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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浙江
省舟山市岱山县
衢山岛大力发展
风力发电，输出绿
色能源，有效助推
了海岛经济绿色
发展。

图为衢山岛
风电场鸟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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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碳减减排排支支持持资资金金如如何何用用在在刀刀刃刃上上？？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朱朱妍妍

“推动碳减排支持工具和煤炭清洁高效
利用专项再贷款有效落地。 引导金融机构及
时满足符合条件的煤电煤炭企业合理融资
需求，为具有显著碳减排效应的重点项目提
供优惠利率融资，发挥好支持煤炭清洁高效
利用专项再贷款作用，着力提升煤炭的清洁
高效利用水平。 在保证国家能源安全基础
上，通过提高效能有效减少碳排放。 ”在 11
月 23 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邹澜表示，将
引导金融机构把更多资源投向绿色发展等实
体经济重点领域。

吹风会召开前一周，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
在前期设立碳减排金融支持工具的基础上，再
设立 2000 亿元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
贷款。 绿色金融政策频出， 为降碳行动疏解
“钱”的难题，如何用好这些支持工具成为下一
步工作重点。

为保障减排效果，上述负责人表
示，申请支持工具时，需提供碳减排
项目相关贷款的碳减排数据，并承诺
对公众披露相关信息。金融机构参考
碳减排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环评报
告或市场认可的专业机构出具的评
估报告，以及贷款占项目总投资的比
例，计算贷款的年度碳减排量。

金融机构获得碳减排支持工具
后，需按季度向社会披露碳减排支持
工具支持的碳减排领域、 项目数量、
贷款金额和加权平均利率以及碳减
排数据等信息， 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人民银行将会同相关部门，通过委托

第三方专业机构核查等多种方式，核
实验证金融机构信息披露的真实性。
在多位业内人士看来，信息披露正是
亟待加强的环节。 “此前，企业并未被
强制要求披露碳排放及碳足迹信息。
金融机构也缺乏采集、计算和评估相
关信息的能力和渠道，许多金融产品
并没有与碳足迹挂钩。 ”民生银行副
总经理欧阳爱东认为，金融机构需要
将企业履约和减排情况纳入信贷评
估体系，并判断企业减碳投资及行动
规划对其未来估值的影响，以此来配
套差别化金融政策。

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

会主任马骏也称，与金融工具相配套，
需要非常强的披露要求及披露执行能
力。 “在传统绿色金融领域，披露形式
基本是以项目为主。 比如一个项目能
减多少碳、有没有实现预期，达到这个
数之后就算做完了， 属于一次性的静
态披露。而能源转型是一个长期过程，
披露要求有着实质区别。 所承诺的减
排路径能不能做到， 要让社会、 投资
者、资本市场、监管部门相信，甚至引
入第三方验证等机制， 这是一个动态
披露过程。否则，一家企业即便声称自
己有相关技术路径， 如果没有沿着这
条路去做，最后仍可能是‘假转型’。 ”鼓励社会资金更多投向绿色低碳领域

据了解，2000 亿元再贷款将专项支持煤
炭安全高效绿色智能开采、煤炭清洁高效加
工、煤电清洁高效利用、工业清洁燃烧和清
洁供热、民用清洁采暖、煤炭资源综合利用
和大力推进煤层气开发利用。 全国性银行向
支持范围内符合标准的项目自主发放优惠
贷款，利率与同期限档次贷款的市场报价利
率大致持平，人民银行可按贷款本金等额提
供再贷款支持。

“资金支持方向明确，覆盖了煤炭生产、加
工、煤电和甲烷利用等重点过程。 通过相关环
节的清洁高效利用，可以有效减少污染排放和
碳排放。 ”平安证券分析师樊金璐认为，传统能
源作为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在新能源未能完全
替代前，其清洁高效利用仍是推动碳减排的重
要途径。 也正因此，传统能源的安全绿色低碳
转型成为资金支持的重点方向。

除了面向传统能源领域，人民银行还创设

推出碳减排支持工具这一结构性货币政策工
具，以减少碳排放为导向，重点支持清洁能源、
节能环保和碳减排技术等领域。 “初期重点领
域范围突出‘小而精’，重点支持正处于发展起
步阶段，但促进碳减排的空间较大，给予一定
的金融支持可以带来显著碳减排效应的行
业。 ”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碳减排支持工
具是“做加法”，用增量资金支持清洁能源等重
点领域的投资和建设，从而增加能源总体供给
能力，金融机构应按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提供
融资支持，助力国家能源安全保供和绿色低碳
转型。

据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测算，为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到 2060 年，我国新增气候领域投
资需求规模约在 139 万亿元， 长期资金缺口年
均在 1.6 万亿元以上。 资金从哪里来，缺口从何
处补？ 发挥政策示范效应，鼓励社会资金更多
投向绿色低碳领域———方向越来越清晰。

山西强化焦化行业
污染防治

本报讯 日前，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焦化行业污染防治系统化
治理精细化管理的通知》（下称 《通知》），提
出力争 2022 年 10 月底前全省焦化企业全
面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
效，促进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推动焦化行业
高标准保护高质量发展。

在加快推进焦化行业系统化环境治理
方面，《通知》要求强化源头防控，通过“上大
压小”“减量替代”“城外搬迁”等方式进行产
能整合，加快淘汰炭化室高度 4.3 米焦炉，建
设节能环保水平高的大型先进焦化项目，同
步达到焦化行业超低排放指标要求。 依法开
展清洁生产审核，加强余热回收利用和源头
减排系统治理，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同
时，严格有组织排放限值，加强无组织排放
管控，最大限度提高清洁运输比例，焦化企
业出省焦炭铁路运输比例达到 80%以上，位
于设区市城市规划区的焦化企业大宗物料
和产品清洁运输或新能源车辆运输比例要
达到 100%。

此外，《通知》还在物料储存、物料输送、
固废及危废利用处置、 建设管控治一体化监
控平台等方面做了多项要求， 以全面提升焦
化行业精细化环境管理水平。 （金轩）

吉林“十四五”期间
审慎发展大型石油化工

本报讯 日前，吉林省生态环境厅发布《吉
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征求意见稿）》
（下称《征求意见稿》），对今后五年该省生态环
境保护提供行动指南，涉及多项能源内容。

《征求意见稿》提出，“十四五”期间，吉
林将加快产业绿色转型升级，严把高耗能高
排放项目准入关口，严格落实污染物排放区
域削减要求，对不符合规定的项目坚决停批
停建， 审慎发展大型石油化工等高耗能项
目， 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产能和化解过剩产
能。 在电力、钢铁、建材、石化等重点耗能行
业实施减污降碳行动。

同时，《征求意见稿》提出建设清洁低碳
能源体系，优化能源供给消费结构。 强化能
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在保障能源安全的
前提下，加快煤炭减量步伐，严控煤炭消费
增长，原则上不再新增自备燃煤机组，支持
自备燃煤机组实施清洁能源替代。 加快实施
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 大力推进风力发电、
光伏发电。 （王铮）

有了资金来源，如何更好发挥作
用？多位专家坦言，目前不乏一些“洗
绿”行为，有企业拿着绿色金融支持
从事高碳活动。 为此，亟待建立一套
与绿色金融相配套的政策框架。

“一家煤电企业想转型以清洁能
源为主的企业，到底做风电、光伏发
电，还是把煤电设施改造为生物质混
合掺烧装置，这些潜在的技术路径如
何选择？不是光由金融专家说了算，需
要行业人士共同论证识别。 在不同地
区、不同产业政策环境下，转型路径也
有所不同，我们要在收集提炼的基础
上，总结出适用于不同类型企业、行业

的技术路径，并制定明确的界定标准。
凡是符合标准的路径， 就应该得到更
多金融资源支持。 ”马俊举例。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
究院副院长徐洪峰认为，金融产品和
工具的精准度有待提升。 “以典型的
煤炭依赖地区内蒙古为例，我们调研
发现，面对很多绿色金融政策，他们
往往用不上。诸如霍林郭勒这样的城
市，产业链相对单一，主要从事煤炭
开采、煤电、电解铝及加工生产。在整
个链条上，能够获得绿色金融支持的
项目很少，通往低碳、零碳发展的路
上，融资需求却又相当旺盛。对此，建

议推动更多转型金融产品的开发。 ”
这一观点得到马俊的赞同。 “比

较典型的煤电企业， 由于负债率高，
很难借到钱。第一要务是把负债率降
下来，金融机构对风险的担心大幅下
降，企业获得银行融资、发行债券的
概率明显上升。 除了财务激励，离不
开其他政策资源。比如一家煤电企业
做光伏，没有地怎么办？ 做生物质能
源，如何获得稳定、低成本的来源保
障？ 这些支持比融资本身更重要。 在
高碳企业向低碳转型的过程中，未来
需要组合性的工具箱，而不是一两个
金融工具即可。 ”

本报讯 实习记者杨梓报道：11 月
19 日，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
国化工”）公开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
见整改落实情况。

2019 年 7 月 13 日至 8 月 13 日，中
央第八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中国化
工开展了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察；2020
年 5 月 11 日， 督察组向中国化工反馈
了督察意见。 记者梳理《中国化工落实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
任务清单》落实情况报告（下称“报告”）
发现，本次督察意见涉及 3 大类共计 46
项具体问题。

报告指出，主要污染物减排是调整
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中
国化工作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确定的减排重点企业， 没有按照要
求建立健全减排组织管理体系， 也没有
建立完善企业内部减排考核奖惩体系。
在完成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下达的减排任务时， 未进行认真核算就
轻率上报，甚至虚报减排数据。 如，2018
年中国化工在核算 2016 年以来氮氧化
物减排量时， 汇总各二级公司数据应为
1864.46 吨，但集团公司上报国务院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数据却变为
6495.25 吨，减排数据明显失实。

同时，中国化工在组织规划编制和
项目审批过程中，对于限制和淘汰类产
业没有提出明确的限制使用和限期淘
汰要求，对部分下属企业违反产业政策
的行为监管不力。 抽查发现，其下属黑
龙江省大庆中蓝石化有限公司 120 万
吨/年常减压装置属于国家发展改革委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19 年本）》
明确淘汰类， 但未按要求限期淘汰，持
续违法生产，2019 年以来累计加工原油
约 275 万吨。 中国化工油气股份有限公
司长期无视该企业违法生产行为，还将
大庆中蓝常减压纳入生产计划、预算和

考核指标中。 此外，沈阳石蜡化工有限
公司催化热裂解（CPP）项目 75 万吨/年
常压蒸馏装置属于淘汰落后产能，无任
何审批手续，仍违法生产。

中国化工油气股份有限公司纵容山
东昌邑石化有限公司等 5 家下属企业大
肆违法生产销售不合格柴油，仅 2018 年
就对外销售 80 余万吨， 硫份最高超标
985 倍。 2013 年以来，中国化工下属生产
经营企业受到处罚高达 287 次，有 65 家
因环境违法问题被行政处罚， 占比达到
80%。 但中国化工仅对上报的 36 次处罚
案件进行了扣分，对大量瞒报漏报行为，
既不深究，更未惩处。

此外，报告还指出，中国化工此前
从未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安排专门预
算；由于下属企业普遍瞒报、漏报生态
环境违法违规问题，HSE 考核结果严重
失实，考核工作缺乏基本的严肃性和导
向性； 此次督察的中国化工下属 50 余

家企业中，在环境风险防控、危险废物
规范化管理、大气污染防治、建设项目
管理等方面均不同程度存在问题，有的
问题还比较突出。

中国化工表示，截至目前，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梳理出的 46 个
问题中，41 个已完成整改，其余均按计划
推进。 全面完成国资委下达的环境质量
改善和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任务，2020
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降低， 其中
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排 放 量 较 2019 年 分 别 下 降 34.6% 、
58.0%、19.9%和 17.3%。同时，持续提升企
业合规性管理， 危险废物合规处置率达
到 100%， 生态环境行政处罚数量下降
54.2%，企业周边社区满意度持续提升。

中国化工表示，下一步，将坚决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 持续扩大环保督察整
改工作成果， 着力构建环保督察问题整
改长效机制。

中国化工：已落实环保督察整改近九成任务

与碳相关的信息披露需接受监督

防范手握绿色金融支持的“洗绿”行为

核心阅读

实现降碳目标需要大量资金支持，除绿色金融支持政策外，鼓励社会资本投
向绿色低碳领域也是重要方向。要真正发挥这些资金的作用，需尽快补齐能源企
业和金融机构与碳相关的信息披露短板，谨防企业用降碳资金从事高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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