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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所谓碳金融，是指由《京都议定书》而兴起的低碳经济投融资活动，或称碳融资和碳物质的

买卖。即服务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等技术和项目的直接投融资、碳权交易和银行贷款等金融

活动。&ldquo;碳金融&rdquo;的兴起源于国际气候政策的变化以及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国际公

约&mdash;&mdash;&mdash;《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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