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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集团煤炭业务政策声明

投资

▞ 直接投资 

从 2022 年起对所有动力煤开采和火力发电的项目进行 100% 项目制评估，要求出具评估报告作为记录。

要求原则上在 2035 年底全部剥离项目性质的直接股权、债权等非资本市场投资（可实现净零排放的项目

除外）。

▞ 证券投资 

要求原则上在 2035 年底退出持有动力煤开采和火力发电业务收入占比 30% 以上的公司的上市股票、债券

等资本市场证券投资。

▞ 尽责管理 

与重点排放客户沟通，并明确资金支持需要与转型路径和转型目标相挂钩，要求其制定转型方向和路径，

比如要求碳强度按每年不低于某个百分比的速度下降（不同时间阶段的管控幅度根据国家碳排放路线图的

区间降幅决定）。

针对既有的火电行业标的，每年审查温室气体减排战略，及其对低碳转型相关机会和风险的管理，如无法

提供以下证明材料将考虑减少或退出投资：

背景

从 2021 年开始，平安集团围绕国家碳达峰、碳中和“3060”目标开展了系列工作，全面推出了“绿色金融 +”

升级行动，并承诺在 2030 年实现运营方面碳中和，2060 年实现资产组合层面碳中和。

我国目前“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特征，使得煤炭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偏高，以及碳排放量

较高的第二产业在经济体中的占比较重，导致我国在实现碳中和目标过程中面临的困难更多、任务更重。

我们坚决响应国家《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中的号召，以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为底线，通

过支持新能源的逐渐替代，帮助能源低碳转型平稳过渡，确保安全降碳。

由于平安集团旗下成员公司的业务类别多样，不同的资产 / 业务类型受到的气候相关转型和物理风险不尽

相同，所以为进一步支持国家绿色转型，以及缓解全球气候问题，平安集团针对投资、承保和信贷活动，

我们采取了不同的做法，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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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温室气体排放（自有发电和购买电力）信息；

● 影响业务战略的气候相关机会和风险，包括气候变化情景分析；

● 公司当前和未来支持低碳转型的减排战略计划；

● 使发电能力从火电转移的电力来源多元化计划；以及

●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量化目标。

煤炭投资以及更多行业的相关政策细则详见《平安集团负责任投资政策声明》。同时，平安支持被投资公司

通过绿色债券、绿色贷款以及绿色资产证券化等方式进行融资，实现绿色和低碳转型，并长期跟进其执行情况。

* 关于投资标准的细节
1

根据对所有煤炭采掘和发电的评估进行投资。下文中所提及的各项排除阈值仅为最低要求，在投资过程中我

们将依照项目的实际情况采取更加严格的标准。

煤炭发电：

● 除小型电网外，建设单机容量为 300 兆瓦或以下的传统燃煤火电机组的项目

● 项目湿冷发电机组发电煤耗高于 285 克标准煤 / 千瓦时

● 项目风冷发电机组发电煤耗高于 300 克标准煤 / 千瓦时

● 使用落后生产技术设备的项目

采煤：

● 单井类型低于以下规模的项目（按地区划分）：

   1. 山西，内蒙古，陕西省：120 万吨 / 年；

   2. 宁夏：60 万吨 / 年；

   3. 其他地区：30 万吨 / 年。

● 采用非机械化开采技术的项目

● 开采深度超 1000 米和改扩建开采深度超 1200 米的大中型及以上煤矿，开采深度超 600 米的其

他煤矿

● 井下回采工作面超过 2 个的新煤矿项目

● 煤炭井工开采单位产品能耗准入值大于 11.8 千克标准煤 / 吨的企业

● 利用落后生产工艺设备进行煤矿开采的项目

1 本政策中各类业务标准细节均主要参考《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19 年本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 <“十四五”矿山安全
生产规划 > 的通知》、《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重点领域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2022 年版）》等各类国家政策文件规定，同时我们会密切关
注国家政策动态，及时对本政策文件中的标准细节进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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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保

▞ 海外业务 

平安旗下从事保险业务的成员公司将停止新增的海外煤炭和火电的工程险承保业务。

▞ 本土业务 

将按照国家导向全面退出落后产能火电项目，持续降低燃煤电厂相关业务占比，同时提升光伏、风电等新

能源相关业务占比。平安跟随国家的煤炭政策，杜绝“一刀切”式的政策。参考平安当前正在承保的项目中，

并非所有保险产品都有气候相关风险，公司将在不影响社会以及民生的前提下，尽可能的与煤炭和火力发

电企业针对环境问题进行优化项目的合作。平安将更多考虑具有较高热效率和低环境风险的，或计划进行

低碳转型的公司。

平安旗下从事保险业务的成员公司同时也在逐步降低煤炭相关企业的承保业务，并采取个案评估制，参考

“平安可持续保险政策”进行。在保险尽职调查过程中，平安旗下从事保险业务的成员公司将对项目环境

影响进行调查，包括项目位置，生产技术，管理，污染处理和环境保护行动，并基于调查结果对项目进行

承保。下文中所提及的各项排除阈值仅为最低要求，在承保过程中我们将依照项目的实际情况采取更加严

格的标准。对于既有的承保业务，我们将和国家政策鼓励方向一致，与客户一起探讨逐渐压退，同时提高

新能源的占比。

*关于新承保业务标准的细节

煤炭发电：

● 除小型电网外，建设单机容量为 300兆瓦或以下的传统燃煤火电机组的项目

● 项目湿冷发电机组发电煤耗高于 285克标准煤 /千瓦时

● 项目风冷发电机组发电煤耗高于 300克标准煤 /千瓦时

● 使用落后生产技术设备的项目

采煤：

● 单井类型低于以下规模的项目（按地区划分）：

   1.山西，内蒙古，陕西省：120万吨 /年；

   2.宁夏：60万吨 /年；

   3.其他地区：30万吨 /年。

● 采用非机械化开采技术的项目

● 开采深度超 1000米和改扩建开采深度超 1200米的大中型及以上煤矿，开采深度超 600米的其他

煤矿

● 井下回采工作面超过 2个的新煤矿项目

● 煤炭井工开采单位产品能耗准入值大于 11.8 千克标准煤 /吨的企业

● 利用落后生产工艺设备进行煤矿开采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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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

煤炭作为我国的基础能源，难以被完全替代，国家能源结构转型的战略性布局将稳步推进，清洁高效、智能

化发展是煤炭行业转型升级的有效路径。银行信贷政策根据“国家能源安全”战略导向及我国的能源结构国

情，对火电、煤炭等能源行业仍保持适度支持策略，尤其在低碳转型、灵活性改造等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的领

域上重点发力。平安将重点依托国家产业政策、行业规范，在此基础上细化客群及项目准入指标，便于落地

执行。具体客户准入标准方面：

1.煤电行业，从装机规模、度电标准煤耗、发电效率、区域限制等方面筛选大型发电集团，择优支持行业内

提高调峰能力的灵活性改造项目。

2.煤炭行业，从产能和规模优势、生产装备先进、环保及能耗指标领先、安全生产记录良好等方面优选大型

煤炭集团客户及其下属优质成员企业、项目。

平安已经将绿色金融相关明确要求纳入信贷业务基本政策，针对煤炭等高排放行业将依据《绿色金融业务相

关风险手册》进行严格管理，并且将依照中国人民银行等相关监管机构的要求，每年开展行业气候风险压力

测试，合理管控煤炭特别是高碳高排放行业的气候风险敞口。

关于转型金融

转型金融是指根据各国家地区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路径，通过技术改造及设备升级等手段支持传统行业减少污

染、实现向低碳或零碳转型的金融活动。目前在我国“30·60”双碳目标背景下，转型金融已经成为有序推

进“双碳”工作，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平稳运行的重要手段。

平安将“转型金融”概念融入集团可持续发展理念，充分发挥自身在综合金融和金融科技优势，以及在绿色

金融和转型金融领域先行先试的优势，通过开发更加丰富的转型金融产品、提升对高碳行业客户的风险识别

和管理能力、帮助高污染、高排放企业在绿色转型升级趋势下实现减污降碳软着陆等方式，为我国积极稳妥

地实现低碳转型贡献更多平安力量。

同时，在提供转型金融产品及服务的过程中，平安亦关注和防范转型活动可能带来的对能源安全、收入分配、

社区发展、生态环境等方面的负面影响，并将积极采取一系列措施来评估和缓解这些影响和问题，从而保证

实现转型活动的公正性。

该政策声明由平安集团解释和修订，集团会适时根据国家政策、监管要求和行业发展进行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