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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欧盟成功发行首批 120 亿欧元绿色

债券，超额认购达 10 倍以上，获市场热捧。作

为去年推出的 7500 亿欧元恢复基金的重要融

资方式，欧盟计划至 2026 年底总共发行约 2500
亿欧元绿色债券。绿色债券在全球市场“红”了

起来，凸显出巨大吸引力。

通常来说，绿色债券是指募集资金用于支

持绿色项目的债券，具有融资成本低、流动性

好、市场认购意愿足、投资者多元化、发行溢价

高等优势，能够为绿色技术创新、绿色项目投

资、绿色产业转型提供资金支持。自 2007 年欧

洲投资银行发行全球第一只绿色债券以来，全

球绿色债券发行规模大幅增长。据彭博社统

计，截至 2020 年，全球绿色债券发行规模已突

破 1 万亿美元。今年上半年，发行规模再创新

高，全球掀起以绿色债券为代表的绿色金融投

资热潮。

绿色债券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全球绿色转

型的推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提出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实现绿色低碳转型，需要实体

经济在能源结构调整、重点产业领域节能减排、

低碳技术创新等方面突破。这方面还存在较大

的投融资缺口，特别是可再生能源、储能、能源

效率、工业脱碳等绿色项目规模大、周期长、技

术密集程度高，缺少社会资金支持，亟须绿色金

融领域的创新配合。作为一种直接融资形式，

绿色债券可以减少企业通过银行获得信贷等间

接融资方式的交易成本。相比其他债券，绿色

债券的信息披露和外部审查力度更大，透明度

更高，且受气候变化与环保政策影响更小，既能

帮助投资者规避信用风险，又符合社会责任投

资的要求，能够为投资者带来低碳环保的声誉

收益，因此比其他债券更受欢迎，市场认购意愿更足。

目前，国际金融机构、各国政策性银行、企业等不同主体发行的

绿色债券，为绿色转型研究和创新、提升能源效率、适应气候变化、保

护生物多样性等领域的项目提供了有力支持。比如，欧洲氢能绿色

债券专用于“绿氢”清洁交通项目，韩国航运绿色债券用于航运节能

减排技术研发和油船的节能减排，中国进出口银行陆续发行多笔准

主权绿色债券，重点支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清洁能源应用发

展，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

不过，绿色债券的发展也面临一些挑战。比如，主要经济体在发

行主体、产品种类、规则标准、信息披露、统计认证等方面差异较大，

没有形成统一标准，加大了各国监管发行难度，也不利于绿色债券的

跨境流通。此外，更加关注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服务，谨防借绿色

转型之名、行环境污染之实等，也是摆在各国监管部门面前的难题。

近年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快车道，绿色债券规模迅速增

长。未来，在产品设计上可以进一步加强环境影响披露，在项目确认

上规范绿色分类标准、筛选门槛和评估方法，同时促进绿色金融标准

与国际对接，更好参与全球绿色治理，加强绿色国际合作，共享绿色

发展成果。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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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达喀尔 11月 23日电 （记者

王子正、曹凯）塞内加尔达喀尔大学 23 日

在该校孔子学院举行中文专业推介会，这

标志着中文教育正式进入塞内加尔高等教

育体系。

达喀尔大学孔子学

院将与应用语言学院深

度合作，在教材编审、汉

语授课、教学指导等各方面提供支持与协

作，助力中文专业顺利起步。

达喀尔大学孔子学院由中国辽宁大学

与达喀尔大学合办，于 2012 年底揭牌，是

中国在西非国家建立的首个孔子学院。

达喀尔大学开设塞内加尔首个中文专业
据新华社圣地亚哥 11月 23日电 （记

者尹南、张笑然）智利外交部 23 日发布公

报宣布，《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
PA）今年 8 月通过智利议会批准程序后，当

天在该国正式生效。

DEPA 由 新 加 坡 、

智 利 和 新 西 兰 于 2020
年 6 月共同签署，今年 1

月在新加坡和新西兰生效。

本月 1日，中国正式申请加入DEPA。智

利外长阿拉芒在公报中表示，智利欢迎并且

热烈支持中国加入 DEPA的申请，并对加拿

大和韩国等国有兴趣加入该协定表示欢迎。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在智利正式生效

核心阅读

随着新冠疫苗接种率
提升和部分国家逐步放开
国 内 旅 游 和 入 境 游 客 限
制，全球航空业近期复苏
态势明显，多家航空机构
相 继 调 高 市 场 预 期 。 不
过，债务负担、疫情反复及
燃油价格上涨等因素，仍
对航空业复苏构成挑战。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国际航协）日前发

布报告显示，全球航空公司第三季度的经

营压力较上一季度有所缓解，部分国内和

国际短途航线客运量开始复苏。客运收入

虽比 2019 年同期下降 34%，但货运收入在

强劲需求拉动下增长了 65%。国际航协预

测，2022 年全球航空业亏损将进一步缩减，

有望最早在 2023 年重新实现全行业盈利。

各大航空公司业绩改善

第三季度为航空旅行传统旺季，加之

部分国家国内和国际短途航线取消旅行限

制，航空公司客运出现复苏迹象。在美国

三大航空公司中，美国航空公司第三季度

营 收 89.69 亿 美 元 ，实 现 净 利 润 1.69 亿 美

元；美联航营收同比增长 211.4%，净利润转

亏为盈；达美航空税前收益为 2.16 亿美元，

实现疫情发生以来第一次季度性盈利。这

3 家公司都对第四季度运营情况感到乐观，

认为运营收入和运力将进一步上升，达到

2019 年同期水平的 60%—90%。

在欧洲市场，法航—荷航集团第三季

度航班运力恢复到疫情前的 66%，收入环

比 增 加 89.8% 。 德 国 汉 莎 航 空 客 运 量 为

1960 万人次，接近疫情前的一半，营收为 52
亿 欧 元 ，调 整 后 息 税 前 利 润 达 2.72 亿 欧

元。英国国际航空集团运力恢复到疫情前

的 43.4%，营收 27 亿欧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25%。欧洲航空安全组织负责人布里南表

示，今年夏季欧洲航空市场的表现接近预

期，“我们对航空业复苏表示乐观”。

包括日本全日空航空、阿联酋航空等

在内的全球其他地区主要航空公司二季度

以来的业绩也逐渐恢复。阿联酋航空总裁

蒂姆·克拉克表示，该公司航线网络目前已

恢复至疫情前的 90%，预计在 2022—2023
财年将重新实现盈利。

除航空公司外，全球主要飞机制造商

业绩也实现提升。截至 9 月 30 日，波音和

空 客 今 年 客 机 交 付 总 量 分 别 达 241 架 和

424 架，同比分别上涨 146%和 24%。波音第

二季度营收为 170 亿美元，实现净利润 5.67
亿美元，结束了连续 6 个季度的亏损状况。

多措并举助推行业复苏

疫情暴发以来，各国政府都加大对航

空业的帮扶力度。据国际航协统计，截至

目前，各国政府通过救助、补贴、贷款及税

费减免等方式，共向全球航空公司提供了

约 2430 亿美元的财政支持和援助。

各航空公司也通过削减成本、商业模

式创新等方式积极展开“自救”。统计数据

显示，航空公司运营成本平均比疫情前下

降了 35%。同时，针对航空货运业务需求

快速增长，多家航空公司通过客改货的方

式增加货运航班数量，以保持利润率。据

国际航协数据显示，2021 年全球航空货运

需求同比将提高 7.9%，2022 年将进一步提

升 13.2%。

部分航空公司还推出一系列创新性举

措，例如通过常旅客计划抵押融资，将常旅

客积分出售给银行、超市以获得现金流，后

者再以此吸引顾客。这样的计划确保了在

没有旅客的情况下仍能为航空公司带来稳

定的资金保障。

疫情期间，航空公司间的一些合作模

式也发生了改变。例如，从联盟形式逐渐

转变为合营形式，公司间股权交换频率大

幅增加，使彼此间的合作更加密切。为有

效控制运营成本，全服务航空公司与低成

本航空公司间的合作也更加频繁。

此外，国际航协还推出旅行通行证。该

应用程序可接收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并扫描

疫苗接种证明，验证旅客是否符合目的地入

境要求，并将相关信息分享给有关卫生部门

和航空公司。目前，全球已有超过 80 家航

空公司正在试用或承诺测试国际航协旅行

通行证，这将进一步推动国际旅行业务。

随着复苏态势持续向好，多家机构对

未来几年航空业发展保持乐观。波音公司

首席战略官马爱伦表示，随着整个行业复

苏进程加快以及市场需求更新升级，相信

航空市场将持续增长。国际航协理事长威

利·沃尔什认为，疫情期间，航空业再次展

现了强大的韧性和灵活性。

恢复进程仍面临挑战

国际航协数据显示，当前全球航空业

复苏严重不均衡。受疫苗接种率低等因素

影响，中东、非洲等地区的航空业复苏进程

显著落后于北美、欧洲等地；商务旅行市场

的恢复速度远远低于休闲旅行市场；国际

市场的恢复速度也慢于各国国内市场。航

空市场分析专家麦克康尼表示，航空业复

苏不均衡是影响航空公司整体收益率的主

要因素。

相关分析指出，沉重的债务负担和全

球燃油价格上涨也给航空公司造成巨大成

本压力。据统计，目前航空公司总体负债

高达 2000 亿美元。专家预测，航空公司将

很难在未来 10 年内恢复到疫情前的债务

水平。

英国国际航空集团首席执行官加列戈

表示，未来一年内，该集团面临的首要任务

是处理疫情期间积累的大量债务，而不是

进一步投资和扩张。达美航空首席执行官

巴斯蒂安也表示，尽管目前市场需求仍在

上升，但近期燃油价格上涨给企业第四季

度保持盈利带来很大压力。

英国国际航空研究院院长雷铮表示，

政府财政支持仍是保证航空业复苏的重要

因素，尤其是在就业保障、削减成本以及减

轻债务压力等方面。另一方面，航空企业

应加快自身转型，以适应后疫情时期的行

业发展趋势，包括严格管控企业成本、提高

战略调整能力、进一步拓宽收益渠道以及

注重商业模式创新等。

（本报布鲁塞尔 11月 24日电）

全球航空业延续复苏势头
本报记者 郑 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