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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视气候相关风险 加强全面风险管理 

——来自日本瑞穗金融集团的实践与启示 

瑞穗金融集团根据 TCFD建议推进针对机遇和风险的举措，以加强可持续业务促进框架，促进

可持续金融和环境金融，并加强气候变化风险管理。本文将从瑞穗金融集团的气候风险识别、情景

分析、风险管理以及指标监测等角度进行解读，以期对我国金融机构加强气候相关全面风险管理提

供借鉴。 

一、加强气候变化风险识别 

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报告指出，气候相关风险分为两大类：转型风险即与向

低碳经济转型相关的风险；实体风险即与气候变化的实体影响相关的风险。 

具体而言，瑞穗认为，转型风险主要包括政策、法律和技术市场风险。例如，温室气体排放量

高水平行业的信贷成本增加；气候变化相关的市场动荡导致融资障碍和融资成本增加；为应对气候

变化相关需求变化而带来的监管变化，以及因化石燃料项目融资而导致的声誉受损等成本。实体风

险主要包括由于台风和其他风暴造成的风灾和水灾损失，以及森林火灾和其他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

导致信贷成本增加，导致客户的财务业绩因业务停滞而恶化，以及对抵押的影响；由于极端天气条

件导致瑞穗资产（例如数据中心）的损失或损坏，以及管理成本增加，对业务连续性的影响；由于

传染病、中暑等的增加，宏观经济恶化导致信贷成本增加等风险。这其中，既有短期风险，也有中

长期风险，金融机构需正确识别并建立相关的预判和应对机制。 

由于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努力没有先例可循，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鼓励组

织机构在考量气候变化的潜在财务影响时进行历史性和前瞻性分析，并将更多精力集中在前瞻性分

析上。金融机构需充分考虑上述风险因素对于财务的影响，比如由于制定了规范排放的碳定价及推

广机制，考量上述定价对业务收入产生的潜在影响对受影响的产业而言非常重要。支出方面，组织

机构对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应对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组织机构的成本结构。因有关气候变化的政

策、技术和市场动态的变化而产生的供需变化可能会影响组织机构之资产和负债的估价。同时，气

候相关风险和机遇可能会改变组织机构的债务和权益结构，要么通过扩大债务规模补偿被削减的运

营现金流进行改变，要么通过扩大债务规模补偿新资本支出或研发成本进行改变。资本和准备金也

可能因经营损失、资产减记或提高新权益以满足投资的需求而发生变化。 

二、分类开展情景分析 

情景分析是在不确定条件下识别和评估一系列可能发生的未来状态的潜在影响的过程。情景分

析可以是定性分析（基于描述性、书面叙述）或定量分析（基于数据和数字模型）或两者的结合。 

瑞穗金融集团的情景分析遵循以下具体流程：(1)通过定性评估分析每个部门的风险（转型风

险、实体风险）和机会。（2）根据上述结果选择转型风险情景分析的行业。（3）根据要分析的目

标，设定转型风险和实体风险的情景，分析其对信贷成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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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TCFD相关行业建议，瑞穗金融集团评估了相关行业的气候变化风险和机遇，将电力公用

事业和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行业确定为面临高转型风险的行业。与此同时，将电力公用事业和汽车

行业确定为具有高度机会的行业。 

图表 1：按行业划分的风险和机遇评估结果 

 

来源：瑞穗金融集团 TCFD 报告（2021） 

转型风险情景分析。为了评估选定的风险和机遇，瑞穗使用国际能源署 (IEA) 的《2020年世

界能源展望》中可持续发展情景(SDS)中的预测，以及客户公开披露的数据来定义参数，通过预测

对客户业务绩效的影响，进而分析瑞穗信贷成本可能产生的后果。 

瑞穗还将化石燃料在总发电量中的百分比、按资源类型划分的产量、按动力总成类型划分的汽

车销量等变量纳入展望趋势，展望 2050年。使用 IEA SDS 中的预测，瑞穗估计到 2050 年，尽管一

些发展中国家仍然有需求，发达国家的化石燃料在总发电量中的百分比将下降到几乎 0%。到 2050

年，全球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产量将下降，尤其是煤炭将出现急剧下降。在汽车销售方面，电动

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将在 2050 年占据 100%的市场份额。这些商业环境的变化构成了瑞穗情景分析

的假设。 

在瑞穗对客户业务影响的展望中，采用了两种情景：一种假设不尝试改变当前业务结构的静态

情景，以及一种改变业务结构的动态情景。瑞穗根据企业当前在应对转型风险方面的进展确定了应

用场景。通过该分析并假设瑞穗的信用风险在 2021年 3 月 31日至 2050年期间保持不变，瑞穗估

计信用成本将增加约到 2050年将达到 6200亿日元。 

在电力和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行业，瑞穗发现，对于应用业务结构转型情景（动态情景）的公

司，虽然在短期内有一些影响，但瑞穗的信贷成本增加超过中长期是有限的。瑞穗预计，业务结构

转型将减少或不依赖化石燃料，从而推动中长期对可再生能源和氢能等新能源的投资，并改善业务

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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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汽车领域，瑞穗通过对原始设备制造商的分析，确认了通过投资电动汽车推进业务结构转型

对信贷成本的影响。虽然围绕未来燃油效率法规和其他因素的不确定性意味着这些调查结果可能会

发生变化，但信贷成本的增加是有限的。原因之一是，能够在向电动汽车转型的财务负担沉重的过

程中幸存下来的公司。也将能够保持其业务连续性并抓住商机。 

图表 2：转型风险分析流程 

 

来源：瑞穗金融集团 TCFD 报告（2021） 

实体风险情景分析。实体风险包括急性风险（台风和其他风暴造成的风和水相关损害）和慢

性风险（中暑和传染病增加、海平面上升、干旱等）。实体风险很可能在其影响的区域中高度不均

衡地分布。因此，瑞穗的分析侧重于日本的急性和慢性风险。在瑞穗对实体风险的分析中，其假设

基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第五次评估报告，并加强与咨询公司的合作。 

对于急性风险，瑞穗采用蒙特卡罗模拟来计算台风和其他风暴造成与风和水相关的建筑物损失

或损坏的速率。然后，分析了抵押房地产（建筑物）的损失或损坏对瑞穗信贷成本的潜在直接（抵

押价值）和间接（业务停滞）影响。在验证慢性风险时，瑞穗考虑了导致传染病（例如疟疾、登革

热）和中暑增加的平均气温升高，以及导致户外劳动者夏季工作时间减少的中暑预防措施，计算了

劳动力投入减少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并分析了对瑞穗信贷成本的影响。 

分析结果方面，急性风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间接影响。在全球变暖的情况下，海面温度上升将

导致大气湿度增加，登陆日本的台风强度将增加。但是，由于海温与气温的差异较小，引起台风的

对流（上升气流）会减弱，台风的数量/频率也会减少。因此，瑞穗估计抵押不动产（建筑物）的

损失或损坏以及随之而来的价值损失对瑞穗的信贷成本的影响有限。间接影响方面，除了使用 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的 RCP 2.6情景假设到 2050年平均气温上升 2°C进行影响分析外，瑞穗还使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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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P 8.5 情景进行了影响分析，假设到 2050年平均气温上升 4°C这一最坏的情况。瑞穗估计，到

2050 年，其信贷成本将增加多达 520亿日元。 

慢性风险方面，瑞穗使用 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的 RCP 2.6 和 RCP 8.5情景分析了到 2100年全

球平均气温上升 2°C或 4°C时传染病和中暑相关患者人数和死亡人数的变化。其间还考虑了室外

为防止中暑，劳动者在夏季有一定的休息时间。瑞穗根据这些因素对劳动力投入造成的变化计算了

未来对 GDP的影响并估计了对其信贷成本的影响。瑞穗估计到 2100年因慢性风险引发的信贷成本

将增加多达 40亿日元。 

图表 3：实体风险分析流程 

 

来源：瑞穗金融集团 TCFD 报告（2021）  

三、加强风险管理及指标监测 

瑞穗将气候变化风险纳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瑞穗集团根据各类风险，包括信用风险、市

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和操作风险，对业务中出现的风险进行分类和管理。除了单独管理每种类型的

风险外，还建立了风险管理结构来识别和评估整体风险，并将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7 / 7 

图表 4：瑞穗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来源：瑞穗金融集团 TCFD 报告（2021）  

在此基础上，加强指标监测与信息披露。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与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温

室气体盘查议定书：企业核算和报告标准》相关标准，温室气体排放范围包括：范围 1系指所有直

接的温室气体排放；范围 2系指因所购电力、热能或蒸汽消耗产生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范围 3

系指发生在报告公司价值链中且未被范围 2覆盖的其他间接排放，包括上游和下游的排放。瑞穗将

监测指标结果在每个财政年度汇总并在网站披露。瑞穗认为，来自融资和投资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

量在金融机构范围三排放量中占很大比例，测量、监测和设定目标以减少这些排放是一个至关重要

且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自 2020财年以来，瑞穗根据碳核算财务伙伴关系（PCAF）概念披露了针对电力部门投资组合

的信息，并公布了其 CO2排放量的计算公式。电力部门组合 CO2总排放量= Σ （年发电量×部门排

放系数×瑞穗归因系数），其中，瑞穗银行归因系数 =瑞穗银行每个项目的债务余额/每个项目的

总项目成本（权益+债务）。 

根据估算，截至 2020年 3 月 31日，瑞穗来自发电项目的项目融资的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单位

发电量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 364.51 gCO2/kWh。这一数字低于全球、亚洲太平洋和日本的平均值

来自国际能源署《2020 年世界能源展望》中报告的 2019 年数据的区域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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