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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种萌动——河北清洁发展委托贷款项目落地三年

纪实 

 

《河北经济日报》2014 年 5 月 19 日 

《中国财经报》2014 年 5 月 22 日第一版 

 

政府“钱袋子”里的钱，到底该怎么花？ 

一方面，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财政收支矛盾愈发尖锐，财政人必须锱铢

必较，管好钱袋子，算好支出账。 

另一方面，河北实现绿色崛起、科学发展，经济转型升级、生态环境治理、

大气污染防治、过剩产能压减等等任务迫在眉睫，艰巨繁重，需要财政深度参与、

大力支持。 

就是这样一幅场景，生态发展祈雨求霖，悬釜待水，而财政资金凿井取泉，

难解众渴。 

如此情况下，清洁基金落地我省三年以来实践的颇为值得注目。 

2010 年底，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外交部等 7 部委共同发布了《中国清洁

发展机制基金管理办法》。该《办法》明确，基金以开展有偿使用业务，基金有

偿使用将直接服务于产生应对气候变化效益的活动，特别是可以直接发挥减排温

室气体作用的活动，直接支持从事相关领域的企业。 

投资的闸门至此打开。 

而作为首批“吃螃蟹”的省份，基金项目在河北落地已近三年，从萌芽生长，

到开花结果，乃至下一步的举措，都饱含着各级财政人的心血，也积攒着财政支

出方式创新的动能。 

支持 6 个项目，累计使用清洁发展委托贷款达到 3.25 亿元，项目投产后将

实现二氧化碳减排量超过 400 万吨，这是我省开展清洁发展委托贷款项目交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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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卷。在河北全省上下演绎绿色崛起大势之际，清洁基金正把绿色的种子埋在燕

赵大地的广袤田野下。 

首单：开花绿色钢铁之上 

在国内各种产业投资基金风起云涌发展之时，涉及绿色生态产业的基金却仍

显薄弱。清洁基金落地河北，也应和着河北乃至全国绿色发展不绝于耳的呼声。 

那么，清洁基金在我省的用途都包括哪些方面？ 

对此，省财政厅涉外处处长王琳做了基本说明：“目前，清洁基金在我省开

展的是清洁发展委托贷款项目，所谓委托贷款，即基金管理中心委托中资或中资

控股的银行，向省财政部门提供的有利于产生应对气候变化效益的贷款，支持的

对象是中资或中资控股企业，项目主要为节能、能效提高、新能源、可再生能源、

可替代能源，以及与此相关的制造业、服务业和其他有利于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

排放行业中减排效益明显，经济效益好，发展前景大的项目。” 

在三年前刚拿到贷款管理办法时，最引起财政部门关注的则是贷款偿还的责

任认定：办法明确规定，由省级财政部门承担行政区域内的贷款还款责任。说白

了，这笔钱不是白给，是有偿使用，更得盘算的是，如果还不了这责任财政必须

扛着。 

接上这个有点“烫手”的项目，首当其冲的任务，就是寻找合适的投资项目。 

2011 年初，春寒料峭，坐落在河北钢铁重镇武安市的武安裕华钢铁有限公

司，正在面临一个困难的选择：新上的 44.5MW 发电循环项目，要不要继续建设？ 

作为当地的钢铁行业的老牌龙头之一，裕华钢铁彼时正在艰难转身。“在全

行业转型升级的语境下，必须一方面保证规模产能，一方面削减落后产能，增加

技术内涵，更新环保设置，压力很大。”裕华钢铁副总经理何海江坦诚，“发电

循环项目虽已上马，但却遭遇了资金周转不畅等困难，陷入等米下锅的境地，只

能叫停，核准建设期也被迫延期。” 

三年前，裕华钢铁就在这道关卡前踌躇。何海江感慨，“转型升级，不是说

说漂亮话那么简单，往前一步海阔天空，退后一步或许就是百丈深渊。”——而

就广大民营制造业而言，时至如今，这种境况也并不鲜见。 

2011 年 3 月，基金管理中心与省财政厅、武安市财政局一行来到裕华钢铁，

深入企业一线和项目现场，展开了考察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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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份，裕华钢铁得到第一笔清洁基金扶持贷款 6000 万元。 

何海江说，“经营这么多年，可以说清洁基金给的贷款是最‘好用’的一笔。

这次贷给我们的 6000 万元占到整个项目资金的四分之一，比国家的基准贷款利

率优惠 15%。更可贵的是，从省财政厅到财政部，从立项申请到贷款发放，全部

都是高效率。” 

8 月份，2 座 15MW 的高炉煤气发电项目和 4.5MW 高炉余压 TRT 发电机组

全部建设完工并投产，至 2012 年 3 月份，项目最后一组 10MW 余热发电项目投

产，至此，44.5MW 机组全部顺利发电。 

清洁发展委托贷款项目缘何首单花落裕华钢铁？ 

“这是个能转得起来的节能项目”，何海江认为，“通过发电循环，我们能够

将炼钢过程中产生的余气、余热、余压回收发电，比购买工业用电更便宜，更节

能。可不要小看节能，钢铁行业对生产成本和利润非常敏感，哪怕节能 1%，也

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这个项目，一运转就相当于在给企业挣钱。” 

而王琳更加关注的是首个项目的指向意义。“着眼宏观经济层面，转变经济

增长方式、实现转型升级正在成为新时期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而重中之重在于

让节能环保成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本手段。”王琳说，这是清洁基金与

河北企业的首次对接，是支持河北企业绿色发展开出的首单。作为河北民营钢铁

的招牌企业之一，选择裕华钢铁也寄予了财政对于传统制造业“老中生新”的期

待。 

项目究竟运转效果如何，数据来说话。 

根据何江海的介绍，从去年的实际情况看，这 44.5MW 的发电项目，实际减

排二氧化碳 36.1 万吨，减排煤气 21.85 亿 m3，二氧化硫 10936 万吨，氮氧化物

5318 吨。用专家的话来说，就相当于上百公顷生长茂盛的树木每年可吸收的量，

环保节能的效果十分显著。 

5 月将至，这笔委托贷款也将即将到期，何江海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这三

年来，我们按期还息，每次都是提前一周付款，贷款到期，我们也保证及时还贷。

先不说我们很难拿到银行普通项目贷款，单就比利息，这笔贷款三年也让我们省

下一千五百万元左右。可以说，一笔贷款就是一颗种子，给企业播下了信心和希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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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规范管理贯穿始终 

历数我省开展的 6 个委托贷款项目，既有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典型，也不乏

城区集中供热这样的公共事业项目，还有充满锐气的新兴战略产业。 

“财政能认可我们这样的项目，就是看重我们的技术优势，认可我们这个新

兴行业的发展前景。”2012 年，廊坊财政部门申报了固安联孚新能源科技电子

公司的 2 万辆电动场地车项目，上海联孚集团董事长张根发颇为自信，“联孚就

是技术驱动的企业，已经取得了电动场地车相关专利 30 余项。我们电动车产品

在白天日照充足时，整车可以完全依靠太阳能电池动力行驶，夜晚可以利用电网

低谷电力进行充电。”但回忆当时的场景，张根发也颇有感慨，“当时，咱们的

生产基地也在过资金关口，厂房框架虽已搭起，但后续仍需不少投入，当时厂区

里连路都没修，可以说接近断粮状态。” 

当年 11 月份，6500 万元的委托贷款发放到位。 

“说起来财政的钱，企业的感受就是不用白不用，可这次是委托银行的贷款，

不能随便花，更不能打水漂。”谈及这次与财政部门的合作，张根发有了全新的

感受，“更重要的是，企业感到了政府和财政的信任，我们有更大信心把项目做

好，把企业做好。” 

去年 9 月份，联孚电动场地车项目试生产，产品销售也顺利起步，驶入北京、

山东、黑龙江和台湾等地市场。 

当然，创新绝非一劳永逸，如果不妥善设计和实施，同样可能带来风险。 

以委托贷款项目而言，项目技术不规范、商业可行性不匹配、风险分配机制

缺失、项目准备不充分等一系列因素都可能造成项目失败。 

今年年初，主管清洁基金工作的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就对基金工作提出三点

具体希望：一是放大 PPP 发展模式，开创基金发展新局面；二是抓好重点工作，

提高基金影响力；三是加强能力建设，提高管理科学化、规范化、专业化水平。 

“事实上，财务监管对于任何一个财政支出项目都是非常必要的，而在清洁

发展委托贷款项目中，财政部门、银行和私营部门共同承担项目运行的责任，必

须有相应的财务和项目监管手段。保证在不影响企业日常工作的前提下，让财政

部门能够查询相关账户情况、及时掌握资金流向等，有效监督私营部门的项目和

资金运作。”省财政厅涉外处副调研员王铁骊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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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看，要实现这样的“一举三得”，必须把规范运作贯穿整个项目周期，

让三方相得益彰。 

在项目申报端—— 

根据贷款组织工作办法，市县一级财政部门是项目申报的责任主体，负责对

项目的可行性做基础判断，足够近的观察距离，足够长的观察时间，让市县财政

部门有能力选出优秀的企业和项目。 

在项目管理端—— 

一方面，省级财政部门要对项目实施尽职调查，就贷款项目的技术、经济、

财务、组织管理和社会环境等方面进一步确认，对项目的立项报告等材料进行评

审；另一方面，贷款由基金管理中心委托银行发放，由受托银行负责具体管理贷

款事宜，包括督促付息还款等，同时按要求向财政部门报送债务统计数据和报告。

在省财政厅，王铁骊向记者翻看了《河北省财政厅清洁发展委托贷款 2013 年度

贷款管理分析报告》，“我们根据受托银行提供的债务报告，还有企业报送的项

目进度报告、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了解项目动态情况，确保企业按约定用途使

用贷款，完成项目实施，达成项目效果。” 

支出：新思维下用钱有道 

近年来，我省财政积极举措、加大投入，大力推进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战略

性新兴产业发展，取得了良好成效。 

但显然，不能只依靠财政来“单打独斗”。 

去年，省财政厅对大气污染治理的资金安排进行了初步测算。省财政厅经建

处处长胡宝民举例介绍，“仅对淘汰黄标车进行补贴一项，去年就安排省级以上

财政资金 5.7 亿元，而治理大气污染项目，除了淘汰黄标车，还包括脱硫、脱硝、

除尘等常规减排项目，以及小企业整治、重污染企业搬迁等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

项目，这些治理项目总投资将高达 4000 多亿元。” 

4000 多亿元是个什么概念呢？2012 年，我省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2293.5 亿元，

这意味着，全省一年不吃不喝，将财政收入全部拿出来，也难以满足大气污染治

理的需要。 

就在近日，《中国低碳发展报告（2014）》也正式发布，该《报告》认为，

进入“十二五”以后，财政资金的杠杆撬动效应开始减弱，难以持续带动社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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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投入，应转变过于依赖财政投入推进节能减排的传统融资模式。该《报告》同

时显示，2011 年中国在能效领域的投资约为 4162 亿元。其中，企业自筹资金占

总融资额接近一半，财政资金占比超过 3 成，其余渠道资金仅占 20%。节能减排

项目中，更多是企业依靠自筹资金和政府补贴操作，而通过贷款等市场化融资依

然较少。 

毋庸置疑，资金是推动全社会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基本手段，亦是发展方式

转型升级的基本保障，那么，创新财政支出和金融融资的模式，则是打开资金问

题这要害之处的一把金钥匙。 

在王琳看来，委托贷款项目，就是通过创新政策性资金投入，发挥四两拨千

斤的杠杆作用，来撬动更多私营和金融资本进入环保产业的一种探索。 

王琳表示，“首先可以明确的是，资金是有偿使用，不仅要实现保值，还要

增值，这一约束针对的是项目的效率，项目必须有真东西，能转得起来，能持续

运行；另一方面，我们重视项目的公益性，重视项目的减排实效，通过制作碳减

排预算，量化项目减排实效，并以此作为选择项目的重要依据。”通过投资引导

社会开展市场减排、产业减排和技术减排行动，帮助绿色低碳企业解决发展初期

融资难问题，清洁基金可以带动更多市场资金进入低碳产业，支持产业转型和新

兴产业发展，实现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共赢。 

在去年底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要求积极发展 PPP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公共私营合作制）模式，并鼓励引导民间资本参与

节能减排。清洁基金，亦是公共部门与私营机构合作搞节能减排的尝试，作为财

政机制体制创新的产物，同时又是发展中国家第一个国家层面专门应对气候变化

的政策性基金，是按照社会性基金模式管理的政策性基金，清洁基金的运作与

PPP 的联系与生俱来。 

事实上，除了已经落地我省的委托贷款项目，清洁基金还在其他省份尝试开

展了提供损失风险分担等方式，通过为商业银行开展节能减排贷款提供损失风险

分担，为银行贷款“增信”，扩大银行贷款规模，带动更多市场化资金进入节能

减排项目，同时，并没有减轻银行贷款审查和风险管理的要求，使得此类贷款资

金的使用更为市场化，使公共资金和市场资金各自发挥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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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 模式更加注重契约精神、市场观念，更加注重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公

平参与、平等协商、绩效评估和结果导向。有助于减轻财政过重的负担，推进公

共产品和服务市场化配置，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王琳这样理解，

以委托贷款项目为探索和实践的新起点，我省的支出思维也应进一步从强化引

导、研究制度等方面入手，创新模式，建立政府与企业市场主体的“利益共享”

机制，让政府达成公共政策目标，同时让企业“有钱可赚、有利可图”，从而更

多私营企业有信心和能力进入和参与环保产业。 

结束语： 

应对气候和环境变化，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重大课题，面对这一挑战，

财政责无旁贷。 

但在环保节能产业领域，资金供给不足、投入管理低效等问题也确实存在。 

为此，必须高举改革的旗帜。在今年年初召开的全省财政工作会议上，省财

政厅厅长高志立明确提出，要把改革贯穿于财政运行的各个环节和财政管理的全

过程，发展要用改革作动力，工作要靠改革来推进，问题要用改革的方法加以解

决，要着力创新财政投入方式。 

清洁基金在河北的实践，不仅为助推省内民营企业绿色发展发挥了积极作

用，同时为我省财政创新投入方式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模式。 

具体看清洁发展委托贷款项目，在社会层面，提高了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提

升了公共环保事业的水平。在运作效率层面，整合了财政、金融、私营部门的各

自优势，能“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把政府的政策意图、社会目标和私人部

门的运营效率、市场经验结合起来，充分提高了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在企业层面，

拓宽了融资的渠道，拓展了发展的空间。 

可以说，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本身就携带了创新的基因，新颖而有效率。 

委托贷款项目，同样让财政部门更好地意识到企业所应扮演的角色，企业不

应仅仅被视为一个资助者，而应是具有互补合作经验的运营者，能够保证双方共

同目标的实现。在项目运行中，财政要由一个管理者转变为监督者、合作者，通

过这种方式，支持一批具有专业知识、懂管理、讲信誉，对企业和社会有责任感

的企业家队伍，支持和培育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民营企业。这也是转变政府职

能、改善公共服务的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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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我省财政部门也正在着手进一步延伸清洁基金的使用方向，进一步向

广大企业普及清洁基金的合作理念。 

播下“绿色种子”，长出“参天大树”，让我们倾听清洁基金在河北拔节生

长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