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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在巩固脱贫攻坚胜利成果的同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三农”工作重心的

历史性转移，金融是现代经济发展的血脉，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是金融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本文通过分析甘肃省绿色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乡村绿色金融制度保障与

风险监管机制、健全乡村绿色金融体系，提高金融机构服务乡村动力、优化乡村金融环境，推动乡村产

业转型升级与碳市场建设等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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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f the nation wants to rejuvenate, the countryside must be revitalized. While consolidating the 
victorious achievement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a historic shift in the focus of the “three rural areas” work. Finance is the bloodline of moder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vigorously developing green finance is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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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services economy.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green finance in Gansu Province in suppor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guarantee 
and risk supervision mechanism of rural green finance system, improve the rural green financial 
system, improve the motivation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serve rural areas, optimize the rural fi-
nancial environment, and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rural industri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arbon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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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 2020 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打赢脱贫攻坚战目标的如期实现，中国将进入向富裕社会迈进

的“后小康”时代，国家“三农”工作的重点逐步由脱贫攻坚转移到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上来[1]。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必须举全党全

社会之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这对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提出了更高要求。绿色金

融兼具绿色生态功能导向和经济发展双重功能，凭借其特殊优势成为了推动经济绿色发展，实现乡村振

兴不可或缺的工具。 
甘肃省地处我国西北地区，农产品种类单一，农村金融市场严重缺失，市场有效供给不足，“融资

难、融资贵、融资慢”的现象较为严重，为农村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阻碍，加之甘肃省部分脱贫县存在

传统农业污染严重、乡村环境不宜居等问题。绿色金融能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

友好型的新兴农业业态提供资金支持。本文通过分析甘肃省绿色金融现状及绿色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实

践探索中存在的问题，探索符合甘肃省省情的发展路径，以期为甘肃省乡村振兴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2. 甘肃省绿色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发展现状 

2.1. 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建设成果显著 

近几年来，甘肃省不断加强绿色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政策的顶层设计，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如表 1
所示，内容涵盖农村金融、农村保险、信用体系和担保体系等方面。致力于以绿色产业为重点，深化金融

体制改革、加强金融监管，促进绿色金融产品的创新和合理利用，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甘肃省的绿色金融发

展成果。 

2.2. 绿色金融产品多元化发展 

甘肃省绿色金融产品发展情况如下：绿色信贷方面，甘肃省绿色信贷发展相对成熟，且绿色信贷规模

在甘肃省绿色金融规模中占比较大。截至 2022 年三季度末，甘肃绿色贷款余额 3064.91 亿元，较 2020 年

上升 34.07%，占各项贷款余额的 12.05%，高于全国 2.4 个百分点。从贷款投向看，甘肃省绿色贷款主要集

中在基础设施绿色升级产业和清洁能源产业，目前开发了“光伏贷”、“风电贷”、“节能贷”、“陇药

通”、“金种宝”等绿色信贷产品，致力于满足绿色低碳领域的多元化融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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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Green finance to support rural revitalization-related policies combed 
表 1. 绿色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相关政策梳理 

文件名称 时间 相关内容 

《甘肃省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方

案》 2018 年 6 月 加强农村金融服务，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增强农村经

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甘肃省农村信贷工作方案》 2018 年 9 月 建立健全农村信用体系和担保体系 

《甘肃省加快农村金融改革发展实施方

案》 2019 年 1 月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强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 

《甘肃省农业保险推进方案》 2020 年 8 月 健全农业保险制度 

《甘肃省推进绿色金融发展实施方案》 2021 年 4 月 以绿色产业为重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强金融监

管，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甘肃省的绿色金融发展成果 

 
甘肃省绿色保险与绿色债券发展起步较晚，但在相关政策指导下，其发展速度正在不断加快，规模不

断扩大。绿色债券方面，截至 2021 年，甘肃银行和兰州银行发行 40 亿元绿色金融债券，募集资金全部投

向资源节约与循环利用、清洁能源、污染防治等绿色项目。甘肃电投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发行绿色

中期票据 10 亿元，募集资金专项用于绿色水电、风电项目建设。 
绿色保险方面，目前，甘肃省绿色保险的险种有环境污染责任险、茶叶低温气象指数保险，农业保险

等。就环境污染责任险而言，截至 2022 年，甘肃省的环境污染责任险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其总保

费收入与甘肃省上百亿的保费规模相比，还亟待进一步发展。 
农业保险方面，甘肃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风险保障作用，2021 年全省实现签单保费 19.94 亿元，参保

农户 185.48 万户，支付保险赔款 18.45 亿元，受益农户 141.59 万户次。开展巨灾保险工作试点，扩大“保

险 + 期货”覆盖范围，截至 2021 年末，全省新增落地“苹果(玉米、鸡蛋、饲料) + 保险 + 期货”保单

62 单，保费合计 9619.5 万元，提供风险保障近 17.24 亿元，受益农户 4.81 万户次。农业保险保障体系逐步

完善，为甘肃省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促进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发挥了积极作用。由图 1 可

以看出，甘肃省农业保险保费收入自 2018 年开始，逐年稳步上升，农业保险规模不断扩大。 
 

 
数据来源：2022 年甘肃省发展年鉴。 

Figure 1. Changes in agricultural insurance premium income in Gansu Province from 2017 to 2021 
图 1. 甘肃省 2017~2021 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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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甘肃省绿色金融指数稳步上升 

绿色金融指数是计量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的专业性工具。通过研究绿色金融指数可以对不同国家与地

区的绿色金融发展程度做出评价，优化绿色金融发展，推动可持续经济绿色健康发展。本文参照《中国

统计年鉴》、各省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保险年鉴》，为便于分析比较，选取了 2016~2020 年浙江、

江西、广东、贵州、新疆五个与甘肃同样有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省份的绿色信贷、绿色投资、绿色保险、

政府支持等绿色金融数据(如表 2 所示)，采用熵值法测算出其绿色金融指数及其变化趋势。计算结果如

图 2 所示。 
 
Table 2. Green finance development indicators 
表 2. 绿色金融发展指标 

一级指标 表征指标 指标说明 

绿色信贷 高能耗产业利息支出占比 六大高耗能工业产业利息支出/工业利息总支出 

绿色投资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 GDP 比重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GDP 

绿色保险 农业保险深度 农业保险收入/农业总产值 

政府支持 财政环境保护支出占比 财政环境保护支出/财政一般预算支出 

 

 
数据来源：2022 年甘肃省发展年鉴。 

Figure 2. 2016~2020 green finance development index for six provinces 
图 2. 2016~2020 年六省份绿色金融发展指数 
 

通过以上计算，可以得出结论：相较与同样有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的浙江，广东两省，甘肃、贵州、

新疆三个西部省份绿色金融指数较低且发展不稳定，但是在 2019 年兰州新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获

批后，甘肃省绿色金融指数开始稳步上升。这样的积极表现，既是甘肃省对绿色发展理念的落实，也是

绿色可持续发展所需。 
另参照《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甘肃发展年鉴》，采用熵值法测算 2016~2021

甘肃省内五大经济区绿色信贷、绿色投资、绿色保险、绿色债券、绿色投资、绿色权益、绿色基金等

绿色金融数据，作为绿色金融发展指标(如表 3 所示)，得出绿色金融指数及变化趋势，计算结果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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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Green finance development indicators 
表 3. 绿色金融发展指标 

一级指标 表征指标 指标说明 

绿色信贷 环保项目信贷占比 该省环保项目信贷总额/全省信贷总额 

绿色投资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 GDP 比重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GDP 

绿色保险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推广程度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收入/总保费收入 

绿色债券 绿色债券发展程度 绿色债券发行总额/所有债券发行总额 

绿色支持 财政环境保护支出占比 财政环境保护支出/财政一般预算支出 

绿色基金 绿色基金占比 绿色基金总市值/所有基金总市值 

绿色权益 绿色权益发展深度 碳交易、用能权交易、排污权交易/权益市场交易总额 

 
Table 4. Green finance development index of the five major economic zones in Gansu Province from 2016 to 2021 
表 4. 2016~2021 年甘肃省五大经济区绿色金融发展指数 

地区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均值 排名 

陇南经济区 0.411 0.404 0.443 0.455 0.422 0.438 0.429 1 

陇中经济区 0.378 0.419 0.421 0.423 0.454 0.456 0.425 2 

河西经济区 0.398 0.402 0.421 0.412 0.437 0.454 0.421 3 

甘南经济区 0.392 0.397 0.422 0.432 0.441 0.414 0.416 4 

陇东经济区 0.368 0.409 0.405 0.410 0.409 0.443 0.407 5 

 
通过对甘肃省五大经济区 2016~2021 年绿色金融发展指数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甘肃省内五大经

济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差距较小，其中陇南经济区由于其良好的绿色生态环境及经济基础，绿色金融发

展水平较为领先，陇中经济区受兰州–白银经济圈影响，经济基础较好，交通发达，有良好的绿色金融

发展基础，河西经济区土地资源较为丰富，工业产值占全省 1/5 以上，但沙漠戈壁面积较大，制约绿色

金融的发展。甘南经济区内少数民族占本区 2/3，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交通不便，绿色金融发展基础较为

薄弱。陇东经济区发展以农业为主，工业水平较低，但存在农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等问题，

因此其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略低与其他几个经济区。 

3. 存在的问题 

3.1. 绿色金融制度、市场体系建设亟待完善 

(1) 目前甘肃省关于支持绿色金融发展的政策文件多以激励性的意见倡导为主，制度缺乏差异化与多

样化，部分领域存在空白，绿色金融与乡村振兴结合的政策体系还不完备，不能满足当前绿色金融发展

的需求，导致绿色金融业务难以在乡村深入发展。 
(2) 政府对乡村绿色产业的扶持力度不足。在财税政策方面，对银行金融机构的税收优惠、制度保障

不完备，加之风险补偿和政府担保机制的缺乏，使得部分乡村振兴绿色金融产品风险过高。导致金融机

构服务乡村振兴的积极性不高[2]。 
(3) 政府对金融机构服务“三农”的监管机制有待健全，目前的政策在可行性和强制性方面效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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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监管机制效力低下，执行力差。具体来说，在缺乏外部监督和约束的情形下，具备逐利性的金融机

构往往会将资金投向高回报率的非绿色行业，甚至引发“洗绿”问题的出现[3]。 

3.2. 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动力不足，产品种类单一 

(1) 金融机构服务“三农”积极性不高。虽然政府在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将资金流向乡村振兴领域，但

由于社会资本进入“三农”领域存在交易成本高、回报时间长、收益率不高等问题，同时银行内部存在

经营绩效考核机制的压力，导致金融机构助力乡村振兴积极性并不高，许多乡镇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甚

至不了解绿色金融。 
(2) 乡村金融机构覆盖率不足，从业人员专业性不足。金融机构是绿色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发展中不可

或缺的参与主体，目前，甘肃省乡村地区金融机构数量严重不足，覆盖率较低，数量和类型都偏少，由

表 5 可以看出，甘肃省内的金融机构多以银行为主，主体单一，其他金融机构占比仅为 2%，很难满足绿

色金融支持振兴中金融业务多样化需求。以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为例，每万平方千米甘肃农信营业网点个

数为 107 个，并且大多数网点只办理存取款、转账汇款等基础业务，业务权限并不高。 
 
Table 5.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Gansu province in 2021 
表 5. 2021 年甘肃省金融机构情况 

机构类别 
营业网点 

法人机构(个) 
机构个数(个) 从业人员(人) 资产总额(亿元) 

一、大型商业银行 1296 26,554 8854 0 

二、国家开发银行和政策性银行 64 1788 5828 0 

三、股份制商业银行 124 3193 1859 0 

四、城市商业银行 380 8428 7524 2 

五、城市信用社 0 0 0 0 

六、小型农村金融机构 2131 19,472 6795 85 

七、财务公司 3 100 250 3 

八、信托公司 1 889 217 1 

九、邮政储蓄 567 5849 1200 0 

十、外资银行 0 0 0 0 

十一、新型农村机构 89 1179 222 27 

十二、其他 2 154 773 2 

合计 4657 67,799 33,522 120 

数据来源：2022 年甘肃省金融运行报告。 
 

绿色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实践对人才提出了更高质量的要求，不仅要求掌握金融、生态、环保、水

利等多个领域的知识，还要求从业人员熟悉乡村的人文历史、经济环境、农业模式、产业运作等知识。

专业人才的匮乏会制约绿色项目识别和绿色产品创新等方面的进展，进而阻碍绿色金融在乡村领域的发

展，甘肃省在这方面的人才匮乏尤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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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绿色金融产品体系尚不完善，金融产品发展滞后。目前甘肃省绿色金融体系主要以绿色贷款为主，

其他绿色金融产品发展水平较低且品种多样性不足。同时，由于金融机构存在环保意识薄弱、缺乏政策

和法规支持、产品开发资金成本偏高等问题，导致甘肃省绿色金融产品发展较为滞后，无法吸引更多投

资机构关注。 

3.3. 乡村信用担保环境有待优化 

乡村信用体系和担保不完善。目前，甘肃省的信用体系建设比较落后，在信用数据共享和信用信息

公示方面还不够完善。就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来说，主要存在以下问题，首先甘肃省农村人口数量庞大，

受教育水平、法律意识较低。骗贷和逃贷时有发生，这也是银行在农村慎贷、惜贷的原因。其次，农村

信息化程度较低，信用记录不够完整，无法记录和客观评价农户的信用信息。最后，信息共享机制的不

完整，不同部门之间的信息系统相互独立，增大了信息共享的难度，对乡村信用体系建设造成了很大的

阻碍。虽然，甘肃省目前建立了由甘肃金控融资担保集团牵头的政策性担保机构。但其面向乡村主体的

服务仍在不断下沉与完善中，农村担保机构相对较少，且存在规模小、技术支持不足等问题，无法满足

农民的担保要求。 

4. 对策建议 

4.1. 完善乡村绿色金融制度保障与风险监管机制 

第一，在财税政策方面，通过税收优惠、利率优惠、财政补贴等措施加强政府、绿色产业、第三

方金融机构三者之间的联动，发挥财政在绿色金融助力乡村振兴过程中的资金支持与政府导向作用，

提高金融机构参与乡村振兴业务的积极性与绿色产业发展效率。同时，将中央与地方的部分财政用于

支持富民产业，设立绿色发展基金，绿色 PPP 等促进乡村特色产业绿色转型。进而完善绿色发展的正

向激励机制。 
第二，在风险防控体系方面，绿色金融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风险，为有效防止系统性风险的

发生，政府和金融机构应加强绿色金融协同监管、绿色金融风险检测预警、提高信息披露水平，利用金

融科技手段建立风险预防机制[4]。一是持续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明确产品标准及支持领域，二是建

设有效的风险预防机制，精准、及时地识别金融风险。三是强化乡村金融机构内部管理系统，健全信息

披露制度，注重风险防控人才培养，明确政府、金融机构、担保机构等主体的责任，做到权责清晰。 
第三，在监管机制方面，首先，应完善绿色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监管体系的法律制度建设，进行设范

型立法、管理型立法与促进型立法的相互衔接，限制性规范与鼓励型规范的并举[5]。其次，由于绿色金

融在生态环境方面区别与传统金融的特性，应差异性地建立适合绿色金融的生态环境与金融风险并重的

监管机制，强调绿色至上，生态优先。再次，我国金融业秉承“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理念，而绿色

金融由于其参与主体多元化，所以监管机制也应秉承多元化的原则，应加强绿色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优

化监管格局关系，增进监管机构之间的互动，完善、提高监管协调的相关制度规则，充分推进构建多元

化监管主体格局下绿色金融监管良性互动[6]。 

4.2. 健全乡村绿色金融体系，提高金融机构服务乡村动力 

4.2.1. 提高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动力，强化责任担当 
第一，加强政策指引，通过财政贴息，税收优惠等政策，充分发挥财政支持乡村振兴的杠杆作用，

建立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评估机制[7]，对金融机构服务情况进行考核，依照考核结果实行定向降准战

略，进而提高金融机构的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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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强化金融机构坚持生态文明优先的环保意识。一是引入环保考核机制，明确金融机构在“绿

色金融”经营活动中应考虑的绿色发展和社会责任因素，提高金融机构对环保的重视。二是加强内部培

训，培养从业人员的环保意识，使从业人员认识到环境保护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而不是“唯绩效论英

雄”。三是为环境友好型企业提供绿色贷款，在审批贷款时，要求企业提交环境影响评估报告，进而提

升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 

4.2.2. “普惠 + 绿色 + 科技”共同赋能乡村振兴 
协调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共同发展是我国金融改革创新主要着力点之一，对实现“双碳”目标与赋

能乡村振兴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利用金融科技能够有效化解融合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过程中的短板问

题，在推动环境保护，产业绿色转型的同时，深化乡村普惠金融的覆盖面及丰富应用场景。 
一方面，金融科技可以将区块链技术用于绿色金融领域的信贷流程，通过建立去中心化的信贷账本，

提升流程的透明度和安全性。另一方面，通过移动支付技术，能够有效打通乡村“最后一公里路”，使

绿色普惠金融可以更加便捷地普及到农村和偏远地区，让更多人获得绿色金融服务。同时，移动支付也

可以为农村电商等绿色贸易提供支持和便利。 

4.2.3. 创新乡村绿色金融市场体系与产品 
一是建立健全乡村绿色金融机构体系。逐步放宽金融机构准入标准，优化各金融机构网点布局，增

加各网点的服务范围，为农户提供更便捷高效的服务。同时，探索建立乡村绿色期货市场与保险市场，

发挥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和风险分散功能，提高农业保险的保障机制，设立“农业 + 保险 + 期货”试

点，形成农业保险、涉农信贷、农产品期货联动机制的金融支农体系[8]。 
二是绿色金融市场创新与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在“双碳”目标的战略部署下，建立乡村碳市场是实

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战略，也为乡村绿色金融市场创新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通过将绿色基金、绿色债

券、绿色信贷等金融工具与乡村碳汇产品结合[9]，在实现碳中和的同时助力乡村振兴发展，使“绿水青

山”转化为真正的“金山银山”。同时，鼓励金融机构立足“三农”实际进行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将乡

村绿色产业与供应链金融相结合，构建“农村电商平台 + 农户 + 绿色产业 + 银行”的农业生产供应链

场景，扩展农户融资渠道，致力于解决农村“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渠道单一”的难题。 

4.3. 优化乡村金融环境，支持乡村振兴战略 

一是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升级，助力产业兴旺。绿色金融是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实现“绿色发展、循

环发展、低碳发展”目标的重要助推器。在“双碳”目标指引下，积极发展绿色金融，加强绿色发展与

乡村振兴的交集，既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10]，又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应充分利用乡

镇地域特点和自然优势，以支持涉农产业作为绿色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切入点”，助力传统农业向高

品质、高附加值、高科技农业转型升级。 
二是结合“双碳”目标，助力生态宜居。一方面，绿色金融可以为加强农村环境有效治理、夯实生

态提供资金支持。生态宜居的前提是生活宜居，通过设立“美丽乡村贷”可以为乡村村容村貌提升、农

村垃圾处理、生活污水处理等提供绿色信贷支持。另一方面，通过在乡村建立碳市场，增强乡村林地、

草地、农林等生态系统的碳汇功能，推进农村地区碳汇的科学核算研究和实施，进而减少农业废弃物对

环境的污染和碳排放，推动生态环境改善，满足农村人口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11]。 
三是完善信用担保体系，助力乡风文明。通过推进乡村绿色增信平台建设，收集农户金融信用信息，

将相应的信用信息通过绿色增信平台进行评级，并对接征信系统，致力于破解信息共享壁垒的难题，防

范金融风险的发生。同时，由政府牵头，联合金融机构、第三方担保机构等建立涵盖土地承包经营权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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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水域和林权抵押、厂房和大型农机具抵押等内容的乡村信贷担保体系与风险

补偿基金，能有效分解绿色信贷风险，改善乡村信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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