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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基金”迈出三大步 

 

《中国财经报》2012 年 8 月 30 日第一版 

  

“清洁发展委托贷款业务工作是清洁基金业务的‘龙头’。清洁基金通过和

地方财政部门紧密合作，借鉴国际金融机构贷款经验，短短两年，取得了可喜成

绩，清洁基金对地方低碳发展的支持作用已经开始展现。”在日前召开的“清洁

基金”业务培训会上，财政部部长助理郑晓松在书面讲话中作上述表述。 

据了解，清洁基金所支持的清洁发展委托贷款项目，是在省一级地方财政部

门所报送的节能减排项目基础上，综合考虑“十二五”规划确定的应对气候变化

工作重点、基金投资重点和地方需求，严格评比最终选定的。项目按照市场化模

式进行运作。自 2011年有偿使用工作起步至今，清洁基金已完成了对 13个省（市）

44 个清洁发展委托贷款项目的审批、合同签订及放款工作，贷款规模达 22.39

亿元，这些项目现已进入实施阶段。另外，还有 5 个省（市）的 11 个项目进入

申请审批流程，安排贷款金额 4.27 亿元。清洁基金在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

上，制定了包括《基金有偿使用管理办法》、《地方财政开展清洁发展委托贷款管

理暂行办法》、《清洁发展委托贷款操作指南》等 16 项有偿使用规章制度，构建

了较为完善的有偿使用制度体系。 

清洁基金还在学习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在国内首创了“碳预算”。“碳预

算”根据确切的方法学，计算出项目具体的减排量或减排潜能，为管理中心评判

贷款项目减排效应提供了过硬的标准，为进一步推进公共资金的减排绩效评价做

出了有益的探索。据测算，已批准实施的 44 个委托贷款项目建成投产后，预期

每年实现直接碳减排约 464.77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间接贡献碳减排潜能 1551.72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郑晓松就这项工作向地方财政部门具体提出三点希望：第一，要按照财政工

作科学化精细化管理要求，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完善治理结构，建立健全科学、

规范、透明、高效的业务管理制度，保障基金业务规范化运行。第二，要认真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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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做好项目和资金管理，逐步完善清洁发展委托贷款业务全过程管理，健全管理

手段，提高管理质量。要进一步完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建立资金风险防控体

系，最大限度降低资金风险。要落实项目和资金绩效评价，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要切实取得量化的温室气体减排成效。第三，队伍建设要持之以恒，长抓不懈，

要打造一支素质高、业务强、作风硬、善合作、倡廉洁的高效工作团队。 

据介绍，清洁发展委托贷款重点支持中国境内的中资或中资控股的企业在符

合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属于国家产业政策支持的鼓励类领域内开展项目。重

点开发有利于减缓气候变化效益的项目，主要包括以下三类：第一类是开发利用

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可代替能源，或将直接排放的化石燃料加以利用，以直接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项目；第二类是通过采用新技术、新工艺、节能技术改造等

方法，直接减少或取代化石燃料使用，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项目；第三类是与

节能、能效提高、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可代替能源相关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项目，

以及其他有利于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