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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迴圈經濟協會副會長趙凱在
產業“十三五”期間至少需要每年兩萬億以上的投資。
體系包括研究制定綠色債券專項政
同時，可成立迴圈經濟的引導基金，用於支持綠色產業中處於種子期和成長期的
中小企業。 

在近日召開的 2015中國迴圈經濟發展論壇
副主任張勇表示，剛剛結束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要將環境品質總量改善作為全
面建設小康社會新的目標要求，堅持綠色發展，堅持走生產發展、生態良好的文
明發展道路，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

根據 11月 3日發佈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
年規劃的建議》，國家將支持綠色清潔生產，推進傳統製造業綠色改造，推動建
立綠色低碳迴圈發展產業體系，鼓勵企業工藝技術裝備更新改造。
設立綠色發展基金。 

中國迴圈經濟協會副會長趙凱在論壇上介紹，據估計，為實現綠色發展和推
動實現生態文明的目標，綠色產業
未來發展的趨勢是要用有限的政府資金撬動幾倍甚至十幾倍的力量，這也是我國
面臨轉型的一大挑戰。 

建議設立迴圈經濟的引導基金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宋立在論壇上表示，迴圈經濟在
近年來的發展過程中，政府的投資大約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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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迴圈經濟協會副會長趙凱在 2015中國循 環經濟發展論壇上介紹，綠色
期間至少需要每年兩萬億以上的投資。中國需要建立一個綠色金融

體系包括研究制定綠色債券專項政策來激勵和引導大 量社會資金進入綠色行業。
同時，可成立迴圈經濟的引導基金，用於支持綠色產業中處於種子期和成長期的

中國迴圈經濟發展論壇(以下簡稱“論壇”)上，國家發改委
副主任張勇表示，剛剛結束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要將環境品質總量改善作為全
面建設小康社會新的目標要求，堅持綠色發展，堅持走生產發展、生態良好的文
明發展道路，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 

日發佈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
年規劃的建議》，國家將支持綠色清潔生產，推進傳統製造業綠色改造，推動建
立綠色低碳迴圈發展產業體系，鼓勵企業工藝技術裝備更新改造。發展綠色金融，

中國迴圈經濟協會副會長趙凱在論壇上介紹，據估計，為實現綠色發展和推
動實現生態文明的目標，綠色產業“十三五”期間至少需要每年兩萬億以上的投資，
來發展的趨勢是要用有限的政府資金撬動幾倍甚至十幾倍的力量，這也是我國

 

建議設立迴圈經濟的引導基金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宋立在論壇上表示，迴圈經濟在
近年來的發展過程中，政府的投資大約占了 20%左右，企業占了 70%

 

環經濟發展論壇上介紹，綠色
中國需要建立一個綠色金融
量社會資金進入綠色行業。

同時，可成立迴圈經濟的引導基金，用於支持綠色產業中處於種子期和成長期的

上，國家發改委
副主任張勇表示，剛剛結束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要將環境品質總量改善作為全
面建設小康社會新的目標要求，堅持綠色發展，堅持走生產發展、生態良好的文

日發佈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
年規劃的建議》，國家將支持綠色清潔生產，推進傳統製造業綠色改造，推動建

發展綠色金融，

中國迴圈經濟協會副會長趙凱在論壇上介紹，據估計，為實現綠色發展和推
期間至少需要每年兩萬億以上的投資，

來發展的趨勢是要用有限的政府資金撬動幾倍甚至十幾倍的力量，這也是我國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宋立在論壇上表示，迴圈經濟在
70%左右。 



“從動態的角度看，政府的投資所占的比例是基本平穩的。”宋立分析，但是
企業自籌所占的比例是上升的，其中銀行的貸款卻是下降的。“這說明我們現有
的金融體系或者說傳統的金融體系不能很好的支持迴圈經濟的發展。” 

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主任
馬駿在論壇上呼籲，我們需要建立一個綠色金融體系來激勵和引導大量社會資金
進入綠色行業，這個體系主要達到提高綠色項目的回報率、降低污染型項目的投
資回報率兩個目標。 

馬 駿此前曾經介紹，從西方的經驗來看，綠色金融體系包括赤道原則、綠
色信貸和證券化、綠色實業基金、綠色證券基金、綠色債券、綠色銀行、綠色保
險、碳金融體 系的設立、金融機構的環境法律責任、要求機構投資者在其決策
過程中考慮環境因素、在信用評級中引入環境因素、要求上市公司符合綠色社會
責任規範、構建綠色 機構投資者網路。 

馬駿就構建中國綠色金融體系，提出了四類 14條建 議：機構建設類建議，
包括中國生態發展銀行、地方層面的綠色銀行、綠色投資基金和環境友好型對外
投資機構;政策類支持建議，包括綠色貸款的貼息、綠色債券 和綠色 IPO;金融基
礎設施類建議，包括排汙權交易、綠色評級、綠色指數和綠色投資者網路;法律
基礎設施類建議，包括綠色保險、強制披露和銀行環境責任。 

宋立提出，我們可以借鑒已有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實施的成功經驗，建議有關
部門發起設立一個迴圈經濟的投資基金或者引導基金。 

“我們不妨先做一個投資基金，逐步擴大規模，一方面政府投入的資金規模
也會擴大，另一方面社會對綠色發展的問題的重要性的認識在加深，我們可以把
目標放得再大一點，可以做一個引導基金，與不同行業、不同地方共同做一些專
業性的基金。”宋立分析。 

宋立強調，“我們可以通過參股的方式，用中央財政資金參股地方的方式來
引導地方發展。” 

同時，國家正在籌建的中小企業發展基金也將綠色產業中的中小企業作為支
持對象。 

財政部經建司副司長孫志在論壇上介紹，中央財政將整合資金出資 150億元，
吸引民營和國有企業、金融機構、地方政府等共同參與國家中小企業發展基金。
主要是用於支持種子期、成長期的中小企業。 



孫志解釋，該基金支持的行業領域是全覆蓋的，包括資源能源的節約利用在
內的迴圈經濟等各個行業在內的中小企業，迴圈經濟企業符合條件的話也都將屬
於國家中小企業基金支援的範圍。 

研究制定綠色債券專項政策 

國家發改委財政司副司長孫學工在論壇上表示，“我們將儘快制訂綠色債券
專屬政策，助力迴圈經濟產業發展。” 

孫學工介紹，專項債券是發改委在企業債券框架內針對相關行業和產業特點，
統籌債券措施，積極引導企業資金投入，發揮示範效應量身定做的債券品種，主
要有五個特點。 

具體而言，一是優化債券方案設計，適應相關產業項目運營和收益的特點;

二是積極鼓勵以可續期債券、債貸組合等方式進行品種創新;三是對專項債券適
當放寬部分企業債券的審核政策;四是積極鼓勵出臺土地政策、價格政策、風險
補償等措施;五是積極探索創新專項債券的方式。 

“在我國，綠色債券現在雖然還沒有明確定義和專屬政策，但是自企業債券
誕生以來國家還是致力於綠色經濟發展。”孫學工介紹，如果按照國際上綠色債
權的項目類別定義來認定的話，實際上我們也已經有了這方面的實踐。 

馬駿解釋，“過去我們在綠色行業發行過一些債券，只不過官方沒有做出一
定界定和分類。如果有的話，也可以被追認為綠色債券。” 

馬駿認為，綠色債券不但可以提供新的融資管道，還可以解決期限錯配問
題。 

“我們銀行負債端平均期限只有 6個月，如果支持中長期的綠色貸款的話，
銀行就會面臨很大的期限錯配的風險。這樣你可以讓銀行去發十年、五年的期限
債券，這樣就明顯降低了期限錯配的風險，提升了長期信貸投放能力。”馬駿解
釋。 

馬駿分析，綠色債券還可以降低融資成本。“如果能夠培育出一批專門投資
綠色債券的投資者，他們對此需求就很高，可以降低綠色成本。如果在政策方面
的話可以給額外的支持，我們能不能對綠色債券進行免稅，類似於國債?這樣可
以減低綠色融資的成本。” 

馬駿建議，下一步要推動監管部門發佈一個綠色債券的指導性意見，明確綠
色債券的界定、分類和相關配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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