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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社会飞速发展，气候问题已经成为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本文以央行微播

2013—2022 年发布的 3 751 篇博文为语料库，使用基于关键词自动迭代的主题检测模型，对气候微博

进行主题识别以及文本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央行传统关注重点中，“央行微播”有关气候变化的

新闻与金融稳定联系紧密。在应对政策方面，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的关注度明显高于审慎政策等其他

类型的政策工具。语言表达方面，与非气候类型新闻相比，气候微博语句的不确定性以及模糊性有明

显上升，且民众对气候微博的互动敏感性尚显不足。针对“央行微播”表现出的新闻传递特点和信息

表达形式，本文建议未来应着力加强气候金融审慎监管框架的构建，突出央行沟通信息传递效果在新

媒体沟通中的指导意义，为支持经济社会绿色可持续发展和低碳转型贡献更多金融智慧和力量。

关键词  气候变化  央行沟通  自然语言处理

一、引言

近一个世纪以来，全球气候问题愈发

突出。以 2015 年第 21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

大会为契机，175 个国家签署了《巴黎协

定》，形成了 2020 年后的全球气候治理新

格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一直高度重

视生态文明的建设。从“双碳”目标到“坚

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再到

“推动能耗双控专项碳排放双控”，我国为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应对气候危机进行了

一系列有益探索。

气候变化具有经济的负外部性，兼具

“长期性、结构性、全局性”的特征（王信，

2021），其带来的气候风险可以分为物理

风险和转型风险（Grippa et al.，2019）。在

气候事件频发、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威胁的

时代，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已迫在眉睫，给

绿色金融带来巨大发展空间（Georgieva，

2019 ；Bolton et al.，2020）。在低碳转型期

间，大量金融资本由高碳行业转向低碳行

业引发了大量碳密集型金融资产贬值，从

而降低高碳企业偿债能力，并恶化银行等

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进而形成系统性

风险。因此，气候变化与经济体系发展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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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相关，中央银行作为把握宏观调控，牢

牢守住系统性风险底线的决策单位，一方

面需要考虑如何更好扮演“最后贷款人”

的角色，另一方面也应当承担引导公众参

与绿色债券等绿色融资工具的职责，从而

帮助经济社会低碳转型。

传统的央行沟通研究聚焦于中央银

行在官方网站上发布的新闻或新闻发言

人的公开讲话，而甚少关注央行与非专家

人群的沟通（Blinder et al.，2008）。在信

息化高度发展的时代，美国、英国、日本

等国的央行均已开通了媒体账号，以便及

时向普通群众传递信息。相关的博文数据

也被用于央行沟通领域各类问题的研究

（Ehrmann & Wabitsch，2022）。在中国，

新浪微博拥有类似的新媒体属性，成了各

类官方账号发布信息的重要渠道。人民日

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民银行、国家

统计局等均已开通了微博账号。本文从新

媒体平台微博出发，研究人民银行在气候

相关问题的沟通行为。

研究贡献主要在于以下几点：第一，

特别关注了央行在气候变化这一新兴领域

的沟通内容以及方式，有助于我国气候金

融体系的完善与发展；第二，采用微博语

料库作为分析对象，为国内关于央行沟通

内容及方式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第三，

建立了基于关键词迭代的主题检测模型，

既解决了无监督文本分类模型主题识别不

清晰的问题，又避免了监督模型缺少预训

练集的缺陷，特别适用于对气候变化这类

较新的话题进行文本分类研究。本文的研

究有助于推动“双碳”目标下的绿色金融

改革与创新，尤其是充分发挥中央银行金

融“稳定器”和“助推器”的功能，提高

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央行沟通的有效性。

二、文献综述

气候金融虽然是一门新兴学科，但

近年来备受各界关注。国外最早进行气候

金融相关研究，主要分析了气候风险的传

导路径、应对政策及政策有效性。有研究

认为气候变化从直接的资产贬值损失和间

接的资本收益下降两个渠道影响金融系统

稳定性（Stern，2013 ；Dietz et al.，2016 ；

张文娟和杨措，2022）。Grippa（2019）进

一步将气候风险分为物理风险和转型风

险。Krogstrup & Oman（2019）的研究也

表明气候变化会引起企业违约风险增加、

抵押品贬值、资产负债表恶化。毋庸置疑

的是，气候风险会给金融体系的稳定带来

极大的不确定性。虽然各国央行关于是否

将气候因素纳入货币政策和审慎管理框架

仍存在争议，但基本共识是中央银行应关

注气候变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并发挥

主导作用（Bolton et al.，2020 ；黑田东

彦，2021）。Dafermosetal et al.（2018）指

出各国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应将气候

风险纳入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国际清算银

行的研究认为金融监管部门应尽快建立气

候风险识别分析框架，健全早期预警机

制，开展气候压力评估分析（Campiglio  

et al.，2018）。Ferrari & Landi（2020）发

现央行绿色量化宽松政策有效减少碳排放

和提高社会福利。总体来看，虽然央行及

金融监管机构可以通过提高气候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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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度、绿色宏观审慎监管、直接绿色信

贷、差异化准备金要求等政策工具发挥主

导作用，但是各类政策的有效性还有待商

榷（Volz，2017 ；马骏 等，2018）。

近年来，我国也在不断探索如何有效

通过政策工具鼓励绿色金融发展，抑制气

候变化等极端气候灾害。人民银行研究局

课题组（2020）研究了绿色政策对央行职

能的影响及应对，指出我国应高度重视气

候相关的金融风险，鼓励金融机构将气候

相关风险纳入风险管理框架，提升对气候

相关风险的识别、预警与前瞻性应对的能

力。王博和高青青（2020）对中国的绿色

财政和金融政策的效果进行了政策评估，

认为绿色政策产生的影响随着跨时期长短

及强度大小不同而有所差异。目前学术界

对于绿色金融政策实施细节的探讨还稍显

不足，与绿色金融政策实施方式及效果有

关的研究话题亟待深入讨论。

有关央行沟通的课题研究由来已久，

并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中经历了从“黑匣

子”到“沟通革命”的两个阶段。早期的

中央银行推崇“政策无效论”，认为只有

不被预测到的货币政策才是有效的。2008

年金融危机后，央行逐渐认识到提高政策

透明度的重要性，继而开始了沟通革命，

以提高货币政策调控效率（Blinder et al.，

2008）。研究表明，中央银行沟通作为预

期管理的重要手段，可以降低市场上的信

息不对称性，提升货币政策透明度和可预

测性，从而更好实现政策目标（李云峰，

2012 ；Bernanke，2012 ；Campbell et al.，

2012）。此外，中央银行的沟通方式、沟通

内容和沟通文本种类也非常重要（卞志村

和张义，2012），这不仅关系到能否实现预

期的政策目标，还会影响公众对机构本身

的看法。从沟通方式来看，国内部分学者

认为央行言辞沟通的精准度对货币政策的

效果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央行沟通的准

确度越高，越能提升货币政策效果，准确

度越低，则央行沟通的管理效果越差（闫

先东和高文博，2017 ；顾海峰和朱莉莉，

2018）。王博和宋玉峰（2020）研究了央行

沟通一致性对资产价格的影响，认为一致

的央行沟通有助于减少市场波动变动，维

持金融稳定。在语言逻辑层面，简单、有

关联的沟通有助于建立公众信任，改善人

们对央行的看法（Bholat et al.，2019）。从

沟通内容来看，目前国内有关央行沟通的

研究主要聚焦于预期管理和前瞻性指引，

包括央行沟通对资产价格以及投融资行为

的影响等（邸超伦和武阳，2021 ；姜富伟 

等，2021），而暂时没有公开发表的气候金

融交叉研究。从沟通文本种类来看，目前

中国有关央行沟通的文本主要来源于《货

币政策执行报告》及人民银行官网披露的

其他新闻。例如，隋建利和刘碧莹（2023）

等以《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为文本数据，

进行央行沟通文本的情绪测度。孙艳梅 等

（2020）广泛选取央行官网新闻研究央行沟

通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既有研究文献表明，目前针对中央银

行与气候变化的交叉研究多集中在气候变

化在金融体系中的传导方式及央行针对气

候变化发布政策的作用机理，而甚少关注

央行沟通利用微博等新媒体平台在气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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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领域发挥的作用。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

对现有文献进行了补充。①本文重点研究

央行在应对气候变化情景下的沟通行为，

内容涵盖气候微博与央行传统关注领域的

交叉分析、气候微博的相关政策工具及气

候微博沟通方式，弥补了国内关于气候问

题的央行沟通研究较少的缺陷。②本文采

用新浪微博的博文内容作为文本分析数据，

帮助人们理解我国央行沟通在新媒体时代

有哪些变化和特点，提供了有关央行新媒

体沟通行为与方式的新思路。

三、研究设计

（一）央行微播语料库的选取

新浪微博成立于 2009 年，是一种新

型社交媒体平台。传统的媒体主要进行单

向的信息传播，信息事件的舆论评价也由

发布媒体操控。微博等新一代媒体平台的

出现打破了这种信息传播方式，赋予了用

户更大的自主发言权。在不违反法律规范

的前提下，普通民众也可以参与热点事件

的转发和评论，形成数量庞大的浏览人群。

自成立以来，新浪微博用户就实现了爆发

式增长。根据微博季报显示，截至 2023 年

三季度末，微博月活跃用户达到 6.05 亿，

日活跃用户达到 2.6 亿，影响力覆盖我国

超过半数的网民。

央行微播（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官

方微博）于 2013 年正式注册，截至 2023

年 12 月末，已拥有超过 367 万粉丝，已

发布 6 800 余篇微博。与传统的官方网站

相比，央行微播新闻具有较好的信息传递

性，浏览方式简单快捷，可以覆盖除专业

的机构分析师或业界学者之外的更多普通

网民。人民银行微信公众号于 2019 年 8 月

正式开通，至今已发布三千余篇新闻，其

中 95% 以上的文章已被央行微播转载。鉴

于微信公众号开通时间较短，且微博已经

涵盖了公众号绝大部分的内容，因此本文

选择央行微播作为研究语料库。总体而言，

微博的文本内容更加丰富、新闻形式更加

多样化、发布次数更加高频。在大数据信

息化的时代，微博作为央行向公众传递信

息的新媒介之一，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

用，极具研究价值。本文选取了央行微播

从 2013 年 12 月至 2022 年 12 月发布的全

部 5 284 篇微博，去除图片、视频以及非

原创微博，共得到有效微博文本 3 751 篇。

（二）文本预处理

对微博文本进行如下预处理：首先，

本文根据研究内容，人为添加了自定义词

典，以便包含结巴词库里没有的词。自定

义词典具体包含了“气候变化”“绿色金

融”“绿色债券”等 69 个词组。然后，用

结巴函数将文本分割成一个个词或词组。

最后使用哈工大停用词库过滤掉没有意义

的停用词（如：“啊”“我”“的”等）。

（三）气候文本得分模型

目前有多种模型可以用于文本的主题

识别，大体可分为无监督模型、监督模型

和词典模型，但都不同程度上存在一定缺

陷。例如，以隐含狄利克雷分布（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LDA）为代表的无监

督模型经常用作经济研究中的降维工具，

但它不能保证特定主题被列为一个单独

的维度。尤其对于本文研究的气候主题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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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由于气候金融是一个新兴话题，且气

候微博占全部微博的比重较低，因此很难

控制 LDA 模型将气候变化作为一个单独

的主题标签进行文本分类。而监督模型虽

然可以有效分出气候主题文本，但需要预

先给定已确定主题分类的训练集，这在本

文的微博语料库中是不现实的。词典模型

则是根据研究者指定的关键词典，将文本

分类到已知的类别中。然而，这种方法面

临的挑战是难以确定构建识别气候相关微

博所需的最优词典。现有的使用词典方法

的研究没有遇到这类问题主要是因为使用

了公认的有效词典。例如，在进行情绪对

经济和金融影响的研究时可以使用预先确

定的情绪词典。另有一些研究在情绪词典

的基础上创建自定义词典，例如 Baker et 

al.（2016）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

本文在词典模型的基础上，参考了 Arseneau 

et al.（2022）的研究，采用了利用关键词的

自动主题检测方法识别与气候相关的微博，

可以有效对微博文本进行气候主题的识别。

1. 气候词得分

本文选择“气候变化”为种子词，并

将所有 3 751 篇文本分为包含种子词的文

本集合 C 和不包含种子词的文本集合 C。

进一步，在文本集合 C 中随机选取五篇微

博，在去掉停用词后进行结巴分词。需要

特别说明的是，为了排除高频但意义不清

晰的词语（金融、环境等）对文本分类的

干扰，本文选择分词结果中的三个及以上

字符的名词组成气候关键词库。接下来，

本文使用 Laver et al.（2003）和 Watanabe

（2018）Wordscore 方法，为语料库中的所

有预处理后的词组创建评分。基本思想是

比较每个词组在包含种子词的微博中出现

的频率与该词组在不包含种子词的微博中

出现的频率，具体方法为：

 Word_scorei=log(fi,C)-log(fi, C) （1）

其中，fi,C 表示词语 i 在文本集合 C 中

的词频，通过词语 i 出现的总次数除以文

本集合 C 中的总词数计算得出。类似的， 
fi, C 表示词语 i 在文本集合 C 中的词频。由

于可能出现底数为零的情况，故假定当词语

i不出现在文本集合中时，log(fi,C)取值为–10。

2. 气候文本得分

在计算出气候词得分后，本文用这些

词评分来评估特定微博“与气候相关”的

倾向。方法是用词评分作为权重，对词频

率进行加权平均，具体为：

 text_scorej=word_scorei×fi,j （2）

其中，fi,j 为词语 i 在文本中 j 的词频。

表 1 为所有微博气候得分的描述性统计量。

本文将所有得分大于 0 的文本选入预备气

候集合 Cpre。虽然集合 Cpre 中包含大多数

想要确定为与气候相关的文本，但也不可

避免地包含许多不相关的文本。为了进行

更精细的主题识别，本文接下来采取一种

迭代的方法确定关键词列表，并根据关键

词列表确定一组与气候有关的微博。

3. 气候微博筛选

本文将气候得分大于阈值的文本选入

高分微博集合 C0。这里采取的阈值为所有

文本气候得分的平均值加两倍标准差。下

面通过迭代确定一组关键词列表，具体迭

代步骤如下：

S1 ：在第 n 次迭代中，根据关键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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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频（微博集合 Cn-1 中包含该关键词的文

本数量除以 Cn-1 的文本数量）和关键词的

气候得分加权得到分数后，选择分数最高

的关键词 kn。

 final_scorei=0.5× 词频 i+0.5×word_scorei

  （3）

S2 ：选择微博集合 Cn-1 中不包含关键

词 kn 的文本作为下一个迭代的微博集合 Cn。

S3 ：继续迭代，直至微博集合中不再

出现新的气候关键词。

四、实证分析

（一）气候微博的文本识别

1. Wordscore 模型构建

使用 Wordscore 模型，对气候关键词

库中的所有词语进行评分，表 1 显示了气

候得分排在前十位的词语。

表 1    微博词语气候得分（前十）

词语 得分

气候风险 5.37

碳市场 4.68

碳达峰 3.79

保护地 3.78

生物多样性 3.76

气候变化 3.64

环境监测 3.53

节约能源 3.41

绿色债券 3.22

环境治理 3.18

选择气候得分大于所有微博气候得分

1　表2至表8，见增强出版，中国知网—《金融市场研究》。

2　本文参考Arseneau et al.（2022）的研究，将气候微博的识别阈值定义为20%。除此之外本文还将阈值分别设

置为15%和25%以检验分类的稳健性。当阈值为15%时，识别气候微博139篇；当阈值为25%时，识别气候微博

103篇。可见阈值5%的变化对分类结果没有重大影响，不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

平均值的两个标准差的 100 篇微博作为初

始高分文本集合 C0，这些微博大致位于所

有微博气候得分分布的前 2.5%。以这个文

本子集为基础，在迭代过程中识别一组与

气候变化相关的关键词。初始迭代使用一

个由单一关键词“气候变化”组成的词典，

共识别出 57 篇包含该关键词的微博（占高

分微博的 57%），剩下 43 篇高分微博无法

识别。将这些无法识别的微博作为下一次

迭代的“探索集”，从中选择最重要的与气

候相关的关键词（即得分最高的关键词）。

迭代过程如表 21 所示，第一次迭代得到的

关键词是“气候风险”，然后将其添加到关

键词典中，将其扩展为两个关键词，然后

重复这个过程，直到再也找不到其他有用

的关键词为止。最后得到由七个气候关键

词组成的关键词典：气候变化、气候风险、

绿色金融、可持续、碳达峰、绿色债券、

碳市场。表 2 最后两行显示，由这 8 个关

键词组成的词典识别了 100 篇高分微博中

的 97 个（97%）， 剩下 3 篇高分微博未被 

识别。最后，利用生成的关键词词典，在

预备气候集合中识别出一组与气候相关

的微博。本文假设微博中包含关键词的

句子占整篇文章句子数量的 20% 以上，

则该文本为与气候相关的文本，最终得

到气候相关微博 126 篇（占微博总数的 

3.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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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识别有效性检验

以关键词库为基础的主题识别模型很

难保证关键词的选择是最佳的，因此需要

对这种方法生成的气候变化文本库进行有

效性检验，以确定筛选出的微博确实与气

候变化有关（Grimmer & Stewart，2013 ；

Gentzkow et al.，2019）。本文通过扩大初

始关键词库的范围，比较模型是否筛选出

相同的气候微博文本库来检验文本分类的

有效性。具体方法是，选择全部高分气候

微博（100 篇）中大于两个字符的名词作

为初始关键词库，重复关键词筛选过程，

最终筛选得到相同的关键词典，再次证明

本文关键词库迭代模型进行气候微博主题

分类的有效性。

在将完整的关键词典应用到调整前的

气候相关微博集合之后，调整后的集合包

含 100 篇高分微博中的 88 个（即细化过程

过滤掉 12 篇与气候无关的微博）。在这 12

篇微博中，有 3 篇不包含关键词典中的气

候关键词（平均气候文本得分 0.1091），有

9 篇微博中关键词出现次数占所有句子的

比重不足 20%（平均气候文本得分 0.1518）。

主题调整的过程还增加了 31 篇得分较低但

仍然满足分类标准的微博（平均气候得分

为 0.28）。这表明关键词迭代模型增加了识

别主题的价值，而不仅是通过气候得分高

低的界限而筛选文本。表 3 展示了调整前

后气候微博文本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前五个

词汇。可以看出，与调整前的微博集合相

比，调整后的气候微博集合出现频率较高

的词汇与气候相关的主题联系更紧密。进

一步，从调整前的集合中被过滤出来的微

博往往集中在创新、改革、经济发展等话

题上，而所有与气候无关的微博倾向于关

注传统的央行话题，如存贷款、融资、货

币政策等。

3. 央行气候微博描述性统计

图 1 展示了央行微播总发布数量以

及与气候有关的微博的发布数量。可以看

出，央行微播在 2014—2019 年均保持每

年 200~350 篇的发布量，而在 2020 年发

布数量激增至 597 篇，2021 年则达到 701

篇。这一方面体现出央行越来越注重沟通

方式的多样性，另一方面也说明央行通过

发布微博不断提高其沟通透明度。从气候

相关微博的发布数量来看，2016 年和 2017

年达到了小高峰年均 10 篇，随后三年发布

数量略有下降，2021 年发布 60 篇气候相

关微博，为历史最高。

此外，本文对央行发布微博的点赞、

转发以及评论数量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

如表 4 所示。整体而言，气候微博发布数

量的变化符合我国政策导向的宏观趋势。

2016 年，人民银行、财政部等七部门联

合印发《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

图 1   2013—2022 年央行微播气候类文本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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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标志中国成为世界范围第一个由政府

推动建立系统绿色金融体系的国家，2016

年也被称为国内绿色金融发展元年。2020

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强化绿色

发展的法律和政策保障，发展绿色金融”。

十四五纲要也强调要将“大力发展绿色金

融”作为“构建绿色发展政策体系”的重

要任务。央行于 2021 年初步确立“三大功

能”“五大支柱”的绿色金融发展政策思路。

此后，央行有关气候金融的研究和讨论进

入新阶段，相关文件和政策也越来越丰富。

（二）气候微博的主题分类

关注金融体系稳定性，并进行有效的

政策干预是中央银行的重要作用之一。本

文关注了央行微播有关气候变化、宏观金

融稳定与微观审慎监管三个主题的交叉内

容。应用前文关键词迭代的方法可以得到

央行微播金融稳定语料库以及审慎监管语

料库，两个语料库的种子词分别是金融稳

定以及审慎监管。

从种子词“金融稳定”开始，为每一

篇微博创建一个“稳定得分”，稳定得分

大于 0 的微博组成了初始的文本集合。然

后，利用高分微博对该文本集合进行提炼，

创建了“金融稳定”词典，词典由以下关

键词组成：“金融危机”“系统性”“金融稳

定”“国际金融”“保险制度”“金融风险” 

“理性投资者”“平稳运行”。使用与上一

节相同的关键词库迭代的方法共得到 513

篇有关金融稳定的微博（占微博总数的

13.86%）。采用相同的方法使用种子词“审

慎监管”创建了“审慎监管”关键词词典：

“审慎监管”“审慎决策”“金融监管”“审

慎管理”“金融风险”“宏观审慎”“系统 

性”，并识别出 179 篇聚焦于审慎监管的微

博（占所有微博的 4.84%）。

图 2 显示三个主题下微博文本的重叠

程度。在 119 篇与气候相关的微博中，略

高于十分之一的文本（11 篇）也与金融稳

定有关，但只有少数（3 篇）与审慎监管

有关。相比之下，在所有与金融稳定相关

的微博中，接近三分之一（111 篇）也涉

及审慎监管的话题。这说明央行在进行气

候变化相关沟通时，更倾向于发表与金融

稳定有关的新闻，而对审慎监管的涉及相

对较少。

为了更好地理解不同主题微博的差

别，本文计算了三个主题的不同微博子集

的平均文本得分（表 4）。通过比较与气候

相关的微博和与气候无关的微博的得分差

异可以发现，气候相关微博的平均得分要

比非气候相关微博高得多，且这种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此外，与气候相关的微博

在金融稳定方面和审慎监管方面的得分也

更高。尽管两者的差异在量级上较小，但

图 2    气候变化、金融稳定与审慎监管 
相关微博交叉图

审慎监管相关微博

金融稳定
相关微博

气候变化
相关微博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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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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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上仍是显著的。这说明与非气候相

关微博相比，气候相关微博更有可能涉及

与金融稳定和审慎监管相关的话题。

虽然气候相关微博与金融稳定和审慎监

管的关联度更高，但是央行微播发布的博文

中仍有相当一部分（106 篇，占气候微博总数

的 89%）与这两个话题均不相关。为了更好

地理解央行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的努力，本

文进一步分析了气候微博涉及的政策工具。

（三）气候微博涉及的政策工具

从对气候微博涵盖主题的分析中可以

发现，有关提高气候风险管理能力的举措是

央行气候微博的重要内容之一。本节将研究

重点放在气候微博中有关政策措施的讨论。

按政策工具类型划分，目前央行和金融监管

机构为应对气候风险出台的政策可以分为

审慎监管政策和货币政策两大类（方琦 等，

2020）。审慎监管政策主要包括：基于情景

分析等方法评估气候相关金融风险及围绕

巴塞尔协议三大支柱将气候风险纳入审慎框

架。货币政策主要包括：绿色量化宽松和储

备管理、再融资操作框架及信贷分配政策。

本文根据不同的政策工具建立货币政策关键

词库（“量化宽松”“储备管理”“绿色债券”“再

融资”“绿色信贷”“差异化准备金”）以及

审慎监管关键词库（“审慎监管”“情景分

析”“压力测试”“信息披露”）。将关键词

出现两次以上的文本划分为政策微博共得

到 53 篇货币政策相关微博，32 篇审慎监

管相关微博以及 60 篇不涉及政策工具的微

博文本。从数量来看，在 32 篇审慎监管相

关微博中，有 6 篇不包含在货币政策微博

集合中。为了更精确地说明两种政策的文

本集合间到底存在多大程度的文本差异，

本文计算了货币政策相关微博和审慎监管

相关微博的余弦相似度。

数学上可以将一个向量空间中两个

向量夹角间的余弦值作为衡量两个个体之

间差异的大小。余弦值接近 1，夹角趋于

0，表明两个向量差异越小，余弦值接近

于 0，夹角趋于 90 度，表明两个向量差异

越大。文本余弦相似度的计算也参考了这

种思路。首先将文本去除停用词后进行分

词，并找出关键词；然后将若干个关键词

合并成一个集合，计算每篇文章对于这个

集合中的词的词频；接下来生成两篇文章

各自的词频向量；最后套用余弦函数计算

两个向量的余弦相似度，余弦相似度越大，

表示两篇文章越相似。在计算出某个主题

下每篇文章对其他两个主题的文本相似度

后，取平均值得到该主题微博与其他主题

微博的文本相速度。计算结果如表 5 所示。

货币政策与审慎监管微博的文本余弦相似

度为 0.2477，与非政策的气候微博文本相

似度为 0.0548，两者的差异在统计学上是

显著的（p 值为 0.00）。种种迹象表明，央

行微播在发布与气候风险相应措施有关的

新闻时，经常同时涉及货币政策和审慎监

管政策两种政策工具，且对货币政策的相

关话题讨论更多，这体现了人民银行多措

并举，全面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工作思路。

例如在关于时任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出席欧

盟首届可持续投资峰会的报道中，出现了

完善碳定价机制、统筹绿色分类标准、促

进可持续投资等多种方法。在央行微播有

关碳减排的新闻中，也兼顾了绿色融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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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信息披露两种措施。

（四）气候微博的沟通效果

1. 气候微博的语言表达方式

国外已有研究表明和中央银行在讨论

气候变化相关话题时，会使用模糊性和不确

定性更高的词汇。本节重点关注了央行微

播在与气候相关的新闻中使用的语言是否

与在其他新闻中使用的语言有实质性的不

同。1 建立了推测性词语集合：可能、大

概、也许、或许、有望、不确定。2 计算

出每篇微博涵盖不确定性词语的句子占整篇

文章的比重作为不确定性指数。不确定性

指数越高，说明文本语义上的模糊性越大。

将与气候相关的微博的不确定性指数

与所有其他微博进行比较，结果如图 3 和

图 4 所示。图中绘制了与气候相关和非气

候相关微博的不确定性指数的概率密度曲

线。整体来看气候相关微博呈现明显的右

偏分布，t 检验在 99.9%（p 值为 0.0013）

的置信度上拒绝两个分布的均值相同的原

假设。此外，KS 检验也显著拒绝了两个分

布相同的原假设（p 值为 0.0001）。这表明，

与其他类型的新闻相比，央行微播在发布

与气候相关的新闻时，使用不确定性的语

言的频率更高。

气候变化的主题对于央行来说是一个

较为陌生的领域，因此央行微播在发布信

息时的语言就表现出较高的不确定性。但

随着相关政策越来越完善及全球范围内有

关绿色金融的讨论越来越丰富，央行在发

布信息时的语言也应该有所变化。央行应

该使用更精确的语言进行更清晰的沟通，

这有助于减少沟通信息的不确定性，提高

央行为应对气候变化发布的政策的公信力。

2. 气候微博的公众沟通效果

与公众建立更即时、有效的互动是央

行微播发布新闻的重要目的之一，因此本

节评估央行微播的沟通效果，并根据前文

的分类结果，将审慎监管、金融稳定相关

微博的沟通效果也纳入比较范围。央行微

播的互动数据体现出其沟通效果的不稳定

性，如表 6 所示。为了进一步分析央行微

播的沟通效果，本文选取每篇博文转发、

评论及点赞数据的平均数作为该文本的沟

通效果指标。

排除前 1% 的极端数据后，央行微播

图 3    气候微博与非气候微博的概率密度曲线 图 4    气候微博与非气候微博的累计概率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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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效果指标的均值为 71，审慎监管相关

微博沟通效果指标均值为 68，金融稳定相

关微博沟通效果指标均值为 132，而气候

相关微博的沟通效果指标均值为 23。由此

可以发现，气候相关微博与其他央行传统

沟通话题的微博相比，其公众沟通有效性

明显不足。这可能与公众对于绿色金融信

息没有比传统信息敏感有关。未来央行微

播应着力加强对气候有关新闻的披露，助

力在全社会形成绿色金融的新风尚。

3. 气候微博对公众关注度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探究央行有关气候变化

的沟通是否对公众产生影响，本文基于百

度搜索指数和气候微博发布数量建立线性

回归方程。气候微博文本数量有限，如果

时间颗粒度较细就会出现大量空值，因此

本文选择气候微博每个年度的总发布数量

climatet 作为自变量。在时间跨度方面，考

虑到央行微播于 2013 年 12 月正式开通，

气候相关新闻对 2013 年的影响十分有限，

因此以 2014—2022 年为查询范围，选择

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关键词爬取百度搜索指

数。为了保持前后文的一致性，这里选择

与筛选气候微播相同的十个关键词作为搜

索词库，将每个关键词年平均搜索指数作

为该词的年度指数 indexi,t，将十个关键词

的年度指数之和作为该年度公众气候关注

指数。由于搜索指数的绝对数较大，本文

对所有指数进行对数处理，在实证研究中

ATt 以表示。建立 ATt 与 climatet 两个变量

之间的线性回归方程，如式（5）所示。回

归结果如表 8 所示。

 ATt=ln ∑10
i=0 indexi,t （4）

 AT=α+β • climatet+μ （5）

从表 8 可以看出，公众对气候的关

注度与央行沟通之间呈现出显著的相关关

系。具体来讲，央行有关气候的沟通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与关注度正相关。从而说

明了央行有关气候变化的沟通可以对公众

关注度产生一定的引导作用。

五、总结与启示

气候问题是我国进入第二个百年新征

程面临的重大考验之一。人民银行一方面

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交流，在更多国际平台

上共商、共建、共享绿色金融研究成果，

另一方面不断优化国内绿色金融体系，为

实现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寻找突破口和着力

点。近年来，人民银行对气候问题的关注

持续增加。本文使用了一种以关键词为基

础的自动迭代模型对央行微播近十年发布

的 3 751 篇博文进行了主题识别和文本分

析，并从央行传统话题、气候微博相关政

策以及公众沟通效果三个维度，对央行有

关气候变化的微博沟通进行了更加细致深

入的讨论。

主要得出以下四点研究结论。第一，

从央行传统的关注重心来看，央行气候微博

与金融稳定这一话题联系紧密，而与审慎监

管的关联度略有逊色。第二，目前央行使用

了包括货币政策、审慎监管在内的一系列

政策工具，重点依然是货币政策，例如将

绿色债券等绿色资产纳入合格抵押品范围、

绿色差异化准备金要求、绿色差异化再贴

现率等。第三，与其他新闻相比，央行在

与气候相关的微博中倾向于使用模糊和推

测性的语言，语言的不确定性有较为明显

的上升。第四，公众对气候相关微博的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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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尚显欠缺，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央行微

播的点赞、转发以及评论数量均处于弱势。

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本文得出了以

下政策启示。第一，央行可以通过微博、

微信等新媒体平台向越来越多的非专业人

群传递信息。充分利用央行微播的互联网

影响力，加强沟通的力度和效率，提升沟

通透明度，增强决策公信力。第二，言辞

沟通的效力与沟通方式息息相关。随着社

会各界对气候问题的讨论越来越深入，央

行微播应加强言辞沟通的有效性，增加确

定性语言的表述，减少模糊性词语的使用，

有助于人民银行在应对气候金融风险方面

发挥积极作用。第三，丰富气候金融的理

论实践以及宣传方式，可以尝试开展“绿

色金融知识普及月”等活动，通过更生动

的图片以及视频新闻增加普通民众对绿色

金融的理解和支持。第四，在制定金融管

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时，充分考

虑气候变化的潜在影响。学习借鉴货币政

策与审慎监管政策的国际经验，尤其是加

强气候风险在审慎监管框架中的体现与相

关的措施管理，提升金融系统的气候风险

承受能力，防范警惕“绿天鹅”事件。多

点布局绿色金融工具、绿色金融政策与气

候风险管理，为我国经济绿色低碳转型提

供更坚实的金融基础和制度保障。

学术编辑： 卢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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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al Bank Communications on Climate Change: a Weibo-based Text Analysis

WANG Bo   LUO Wenting
(School of Finance, Nankai University)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rising living standards, climate issues have become one 
of the major challenges facing humanity. This article examines 3 751 blog posts published by China's central bank on 
its Weibo account from 2013 to 2022 and employs topic recognition and text analysis as part of its study. While policy 
statements of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are most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monetary policy, statements on climate 
change are frequently related to financial stability.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public sensitivity to climate related 
statements on Weibo is still insufficient and the central bank should focus on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regulatory framework as part of its new media communications. Ultimately, this will support 
gree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of the economy.
Keywords  Climate Change, Central Bank Communicatio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JEL Classification  E52 E58 Q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