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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际行动践行党的二十大精神

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贡献金融力量

胡广华

国家开发银行行业三部总经理

【编者按】２０２２ 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讨会，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推动建设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现代化”为主题，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以线上会议方式举行。 国家开发银行行业三部总经理胡广华出席研

讨会并在主论坛作主旨发言，在此摘登刊发以飨读者。

　 　 党的二十大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一系

列重要论断和重大部署，为金融支持生态文明

建设指明了方向。 下面，我就国家开发银行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以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为指引，积极发展绿色金融的认识与实践

汇报如下。

１　 发展绿色金融是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的重要举措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完善支持绿色发

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

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

化配置体系。 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是金融领

域贯彻落实二十大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的应有之义。 主要有以下几点

认识：

第一，发展绿色金融，是建设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金融

蓬勃发展，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国际影响力不

断提升，有效支持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建设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需要继续发挥好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核心和实体经济血脉的重

要作用。

第二，发展绿色金融，是促进经济社会发

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有力抓手。 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绿色化、低碳化，特别是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资金需求将达到百万亿元人民币的规

模级别，仅靠政府资金远远不够，要加大绿色

金融投入，引导激励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助力

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第三，发展绿色金融，是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路径。 科学高效挖掘绿水

青山蕴含的经济价值，要注重发挥好金融统筹

生态资产、生态产品、资源权益、特色产业及

配套基础设施各类要素资源的作用，探索以

市场化手段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有

效路径。

第四，发展绿色金融，是金融机构新时代

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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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催生新产业新业态，金融机构必须要主动作

为，抓住培育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机遇。 与此同

时，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也将面临风险与挑

战，金融机构无法独善其身，必须要下好“先手

棋”、打好“主动仗”。

２　 新时代做好绿色金融工作的思考与

体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注重处理好发展和

减排、整体和局部、长远目标和短期目标、政府

和市场这四对关系。 这为新时代做好绿色金

融工作提供了遵循。

一是处理好发展和减排的关系，要求我们

科学把握降碳的总目标。 金融机构要把支持

生态文明建设自觉放在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

大局中来统筹谋划，加大对清洁能源、节能降

碳、污染防治、生态修复等重点领域的支持力

度。 同时，不搞简单化“一刀切”，要在符合政

策要求和发展实际前提下，保持信贷政策稳定

性和连续性。

二是处理好整体和局部的关系，要求我们

立足实际统筹推进。 绿色金融供给要充分考

虑各行业、各地区发展实际和资源产业布局，

行业信贷政策要做好与国家政策的衔接，区域

信贷政策要立足区域资源分布和产业分工客

观现实，确保形成合力。

三是处理好长远目标和短期目标的关系，

要求我们把握好节奏和力度。 作为金融机构，

既要谋划长远，加强对服务“双碳”、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的前瞻性

研究部署；又要立足当下，找准金融服务工作

切入点和着力点，根据形势变化做好对信贷政

策的精细化把控。

四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求我们

发挥好金融的独特作用。 健全资源环境要素

市场化配置体系，要运用好金融在资源配置、

市场培育、防范风险等方面的独特功能。 国家

开发银行将继续发挥好银政合作优势，加强与

相关部委、地方政府的政策衔接和金融合作，

助力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更好结合。

３　 开发性金融服务生态文明建设的探索

与实践

　 　 一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坚持以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在生态环境部等相关部

门的支持和指导下，持续加大绿色金融工作力

度，取得了积极成效，截至 ２０２２ 年上半年末，

国家开发银行绿色贷款余额超过 ２. ７ 万亿元，

居国内银行业首位。

一是健全绿色金融治理体系。 成立了行

党委领导下的服务绿色低碳循环发展领导小

组，将绿色发展理念嵌入经营管理全流程，通

过将绿色信贷相关指标纳入考核评价，加强环

境、社会和治理风险管控，深化绿色金融国际

合作，强化绿色金融人才队伍建设，推进绿色

办公运营等举措，构建绿色金融全方位工作体

系，在全行营造服务绿色发展的良好氛围。

二是找准绿色金融行动路径。 坚持降碳、

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不断加大绿色贷款

投放。 在服务降碳方面，把促进新能源和清洁

能源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设立专项贷款

和优惠定价利率，在保障能源安全的前提下，

大力支持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发展和煤炭清

洁高效利用。 同时，把好信贷阀门，对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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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的“两高一低”项目不予支持。 在服务减

污方面，助力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２０２１ 年

以来实施了县（区）域垃圾污水处理“百县千

亿”专项金融服务，支持全国主要县城、辐射农

村的垃圾、污水处理设施和配套体系建设，推

动加快补齐环境基础设施短板，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末贷款余额已达 １９１０ 亿元。 积极支持生

态保护补偿，如，在新安江流域，通过支持综合

治理工程、发起设立国内首个跨省流域绿色发

展基金———新安江绿色发展投资基金，助力流

域生态治理和绿色发展。 在服务扩绿方面，坚

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积

极支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国家储备林等重

点领域发展。 针对林木生长和价值增长规律，

将储备林项目贷款期限延长至最长 ４０ 年，累

计承诺国家储备林等林草贷款超过两千亿元，

涉及建设任务超过六千万亩。 在服务增长方

面，聚焦主责主业大力支持基础设施绿色升级

和产业优化转型，持续提升绿色贷款比重，

“十四五”时期国家开发银行绿色贷款占比将

提升 ５ 个百分点。

三是搭建绿色金融政策体系。 国家开发

银行制定出台了“双碳”行动方案、服务深入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方案、生态系统保护和

修复、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绿色低碳专项信贷

政策、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专项规划等一批绿色

金融专项政策文件，大力推进“１＋Ｎ＋Ｘ＋Ｙ”政

策体系建设（１ 即“双碳”行动方案，Ｎ 即各行

业指导文件，Ｘ 即区域工作方案，Ｙ 即重点客

户金融服务方案），推动全行有力有效做好绿

色金融工作。

四是丰富绿色金融产品服务。 在生态环

境部指导下创新 ＥＯＤ 模式（生态环境导向的

开发模式），打造“生态＋”融资模式，探索构建

将生态环境外部性效益内部化的金融支持模

式。 在重庆广阳岛，国家开发银行会同地方政

府通过“生态＋”的方式，实现贷款融资 ２６０ 亿

元，支持了滨江岸线生态修复、环境整治及流

域治理。 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试点地区———

浙江丽水，国家开发银行会同地方政府将生态

环境保护与城乡融合发展统筹谋划，探索打造

了基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成功案例，实

现贷款融资 １５ 亿元。 此外，国家开发银行积

极用好专项货币政策工具，截至 ２０２２ 年三季

度末，累计发放碳减排贷款 ５２３ 亿元，可带动

年度碳减排量 １２２４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持续

创新绿色金融债券产品，累计发行绿色金融债

券 １５６０ 亿元，存续规模 １０６０ 亿元，位居市场

第一。

支持生态文明建设，是开发性金融服务国

家战略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 国家开发银行

将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切实把

服务绿色发展工作扎实抓好、抓出成效，以实

际行动践行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建设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贡献好开发性金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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