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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粗放式的经济

发展模式，导致各地区的生态环

境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针

对沱江流域地区而言，沱江流域

河流常年存在水体污染、河道底

泥淤积严重、水体富营养化等诸

多问题。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四

川省也对环境治理问题提升了关

注度，四川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

《四川省绿色金融发展规划》，文

件中提出构建四川省绿色金融体

系、支持绿色产业发展等绿色金

融相关 发展战略。在 2004 年 3

月某日，沱江简阳河段氨氮含量

超标 50 倍，2014 年沱江成都河

段， 氮氨 超标 3.69 倍， 沱 江流

域存在严重的工业污染、水质污

染、综合性缺水等问题，虽沱江

流域近年来污染问题已经得到了

很大的改善，但沱江流域的环境

治理问题仍不可小觑。后疫情时

期，在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

背景下，如何实现沱江流域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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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沱江流域地区的环境治理与绿色发展是地区亟待解决的问题，实现绿色金融与绿色产业的协

同发展，对沱江流域的环境治理、经济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本文分析了绿色金融与绿色产业间的协同

发展机理及协同发展路径。并据此提出了转变投资思路、拓宽融资渠道、政策横纵、上下协同等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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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背景下沱江流域绿色金融与绿色产业
协同发展路径研究

金融与绿色产业协同发展，将对

我国绿色经济、建设美丽中国、

实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等具有重

要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本文从绿色金融、绿色产业

与绿色金融与绿色产业协同发展

三方面进行综述。

首先，对绿色金融而言，研

究主要有绿色金融的内涵与评

价测度、绿色金融支持相关产

业发展与结构转型等几个方向的

研究。在绿色金融内涵与发展方

面，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就已有

学者对绿色金融的发展价值与风

险进行分析，White（1996）通过

理论分析与案例分析，探究了金

融体系结构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突出说明了金融市场是以利益最

大化和风控为核心来解决环境问

题。张平（2013）认为绿色金融

应是 金融机构为主体，以机构

内部的绿色管理、绿色服务为先

导，将环境条件的预期风险、成

本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实施的一

系列的金融行为 ；是实现金融机

构自身可持续发展、企业技术创

新与产业结构优化良性发展、资

源节约、生态环境保护共赢的效

果。何志诚与马雯雯（2020）以

广元市为例，广元市的绿色信贷

产品日益丰富，绿色贷款额稳定

增长。绿色保险发展取得突破，

但仍存在配套政策不健全、相关

部门联动协调仍不紧凑、绿色产

业仍有创新空间等问题。在绿色

金融的评价测度方面，宏观上，

熊诗瑶（2019）基于熵权法赋权

对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投

资等 5 个维度建立青海省的绿色

金融发展综合评价模型，指出了

青海省绿色金融存在绿色信贷增

长动力不足、绿色保险支持作用

不足等问题。微观上，张莉莉等

（2018）基于 1040 家公众公司微

观数据，综合运用熵权法、数据

包络 分析、Malmquist 指数 对 绿

色金融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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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国目前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较

低、省域地区之间存在不协调，

需通过政策调整提高绿色金融效

率等措施缩小区域内差异，实现

区域绿色协调发展。在绿色金融

与产业结构优化方面，陈国庆与

龙云安（2018）基于灰色关联分

析研究江西省绿色金融与产业结

构优化之间的关联，得出绿色信

贷对第一、第二产业影响较大，

对第三产业影响较小，绿色金融

对产业结构优化有一定的积极作

用。

其次，在绿色产业的相关

研究中，主要从绿色产业的产业

发展路径与评价测度两方面进行

展开。在绿色产业发展策略上，

刘彦秀（2020）通过分析沙河市

的主要经济指标，提出了加快产

业绿色发展、切实改善生态环

境治理等的沙河市经济平衡发展

策略。Ping Ping Zhang 等（2014）

对中国绿色产业的发展存在政策

执 行力度低、 没有足够的 R&D

投入、缺乏长期的战略发展等问

题。在绿色产业评价测度上，杜

永强与迟国泰（2015）从绿色生

产、绿色消费、绿色环境中海选

指标，利用相关分析、关键指标

甄别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剔除指

标，最终得出了由煤炭消费量等

23 个指标的大连市绿色产业发

展评价体系。周颖等（2016）通

过 R 聚类与因子分析法对指标进

行筛选，构建了绿色生产、绿色

消费、绿色环境三个二级证指标

囊括 26 个三级指标的绿色产业

评价体系。

纵观已有文献，国内外学者

分别从绿色金融和绿色产业的角

度进行丰富的研究，鲜有学者将

两者进行结合，考虑二者的协同

发展。研究沱江流域的绿色经济

发展现状，指出地区绿色产业与

金融发展的痛点与难点，针对性

地提出相关对策建议，对沱江流

域地区的环境治理与绿色经济发

展有着重要价值。因此，本文将

研究沱江流域的绿色金融与绿色

产业发展现状，探索该地区的绿

色金融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

三、沱江流域绿色金融与

绿色产业协同发展路径分析

本文将绿色产业分为第一、

第二、第三产业，分别讨论分析

沱江流域第一、第二、第三绿色

产业与绿色金融的协同发展路径

（一）第一产业与绿色金融

协同发展

沱江流域农业具有品质好、

质量高、种类多、特色种植的特

点。但沱江流域地区多山地、丘

陵，地势不平坦，水平落差大，

农业机械化生产困难，农业生

产成本高，利润低，农村劳动力

出现外流，农业发展受到阻滞，

出现空心化等问题。沱江流域的

农业发展需要绿色金融提供支

持。第一，需要对农业提供更高

额且优惠的绿色贷款和绿色债

券，绿色贷款和绿色债券所募集

的资金可用于农业的绿色创新，

实现高质量的农业发展，促 进

农业生产效率和品质，提升农产

品质量。绿色创新在对生产保质

保量的提升后，又有利于生态资

源的保护，实现沱江流域农业的

现代化生产，而这些都离不开绿

色创新。第二，提供更丰富且具

有地区特色的绿色农业产品。近

年来，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

们越来越关心自身的健康问题，

绿色无公害的绿色食品被大众广

泛接受，将更丰富和特色的农产

品投放市场，以绿色产品为平台

进行推广，一方面促进了绿色食

品、绿色农业的发展，另一方面

也促进了绿色金融的发展。以上

两点都可以实现绿色金融和绿色

农业的“双赢”。实现这样的协

同发展需要的是健全和完善政府

的政策支持、银行绿色保险、绿

色信贷的机制与体系。

（二）第二产业与绿色金融

协同发展

四川省是我国工业大省，构

建了具 有四川特 色的“5+1” 现

代产业体系。而工业生产发展集

中在沱江流域，自贡、泸州等市

也是四川省的老工业基地。目前

沱江流域工业发展面临资源枯竭

衰退、生态环境污染、工业基础

措施弱等问题。深化老工业地区

的转型，实现工业经济的高质量

发展，产业高端化，提高生产效

率，协同绿色金融发展是沱江流

域落实新发展理念，实现老工业

区经济转型的重要路径。第一，

政府和企业需加强环境污染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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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投资，通过《四川省统计年

鉴》提供的面板数据，四川省各

年对环境治理项目投资数额对比

我国发达地区有所欠缺。环境治

理的相关投资虽在短期内很难产

生有效的受益，但对社会群众需

求、生态环境治理、工业经济转

型升级都有着重要价值。第二，

政府需加强对工业污染物排放的

把关，对污染物排放标准更加严

格，对企业施行国家环保治理体

系实行更严格的监督。个别企业

为了生产成本和利润，不顾环境

污染与国家制定的排放标准，对

于这类企业需要政府的严格监

督，并对企业的绿色发展状况做

评价，强制让工业企业进行绿色

转型。随着企业的绿色创新与绿

色转型升级，也应适当推出更严

格的排放标准，促进企业的绿色

发展。这样的绿色发展还可以在

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吸引到大量

的绿色金融资源，企业利用绿色

金融所带来的资源，引导企业主

动绿色转型。

（三）第三产业与绿色金融

协同发展

根 据 2019 年《 四川统计 年

鉴》提 供的数 据显 示，四川省

在 2018 年第三产业的占比超过

了 50%，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

以上，可见第三产业对四川、对

沱江流域的重要性。服务业不会

产生工业与农业污染，对地区环

境治理更“友好”。第一，绿色

第三产业的重点将体现在绿色服

务上。目前来看，沱江流域的绿

色服务业主要涉及到绿色咨询服

务、绿色项目运营管理、相关监

测检测、技术产品认证等。由于

业务性质，涉及行业有所分散，

规模相应偏小，因此沱江流域

的绿色服务业多以中小型企业为

主，这些绿色企业由于规模小等

问题存在一定风险并难以立足。

需要为绿色金融提供优质的金

融服务，扶持绿色第三产业的发

展。为绿色服务业提供更优质的

绿色信贷和绿色保险产品，提升

绿色服务业的资金规模，让绿色

服务业更好地为绿色产业服务。

第二，放宽 第三产业的进 入门

槛，有利于目前存在较少或空白

行业的绿色第三产业的健全与发

展，加速服务业的绿色转型与高

质量发展。

四、对策建议

（一）政府转变投资思路并

加强对绿色产业融资

沱江流域地区政 府可借鉴

合肥政府的风投模式，合肥市政

府 10 年来押注半导体，布局新

能源汽车领域，政府本身得到盈

利，也实现了合肥市的工业化的

产业升级，产业的绿色与高质量

发展。实际上，沱江流域有良好

的区域“天赋”，首先，具有良好

的教育优势和高校资源。四川省

内有知名的四川大学、电子科技

大学等重点高校，为四川省提供

了优秀的人才储配，工业的绿色

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提高效率。

其次，四川省的交通网络四通八

2022 02REGION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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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极大地降低了运输成本。在

天赋之余，地区政 府需要思路

创新超前，提前布局绿色产业发

展。应当为绿色产业的布局发展

发挥更大作用，承担更大责任，

为绿色产业提供更优质的融资需

求与融资环境。实现沱江流域绿

色产业的资本招商，实现绿色产

业的产业集群效应。绿色经济是

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地区政府

应做出超前判断，政府为绿色产

业提供风投，尽早实现绿色产业

转型升级，实现沱江流域转型升

级。 

（二）实现政策协同，健全

完善绿色金融政策 

中央政府针对绿色产业与绿

色金融发展制定了相应宏观政

策，沱江地区各级政府需要结合

沱江地区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

整，针对地区实现对中央政策的

完善与补充，中央与地方绿色经

济相关政策实现协同。除此之

外，需要绿色金融与绿色产业相

关政策实现联动，针对绿色产业

初期融资困难问题，需要地区政

府完善资本绩效评估机制政府加

强政策性融资，对初期融资困难

的绿色企业适当降低融资标准，

提升融资力度，通过直接补贴，

降低利率甚至无息利率对绿色

产业初期的落地建厂等问题降低

资本门槛。地区绿色金融政策向

绿色产业倾斜，对政府自身完成

节能减排、环境治理等绩效任务

也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对沱江

流域各市州的绿色信贷、绿色保

险额度等信息进行统计，明确贷

款、保险的流程，对信贷风险施

行评级制度，针对评级给出不同

的信贷策略，制定切实保障企业

绿色发展的权益机制与政策，保

障绿色信贷与绿色保险等产业的

发展。

（三）拓宽绿色产业融资渠

道，丰富绿色金融产品

从目前国内金融市场上所提

供的金融产品来看，首先绿色产

业占我国 A 股的比例较少，关于

行业的绿色产业 ETF 也相对较

少，绿色债券的发行数量对比其

他发达国家的比例也相对较少，

综合债券、股票、基金等金融产

品，绿色产业在市场中的融资表

现并不客观。因此，有必要拓宽

绿色产业的融资渠道，提高绿色

金融产品的优惠性，丰富金融产

品种类，对绿色金融尤为关键。

沱江流域市州可分为资源型和资

源枯竭型城市，可针对资源情况

提供不同的金融产品。沱江流域

各市州发展趋势和策略不同，部

分地区旅游业发达、部分地区农

业发达、部分地区工业发达，可

根据市州和行业给出不同绿色金

融产品。另外，需要对绿色企业

购买绿色金融产品给予一定的优

惠政策。省政府及各市州政府通

过财政贴现、减免税收等政策，

银行和金融机构通过降低发行价

格等方法，支持绿色证券产品的

发行和丰富。在给出优惠制度的

同时也要完善惩罚制度，金融机

构及时披露信息、公开信息，施

行大众监督制度，增加发行人的

违约成本，培养绿色金融产品的

诚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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