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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贷通：完善有利于绿色低碳发展的绿色金融

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作为首批国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之一，2018年5月，湖州开发上线“绿贷
通”，打造全国首个银企对接平台，支持中小微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几年来，一个个创新举措、一次次迭代升级，让绿色
金融的种子在湖州生根发芽，播撒下绿色希望，迎风生长——

领路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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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路实践

第十届全球绿色金融领导力计划
研讨会于今年7月底在线上召开，作为
国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湖州受
邀参会，分享了在构建低碳转型金融体系
与金融标准等方面作出的探索实践。

亮相国际金融大会，分享创新成果，源
于湖州深入推进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成效显
著。而这其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就是
“绿贷通”。

2018年5月，我市以数字化改革撬动绿色
金融改革，在全国率先搭建“绿贷通”银企对接
平台，创新“抢单制”“139限时服务制”“信贷超
市”模式，破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打造永不
下线的“银企对接会”。

“绿贷通”，重点在“绿”，先“识绿”、后“施绿”。
2018年4月，湖州推出全国首个绿色评价体系，制

订发布《湖州市绿色项目认定评价方法》和《湖州市绿色企
业认定评价方法》。该平台整合评价规范，通过综合评价企业
排污、能耗、绿色经营等方面的数据，自动将其分成“深绿”
“中绿”“浅绿”三个等级，入选企业可分别享受12%、9%和
6%的财政贴息额度。

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
发展研究院院长马骏表示，“绿贷通”让绿色项目与绿色资金快速、高效对
接，通过贴息、担保等激励措施，鼓励和引导项目在平台融资和金融机构通过平
台提供服务，显著降低了绿色项目的融资难度和融资成本。

经过四年的探索实践，“绿贷通”已成为湖州绿色金融改革创新的标志性品牌，获
得2021年“保尔森可持续发展奖”提名，工信部“全国十大地方产融合作平台”称
号。该平台已复制推广到舟山、兰州等省内外城市。

探路实践

探路实践开路时刻

生态兴则文明兴。新发展阶段，发展“含绿
量”就是“含金量”。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诞生地、中国美丽乡村发源地，湖州“因
绿而兴”。作为国家首批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
区之一，湖州绿色金融改革成效显著，已累计获
得50多项金融“首创”或“率先”成果。

当前，成都正加快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
园城市示范区，这赋予了成都发展现代金融新的
使命和任务。作为绿色金融试点区域，成都已将
碳达峰、碳中和纳入城市发展整体布局，构建了
西部首个地方绿色金融标准，组建了绿色金融智
库，初步培育绿色金融生态圈。近年来，全市绿
色信贷持续快速增长，绿色金融机构不断增加，
全方位提升绿色金融服务能力和质效。

为全面构成绿色金融友好生态体系，成都致
力于打造金融科技赋能绿色金融综合服务平台。
推动“绿蓉融”与四川省金融信用信息综合服务
平台完成对接，打造“绿色金融”专版，为绿色
企业和项目融资对接提供全流程服务。

未来，希望两市在绿色金融领域互通有无、
加强合作，勇当绿色金融改革探路者。

朋友圈

成都日报记者
刘泰山

⑥

“您有‘绿贷通’企业推荐信息，请
及时查阅。”每天上班，吴兴农商银行客
户经理吴佳俊第一时间打开手机，登录

“绿贷通”平台，在“智能推荐”模块中
查看企业融资的推荐信息。上午，银行

“接单”；下午，贷款发放，最快仅需一天
时间。

从银行上门走访到银企线上对接，从
企业发布需求到系统智能感知，湖州信贷
融资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而
这，源于“绿贷通”迭代升级——“绿贷
通2.0”上线。

今年4月29日，湖州召开绿色金融数
字化改革推进会，发布数智绿金体系建设
方案，上线智能化融资对接平台“绿贷通
2.0”，打造“绿色金融大脑+信贷工厂”，
推动金融服务数智化、低碳化、集成化。

与“绿贷通”相比，升级后的“绿贷
通2.0”实现了绿色低碳智能画像、融资需
求智能感知、银企对接智能派单和信贷风
险智能预警四项智能变革。“经过迭代升
级，新平台已初步形成了绿色金融的全生
命周期服务模式。”市金融办主任刘一闻
介绍。

绿色与低碳，成了湖州绿色金改的关

键词。
去年9月10日，湖州发布了全国首个

区域性融资主体ESG评价数字化系统，实
现绿色评价智能化、全量化和价值化，从
而引导金融资源绿色低碳化配置。试运行
不到半年，全市10487家企业获得了ESG
评分。“湖州ESG评价系统，建立了相对
统一的融资主体评价标准，在全国是头一
份的，具有创新性和引领性，值得全国各
地借鉴和推广。”银保监会政策研究局一
级巡视员叶燕斐如是评价。

“绿贷通2.0”在ESG评价系统的基础
上，聚合政务、金融、第三方机构等数
据，打造信贷资产碳核算系统，实现企业

“绿色画像”到“绿色低碳画像”的变革。
截至2022年7月底，“绿贷通”已累

计帮助3.29万家企业获得银行授信超3330
亿元。

在湖州，绿色金融有的不只是“绿贷通”。
2017年6月，率先启动创建绿色金融

创新试验区后，湖州作出多样探索，走出
了一条绿色金融助推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
创新之路，发展成果如今已成为实打实的
改革“样本”：制定全国地市级首部绿色金
融促进条例、出台全国首个《关于服务保
障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的若干意
见（试行）》、在全国率先发布《银行业“28·
58”碳达峰与碳中和远景规划》……累计取
得50多项绿色金融首创成果。

“绿金”之风拂面来。截至2022年7月
末，湖州银行贷款余额达8385.5亿元，贷款
增速连续79个月保持浙江省前三位。其
中，绿色贷款余额达2814.6亿元，年均增长
45%，高于全国年均增幅22.6个百分点。

绿色金融初见成效，铸就了“湖州样
本”的厚度。湖州连续两年被 《亚洲货
币》评为最佳绿色金融实践地区，连续三
年成为长三角“40+1”城市群绿色金融发
展竞争力第一。

从“试验”到“样本”

今年 7 月 18 日，湖州正式实施
《“碳中和”银行机构建设与管理规
范》，为银行机构稳步推进自身运营碳
中和及金融资产组合碳中和提供清晰路
径和科学指引。这是全国首个区域性

“碳中和”银行建设标准，也是湖州获
批全国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以来发
布的第14项绿色金融地方标准。

早在去年 5月，湖州就率先开展
“碳中和”银行建设试点，发布了全国
首个 《区域性“碳中和”银行建设指
南》与《“碳中和”银行“28·58”远
景规划》，规划了“碳中和”银行的建
设思路。

“碳中和”银行建设，是湖州推动绿色
金融改革创新向纵深发展的一个缩影。

发展绿色金融，是实现绿色发展重
要措施，也是支持绿色产业和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2021年 3月
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
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时强调：“要完善绿
色低碳政策和市场体系，完善能源‘双
控’制度，完善有利于绿色低碳发展的
财税、价格、金融、土地、政府采购等
政策，加快推进碳排放权交易，积极发
展绿色金融。”

助推低碳发展，金融大有可为。一
些国内外主流机构测算结果表明，中国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所需资金投入规模
为150万亿至300万亿元，这意味着每
年需要投资3.75万亿至7.5万亿元。业
内人士表示，绿色低碳产业投融资缺口
大，需发挥好绿色金融“四两拨千斤”
的作用。

2021 年 2 月 22 日，国务院印发
《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建立健

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
资源环境生态问题的基础之策”，提出
发展绿色信贷和绿色直接融资，加大对
金融机构绿色金融业绩的评价考核力
度；统一绿色债券标准，建立绿色债券
评级标准；发展绿色保险，发挥保险费
率调节机制作用；支持符合条件的绿色
产业企业上市融资。

同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
院印发《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
明确指出有序推进绿色低碳金融产品和
服务开发，设立碳减排货币政策工具，
将绿色信贷纳入宏观审慎评估框架，引
导银行等金融机构为绿色低碳项目提供
长期限、低成本资金。鼓励开发性政策
性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为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提供长期稳定融资支
持等。打通绿色金融助推实现“双碳”
目标、服务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通道。

此后，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绿色金
融政策密集出台。今年6月，银保监会
发布《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指引》，
提出银行业保险业应将环境、社会、治
理（ESG）要求纳入管理流程和全面风
险管理体系。

记者李华

绿色金融“碳”索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