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主要碳交易研究平台加强合

作，进一步探索制定可在全球推广

的海洋碳汇模式和标准体系。五

是缺乏熟悉绿色产业、环保、金融

等领域的复合型人才，绿色金融人

才培育机制还有待建立和完善。

绿色金融供需对接机制有待

完善。一是政策落地的机制还需

完善。虽然出台了若干支持绿色

金融发展的政策，但引导各类资金

投入绿色产业和项目的激励机制

仍有待完善。二是尚未构建绿色

项目库。金融机构难以快速、准确

识别绿色项目并给予支持，对绿色

程度不高的项目和中小项目识别

难度更大。三是绿色信息披露体

系还有待完善。绿色项目的界定

有待进一步明晰、绿色识别标准规

范需要进一步统一，绿色金融及信

息披露等地方性绿色金融标准体

系建设有待进一步完善健全。

浙江省湖州市是全国首批国

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也是

全国首个绿色建筑和绿色金融协

同发展试点城市。湖州现已基本

建成相对完善的绿色金融体系，其

实践经验值得借鉴。

因地制宜细化完善标准。

2017年以来，湖州发布了全国首

批《绿色融资企业评价规范》《绿色

融资项目评价规范》《绿色银行评

价规范》《绿色金融专营机构建设

规范》等13项绿色金融地方标准，

将融资主体分为“深绿、中绿、浅

绿、非绿”四个等级，对不同等级的

主体实施差异化的绿色金融政策。

持续强化信息披露要求。

2020年湖州制定了《湖州市银行

业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框架》，

2021年在全国率先实现全域银行

业机构环境信息披露。2022年10

月，集成建设的金融机构环境信息

披露系统正式在湖州上线运行。

湖州建立了多层次环境信息披露

机制：一是强制要求银行业机构每

年发布环境信息披露报告，对披露

环境信息不符合准则要求、超过时

限或未将环境信息上传系统的机

构予以行政处罚；二是形成统一框

架、分类推进的工作模式；三是量

身定制了适合当地发展的五套标

准披露模板。

建立绿色金融激励机制。

2017年湖州出台《建设国家绿色

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若干意

见》，主要包括：每年安排10亿元

财政专项资金鼓励和支持绿色金

融改革创新；对评定为“深绿”“中

绿”“浅绿”的绿色融资主体，分别

按照基准利率给予 12%、9%、6%

的贷款贴息补助；按照绿色信用贷

款余额的5%，计提风险补偿准备

金；对绿色融资主体，政府给予

50%-75%的担保费率补助；绿色

金融创新案例奖励，每年对入选案

例给予50万元奖励；对连续2年绿

色银行评级前三名给予每家50万

元奖励。

丰富绿色金融产品体系。创

新开发了绿色园区贷、碳效贷等

180余款绿色信贷产品；累计发行

了55单绿色债券；形成“保险+服

务+监管+防范”的环境责任险“湖

州模式”；设立总规模500亿元的

绿色产业基金。

注重绿色金融的机制创新。

航拍已投入运营的海口金融中心项目航拍已投入运营的海口金融中心项目。。张茂张茂//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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