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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低碳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与路径创新研究

——以安徽省铜陵市为例

金利娟 汪陈
*1

【摘 要】：低碳经济是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安徽省铜陵市作为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和循环经济“双

试点”城市，发展低碳经济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也是保持经济社会向可持续

方向发展的战略选择。以安徽省铜陵市为例，通过 Kaya 模型分析了铜陵市低碳经济发展指标，并提出了相关金融

支持与创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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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外低碳经济

低碳经济是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一种新的经济增长发展模式。目前，欧、美、日等国家已将发展低碳

经济作为减缓气候危机及 2008 年以来金融危机的重要措施。英国于 2003 年首先提出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目标，同时也是

世界上第一个以国家立法形式促进实现《京都议定书》，以遏制温室效应对经济环境及社会生活的破坏作用的国家；2005 年美

国就已经通过了《能源政策法》，后又通过一系列如清洁能源、低碳经济等方面的法案；2007 年欧盟各国达成“欧盟战略能源

技术研究安排”；2008 年日本通过技术改进、制度安排及生活方式的转变等方式实现向低碳经济转型，其重要计划是确立日本

到 2050 年实现如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减少 60%至 80%的远期目标。

中国对积极参与减缓全球气候及环境问题一直高度重视，积极提出并通过一系列政策，如 1998 年签署的《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以及 2002 年的《京都议定书》，2007 年作为发展中国家第一个提出的国家层面的政策文件《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

家方案》；2009 年底在歌本哈根(Copenhagen)世界气候大会上中国政府做出重要承诺，即实现 2020 年单位 GDP 碳排放量在 2005

年的基础上减少 40%到 45%。部分省市已开展有关低碳经济发展的试验和实践。2008 年吉林省吉林市获得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批

准，在低碳经济前景、投资、政策、制度等方面确立了吉林市全面发展低碳经济的方向，绘制了有关《吉林市低碳经济路线图》，

成为中国第一个推动低碳概念的“低碳经济示范区”。同年上海探索低碳经济发展新模式也推进“低碳经济实践区”建设。2010

年在低碳生态城市建设、低碳技术研发及应用等方面发挥示范及带动效应的深圳市获批成为我国首个“国家低碳生态示范市”。

广东省则启动“国家低碳省”试点工作，以促进经济转型、节能减排及推动低碳经济发展。2013 年深圳开启碳交易市场。

以上低碳经济发展的实验和实践说明，发展低碳经济将成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促进节能减排、降低碳排放、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战略选择。

二、地方低碳经济发展及金融支持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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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务院批准的第二批“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试点市”和全国循环经济“双试点”城市——铜陵市，因铜立市，属资源

型城市，但目前正面临着铜矿资源匮乏、产业结构亟待转型和升级，所以发展低碳经济是铜陵市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

结构转型的重要手段，是助推新兴产业和谋划未来重要战略发展的动力，也是保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选择。2009 年作

为入选第六批中国金融生态城市的铜陵市，其低碳经济发展取决于碳金融的支持。

(一)铜陵市低碳经济发展指标定量分析

铜陵市低碳经济发展，可通过国际上应用最广泛的 Kaya 公式来进行具体分解并进行定量分析。Kaya 公式最初是 1989 年由

日本学者茅阳一(Kaya Yoichi)教授提出的碳排放估算模型，该模型将碳排放与人口数量、经济发展、能源结构、技术等变量联

系起来，主要估算能源消费产生的碳排放量。计算公式如下：

C=(C/E)×(E/GDP)×(GDP/P)×P

式中：C为碳排放量；E为能源消费量；GDP/P 为人均 GDP；E/GDP 为能源强度，即单位 GDP 的能源消耗量；C/E 为单位能源

碳排放量，即碳排放系数；P为人口。

通过上述模型，可以结合 GDP 等相关数据，对未来某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碳排放量进行计量和测算，从数量上表明其碳排放

情况和未来低碳经济发展目标。以铜陵市为例，2011 年实现的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579.4 亿元，单位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则为 1.042

吨标煤/万元。碳排放系数根据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的推荐值为 0.67、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IEEJ)确定的参考值为 0.68、美

国能源信息署(EIA)的参考值为 0.69，综合以上参考值，相关碳排放系数取平均值可为 0.68。以上数据带入公式计算可得铜陵

市 2011 年碳排放量为 409.752 万吨，单位 GDP 碳排放量 0.707 吨/万元(见表 1)。

基于模型测算的铜陵市低碳经济发展相关指标来看，“十一五”以来，铜陵市通过开展环境友好型社会及生态城市建设，

坚决淘汰关闭了一批不符合产业政策、废气排放、粉尘污染较严重的落后产能，实施了有色一冶鼓风炉关闭，钢铁厂、焦化厂

搬迁，关停 80%以上的小水泥厂，关闭发电小机组等一系列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三高”产能；另外，通过强化节能预警调控和

监察，实行重点用能企业能效对标，实施新亚星干熄焦等重大节能技术改造，推动企业实施污染减排提标改造工程，推动污水

处理厂正常运行、重点排污企业达标排放等有效措施，使得废气污染源得以有效控制，实现了省政府下达的二氧化硫、碳排放

削减量年度目标，单位 GDP 碳排放从 2005 年超全国平均水平的 1.958 吨/万元下降到 2011 年的 0.707 吨/万元，城市大气环境

质量进一步得到改善，低碳经济发展示范效应逐步显现。

(二)铜陵市低碳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实践与挑战

从铜陵市实际情况来看，金融助推低碳经济发展的优势已逐步显现。铜陵市已有银行类金融机构 10 多家、有色集团财务公

司 1家、担保机构 10 多家以及 20 多家小额信贷公司，多元化的金融组织架构已初步形成。同时，以存贷款余额及上市公司流

通股市值考查的金融机构信贷投放、存贷比、金融相关率等金融指标在安徽省居于前列，经济金融化水平不断提高(见表 2)。

从铜陵市低碳经济发展指标和金融支持指标综合来看，金融支持对低碳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以碳强度和金融相

关率指标为例，2005-2011 年，铜陵市金融相关率(FIR)由 1.85 上升至 224，从长期看，基本呈逐渐走高态势，而同期单位 GDP

排放指标则呈现逐年走低趋势，尤其是 2008 年以来，伴随 FIR 快速走高，单位 GDP 排放指标也有加快降低的趋势(见图 1)。以

上表明，金融资源在整个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低碳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持续增强，金融支持与创新是低碳经济产业发展的助

推器，铜陵市低碳经济发展应进一步发挥金融支持的驱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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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增长模式而言，在低碳技术研发、进行节能减排工程改造和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中需要较大的资金投

入，低碳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个完整的投融资体系支撑，但目前这一完整体系尚未形成。因受传统资源型城市的固化影响，铜陵

市信贷投放、股市融资等金融资源仍集中于高能耗、高排放行业，对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支持不足；另外，由于低碳经济

收益的长期性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盈利性目标仍存在冲突，从而使得金融机构对低碳经济的认知度不高、金融机构参与低

碳经济的积极性不足；最后，金融产品创新不足、资本市场阶段性滞后、低碳经济发展资金短缺等制约因素仍与现阶段向低碳

经济转型存在一定差距。

表 1 铜陵市“十一五”时期低碳经济发展相关指标

年份

人口

(万人)

GD

P(亿元)

单位 GDP 能耗

(吨标煤/万元)

碳排放

(万吨)

单位 GDP 碳排放

(吨/万元)

2005 72.22 182.05 2.88 356.527 1.958

2006 73.11 243.55 2.73 452.126 1.856

2007 73.65 286.83 2.61 509.066 1.775

2008 73.89 325.31 1.99 440.209 1.353

2009 73.99 343.72 1.89 441.749 1.285

2010 74.00 466.6 1.43 453.722 0.972

2011 74.15 579.4 1.04 409.752 0.707

数据来源：根据 2005-2011 年铜陵市统计局统计公报计算整理

以上表明，铜陵市必须进一步明确以低碳经济、循环经济作为发展重点，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增加融资规模，调整信贷结

构，提高投资效率，推动产业转型和优化升级，坚定走低碳经济新型工业化道路。

表 2 铜陵市“十一五”时期金融相关率指标

年份

GDP

(亿元)

存款余额

(亿元)

贷款余额

(亿元)

流通股市值

(亿元)

金融相关率

(FIR)

2005 182.05 161.08 142.44 33.71 1.85

2006 243.55 190.28 172.52 56.61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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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286.83 228.07 197.38 205.6 2.20

2008 325.31 261.87 249.39 73.04 1.80

2009 343.72 347.65 312.89 228.03 2.59

2010 466.6 406.51 388.49 561.92 2.91

2011 579.4 481.6 457.3 360.43 2.24

数据来源：根据 2005-2011 年铜陵市统计局统计公报计算整理

图 1 2005-2011 年铜陵市碳强度及 FIR 指标

数据来源：根据 2005-2011 年铜陵市统计局统计公报计算整理

三、铜陵市向低碳经济转型的金融支持与创新路径

从国际经验来看，低碳经济转型的关键在于通过技术进步、产业升级、自主创新，淘汰能耗高、污染高、排放高的低端“三

高”产能，促进经济由“粗放”到“精细”，由“高耗低效”到“低耗高效”，由“高碳”向“低碳”转型。同时，应加快建

立全方位的创新型金融组织体系，有效增加银行低碳信贷投入，加大低碳资本市场融资，多渠道创新产品和服务，为低碳经济

发展提供有效金融支持和动力。

(一)制定低碳经济发展相关规划，明确金融支持目标

低碳经济作为一种新的增长模式，在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等方面与循环经济具有一定的共性特征，铜陵市作为国家第

一批循环经济“双试点”城市，已率先在省内出台了有关发展循环经济的“十二五”专项规划、“十二五”节能专项规划、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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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市低碳经济试点实施方案、关于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意见等规划方案。为进一步明确铜陵市低碳经济发展目标、主要任务、

重点项目、重大示范工程以及保障措施，发改委等有关部门应尽快研究制定低碳经济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围绕低碳经济

总体规划，进一步制定有关新能源产业、节能环保产业等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的专项规划，明确低碳产业定位和布局，提出低

碳产业和低碳技术创新应用等方面的统计和考核指标，将低碳经济保障措施及金融支持纳入金融规划和相关支持保障计划，明

确低碳经济发展金融支持目标和任务，引导金融机构积极参与，推动低碳经济健康发展。

(二)加大“绿色信贷”投放力度

铜陵市低碳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而作为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自身，支持低碳经济发展，

也为其带来更多的产品和业务机会。为此，铜陵市政府、人民银行、银监会等有关部门应当制定绿色经济扶持政策，建立激励

机制，加大考核力度，促使信贷资金向低碳产业聚集。而商业银行总行等金融机构未来有必要借鉴和遵循赤道原则，主动接纳

赤道原则并演变为赤道银行，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则应加快完善低碳经济绿色信贷体系，将低碳经济项目和企业作为未来信贷支

持的重点，加大对低碳经济的绿色信贷投放力度，扩大低碳经济贷款规模，在贷款条件等方面给予低碳产业以优惠，创新低碳

经济金融产品及服务，增加对中小企业发展低碳经济相关行业及产品的融资及服务支持力度，助推中小企业，促进低碳经济发

展。

(三)推进低碳“资本市场”融资力度

铜陵市已有的 6 家上市公司多集中在有色、化工行业，且 2007 年 6 月以来已无新的公司上市融资，以上表明资本市场在铜

陵市低碳经济发展中的支持力度仍有待加强。为此，推进低碳“资本市场”融资力度，政府及证券监管等有关部门可尝试为低

碳节能减排企业建立公开发行和上市的“绿色通道”，优先支持低碳企业在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融资，简化审批程序，

优先支持符合低碳发展标准的企业和节能低碳建设项目发行“低碳债券”、中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积极支持金融机构发行“低

碳金融债券”，加大对节能减排、低碳企业和项目的资金投入。另外，还可以将能耗、污染和排放量标准作为公司上市、股票

及债券发行中必须达到的强制性指标之一，从而建立对已上市公司和拟上市公司低碳减排的硬约束机制。

(四)开拓低碳经济民间金融及其他外部资金

民间金融一直以来被视为正规金融的一种有效补充，民间金融的规范化发展将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途径和手段，特别

是在沿海城市，如浙江温州等地区，民间金融更是成为了很多企业赖以生存的基础。据央行有关报告推算，中国民间融资规模

超 3 万亿元，占贷款总额的比例超过 6%。为满足低碳经济发展中的资金需求，应当开拓民间金融参与低碳经济融资与发展的渠

道及有效机制，通过完善相关法制环境、建立跟踪监测体系、开展风险教育等手段，扶持和规范民间金融公开有序进入低碳经

济投融资体系，建立低碳经济多层次、多渠道融资与发展路径。同时，地方政府部门也应通过地方性的政策倾斜、税收优惠及

公益宣传等必要措施，引导民间金融及其他包括风险投资、外资等外部资金进入本地区低碳企业和项目，为低碳经济快速发展

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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