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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农业等领域。近年来，受疫情

和市场供需行情变动等因素影响，

产业收益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政府

部门应牵头研究相关行业的价格

补贴和风险缓释机制，加大政府性

担保机构建设力度，引导保险机构

加大保险、期货等金融产品创新力

度，构筑全方位风险保障体系。

找准海南特色的产业融合及

发展定位。从目前的发展经验和

趋势来看，构建一二三产业深度融

合的产业结构，是地区经济长效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在生态旅

游业方面，充分发挥海南的自然资

源和乡村民俗资源禀赋，依托“企

业+村集体+农户”的运营模式，创

新经营业态，将原有的农田种植、

渔业养殖、林木培育等传统产业，

转化为生态有机农业、休闲旅游农

业等新业态，提升旅游产品价值。

在海洋经济方面，海南作为海洋经

济大省，应充分发挥周边海域资源

潜力，整合滨海旅游业、生态渔业、

海底资源开采、海上风电等产业，

打造海洋经济全产业链，串联各项

资源，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在清洁

能源产业方面，海南具有发展清洁

能源的天然条件和后发优势，应围

绕清洁能源全产业链进行重点发

展。在设备端，引进和建设清洁能

源装备制造产业，打造产业集群，

拉动周边地区就业和经济发展；在

供应端，加大分布式光伏、海上风

电、潮汐能、抽水蓄能等清洁能源

点建设，助力当地绿色发展。

做大做强多层次市场主体。

从目前国内成功经验和发展趋势

来看，打造实力雄厚的市场主体重

点应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在发展方

向上政府有较强的主导能力，具有

相关产业丰富的市场化运作经验，

能够整合区域内土地、政策、市场、

项目等方面资源。通过整合省内

国有企业平台资源，打造省、区域、

市县三层级的市场主体架构。在

省级平台层面，负责全省范围内的

资源统筹和项目运作，比如跨区域

的生态保护补偿收益分配，作为全

省环境整治、生态保护、“六水共

治”等全域项目的市场主体，必要

时还可以为区域、市县平台公司提

供担保。在区域平台层面，重点负

责跨区域资源整合和项目开发，比

如主导对流域上下游产业的整体

开发，避免市县间各自为政，要形

成产业规模效应，达到区域整体经

济和社会价值的最大化。在市县

平台层面，作为所在市县的项目开

发和实施主体，负责建设资金管

理、项目现金流监管、产业运营等。

通过三层级的公司治理体系，能够

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发挥上下联

动的协同效应，并且在引入社会资

本和市场化过程中，上级平台还能

够为市县平台提供帮助和指导，增

强市县平台的市场竞争力。

创新绿色金融服务产品和支

持模式。一是创新金融产品供应

种类。积极探索碳排放权质押、林

权质押等新型信用结构的贷款产

品，发掘生态资产对金融资源的撬

动作用；同时，利用自贸港的政策

优势，积极推动境外发行绿色债

券，将符合条件的项目打包为理财

计划境外销售等，拓宽资金来源。

二是深化投资基金与贷款的联合

撬动。充分发挥专项债和各类产

业基金作用，解决部分项目资本金

不足的问题，重点服务农村经济绿

色低碳转型等吸纳就业人数多、带

动力强、社会效益好的项目。

建立健全风险防范机制体系。

一是加大保险服务保障力度。加

大农产品收入保险、巨灾保险、旅

游收入保险等特色保险品种开发

力度，探索“保险+期货”在内的价

格保险、收入保险试点，进一步降

低不可抗力对旅游业、农业等相关

产业的打击力度，减轻当地群众和

市场主体的发展顾虑。同时，利用

自贸港发展再保险业的优势，加大

与国际再保险机构的对接合作，利

用国际再保险资金，进一步弱化相

关产业风险。二是加大担保机构

建设力度。一方面，进一步充实现

有政府性担保企业的资产实力，鼓

励担保企业更加积极主动为生态

环保和相关产业提供保证担保；另

一方面，鼓励民间担保机构积极提

供信贷担保，作为政府性担保机构

的补充。三是完善不良贷款处置

的便利化措施。利用好自贸港政

策优势，营造良好的风险资产处置

政策氛围，适当放宽不良资产的转

让限制和转让路径，对参与不良处

置的相关方给予一定的补偿政策。

如，在信贷资产对外转让过程中，

给予金融机构一定税费优惠，降低

金融机构的处置成本。H
（作者单位：国家开发银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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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鼓励金融机构加大绿色金
融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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