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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出以来，绿色发展已成为未来工作的重点，我国制定了一系列政策，

多领域共同发力，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去碳化发展进程。电网企业发挥超大市场采购牵引力，研究产融协

作新模式，一端对接供应商企业，一端引入金融机构，打造“碳评价 + 金融”的新业态、新模式，以

绿色金融支撑企业绿色发展，以绿色发展带动全产业链共同迈向可持续发展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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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proposal of China’s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ty” goals, green development has be-
come a key focus of future work. China has formulated a series of policies and made joint efforts in 
multiple fields to accelerate the process of decarbonization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Power grid 
enterprises leverage the traction of large-scale market procurement, research new models of indus-
try-finance cooperation, connect with supplier enterprises at one end, and introduce financial insti-
tutions at the other end, creating a new form and model of “carbon evaluation + finance”, supporting 
green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with green finance, and driving the entire industry chain to move 
towards a new chapter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ith green development. 

 
Keywords 
Industry-Finance Collaboration, Carbon Evaluation, Grid Suppliers, Green Finance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2020 年 9 月 22 日，我国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向国际社会作出碳达峰碳中和的郑重承诺，预

示着我国肩负起全球环境问题治理的责任，绿色低碳发展成为未来工作的重点。2021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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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大力发展绿色金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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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要做好“科

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建构，

需要绿色金融夯实其根基。在“双碳”目标背景下，电网企业作为能源行业的重要角色，通过顶层设计

规划、加强研发创新、发展绿色金融等措施，赋能产业链上企业绿色发展动力[1]。 
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进程不断加快的当下，各领域对生态环境复苏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需求持续上涨，

这就需要绿色金融参与协调产业绿色转型，以金融工具引导各经济主体在发展与环保间建立平衡，专注金

融活动与生态平衡的协调发展，形成以绿色创新为主要机制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绿色金融是支持环境改善、

应对气候变化、高效利用资源的经济活动，能够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

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提供金融服务，以服务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本文研究重心聚焦“碳

评价 + 金融服务”的产融协作新业态，以电网供应商绿色低碳评价为方法工具，联动金融机构打造绿色

金融服务产品，解决产业链上企业绿色发展低成本的资金需求，助力行业尽快实现达峰中和。 

2. 理论研究 

2.1. 绿色金融理论研究 

“绿色金融”是指金融部门把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政策，在投融资决策中考虑潜在的环境影响，

把与环境条件相关的潜在回报、风险和成本融入日常业务中，在金融经营活动中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以及环境污染的治理，通过对社会经济资源的引导，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与传统金融相比，绿色

金融的特点就是更加强调人类社会的生存环境利益，将环境保护和对资源的有效利用程度作为计量其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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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成效的标准之一，通过自身活动引导各经济主体注重自然生态平衡。它讲求金融活动与环境保护、生

态平衡的协调发展，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目前已有的绿色金融体系是基于绿色金融延伸的金融产品创新组合，依托行业目录指引，资金

投向绿色发展、低碳转型等相关场景，是助力我国“双碳”背景下能源转型、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支撑，

这些注重产业质量和绿色结果的资金投向将成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3]。 

2.2. 产融结合理论研究 

产融结合是指产业与金融业在经济运行中为了共同的发展目标和整体效益通过参股、持股、控股和

人事参与等方式而进行的内在结合或融合。产融结合具有渗透性、互补性、组合优化性、高效性、双向

选择性的特点。产业一般是指工商企业等非金融机构；金融一般是指银行、保险、证券、信托、基金等

金融机构。 
在我国，由于政策规定银行业不能投资实业，银行资本就难以与产业资本结合，所以大型集团企业

产融结合的发展方式就不能沿着“由融而产”的路径发展，而主要是“由产而融”的方式。现阶段，我

国的产融结合已发展为产业与金融业的相互协作，在资金、资本以及服务上相互渗透，相互进入对方的

活动领域，最终形成产融实体化的经济现象和趋势。 
国内大型产业企业一般具有生产、物资流通、资金流通、资金融通等完整业务体系，为生产发展乃

至协同产业链共同发展的需求，开展产融协同实践，推动围绕主业的、风险可控的金融服务体系，不仅

是大型产业企业缓解自身资金占用、加快业务周转、推动业务迅速发展壮大的一种成功方式，而且已经

成为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方式[4]。 

2.3. 借鉴与启示 

电网企业大量基建投资，形成了超大规模采购市场，上游聚集了庞大的供应商群体，具有产业链核

心企业主导的先天优势。从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多维度出发，以产业应用为落脚点，以产融

协作为手段，充分发挥绿色金融服务供应链企业解难纾困和绿色发展的潜力，提升电网供应商群体绿色

转型的竞争力，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痛点和难点，以绿色转型为契机，

可通过碳评价评估企业绿色发展水平，以金融工具为抓手，为不同绿色等级的企业提供低成本资金，助

力企业解决绿色发展及低成本资金问题。同时，数字化技术应用也促使供应链领域的金融科技水平向“智

慧化”阶段发展，推动全产业链可持续发展[5]。 

3. 产融协作创新业态设计 

3.1. 服务对象 

产融协作以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为落脚点，在关注各参与主体建设资金需求的基础上，以区域电

网企业建设运营为核心，联合地方金融机构共同打造绿色金融服务和产品，为绿色配电网建设施工企业

提供低成本资金，也为绿色电力装备制造企业提供普惠资金，解决技术升级、绿色制造等方面转型发展

的资金需求，保障产融创新支撑能源绿色转型。 

3.2. 评价体系 

根据电网企业对电力装备绿色属性和企业绿色要求，以及银行等金融机构对融资对象的评估要素，

在考虑绿色项目资金投放用途的基础上，建立企业碳能力评价体系，作为量化评价具有绿色转型需求企

业的工具[6]。碳评价体系具体包含碳表现、碳履约、碳贡献和碳披露四个一级指标维度(图 1)，具体评价

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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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carbon capacity assessment tool 
图 1. 碳能力评估工具示意图 

3.2.1. 碳表现维度 
碳表现维度能够反映企业某一时间范围内的碳排放与碳强度的变化趋势。通过设定碳排放年度同比

增长率、近 2 年碳排放季度同比增长率、近 2 年企业碳强度均值、年度碳强度同比增长率共四项评分维

度进行计算，按结果评价企业历史碳排放情况、碳排放强度变化趋势，分析受评价企业在自身减排方面

的轨迹，评估企业碳管理成效。 

3.2.2. 碳贡献维度 
碳贡献维度用于衡量企业在绿色项目开发、绿色能源交易、绿色技术创新等方面的参与情况。通过

企业自主提供的工信部/工信厅或经信委颁发的绿色工厂、绿色产品、绿色供应链等认证的证明文件，也

可以提供碳减排评估报告、绿电绿证、自发清洁能源证明、CCER 备案记录等证明材料，结合企业自行

设定的双碳路径，分析碳中和实施情况来反映企业的绿色意愿与绿色低碳贡献程度。 

3.2.3. 碳披露维度 
碳披露维度主要是反映受评企业在推动自身双碳目标或绿色信息披露上的主动性和实施情况，例如

发布 ESG 报告、披露环境信息等绿色信息公开的执行情况，反映企业绿色转型和践行双碳目标的决心。 

3.2.4. 碳履约维度 
履约维度是用于反映电网企业的供应商在绿色能源开发和使用方面的执行情况。通过评价企业环保

材料使用、绿色制造升级、清洁能源替代等绿色转型举措落实情况，综合评估受评企业减排实施成效，

在比对企业自身双碳目标和计划安排的基础上，反映企业经营及诚信情况。 

3.3. 金融产品 

以电网建设为基础，结合电力装备供应商多维度数据，以及银行对贷款客户的评价标准，评估绿色

资金使用范围和准则，联合银行设计绿色金融产品，围绕新型电力系统构架相关的绿色电网建设需要，

为服务和产品相关供应商企业提供低成本绿色信贷产品，助力能源转型。相关产融协作下的绿色金融服

务场景设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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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绿色电网设施建设场景支持 
在电网工程建设方面，针对可量化减排的项目施工、运行维护、电力保供等专项资金投入方向，通

过量化评估绿色工程及非工程服务的降碳贡献，面向提供绿色服务的供应商群体，应用产融协作服务模

式，以绿色电网工程项目为依托，对接银行输出绿色金融产品，按照碳评价或评级结果，为服务类供应

商提供低成本绿色信贷资金，助力电网绿色发展。 

3.3.2. 节能低碳设备采购场景支持 
在电网物资保供方面，工程建设需要采购变压器、电缆、开关柜等重要电力物资，电网企业积极落

实双碳目标，推动电力装备制造企业升级工艺技术，促进产品能效提升，扩大节能高效变压器、节能导

线等重点物资采购比例，企业需要投入绿色研发、绿色制造方面的专项资金支持。电网企业发挥核心企

业引领带动作用，通过产融协作模式，以电网企业采购订单为依托，联合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资

金成本低、融资效率高的绿色金融产品，解决企业生产经营资金需求。 

3.3.3. 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场景支持 
在助力产业转型方面，电网企业上游聚集着数量庞大的电力装备制造企业，这些企业在提供产品和

服务的同时，也将大量排放传导至电网，绿色转型既是电网企业自身减排，也是上下游走共同合作减碳

的道路才能实现双碳目标。企业聚焦工艺技术改进、清洁能源替代、资源循环利用等多方面的投入，在

发挥产融协作模式优势的基础上，金融机构依据碳评价和评级结果，为供应商群体绿色发展提供低成本

绿色资金，解决企业融资问题。 

3.4. 业务模式 

为更加有序开展产融协作服务，明确电网企业作用、金融服务商职责、融资企业需求，形成清晰的

业务链条，建立绿色金融服务运营模式，规范电网企业供应商群体绿色金融服务流程(图 2)。 
 

 
Figure 2.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green finance operation model under industry-finance collaboration 
图 2. 产融协作下绿色金融运营模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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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开展企业碳评价 
获取受评企业在电网绿色建设，电力装备供应等方面的履约过程信息，结合碳评价体系指标及评价

要求，提取企业信用、服务/产品质量、履约能力等关键数据，以及受评企业根据碳评价要求自行提供经

营减排、能效管理、信息披露等方面数据，电网企业应用碳评价体系全面开展供应商评价，掌握企业当

前绿色发展现状。 

3.4.2. 制定企业减排方案 
根据碳评价结果，围绕碳表现、碳贡献、碳披露、碳履约 4 个方面，系统评估企业绿色发展现状及

减排工作重点，引导受评企业识别减排重点领域，企业普遍从工艺升级、节能改造、能源替代等方面制

定落实减排方案。以产融协作新理念新模式，引入金融机构为企业减排提供低成本资金，形成综合性减

排的解决方案。 

3.4.3. 匹配绿色金融产品 
与银行建立碳评价结果互认机制，并共同就企业绿色降碳方案的融资需求，提供绿色信贷服务产品，

以帮助企业推进绿色转型。金融机构分别针对绿色电网建设、电力装备采购等服务场景，为企业提供以

碳评价结果为依据的绿色融资、绿色信贷等系列化产品，并设置对应碳评级的优惠利率，服务企业绿色

发展。 

4. 产融协作下绿色金融服务的价值分析 

4.1. 产融协作助力产业绿色发展 

由于绿色金融是专门为绿色项目(如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融资支持，目前用于界定和遴选绿色项目的

主流工具有《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但仍有许多企业的绿色项目无法纳入绿色金融支持范围，因而

无法获得绿色资金支持。本文研究基于产融协作下“碳评价 + 绿色金融”的创新服务模式，一方面以碳

评价的方式切入，补充提供可信的碳表现数据为满足绿色信贷资金投放的企业；另一方面保障绿色资金

精准投放，服务企业绿色发展需求[7]。 
通过产融协作模式，在电网上游具有降碳减排需求的供应商群体与金融机构之间建立起桥梁，引入

绿色金融产品和绿色信贷资金，为电力装备制造企业解决绿色发展资金需要，帮助企业加快工艺技术升

级、节能设施建设、清洁能源开发等降碳减排措施落地，激活行业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升级效应[8]。 

4.2. 产融协作夯实能源转型基础 

新型电力系统是以承载实现双碳目标，确保能源电力安全为基本前提、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电力需

求为首要目标、以最大化消纳新能源为主要任务，构建具有清洁低碳、安全可控、灵活高效、智能友好、

开放互动基本特征的电力系统，支撑能源转型，服务双碳大局。这一发展趋势下，就离不开全产业链上

下游参与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相关企业主体积极投入分布式能源、智能配电网、储能等多项绿色低碳技

术的研发制造[9]，也涉及电网企业及相关参与主体的投资、建设、施工，助推能源转型。 
产融协作模式能够构建管理协同长效机制、资源协同长效机制[10]，为参与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相关

企业主体提供绿色资金，解决绿色研发资金需求和低成本资金支持，保障绿色资金导入到新型电力系统

投资、建设及技术研发、设备制造等全领域，解决各参与主体的低成本绿色发展资金需求，保障新型电

力系统战略推进，促进能源转型。 

5. 结论 

电网企业着力构建产融协作新模式，在电力装备企业、金融机构之间打造绿色发展生态，为加快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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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新型电力系统提供了有力保障。而碳评价 + 金融为产融协作植入了科学方法和工具，对量化评价企业

双碳绩效、精准投放绿色资金具有重要作用，既推动了上下游企业共同绿色发展，又保障了能源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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