生物多样性

保护对确保全球生态安全，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已明确

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系统治理，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去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分享了中国经验，强调“中

国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和全

过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生物多样性公约》三大目标，以及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2050 年愿景高度契合，为实现生物多样性保

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协同，提供了重要指引。 

    其二，生物多样性保护要与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习近平主席

代表中国政府郑重宣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愿景，充分显示了中国作

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30·60”目标不仅聚焦气候问题，也为生物多样

性保护提供了支持。一方面，气候变化是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重要肇因；

另一方面，生物多样性丧失又会损害生态系统碳封存能力、加剧气候

恶化。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互为支撑，必须协同推进。 

    其三，金融机构应主动融入生物多样性保护。根据生物多样性公

约秘书处统计，全球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年均资金缺口约 7110 亿

美元。金融机构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广泛动员社会资金，推动生物

多样性保护和资源可持续利用，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同时避免投

融资活动对生物多样性产生负面影响，带来金融风险。 

    传统银行曾被比喻为“21世纪的恐龙”，被视为一个行将灭绝的经

济物种。实际上，任何物种的生存与否取决于能否适应环境的变化。

当前的银行业要特别关注两大趋势，即数字化与绿色浪潮，数字化转

型成为热词，绿色金融理念更应该成为行业共识。银行只有投身并融

入丰富多样的自然与经济社会生态，勇于探索企业增长与绿色发展共

生共荣的模式，做绿色浪潮的驾驭者，才能赢得未来。 

    “计利当计天下利”，中国建设银行将绿色作为新金融实践的生态

底色，积极支持绿色转型发展，努力书写靓丽的“绿色答卷”： 

    ──持续扩展绿色金融的生态版图。我们构建生态友好型投融资



模式，加快推动信贷结构绿色低碳转型。截至 9月末，建设银行的绿

色贷款突破 1.6万亿元。我们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足迹遍布全国──

在安徽，以境外筹资转贷款，完善了被誉为物种资源“基因库”、物种

遗传“繁育场”和“实验室”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保护了 1881 种

生物。在内蒙古，支持企业探索植树治沙与光伏治沙“双向碳中和”模

式，使库布齐沙漠生物种类从不足 10 种增加到 530 种，100 多种绝

迹多年的野生动植物再次出现。在湖北，支持长江大保护战略，助力

三峡集团首批排水系统改造及水生态修复工程。在云南，助力西双版

纳野象谷栈道修建，为普洱亚洲象栖息地生态恢复、食源地建设等提

供资金监管及结算服务，推动解决 10群 181头亚洲象栖息地退化问

题，帮助大象永享诗意家园。  

    ──持续丰富绿色金融的生态内涵。我们开展科技、普惠、共享的

新金融行动，搭建“智汇生态”绿色金融服务平台，以数字技术赋能经

济社会绿色发展。建行协助开发的云南省一部手机办事通，率先上线

“政务事项跨省通办”“碳达峰碳中和专栏”，就是“让数据多跑路、让群

众少跑腿、减少碳足迹”的新金融生动实践。我们连续多年发行多币

种绿色金融债，承销国内首批碳中和债、首批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

市场反响热烈；发布“建行-万得绿色 ESG债券发行指数”，作为创始

股东推动设立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加入《“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

建行在明晟 ESG评级中获评 A级，位居全球大行领先水平。 

    ──持续筑牢绿色金融的风险底线。我们坚持保护生物多样性理

念，实施环境与气候风险“一票否决”，将气候与生物多样性风险融入



信贷业务全流程管理，生物多样性审查成为项目评估的前置程序， 

“两高”贷款占比持续下降。 

    生物安全关乎人民生命健康，关乎国家长治久安，关乎中华民族

永续发展，是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影响乃至重塑世界

格局的重要力量。共同守护地球家园，有效阻止生物多样性丧失，刻

不容缓、责无旁贷。中国建设银行将进一步立足中国特色、擦亮生态

底色、彰显金融本色，积极参与、推动、引领生态友好型银行的建设，

创新绿色金融产品，服务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和生态保护补偿改革，加

大对绿色、循环、低碳经济的支持力度，“十四五”期间，建设银行将

在生物多样性领域实现信贷占比及增速双提升，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

体贡献力量。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