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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深化低碳发展合作 

 

《中国财政》2013 年 02 期 

 

近年来，清洁基金积极开展与地方政府、商业银行、金融机构的合作，由点

及面，形成合力，引导和撬动更多社会资源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截至 2012

年 9 月，清洁基金先后与陕江西、河北、山西、江苏等五省人民政府签署了战略

合作协议，深化与地方的低碳发展合作。 

陕西 

优化能源结构发展低碳经济 

如何在保持能源工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重要战略地位的同时，加强节能减

排、优化能源结构、发展低碳经济，是陕西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和紧迫任务。陕

西省财政部门积极展开与清洁基金的资金和知识合作，充分发挥清洁基金的示范

和引导作用，推动节能减排和低碳经济发展。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几年来，

已有 5 个项目获得清洁基金贷款，贷款总额 3.1 亿元。根据基金管理办法的要求，

结合陕西实际情况，提出了可再生能源、建筑节能、陕南的小水电 

陕北的煤气（油气）综合利用等具有代表性的重点支持领域和方向，使项目

申报的针对性较强。全省累计征集了 100 多个项目，建立了备选项目库。认真评

审筛选项目，坚持项目申报先典型，减排可计量，实施有保障，还款能落实。针

对清洁基金贷款期限短、投入资金较为集中、项目单位对资金需求迫切等特点，

采取逐级申报项目、统一组织评审、统一签订协议、直接拨付资金等措施。第一

个贷款项目安康宁渡水电项目从协议签订到资金最终拨付至项目单位仅用了 10

个工作日。 

江西 

以制度建设为先开展委托贷款工作 

江西省财政部门为充分利用清洁基金支持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活动，以

制度建设为先，先后制定下发了《关于清洁发展委托贷款有关问题的通知》、《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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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省开展清洁发展委托贷款管理实施细则》，并相继转发了基金管理中心的相关

工作指南，从制度上保证了委托贷款各级工作有序开展。自 2011 年启动委托贷

款业务以来，各级财政部门积极组织申报，企业也兴趣浓厚，贷款需求量大，全

省 11 个设区市 28 个县（区）申请委托贷款的项目共 30 多个，成为全国首批获

得委托贷款的省份之一。江西省财政厅外经系统也首次实现当年申报、当年签约、

当年获得贷款资金，并首次对贷款项目的碳减排进行了量化测算的示范作用。对

江西省财政支持应对气候变化活动越到良好的示范作用。短短两年时间，已有 9

个项目获得委托贷款并进入实施阶段，贷款规模达 3.38 亿元，撬动社会和民间

投资达 30 多亿元。另外有 5 个项目已进入申请流程，贷款预计可达 1.8 亿元。

委托贷款不仅比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优惠，而且在目前资金普遍紧张、贷款渠道有

限的形势下，提供了新的快速高效、优惠的融资渠道，有利于舒缓中小企业资金

困局，增添了江西节能减排企业的发展后劲。培养了江西省财政的参与能力。委

托贷款为财政部门支持地方企业节能减排和低碳发展提供民新途径。在基金管理

中心的指导和帮助下，江西财政不仅掌握了项目评估、尽职调查、风险评估等贷

款业务的技术要领和规范，而且通过项目分析和碳预算等工作，丰富了应对气候

变化和节能减排的相关知识。 

河北 

加快低碳发展步伐促进产业升级 

清洁基金对河北省低碳发展发挥了重要的示范引导作用。河北对清洁基金资

金的需求，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融资需求。国家分解河

北省“十二五”节能目标高于全国降幅 1 个百分点，且比“十一五”增加了碳排

放强度考核指标。河北产业结构不够合理，层次偏低，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异常

艰巨。淘汰落后产能、降低重化工业比重成为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二是打破资

源环境约束的融资需求。国家对能源消耗实行上限总量管理，使节能减排目标和

要求更具刚性。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和环保产业成为河北词语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

重，也是全省“十二五”的战略目标。为此，将大力实施热电联产、可再生能源

开发、产业一体化等循环经济和环保产业。三是产品升级和设施整合的融资需求。

企业产品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特点使得一体化效应差，基础设施配套整

合水平低等总理仍普遍存在。为此，需要进行项目整合、产品升级，大力扶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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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类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加大绿色环保产品推广力度。四是能力建设和阜新形

容方面的融资需求。河北还存在创新意识不够、经济手段不足、经济杠杆作用难

以启动等问题，需要在体制机制创新和市场驱动方面有新突破，在环京津的特点、

重点、关键点和发展优势方面有新认识。为此河北财政积极开展清洁发展委托贷

款业务。截至目前，已经选征集委托贷款项目申请 16 个，上报清洁基金 9 个，

已获得委托贷款项目 3 个，利用贷款总额 1.75 亿元。清洁基金业务推动了河北

低碳发展的步伐，带动了市场主体的节能减排行动促进了全社会对低碳发展的认

同，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山西 

发挥资源大海优势实现效益最大化 

山西的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发展目标与清洁基金的宗旨和支持领域关联度

很高。为此，山西财政立足省情，抢抓机遇，积极申报委托贷款项目。促进传统

产业的循环发展，实现高碳产业低碳发展；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

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低碳经济发展；利用丰富的煤层气、烧制天然气等清洁

能源，推动“四气合一”规划和实施和“气化山西”目标的实现。截至 2012 年

底，山西已获批 8 个清洁基金贷款项目，使用委托贷款金额 4.48 亿元。清洁基

金对山西节能减排和实现低碳发展起到了积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一是支持企业

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帮助传统产业向多联产、全循环、抓高端的方向发展，延

伸产业链条、促进循环经济，做到了资源利用最大化，经济效益最大化和污染排

放最小化，同时作为推动清洁发展的“种子基金”，调动了商业银行贷款和企业

自筹资金投入。二是通过碳减排预算的编制和碳减排的计量、核查，提高了企业

主动减排温室气体的意识，为从政策强制减排向市场减排过渡开了好头。三是引

导山西财政不断创新管理机制，完善委托贷款管理制度，在项目尽职调查、贷款

担保、贷款贴息等方面初步探索，总结了一些做法，省级财政在 2013 年预算中

列入委托贷款贴息资金，鼓励企业投资节能减排效果明显的项目。 

江苏 

结合各地实际优化管理模式 

清洁基金启动委托贷款业务以来，江苏各级财政部门高度重视，精心组织，

目前已有 9 个项目获委托贷款 3.97 亿元。财政厅还积极探索财政资金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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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的创新，与清洁基金联合，共同与国际金融公司合作，利用国际资源成功实

施中国节能减排融资江苏项目。江苏与清洁基金合作的特点主要可以概括为如下

几点：一是结合本地实际、创新财政优惠政策。省财政制定了《江苏省开展清洁

发展委托贷款管理实施细则》，明确财政部门管理责任，推出多项优惠政策；不

在基金管理中心贷款条件基础上缩短期限、加收利差；对已生效的委托贷款项目，

按相关规定利率的 50%对项目给予贴息等。在省财政的带动下，不少市县财政部

门也出台了相关扶持政策。优惠政策减少了企业负担，极大提高了企业积极性。

二是立足清洁发展，探索优选项目途径。根据江苏经济发展的区域特点，要求各

地结合本辖区重大建设项目计划，积极组织节能减排效果明显、经济效益好、发

展前景大、具有示范作用的企业申报委托贷款。同时考虑到各地区经济发展尚不

均衡，省财政采取分类管理的模式；对苏南地区，要求项目科技含量高，技术先

进，领先于国际国内水平，具有示范性对苏中地区，要求项目节能减排效果明显，

有一定技术含量，具有示范性；对苏北地区，要求项目对当地经济发展有利，符

合委托贷款支持范围，经济效益好，具有可持续性。据此建立了优质项目库，随

后制定了《江苏省清洁发展委托贷款项目申报评审办法》，并与省科技厅合作建

立了评审专家库。三是明确各方职责，实施精细化监督管理。省财政遵循效率、

规范并重原则，建立健全项目实施和资金管理的全过程监督检查和绩效管理机

制，确保项目实施和资金管理的科学性、有效性以及资金安全性。项目申报逐级

负责；审核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规范性和合理性，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聘请专业机构评审项目，评审结果公示后再报基金管理中心；本着提高效率、确

保安全的原则对项目实施专账核算。四是拓宽合作领域，创新财政资金使用方式。

省财政与清洁基金积极合作，借鉴国际金融公司中国节能减排融资项目

（CHUEE）的经验做法，在江苏省内实施 CHUEE 项目，成为国内第一个省级

CHUEE 项目。CHUEE 江苏项目创新了财政资金支持节能减排的方式方法，使

公共资金和市场资金发挥各自的优势和特长，省财政资金作为“种子资金”安排

2000 万元，带动江苏银行贷款 9.24 亿元，使用效用放大了近 46 倍，对更好地推

动美好江苏、绿色江苏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洁基金与五省分别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合作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将在更高层面上推动地方低碳发展。清洁基金将充分发挥撬动引导和创新示范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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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通过投资、贷款、担保、知识合作等方式，联合商业银行、产业基金等专业

金融机构，支持地方节能减排和低碳发展，不仅拓展现有项目投融资合作的规模

和形式，而且将在低碳技术推广应用、碳市场建设、知识合作、公共意识提高等

领域形成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实现更广泛层面的合作共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