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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

指出，要完善绿色低碳发展经济政策，强化财政

支持、税收政策支持、金融支持、价格政策支持。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近年来，

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我国金融机构积极发展

绿色金融，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多种形式的金

融服务，让金融活水持续滋养绿水青山。绿色

金融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有哪些作

用？如何更好推动金融业创新服务绿色发展？

记者采访多地金融机构和企业，探寻绿色金融

发展的新路径、新模式、新实践。

加大金融支持，绿色贷
款带活一方经济

一脚踏三省，近知山里情。三省坡，地处湘

桂黔交界地，因“一脚踏三省”而得名。

站在三省坡下远眺，数十台大型风电站耸入

云端，山峦、风机、流云，构成了一幅美丽画卷。

湖南省怀化市的通道侗族自治县全境多山

且海拔较高，风力能源丰富，特别是三省坡主峰

海拔 1337米，是风能开发的理想之地。

看到风电发展潜力的通道新天绿色能源有

限公司，早就想在此开发风电项目。2021 年，在

前期建设基础上，公司启动了三省坡风电场二

期工程大规模建设，但遇到了资金难题。

“新能源发电项目普遍投资金额大、回报周

期长，单靠企业自有资金投入，无法满足项目进

度要求。”公司董事长陆阳告诉记者，随着项目

铺开，购买风电设备需要大量资金，供应商要求

加快结算，否则供货会受影响。

眼看着好项目遇阻，施工方和当地村民都

十 分 着 急 ，开 始 尝 试 向 金 融 机 构 申 请 融 资 支

持。而彼时，由于绿色能源项目贷款前期审批、

中期放款和后期贷后管理等流程非常繁琐，不

少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对该领域业务望而生畏。

“我到你们项目部来‘上班’。”就在企业多方

寻求资金无果之际，建设银行通道支行副行长禹

络怀主动请缨到企业驻点，白天跟企业一线人员

对接，晚上整理材料。与此同时，建行湖南省分

行迅速组织多部门对项目进行评估分析，实地调

研企业经营发展状况，加快贷款审批进度。

一周内，授信方案顺利推出。“15 年期，3.6
亿元，利率还比同期贷款优惠不少。”拿到审批

结果的禹络怀马上着手为企业办理相关手续。

正巧，好项目遇到了好政策。

就在禹络怀带领团队忙着办理贷款手续的

当口，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推出碳减排支持工具。

通过“先贷后借”的直达机制，央行对金融机构向

碳减排重点领域内相关企业发放的碳减排贷款，

按贷款本金 60%提供资金支持，利率仅为 1.75%。

“有了碳减排支持工具助力，我们可以为企

业节省利息支出 2100 万元。”禹络怀说，但申请

碳减排支持工具认定并不容易，要综合碳减排

量和贷款金额测算出碳减排效应数据，十分考

验金融机构对绿色项目的自主评价能力。

了解到实际情况后，中国人民银行怀化中心

支行主动介入，为建行怀化市分行完善申报手续

提供了帮助。“在各方支持下，分行首笔碳减排支

持工具绿色贷款终于成功落地。”禹络怀说。

在绿色贷款支持下，三省坡风电场二期建

设顺利推进，共增设 24 台风力发电机组，总装

机容量 48 兆瓦，建成并投入使用后，将有效满

足湘桂黔交界地区特别是通道县一些偏远乡镇

企 业 及 群 众 用 电 需 求 ，并 可 年 减 排 二 氧 化 碳

7.51 万吨，节约标准煤 3.1 万吨，实现经济效益

和生态效益双丰收。

曾经“有女莫嫁三省坡”的民谣，而今变成

了“阿妹快来三省坡，阿哥带你看风车”的动情

山歌。

三省坡山脚下，通道县独坡镇上岩村发展

起“风电景观+民族文化”特色旅游业，吸引周边

游客前来游玩，让村里的“高山茶园”名号成为

远近闻名的特色品牌，带动茶农增收。2022 年，

全村村级集体经济收入达到 22.3 万元。

一笔绿色贷款，带活一方经济，富了一方百

姓，正是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生动写照。

2016 年，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联合印发《关

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我国成为全

球首个由政府部门制定系统性绿色金融政策框

架的国家。2021 年，中国人民银行设立碳减排

支持工具和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

两项货币政策工具，激励和引导更多金融机构

以市场化方式支持绿色低碳发展。在新发展理

念的指引和国家政策推动下，绿色金融发展日

益成为金融部门和全社会的共识。

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以绿色贷款和绿色债券

为主、多种绿色金融工具蓬勃发展的多层次绿色

金融市场体系。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6 月末，我

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 27.05 万亿元，同比增长

38.4%，高于各项贷款增速 27.8个百分点，比年初

增加 5.45万亿元；两项货币政策工具余额分别达

4530 亿元和 2459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1433 亿元

和 1648 亿元，其中，碳减排支持工具支持金融机

构发放碳减排贷款超过 7500 亿元，带动年度碳

减排量超过 1.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绿色金融的快速发展，提升了金融业的适

应性、竞争力和普惠性，为应对气候变化和治理

环境污染提供了有力资金支持和综合性金融服

务，成为我国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重要领域

和亮点之一。”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说。

创新金融产品，竹林变
身“绿色银行”

层峦叠嶂，满目苍翠，行走在浙江省安吉县

的绿水青山之间，成片的竹林让人流连忘返。

这里有着“中国竹乡”的美誉，植被覆盖率常年

保持在 70%以上。

生态绿起来，还要让百姓富起来。

1 亩 毛 竹 每 年 能 够 吸 收 二 氧 化 碳 约 24.5
吨。为了将毛竹的生态价值高效转化为经济价

值，2022 年，安吉县印发《竹林碳汇推动共同富

裕改革试点县总体方案》，通过成立竹林碳汇收

储交易平台，建立起“林地流转—碳汇收储—基

地经营—平台交易—收益反哺”的全链条体系。

如今，安吉县的老百姓除了可以直接卖毛

竹赚钱外，还可以卖竹林里的“空气”，也就是把

毛竹林新增的碳汇卖给企业。而推动企业购买

碳汇的动力之一，就是金融机构的创新支持。

“购碳 1564.62 吨，支出 11.6 万元，获得‘碳

汇惠企贷’2900 万元，利率下调 50 个基点，全年

节省利息支出 14.5 万元，一来一去，相当于节约

了 2.9 万元的财务成本，还增强了我们的绿色发

展意识。”安吉兴能溶剂有限公司总经理谢飞武

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谢飞武口中的“碳汇惠企贷”，是浙江安吉农

商银行围绕当地碳汇“生产—收储—交易”全产业

链，针对需求端创新推出的绿色金融产品，在不增

加财务负担的前提下，对符合生态要求的企业给

予利率优惠，用于购买碳汇，推动形成购碳群体。

“我们越来越多地将资金投向‘环境友好型

企业’，正是因为这些企业具有绿色意识，相信它

们在未来会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盈利空间。”浙

江安吉农商银行董事长马莲贵表示，截至目前，

该行已创新六大系列 25 款绿色普惠产品，绿色

信贷余额 124.5亿元，占所有贷款比例达 30.6%。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进，金融需求越

来越多样化、复杂化，而持续不断的金融创新，

为绿色发展提供了高效的金融服务。2017 年以

来，我国在浙江省湖州市、江西省赣江新区、贵

州省贵安新区等地建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

区，支持试验区在绿色金融政策架构、绿色金融

产品服务创新等方面积极探索。

安吉县所在的浙江省湖州市，就是首批绿色金

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之一。为推进绿色金融高质高

效发展，湖州市建立起“绿贷通”网上平台，用数字

化手段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银行“获客难”

“尽调难”。截至目前，“绿贷通”已累计帮助超 3.8
万家企业与银行对接，获得银行授信超 4500亿元。

安吉农商银行工作人员向记者展示了“绿贷

通”的服务功能，在这个开放式平台上，企业发布

项目和融资需求后，系统会自动进行企业 ESG
（环境、社会、治理）评价，并根据 ESG 评价差异给

予不同力度的贷款贴息补助，然后由当地 36 家

银行来“抢单”，好的绿色项目完全不愁资金。

创新不只发生在银行业。近年来，绿色保

险服务也在蓬勃发展。

红树林虬枝交错、树冠相连，鱼虾在水下树

根间穿梭遨游，鸟儿在滩涂上栖息觅食……广东

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誉为“世界湿地

生态恢复的成功范例”。红树林具有净化海水、

防风消浪、固碳储碳、维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作

用，是各种野生动物和鱼虾蟹贝等海洋生物的栖

息地。

为保护红树林生态环境，去年 9 月，人保财

险广东省分公司与湛江市遂溪县人民政府合作

开发红树林碳汇价值综合保险，为该县全辖 7
个红树林片区提供 261.4 万元的风险保障。按

照谁修复、谁受益的原则，该项目所获赔偿将用

于红树林修复管护和科普宣教等，进一步调动

各方参与红树林修复的工作积极性。

在福建省，阳光财险创新性开发了“福建森

林气象指数保险”，支持当地林业发展及固碳增

汇事业，并通过加强与各地碳交易市场和高耗

能企业的深度合作，创新研发“低碳项目机器损

坏碳交易损失保险”，探索为参与碳交易的各类

企业提供减排设备碳损失保障。

在江苏省，今年 1 月，中国太保签署该省首

单绿色生态环境救助责任保险，保护太湖生态

岛生态建设；2 月，签发无锡市首单水生态领域

“水质无忧”保险，为裕巷浜、钟巷浜、下旺浜 3
条河道提供保险产品与服务。

“绿色金融产品正在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招联首席研究员、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兼职研

究员董希淼认为，中国经济在高质量发展的进

程中，会不断催生丰富的绿色金融需求，金融机

构只有加快产品和服务创新步伐，才能不断满

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加快培育和提升自身

核心竞争力。

抢抓发展机遇，完善绿
色金融“生态圈”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支持绿色发展

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发展

绿色低碳产业”。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正加

快落实生态文明建设各项部署，以绿色金融高

质量发展加快推动美丽中国建设。

在广东省，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联合地方

相关部门推动广州市、肇庆市先行先试设立企业

碳账户、构建企业碳信用体系，将企业碳排放数

据和评级结果加载形成标准化碳信用报告，引导

金融机构运用碳信用报告开展银企融资对接；

在黑龙江省，中国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

行锚定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夯实绿色金融服

务基础为主线，以建立健全绿色金融相关体制

机制为抓手，推动构建绿色金融体系，推动辖内

金融机构绿色信贷投放实现快速增长；

在重庆市，重庆市政府分别与 7 家银行就

支持重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将在“十四五”期间为重庆市带来

超 3000 亿元的绿色融资支持……

工商银行绿色贷款余额达 3.98 万亿元，中

国银行境内外绿色债券发行规模达 877 亿元，

中 国 平 安 全 年 绿 色 保 险 原 保 险 保 费 收 入 达

251.05 亿元……翻开上市公司 2022 年年报，各

家金融机构正在抢抓绿色金融发展的新机遇，

加快战略布局。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中国区域金融运行

报告（2022）》显示，近年来，金融机构加快建立

健全绿色金融重大项目库、创新系列绿色金融

产品，加大对整个绿色低碳领域发展的支持力

度，推动绿色贷款、绿色债券规模快速增长。

“我们要建立和完善一个由银行、保险、证

券、信托、基金等金融机构共同组成的良好发展

‘生态圈’，通过健全这样一个更广泛、更完善的

金融服务体系，把绿色金融的良好生态链建立

起来，使业务成本越来越低，风险管控越来越

好。”建设银行信贷管理部副总经理熊波介绍，

为更好推进绿色金融发展，建设银行设立绿色

金融委员会，以银行业为主，结合证券、基金、信

托等各种现代金融业态，丰富多层次绿色金融

产品，并制定了 2022—2025 年绿色金融发展战

略规划等纲领性文件。

实践证明，绿色金融既是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也是金融业自身转型发展

的长久动力源。“在实体经济大规模向低碳、零

碳转型的过程中，金融业必须加快自身转型和

创新发展，更好满足实体经济转型带来的巨大

绿色低碳投融资需求。”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

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认为，实现碳中和需要大

规模的绿色投资，这将为有准备的金融机构提

供绿色金融业务快速成长的机遇。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邹澜表示，下

一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发挥好货币政策总量和

结构双重功能，继续实施好存续的工具，对结构性

矛盾仍然突出的领域，延续实施期限，多措并举巩

固政策成效，必要时还可再创设新的工具，持续支

持普惠金融、绿色低碳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图①：浙江安吉农商银行客户经理在安吉

横溪坞毛竹林了解客户情况。 罗 愚摄

图②：由国家开发银行支持建设的雅砻江

柯拉一期光伏电站。 李乐乐摄

图③：三省坡风电场。 王在群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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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身感受到碳市场对企业经营、管理的意

义和影响”“在积极履约过程中不断推进清洁低

碳转型发展”……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

运行已满两周年，参与碳交易的电力企业纷纷

表示，在碳市场的作用下，企业的减排意识和能

力水平得到有效提高。数据显示，两年来，参与

碳交易的企业明显增加，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

量超过 2.39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累计成交额达

110 亿元以上，市场总体平稳，碳价稳中有升，

有效促进了碳减排。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碳排放统计核

算制度，健全碳排放权市场交易制度。”建设全

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利用市场机制控制和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一项

重大制度创新，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政

策工具。由于碳市场以碳排放权为标的资产进

行交易，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权证市场，有较强的

金融属性。因此，发展碳金融，对建好碳市场至

关重要。

作为我国绿色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碳金融是指建立在碳排放权交易的基础上，以

碳配额和碳信用等碳排放权益为媒介或标的的

资金融通活动，服务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或者

增加碳汇能力。碳金融能够为碳市场提供交

易、融资、资产管理等工具，对碳市场形成合理

的 碳 价 、提 升 交 易 活 跃 度 有 着 重 要 的 推 动 作

用。例如，碳排放权期货能够通过提供公开透

明、高效权威的远期价格助力碳市场更好实现

价格发现功能，加强碳市场的流动性；碳债券、

碳资产抵质押融资等产品能够盘活企业碳资

产，为有碳配额企业融资；碳指数、碳保险能够

为碳交易提供风险保障……

目前，我国碳金融实践成效逐步显现。去

年 4 月，证监会发布碳金融产品的行业标准，明

确碳金融产品的分类，给出了具体的碳金融产

品实施要求，为金融机构开发、实施碳金融产品

提供指引。在证监会的指导下，广州期货交易

所稳步推动碳排放权期货研发，已经形成包括

期货合约月份、交割制度、风险控制在内的一整

套碳排放权期货合约制度设计方案。各金融机

构纷纷开展碳保险、碳配额质押、“碳中和”债

券、碳结构性存款等碳金融产品的创新和运用，

更多金融资源投入碳减排领域。

发 展 碳 金 融 ，需 要 更 统 一 完 善 的 制 度 规

则。制定统一的碳金融市场准入、碳金融产品

的交易方式和交易规则，才能更好促进碳金融

市场的公平和高效。应当在法治化的前提下，

进一步细化碳金融市场准入、交易、核算等方面

标准，同时构建严格的风险管理、信息披露和违

规处罚等方面的运行细则，保障碳金融产品的

规范性、可持续性。

发展碳金融，需要更多政策扶持。目前，我

国支持绿色金融发展的政策工具不断丰富完

善，而碳金融还需要更多更有针对性的专门扶

持政策。例如将碳金融发展纳入金融机构评价

体系，为碳金融产品的投入和创新发展开通绿

色通道等。

发展碳金融，还需要更多产品创新。我国

建立了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规模最大的碳市

场，碳金融业务大有可为。金融机构应当着眼

长远，加大碳金融参与度和积极性，立足国内碳

市场发展实际，积极研发碳金融产品、拓展碳金

融业务，通过提供多元化的产品和服务，成为活

跃碳市场的主导力量。

事实上，碳金融与碳市场的发展相辅相成，

增强碳市场活力的同时，碳金融的发展也有赖

于碳市场自身的发展。随着全国碳市场扩容，

碳金融的发展空间也会不断拓展。相信随着碳

金融政策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碳金融创新活

力的不断增强，碳市场将成为金融服务“双碳”

目标的重要抓手，碳金融也将为绿色发展提供

源源不断的发展动能。

发展碳金融 激活碳市场
赵展慧

③③

①①

■■

深
度
观
察

深
度
观
察··
坚
持
绿
色
低
碳
发
展

坚
持
绿
色
低
碳
发
展
，，强
化
财
税
金
融
支
撑

强
化
财
税
金
融
支
撑①①

R

②②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