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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绿色金融是促进产业发展转型、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双碳背景下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

关键依托。本文聚焦安徽绿色金融的发展现状，剖析绿色金融发展存在的不足，凝练绿色金融高质量发

展的路径。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安徽通过构建全面多元绿色金融制度体系，完善绿色信贷管理体制，

强化创新绿色产品研发机制等手段有效引导绿色金融发挥在资源要素配置中的积极作用，并通过向绿色

科技创新、低碳环保产业等新兴战略产业划拨专项信贷资金等方式支持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发展。据此，

应当进一步完善政府政策支持、加强信息披露、提高多元化创新型绿色金融产品等方面来探寻更好促进

安徽省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创新型发展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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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een finance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to promot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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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e economic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nd also the key support to achieve high-quality eco-
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carb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green finance in Anhui province, analyzes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develop-
ment of green finance, and summarizes the path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green fina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At present, Anhui Province is actively promoting the positive role of green finance 
in resource allocation by establishing a comprehensive and diverse green financial system. This 
includes enhancing the management of green credit and strengthening mechanisms for innovativ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green products. Furthermore, it supports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and low-carbon economies through targeted allocation of special credit funds to emerging stra-
tegic industries such as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low-carb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refore, we should further improve the government policy support, strengthe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improve the diversified and innovative green financial products to better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green finance in Anhui Province, so as to promote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region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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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但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环境恶化、资

源枯竭的问题，如何实现经济的绿色发展已成为当下人们共同关注的话题。2021 年，国务院印发《关于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要求积极发展绿色金融，建立健全绿

色金融标准体系，为做好金融支持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提供了准则框架。安徽省作为创新高地长三角地

区的重要组成省份，目前正处于产业发展转型、经济结构优化、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 [1]，提升安徽

省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对于优化资源有效配置、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显著意义。 
近些年来，安徽省绿色金融发展取得阶段性成果，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初步建成，信贷管理机制逐步

完善，绿色信贷发展成效显著，推动实现社会绿色发展 [2]。但由于环境资源是公共品，在现行政策和“经

济人”的假定下，作为绿色金融的主力军商业银行，主动践行绿色信贷原则的积极性不高，使得区域绿

色信贷供给不足 [3]，同时，由于绿色信贷多投资于能源、建筑等投资回报周期较长的项目，使得商业银

行存在资金结构错配问题 [4]。虽然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银行机构可以有效破

除信息不对称 [1]，降低交易成本，化解信贷风险，赋能绿色金融助力产业发展。但面对绿色金融发展中

出现的问题，仅通过金融科技技术可能还不够，因此立足于安徽省绿色发展现状，聚焦研究提升绿色金

融高质量发展路径，对于助力绿色发展，建设创新型安徽具有重要意义。 

2. 安徽绿色金融发展现状分析 

2.1. 绿色金融制度体系初步形成 

2016 年环保部等七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对绿色金融做出了定义，

即“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就是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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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提供的金融服务”，为了发展绿色金

融对区域经济发展转型的支持，同年，中国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联合 7 部门印发《安徽省绿色金融体

系实施方案》，系统提出全省绿色金融发展的要求与目标、绿色金融产品发展规划、保障与激励机制等，

持续加强与省生态环境部门、金融监管部门沟通协调，建立完善绿色信贷信息共享机制，成为安徽省绿

色金融纲领性文件 [5]。目前安徽省已经初步形成了绿色金融政策体系，为绿色金融与发展营造了良好的

政策环境。 

2.2. 绿色信贷管理机制逐步完善 

首先，在强化战略引领方面，安徽省将绿色金融纳入长期发展战略，针对绿色金融出台多项政策制

度，引导信贷资金流向绿色领域 [6]。如徽商银行印发《徽商银行 2018 年授信政策指导意见》，明确以绿

色信贷为导向，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信贷总体目标。 
其次不断优化授信流程，将绿色信念融入信贷管理全过程，对于评审环保不达标的项目与企业实行

一票否决制。如中国工商银行安徽分行在信贷风险中加入环境风险标识，通过对接环保环评信息，关联

企业信用评级与授信规模。在保障信贷资源方面，安徽金融机构创新性地提供多元化金融产品与服务，

为绿色产业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7]。如兴业银行安徽分行建立绿色项目 FTP 价差补贴专项机制，对符合绿

色项目贷款、绿色流动资金贷款进行专项补贴。最后，在考核约束方面，建立科学、完善的绿色考核评

价指标体系，落实奖励约束机制，降低金融风险，保证绿色信贷的持续性。 

2.3. 绿色金融产品创新不断 

安徽省银行业金融机构不断提供多元化的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助力绿色经济发展。主要体现在：

一方面绿色信贷市场规模不断扩大，近 3 年，全省绿色信贷规模由 2020 年底的 2911 亿元连续跨越 5 个

千亿级台阶，2023 年 6 月末达 8039 亿元，年均增速超 40%。另一方面，绿色金融产品不断丰富，银行

机构充分利用货币政策工具或再贷款再贴现等工具作用，支持实体经济绿色发展和能源保供。同时，为

鼓励发行绿色债券降低融资成本。截止 2023 年，安徽省发行“投向绿”1 债券 13 只，规模 342.75 亿元，

其中政府债券发行规模最大，累计规模 264.55 亿元，占比 77.18%；“贴标绿”2 债券 4 只，规模 72.2 亿

元其中金融债券发行量最大，累计规模 54 亿元，占比 74.79%。其次银行绿色非信贷业务及中间业务不

断壮大，徽商银行通过绿色信托计划、绿色资管计划和绿色基金等产品，积极介入绿色产业。 

3. 安徽绿色金融提升路径分析 

碳达峰、碳中和是工业革命以来，最深刻的发展范式变革，转型中不仅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也蕴含

着巨大的发展机遇 [8]。安徽省在绿色金融发展方面已初见成效，但仍处于初步阶段 [9]，通过探讨绿色金

融发展提升路径，促进安徽省经济低碳转型，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3.1. 加强政策引导，推动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 

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特征呈现政府引导式的“自上而下”和地方试点协调发展式的“自下而上” [10]，
安徽省充分发挥能动性健全绿色金融体系，探寻支持区域经济高质量转型有效路径。 

政府应构建系统的绿色金融政策框架，结合国家政策和地方实际，制定详细的实施细则，确保政策

有效落地。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推动社会各界、企业和金融机构共同参与，形成合力。其次，建立健

 

 

1“投向绿”是指募集资金投向符合中国人民银行《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国际资本市场协会(ICMA)《绿色债券原则，

2021》、气候债券组织(CBI)《气候债券分类方案》这三项绿色债券标准之一；且投向绿色产业项目的资金规模在募集资金中占比(或
发行人绿色产业收入在主营收入占比)不低于贴标绿债规定要求的债券。 
2“贴标绿”债券是指经监管机构认可发行的绿色债券，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解决气候变化的资产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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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绿色金融协调机制，加强财政、金融、环保等部门的协同配合。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研究解决绿色金

融发展中的问题，确保政策执行的一致性。如财政部门可以提供补贴和税收优惠，加强金融机构对绿色

项目的支持力度；环保部门则可提供项目评估和认证，确保资金使用符合环保标准。 

3.2. 完善绿色金融发展体系，提升综合发展水平 

从绿色金融资金来源来看，目前安徽省绿色信贷资金主要集中于大中型金融机构，小微金融机构业

务量较少。从绿色金融资金流向来看，目前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绿色投资、生态环境产业等领域，对于

具有显著碳减排效应的清洁能源、碳减排技术方向支持力度不够 [11]。因此，有必要通过建立完善的绿色

金融政策体系，规范绿色金融标准，根据市场发展需求，以政策引导更多金融机构提供多元化、创新型

绿色信贷产品。同时，政府可以通过贷款补贴、税收优惠鼓励更多社会资本进入绿色金融发展领域，使

其能够更好地助力低碳、绿色产业发展，具体措施包括设立绿色金融专项奖补资金，对金融机构进行奖

励和补贴；对绿色信贷、债券、基金等金融产品的创新给予政策支持，并对绿色金融领域的风险进行分担。 

3.3. 强化绿色信息披露机制，支持区域经济转型。 

目前各国都十分重视绿色金融体系的建立，在信息披露要求、产业系统分类等方面都制定了严格的

规范标准，配套体系建设朝着更加精细化、专业化方向发展 [12]。由于我国各部门出台政策标准不统一、

缺乏系统性，在信息披露方面可持续性不足、相关标准要求较为滞后，使得参与绿色项目主体对披露内

容存在误解，披露自主意愿不足，存在项目“洗绿漂绿”现象，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绿色金融的发展。 
因此，安徽省政府应“因地制宜”制定明确的绿色信息披露标准和指南，要求企业和金融机构定期

披露环境绩效、绿色项目进展、碳排放情况等信息，提高了信息透明度，为投资者和公众提供可信赖的

参考数据，促进市场的良性运作。其次，政府可以建立统一的绿色信息披露平台，集中发布企业和金融

机构的绿色信息，方便各方查阅和监督。通过集中管理，有助于提升信息披露的效率和透明度，增强社

会各界对绿色金融的信任。此外，政府应加强对信息披露的监管和审查，确保披露信息的准确性和真实

性。可以引入第三方审计机构，对企业和金融机构的绿色信息披露进行独立审查，防止虚假披露和“绿

色洗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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