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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金改试验区方案公布 地方绿色金融体系建设迎来新机遇 

研发部  王力 柯乐 

6 月 26 日，经国务院同意，中国人民银行、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环境保护

部、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七部委联合印发浙江、广东、贵州、江西和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部分地区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针对所选取东、中、西部 5 省（区）的 8 个试验区1，从金融组织、融资

模式、服务方式和管理制度等角度提出本质相通、各有侧重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

实践的原则与方案。《方案》是继 2016 年 8 月七部委联合出台的《关于构建绿色

金融的指导意见》后，我国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又一重大政策，其出台标志着地

方绿色金融体系建设正式进入落地实践阶段，我国绿色金融体系建设将进一步加

快。 

五省（区）改革创新方案的基本内涵统一。在指导思想方面，都是在党和国

家重要理论和思想的指导下，以金融支持支柱产业绿色改造升级为主线，发挥市

场机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积极探索绿色金融发展的有效途径和方

式；在基本原则方面，均需坚持绿色导向、科学发展，坚持统筹协调、突出重点，

坚持市场运作、政府引导以及坚持先行先试、风险可控；在具体目标方面，8 个

试验区均力争在 5 年内，通过制度、组织、市场、产品、服务和政策保障等方面

的创新实践，初步建立绿色金融服务体系，实现绿色融资规模相应增长，探索形

成有效服务实体经济绿色发展的可复制、可推广经验；在风险防范方面需遵循“积

极稳妥、有力有序、精准务实、先易后难、风险可控、成熟一项、推动一项”的

原则，从组织领导、政策支持、人才储备和执法追责等角度加强保障。 

五省（区）具体试点任务各有侧重特色鲜明。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

资源禀赋和环境承载能力的不同，5 省（区）的 8 个试验区面临的绿色金融实践

任务有别，因此所实践的绿色金融发展路径也各有侧重，各具鲜明特色。 

具体来看，浙江省湖州市侧重金融支持绿色产业创新升级，衢州市侧重金融

支持传统产业绿色改造转型。《方案》支持湖州市设立金融服务绿色产业（项目）

绿色通道，支持新能源汽车等重点产业发展；支持创新生态环境责任保险产品；

打造湖州环保膜材料、高效能电机等节能环保产业集群；推动中小城市“绿色支

                                                 

1 8 个试验区具体包括：浙江省湖州市、衢州市，广东省广州市，贵州省贵安新区，江西省赣江新

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昌吉州和克拉玛依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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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工程”。《方案》支持衢州市以衢州绿色产业集聚区为平台、以产业链整合为切

入点，带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推动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城市建设；支持衢州市加

快推进“智慧支付”试点，促进中小城市和特色小镇金融服务绿色化。此外，湖州

市和衢州市共同的任务有支持多样化融资方式，支持符合条件的“两高六新”（高

成长、高科技、新经济、新服务、新能源、新材料、新农业、新模式）绿色企业

在中小板、创业板和主板上市。 

广东省广州市侧重发展绿色金融市场，探索创新金融支持新能源、新材料及

生态农业等特色支柱产业的绿色转型升级模式，突出绿色产品和服务创新，加强

绿色金融对外交流合作。绿色金融市场方面，扩大直接融资比重，探索发行优先

股、定向可转换债券等作为并购工具；支持广州区域股权交易市场创建绿色环保

板块；探索在试验区内引导社会资本设立碳基金；争取纳入投贷联动试点地区。

产品和服务方面，支持成立汽车金融公司开展新能源汽车金融业务；鼓励研发小

型货运车辆节油技改贷款和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等领域的绿色信贷产品。对外

交流合作方面，强化多边开发融资体系，支持在全口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下开展

跨境融资业务，稳步推进外债登记制管理改革，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人民币

绿色债券以及开展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业务。 

贵州省贵安新区和江西省赣江新区侧重利用良好的绿色资源和生态优势，

构建绿色发展方式，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具体来看，贵安新区试点创

新绿色惠农信贷产品，重点支持都市现代农业和有机生态农业等项目；拓宽融资

渠道并完善金融基础设施，支持大数据技术等优势产业发展。赣江新区通过试点

设立财政风险缓释基金、中小微企业转贷基金和中小微企业“政银保”联动产品，

积极发挥财政支持绿色金融业发展的政策作用；支持建设赣江新区企业总部基地

和基金小镇，丰富融资渠道；规范整合地方林权交易市场和粮食交易市场，支持

光伏和风电等行业企业自愿申请纳入减排项目，探索建设环境权益交易市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侧重绿色金融助推经济跨越式发展，积极发挥农业、自然

资源、清洁能源、能源相关高端制造业和环境基础等比较优势，同时依托丝绸之

路经济带区位和“一带一路”战略发挥示范和向外辐射作用。绿色金融支持经济

发展方面，完善试验区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提升覆盖率、可得性和满意度；严

格落实风力、光伏、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在技术研发、装备制造、电网建设、就

地消纳和综合利用等环节有扶有控的差别化金融政策；充分利用新疆企业发行上

市优先审核政策，推动试验区企业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创新推出风力（光

伏）发电指数保险、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绿色企业贷款保证保险等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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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对外交流合作方面，加强与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金砖国家

开发银行等机构合作，共同推动绿色“丝绸之路经济带”投资。 

《方案》的推出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 

首先，《方案》的公布表明中国政府正式将绿色金融体系建设的研究付诸实

践，落实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政府工作报告》要求，是中国政

府切实履行《巴黎协定》承诺的一项重要举措。发展绿色金融是实现绿色发展的

重要推动力量，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中

明确提出了“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宏伟目标。李克强总理在 2016 和 2017 年的

《政府工作报告》中均作出了 “大力发展绿色金融”的要求。2016 年 8 月，经

国务院同意，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共同发布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

中国成为全球首个由政府推动并发布政策明确支持“绿色金融体系”建设的国家。

这些政策从各层面为绿色金融的建设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理论铺垫，因而此次《方

案》的推出也是顺应中国绿色金融探索进程的必然结果，是探索形成可复制、可

推广的绿色金融发展模式的必要实践。 

其次，《方案》的推进有助于探索绿色金融这一新兴领域的体制机制实践经

验，同时也将带动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发展。《方案》提出支持设立绿色

金融事业部（业务中心）或绿色金融专业分支机构，建立绿色信贷实施情况关键

评价指标、探索绿色银行评级，建立内部报告、公开披露、责任追究、压力测试

等风险评估和管理流程，建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与中小城市和特色小镇建设联动

机制等一系列的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措施，通过试验区的实践为向全国推广绿色金

融组织体系、信用体系、基础设施和风险化解机制提供宝贵的先导经验。《方案》

针对绿色融资需求的多样性，鼓励试验区多样化的设计绿色金融产品。对于短期

资金需求，主要通过银行信贷为中心设计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与服务；对于中长

期资金需求，则通过发行绿色债券或在多层次资本市场上市融资；对于处于初创

期且风险较高的绿色项目，则通过创业投资基金和股权投资基金满足资金需求。 

第三，《方案》的出台也有助于深入探索绿色债券界定标准，推动绿色评级、

绿色认证业务的发展。我国绿色债券发展时间较短，尚属于债券市场新品种，至

今仍缺乏统一的界定标准，绿色债券认证业务尚未形成规模。培育发展绿色金融

组织体系、创新发展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以及支持绿色产业拓宽融资渠道是《方

案》提出的三大主要任务，《方案》鼓励开展绿色信贷资产证券化，支持发行绿

色债券和项目支持票据等，同时提出“推动绿色评级、绿色股票指数与环境影响

评估系统等绿色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并鼓励“探索开展绿色企业、项目采购第

三方环境效益认定服务”，绿色金融试验区方案的落地实施将促进各品种绿色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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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规模的扩张，客观上增加绿色评级和绿色认证业务需求，为第三方评级和认证

机构开展绿色评级和绿色认证业务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将促进绿色金融以及绿

色债券运行理论与客观标准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