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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开生面“落子”有声 

——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探索创新模式支持清洁能源发展纪实 

 

《中国财经报》2013 年 10 月 31 日第一版 

 

又到燃烧秸秆时 

列车飞驰，窗外麦田里不时冒起阵阵白烟——又到燃烧秸秆的季节。不觉进

入河南境内，快到离郑州百公里远的兰考县时，田野里的烟突然不见了，这使记

者迫不及待地想去探访其中的缘由。 

一座现代化的高大烟囱，将我们带到兰考瑞华环保电力有限公司。“秸秆在

这里变成了电！”公司负责人听记者说明来意，轻松地说。 

公司门外一二百米长的马路上，各式车辆排成了龙，大小卡车、农用三轮、

拖拉机……每辆车上都是垛得高高的秸秆。车子一开进厂区即上到一个地磅，停

下称重，再进入后边的料场卸货，空车返回，领取收据，然后到旁边财务处兑取

现金。从进到出，也就 10 多分钟。 

料场中不停轰鸣运转的，是一台搅拌机，将农民送来的小麦秸、玉米秸、花

生壳等农林废弃物配好、拌匀，送进燃烧炉。燃烧过程环保而有效率，从不远处

的污水处理厂引进处理后的“二道水”作为生产冷却水，排出的炉灰，可作为有

机肥配料再利用，排出的污水再度送回污水处理厂。 

“送料的车今天不算多，最多时我们收到晚上九十点钟。最大的车能装几吨，

而最少的只卖得两元钱，那是一对农民老夫妇，两人抬着一捆秸秆来，我们都挺

感动的。”工作人员说。 

“没有电厂收购时，您家的秸秆怎么处理？”趁着过磅，记者与一位来送秸

秆的大嫂聊起来。 

“以前地里留点做肥料，剩下的就都烧了。后来上面不让烧了，就堆在田垄

边，不过有时急了还是会烧。现在好了，有电厂收，一吨给 230 块钱呢。如果我

们顾不上送，厂里还有人上门。可满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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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这位大哥，你一天来送多少趟？能有多少收入？” 

“我家 4 口人，除了这辆农用车还有两台收割机。收完麦就装走秸秆，最多

时我们一天来送四五趟，这年下来我算着会有 3 万多元收入，回去和大家分。” 

兰考 83 万人口大致人均一亩田，由于多年使用黄河水灌溉，土地早已不再

是当年的盐碱地，兰考也成了河南省的种粮大县。中原地区以种植小麦为主，按

一亩田一吨秸秆计算，一年下来 80 万吨左右的秸秆是个不小的数字。为这源源

不断产生的秸秆当地政府很伤脑筋。 

而眼前这个开工不足两个月、装机容量 24 兆瓦的可再生能源热电联产的清

洁能源项目，如果今后可以保持长期稳定运营的话，每年可将 20 多万吨的农、

林业废料直接转化为热能和电力，为兰考县产业聚集区企业提供占所需量四分之

一的热力供应，发电可享受可再生能源电价上网，每年碳减排量可达到 21.58 万

吨二氧化碳当量，还能为农民直接增加收入超 5000 万元，直接和间接增加就业

岗位 1000 个左右。 

隶属于河南九龙水电集团的兰考瑞华环保电力公司的秸秆发电项目，令董事

长乔相铭很是自豪，虽说企业利润并不会丰厚，但带来再生能源、循环经济、绿

色环保、惠及百姓等等一系列好处，乔总觉得很值。项目运作中的新理念同样令

他感慨：“经营这么多年，可以说清洁基金给的贷款是最‘好用’的一项。这次

贷给我们的 5000 万元占到整个项目资金的四分之一，还比国家的基准贷款利率

优惠 15%。从省财政厅到国家财政部，从立项申请到整个贷款过程都是高效率。

商业银行给我们贷款也因此变得顺利，解决了资金缺口，使项目顺利建成投产。

不然的话，肯定要推迟半年一年的。” 

据介绍，基金管理中心不断扩大清洁发展委托业务，2012 年审核通过了北

京、河南等 17个省项目和 47个市项目，贷款金额 28.80亿元，撬动社会资金 151.26

亿元。 

“分担风险就意味着提升能力” 

国庆节前，4000 万元节能减排能效贷款从江苏银行汇入江苏正辉太阳能电

力有限公司，支持电站建设。该笔贷款由江苏银行提供，但银行为此面临的风险

由一个简称为 CHUEE 江苏项目实施的风险分担机制承担。 

2006 年开始，财政部和世界银行集团下的国际金融公司（IFC）合作，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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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开展了“中国节能减排融资项目”（CHUEE），现在，清洁基金把这个模式推

广到地方。CHUEE 江苏项目由清洁基金会同财政部国际司、江苏省财政厅与 IFC

合作，共同为江苏银行开展节能减排贷款提供损失风险分担，以此帮助江苏银行

扩大节能减排贷款规模，支持国内民营企业在江苏省开展的能效、可再生能源及

相关装备制造业项目。这种通过公共和私营部门合作的方式，新颖而有效率，江

苏正辉正是得益于此。 

“清洁基金在 CHUEE 江苏项目中，发挥了积极而关键的作用，有力地推动

了 CHUEE 模式发展。这也是清洁基金支持地方绿色发展、低碳发展的有效手段

之一。”基金管理中心的一位负责人介绍道。 

“因为提升了银行的环境和社会风险标准，无疑加强了我们江苏银行的绿色

信贷能力和规模。”江苏银行公司业务部的方旻对这一合作方式非常肯定。 

“对于贷款对象，江苏银行能效贷款都有哪些条件？”在江苏银行，记者请

教方旻先生。 

“能效贷款，主要是针对依法设立在江苏省辖内的民营控股且国有股占比不

超过 50%的企业。” 

“能效贷款的用途都包括哪些方面？” 

“第一是能效项目，也就是提高能源使用效率、降低能源消耗的固定资产项

目。能效贷款用于降低借款人的运行输出功率单位能耗的固定资产、或为了使用

可再生能源或废弃能源而实施的再建、扩建、翻新或整修措施。能效项目的能耗

与基准水平相比下降幅度需达到（或超过）15%或温室气体排放减少幅度达 25000

吨/年。 

第二是可再生能源项目。对此能效贷款用于安装、建设或扩建用可再生能源

替代化石能源进行发电、制热、制冷及产生任何其他类型能源的固定资产。可再

生能源包括但不限于太阳能、风能、地热、水力、生物能、沼气、废物发电等等。 

第三是能效和可再生能源技术设备的制造。能效贷款则可用于直接制造提升

能效的技术设备以及应用于可再生能源的设备部件。” 

“贷款的期限一般是多长？” 

“能效贷款主要针对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固定资产投资

和技术改造项目。贷款期限根据项目投资回收期合理确定，一般不超过 5 年。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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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辉为例。常州正辉公司是江苏省屋顶光伏电站建设量最大的企业，面对国家政

策支持绿色产业、江苏银行支持绿色信贷的发展机遇，他们上报了‘利用建筑屋

顶建设 20MW 光伏电站’项目，经过 IFC 的技术审查和江苏银行的信贷审查等，

成功获得 4000 万元项目贷款融资，用于屋顶光伏电站的项目建设。该项目总投

资 19363.57 万元，项目建成正常运营后，工程装机容量为 20 兆瓦，年发电量

1955.76 万千瓦时，预计可节约 5965.07 吨标准煤，每年可减少排放二氧化碳约

15920 吨。形象些说，就相当于 44 公顷生长茂盛的树木每年可吸收的量，节能

效果十分显著。”说到这里，方旻很是自豪。 

“启动这一全新投入方式以来，江苏银行都做了哪些领域的项目？” 

“截至今年 9 月底，在 CHUEE 江苏项目下我们银行已经发放贷款 6 笔，共

计 1.25 亿元，涉及传统行业节能、光伏电站、风能设备制造、合同能源管理等

领域。借款企业都高度评价 CHUEE 模式，认为它审批高效，期限灵活，不增加

额外费用，还有，它有利于提升企业知名度。” 

清洁基金近年来不断开拓思路，积极探索支持节能减排的创新融资模式，

CHUEE 江苏项目可谓亮点之一。据介绍，该项目将支持江苏银行发放总额可达

9.24 亿元的节能减排贷款，预估年二氧化碳减排量 103 万吨。这一尝试，对于清

洁基金作为国家层面应对气候变化的专门的资金机制，探索建立低碳融资领域公

共与私人合作部门合作伙伴关系，撬动市场资金共同投入低碳建设具有重要意

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