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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背景下衢州绿色金融模式及优化路径研究 

兰紫悠
1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浙江 衢州 324000) 

【摘 要】：“双碳”目标的提出，绿色金融迎来新的历史性机遇。对于全国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之一的衢州而

言，把握发展机遇，进一步深化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成果具有重要意义。针对衢州的区位条件及近年绿色金融发展成

果，总结了具有衢州特色的“衢州经验”,提出了绿色理念与城市文化理念相结合、需要持续推进绿色金融服务平

台的升级及金融产品创新等建议。更要为其他地区的绿色金融发展提供方案、样本，起到良好的示范效应。 

【关键词】：绿色金融 碳中和 乡村振兴 产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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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20世纪 7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开始在经济发展过程注重环境问题，在追求经济发展速度的同时，也更强调了经济结构转型

的重要性。绿色金融理论自 20世纪 80年代产生起，尽管在内涵上各方争议犹存，但其核心并未偏离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和可持

续的理念。2019年新冠疫情暴发后，与数字经济相结合的线上金融发展模式更是进一步丰富了绿色金融的内涵。 

2021 年是我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写入“双碳”目标。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国

内政策环境不断优化，绿色金融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2 区位条件及发展成果 

2.1区位条件 

衢，四达谓之衢。“衢”字释义为四通八达的道路。衢州地处浙江省西部，北邻安徽，西接江西，南连福建，是浙闽赣皖四

省边际中心城市。随着“山海协作”工作的深入和内陆城市复兴的需要，衢州市探索建立绿色金融示范制度体系所能带来的经

济影响范围也逐步扩大。 

在产业结构方面，作为浙江省的重化工基地，衢州市重工业占比将近 70%。2021 年 7 月 9 日市人行已将我市 600 多家工业

企业纳入碳体系进行核算、贴标。在“双碳”背景之下，对于促进碳密集型企业的改造以及产品转型而言机遇与挑战并存。 

同时，衢州市生态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高达 71.5%,是全省重要的生态屏障。在浙江省生态文明思想的引领下，衢州践行

“两山”理念，结合数字经济、美丽经济，加快绿色发展，打造美丽大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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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发展成果 

大力推进“国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工作的几年来，衢州率先开展了首创性工作 40多项。2019年起，衢州已连

续两年在长三角城市群绿色金融发展竞争力评价中名列第一。于 2019 年 11 月上线的用以连接“政、银、企”三方的“衢融

通”(衢州市金融服务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改革案例入选《2020年中国营商环境报告》的最佳实践篇。 

根据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战略的工作指引，2018年衢州辖内的江山农商银行首创“个人碳账户”,助力绿色金融改

革。在此基础上，衢州再建工业企业及农业碳中和账户，目前“三碳账户体系”已全面建设完成。 

此外，衢州辖内已有各银行机构设立绿色金融事业部共 36个，培育绿色金融试点行 28家。截至今年第一季度，衢州辖内绿

色信贷余额 1181.58亿元，与实行绿色金融改革前的 2016年末相比增长约 5倍，占全部贷款比重为 36.46%。 

3“衢州经验” 

3.1碳账户体系引领绿色转型 

个人碳账户在衢州已试点一年多的时间里持续不断深化，目前已涵盖了 18 类日常支付场景。居民在完成如线上转账支付、

线上缴费等业务后，根据标准折算的已减少的碳排放量来获得相应积分。个人碳账户中的积分可用于提升个人信用等级、消费券

或家政服务兑换等，倡导绿色理念。 

农业碳账户是通过采集有机肥替代、秸秆还田、沼气工程 3 方面的碳排放数据，再根据各企业的减排程度进行 3 个等级的

贴标，采取差异化的政策扶持来激发农业减排的潜力。首批建设目前已覆盖了全市 100%的有机肥生产企业、10.7%的生猪养殖场

和五分之一的粮食种植大户。 

工业碳账户的建设旨在加快工业的低碳转型。与农业碳账户思路相似，工业碳账户是通过采集能源消耗数值来计算工业企

业在生产中的碳排放值，再结合纵横双向对比得出碳排评价并进行 4 个等级的贴标区分，以此采取差异化的产业及金融政策来

引导工业产业的节能减排。 

个人碳账户、农业碳账户和工业碳账户体系的构建三管齐下，通过贯穿生产和消费两端来引领绿色转型。 

3.2绿色金融助力乡村振兴 

如前文所述，衢州地区凭借丰富的生态资源大力发展生态农业、乡村经济。绿色养殖是衢州乡村经济振兴的重要一环，以生

猪规模化养殖、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打造了现代化的绿色养殖模式。农业领域的绿色低碳转型的推进则体现在设

立农业碳中和账户上。 

另一方面，衢州努力发展美丽经济，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近年来更是搭上了农家乐、民宿经济的快车道，借力生态

扶持具有地方特色的生态旅游业健康发展。常山县“两山银行”更是将农村各类闲散生态资源盘活利用，“定价”“变现”。在

对闲散资源的评估的基础上，“两山银行”通过例如以胡柚树为质押的“胡柚贷”的形式，将胡柚树转换为融资产品，为乡村振

兴蓄能。 

3.3构建绿色金融数字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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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融通”连接“政、银、企”三方，破除了小微企业融资难的困境。政府通过“衢融通”公开传递相关政策信息，同时也

受理企业的各项补助申请；金融机构与企业分别作为投资方和融资方，通过平台发布信息，实现精准对接。 

作为衢州市绿色金融发展的加速器，“衢融通”为企业拓宽了融资渠道，节约成本。截至 2020年，衢州市 32家市级行和 7

家国有担保公司已全部进驻平台，各家银行在平台上架了多种类型产品且支持多种贷款方式。小微企业申贷获得率超过 95%,且

贷款利率比 2019年降低一个百分点。 

此外，数字化平台意味着证照电子化以及信用信息的电子化，银行不仅可以降低尽调成本，也省去了繁琐的程序。在常态化

疫情防控下，构建绿色金融数字化平台显得尤为重要。 

4 思考与建议 

4.1绿色理念与城市文化理念相结合 

享有“国际花园城市”盛誉的衢州市地处浙江大花园的核心区。在“活力新衢州、美丽大花园”城市战略目标的支撑下，地

方政府可以更多地将绿色发展理念与城市文化建设结合。在推进城市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深化绿色发展理念，能够更有效地实现

人人心中有绿色，人人行动有低碳。 

4.2不断升级绿色金融服务平台 

“衢融通”上线以来受众广且成效卓越，极大提升了绿色项目投融资的对接效率。在“双碳”目标指引下，绿色金融和金融

科技也迎来了历史性机遇。因此，要根据金融市场的变化情况，利用金融科技来动态不断地对平台功能进行升级。一方面可以通

过主动对接、打通其他省市的绿色金融服务平台，扩大本地企业或银行的投融资渠道；另一方面也可以更多地考虑平台的使用感

和体验感。 

4.3持续推进绿色金融产品创新 

绿色信贷、绿色保险及绿色债券是目前存在于绿色金融市场的主要产品类别，其中原生型金融产品占大部分，创新型金融产

品少之又少。2021年 7月，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上线交易。7月 23日，衢州市发放了首笔“碳账户”场景应用贷款。在

“双碳”背景之下，各金融机构应抓住机遇，针对不同产业、不同特点和不同需求，提供高效优质的金融服务，拓展产品应用场

景，创新绿色金融产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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