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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具有融资需求的市场主体为证明其经营行为和绩效

表现的绿色符合性而开展的认定活动。

本指南可作为企事业单位在融资过程中开展绿色评价的参考指导。

本指南不对融资主体开展资产债务和资金偿付能力进行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指南引用或参考以下文件。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

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

—《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指导

意见》（环环评〔2021〕45号）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发改委令〔2024〕7号文)

—《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工信部联节〔2016〕304号)

—《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2024年版）》（发改环资〔20

24〕165号）

—《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办法（试行）》（环发〔2013〕150号）

—《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发改办气候〔2011〕

1041号)

—环境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24001) —职业健康安全

管理体系 (GB/T4500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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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限制和淘汰类（2020年版）》

—《上海产业能效指南（2023版）》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融资主体 financing entity

指具有融资需求，并且可承担融资责任和风险的法人单位，包括

政府、企事业单位和金融机构。

3.2绿色融资主体认定green financing entity identification

通过评价融资主体在生态环境保护、绿色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绩

效表现，结合生产性质与绿色产业政策的相符性，认定融资主体的绿

色属性。

4 认定流程

绿色融资主体认定流程为（本流程只针对在上海绿色金融服务平

台上开展认定的融资主体）：

（1）申报。融资主体可在上海绿色金融服务平台(以下简称 “绿

金平台”)提交申请绿色融资主体认定的需求。

（2）信息采集。绿金平台通过大数据支持系统调取申报主体的

基本信息和认定评估的相关数据，开展信息完整性审查。申报主体根

据初审提示向平台提交补充材料。

（3）评价和认定。绿金平台根据评价标准开展融资主体的评价，

生成申报主体的综合得分，并根据分级标准进行绿色等级识别，通过

人工复核，确定认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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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示。认定结果在绿金平台进行公示，公示期为10个 工作

日。经公示无异议的融资主体认定为绿色融资主体，通过绿金平台标

识绿色等级。

（5）动态管理。融资主体可根据相关情况及时更新用于认定

的资料，绿金平台依据更新的数据实时开展认定。主动对接企业

环境信息披露数据，绿金平台开展认定资料自动更新。融资主体

发生违反认定标准的事项，或者发生影响征信的事项，绿金平台

根据更新情况及时调整融资主体评价结果。超过1年未更新相关

信息的融资主体绿色等级自动降一级。

5 认定标准

（1）基本条件

绿色融资主体满足下列条件：

——依法设立，证照齐全，存续期满一年，工商注册地、税务征

管关系在上海市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健全的财务制度且实行独立

核算。

——正常经营，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信用表现良好，未被列入国家信用信息严重失信主体相关名

录，且不存在“关注及以下类”贷款，并且纳税信用等级不为D；

——依法应当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依法应当申领排污许可证

或办理排污登记的，相关环保手续齐全。

——环保信用评价登记不为C或D的。

——近一年未发生“处5万元以上罚款、暂扣或吊销排污许可证、

责令停产整顿、 挂牌督办”任一情况。



2
36

——符合国家及上海市产业政策，不属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

导目录》和《上海市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限制和淘汰类》等中明

确的限制类淘汰类产业，不属于“两高一剩”行业，与国家和上海产

业布局规划战略不存在冲突的产业。

（2）认定方法

根据评价指标体系判断综合得分情况（满分为100 分），将绿色

融资主体分为三类：深绿类融资主体 、 中绿类融资主体、浅绿类融

资主体。

深绿类企业：综合得分在85分及以上的企业。 中绿类企业：综

合得分在71-85分的企业。浅绿类企业：综合得分在60-70分的企业。

如果符合下述任一条件，企业可直接认定为深绿类融资主体：

a）列入工信部“绿色工厂”名单；

b）列入工信部“绿色供应链管理示范企业”名单；

C）列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绿色制造示范单位名单获得五星评

价的；

d）列入其他部委发布的绿色企业名单；

如果符合下述任一条件，企业可直接认定为中绿类融资主体：

a）列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绿色制造示范单位名单获得四星评

价的企业；

b）列入其他省级及以上部门发布的绿色企业名单的企业；

如果符合下述任一条件，企业可直接认定为浅绿类融资主体：

a）列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绿色制造示范单位名单获得三星评

价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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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评价指标体系

按照指标体系和计算方法，对企业在污染防治、应对气候变化、

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治理能力五个方面的表现进行量化评价。采用

百分制评价方法。针对不同的企业的评价需求，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

单个指标的缺省评价，缺省赋值原则为同级别指标均衡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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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体系赋分表

一级指标 编号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单位 权重 计算说明

绿色发展成效

1.1 绿色经营 绿色行业属性 / 10 根据企业主营业务的行业属性赋分。

1.2 污染物减排

污染物排放强度
污染当量/万

元
10

根据企业年度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排放量低于

行业平均绩效水平的程度赋分。

污染物减排绩效 %
根据企业污染物排放当量比上一年度下降水平赋

分。

1.3 固体废弃物减量
废物物综合利用率 %

5
根据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情况赋分。

再生原料使用率 % 根据企业再生原料使用情况赋分。

1.4 温室气体减排

二氧化碳排放强度
吨二氧化碳/

万元
10

根据企业低于行业温室气体平均绩效水平的程度

赋分。

二氧化碳减排绩效 %
根据企业温室气体排放当量比上一年度下降水平

赋分。

1.5 水资源保护 水资源利用效率 立方米/万元 5
基于产品水效水平或行业平均绩效水平的程度赋

分。

1.6 节约用能 能源利用效率 吨标煤/万元 5
基于产品能效水平或行业平均绩效水平的程度赋

分。

环境管理能力
2.1 温室气体管理

碳计量和碳统计 / 5 根据企业碳计量系统、统计系统开展情况赋分

碳减排碳中和措施 / 5

根据企业自主制定温室气体减排计划的情况、设

置减排目标和时间节点情况，以及细化减排措施

和行动方案的情况赋分。

2.2 生物多样性保护 生态系统保护 / 5 根据生态红线执行情况、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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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资源保护 / 5
根据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生产行为对生物多样性影

响的干预情况情况及成效赋分。

2.3
环境保护社会责

任

能力建设 / 2
根据在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可持续发展方面开展培训

、宣传等活动的影响程度赋分

生态公益 / 2 根据参加或组织生态公益活动的情况赋分。

绿色示范引领

3.1 绿色认证
体系认证 / 5

根据企业获得环境管理体系国际国内认证情况赋

分。

绿色产品认证 / 5 根据企业获得产品绿色低碳类认证的成效赋分

3.2 绿色荣誉
政府部门荣誉 / 4

根据企业获得国家、省级相关绿色创建的评价情况赋

分

社会荣誉 / 2 根据企业获得社会其他绿色荣誉的情况赋分

环境信息披露 4 环境信息披露 / 15

根据企业自行编制可持续发展报告、环境、社会

及公司治理报告（ESG）或社会责任报告（CSR）

的情况及相关环境信息披露情况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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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绿色融资主体评价指标计算方法

1.1 绿色产业经营

对照《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发改环资〔2019〕293号）

文，主营业务可纳入《目录》范围的企业，可得10分。

1.2 污染物减排

污染物排放强度（污染当量/万元） =
∑污染物污染当量数

工业总产值（万元）

此处污染物包括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

物排放当量数优先采用该企业上一年度的环境统计年报上报数据，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所附的《应税污染物和当量值

表》计算所得。污染物排放强度行业平均绩效水平值由上一年度环

境统计年报中各行业污染物排放情况计算得出。高于所属行业平均

水平不得分；达到所属行业平均水平，得3分；低于所属行业平均水

平，以行业平均水平为基准每降低10%，可得1分，最高可得7分。

污染物减排绩效（%） =
∑本年度污染物污染当量数 − ∑上年度污染物污染当量数

∑上年度污染物污染当量数

减排绩效到达到1%可得1分，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多得1分，最

高可得3分。

1.3 固体废弃物减量

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
回收利用的废弃物总量（吨）

废弃物产生总量（吨）

废弃物可以单指工业固废，也可以指农业废弃物、生活垃圾、

建筑垃圾等。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达到95%以上可得2分；工业固废

综合利用率达到100%可得3分；农业废弃物、生活垃圾、建筑垃圾

等废弃物利用率达到30%以上得1分；最高不超过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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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原料使用率（%） = 再生材料使用量（吨）

某种材料使用总量（吨）

再生原料使用率达到5%可得1分，达到10%可得2分，最高2分。

1.4 温室气体减排

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二氧化碳排放量/万元） =
碳排放年度排放总量（吨）

总产值（万元）

此处，二氧化碳排放年度排放总量只包括范围1和范围2。碳排

放总量的核算方法可以采用国家和地方政府公开的方法学或者国际

IPCC方法学。碳排放强度行业均值由上一年度碳交易市场核查统计

数据计算或者官方组织的碳排放自愿核算制度统计得出。高于所属

行业平均水平不得分；达到所属行业平均水平，得3分，以行业平均

水平为基准每降低5%可得1分，最高可得7分。

二氧化碳减排绩效（%） =
∑上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 − ∑本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

∑上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

减排绩效到达到1%可得1分，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多得1分，最

高可得3分。

1.5 水资源保护

（1）优先使用产品水效定额开展评估：

水资源利用效率（立方米/吨产品） =
用水量（立方米）

某产品产量（吨）

运用产品水效定额开展评估的，相关定额数值可参考《上海市

用水定额（试行）》，达到通用值水平的得2分，达到先进值水平的

得5分。

（2）无法采用产品水效开展评估的：

水资源利用效率（立方米/万元） =
新水用量（立方米）

企业总产值（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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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利用效率对应行业均值可参照《上海产业能效指南》。

达到所属行业平均水平，得1分；低于所属行业平均水平，以行业平

均水平为基准每降低10%，可得1分，最高可得5分。

1.6 节约用能

（1）优先使用产品能效指标开展评估：

能源利用效率（吨标煤（油、千瓦时）/吨） =
能源使用量（吨标煤/油/千瓦时）

某产品产量（吨）

运用产品能效指标开展评估的，相关评价基准可参考《上海产

业能效指南》，达到行业平均水平的得2分，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得4

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得5分。

（2）无法采用产品能效水平开展评估的：

能源利用效率（吨标煤/万元） =
综合能源消耗量（吨标准煤）

企业总产值（万元）

能源利用效率对应的行业平均值可参考《上海产业能效指南》。

达到所属行业平均水平，得1分；低于所属行业平均水平，以行业平

均水平为基准每降低10%，可得1分，最高可得5分。

2.1 温室气体管理

碳计量和碳统计：建立能源计量统计系统，得2分；建立碳排放

统计制度，得2分；自愿开展碳审计、碳盘查、碳认证的活动的，得

1分。

碳减排碳中和措施：自主制定温室气体减排战略、规划或计划，

得1分；有明确量化的减排目标和具体的时间节点，得2分；有细化

的减排措施和行动方案，得2分。

2.2 生物多样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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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保护：严格执行生态红线管控制度，无侵占红线行为，

得2分；开展或参与生态修复或生态改善类活动，得2分；制定符合

国家和区域导向的生物多样性性保护战略或目标，得1分；

开展生物遗传资源保护、可持续利用工作得1分；使用生物友好

型原料，如：可持续森林认证木材（FSC）、可持续渔业认证（MS

C）等，得1分；建立生物资源惠益分享机制得1分,；为降低产品全

产业链对生态系统、生物物种、栖息地等影响采取有效行动，得2分。

2.3 环境保护社会责任

能力建设：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或绿色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能力建

设活动（包括培训、宣传等）每年一次，得1分，最高得2分。

生态公益：参加或者组织生态公益活动每年一次，得1分，最高

得2分。

3.1 绿色认证

体系认证：企业获得ISO14000、ISO14064等环境管理体系国际

认证，可得2分。

绿色产品认证：企业生产的产品获得环保标志、节能标识、节

水标识、有机食品、无公害食品等国家级权威认证的，每个标识得1

分，最高得3分。

3.2 绿色荣誉

政府部门荣誉：获得国家及省部级相关绿色创建荣誉的，可得5分。

社会荣誉：获得社会机构组织的绿色荣誉的，每项荣誉得1分，最

高得3分。

4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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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信息披露：企业在环境信息披露公共平台开展环境信息披

露活动，得5分；企业编制并公开社会责任报告(CSR)或环境、社会

及管治报告(ESG)、或可持续发展报告（SDG）,得5分；企业披露环

境信息质量情况，得1-8分。披露内容包括：环境战略与管理信息（

1分）、污染物排放与治理信息（2分）、碳排放信息（2分）、生态

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信息（1分）、资源能源集约利用信息（1分）、

绿色行动信息（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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