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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创新机制 

服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中国财政》2012 年 11 期 

 

气候变化是关系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问题。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走低碳发

展之路已成为全世界应对气候变化的主流共识。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

题，在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实施政策中，强调积极开展应对气候变化行动，2011

年颁布的“十二五”规划纲要中也提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 16%，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 17%”的约束性指标，并详细部署了应对气

候变化的工作，将其作为落实科学发展主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线的重要

举措。财政部门积极支持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不断加大财政投入和出台新的

财税政策，积极探索机制创新，引导、撬动更多资金和社会力量加入到应对气候

变化行动中。清洁基金就是机制创新的一个范例，利用我国参加应对气候变化国

际合作的成果，建设成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的一支生力军，已经开始为加

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贡献力量。 

一、 建立开发性机构发展基础，设计“十二五”发展蓝图 

清洁基金是中国参与《京都议定书》框架下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简称 CDM）国际合作的一项重要成果，基金资金当前主要来自中

国企业参与 CDM 项目合作产生收益中的国家收入部分。为了有效筹集、管理和

使用这部分 CDM 项目国家收入，2006 年 8 月，国务院批准建立清洁基金及其管

理中心。2010 年 9 月，《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办法》颁布实施。清洁基金

的使用采取有偿使用和赠款两种方式。赠款主要支持有利于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

力建设和提高公众应对气候变化意识的相关活动。有偿使用通过委托贷款、股权

融资和融资担保等方式，支持有利于产生应对气候变化效益的产业活动。截至

2012 年 3 月，清洁基金的规模已超过 105 亿元，安排赠款近 3 亿元，有偿使用

业务中安排清洁发展委托贷款 15.37 亿元。今年是“十二五”规划实施承上启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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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一年，为切实落实 “十二五”有关应对气候变化工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的要求，做好节能减排、低碳发展的资金支持工作，清洁基金要以“十二五”规划

应对气候变化工作部署和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方案为指导，以落实《“十二五”控

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对清洁基金的要求为重点，按照《管理办法》的规定，

全面有序开展基金业务，积极配合财政主渠道，服务于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

发展。为此，清洁基金必须抓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主线，紧扣“十二五”规

划确定的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实现节能和减碳约束性目标的要求，积极配合财政

主渠道并争取财政更大支持，着力完善基金的资金平台、行动平台、合作平台和

信息平台作用。在积极支持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研究和能力建设的同时，重点支持

市场减排、技术减排、新兴产业减排活动，推动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事业的

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发展，逐步将自身建设成为服务于应对气候变化事业的

开发性机构。 

二、 启动基金有偿使用业务，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一） 从委托贷款项目起步，支持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清洁基金利用有偿使用业务支持开展节能、能效提高、新能源、可再生能源、

可替代能源的开发利用及与此相关的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的发展，而这些领域

正是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关键。目前，委托贷款是有偿使用的主要方式，截至

今年 3 月，基金委托贷款已支持了全国 13 个省份的 31 个上述类型项目，每年预

期实现碳减排约 265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还可贡献相当数量的碳减排潜能。地方

省市借助委托贷款支持加快发展太阳能、风能、生物能等新能源及各种节能降耗

的新材料和装备，带动了当地的产业结构转型。技术是实现节能减排、优化产业

结构和能源结构的一项重要依托。清洁基金非常重视支持新技术的开发利用，截

至目前，支持开展的新能源装备和材料制造项目已接近总项目数量的 1/3。在这

些项目中，不仅涉及基础设施建设，还深入到了技术研发支撑的层面。中小企业

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是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一环，“十二五”规划

中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清洁基金十分注重支持中小企业节能减排，

在 31 个委托贷款项目中，中小企业项目占 17 个。在 2011 年银行信贷收紧、中

小企业普遍资金紧张的形势下，清洁基金委托贷款为中小企业节能减排提供了新

的快速高效的融资渠道，有利于舒缓企业资金困局和推进地方经济结构调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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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基金还利用委托贷款项目服务民生，例如，支持地方供电、供暖和建筑节能、

农田灌溉和防洪等。在帮助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实现了以低碳发展促进

和谐发展，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二） 创新融资模式，发挥“种子资金”作用 

清洁基金通过委托贷款、融资担保、现金理财等方式积极发挥“种子资金”

作用，在为节能减排和新兴产业发展直接提供资金支持的同时，还撬动更多社会

资金共同行动。截至今年 3 月，清洁发展委托贷款支持的 31 个项目，以 15.37

亿元撬动社会资金约 93 亿元。清洁基金还积极探索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开

发新的融资模式，通过融资担保最大程度地撬动市场资金支持节能减排。目前，

清洁基金已与世行旗下国际金融公司（IFC）、地方财政厅就三方合作进行贷款损

失分担创新试点达成了合作意向，旨在利用公共资金撬动商业银行资金支持节能

减排项目。此外，把现金理财与低碳理念相结合，也是基金创新融资模式的一大

特色。2010 年，清洁基金与浙商银行开展首笔 6000 万元的专项理财，2011 年到

期后实现减排温室气体 20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环境效益明显，充分体现政策性

基金对低碳发展的引导和示范作用。 

（三） 开展“三可”研究，注重减碳实效 

是否取得减碳实效是清洁基金为节能减排和新兴产业发展做出贡献的一个

重要衡量指标。为此，清洁基金积极组织开展温室气体减排的可测量、可报告和

可核查工作，主要包括项目层面的“三可”问题研究，相关标准规范起草工作，

在清洁发展委托贷款业务中通过独立第三方机构开展的贷款项目“碳预算”评估

以及将“三可”的工作思路、工作方法和部分研究成果进行示范推广等。“三可”

工作既是推动低碳发展的实际需要，也为促进节能减排市场化发展提供重要基

础，还“自下而上”地服务于国家碳减排政策在地方的实施，体现出中央对地方

节能减排工作的支持和促进。 

三、 全面展开基金工作，多方面发挥政策引领作用 

（一） 扩大创新机制作用发挥空间 

2011 年 12 月 7 日，清洁基金与陕西省人民政府成功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这是清洁基金与地方签署的第一个战略合作协议，是清洁基金致力于发挥政策性

基金职能、积极探索以创新方式支持地方低碳发展的重要体现，标志着清洁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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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力度开始从个体项目的点上升到整体省级区域的面，清洁基金的政策性基

金引导和示范作用将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同时，也将清洁基金与地方合作应对气

候变化的理念和行动都提升到了更高的层次和水平，有利于加大力度执行国家应

对气候变化政策。 

（二） 创新碳减排机制 

2011 年 12 月，清洁基金直接入股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以此

为平台参与和推动国内碳市场建设工作，并藉此为始，大力发展节能减排和低碳

发展的核证、咨询、会展、金融等新型服务业，促进低碳产业真正成为新一轮发

展的增长点。 

（三） 参与政策制订、能力建设与社会公众宣传 

2011 年，清洁基金安排 2.6 亿元赠款，配合财政主渠道，支持中央部委和地

方政府部门的 125 个项目，开展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研究、能力建设和公众宣传。

其中将利鉴往知来泽被后人 —— 《中国会计年鉴》行业（部门）工作会议在京

召开 5 月 9 日，2012 年财政部《中国会计年鉴》行业（部门）工作会议在京召

开。91 个编委会成员单位和特约编委成员单位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中国会计年

鉴》编委会副主任、财政部会计司司长杨敏，编委会副主任、中国注册会计师协

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毓圭，编委会副主任、中国财政杂志社社长傅东等出席会议

并讲话。会议通报了 2011 年卷《中国会计年鉴》编辑出版情况以及 2012 年卷编

写大纲的修订情况，布置 2012 年卷《中国会计年鉴》编纂工作，并对优秀撰稿

单位进行表彰。用赠款支持各省应对气候变化规划的编制工作和五省八市低碳发

展试点的规划编制，支持全国各省市排放清单的编制工作和绿色低碳小城镇建设

探索，并加强太阳能、风能等产业发展能力的建设，从制度机制和能力建设上助

力地方低碳转型，推进地方经济结构调整，服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清洁基金还

牵手媒体主流渠道，积极发展基金自身的宣传手段，努力打造全方位的信息交流

与传播平台，促进全社会对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关注和支持。例如，清洁基金赠

款项目已经支持了多个中央媒体有关应对气候变化电视节目和宣传片的制作。同

时，清洁基金还集中针对少年儿童这一特殊群体，加大力度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低

碳宣传和提高公众意识活动。通过支持面向社会公众的宣传活动，清洁基金力图

广泛传播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服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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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开展务实的国际合作 

建立清洁基金是中国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一项重要成果，清洁基金

利用这一特殊优势，走出去、请进来，开展积极务实的国际合作。“走出去”方

面，以 2011 年为例，清洁基金走出国门深入拓展国际合作，利用参加德班气候

大会、碳博览会、亚洲清洁能源论坛等国际会议的机会，系统地向国际社会介绍

我国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和清洁基金的工作进展。“请进来”方面，正在同国际金

融公司合作，在国际比较成熟的损失分担融资机制的基础上加入创新，利用公共

资金更大规模地撬动商业银行资金支持节能减排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