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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金融驱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李进芳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走生

态环境持续改善、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自然资源

高效利用配置，新兴技术深度创新的绿色发展之

路。绿色发展是激活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内

生动力，而绿色金融为生态环境保护及治理，资源节

约高效利用等绿色项目提供必要的金融支持和服

务。绿色金融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

分，通过构建多层级绿色金融机构，创新多元化绿色

金融产品和服务，加强生态赋能、技术赋能，引导社

会资本流向绿色产业，推动黄河流域经济向绿色低

碳转型，实现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绿色金融驱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作用

机理

制约黄河流域经济协调均衡发展的因素主要涉

及到自然地理条件、自然资源、区位交通、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等等，黄河上游地区地广人稀，是极其重要

的水源涵养地，中游地区能源资源、矿产资源禀赋

高，是重要的能源化工基地，下游地区人口稠密，经

济社会较发达。总体而言，黄河流域经济协调均衡

发展程度较低、能源资源利用配置效率不高。黄河

流域各省市应结合自身的特色优势，加强协调合

作，优势互补，错位发展。因此，绿色金融按照分类

指导、错位发展原则，分区域引导金融资源合理分

布与流动，协调优化流域内环境治理、资源开发、产

业发展。

（一）绿色金融优先驱动流域内生态环境保护修

复、绿色生态农业发展是基础

中央、地方政府成立绿色基金，加强财政转移支

付，积极发展绿色金融驱动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修

复。黄河上游地区生态环境脆弱，绿色金融驱动三

江源、祁连山、甘南等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稳定提

升上游地区水源涵养能力。驱动上游地区进行农牧

场制度改革，推进农牧场使用权有效转移，形成青藏

高原高品质农牧业基地。黄河中游地区水土流失严

重，绿色金融加快推进黄河中游防护林工程，强化退

耕还林、封山育林工程，加强滴灌技术开发应用，发

展河套地区高效节水农业，形成内蒙古高原畜牧业

基地、河套罐区主产区和汾渭平原主产区。下游地

区河口湿地萎缩，绿色金融驱动河湖生态系统保护

和修复，建设黄河生态廊道，增加湿地面积和生物多

样性。

（二）绿色金融驱动流域内第二产业绿色低碳转

型是关键

流域内各省区根据第二产业绿色转型需求和绿

色金融供给，制订差异化的绿色金融发展方案，建立

健全绿色金融机构，积极发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

绿色保险，驱动产业结构调整，转向绿色低碳发展方

式。黄河下游地区经济效率较高，绿色金融驱动装

备制造业创新升级，支持科技型企业、战略性新兴企

业绿色发展，推进绿色产业和金融资源的深度融

合。中游地区能源化工产业较发达，绿色金融推动

能源资源节约高效利用，向绿色低碳方向转型，推动

能源相关高端制造业技术升级，促进节能环保技术

发展。上游地区充分发挥其生态、资源和产业优势，

绿色金融驱动生态经济发展，支持特色产业发展，发

展清洁能源，支持中小城市和特色小镇发展。

（三）绿色金融自身数字化发展和加强流域内金

融交流与合作是核心

黄河流域内各省区的金融市场环境、金融机构

发展水平、金融业结构等方面存在差异化特征，金融

市场化效率不尽相同，不同区域制订差异化的绿色

金融发展方案。黄河下游地区金融市场化水平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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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绿色金融加速推进金融业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

创新科技金融产品服务，积极探索实践绿色金融政

策体系，尝试打造绿色金融物理集聚中心。中游地

区金融综合竞争力不强，绿色金融加强区域内科技

金融开发与合作，加速推动金融业数字化发展。上

游地区金融生态明显较弱，充分利用国家绿色金融

政策倾斜优势，推进金融业整体发展，积极融入流域

内数字金融一体化建设。

二、驱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绿色金融升级

路径

按照统筹安排、梯次推进发展路径，分阶段构建

驱动黄河流域高质量绿色发展的绿色金融协调机

制，逐步向一体化目标体系转换和升级。初期阶段

建立绿色金融驱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政府主

导+民间参与”模式，逐步转向“政府引导+银行主

导”模式，第三阶段发展“市场主导”模式，形成多层

级绿色资本市场，第四阶段在加快发展新经济和数

字化绿色金融过程中构建形成黄河流域绿色发展的

一体化绿色金融体系。

第一段，建立绿色金融驱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

展的政府主导模式。在黄河流域绿色低碳发展的初

期，绿色金融市场机制不完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暂时代替市场在绿色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

用。在政府主导型的绿色金融发展模式下，中央政

府联合地方政府完善顶层设计，建立健全流域内的

绿色金融政策体系，探索完善地方层面的绿色金融

法律法规，加强政策性绿色金融服务，增加财政资金

直接投入，健全黄河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协调好

纵向补偿和横向补偿的关系，推动涉及绿色发展的

财政性资金基金化改革，引导和带动社会资本支持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借助政策性金融机

构发展绿色金融，支持黄河流域制造业绿色低碳转

型，发展各具特色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构建

省际绿色金融示范区。

第二阶段，发展绿色金融驱动黄河流域高质量

发展的银行主导模式。随着绿色金融机构的建立健

全，特别是绿色银行、绿色支行的发展壮大，政府财

政绿色资金逐步转向财政性涉企资金引导社会资本

进入绿色金融领域，发挥财政性绿色资金的杠杆放

大效应。在银行主导型绿色金融模式下，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的绿色金融活动参与者主要是

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银行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和服

务，引导社会资金流向绿色产业项目，提高绿色金融

供给，为传统产业节能环保改造、装备制造业创新升

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金融资源支持。由于

绿色低碳产业投资周期长，收益见效慢，这就需要绿

色银行与地方政府部门、绿色保险机构等有效合作，

转移分散绿色信贷风险，共同支撑环保型、科技型、

战略性新兴企业发展。

第三阶段，发展绿色金融驱动黄河流域绿色发

展的市场主导模式，形成多层级绿色资本市场。在

节能环保企业、新兴技术企业进入快速成长阶段，其

融资模式由间接融资渠道转向股权、债权直接融资

方式，绿色低碳产业投融资最终交由资本市场主

导。创新上中下游各区域多元化绿色金融产品和服

务，譬如绿色证券、绿色债券、绿色信托、绿色基金、

绿色风投等一揽子绿色金融产品，发挥资本市场、类

金融机构、绿色金融工具在绿色产业资金配置中的

决定性作用，为企业绿色项目提供组合型绿色金融

产品来发展黄河流域绿色经济。

第四阶段，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

息技术创新，在信息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中推动

黄河流域绿色金融产品服务、交易机制、投融资风险

管理等一体化体系建设。建立健全绿色金融标准认

证体系，探索建立统一的绿色项目评估体系，最终形

成黄河流域整体性的绿色金融框架和内容体系。在

绿色金融一体化体系构建中推动流域内生态功能

区、防护林屏障、湿地等协同推进，推动跨省生态廊

道建设，驱动流域内装备制造业上下游产业链合作、

能源相关高端制造业创新升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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