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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考察湖北省绿色金融发展现状基础上,分析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绿色金融的基础保障不完善、

深入践行绿色金融理念的金融机构并不多、绿色金融产品和市场缺少深层次创新、信息不对称导致绿色金融风

险较大、碳排放权交易试点面临诸多障碍。研究了国外绿色金融发展的经验:注重政府引导,共同原则与差异化

相结合,培养公众环保意识,加大创新力度,完善市场机制。提出了湖北绿色金融发展的优化路径:发挥政府的

引领和统筹作用,夯实金融业绿色金融发展基础,打造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地域特色,健全域内信息共享机

制,重点推进湖北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以及加强对外合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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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单篇论述了“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建设

美丽中国的核心与关键。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在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实施、深入推进中,迫切需要金

融业加快创新,实现金融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有

机统一,绿色金融则成为金融业顺应这一形势的必

然选择。基于此背景,湖北省作为国家中部崛起战

略的重要支点和“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所

在省份,如何抓住绿色金融的发展契机,对振兴湖北

经济乃至中部崛起战略都具有重要影响与意义。
绿色金融又称“环境金融”或“可持续性金融”,

是指金融机构和组织通过运用多样化金融产品和服

务,以保护环境、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

等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系列金融活动。绿

色金融相比传统金融具有2个特点:一是更强调保

护人类生存环境;二是更需要法规政策的大力支持。
自20世纪80年代末绿色金融首次提出后,国外学

者不断开展研究,取得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成果。

Salazar对环境金融的功能进行研究,认为应当开展

环境保护的金融创新[1]。Jeucken对全球34个知

名银行的实证分析表明欧洲银行业在绿色金融产品

创新上处于领先地位[2];Panayotou认为碳排放量

与经济增长在长期呈倒“U”型关系[3]。国内对绿色

金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①绿色金融

的内涵、发展模式及意义。国内较早研究绿色金融

的王军华阐述了绿色金融的概念、特点、主要模式,
探讨了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必然性,以及与国民经

济协调发展的可行性[4]。②绿色金融体系建设和对

策研究。天大研究院对绿色金融体系的基本框架进

行了初步设计,包括绿色金融制度、绿色金融市场、
绿色金融工具等五方面[5];李仁杰认为发展绿色金

融要着力完善公司治理和企业文化、加强组织推动、
加大产品创新等[6]。③绿色金融的经济效益研究。
林啸对我国绿色金融经济效益的实证分析表明,从
宏观层面上绿色金融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从微观层

面上绿色金融相关产业如低碳、环保产业收益性和

成长性较好[7]。④国外绿色金融的经验及借鉴研

究。谷智认为国外绿色金融实践可为借鉴的经验主

要包括积极发挥政府的导向作用、注重发挥市场机

制的作用、给予相关的政策和资金支持等[8]。⑤绿

色金融发展的地域差异性研究。田霖认为河南省绿

色金融发展中存在金融机构认知度较低、环保法律

法规建设滞后、地方保护主义色彩较浓厚等问题[9]。
总体来看,发达国家的绿色金融研究走在前列,

我国目前绿色金融研究大多处于宏观层面,对差异

较大的不同地域绿色金融发展的研究涉及较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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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的问题和对策缺乏较强的地域针对性、可行性,特
别是对个别省份绿色金融发展的研究数量很少、深
度不足。本文拟在分析湖北省绿色金融发展现状及

国外绿色金融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探索湖北绿色金

融发展的优化路径。

  一、湖北省绿色金融发展现状

  1.取得的主要成效

(1)绿色信贷持续增长,信贷结构不断优化。一

是大力支持环保行业发展,绿色信贷持续增长。湖

北省银行业根据国家环保政策要求,将法人客户分

为不同环保类别和层级,实行差异化信贷政策;由监

管部门、商业银行、企业签订三方承诺书,明确绿色

信贷授信计划;为环保行业开启“绿色通道”,对绿色

行业实行优先授信,适当降低申贷门槛,实行优惠利

率。截止2013年6月底,全省主要银行机构绿色信

贷融资余额和授信客户数均有明显增长,绿色信贷

融资余额达4733亿元,同比增长14.3%;绿色信贷

授信客户达16760户,同比增长60.5%①。二是积

极优化信贷结构,努力防控绿色信贷风险。湖北省

银行业积极落实国家淘汰落后产能的相关政策,加
快退出“两高一剩”(高能耗、高污染、产能过剩)行
业,逐步优化信贷结构;实行新增授信“环保一票否

决制”,对环保未达标企业申贷一律否决;积极监测

与防控绿色信贷风险,及时排查存在的问题。截止

2013年6月底,全省主要银行机构绿色信贷运行良

好,风险可控,“两高一剩”贷款余额为610亿元,占
绿色信贷融资余额的12.9%;绿色信贷不良客户

89户,占绿色信贷授信客户总数的5.3%①。
(2)绿色金融新领域不断拓展。一是开拓绿色

投资。2013年5月,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平
安保险与兴业银行联合发行“联投-平安保险资金

债权投资计划”,分二期共募集资金50亿元,用于支

持武汉城市圈4条低碳经济领域的城市轨道交通项

目,创国内单一保险资金债权投资铁路的最大规模。
二是设置碳市场基金。湖北省已设立基于中国核证

自愿减排量(CCER)项目的股权投资基金,金额为

10亿元,并设有省内和全国性CCER交易2个品

种。该基金可为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筹备资金,推
进碳交易活动,对投资者也具有较大吸引力。三是

积极试点绿色保险。作为我国首批开展环境污染责

任保险试点的省份之一,自2008年来,湖北省积极

实施绿色保险政策,不断健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

度,省内一些保险公司如人保财险和平安保险等也

纷纷推出环境污染责任险等绿色险种。
(3)大力发展碳金融,积极开展碳交易试点建

设。一是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运行。湖北是全国

首批碳交易试点的7个省市之一,自2011年11月

试点以来,先后出台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实施

方案》等20多项相关制度,将130多家高耗能企业

纳入首批试点,完成包括系统设置、软硬件开发在内

的所有基础准备工作。2014年4月2日,湖北碳交

易市场正式启动。二是积极拓展清洁发展机制项目

(CDM)。结合省情,大力开发CDM项目,项目总数

不断增加,截止2014年3月底,获国家发改委批准

的CDM项目达到135个,估计二氧化碳年减排量

1465.6万t,其中,在联合国成功注册的项目共

96个②。

2.存在的主要问题

(1)绿色金融发展的基础保障不完善。一是绿

色金融的法律法规建设相对滞后。自2007年来,国
家有关部门陆续颁布实施了绿色金融相关的法律法

规,但湖北省有关的实施政策多以指导意见为主,约
束性不强,参照性不高。二是政策支持不足。尽管

省内有关部门也推出了一些促进绿色金融发展的相

关政策和措施,但实践中缺乏针对性、可操作性,使
这些政策难以发挥应有作用。三地方政府对绿色金

融的干预较多。由于一些污染企业往往是地方纳税

大户和经济支柱,部分地方政府出于短期政绩的需

要,会以多种方式要求金融机构对一些“两高一剩”
企业在贷款申请、上市融资和投保条件上放宽限制。
金融机构往往迫于压力和处理好与所在地政俯关系

的考虑,又不得不审批一些不合环保要求的项目,甚
至存在一些“政府认为是绿色的,银行就放钱。”等类

似现象。
(2)深入践行绿色金融理念的金融机构并不多。

多数金融机构的绿色金融意识不强、准备不足 。由

于对绿色金融的学习、研究和宣传不足,各级管理者

与员工绿色金融意识不强,缺乏专业技术能力。内

部又没有建立起相应的公司治理机制和激励约束机

制,自身环保责任意识很容易被现实的考核压力和

短期经济利益冲淡。绿色信贷多处于表面化,在贷

款尽职调查的过程中,银行往往过于依赖政府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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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环评报告,少有银行会进行实质性环评审查。缺

乏绿色金融长远战略和专门人才,金融机构大多仅

停留在某些绿色金融具体经营层面,既缺乏长远目

标和规划,也缺乏相关制度安排、组织保障和企业文

化等战略准备。特别是在人才准备上,由于绿色金

融业务涉及金融、环保、法律等多领域,需要综合素

质较高的专业人才,而目前这类人才还十分缺乏,在
相当程度上制约绿色金融发展。

(3)绿色金融产品和市场缺少高端、深层次创

新。虽已有部分金融机构推出了一些节能减排的创

新产品,但总体而言,湖北省绿色金融业务在广度、
深度和规模上都大大落后于实际需要,与国外领先

者相比差距明显。绿色金融服务大多还停留在绿色

信贷的浅层次,所涉足领域多在中下游环节或多是

低附加值产品,碳期货、碳期权等与不足,绿色证券、
投行业务等直接融资还很少,开展绿色保险业务的

保险公司不多、险种较少,而且大部分企业抱有侥幸

心理,自愿购买环境污染责任险的积极性不高,在试

点的前5年中,累计投保企业只有104家,不足总量

的1%③。
(4)信息不对称导致绿色金融风险较大、效益较

低。信息披露和共享机制不健全,省内环保部门还

没有建立切实有效的环境评估标准,相关渠道发布

的环境信息不透明、数量少、时效低。现有的银行征

信系统只能提供数量有限企业的的环保信息,对于

大多数非上市公司、及不属于国家监控范围的企业

和项目,则很难获取环保信息。不少企业对自身的

环境信息采取隐瞒或虚报以推卸环境责任。这种信

息极不对称使绿色金融的风险较多,如政策风险、市
场风险、信用风险和技术风险等,这些风险将直接危

及金融资产的安全性和盈利性,也使得湖北金融发

展中一定程度上存在“不环保,不绿色”的现象。
(5)碳排放权交易试点面临诸多障碍。一方面

信息缺失制约碳排放的监测、报告和核实。我国还

没有公开发布碳排放估测数据,很多企业也无法提

供进行历史对比所需的全面排放记录,一些国有企

业将排放数据视为不能公开的秘密。另一方面专业

能力急需提升。有关部门和管理人员的碳交易专业

知识还比较欠缺,相关企业驾驭碳交易的能力还比

较薄弱。作为新生市场,湖北碳交易市场的管理办

法和交易规则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如相关制

度的合理性和信息技术系统的可靠性还有待验证和

完善,碳配额的公平性与效率性难以平衡,碳交易较

高的信息成本和交易费用限制了企业参与碳交易的

积极性等。

  二、国外绿色金融发展的经验

  发达国家的绿色金融起步较早,经过多年发展,

绿色金融已成为国际金融业的共识和营运规范,被
主流金融机构所采纳。绿色金融己是各国重点发展

领域,相关金融产品不断丰富,市场逐步完善,出现

了一些特色鲜明的绿色金融机构,也积累了不少先

进的实践经验。

1.注重政府引导,加强法制保障和政策支持

政府大力支持是绿色金融发展的保障。从国外

情况看,绿色金融在起步阶段时,具有投入高、周期

长、风险大的特点,政府提供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对绿

色金融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早在20
世纪80年代,美国颁布“超级基金法案”,要求商业

银行高度关注和防范信贷项目可能引起的环境风

险,1993年开始要求上市公司从环境角度对自身表

现进行实质性报告。日本从政府层面加大对环保行

业的投资,通产省在1993年大幅增加对环境与能源

相关的财政投资和贷款,并于2004年开始要求大型

银行实行“促进环境友好的融资业务”,向环保成效

优异的企业提供专项低息贷款,以激励企业对环保

的投入。

2.共同原则与差异化相结合,践行赤道原则

赤道原则是目前全球通行的绿色信贷政策的共

同原则。该原则要求金融机构在投资时,要对项目

可能的环境和社会的影响进行综合评估,并利用金

融杠杆促进项目在环境保护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全球许多著名大型商业银行陆续将赤道原则的绿色

金融理念渗透到经营和管理中,特别注重结合自身

特点和不同地域的差异性,制定切实的绿色金融政

策,创造性地开展不同特色的绿色金融活动。荷兰

银行为环境因素分析建立专门的资料库,用于研究

每个行业对环境的影响和可能的环境风险,并以此

作为选择贷款客户和评估风险的重要依据。富国银

行于2009年11月成立了清洁技术小组,为开发、生
产、营销清洁技术的企业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所提

供的融资已经超过50亿美元。截止2013年初,赤
道原则已被包括花旗、汇丰银行等全球78家金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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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正式采纳,业务遍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项目融

资额约占全球融资总额的85%[10]。

3.培养公众环保意识,推行个人绿色消费

较高的环保意识是绿色金融发展的前提。许多

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和国际组织十分重视公众环保意

识的培育,一方面,通过正确的舆论导向使公众形成

关心环境问题和支持节能减排的环保理念,另一方

面,大力推行个人绿色消费,促进低碳环保产品和技

术的推广和应用。2004年,花旗集团首先将省电等

节能指标纳入贷款申请人的信用评分体系,还与夏

普电器达成联合协议,向购置民用太阳能产品的客

户提供便捷的融资。澳大利亚 MECU银行推出了

绿色汽车贷款,要求贷款者以种树来吸收私家汽车

排放,此项贷款产品受到了广泛的欢迎,自推出以来

该银行的车贷增长了45%。巴克莱银行于2007年

推出了“绿色呼吸卡”,对持卡用户购买绿色产品和

服务予以价格折扣和借款利率优惠,并将该卡税后

利润的50%以及消费金额0.5%用于支持应对气候

变化的项目[7]。

4.加大创新力度,拓展传统金融业务

创新是发展的不竭源泉,国外绿色金融产品和

服务不断创新。一是提供直接融资服务。2006年,
花旗集团为巴西生物柴油公司上市进行承销,并为

全球第二大的风电能企业———葡萄牙能源公司收购

美国地平线风能公司提供咨询服务。2008年,美国

银行与雪佛龙能源等达成伙伴关系,共建5兆瓦的

太阳能发电机组,碳排放年减少可达3.7万t。二是

开发相关投资产品。2007年,瑞士联合银行首推依

托美国主要城市天气期货合约的全球变暖指数,使
投资者可对冲风险,实现投资组合多元化。绿色金

融的基金和金融衍生品也不断涌现,如世界银行的

原型碳基金(PCF)、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天气衍生

品合约等。三是推出绿色保险产品,许多国家根据

自身特点为清洁技术及减排活动制定各类保险产

品。如英国皇家太阳联合保险公司推出了“绿色车

险”项目,为环保车型提供3%~15%的保费优惠,
鼓励更多人购买环保汽车。

5.完善市场机制,大力发展碳金融市场

国外经验表明市场机制在碳金融发展中至关重

要。碳金融活动源于两大国际公约———《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并建立了减少碳

排放的三种国际合作机制:国际排放贸易(IET)、联

合履行机制(JI)和清洁发展机制(CDM),也催生了

碳金融市场。目前国外碳金融市场发展迅速,形成

了欧盟排放交易体系、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新南威尔

士体系等覆盖全球的碳交易平台。其中,欧盟排放

交易体系诞生较早、相对成熟,其特点是交易的额度

大、时间长,具有融资功能,并可利用远期合约进行

回购。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促进了排放权价格机制的

初步形成,并为进一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积累了丰

富的经验。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08年全球碳交易

总额达1260亿美元,2012年全球碳交易额已达

1500亿美元,并预测全球碳交易市场2020年将达

到3.5万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最大

市场[11]。

  三、绿色金融发展的优化路径

  1.充分发挥政府的引领和统筹作用,培育域内

绿色金融样本

(1)健全绿色金融的法规保障和政策支持体系。
一方面,要为绿色金融的贯彻实施提供良好的法律

法规支撑,针对现有的绿色金融法律法规存在的问

题,结合经济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完善与修订相

关的法律法规,提高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另一方面,
要加强政策支持力度,增加政府对绿色金融的财政

补贴、税收减免等,可在很大程度上撬动域内外私人

资本投资于绿色产业与技术;增加政府采购、投资于

绿色基础设施等,可直接推动绿色增长。
(2)树立整体意识,减少不当的行政干预。湖北

省内各级政府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

系,加强全民环保意识培养,积极发展当地的低碳环

保产业,摒弃地方保护主义意识。
(3)加强政府统筹,培育绿色金融样本。通过培

育绿色金融典型示范区,带动湖北绿色金融发展和

生态文明建设。以湖北黄石市为例,该市曾被称为

“工业粮仓”,由于多年高强度开采,矿产资源逐渐枯

竭,生态环境面临不可承受之痛。为此,在省市政府

统筹和相关部门大力支持之下,黄石域内金融机构

积极开展绿色信贷,大力支持当地“两高一剩”行业

积极进行环保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转型。其中,

2008-2011年,对华新水泥、大冶有色金属两家支

柱性企业共投入96亿元的绿色信贷。此外,还投入

26亿元,启动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115个,复垦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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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1800hm2,大大改善了当地矿山生态环境[12]。
几年来,绿色信贷共支持了该市1000多个重大技改

项目,成效显著,一批百年老矿“旧貌换新颜”,黄石

重现青山绿水,先后荣膺“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和
“中国人居环境奖”,并成为影响较大的绿色金融

样本。

2.夯实金融业绿色金融发展基础,发挥典型带

动作用

(1)提高金融业绿色金融理念的认知度。相关

部门要发挥政府职能,督促金融业贯彻相关政策法

规,推广和深化绿色发展理念。金融业也要加强对

绿色金融的学习、研究和宣传,营造绿色金融文化氛

围,不断提升各级管理者与员工绿色金融意识。
(2)金融机构要切实做好绿色金融的长期战略

准备。建立起与绿色金融配套的公司治理机制和内

部制度,完善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尤其要加强绿色

金融的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招聘熟悉绿色金融国际

准则和经验的专业人才,积极与国内相关教育机构、
环保部门联手打造专业人员,并及早组建专门从事绿

色金融业务的部门机构,培育高水平专业团队。
(3)发挥典型示范作用,带动域内绿色金融发

展。兴业银行是国内唯一一家赤道银行,在绿色金

融领域已有了长远战略和较好基础,积累了较多经

验,在全国银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应充分发挥这

样的典型带动作用,全面深入推进域内金融业绿色

发展。截至2013年9月末,兴业银行武汉分行已累

计为湖北节能环保领域提供融资260亿元,支持省

内471个绿色金融项目。其中,节能减排项目实现

年节约标准煤136万t,年减排二氧化碳386万t,年
减排化学需氧量6万t。2013年10月,湖北省金融

办与兴业银行武汉分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该行将

在3年内投入不少于300亿元绿色融资[13],在低

碳、循环、生态等经济领域的深度合作,为湖北省“两
型社会”、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做出进一步

贡献。

3.着力金融创新,打造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的

地域特色

在绿色信贷方面,要加强对湖北域内绿色金融

特点的研究,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满足不同客户的

个性化需求:在产品创新上,可尝试开展污水收费权

质押、专利权质押等新业务。如武汉农村商业银行

以知识产权为核心,向武汉华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了3000万元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并提供信用

证、保函等一揽子综合金融服务;在服务创新上,为
绿色信贷客户量身定制综合金融服务方案,如工商

银行湖北省分行运用“顾问式客户关系管理”新模

式,积极为武汉地铁项目建设提供“直接融资+间接

融资”等综合化融资服务;在流程创新上,积极借助

第三方力量支持绿色信贷。如汉口银行与风投机构

合作,推出贷投联动金融产品———投融通,突破银行

对成长初期绿色科技企业融资支持的瓶颈。在绿色

投资方面,要注重为绿色产业发行债券、中短期融等

创造便利条件,适时发展绿色引导基金、专业投资基

金、碳金融衍生品等。如,在湖北碳交易市场试点

中,可进一步开发低碳发展引导基金,吸引更多社会

资本进入低碳经济和生态建设领域,支持发行生态

水网、循环经济、湿地保护、清洁能源等专项债券和

信托产品。在绿色保险方面,鼓励更多保险机构进

入绿色保险领域,开发更多险种。如,2013年起,湖
北省在涉重金属企业开展环境责任强制保险试点,
有800余家高污染企业被纳入试点,并计划2014-
2016年在石油、化工等高环境风险企业开展强制试

点,将在全省环境风险企业实现“绿色保险”全覆盖。

4.健全域内信息共享机制,提高绿色金融风险

的防范和监管能力

(1)加强多方沟通和协调,建立并完善环保信息

共享机制。湖北省环保部门要及时、全面地核查和

披露各类环境信息,金融监管部门要进一步将企业

环保信息纳入征信系统,金融机构也要将最新相关

信息反馈环保部门。
(2)优化外部监管,加大支持力度。在信贷规模

上可适当放宽对绿色信贷的限额;适时发布和改进

绿色信贷指引目录,为金融机构指明正确方向;对绿

色金融成效显著的金融机构在高管审定、新业务审

批、新机构设置等给予适度倾斜;对节能环保企业在

股票上市等直接融资上开辟绿色通道。
(3)健全内部风险管理,有效防范绿色金融风

险。商业银行要对绿色信贷实行全程实时动态监

控,把环保要求落实到贷前调查、贷中审查、贷后风

险控制等各个环节;强化有差别的信贷政策,加大对

环保绩效良好的企业的支持。如,2008年以来,交
通银行湖北省分行改变了以往银行信贷主要考察企

业实力的做法,而是根据环保政策对贷款企业“评
色”,分为“绿、黄、红”3类。不论企业盈利多丰厚,
非绿色类企业贷款一律否决。几年来,该行已拒绝

数亿元非绿色企业贷款申请,非绿色类企业贷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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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占比由以前的5%降为零。而腾出的信贷额度向

环保企业和新兴产业倾斜,新兴产业贷款占比已在

20%以上④,有力促进了产业转型,并较好防范了信

贷项目的环境风险。

5.加快发展碳金融,重点推进湖北碳交易市场

建设

健全碳交易市场的基础保障,省政府相关部门

需不断完善碳交易市场的法规制度,加强培训以提

高管理者和参与者的专业能力,为参与碳交易的企

业提供高水平的专业化服务。建立适合域情的碳交

易机制,不断完善碳排查和统计监测体系,查清企业

从生产到销售全过程的碳排放量,提高碳交易的效

率,并逐步扩大试点范围和对象,积累丰富的实践经

验,为全省产业结构优化发挥更大作用。积极拓展

碳金融业务。湖北碳交易市场建成后,碳排放配额

总量居全国试点省市第二位,初步测算市场规模将

达240亿元,会对地区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
湖北碳交易市场要积极与民生银行等国内较早从事

碳金融业务的商业银行进行战略合作,促进湖北绿

色低碳产业发展。另一方面,湖北拥有中部地区唯

一碳交易市场,应积极开发出具有地方特色的碳金

融产品,鼓励金融机构开拓各类碳金融业务。如,

2010年以来,建设银行襄樊市分行持续关注当地南

漳金峡发电项目清洁发展机制建设,在向国家发改

委申报、联合国注册与签发等诸环节中,积极开展碳

金融服务,最终促成双方合作。此项业务为所属企

业每年带来21.57万欧元的收益⑤,也为该行提供

了新的业务增长点。

6.加强对外合作交流,学习借鉴成熟经验和

技术

(1)加强国内合作,引领中部地区绿色金融发

展。作为国家“两型社会”试验区和首批碳排放权交

易试点省市之一,湖北省在绿色金融发展上积累了

一定的经验和方法,也存在诸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和障碍,迫切需要增强与国内不同地域在体制改革

和技术等方面的合作交流。如碳市场试点建设中,
可加强与广东、中部地区的其他省市合作,探讨将来

市场链接等问题,为以后更大区域内的碳交易早作

准备,并利用自身经验和优势,在中部地区乃至全国

起到较好的试点和带动作用。
(2)加强国际合作,助力湖北绿色金融发展。通

过与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

金融组织和跨国银行的合作,既可获得国外绿色金

融先进理念和成熟经验,更可学习和利用国外先进

技术和资金。如,2011年8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湖

北省分行利用国际金融组织的转贷资金向湖北来凤

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授信1.89亿元,支持

其建设生物质能电厂,建成后可发电2.25亿千瓦

时/年,节约标准煤12.5万t/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32万t/年,减少二氧化硫排放450t/年⑥。同时,通
过向电厂提供发电用的秸秆等农林废弃物,周边地

区农民可增加收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绿色金融越来越成为金融业发展的新的趋势和

潮流,面对巨大的挑战和难得的机遇,湖北省内政府

相关部门和金融机构等在绿色金融领域大有可为。
随着金融改革步伐不断深入,湖北省金融业通过创

造性地发展绿色金融,可为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增长

点,更好促进域内生态文明建设,并在国家中部崛起

战略中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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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PresentSituationandOptimizedPathsofthe
DevelopmentofGreenFinance

———inHubeiProvince

JINPing1,2,JIANGChun2,PENGYi1

(1.SchoolofEconomicsandLaw,HubeiUniversityofTechnology,Wuhan,Hubei,430068
2.EconomicsandmanagementschoolofWuhan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2)

Abstract BasedontheinvestigationofthepresentsituationofgreenfinanceinHubeiProvince,this
paperanalyzesexistingproblemsofthedevelopmentofgreenfinance,suchasimperfectionoffundamen-
talprotectionofgreenfinance,insufficiencyoffinancialinstitutionspracticingtheconceptofgreenfi-
nancein-depth,lackofdeepinnovationoftheproductsandmarketofgreenfinance,morerisksofgreen
financecausedbyasymmetricinformation,andmanyobstaclesofcarbonemissionexchange.Thenthis
papergetssomeexperiencesfromthedevelopmentofforeigngreenfinance:topaymoreattentiontothe
guidanceofgovernment,tocombinethecommonprinciplesandthedifferentiation,tocultivatethepublic
awarenessofenvironmentalprotection,tostrengthenthefinancialinnovation,toimprovethemarket
mechanism.Therefore,thispaperputsforwardsomeoptimizedpathsforthedevelopmentofgreenfi-
nanceinHubeiProvince:toexercisetheleadingroleofthegovernment,tostrengthenthefoundationof
greenfinanceinfinancialindustry,tomodellocalcharacteristicsofproductsandservicesofgreenfi-
nance,toimprovetheinteriorsharingmechanismofenvironmentalinformation,tofocusontheconstruc-
tionofHubeicarbonemissionexchangemarket,andtoreinforceexternalcooperationandcommunica-
tion.

Keywords greenfinance;financialindustry;financialinnovation;environmentalprotection;eco-
logical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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