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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金融、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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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所导致的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 ,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经济发展的可持

续性。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追求经济、环境、生态的平衡 ,是适应时代发展的一种创新的发展模式。金融在资源配置

上的强大功能使循环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撑。因此 ,发展绿色金融 ,支持循环经济 ,方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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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循环经济模式和传统经济模式的区别
循环经济是一种对自然资源实行闭路循环的经济发展

模式 ,它利用生态学规律而不是机械论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

的经济活动。具体地说 ,它是指在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中应

当遵循生态学规律 ,通过物质在经济系统内部的循环和能量

流动减少资源的输入和污染输出 ,使生产中的废物减量化、

资源化、无害化 ,从而在经济增长中保护环境 ,实现经济系统

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循环。循环经济是适应时代的发展

而产生的 ,有着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本质上的不同 : (1) 传统

的经济模式遵循以线性为特征的机械论规律 ,而循环经济遵

循以反馈为特征的生态学规律 ,以新的循环式经济代替旧的

单程式经济 ; (2)传统的经济模式是以高消耗、低利用、高排

放为特征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 ,而循环经济恰恰相反 ,它

是以低消耗、高利用、低排放为特征的集约式经济发展模式 ;

(3)在传统经济模式下企业不关心经济的外部性 ,企业经营

过程中的有限理性导致了外部的不经济 ,而循环经济遵循经

济系统、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和谐共赢 ,它不仅追求经济

效益 ,而且追求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以实现社会福利持续

性的最优化 ; (4)传统经济模式把环境保护、物质生产和消耗

活动的关系分割开来 ,形成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和大量废弃

物排放的恶性循环 ,造成严重的环境问题 ,而循环经济把生

产、消耗和环境保护统筹考虑 ,是一种对社会资源的重新整

合过程 ,以期实现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经济成就举世瞩目 ,但为此也

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据中科院测算 :2003 年我国消耗了全球

钢铁总产量的 30 %、水泥总产量的 40 %、煤炭总产量的

31 % ,但仅创造了世界 GDP 的 4 %。和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

每创造 1 美元 GDP 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 4. 3 倍 ,日本的

11. 5 倍 ,资源的利用率明显偏低 ,浪费惊人。同时 ,环境污

染与生态破坏十分严重 ,还处于环境库兹涅茨倒 U 型曲线

的左侧 ,尚未到达转折点 ,更未处于像如今发达国家所处的

环境质量从整体上逐渐变优的右侧部分。我国作为发展中

国家 ,人口众多 ,资源相对不足 ,生态环境脆弱 ,要取得经济

较长时期的稳定发展 ,既没有条件也不允许占有西方国家当

时在工业化进程中享有的世界范围的资源和环境容量。客

观条件要求我们必须增强全民节约意识 ,大力节约能源和重

要资源 ,用新的模式 ———循环经济模式来发展经济 ,使快速、

稳定的经济增长与有限的资源、环境支撑能力相协调 ,进而

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绿色金融和循环经济
绿色金融是指金融业在引导资金流向、配置社会资源中

要考虑到生态保护和对污染的治理 ,通过加大对环保产业和

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 ,以期达到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福利

的持续最大化。绿色金融是现代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

在本质上它与传统金融的运动过程基本一致 ,都是聚集社会

闲散资金 ,为资金紧缺部门融资 ,以优化资金配置 ,取得较高

的经济效益。而绿色金融突出的特点是将生态因素纳入金

融业的核算和决策体系中 ,它关注环保产业、生态产业等长

远效益的产业 ,以未来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环境效益支持金融

的长远发展。

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发展模式向循环经济转变 ,

而循环经济作为一种创新性的经济发展模式在现实的经济

发展中要得到贯彻执行 ,需要有效地对资源进行引导 ,以实

现用循环经济的模式配置资源。金融作为一国经济的核心 ,

在引导资源、优化配置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一国的金融越

发达 ,其资源配置的效率越高 ,越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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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要大发展自然离不开金融的支持 ,金融的绿色化经营就

是对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最好的支持。

目前我国循环经济发展概况和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

距 ,如日本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 ,循环经济理念在日本深入人

心 ,在资源循环利用率方面 ,空调为 78 % ,电视为 73 % ,冰箱

为 59 % ,洗衣机为 56 % ,日本正力争资源回收率达到 100 %。

美国 1976 年就制定和颁布《固体废弃物处置法》,2003 年 ,美

国城镇产生的废弃物为 5. 5 亿 ,回收利用率达到 40 %。反观

我国 ,循环经济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 ,在观念认识、制度环

境、法律与政策、管理体制、技术支撑和外部推动力等方面均

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和不足。所以 ,我们必须积极培育循环

经济发展的土壤 ,而要达到这一效果 ,金融的支持必不可少。

尤其是像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 ,金融调配资金的状况将直

接影响到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在世界中的竞争力 ,与国家

的长远利益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 ,金融业要加大对循

环经济的支持力度 ,发展绿色金融就是促进经济增长快速向

循环经济模式转变、进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

环。

三、绿色金融支持循环经济的策略
(一)贷款的绿色化。对企业的贷款 ,要把是否属于绿色

产业作为发放贷款与否或者优惠与否的一个条件 ,对于那些

高污染的企业要限制对其发放贷款 ,而对一些以循环经济模

式运营的环保型的企业要优先发放贷款并给予一定的利率

优惠 ,事实证明这也符合银行利益。如瑞典纸业公司因生产

不用氯气漂白的纸尿片 ,短短数月 ,市场占有率上升了 3 % ,

同样 ,法国和德国因生产不含汞和镉的电池获得绿色标志 ,

市场占有率从 5 %上升到 15 %。由此可见 ,随着环保意识逐

渐深入人心 ,环保型企业经济效益相应提高 ,在此背景下发

放贷款是否考虑环保是提高银行资金使用效益的关键。

(二)发行绿色金融债券。金融债券是由银行和非银行

金融机构发行的债券。金融债券具有流动性强、投资量大、

收益高的优点。资金和技术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

而资金匮乏、技术落后是目前我国绿色产业发展的桎梏 ,目

前我国环保收入占同期 GNP总量不足 0. 7 % ,是发达国家的

1/ 3 到/ 2。资金投入的不足直接导致了环保技术和产业发

展滞后 ,影响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进程。因此 ,建议

国家财政担保 ,由金融机构发行绿色金融债券 ,使金融机构

筹措到稳定且期限灵活的资金 ,投资于一些周期长、规模大

的以循环经济模式运营的环保型产业 ,一方面解决环保型企

业资金的不足 ,另一方面优化其资产结构。

(三)绿色企业上市。作为循环经济模式载体的绿色企

业上市不仅可以解决企业发展所急需的资金 ,有利于一国调

整直接融资份额和调整产业结构 ,而且企业上市所作的一系

列宣传可以很好的培育人们的绿色观念 ,有利于绿色企业的

长远发展。因此 ,为了扶持绿色产业的发展 ,企业的上市审

批要把绿色因素考虑在内 ,在同等条件下 ,绿色产业优先上

市 ,对于不符合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的环保法规项目不准上

市发行股票 ,已经上市发行股票的要责令整改甚至摘牌退

市。

(四)发行绿色彩票。彩票作为一种特殊的融资工具 ,在

聚集社会闲散资金、重新配置资源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 ,由

于彩票的发行者无付息还本的压力 ,绿色彩票可适用于长期

性的基础性环保型产业的投资。据统计 ,我国有 1000 亿元

的彩票市场 ,而目前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的发行总额仅仅

300 亿元 ,相较美国 85 %、法国 64 %、日本 70 %的人购买过彩

票 ,我国只有 6 %左右的人购买过彩票 ,彩票的购买率较低 ,

农村彩票市场几乎是空白 ,彩票市场还有很大的扩大空间。

所以 ,绿色彩票的发展潜力巨大 ,是一个很好的融资方向。

(五)成立绿色基金。绿色基金的宗旨主要是通过资助

和奖励对我国环保事业做出贡献的个人和组织 ,推动中国环

境保护的管理、科学研究、人才培训及国际合作等各项环保

事业的发展。基金会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内外热心环保的

企、事业单位、团体和个人的捐赠 ,以及污染者支付的环境污

染费用成本等。筹募来的资金主要用于资助环境保护项目 ,

奖励对环保事业有贡献的组织和个人 ,资助有利于环保的公

益事业。基金会的资金存入金融机构收取利息或购买环保

型企业的债券、有价证券和一些股票为基金增值 ,也直接或

间接支持以循环经济模式经营的环保型企业 ,从而推动循环

经济的发展。

“十一五”规划提出要在“十一五”期末单位国内生产总

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 20 %左右 ,这就要求我们把

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提高资源利用

效率 ,加大环境治理力度 ,切实保护好自然生态。而发展绿

色金融 ,为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强力支撑 ,正是贯彻建设资

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理应

引起各界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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