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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市融资主体公正转型评估办法（试行）

一、公正转型的概念

在公正转型中，不仅要实现脱碳，而且还应确保就业稳

定和社会公平。无序转型（包括“运动式”减碳）可能会导致

多种负面社会经济影响，包括高碳行业转型过程中可能出现

的规模性失业、社区衰落、能源短缺和通胀等问题。《G20

转型金融框架》提出，各成员的政府和金融机构应该鼓励转

型金融涉及的融资主体评估转型活动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

披露这些影响，并采取措施缓解这些影响。

二、评估对象

银行机构提供融资支持的已纳入《湖州市重点行业转型

金融支持企业名单》的融资主体。项目客户参照执行。

三、评估程序

（一）客户准入

客户经理等业务人员针对信贷客户公正转型情况开展

全面的尽职调查，应用相关评估工具输出公正转型评估结

果，评估结果纳入授信方案。

（二）授信审批

授信审批部门充分考虑客户公正转型风险水平，审查申

请资料中公正转型相关资料的合规性和真实性，确认客户公

正转型评估结果，完成客户建档，并进行分类。如发现提交

的文件真实性或者合规性存疑，可要求客户经理重新收集相

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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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客户经营、财务、融资等状况，结合公正转型评估

结果，确认客户信用评级，核算授信方案。审批人员可针对

客户公正转型负向环节提出改进要求，并作为授信前提条件

或融资管理要求纳入授信方案中。

根据客户公正转型评估结果，采用差异化的信贷支持流

程和政策。对公正转型正向客户，可考虑开通绿色通道、提

供差异化定价安排；对公正转型负向客户，应提请分行贷审

会对原有授信或融资方案进行重评估。

（三）客户用信

支行发起用信申请时，核准人员关注放款前的客户公正

转型风险监测最新信息，核实尽调资料、外部查询结果是否

具有一致性，评估客户公正转型风险水平，对符合授信使用

条件的客户给予融资审核通过。

（四）贷后管理

将融资主体公正转型情况纳入贷款存续期管理，由客户

经理按规定定期对融资主体进行现场检查，收集融资主体公

正转型评估指标的变化情况。如果出现如“劳动仲裁”等风险

提示，则启动客户公正转型风险管理应急措施，责成其整改。

四、评估维度

1.员工影响：重点评估融资主体转型对员工就业、收入

分配等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是否造成 10%以上的减员、

是否造成一线生产工人收入水平 10%以上的下降、有无员工

新技能培训和技能提升计划。

2.供应链影响：重点评估能源供应、基础原材料生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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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的融资主体转型对供应链安全、物价等的影响，包括但

不限于：增强或是减弱供应链韧性，是否造成价格过快上涨。

3.可持续发展影响：重点评估融资主体转型对技术创新、

公司治理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ESG表

现是否改善。

五、信息披露

（一）转型融资主体向银行机构披露。转型融资主体应

根据银行公正转型评估要求，主动做好相关信息的披露工

作，说明评估情况的资料和数据及其来源，并授权银行通过

第三方查询。

（二）内部披露信息传导。各银行绿色金融牵头部门应

做好对信贷人员的公正转型培训和对相关部门的指导工作，

说明评估工作内容、所构建的指标体系及其评估方法等，促

进融资主体公正转型评估工作的顺利推进。

各银行客户经理及专业部门应客观、公正地提出在评估

过程中发现的、值得关注的可能影响项目资源环境绩效水平

和合规风险的重大影响因素，提出完善项目管理和信息披露

的具体建议意见。

六、结果应用

（一）客户宣贯。客户经理在日常走访过程中，应加强

与客户的交流沟通，在收集信息的同时，向客户宣传公正转

型的意义和必要性。在为客户提供融资支持，助力企业经济

发展的同时，促进客户的可持续发展，助推银行自身在信贷

领域的 ESG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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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执行。严格按照融资主体公正转型评估办法

开展信贷工作，将评估结果以一张“明白纸”的方式纳入信贷

全流程管理，并做好归档和台账记录工作，实现持续性的管

理，并根据应用情况不断对评估指标和评估方法进行完善。

提供转型金融服务的保险机构参照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