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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王永利 

国家接连出台两项碳减排结构性货币政策支持工具，充分体现出国家

对推动碳减排，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的高度重视，不仅进一步丰

富了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内容，也意味着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重要性

得到增强。 

 

国家接连出台两项碳减排金融支持政策 

11 月 8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人民银

行创设推出碳减排支持工具这一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以稳步有序、精准

直达方式，支持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碳减排技术等重点领域的发展，并

撬动更多社会资金促进碳减排。人民银行通过碳减排支持工具向金融机构

提供低成本资金，引导金融机构在自主决策、自担风险的前提下，向碳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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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重点领域内的各类企业一视同仁提供碳减排贷款，贷款利率应与同期限

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大致持平。碳减排支持工具发放对象暂定

为全国性金融机构，人民银行通过“先贷后借”的直达机制，对金融机构

向碳减排重点领域内相关企业发放的符合条件的碳减排贷款，按贷款本金

的 60%提供资金支持，利率为 1.75%。人民银行要求金融机构公开披露发

放碳减排贷款的情况以及贷款带动的碳减排数量等信息，并由第三方专业

机构对这些信息进行核实验证，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11 月 17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前期设立碳减排金融支持工具的

基础上，再设立 2000 亿元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形成政策

规模，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此次设立的 2000 亿元专项再贷款，按照聚焦

重点、更可操作的要求和市场化原则，专项支持煤炭安全高效绿色智能开

采、煤炭清洁高效加工、煤电清洁高效利用、工业清洁燃烧和清洁供热、

民用清洁采暖、煤炭资源综合利用和大力推进煤层气开发利用。具体方式

是，全国性银行向支持范围内符合标准的项目自主发放优惠贷款，利率与

同期限档次贷款的市场报价利率（LPR）大致持平，人民银行可按贷款本

金等额提供再贷款支持。同时会议要求，统筹研究合理降低项目资本金比

例、适当税收优惠、加强政府专项债资金支持、加快折旧等措施，加大对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项目的支持力度。 

两项碳减排金融支持政策的异同 

实际上，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也属于碳减排支持工具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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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都采用“先贷后借”的直达机制，发挥定向降息的效果。而碳减排支

持工具，与以前实施的差别式存款准备金制度（包括定向提准或降准）、定

向发行或回笼央行票据、支农支小专项再贷款等，都属于结构性货币政策

工具的具体形式。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与碳减排支持工具的不同主要是： 

支持范围：碳减排支持工具支持范围广泛，包括清洁能源、节能环保、

碳减排技术等重点领域。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支持领域比较单一，

只是聚焦于煤炭这一领域的清洁高效、节能减排上。 

政策规模：碳减排支持工具没有设定规模限制。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

项再贷款则确定为 2000 亿元规模。 

支持方式：碳减排支持工具中，央行只对碳减排贷款本金的 60%提供

资金支持，利率为 1.75%。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则是按贷款本金

等额提供再贷款支持，利率水平尚未明确。考虑到两项政策都要求贷款利

率应与同期限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大致持平，目前 1年期为 3.85%，

比一般贷款市场利率优惠很多，与央行提供的中期借贷便利（MLF）1 年

期利率 2.95%存在 0.9 个百分点的利差。再考虑碳减排支持工具中，央行

只是按贷款本金 60%的部分按 1.75%的年利率提供资金支持，大约相当于

给贷款机构提供 1.26 个百分点[（3.85-1.75）x60%]的贴息，总共可有 2.16

个百分点左右的利差水平。按照这一水平计算，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

贷款的利率应该是 1.7%左右（贷款年利率 3.85%与 2.16 个百分点利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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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之间的差额）。 

接连出台两项碳减排金融支持政策的影响 

国家接连出台两项碳减排结构性货币政策支持工具，充分体现出国家

对推动碳减排，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的高度重视，不仅进一步丰

富了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内容，也意味着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重要性

得到增强，其种类可能不断丰富、规模不断扩大，影响力不断增强，甚至

可能替代整体性货币政策工具成为货币政策调控的主力，成为央行基础货

币投放最主要的渠道，进一步增强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和地位（形

成对财政政策一定程度上的替代作用）。 

其中，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政策的推出，也是符合中国煤炭

能源占据绝大比重的实际情况，明确了“碳减排并不是要完全取消煤炭”，

而是要通过增强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达到碳减排的目标，避免碳减排政策

脱离实际并对能源供应造成重大冲击。 

需要注意的是，国家接连出台的两项碳减排金融支持政策，都要求贷

款利率与同期限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大致持平，是对贷款支持

项目的巨大优惠。在这种情况下，理应对贷款支持项目的碳减排要求更加

严格，对碳减排配额设定和分配更加精准。由此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碳

减排交易市场是否会因此受到挤压？目前碳减排交易并不活跃，交易规模

不是很大，还要不要在碳减排交易市场上投入更多？这在宏观政策上需要

统筹把握，减少政策重叠和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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