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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财金联动  蓝绿融合威海：财金联动  蓝绿融合

争创国家级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争创国家级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
山东省威海市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山东省威海市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宋忠勇宋忠勇

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

区是国家赋予山东的重大使命。近

年来，山东省威海市牢记习近平总

书记“威海要向精致城市方向发展”

的殷切嘱托，积极融入山东绿色低

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按照“边

申报创建、边改革创新”的工作思路，

财金联动、蓝绿融合，大力发展绿色

金融，扎实推动国家绿色金融改革

创新试验区创建，实现绿色金融改

革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

提高工作站位，

高位推动试验区争创工作

把党的领导贯穿建设绿色低碳

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全过程各领域各

环节，将“支持威海争创国家绿色金

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事项纳入省、市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

要。强化组织领导，成立由市委书

记、市长任“双组长”，分管副市长

任副组长，发改、财政等部门为成

员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工作领导小

组。强化工作合力，从相关部门及

金融机构抽调业务骨干成立工作专

班，开展集中办公，建立周部署、月

总结、季调度工作制度，统筹推进

全市试验区创建工作。强化智力支

持，赴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

研究院交流试验区创建思路，赴重

庆考察学习“长江绿融通”平台建设

等先进做法，并邀请专家教授围绕

试验区建设进行磋商交流和授课。

深化财金联动，

全面提升专业化服务能力

充分发挥财政金融对推进绿色

低碳转型的引领支撑作用，在全省

率先出台《关于发展绿色金融服务

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绿色发展的

实施意见》，探索构建符合威海实际

的绿色信贷道路。一是用好政策工

具，大力发展绿色信贷。支持组建

全市碳金融重点项目库、环保金融

项目库，推行“绿色企业、绿色项目、

绿色园区、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5

张融资主体清单，实现金融机构与

融资主体之间的有效对接，引导金

融机构为 27 个碳金融重点项目授信

220.3 亿元。大力发展“绿色 + 信用”，

金融机构依托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

术提取企业绿色信息，精准绘制企

业绿色画像，形成企业绿色信用评

价结果，创新推出绿色金融产品。

截至 2024 年 9 月末，全市绿色贷款

余额 1049.1 亿元，占全部贷款比重

达到 18.16%，同比增长 43.3%，连续

5 年增速超过 40%。二是鼓励机制创

新，支持打造绿色银行。引入 118 项

国家通用标准和技术规范，为金融

机构精准识别绿色主体提供技术支

持。在全省率先制定《威海市银行业

绿色支行认定管理办法（试行）》，鼓

励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开展机制创

新，推动实施绿色化改造，首批 12

家绿色支行挂牌，威海市商业银行

成为全省首家“赤道银行”，10 家地

方法人银行全部完成环境信息披露

报告编制和发布工作，率先在全省

地市中实现法人机构全覆盖 ；恒丰

银行威海分行“碳中和”网点挂牌。

三是创新服务手段，拓宽绿色融资

渠道。引导支持金融机构创新绿色

信贷产品，全市 21 家银行机构发布

108 款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产品。农

业银行为国核示范电站办理全省农

行系统首笔“简单融”绿色供应链融

资 5 亿元。聚焦绿色产业领域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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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后备资源培育，坚持一企一策、

精准服务，加快绿色产业领域上市

进程，2023 年指导 2 家绿色企业成

功上市，募集资金 21.03 亿元。全市

20 家境内外上市公司中，绿色企业

占比超过 70%，通过首发、增发等

方式累计从资本市场融资超过 300

亿元。

突出蓝绿融合，

推动绿色金融增量化发展

威海拥有近千公里海岸线，海

产 品 产 量 稳 居 全 国 地 级 市 首 位，

海洋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

35%。通过思路创新、扩面增量，把

得天独厚的蓝碳资源条件转化为绿

色发展新优势，促进生态效益与经

济效益双赢。一是首创蓝色标准体

系。制定全国首个蓝色产业可持续

投融资支持目录《威海市蓝色产业

可持续投融资支持目录》，围绕海洋

节能降碳产业、海上清洁能源产业、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利用等蓝

色金融支持领域，研究制定符合威

海特色的蓝色金融标准，为金融机

构支持蓝色产业发展提供标准和

支持依据，目前已发放 3.71 亿元蓝

色标准贷款。二是打通碳汇交易路

径。依托现有海洋碳汇资源，落地

全国首笔省级碳普惠平台海洋碳汇

交易，将荣成市大天鹅自然保护区

海草床碳汇项目作为威海首个海洋

碳汇开发项目，在山东省碳普惠综

合管理系统中完成项目备案、平台

交易，打通省级碳普惠海洋碳汇项

目交易路径，拓宽了企业融资渠道。

荣成农商行以海带养殖产生的减碳

量远期收益权为质押，发放全国首

笔“海洋碳汇贷”；立足海洋经济特

色，在全国首创病死畜禽无害化处

理与保险联动机制，“保处联动”威

海模式在全国推广。三是拓展国际

合作空间。聚焦乳山市牡蛎产业，

推动乳山市获批成为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可持续发展金融助力乡村振

兴”项目国内首个合作示范区，探

索创新“数字 + 绿色 + 金融”服务模

式。在国内首次引入联合国绿色气

候基金，发起设立山东绿色发展基

金威海平行基金，首期规模 5 亿元，

首批项目已经成功投出。推动成立 2

只 QFLP 基金，合计资本折合人民币

9.17 亿元，服务绿色发展能力进一

步增强。

紧盯“双碳”目标，

探索创新实现共赢

（一）强化顶层设计，夯实绿色

金融发展基础。扎实推进绿色金融

数字化建设、标准建设、环境信用信

息体系建设，进一步夯实发展基础。

搭平台，依托威海市“信财银保”企

业融资服务平台，建设威海市绿色

金融数智化综合服务平台——“绿 e

融”，集成绿色信贷认定、融资需求

对接、环境效益测算等功能，提升

绿色金融数字化发展水平。建标准，

加强绿色金融国家和行业标准推广

应用，结合威海实际，优化绿色投

融资主体认定办法。继续探索开展

蓝碳项目交易，创新碳汇金融产品

和服务，推动蓝碳资源变资产、资

产变资本。强信用，推动生态环保、

节能减排等环境信用信息在金融领

域共享应用，加快建设绿色项目库，

促进产融对接。

（二）聚焦重点领域，打出财金

联动组合拳。用好“碳减排政策工

具”，发挥再贷款和财政贴息叠加效

应，引导金融资源绿色化配置，推

动绿色金融与绿色产业深度融合。

一是支持海洋经济绿色发展。鼓励

金融机构突出海洋特色，加大对海

洋生物医药、智能海工装备、海洋

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和国家海洋综合

试验场建设的支持力度。建立海洋

牧场融资“闭环管理”模式，推动水

产绿色集约养殖，高水平建设“海

上粮仓”。二是支持能源结构调整优

化。拓宽项目融资渠道，支持核电、

海上风电、抽水蓄能等清洁能源有

序发展，拓展供热、海水淡化等核

能综合利用，打造集成风能开发、

氢能利用及海洋牧场建设等的海上

“能源岛”，加快建成“零碳城市”。

三是支持制造业绿色化发展。拓展

投贷联动、合同能源管理、碳资产

管理等服务模式，重点支持新一代

信息技术、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先

进制造业绿色化发展 ；强化对产业

数字化转型、园区循环化改造的金

融支持，打造更多生态工业园区。

四是支持精致城市加快建设。引导

金融机构对接无废城市、海绵城市、

低碳城市和近零碳排放区示范工程

建设，推动城市有机更新，加快构

建绿色交通体系，实现绿色金融与

绿色建筑协同发展。

（三）加快产品创新，提升绿色

金融服务能力。结合威海产业特点、

海洋特色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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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科创金

融、蓝色金融融合发展。一是创新绿

色信贷产品，发展能效信贷、合同能

源管理以及基于碳排放权、海洋碳

汇收益权等环境权益的新型融资服

务，鼓励金融机构参与碳普惠试点

建设，依托个人碳账户创新绿色消

费金融产品。二是大力发展绿色保

险，推进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绿色建

筑性能保险、海洋巨灾保险等产品

创新，优化升级“保处联动”工作机

制，拓展融资服务功能。三是拓宽绿

色直接融资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

绿色企业上市挂牌，发行碳中和债

券、蓝色债券等债务融资工具，探索

推动清洁低碳能源项目和 5A 级景区

开展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

基金（REITs）试点。四是探索拓宽绿

色金融国际合作空间。加大与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中国国际经济交流

中心合作力度，在碳汇方法学研究、

绿色金融融资模式创新等方面不断

拓展国际合作领域。

责任编辑  李艳芝

临沂：综合施策  精准赋能

扛牢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财政担当
山东省临沂市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山东省临沂市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厉建梅厉建梅

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

区，是党中央赋予山东的重大战略

使命，也是临沂实现“走在前、进位

次、提水平”、开创新时代现代化强

市建设新局面的重大战略机遇。临

沂市财政局牢牢把握先行区建设目

标要求，统筹财政资金，集聚财政

资源，加力提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

策，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

度，加大对先行区重大战略、重点

项目的财力保障，切实扛牢绿色低

碳高质量发展财政担当。

以动力换乘为牵引，政策协同

助力现代产业体系建设

（一）助力产业发展。2023年，市

财政落实工业高质量发展资金 3 亿

元，同比增长 13.6%，全力支持企

业技术改造、绿色制造体系建设、

工业设计能力提升、医药产业高质

量发展等，推动传统产业加速转型

和优势产业培优筑强。全市实施工

业 技 改 项 目 1392 个，技 改 投 资 增

长 9.4%，技术改造推动产业转型升

级的推手作用有力彰显，规上工业

总产值突破 8000 亿元，增长 9.4%、

居全省第 1 位，其中八大传统优势

产 业 完 成 产 值 6339.1 亿 元、增 长

11.4%，工 业 税 收 完 成 118.8 亿 元、

增 长 18.4%，工 业 对 GDP 贡 献 率、

税收占比分别达到 39% 和 36%，成

为拉动经济增长和财政增收的第一

动力。

（二）优化创新生态。坚持把科

技创新作为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关键变量”和“最大增量”，深化

市级科技资金整合，健全完善“大

专项 + 任务清单”机制，加力支持

中试基地、研发机构和人才飞地建

设，推动重大关键技术研发、成果

引进转化和科技应用示范。全市科

技支出 10 亿元、增长 10.5%，带动

全社会研发投入 129.6 亿元、增长

14.9%，分别居全省第 5 位、第 3 位，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突破 2000 家，全

社会创新创造活力充分迸发。全面

落实科技成果转化贷款风险补偿政

策，撬 动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贷 款 18 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