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沈则瑾报道：8 月 26 日，上海市
能效中心与广发银行上海分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广发银行上海分行小企业绿色能源信贷业务从前期
布局迈入全面发展阶段，该行将和上海市能源办开
展全方位业务合作。

合同能源管理 （EPC） 是一种新型的市场化节
能机制，是以减少能源费用支出来支付节能项目全
部成本的节能投资方式，它允许用户使用未来的节
能收益为企事业单位的设备升级，降低运行成本，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我国合
同能源管理起步较晚，企业规模一般，缺少整体节
能技术实力。目前，上海合同能源管理企业发展迅
速，截至 2014 年底，上海通过合同能源管理备案的
节能服务企业已有 427家，产值达 323亿元。

为响应国家节能战略，广发银行上海分行此次
全面推出的合同能源管理 （EPC） 金融产品是一款
批量授信绿色信贷专案，其针对节能领域，特别
是节能服务公司轻资产、投入大、回收慢等业务
运 营 特 点 ， 结 合 企 业 节 能 收 益 作 为 主 要 收 入 来
源、拥有自偿现金流的特点，使用未来收益权质
押贷款模式，根据企业承揽项目给予借款企业一
定 比 例 的 授 信 额 度 ， 客 户 享 有 多 种 灵 活 还 款 方
式 。 该 产 品 将 由 上 海 市 能 效 中 心 推 荐 贷 款 客 户 ，

“我们的还款来源其实是用能单位，资金本身也是
用于用能单位的节能项目，由此做到风险可控。”
广发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王涛说，他们将为节能
产业发展、提高用能企业效率、扶持节能服务企
业成长提供优质金融服务。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总工程师原清海介
绍，2013 年 4 月，上海举办过一项合同能源管理未
来收益权质押百亿元绿色融资银企对接活动，中国
银行上海分行、广发银行上海分行等 13 家银行承诺
在“十二五”期间以未来收益权质押形式，为合同
能源管理项目提供总额达 130 亿元的绿色信贷。据
统计，到今年上半年，各家银行共提供了 130 亿元
左右的绿色信贷，帮助上海共投资了 600 多项合同
能源管理项目。

130亿元投资 600多项合同能源管理项目——

绿色信贷助力上海节能

8 月 26 日，浙江湖州养殖户在道场乡生态农庄的

鱼塘内投放饲料。这个生态农庄利用废弃矿山改建而

成，挖矿留下的大坑成为 300 亩生态鱼塘，赏景、垂钓、

餐饮功能齐全，成为当地生态旅游的典范。

徐 昱摄 （新华社发）

绿色矿山变身“聚宝盆”

王常印是山东省高唐县秸秆收储中心
琉寺镇后关千吨收储点的投资人。在他记
忆中，过去每到小麦收割季节，烧秸秆的
味道总能熏得十里八村的乡亲们眼泪直
流。让空气浑浊只是一方面，有的企业拿
秸秆造纸还造成更大的环境污染。

如今，老王的烦恼随着惠农基金的
到来烟消云散。惠农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徐德徽说，通过牵手传统造
纸企业山东泉林公司，惠农基金这样的
绿色产业投资基金正在帮助过去的“两
高一资”（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 企
业实现绿色转型，企业效益上来了，农
民收入增加了，环境污染问题也得到了
解决。

一 家 私 募 调 研 机 构 的 数 据 显 示 ，
2013 年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领域涉及
环保、生态农业等绿色基金的投资案例
仅有 10 余起，募资金额占全部行业总资
金量的 3%左右。到 2014 年，这两个指
标分别增加至 30 余起和 5%左右。而今
年上半年以来，涉及生态农林业、清洁
技术、环保产业等领域的并购案例更是
超过 100 起，绿色股权投资基金正在成
为带动各地经济绿色发展、增加城乡居
民收入的新力量。

助力企业绿色转型

绿色基金不但能通过直接
融资支持企业渡过难关，而且
能指引企业吸收先进的发展理
念，实现转型发展

传统造纸产业“油水”少、前期投
入大、风险高，要收回成本并不容易，
而且常常污染严重。不少造纸企业因此
上了银行发放贷款的“环保黑名单”，间
接融资走向“死胡同”。

山东泉林纸业的前身是成立于 1976
年的高唐县造纸厂。从 1976 年至 1992
年的 17 年里，企业都徘徊在亏损倒闭边
缘。要实现规模扩张，环保瓶颈不允
许。想学习别人实现技术升级、治理污
染，钱从哪来？山东泉林纸业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长李洪法陷入了困境。

小麦秸秆制浆造纸的污染以往很难
处理。按照 2000 年左右的成本核算，
泉林的制浆环保处理约占总成本的五分
之一，总支出比员工工资还高。草类制
浆和漂白过程中排放的黑液是造纸的主
要污染源，草浆造纸的耗水又远高于木
浆造纸，在环境不堪重负的今天，草浆
造纸转向商品木浆和废纸制浆几乎成了
公司参与决策者一边倒的意见。

但最先说反对的是“外人”徐德
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已经是旧
观念。废物只是放错位置的资源，能不
能创新技术，从源头上推进废液利用，
实现商业模式的突破呢？”在老徐眼里，
绿色基金不但能通过直接融资支持企业
渡过难关，而且能指引企业吸收先进的
环保产业发展 2.0 理念，实现真正的转
型发展。

李洪法在认真分析之后，决定冒险
一试。2001 年，泉林纸业对企业废水现
状研发出新的废水生产处理化工艺，投
资 1500 万元将部分氧化塘改造为曝气
池，向“纸肥一体化”迈出第一步。随
后，泉林纸业相继与中国造纸研究院等
科研单位建立合作，投资建立技术研究
院，将宝贵的绿色基金的资金和部分企
业利润用于科研、工程技术改造和市场

开发，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最终，采用
铵法制浆工艺实现突破，即将铵法制浆
黑液用于制造高效的黄腐酸有机肥料，
实现了“一边造纸，一边造肥”。

惠农基金的钱没有白投，企业发展
的努力也没有白费。农业部农村研究中
心和惠农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报告显
示，泉林通过对秸秆进行全效综合利用
可以实现 1 吨秸秆的产品产值约为 3300
元至 6900元，秸秆经济价值通过泉林产
业体系增值 4 至 6 倍。依托强大的产业
辐射能力，泉林秸秆产业化发展可有效
带动农户增收。一个作物季节可以直接
为农户创造每亩 50 元的秸秆收益。此
外，每吨秸秆收储可带动农村劳动力 40
元左右的劳动性收入，对秸秆进行调运
每吨可带动 30 元左右的收益机会，并有
望从根本上解决数千万吨秸秆消化的难
题，缓解木材等造纸资源短缺以及农业
有机肥缺乏的问题。

做企业发展的“外脑”

绿色基金能帮助企业选择
更好的发展方向，提升企业的
环保责任意识，并实现高效资
源配置

“什么技术好、什么行业赚钱、什么
产品符合发展趋势，这些是股权投资基
金经理们一直思考的问题。”徐德徽认
为，相对企业管理者来说，绿色基金管
理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除了能“授
之以鱼”之外，更重要的是“授人以
渔”，即融资之外还能融“智”。

首先，绿色基金能“告诉企业什么
赚钱”。以农业为例，惠农资本陈磊认
为，目前我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分布
有几大特点：一是相当一部分企业集中
在利润率最低、风险最大的中游产业，
环境压力大，污染情况堪忧。二是上游
企业利润率较高、风险较小，但一般规
模较小，数量较少。三是下游企业尽管
利润率较高，但大多数企业仍集中在传
统食品加工领域，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都有限——说得直接一点，有些企业只
知道在自己的行业内“埋头苦干”，不知
道什么赚钱，也不知道什么技术好、什

么时候该并购重组。
2010 年以来，中国证监会共否决了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公司、河南金博
士种业、广西丰林木业等 6 家农业企业
上市申请，因持续盈利能力被否决的有
5家，占比超过 80%。

“在这方面，绿色股权投资基金能够
更好地建言献策，帮助企业选择更好的
发展方向，像泉林从单一造纸企业转型
到纸肥生产企业的例子就是明证。”中国
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秘书长李伟群说，相
对于融资来说，企业在获得股权投资基
金的帮助之余，更重要的是能够获得基
金投资人的投资经验和想法。通过这些
绿色基金的“外脑”，被投企业有望克服
困难，规避市场风险。

事实上，绿色基金的作用和发展潜
力不仅于此，它还能提升企业的环保责
任意识。根据沪深两大证券交易所公开
信息，在数十家农业上市公司中，2007
年至 2010年间发布上市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仅有 16 家，这 16
家企业中在 2007 年时仅有 2 家认识到保
护资源和环境的重要性，这一指标到
2010 年时提升至 13 家。在 2012 年披露
社会责任报告的 17 家企业全部涵盖了环
保指标，位列带动农民增收、保障产品
质量安全等 5 大社会责任之首，这些上
市公司背后大多有股权投资基金、并购
基金的身影。

正因为看重效益、知晓责任意识，
股权投资基金能够以其独有的运作模
式，实现其他融资方式不能带来的高效
资源配置。以农业为例，中国农业大学
教授田志宏的 《中国农业国内支持研
究》 报告显示，2008 年中国农户获得的
农业总支持为每户 536 美元，2013 年达
到 1100 美元，5 年增长了一倍，但与发
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财政支农资
金范围虽广，但效率不高、相对量不
大。农业部财政司司长李健华建议，可
以由财政参与出资设立基金，采取股权
投资的方式，引导社会资本投向符合现
代农业发展方向的企业，主要解决农业
企业投资“实力弱”的问题。

徐德徽介绍，目前，国内绿色基金
发展主要有 2 条路径。一是公共服务之
路，资金来自于政府部门，主要是偏公
益性的项目基金，例如，大气治理基
金、集成电路发展基金等。二是市场化

资金发起募集成立的股权投资基金。这
类市场化基金又细分为做基础设置项目
的绿色基金和权益类绿色基金 2 个方
面。其中，权益类绿色基金更多的是环
保技术企业基金和环保服务企业基金。

促进全球资源配置

建议有关方面安排资金用
于快速支持并购基金与上市公
司对接，即通过并购基金在全
球范围内找好技术、好资源、
好项目

除了融资和融智，股权投资基金
的作用可以更大。李伟群建议，有关
部门对市场的呵护应逐步多元化。目
前 仅 有 财 政 资 金 投 入 、 银 行 间 接 贷
款 、 企 业 自 身 发 行 债 券 等 方 式 还 不
够，股权投资基金的方式可以更多一
些，特别是股权投资与上市公司并购
相结合的模式应该更多。

如果有关方面能够安排资金用于快
速支持并购基金与上市公司对接，即通
过并购基金在全球范围内找好技术、好
资源、好项目，然后卖给上市公司或者
部分卖给上市公司，后者就能在很短时
间内获得技术和产品，甚至生产都可以
放在国外，在短期内依托原来的生产能
力、品牌、技术等资源，快速壮大公司
实力、占领市场。

“为此，我建议有关部门能出台绿
色母基金相关政策，利用 FOF （基金
中基金） 的方式，通过母基金选择优
秀的子基金，找到最优的基金管理团
队 ， 进 而 发 掘 更 多 优 秀 的 绿 色 企 业 。
先用母基金投 GP （一般合伙人） 的模
式，再用 GP 募集基金进行二级放大，
实现募资规模的放大、募集效率的提
升。”李伟群说，目前，国外已经有相
关支持绿色发展的政策，比如用出台
环境积分的方式，来鼓励更多的人消
费 环 保 、 节 能 产 品 ， 并 给 予 积 分 奖
励。此外，对于股权投资和定向增发
等方式，国外也有很好的案例可资借
鉴，这些都是解决“环保的公益性与
金融的趋利性矛盾”的有益尝试，也
是我国发展绿色基金的重要参考。

绿色基金：融资更融“智”
本报记者 周 琳

江西南城县里塔镇徐兰村蜜蜂养殖户彭应龙——

养 好 山 水 农 家 富
本报记者 赖永峰 通讯员 彭国正

8 月的天，长夏暑伏，蜜源较缺乏，
蜂群面临夏衰。而江西省南城县里塔镇
徐兰村周坊村小组的蜜蜂养殖户彭应龙
却毫不慌张。这不，火热的太阳还未升
至半空，他就已经给自己管理的 100 余
箱土蜂采用了遮阴、洒水等措施，把蜂
群送进了“空调房”。

“山里气温相对低些，只要把晌午对
付过去，就没多大问题。”日前，《经
济日报》 记者驱车来到了海拔千余米高
的周坊村。穿过一条清澈的小溪，沿着
一条崎岖小径，来到彭应龙的蜜蜂养殖
基地，五旬开外的老彭正在忙碌。“咱从
事养蜂业，套用你们城里人的话，叫端
上了生态饭碗。”憨厚的他介绍说，“我
半辈子‘靠山吃山’，可到头来，树木光
了，口袋却还没鼓起来。现在咱们养好

了山水，想不到无心插柳柳成荫，从此
走上了富裕路。”

彭应龙祖辈居住在大山深处，山里
汉子都有一把好力气。上世纪 90 年代
初，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上山砍原木烧
炭，每到秋天，他就泡在深山里，烧制
木炭，可没挣上几个钱。头脑活络的他
又尝试种香菇，把菌种固定在树桩上，
开始几年，香菇好卖，挣了一些钱；但
种菇的多了，树木就砍得差不多了，只
好又改行贩卖树木⋯⋯折腾了半辈子没
赚几个钱，老彭颇有几分懊悔。

“过去咱山里人都靠砍树为生。现在
养好山水，有‘绿色银行’做后盾，我们
是条条道路好致富啊。”当地村干部告诉
记者，彭应龙走上致富路的转机要追溯到
2002 年。当时南城县大力实施生态还林

工程，周坊村积极响应，封山造林，栽种
果树，打造经济林长廊。因为护理得好，
短短几年间，村子里、山上树木成荫，每
到春夏时节到处花果飘香。眼瞅着这么好
的资源，从小就喜爱蜜蜂的彭应龙打起了
养殖蜜蜂的主意。说来也巧，2006 年的
春天，彭应龙家的屋檐下来了一群特殊

“客人”——土蜜蜂，它们把家安在了这
里。彭应龙立即给它们搭建了一个温馨的
家，每天观察它们的生活习性。到了初
冬，蜂巢里清香扑鼻，彭应龙打开蜂箱，
黄澄澄的蜂蜜流了出来，一摇，收获还不
少，得了十六七斤。因为品质好，每斤卖
到了 20 元钱，这在当时，老彭想都不敢
想。养殖土蜂有商机，激发了彭应龙养殖
蜜蜂的积极性。第二年，他给蜜蜂分窝，
从 1 箱变成 3 箱、从 3 箱变成 9 箱⋯⋯到

2010年时，他已经拥有 60箱土蜂，成了
远近闻名的“蜂王”。去年，老彭的 100
箱蜜蜂产鲜蜜达 3000 多公斤，实现经济
效益8万多元。

看着彭应龙致了富，村里雷根水、
谢炳根等村民也加入到养蜂队伍中来。
目前，村里蜂窝总量达到 1200 余箱，产
值超过 100 多万元，绿色生态发展观的

“种子”也在这个只有 20 余户村民的小
村深深地扎了根。

山绿了、水清了、景美了，周坊村
老百姓的生活环境越来越好，一些有头
脑的村民做起了农家乐避暑生意，有的
则利用高山气候栽种反季节果蔬，赚起
了“绿色生态钱”，走上了富裕路。目
前，全村有三分之一的村民住上了小洋
楼，开上了小汽车。

近 年 来 ， 我 国 城 市 绿

化快速发展，绿地面积不

断增加。很多城市为了美

观 ， 大 量 使 用 进 口 草 坪 ，

更有的城市搞起了“奢华

绿 化 ”， 竞 相 攀 比 。 据 统

计 ， 我 国 草 坪 用 草 种 98%

依赖进口，洋草种占据了

绝对的优势。

进口草坪看上去很美，

但多少有点“水土不服”，

“娇气”难养，为此需要投

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养护。在

绿化资金和水资源有限的情

况下，盲目追求“高大上”

的洋草坪，一味引进价格昂

贵的树木来打造城市的绿化

景观，增加了经济负担；同

时，由于进口草种比例居高

不下，也影响了我国本土草

种和乡土植物资源的开发

利用。

一 方 水 土 养 一 方 “ 草

木”。其实，最好的草种树

木就在我们身边。本土草种

是从当地自然生长的草种中

选育而来的，无论是对土

壤、气候，还是水文的适应

上来说，都比进口草更具优势。尽管我国本土草种存

在一些不足，但是天然具备的“主场优势”不可忽

视，只要因地制宜调整育种思路，通过培育改良等技

术创新即可弥补原先的不足。

国外城市绿化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如在美

国、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极少见到高尔夫草坪

那样的高档次观赏型人工草坪，大面积的草坪草种都

是以乡土植物为主。草坪的美化环境、保持水土等重

要生态功能的发挥，不在于其种群是否单一或纯净，

更重要的是要有较高的覆盖度与整齐度。

在城市绿化建设中，应该认清我们的国情、市

情，充分利用本土草种树木、乡土植物资源与天然植

物群落，因地制宜地搞节约型绿化，一味贪大求洋、

奢侈绿化与我们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及践行可持续发

展理念格格不入，理应摒弃。只有真正将我们的绿化

建设引导到科学、务实、正确的轨道上，才能实现生

态、经济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城市绿化应重本土化

刘国信

构建绿色金融体系（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