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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M：中国低碳发展的资金“后盾” 

——访中国清洁基金管理中心主任陈欢 

 

《中国经济导报》2013 年 2 月 16 日第三版 

 

低碳经济的发展需要与之相应的金融体系作为保障。在去年举行的联合国气

候变化大会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曾表示，资金问题对发展中国家开展应

对气候变化行动非常重要。由此可见，资金保障已成为发展低碳经济的必要条件。

在这一背景下，过去几年在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框架下开展的清洁发展机制

（CDM）项目以及利用 CDM 合作成果成立的清洁基金在推动我国应对气候变化

和普及低碳发展观念的工作中意义深远。如何理解 CDM 项目在中国应对气候变

化的市场行动中的作用？在“十二五”发展低碳经济的大环境下，基金工作将有

怎样的业务规划？就这些问题，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基金管理中心主任陈欢。 

CDM 项目撬动资金数百亿 

中国经济导报：基金管理中心的职责定位是什么？作为国际合作项目，CDM

项目对于支持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起到了哪些作用？ 

陈欢：成立清洁基金，是我国参与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所取得的一项成果。2007

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了清洁基金及其管理中心。根据国务院批准的方案，清洁基

金是按照社会性基金模式管理的政策性基金，它的宗旨是支持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工作，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这是发展中国家首个国家层面专门应对气候变

化的基金，也是国家财政支持节能减排和低碳发展的补充力量，旨在发挥“种子

资金”撬动作用，动员社会资金参与和支持应对气候变化事业。 

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为国家实现低碳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根据测

算，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实施至今为我国累计带来的资金约 60 亿美元，并撬动资

金达数百亿美元。更为重要的是，CDM 项目让企业真切地理解了“碳排放”、

“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地实现碳减排”、“碳价格”和“碳信用”交易，推

动了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发展观念的普及。此外，开展 CDM 项目所涉及的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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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包括政府部门推动和企业积极参与，通过碳交易实例、碳交易规则培训和

人才队伍培养，在一定程度上，为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提供必要的准备。 

转让温室气体减排量所获收入是 CDM 项目最大资金来源 

中国经济导报：清洁基金的资金来源是什么？清洁基金的主要用途是什么？ 

陈欢：清洁基金的资金来源主要包括以下四部分：CDM 项目转让温室气体

减排量所获得收入中属于国家所有的部分；基金运营的收入；国内外机构、组织

和个人捐赠；其他来源。其中，CDM 项目转让温室气体减排量所获得收入中属

于国家所有的部分是清洁基金在过去五年间的主要资金来源。 

清洁基金的使用采取赠款和有偿使用等方式。赠款支持领域包括：与应对气

候变化相关的政策研究和学术活动、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国际合作活动、旨在

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的培训活动、旨在提高公众应对气候变化意识的宣

传、教育活动以及服务于基金宗旨的其他事项。同时，清洁基金通过有偿使用方

式支持有利于产生应对气候变化效益的产业活动。有偿使用支持领域涉及节能、

提高能效、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开发利用、相关装备制造业等。 

“十二五”清洁基金加快布局 

中国经济导报：目前，清洁基金的主要业务领域是什么？具体项目的发展状

况如何？在“十二五”发展低碳经济的大环境下，请您介绍一下基金项目的主

要业务规划？ 

陈欢：清洁基金目前的主要业务领域是基金赠款和有偿使用业务。截至 2012

年底，基金累计安排 4.95 亿元赠款，支持百余个赠款项目，其中包括更新《应

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编制省级应对气候变化工作规划、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和

低碳发展试点规划、支持国内碳交易试点等，涉及我国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和

公众意识提高等多个层面的工作。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基金实现 20 亿元的

年度征收目标，基金国家收入累计征收额将达 120 亿元。同时，基金有偿使用累

计安排 36.15 亿元资金，支持 18 个省（市）的 68 个项目，撬动社会资金超过 200

亿元，预计直接和间接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达每年千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国务院颁布的《“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明确指出要“充分

利用清洁基金资金，拓宽多元化投融资渠道，积极引导社会资金、外资投入低碳

技术研发、低碳产业发展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重点工程。”在“十二五”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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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基金将全面开展业务，加快业务布局，建立作为国家层面应对气候变化政策

性基金的完整业务线。基金有偿使用要以委托贷款业务为依托,优化项目类型结

构，逐步开展股权投资、融资性担保业务，创新机制，探索气候变化融资创新模

式，积极引导社会资金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支持低碳发展相关的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低碳试点、碳市场建设等，促进取得节能减排实效。基金赠款使用要支

持中央、地方和行业等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支持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制

定和落实，支持相关优先行动，促进市场机制的建立，加强对国际谈判的支持。 

中国经济导报：为确保基金的安全性，基金有偿使用项目的期限一般不超过

3 年。以股权投资、融资性担保等方式所支持项目投资期限可适当延长。如何实

现基金保值增值，防范投资风险？ 

陈欢：为确保基金的安全性，一方面，要加强项目管理，稳步开展有偿使用

业务。细化项目评审标准和流程，严格项目审批制度和贷后管理，确保基金有偿

使用业务有据可依、规范运行，保证基金资金安全。另一方面，要积极探索与国

内外金融机构、大型企业的合作模式，尽快形成以清洁发展委托贷款为主导、多

种金融工具相协同的基金有偿使用局面，以显著提高基金收益、扩大基金规模，

保障基金长期、可持续发展。 

为防范风险，特别是有偿使用的风险，基金管理中心建立了一套风险防控体

系。在制度方面，基金管理中心制定了一系列风险控制管理制度。在运行机制方

面，基金管理中心充分发挥“一部三会”的作用。“一部”是指基金管理中心专

门负责风险内控的部门；“三会”则是指风险管理委员会、投资评审委员会和主

任办公会。此外，对于不同的支出类型，基金管理中心也采取不同的技术处理，

以有效应对可能的风险。对于有偿使用项目的风险，根据财务稳健性原则，基金

管理中心遵照国家有关规定，将当年基金净收益的 20%提作风险准备金，用于弥

补以后年度可能发生的运营亏损，从而提高风险系数。 

2012 成绩斐然 2013 任重道远 

中国经济导报：在 2012 年，基金管理中心工作取得了哪些成绩？ 

陈欢：2012 年基金工作取得了多项成绩，除了之前提到的项目方面的内容，

我们还研究制定了《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中心“十二五”工作规划》，并

与世界银行集团所属的国际金融公司（IFC）合作，联手财政部国际司、江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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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厅，通过风险分担的形式，为江苏银行开展节能减排贷款提供支持。此外还

制定了一系列贷款项目工作的操作指南和工作手册，出台了《清洁发展委托贷款

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和《项目管理费管理暂行办法》，对委托贷款项目进行信息

化管理，保障了基金有偿使用业务的规范运行。 

此外，我们与江西、河北、山西、江苏等 4 省结成了战略合作伙伴，与各省

共同推动地方低碳转型和节能减排目标实现。编制了《清洁发展委托贷款项目碳

减排预算工作指南》；支持全国节能减排标准化技术联盟，出台了 5 项联盟标准，

包括《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成效评价技术规范》以及钢铁、水泥、建筑等行

业的碳减排标准。 

中国经济导报：基金管理中心在 2013 年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陈欢：在 2013 年，基金管理中心将重点开展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加

快业务布局，建立完整业务线。拓展清洁基金有偿使用业务新方式，探索气候变

化融资创新模式，做大做强有偿使用业务，进一步放大基金的“种子资金”作用，

开辟基金业务新的增长点；加大清洁基金赠款支持力度，加强赠款资金管理，有

效发挥赠款业务的政策指引作用。二是稳固壮大清洁基金资金长期来源。确保

CDM 项目国家收入及时足额征收，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提高运营收入，并积

极吸纳社会资金加入，夯实清洁基金业务运作的资金基础，放大基金使用的效果。

三是联合国际机构、地方政府、大型企业、商业银行、行业协会等国内外合作伙

伴，实现更广泛的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促成更多气候变化融资、碳市场建设、

节能服务产业发展和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协同行动和共赢合作，进一步扩大清洁基

金的国际影响力。四是继续加强与国内外机构的知识合作和经验分享，加快项目

层面的低碳技术传播和成功模式推广，提升全社会低碳意识，促进低碳政策、技

术和理念的落实、应用和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