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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排污权抵押贷款制度框架设计
1*

徐圣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 排污权抵押贷款制度是一种基于排污权交易制度的金融创新，在国内的研究和实践尚处于起步阶段。

构建合理的排污权抵押贷款制度对于企业增加融资渠道、促进节能减排、活跃排污权交易市场、拓展银行业务具有

重要意义。从理论基础、市场基础和现实意义等排污权抵押贷款产生背景，初步构建了湖北省排污权抵押贷款制度

框架，并提出促进湖北排污权抵押贷款发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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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权抵押贷款制度是由浙江省嘉兴市于 2008 年率先在全国推出的金融创新制度，笔者认为，其实质是一种绿色信贷制度。

近几年，排污权抵押贷款备受各大排污权交易机构和银行的青睐，试点范围已逐步扩大到浙江、湖南、山西、陕西、河北等省

份。2012 年 3 月，在湖北省第八次环保大会上，省委省政府正式出台了《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环境保护促进

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要启动湖北省排污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因此，基于湖北省排污权交易

的基础现状，开展湖北省排污权抵押贷款制度框架设计工作势在必行。

1 湖北省排污权抵押贷款产生背景

1.1 理论基础

排污交易的理论基础是基于环境经济学上的科斯原理，通过环境容量资源使用者对环境容量资源配额指标的交易而实现的

环境容量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市场机制。自排污权交易制度在我国试行以来，其法律属性在学术界就一直存在比较大的争议，

部分学者如李晓亮、邓海峰等均认为排污权是用益物权，同时也具有财产性与可转让性，这种观点为排污权成为担保物权中权

利抵押的客体并进一步确立排污权抵押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1.2 政策基础

浙江等地近几年的排污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为我省排污权抵押贷款制度的建立提供了良好的借鉴。2012 年 3 月，湖北省委

省政府下发的《意见》为我省排污权抵押贷款的开展提供了政策导向。2012 年 12 月，湖北省环保厅与兴业银行武汉分行签署

了战略合作协议，加强在排污权抵押融资和重点减排项目抵押贷款融资等绿色金融领域的合作。2014 年 4 月，湖北省环保厅与

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就推行湖北省排污权抵押贷款制度初步达成了合作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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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市场基础

湖北省是国家首批开展排污权交易的五个试点省份之一。2008 年，湖北省在国内首次尝试把排污权交易引入产权交易市场，

并出台了全国首个省级排污权交易制度。2012 年，湖北省成立了全国首个独立专业从事排污权交易的公司——湖北环境资源交

易中心有限公司。经过近八年的市场培育，湖北省排污权交易市场已经初具规模，这为排污权抵押贷款制度的试点提供了坚实

的市场基础。同时，近几年湖北省绿色信贷市场蓬勃发展。据报道，湖北省银监局曾于 2013 年公布湖北省银行业绿色金融信贷

的基本情况。截止 2013 年 5 月底，全省绿色金融融资余额为 4733 亿元，同比增长 14.3%。其中，绿色金融贷款余额 4155 亿

元，同比增长 13.7%。到 2014 年年底，全省银行业绿色信贷余额共计 1518 亿元，较年初增加 275 亿元。

1.4 现实意义

开展排污权抵押试点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一是为企业购买排污权出现的资金短缺提供了多元化的融资渠道，根据湖北省

现有制度安排，购买排污权的项目为新、改、扩项目中有新增污染物的项目，企业在项目建设前期已投入了大量资金，流动资

金趋紧，排污权抵押贷款缓解了企业的资金周转压力；二是通过排污权抵押贷款为减排企业技术改造和转型升级提供了一定的

资金支持，开展减排措施后企业可将富余的排污权在市场上出售，使企业借助银行资本获利，有力地促进了节能减排和环保事

业的发展；三是提高了企业所有排污权的资产性和流动性，排污权交易的前提首先是明确了排污权是一种产权、一种资产，在

此基础上开展交易盘活了排污权的产权属性，提高了企业的积极性，活跃排污权交易市场；四是为银行信贷拓展了新的业务增

长点。

2 湖北省排污权抵押贷款制度框架设计

2.1 贷款对象

排污权抵押贷款的企业，应为持有《排污权许可证》，并已开展排污权有偿使用或排污权交易的合法企业。

2.2 贷款用途

为促进环保事业的发展，我省排污权抵押贷款限制了企业的使用用途，只能用于企业购买排污权、支付排污权有偿使用费、

污染减排项目建设等环保相关生产经营活动，不得用于其它生产和经营用途。

2.3 贷款条件

一是持有经政府相关部门合法核准登记的经营证照；二是持有环保部门依法核发的《排污许可证》。借款人申请贷款专项

用于排污权有偿使用的，需提供《湖北省排污权有偿使用费》收据；借款人申请贷款专项购买排污权并以该排污权作抵押的，

须持有《湖北省主要污染物排污权交易合同》及《湖北省排污权交易鉴证书》；三是所属行业或产业、贷款项目符合国家产业、

土地、环保等相关政策；四是借款人信誉良好，无不良信用记录。

2.4 贷款额度、期限和利率

排污权抵押贷款的总额度原则上不得超过企业抵押排污权评估值的 70%。贷款期限原则上不应超过环保部门颁发《排污许可

证》的有效期。贷款利率应严格按中国人民银行现行利率政策执行，贷款银行可根据国家绿色金融的相关政策对企业予以一定

的优惠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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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贷款程序

排污权抵押贷款的基本流程主要为：（1）借款人提出贷款申请，向贷款银行提交《排放许可证》、《湖北省排污权有偿使

用费》收据或《湖北省主要污染物排污权交易合同》及《湖北省排污权交易鉴证书》；（2）贷款银行组织开展排污权价值评估，

进行贷前调查和审批；（3）借贷双方签订借贷合同（或授信合同）、抵押合同；（4）借款人在核发《排污许可证》的环保部

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5）贷款人向借款人发放贷款。

3 湖北省排污权抵押贷款发展建议

3.1 全面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

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是开展排污权抵押贷款的前提，只有逐步增加排污权交易种类、扩大交易区域范围，在全省范围内

全面推行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不断丰富排污权交易市场的主体，营造活跃的交易环境，才能进一步促进排污权抵押贷款工

作的有序开展。

3.2 加强排污权抵押贷款平台能力建设

湖北省应根据《湖北省主要污染物排污权交易办法》，尽快成立湖北省排污权储备与管理中心，承担排污权抵押登记和信

息管理职能。搭建排污权交易和储备信息管理系统，完善排污权交易市场的信息披露、询价、磋商和结算功能，为排污权抵押

贷款试点的推进搭建信息共享平台、流程管理平台。

3.3 建立银行激励与约束机制

排污权抵押贷款作为一种创新的绿色金融产品，在试点起步阶段，会存在办事流程不顺畅、业务量小、操作不规范、信贷

风险大等问题，银行对开发该金融产品的意愿较低。因此，需要建立相应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促进银行推进排污权抵押贷款业务

的稳健发展。

3.4 加强监督管理工作

一是要提高排污许可量核算的科学性和排污证发放的严肃性，一方面要加强培养具有专业素质的人才队伍建设，另一方面

也要严防‘权力寻租’。二是要加强对企业环保行为的监管，严控无证排污、偷排和超排的行为，对于有条件的企业应加大在

线监测系统和工况系统的投入力度，做到实时监控。三是建立企业环境信用制度，建立企业环境诚信档案，对企业环境违法行

为及时进行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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