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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探索气候投融资“苏州模式” 

孙 源 希 

2020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提出中国将

“争取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为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国家积极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

施，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

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等，

构建完成“1+N”政策体系，明确了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时间

表和路线图，推进包括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多个

领域的减碳工作，同时逐步完善绿色金融体系，为开展气候投融

资工作夯实基础。2021 年，国家生态环境部等九部门正式出台《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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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开展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的通知》和《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方

案》，确定了北京市密云区、通州区、河北省保定市、上海市浦

东新区、浙江省丽水市、山东省青岛市西海岸新区等 23 个地方入

选气候投融资试点。同年 7 月，全国碳排放市场正式启动上线交

易，有望在未来进一步推动高排放行业实现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

结构的绿色低碳化发展。 

自国家开展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以来，23 个试点地方积极推

动气候投融资项目库建设，探索、征集并储备了一批高质量的气

候投融资项目，同时，通过开发绿色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为项目

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截止 2022 年底，我国气候投融资试点项目

已经超过 1500 个，涉及资金达到 2 万亿左右，预计未来气候投融

资资金需求量将进一步增大。北京、上海、深圳等地通过一系列

措施促进气候投融资发展，引导市场资金流向气候减缓和气候适

应领域，并逐步探索形成了具备地方特色的差异化的气候投融资

发展模式。 

——上海浦东新区成立气候投融资促进中心，着力打造国际

绿色金融枢纽核心承载区。浦东新区成为气候投融资试点以来，

推出了《上海市浦东新区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方案》、《上海市

浦东新区气候投融资试点实施方案》、《上海市浦东新区气候投

融资试点建设行动计划》等文件，为气候投融资试点建设和绿色

金融发展“铺路”。截至 2022 年底，浦东地区 20 家主要的中外

资银行绿色贷款余额达到 2214.75 亿元，同比增长 53.49%。2023



— 3 — 

年 4 月，浦东新区成立了气候投融资促进中心，推动一批融资规

模近百亿的绿色金融项目签约落地。同时，发布了中证浦东新区

绿色 50 ESG 指数、中证浦东新区绿色主题信用债指数，不仅能有

效反映地区绿色发展水平，还可以引导并扩大私人资本对绿色领

域的投资，从而促进浦东新区绿色金融的高质量发展。 

——深圳探索构建碳普惠体系，积极推动地方气候投融资项

目库建设。深圳通过出台《深圳碳普惠体系建设工作方案》、《深

圳市低碳公共出行碳普惠方法学》、《深圳市碳普惠管理办法》

等政策文件，推动碳普惠政策体系和方法学的构建，倡导全民形

成绿色低碳的生活生产方式。同时，深圳分两次从清洁低碳能源、

低碳工业、低碳交通、低碳建筑、废弃物管理和废水低碳化处臵、

生态系统碳汇、低碳技术服务等七大领域征集气候投融资项目，

最终选出 70 个气候友好型项目确定为国家（深圳）气候投融资项

目库第一批入库项目，对应融资需求达 248 亿元，项目实施后每

年预计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216 万吨。 

——北京密云依托良好的生态基础，致力于构建“活水、盘

林、促产、降碳”气候投融资模式。考虑到密云的生态环境和产

业结构，发展低碳农业对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意义重大。以密

云本地蜂产业为例，蜜蜂养殖不仅能够获得经济效益，还具有丰

富植物多样性、增强植被涵养水源、调节气候等功能。蜜蜂授粉

增产可以减少化肥使用，从而降低碳排放。针对蜂产业，密云推

出“蜜蜂贷”产品，面向蜂农、合作社、经销商等产业链相关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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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在无抵押物的情况下提供信用或者担保模式且利率较低，从

而大大降低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同时，为保障本地特色农业

的健康发展，密云积极扩大“蜂鱼粮果菜”五大农业投资支持，

丰富气候保险产品，大力推广农业保险等金融产品，推动金融机

构对本地特色农业的信贷支持。 

——山东青岛建设自然碳汇交易中心（山东），探索激发海

洋碳汇发展潜力。2022 年山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山东省碳达峰实

施方案》，明确指出大力发展海洋生态系统碳汇，推动海洋碳汇

开发利用。相比于其他城市，临海的地理优势使得青岛天然具备

丰富的海洋资源，包括渔业资源、沿海湿地、海洋矿产资源、海

洋生物资源等，同时还有人才资源雄厚的大型海洋科研机构和高

校提供智力支持，因此青岛发展海洋碳汇优势显著。近年来，青

岛积极推进自然碳汇交易中心（山东）的建设进程，逐步制定完

善自然碳汇项目监测和计量标准，推动实现自然碳汇产品市场交

易。另一方面，通过开展调研会、座谈会、论坛等汇集多方社会

力量，深入开展渔业碳汇、微型生物碳汇方法学研究，探索海洋

碳汇多元化实施路径。 

——四川成都着力打造一批净零碳排放区，探索形成净零碳

示范“成都经验”。为推动实现双碳目标，成都于 2022 年 3 月出

台《净零碳排放区试点建设工作方案（试行）》，明确提出到 2025

年建成净零碳园区、工业企业、公共机构、景区、社区等不少于

60 个，推动净零碳排放区实现碳排放总量逐年减少、能源利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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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提高、环境质量稳步提升、运营管理水平增强，从而形成全方

位、多层次、多形式的低碳发展模式。从低碳产业发展来看，2022

年成都绿色低碳产业产值达 2500 亿元，签约重点项目 46 个，签

约金额达 1469 亿元。同时，成都天府新区将依托天府国际基金小

镇，打造规模为 10 亿元的绿色低碳产业发展基金，力争到 2025

年天府国际基金小镇投向气候变化领域资金规模达 200 亿元。 

国家出台政策推动气候投融资发展，上海、深圳、北京等地

区积极开展气候投融资试点建设，探索建立地方气候投融资项目

库，引导市场资金流向气候减缓和气候适应领域。在此背景下，

苏州应当认识到发展气候投融资的重要性，借鉴其他城市开展气

候投融资试点建设的经验，尽快采取措施布局气候投融资领域。 

一、从顶层设计发力，培养气候投融资政策环境 

苏州已经出台了一系列促进低碳发展的政策，为推动气候投

融资建设奠定基础。2014 年，苏州市政府印发《苏州市低碳发展

规划》，较早提出加强金融服务创新，鼓励金融机构支持低碳产

业发展，形成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加强碳排放交易支撑

体系建设，鼓励“尝试”碳交易。2021 年，中国人民银行苏州市

中心支行、苏州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苏州监管分局联合印发《关于苏州市绿色低碳金融改革创

新工作的意见》，提出将建立苏州绿色低碳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和

“金融库+项目库”的绿色低碳项目库、建设“绿色低碳金融实验

室”，同时推动金融资源流向新能源、工业项目绿色低碳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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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建筑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等领域，加大金融支持绿色低碳转型

发展的力度。2023 年，《苏州市碳达峰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

发布，指出要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加快构建绿色信贷、绿色债券、

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碳金融等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同时

建立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和碳普惠机制，积极参与用能权交易市场。 

因此，促进气候投融资发展需要苏州进一步建立健全气候投

融资顶层设计。一方面，加快推动最终版《苏州市碳达峰实施方

案》以及工业、建筑、交通等细分领域的碳达峰方案的出台，夯

实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基础，为发展气候投融资提供制度保障。

另一方面，打破不同政策机制之间的壁垒，积极疏通应对气候变

化工作和经济发展、住房建设、交通运输等其他部门工作之间的

矛盾，实现气候投融资政策与金融、环保等其他领域政策的协同。 

二、加强气候相关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的创新力度，建立高

效的多元化融资渠道 

在一系列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下，苏州基本建立起绿色金融服

务体系，绿色金融市场稳步发展。截止 2022 年 12 月底，苏州市

绿色贷款余额 5630 亿元，同比增速 56%，比各项贷款增速高 41

个百分点。绿色债券余额 171 亿元，同比增速 47%，辖内 3 家法

人银行发行了 3 期绿色金融债，余额 30 亿元。在绿色金融产品创

新方面，已经有一批创新型的气候金融产品落地苏州，例如江苏

银行苏州分行创新落地全国首单 ESG 表现挂钩贷款，东吴证券成

功发行全国首单碳中和知识产权质押创新创业债券、江苏省首单



— 7 — 

公开发行碳中和公司债券，太平洋产险分公司开发了太浦河“水

质无忧”保险。 

此后，苏州要继续强化绿色金融支持传统产业低碳转型，鼓

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快制定并落实绿色金融发展战略，加大绿色

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等气候投融资相关金融产品创新力度，

结合苏州的实际情况和产业发展状况促进开发与气候效益相挂钩

的投融资产品，引导市场资金支持气候减缓和气候适应项目。其

次，积极鼓励银行、保险、券商等金融机构在现有基础上，积极

主动挖掘机会为具有碳配额的企业量身定制信贷产品，加大力度

发行基于碳汇、碳排放权、用能权、排污权、知识产权等的创新

型债券。同时，引导企业加深对于碳资产管理方法、碳金融产品

等内容的了解，鼓励有条件的重点排放单位成立碳资产管理部门，

积极尝试碳排放交易、碳金融产品开发等业务，进一步为绿色金

融市场发展注入活力。 

三、发挥工业园区低碳建设的带头驱动作用，推动形成具有

苏州地方特色的低碳发展模式 

2016 年，苏州工业园区出台《低碳社区试点建设工作实施方

案》，积极推动打造一批具有园区“产城融合”特色的低碳社区

试点，探索降低工业生产、居民生活等多个领域温室气体排放的

途径和方法，致力于形成以生态文明、绿色发展和区域一体化为

基础的低碳社区发展模式。“十三五”期间，园区单位生产总值

能耗下降 16.8%，能源消费总量年均仅增长 0.74%，碳排放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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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均增长率较“十二五”期间下降 3.5%，碳排放强度总体呈现稳

步下降趋势。同时，苏州探索建设一批净零碳排放示范工厂，形

成可推广、可复制的零碳工厂建设经验，推动持续减少碳排放量、

降低碳排放强度。以苏州首个零碳工厂——苏州尚美国际化妆品

有限公司为例，通过建设太阳能发电系统、引入风能电力、以生

物质气体为原料制备绿色蒸汽及生物电等方式，实现“零碳”生

产的同时不断降低生产过程中废弃物的产生，减少对于能源和水

资源的消耗，高质量促进绿色低碳发展。 

在此基础上，苏州要将工业园区的低碳试点建设经验和“零

碳”工厂建设经验推广到其他区县，打造更多低碳园区、低碳社

区和净零碳工厂，将低碳理念融入区域发展、产业建设、日常生

活等多个方面。同时，要积极和气候投融资试点地方进行交流学

习，借鉴其他地区实现产业低碳化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途径

和经验，并结合苏州本地情况探索低碳建设的“苏州样本”。 

 

（作者系苏州太湖智库课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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