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贡献 SDGs 

绿色发展
挖潜绿色金融“活水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

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必须加快发展方式绿色

转型，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

路，持续优化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经济政策工具箱，发

挥绿色金融的牵引作用，打造高效生态绿色产业集群。

国家所需

国家电投财务公司始终秉持“创造绿色价值”的企业使

命，立足国家电投绿色发展“施工图”，将金融服务以

战略高度嵌入发展规划，在秉承绿色发展理念中谋布

局，在践行绿色金融服务中促发展，引金融“活水”，

加速助推国家电投能源转型发展实现新突破，以绿色发

展新成效不断激发新质生产力，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我们的行动

24/ 坚持绿色金融定位

25/ 做优绿色信贷服务

28/ 丰富绿色金融谱系

实现绿色信贷资金投放

912 亿元

支持绿色项目发展金额

222 亿元

清洁能源信贷投放累计超

1900 亿元

占比突破

70 %

价值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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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投财务公司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不断深化和完善绿色金融定位，将绿色发展理念渗透到公司金融产品

更新、服务提升、机制创新和理念转变当中去，为国家电投“2035一流战略”注入“绿金”力量，做好绿色金融 

文章。

聚焦绿色产业发展主基调，国家电投财务公司将绿色信贷作为金融服务的主要方向，紧跟国家电投绿色发展步伐，

借助绿色金融力量和绿色金融服务，以融促产、以融强产，为国家电投绿色发展提供强有力金融支撑。

坚持绿色金融定位 做优绿色信贷服务

清洁能源信贷投放累计超1900亿元                             清洁能源信贷占比超70%

实现绿色信贷资金投放912亿元                                       支持绿色项目发展金额222亿元

数说2023

近三年投放绿色信贷资金情况（亿元）

2021年

461

2022年

608

2023年

912

加强绿色 

顶层设计

建立长效 

体制机制

畅通服务 

绿色通道

聚焦“双碳”目标，立足国家电投绿色发展“施工图”，国家

电投财务公司将绿色发展理念嵌入总体发展战略，融入公司管

理体系和服务策略，为发展绿色金融提供丰沃“土壤”。公司

明确将风、光、水、核电等清洁能源项目以及氢能、储能、生

物质等新业态纳入重点信贷支持范围。

加强绿色金融服务能力建设和模式探索，设计构建绿色评价体

系，探索建立绿色信贷管理、绿色风险评价等相关配套制度，

让授信评价体系更贴合绿色能源项目特点，授信评价方式更加

科学，项目评估更加精确，打造出具有国家电投特色的绿色金

融量化评价模型。

优化服务流程，成立由公司信贷管理部、金融创新部、风险合

规部组成的金融服务团队，依托前、中、后台协同作业，高效

开展一体化全流程金融服务，提升效率保障项目资金需求。

截至 2023 年 12 月末，国家电投财务公司清洁能源信贷投放累计超 1900

亿元，占比突破 70%，绿色信贷余额近 900 亿元，金融高质量发展的绿

色底色在国家电投财务公司持续深植。

绿色信贷投放

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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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拓展绿色融资，助力区域发展

2023年11月29日，在国家电投财务公司的协同配合下，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于深交所成功簿记发行“科技

创新绿色乡村振兴公司债券（专项用于碳中和）”5亿元，成为全国首单“碳中和+科技创新+乡村振兴”三贴

标公司债券。

案例
引金融活水，“贷”动智慧能源发展

2023年7月，国家电投财务公司撬动外部资金推动工商银行支持中国电力芜湖鸠江区汤沟镇35MW渔光互补发

电项目，累计发放项目贷款1.36亿元，有效推动智慧能源项目建设。

案例
产融结合，绿金打造绿色发展新样本

国家电投安吉草荡湖“渔光互补”光伏电站坐落于湖州市安吉县草荡水库，水域面积1250亩，光伏占用面积

900亩，商合杭高铁穿湖而过，目前电站总装机容量45.22MW，容配比1.07，项目初期投资30038万元，每瓦

投资6.9元，电价1.07元/千瓦时。电站于2017年1月21日开工建设，同年6月28日并网发电。自2022年3月起，

国家电投财务公司为浙江电力下属安吉草荡水库4.2万千瓦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提供1.55亿元低息固定资产

贷款，期限3年，用于置换外部银行高息贷款，助力项目公司债务优化。

紧盯国家电投绿色产业发展需求，调整存量提高增量，持续加大对清洁能源

信贷投放力度，截至目前，国家电投财务公司金融服务规模超300亿元，打

造出河南兰考、安徽小岗、浙江湖州等一批具有破局意义和示范效应的产融

结合典范。

2023年，建立500亿元新兴产业专项资金池，重点支持了重庆、浙江、内

蒙、吉林等19个绿色项目融资，融资规模近百亿元，在国家电投高质量发

展中发挥了“稳定器”“压舱石”的作用。

绿色融资案例库

持续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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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投财务公司以满足国家电投及成员单位各类项目的融资需求、切实降低企业财务成本为目标和导向，结合项

目前期、投资期、建设期、运营期不同阶段的金融需求，充分考虑项目每个阶段资金需求的特点，探索全周期金融

服务模式，打造出具有国家电投特色的绿色金融产品谱系。

丰富绿色金融谱系

绿色金融产品谱系

共研发推出6款绿色专项产品，累计为成员单位发放绿色项目贷款27.88亿元

成功为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和一号”示范工程等超12个大型清洁能源项目提供超3000亿元融

资，项目累计每年可节约原煤消耗约5980.7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1192万吨，减排效应

相当于种植阔叶林约30.8万公顷，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提供绿色动能

数说 2023

投标履约保函支持成员单位锁定潜在绿色项目，满足项目建设

需求

项目前期搭桥贷款，保障项目快速推进；科技研发贷，保障研

发成果快速转化应用

推出固定资产贷款、银团贷款、联合贷款，保障项目中长期资

金供应

充分借助财务公司承兑汇票零融资成本、低手续费率优势，降

低项目带息负债，节约财务费用

提供流动贷款支持，补充企业日常经营周转需要

国家电投财务公司各具特色的金融产品搭建出绿色低碳金融产品超市，实现成员单

位根据自身项目具体情况，按图索骥金融产品和对号入座金融服务，快速精准找到

提供最直接、最高效的融资资源，为不同阶段、不同类型清洁能源项目精准匹配融

资产品。标准化产品、超市化选购、场景化设计、“一站式”服务理念，推动具有

国家电投绿色金融产品谱系成为行业新范式。

打造行业 

新范式

国家电投财务公司坚持自我革新、不断开拓进取，在加强产品创新、丰富产品体系

方面持续发力，努力为成员单位提供更多定制化、特色化金融产品，让绿色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得到更多金融活水滋养，充分释放金融产品创新活力。

“贷”动绿色

新发展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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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国家电投 2100 万用户侧综合智慧能源“打包贷”落地

为解决国家电投用户侧综合智慧能源项目因“小、广、杂、多”而面临融资“卡脖子”难题，国家电投财务

公司深入研究、创新推出用户侧综合智慧能源“打包贷”，将具备申请贷款条件的同一个法人主体开发的

多个项目进行“打包”，采取一次申请、一次尽调、一次批复，按需提款，确保成员单位项目建设资金需

求。2023年7月31日，国家电投财务公司联合工商银行，为重庆公司下属汇智能源开发的4个分布式光伏项目

提供一次性“打包”融资2100万元，实现了国家电投用户侧综合智慧能源“打包贷”产品的首单落地，为助

力国家电投新兴产业发展再添新举措。

案例
绿色金融助力国家电投火电企业盘活碳资产

2023年6月26日，国家电投财务公司成功向国家电

投系统成员单位上海电力漕泾发电发放2200万元

碳排放权质押贷款。本次融资开创了电力央企财务

公司碳排放权质押融资先河，通过盘活火电企业碳

资产，打破了融资方式单一的局面，实现了以碳金

融助力火电低碳化改造、清洁化利用。作为碳金融

创新的成功尝试，碳排放权质押融资有效打通了碳

配额质押的各环节和流程，对金融支持国家电投节

能减排和绿色低碳发展具有借鉴和探索意义。经测

算，本次融资期内可节约财务费用超10万元，款项

将全部用于漕泾发电减污降碳，提高机组能效等研

发经费支出。

案例
银团“贷”动国家电投重大清洁能源项目建设

2023年4月，国家电投财务公司作为项目融资顾问，在国家电投指导下，牵头组织广东湛江核电一期工程项目

融资工作，邀请国内三家政策性银行、四大国有银行以及主要股份制商业银行参与银团融资，通过组织银团

牵头行比选、开展澄清谈判，争取最优融资方案。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与履行主牵头行责任的金融机构高效

达成银团合作共识，为项目提质增效提供了保障。7月25日，广东核电与银团各方签署《银团贷款合同》，标

志着广东湛江核电一期工程项目银团正式组建成功，同时也标志着国家电投财务公司牵头组织的国家电投核

电重大项目融资突破1200亿元，为国家电投核电基地快速、蓬勃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服务支撑。

案例
绿色金融产品助力国家重燃专项发展

2023年，国家电投财务公司通过自营贷款方式，累计向中国联合重型燃气轮机技术有限公司提供4亿元流动资

金贷款，专项用于项目研发等费用。通过科技创新专项资金池积极支持重燃专项项目研发，以“绿金”赋能

我国自主重型燃机首套国产化控制系统建设，助力国家重燃专项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