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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CiteSpace的绿色债券研究述评与展望

闫鹏慧�周艳明
内蒙古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51

摘�要：绿色债券是绿色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引导资金投向环境友好的项目，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做

出了积极贡献。本文以2013-2023年中国知网（CNKI）北大核心和CSSCI期刊的绿色债券相关文献为研究对象，应用
CiteSpace5.7.R5软件对发文情况、作者、关键词、研究趋势进行可视化分析，研究发现：（1）发文量受到政策的影响
较大，且作者间的合作较少。（2）研究主题更加多元，逐渐从绿色债券概念、发展必要性、制约因素转向对政策实
施效果的研究，但微观实证、定量研究依然偏少。（3）绿色债券发展受到政策支持，但监管体系仍不完善。最后，
基于现有研究，分析和预测绿色债券领域的研究主题和发展趋势，为后续理论创新和实践推广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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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绿色债券作为绿色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发展可以追溯到2007年，首个绿色债券由世界银行发
行，而中国第一只绿色债券则是由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于2015年7月16日在香港联交所发行。巴黎协定的
签署激发了全球对于绿色债券的需求。2016年，中国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动绿色债券

市场发展的指导意见》，为绿色债券市场的发展奠定了

基础。为促进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中国绿色债券标准

委员会在2022年7月发布了《中国绿色债券原则》，标志
着国内初步统一、接轨国际的绿色债券标准正式建立，

对促进绿色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中国知网文献数据检索截至2023年8月10日，得到
2537篇文献，然后以“北大核心”和“CSSCI”为期刊
来源进行高级别检索，得到相关文献496篇，同时筛除非
研究文献33篇，最终得到463篇研究文献为研究对象。运
用CiteSpace软件对相关文献的发文情况、作者、研究进
程、研究趋势进行可视化分析，通过热点词聚类分析方

法分析总结研究热点。

2��绿色债券研究进程的可视化分析

2.1  发文数量的年度走势
2015年之后学者的发文量有了显著的提升，主要是

由于2015年签署了巴黎协定，该协定旨在应对气候变化
问题并促进可持续发展，巴黎协定的签署激发了全球

对于绿色债券的需求，更多的学者参与到绿色债券的研

究。北大核心与CSSCI发文量占比2015年达到高点，2016
年至2023年则保持平稳趋势，北大核心和CSSCI总体依然
偏少。

2.2  关键词

图1��关键词共现图谱

使用keyword节点生成一张包含814个节点和3406条
连线的关键词共现图谱，从图3可知，在我国绿色债券
相关研究中，与绿色债券具有共引关系的关键词主要包

括：绿色金融（1305次）、绿色信贷（324次）、绿色金
融体系（73次）和绿色产业（58次）等。绿色债券是绿
色金融实践中较为成熟的一部分，一直是绿色金融相关

研究中的热点。

3��绿色债券研究主题分析

结合各个关键词对应的文献，总结绿色债券的研究

主题，具体如下：

3.1  绿色债券发展的必要性
环境保护角度：地球自然环境污染日趋严重、资源

存量逐渐紧张，急需环境友好的经济发展模式。利用经

济学机理研究出雾霾防治的方法是使大气污染负外部

性内部化，应当推行市政环境债券、绿色信贷、雾霾防

治责任保险等政策促进环境保护（王文华、周景坤，

2015）[1]。环境污染目前已经严重阻碍中国经济社会的发

展，保护环境可以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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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理念可以促进绿色经济、绿色产业的发展，而绿

色债券可以服务于绿色经济与绿色产业。

投融资角度：对于投资者，绿色债券增加了投资机

会，随着极端气候出现的越发频繁，气候债券将会越来

越受到广大投资者的青睐（李研妮，2015）[2]。当前中

国经济进入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的新常态，在供给

侧改革和双碳的背景下，目前中国有巨大的绿色投资缺

口，绿色债券可以促进中国绿色经济转型。对于企业而

言，绿色债券缓解了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我国无论

发展节能环保企业来推动经济的绿色转型，还是解决环

境污染的问题，都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绿色债券可作

为企业的融资工具。

3.2  绿色债券与绿色信贷
激励绿色信贷发展角度：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绿色金

融业务以绿色信贷为主，绿色债券在绿色金融业务中也

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王遥、张笑（2015）[3]主张

发行金融债券用于绿色信贷提供政策激励。我国也应该

从国家立法、国际合作、创新等方面支持绿色信贷的发

展，从推动绿色金融立法、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推动绿

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等方面，为商业银行开展绿色信

贷等绿色金融业务提供保障（王刚、贺章获，2016）[4]。

促进绿色信贷资产证券化角度：绿色信贷提供了中

国90%以上的绿色融资，将绿色信贷资产证券化，不仅可
以释放银行资本金，更能借此吸引大量非银行机构投资

者为绿色发展提供资金，激励中国绿色信贷资产证券化

发展的制度创新建议如下：一是免除绿色信贷资产证券

化的风险自留要求；二是允许主动管理型绿色贷款抵押

债券的发展（鲁政委、方琦等，2020）[5]。

3.3  绿色债券与绿色金融体系
建立绿色金融体系必要性角度：目前我国绿色金融主

要以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为主，构建系统的绿色金融体系

可以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提供更有力的资金支持，从融资

的角度绿色金融体系可缓解环境对财政的压力、可以激励

绿色投资（李若愚，2016；马骏，2015）[6,7]。绿色金融

体系有利于提升经济的技术含量，从创新的角度绿色金

融体系可促进融资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进而优化

资源配置的效果（安国俊，2016；俞岚，2016）[8,9]。

如何建立绿色金融体系角度：根据宏观分析，构建

绿色金融体系需要加强顶层设计，设计更加全面、清晰

的绿色金融战略推进路线，从绿色金融监管、资金供

给和市场角度思考未来的发展，通过绿色金融政策的宏

观改革与微观推进、中介体系的完善、产品与服务体系

的创新以及市场体系的建设等途径可以构建绿色金融体

系。通过微观实证对建立绿色金融体系进行研究，杜

莉、郑立纯（2020）[10]运用双重差分法对"碳排放权交易
试点政策"的有效性进行分析和评价，刘援、于晓龙等
（2019）[11]探索建立了融合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要素

的预评估机制、评估和信息披露指标体系以及服务投融

资全流程管理的系统性评估方法，他们都主张加强财政

政策、政绩考核、绿色金融业务环境风险评估与环境效

益管理等方面的改革。

4��中国绿色债券研究趋势分析

图2��关键词突现图谱

“绿色投资”最早出现在2015年，最后出现在2017
年，出现绿色投资是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结果，包括

环境问题的紧迫性、政策支持、金融机构和投资者责任

意识、投资回报和发展机会以及公众意识的提高。早期

学者侧重研究绿色投资、发行人、绿色金融体系、绿

色基金、绿色保险、绿色融资等如何促进绿色金融的发

展，随着国家政策的支持，粤港澳大湾区、ESG进入人们
的视野。随着国家双碳政策的公布，学者们开始对碳中

和、碳达峰、低碳转型、融资约束等领域进行研究。

5��研究结论与展望

5.1  研究结论
第一，发文量受到政策的影响较大，且作者间的合

作较少。结合国际政策可知，研究趋势受到巴黎协定显

著影响。我国的双碳政策也正是为了响应巴黎协定，贡

献中国力量，因此绿色债券作为研究热点将持续受到学

者关注。由国内高被引频次作者共现图可知，作者之间

的连线较少，大部分作者呈现孤立的点状，虽然绿色债

券总体发文量波动上升，但作者间的合作较少。

第二，研究主题更加多元，逐渐从绿色债券概念、

发展必要性、制约因素转向对实施效果的研究，但微观

实证、定量研究依然偏少。由图4绿色债券相关论文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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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聚类时区可视图谱可知，绿色债券的研究主题和研究

视角随着时间、政策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研究方法在具

体文献中有耦合度模型、灰色关联度模型、DID、固定效
应模型等，研究方法、研究主题和研究视角等在不断多

元化。微观实证、定量研究偏少，主要原因是数据的可

得性不高。

第三，绿色债券发展受到政策支持，但监管体系仍

不完善。随着中国政府对绿色债券市场的重视，相应的

政策和标准也得到了建立和完善，比如中国的碳达峰和

碳中和目标。绿色债券发行准入标准宽严不一、募集资金

使用监管较为宽松，监管要求不一、环境效益信息披露要

求不一、第三方评估认证要求不一、发行及存续期间相关

主体的义务不够明确。绿色债券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社会

资本优先投资于绿色信贷或者直接投资于绿色产业，急需

完善绿色债券监管体系，增强投资者的信心。

5.2  研究展望
未来要加强作者间的合作，加强作者间的合作需要

良好的沟通、明确的合作议程、分工合作、处理冲突和问

题的能力，以及定期会议和共享资源的机制，通过加强合

作，作者们可以共同努力，提升研究的质量和影响力。

加大对微观实证研究的支持和投入，建立专门机构

和实验室，促进合作和数据共享，推动跨学科研究，提

供优质教育和培训，发表和扩散研究成果，可以有效加

大对微观实证研究的力度，并进一步推动学科的发展。

完善绿色债券的监管体系，可以制定明确的标准和

指南、加强信息披露和准确性、强化第三方审核和认

证、加强监管机构的监督和执法、加强国际合作和交

流，提高市场透明度和资金流向的真实性，促进绿色债

券市场的发展和可持续投资的推动。

6��结束语

本文基于CNKI核心数据库对近十年我国绿色债券研
究现状进行分析与总结，探究影响发文数量年度走势背

后的政策因素，并从中分析和预测绿色债券领域的研究

热点与发展趋势，为该领域的研究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和深入思考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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