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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磨一剑创新开展有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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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节能减排、低碳发展，成为我国政府重点着力的工作之一。 

国家财政积极运用投入、税收、政府采购等多种方式大力支持节能减排，并

积极推动机制体制创新，以此带动更多社会资金投入。清洁基金就是财政统筹内

外，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创新资金机制。其定位是按照社会性基金模式管理

的政策性基金，即清洁基金作为国家财政支持低碳发展的补充力量，致力于探索

公共资金使用新方式，以有偿使用为主，通过投资保值增值，重点发挥种子资金

撬动作用，实现可持续利用。 

有偿使用是清洁基金最核心的业务。 

五年来，基金管理中心树立全新而超前的理念意识，从治理结构、健全制度、

更新手段、科学布局等方面着手，积极准备、指导和开展有偿使用业务，发挥政

策性基金引导作用，支持国家和地方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发展事业。 

理念、意识清晰引领方向正确 

正确的思想、理念是纲，纲举目张。清洁基金立足自身使命和特征，经过思

考、实践、总结和凝炼，树立了“围绕一个中心，推动四化建设，突出三个创新”

的发展理念，有效指导了有偿使用业务等各项业务。 

“围绕一个中心，推动四化建设”是指，始终以支持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和低

碳发展工作为中心，积极推动应对气候变化事业的产业化、市场化、社会化和国

际化发展。一是抓住工业排放占我国总排放量 70%的这一主要矛盾，引导和支持

节能减排技术创新、高耗能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推动产业减排；

二是推动地区碳交易试点和国家级碳交易平台建设，开展碳减排标准制定和定量

评估工作，扶植低碳服务产业，加快市场减排进程；三是加强低碳宣传，促进公

众意识提高，引导全社会参与和支持低碳发展；四是加强国际合作，引进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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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和智力，借助更多国外资源，推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突出三个创新”：

一是创新思路，形成最大合力。探索出“借船下海、专业运作、捆绑发展”的基

金有偿使用工作思路，与地方政府、商业银行和项目企业各尽所长，共同支持地

方转型升级和低碳发展。二是创新理念，关注减排实效。推动低碳标准规则制定，

提出“碳预算”理念，编制碳减排报告，提升地方和企业的量化控制温室气体排

放意识。三是创新机制，发挥杠杆作用。探索创新融资模式，联系国际与国内、

政府与市场、财政与金融，发挥政策性基金的引导作用，带动更多社会资金支持

低碳发展。 

结构、制度完善运营规范全面 

没有规矩难成方圆。清洁基金结合自身业务特点，借鉴现代企业管理模式，

逐步构建了合理的治理结构，既有基金审核理事会和基金管理中心战略发展委员

会的外部指导，又有有偿使用风险管理委员会、投资评审委员会、专家委员会的

内部制衡，几方相互结合，有机联动。 

2010 年 9 月，《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办法》颁布，为有偿使用业务蓬

勃发展开通了道路。在前期充分准备的基础上，清洁基金团队采用边干边学边练，

边探索边总结边完善的方式，依据基金管理办法、《清洁基金有偿使用管理办法》

和《清洁基金财务管理办法》，已出台有偿使用业务相关操作制度、规范化格式

文件等近二十项，涵盖资金管理、尽职调查、项目评审、风险管理、贷后管理、

绩效评价等项目全流程；与此同时，还加强对地方财政部门的制度培训，提高有

偿使用相关各方主体的业务科学化精细化水平。清洁基金的规范做法，也引导了

地方财政部门加强制度建设的意识。各地在执行清洁基金有偿使用制度的同时，

结合地方特点都出台了相应的配套政策，使得这项业务的开展，从一开始就驶入

一个良性发展的轨道。 

投资方式多样业务布局宽广 

经过五年来的努力，清洁基金投资工具已呈现“一专多能”格局。“一专”

指清洁发展委托贷款“龙头”和主力业务，“多能”指创新融资、股权投资、现

金理财等业务。 

清洁发展委托贷款获多数地方青睐。清洁基金基于资金来源于国际的特点，

借鉴财政系统已开展多年的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经验和做法，通过地方财政部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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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清洁发展委托贷款业务，既保障清洁基金资金的安全性，又支持地方财政部门

发展基于市场机制的业务增长点。截至 2012 年 10 月底，清洁基金共受理来自全

国 21 个省区市的 107 个委托贷款项目申请，并通过科学规范评审，已批准对 16

个省市的 58 个可再生能源、新能源、节能、提高能效及其装备制造项目安排了

28.5 亿元委托贷款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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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示范国家节能减排政策、带动地方提高量化低碳发展意识具有重要

作用。 

创新开展中国节能减排融资（CHUEE）江苏项目。在财政部国际司的支持

下，清洁基金与世界银行集团旗下国际金融公司（IFC）、江苏省财政厅等合作，

借鉴 IFC 成熟的“中国节能减排融资项目（CHUEE）”模式，利用公共资金吸引

IFC 等的市场资金和国际资金，首次将 CHUEE 模式推广到地方，为江苏银行贷

款提供风险分担，撬动江苏银行在江苏省内显著扩大节能减排贷款规模。清洁基

金、财政部国际司（利用相关国际资金）、江苏省财政厅、IFC 共承诺出资 4.62

亿元（其中 IFC 承诺出资 3.72 亿元），将撬动江苏银行节能减排贷款 9.24 亿元，

预估贷款项目的年二氧化碳减排量为 103 万吨。CHUEE 江苏项目是清洁基金通

过联合政府与市场、财政与金融、国际与国内，创新融资模式，支持节能减排和

低碳发展的一次重要投资实践，对于丰富基金投资手段、提升资金使用效益具有

重要意义。 

战略入股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2011 年底，清洁基金战略入股上海环境能

源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与国家电网、宝钢集团、华能集团、申能集团等十家中

央和地方企事业单位共同成为该公司股东。这是迄今为止清洁基金惟一开展的股

权投资项目，目的是通过参与建立和完善碳市场交易平台，为建设国家碳市场提

供必要的基础设施，推动市场减排。 

现金理财嵌入低碳理念。清洁基金以“实现基金的可持续发展”为首要目标，

积极开展具有低碳特色的清洁发展专项理财工作。从 2010 年到 2012 年底，清洁

基金已与浙商银行合作完成三批清洁发展专项理财活动，累计发放理财资金 1.79

亿元，预计获得理财收益 740 万元，实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68 万吨，取得了较

好的经济收益和社会、环境效益，充分体现政策性基金对低碳发展的引导和示范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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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提出努力建设美丽中国，把生态文明放在突出位置，更加强调着

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下一个五年，清洁基金将在十八大方针

政策高屋建瓴的宏观指导下，继续按照国家财政支持应对气候变化补充资金的定

位，通过巩固现有工具和创新融资方式进一步做好有偿使用等各项业务，为国家

低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