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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研究专栏】农业行业转型金融研究 
 

摘 要 

农业行业面临低碳转型，长期要向碳中和转变。本文首先综述国内外

农业行业转型金融发展现状，然后探讨国内外农业行业转型金融披露标准，

选取宾堡集团和牧原股份两家农业企业，分析比较两者转型金融信息披露

情况，最后针对农业行业转型金融缺乏统一标准、数据获取困难、碳排放

核算较为复杂和难以判断转型目标设置是否合适等问题，建议尽快出台国

家层面的农业行业转型金融标准、提升农业企业转型动力、建立农业行业

转型数据平台和提高作业人员专业能力。 
 

正 文 

一、农业行业转型金融概述 

农业既可能是碳源，也可以发挥碳汇作用。从长期来看，农业必须且有

能力向碳中和转型。低碳转型讨论中涉及的农业主要指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中的农林牧渔业门类，特别是其中的农业（种植各种农作物）和畜牧业。农

业生产商特别是小农户，转型动力和能力相对不足，通过下游食品制造商、

零售商及服务商可以更加有效推动上游农业生产商的低碳转型。为更好推

动农业领域低碳转型，农业转型可以扩展到整个农食系统。农食系统是指

为满足食物需求开展的农业生产、食物加工、包装、运输、零售及消费等环

节所组成的整体系统。其中农业生产商碳排放是下游食品制造商、零售商

及服务商的范围 3 碳排放主要来源。 

（一）国外进展 

近年来，国际上转型金融蓬勃发展。转型债券、转型信贷市场已经初具

规模，伦敦证券交易所、香港交易所等国际交易所开设转型债券板块，可

为农业行业转型金融发展提供便利。国际上已有农业企业获得可持续发展

挂钩债券、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等转型金融产品支持其低碳转型，其中部

分企业获得第二方意见及第三方评估认证。 
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SSB）发布的《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

露准则第 2 号——气候相关披露》中、国际资本市场协会（ICMA）发布的

《气候转型融资手册》等文件中都提到企业低碳转型及相关信息披露，建

议企业设置转型计划，并补充农业行业需要关注的重点。科学碳目标倡议

（SBTi）发布森林土地和农业（FLAG）目标设定指南，适用于计划设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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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碳目标的相关行业企业，关注与土地利用变化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土

地管理产生的排放和生物清除等方面。 

（二）国内进展 

我国央行正在组织编写的转型金融行业标准中包括农业行业，但目前

尚未正式对外发布。上海、重庆、湖州等相继发布地方转型金融标准。 《重

庆市转型金融支持项目目录（2023 版）》覆盖农业行业的低碳转型，包含

“农光互补”低碳清洁农业生产模式、农作物秸秆还田固碳技术、畜禽粪

便管理温室气体减排技术、农作物秸秆等生物耦合发电技术等农业低碳生

产领域。 
作为国内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之一，浙江省衢州市从一开始就非

常重视转型金融发展，积极进行碳账户创新实践。衢州市建立农业碳中和

账户，覆盖当地水稻、生猪、胡柚、有机肥等特色产业农业主体 1000 家。

衢州市发布农业碳排放核算与评价地方标准，统计相关数据为企业四色贴

标，并为当地生猪养殖等农业企业 （例如江山天蓬集团），发放“农业碳中

和账户”绿色贷款，支持“零碳牧场”等建设。 

二、国内外农业行业转型金融披露标准 

（一）国外农业行业转型金融披露标准 

尽管各国对于转型金融及相关披露日益重视，但目前尚未有国家发布

农业行业转型金融专项披露标准。 
气候债券倡议组织（CBI）已发布水泥、钢铁、基础化学品和氢气行业

转型金融标准，现正在制定农业行业转型金融标准。CBI 关注农食系统的

低碳转型，分为农作物和畜牧业、零毁林和无土地利用转化采购两项标准，

后者已完成征求意见。CBI 现行有 2021 年 6 月更新的农业气候债券认证标

准，主要针对绿色债券，涵盖作物生产和家畜养殖。研究中的农业行业转

型金融标准将在现行农业气候债券认证标准基础上，与最新的《气候债券

标准》相一致，将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纳入可认证对象，为农业企业低碳

转型金融提供认证标准。 
CBI 将农食系统经济活动按照“近零排放类”“零碳转型类”“暂时过渡

类”“搁浅类”“赋能类”进行分类，如农作物生产属于“零碳转型类”活

动，畜牧养殖属于“暂时过渡类”活动。 
CBI 发布 《农业与食物系统转型原则》，从农食系统角度阐明转型计划

及特征，为农食系统转型提供建议（见表 1）。进行转型融资的农业企业需

要满足五大转型原则，科学设置转型目标，制定强而有力的转型计划，做

好相关信息披露，获得第三方评估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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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CBI《农业与食物系统转型原则》主要内容 

内容 要求 

转型原则 

 建立符合 1.5 度温控目标的碳排放轨迹； 
 以科学为基础设定减排目标； 
 特别是下游食品企业，应纳入范围 3 碳排放； 
 确定去碳化路径时，技术可行性优于经济竞争性； 
 有明确计划支持减排承诺。 

转型目标 转型目标需要结合企业情况科学设置，反映其减排承诺、意愿和能力，分解成短期、中

期、长期目标。 

转型路径 

农业企业转型路径必须基于脱碳活动，而非抵消。 
 畜牧业可以开发减少肠道发酵的饲料添加剂，以降低甲烷排放； 
 作物生产中，绿氨长期可能代替氮肥； 
 精准农业可以加强资源利用，提高作物产量和动物产能，同时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

可以帮助农业减碳。 

转型计划  详细说明将如何实现转型目标，阐述温室气体排放源及可行解决方案等； 
 涵盖相关融资计划、成本估算和预期资金来源，结合治理结构落实转型计划。 

信息披露 建议农食企业公开披露其转型绩效目标、依据、计算方法，阐明转型战略与采取行动，同

时认为披露应获得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独立外部核查方出具报告支持。 
资料来源：《农业与食物系统转型原则》，远东资信整理 

（二）国内农业行业转型金融披露标准 

国内专门的农业行业转型金融披露标准有待出台，其他行业领域已有

相关披露标准发布，可以作为借鉴。 
在各地方已发布的《湖州市融资主体转型方案编制大纲（2023 年版试

行）》《天津市化工行业重点领域转型金融实施指南》《河北省钢铁行业转型

金融工作指引（2023—2024 年版）》中，可以参考最新的 《河北省钢铁行业

转型金融工作指引（2023—2024 年版）》为农业行业设计转型金融披露标

准。 
总体来看，转型金融要求企业主体建立科学清晰的减碳目标和行动路

径，转型活动具有显著且可量化的减排效果。同时，转型活动需要避免“碳

锁定 1”，保证对环境、生物多样性等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无重大损害”，

并确保公正转型。 
参考其他行业转型金融披露要求，农业行业转型金融披露标准在确定

转型金融界定范围基础上，需要对企业转型计划、融资计划、治理计划及

目标可达性等方面作出规定。转型金融信息披露中最关键的是企业需要编

制技术可行的转型计划。企业要结合自身业务现状设定短、中、长期减排

目标，选择合适技术路径，分解形成每个阶段工作计划及重点工作任务，

确定温室气体核算范围，并计算预期减排效果。 
转型目标设置方面，企业需要以定量的碳排放量或碳排放强度来表示。

企业短期可以设定两年内企业碳强度下降幅度；中期可以设定 2030 年末碳

强度水平；长期可以制定企业完成低碳转型的时间目标。 
 

1 导致技术及制度被锁定在化石能源体系中，进而导致工业经济发展无法摆脱高碳排放资产的锁定效应。 



                                                     绿色金融事业部 

4 

为确保转型计划的有效落实与转型目标的按期实现，企业需要完善相

关治理制度，确定治理模式和实施方案，确定牵头部门，建立相关监测及

汇报机制、考核激励机制和风险管控制度等。除申请转型金融融资时需要

披露相关信息，后续企业需持续披露转型计划落实情况、减排效果与目标

实现进度。 

三、农业企业转型金融信息披露案例 

（一）国外农业企业转型金融披露案例——宾堡集团 

宾堡集团是于墨西哥成立的全球领先的烘焙产品制造商，在 34 个国家

拥有 217 家面包店和 1500 多个销售中心，主要产品为各式面包、糕点等。 
宾堡集团在低碳转型及相关信息披露方面实践较为领先。2016 年起，

宾堡集团每年都会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其中对于环境信息、转型目标及

转型计划等内容进行披露。 
2021 年，宾堡集团提出经 SBTi 认证的碳目标，到 2050 年达到净零碳

排放，且主要原材料全部来自采取再生农业的土地，设定多个关键时间节

点目标（见图 1）。 

 
图 1 宾堡集团转型目标路线图 

资料来源：《宾堡集团可持续发展年度报告 2022》，远东资信整理 

宾堡集团对转型路径、治理及相关数据均进行详细披露（见表 2）。宾

堡集团提出 16 项策略以实现转型目标，其中范围 3 相关措施可以推动上游

农业生产商低碳转型。宾堡集团积极推动供应商低碳转型，以实现供应链

碳减排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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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宾堡集团转型金融披露信息 

信息 内容 

转型路径 
 范围 1 方面，措施包括增加零碳车辆、停止使用化石能源和天然制冷剂等； 
 范围 2 方面，措施包括提高能源效率、采用可持续建筑和可再生能源； 
 范围 3 方面，采取低碳供应链、再生农业和零森林砍伐等措施。 

治理制度 

 设置全球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和全球可持续发展部门，任命首席可持续发展官，制定全球

可持续政策和全球环境政策，建立各地区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与主要供应商密切合作，鼓励其披露其表现，连续四年让 230 家供应商参与碳披露项目

（CDP）气候变化供应链项目，2022 年被 CDP 评为“供应商参与领导者”。 

披露数据 
 统计并披露范围 1、范围 2 及范围 3 的碳排放数据，（2022 年分别为 1,127,129tCO2e、

61,393tCO2e 和 10,071,853tCO2e），并进行第三方核查； 
 对各区域业务线的碳排放情况及碳排放强度进行披露。 

资料来源：《宾堡集团可持续发展年度报告 2022》，远东资信整理 

宾堡集团目前已通过转型金融进行融资。2023 年宾堡集团成功发行 8.5
亿美元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包括 6.8 亿美元 10 年期债券和 1.7 亿美元 3
年期债券。其可持续融资框架由晨星 Sustainalytics 出具第二方意见，符合

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原则和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原则，关键绩效指标（KPI）
中包括范围 1 和范围 3 温室气体排放量，可持续发展绩效目标（SPT）明确

具体减排目标（见表 3）。 
表 3 宾堡集团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 KPI 和 SPT  

KPI SPT 

范围 1 温室气体排放量（tCO2e） 2030 年减少 50% 

范围 3 温室气体排放量（tCO2e） 2025 年减少 12.5%，2027 年减少 17.5%，2030 年减少 28% 

可再生电力使用比例（%） 2025 年 100% 

处理水使用比例（%） 2023 年 96%，2024 年 98%，2025 年 100% 

资料来源：《宾堡集团可持续融资框架》，远东资信整理 

（二）国内农业企业转型金融披露案例——牧原股份 

牧原股份，是我国生猪养殖龙头企业，拥有集饲料加工、生猪育种、种

猪扩繁、商品猪饲养、屠宰加工等多环节于一体的完整生猪产业链。牧原

股份经营中高度重视环境管理，以“减量化生产、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

用、生态化循环”为原则，积极发展“养殖—沼肥—绿色农业”为一体的循

环经济模式。 
牧原股份在转型相关信息披露方面做出实践。近年来，陆续发布《2021

绿色低碳行动报告》 《2022 绿色低碳行动报告》 《2022 年度环境、社会及公

司治理（ESG）报告》。 
转型目标方面，牧原股份在《2021 绿色低碳行动报告》《2021 年社会

责任报告》中正式提出减碳战略和碳资源管理阶段性目标（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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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牧原股份转型目标路线图 

资料来源：《牧原股份 2021 绿色低碳行动报告》，远东资信整理 

为推进低碳转型，牧原股份提出沼气利用、粪肥利用、秸秆回收处理和

分布式光伏发电等路径，建立环保组织架构及工作管理制度，核算并披露

碳排放总量、碳减排量和碳排放强度（见表 4）。 
表 4 牧原股份转型金融披露信息 

信息 内容 

转型路径 
 选取养殖场沼气利用规模、粪肥替代化肥比例、分布式光伏装机容量和沼气发电容量等转型

路径指标，设定目标； 
 具体措施包括低蛋白日粮和无供热猪舍技术，以及沼气利用、土壤固碳、光伏发电等。 

治理制度 

 董事会下设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作为碳资源管理架构的决策层，监督管理绿色低碳工作； 
 设置绿色低碳办公室作为管理层，组织相关工作落实，开展考核评价； 
 各部门可持续发展工作组负责具体执行； 
 开展全公司猪肉产品碳排放盘查工作，整体推进公司碳减排行动计划。 

披露数据 

 温室气体核算边界包括范围 1 和范围 2，并进行第三方核查； 
 披露近五年碳排放总量、碳减排量和净碳排放量（2022 年净碳排放量为 410.29 万 tCO2e）； 
 自 2021 年起，每年披露每 kg 猪肉碳排放强度（2022 年碳排放强度为 1kgCO2e/kg 猪肉，同

比降低 4.94%）； 
 核算并披露饲料加工、生猪养殖和屠宰肉食各板块碳排放量以及各项低碳行动碳减排量。 

其他 
 加入国家农业农村碳达峰碳中和科技创新联盟； 
 积极与 CDP、明晟（MSCI）、农场动物投资风险与回报（FAIRR）等机构沟通交流，加强碳

信息披露，推进可持续发展。 
资料来源：《牧原股份 2022 绿色低碳行动报告》，远东资信整理 

牧原股份暂无绿色债券或转型债券发行。2018 年曾拟发行绿色债券用

于绿色生猪养殖产业化示范工程项目及补充营运资金，并获得批复，或因

市场环境变化、监管政策影响和发行成本等因素，未成功发行。牧原股份

重视绿色低碳转型，未来或可积极尝试发行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转型债

券和绿色债券等金融产品融资，支持企业绿色转型发展。 

（三）案例总结 

两家案例企业均对自身低碳转型给予重视，建立相关组织架构及管理

制度，披露转型目标、转型路径、治理制度及减排数据等方面信息。现阶

段，国内牧原企业转型金融信息披露较国外宾堡集团仍有差距。 
转型目标方面，宾堡集团严格遵循 SBTi 框架设置科学碳目标，且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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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Ti 认证，设置每个时间点范围 1、范围 2 和范围 3 具体减排目标，明确

何时达到净零碳排放，具有更高可信度和可行性；而牧原股份设定相对短

期的定量碳减排目标，尚未获得相关认证，长期零碳排放目标相对模糊。 
转型计划方面，宾堡集团可持续融资框架获得晨星 Sustainalytics 出具

的第二方意见，而牧原股份转型计划尚未获得相关第二方意见。宾堡集团

转型计划内容更为详实，更具公信力和影响力，信息披露更加标准、规范，

且已发行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 
数据方面，宾堡集团温室气体核算包括范围 1、范围 2 和范围 3，牧原

股份则包括范围 1 和范围 2。宾堡集团作为一家食品企业重视范围 3 碳排

放管理，鼓励上游农业生产商低碳转型；而牧原股份作为一家畜牧业企业，

更加关注自身低碳转型的技术开发与应用。 
总体来看，中国农业企业在转型金融信息披露方面已有实践，但与国

外企业相比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转型金融评估认证领域尚存在空白，政策

环境有待完善。 

四、做好农业企业转型金融评估认证工作的难点和建议 

转型金融要求融资企业制定切实可行的转型计划。目前，我国对于转

型金融第三方评估认证未做强制要求。以转型债券为例，监管部门建议发

行人聘请评估认证机构出具转型评估报告，可以保证低碳转型目标的有效

实现。未来，农业企业转型金融评估认证有着较大发展空间。 

（一）农业行业转型金融评估认证的难点 

1. 缺乏统一标准体系 

缺乏统一的农业行业转型金融标准体系，是农业行业转型金融发展及

评估认证工作目前面临的最大难点。现阶段，各家企业的转型计划所含内

容及目标设置存在差异，由于缺乏统一的参考基准，不具有可比性。统一

标准的推出，可以推动企业制定有效可行的转型计划，帮助企业盘查温室

气体排放数据，为转型金融评估认证提供参考依据，提高可比性与可信度。 

2. 农业转型相关数据获取困难 

转型金融与此前投向“纯绿”项目的绿色金融不同，主要视角为企业主

体，同时需要明确的技术路径与碳排放数据。对农业企业进行转型金融评

估认证，需要获取企业碳排放相关数据，并保证数据的可靠性。现阶段我

国农业主要为小农户，短期内仍将维持当前的分散化经营情形，低碳转型

动力和能力均不足，缺乏转型金融评估认证的数据基础。同时，我国缺少

专门针对农业企业的转型信息披露标准，目前国内农业企业碳排放披露情

况仍有待加强，转型相关数据统计相对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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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农业碳排放测算较为复杂 

农业企业转型金融评估认证的关键在于对农业碳排放量及碳减排量等

定量指标进行测算，以制定转型目标，评估转型效果，确保目标实现。 
农业行业的碳排放较为复杂，既包括农地利用产生的碳排放，也包括

农业活动本身产生的碳排放，如水稻种植中的甲烷排放、畜禽养殖中的温

室气体排放。农业企业涉及细分行业较多，如谷物、豆类、蔬菜和水果等种

植业以及牲畜、家禽等畜牧业。农业行业头部企业通常会同时布局产业链

上下游，发挥协同作用，以畜牧业为例，企业可以同时涉及上游的饲料加

工和下游的粪污处理、屠宰及肉类加工等活动。不同细分行业活动的碳排

放存在明显差异，相关计算过程也有所不同。 
整体来看，农业碳排放测算较为复杂，对评估认证人员的专业能力提

出更高要求。现阶段，关于转型计划的定量指标及碳排放的计算标准有待

完善。 

4. 难以判断转型目标是否合适 

农业企业转型金融评估认证中需要关注发行人温室气体减排战略、承

诺及实践的可信度，判断企业转型设置是否合理。对于农业企业来说，相

关目标、指标的选取具有一定挑战性。现阶段农业企业可以作为参考的转

型目标及计划相对较少，可比性较弱。转型目标设定与转型路径设计，需

要结合企业自身特点及碳排放情况进行分析。转型目标设定需要合适，不

能过于宽松，起不到推动减排作用；也不能过于激进，无法实现，挫伤企业

低碳转型的信心。 

（二）做好农业企业转型金融评估认证工作的建议 

1. 推动出台农业行业转型金融标准 

国家层面，需要尽快出台农业行业转型金融标准，为农业企业、监管部

门、金融机构及第三方评估认证机构提供参考。统一标准的顺利出台需要

各方共同努力，厘清企业转型计划涵盖内容及关注重点，制定转型目标与

路径的量化指标和阈值，推动农业企业制定转型计划，确保评估认证结果

的可比性和准确性。第三方评估认证机构可以基于国家标准形成内部的农

业转型金融评估认证方法，规范相关工作，细化相关要求，并进行系统化

管理。 

2. 提升农业企业转型动力 

农业企业转型金融及评估认证发展需要农业企业积极参与低碳转型。

为了做好农业转型金融评估认证工作，第三方评估认证机构可以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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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作用，与农业企业保持及时有效的沟通交流，了解农业企业目前转型

需求，普及转型金融及转型计划等信息，提高农业企业低碳转型的积极性。 
第三方机构还可以与地方政府、银行合作，为当地农业企业提供评估

认证服务，帮助企业通过银行提供的配套金融产品进行融资。做好农业企

业转型金融评估认证及跟踪，可以确保业务战略、经营策略与转型计划及

承诺协调一致，转型计划做到细化可落地，最终达成短期与长期转型目标。 
转型金融评估认证工作需要先从规模化农业企业入手，帮助企业做好

碳盘查，以设定科学合理的减碳目标，结合企业经营特点设定转型路

径。规模化企业低碳转型相对成熟后，可以带动区域包括小农户在内的

低碳转型。 

3. 建立农业行业转型数据平台 

为满足农业企业转型金融评估认证要求的数据基础，第三方评估认证

机构可以呼吁农业农村部等监管机构建立农业行业转型数据平台，涵盖企

业温室气体排放量等数据，可供金融机构、第三方评估认证机构等访问查

询。同时，统一的农业行业转型金融数据平台将便于监管机构对于农业行

业低碳转型进行统筹管理，出台相关方案及政策。 

4. 提高作业人员专业能力 

相比较于传统的绿色评估认证，转型金融对评估认证作业人员专业能

力提出更高要求，需要提升人员专业化水平，保证评估认证工作的准确和

高效。第三方评估认证机构需要对农业企业温室气体减排量进行专业定量

测算，判断企业是否建立清晰的转型路径和总体规划。相关人员可以通过

作业实践积累经验，与业内人士沟通学习，争取参与相关标准制定。 
总体来看，为充分发挥转型金融对于“双碳”目标的支持作用，在转型

信息披露基础上更要做好转型计划的有效落实。第三方评估认证机构可以

发挥积极作用，为农业企业转型计划提供评估认证服务，推动农业转型金

融健康稳定发展。 
 
作者：梅芷菁，远东资信绿色金融事业部一部研究员 
指导：饶淑玲，远东资信首席绿色金融顾问、北京绿色金融协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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