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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地区绿色金融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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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西北地区(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2010-2020年绿色金融与生态环境指标

体系进行耦合协调关系评价.并通过GM(1.1)灰色预测模型对两系统2021-2025年耦合协调度进行预测.结果表

明:①两系统综合评价指数f(x)与g(y)均不断提高,但不同年份西北地区绿色金融与生态环境发展滞后类型不

同,到2020年两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基本达到一致水平;②西北地区绿色金融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度长期处于拮抗

阶段,耦合协调度在时间维度上由轻度失调发展到勉强协调阶段;③预测结果显示:未来5年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大

致延续前11年的上升趋势,到2021年耦合协调度水平可达到初级协调,到2022年耦合协调度水平可达到中级协

调.故此,根据两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关系及预测水平,针对绿色金融与生态环境发展现状提出建设性建议,

以期为西北地区各个省份发挥比较优势实现两系统协调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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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akingNorthwestChina(Shaanxi,Gansu,Qinghai,NingxiaandXinjiang)astheresearchob-

ject,thispaperevaluatedthecouplingandcoordinationrelationshipbetweengreenfinanceandecological

environmentindicatorsystemfrom2010to2020.Thecouplingcoordinationdegreeofthetwosystems

from2021to2025wasalsopredictedbytheGM(1.1)graypredictionmodel.Theresultsshowedthat:

① 收稿日期:2022 06 13
基金项目: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YB061);甘肃省财政专项(GSCZZ-20160909-05).
作者简介:丁宁,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生态经济、农牧交错带研究.
通信作者:陈瑜,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①Thecomprehensiveevaluationindexofthetwosystemsf(x)andg(y)continuedtoincrease,butthe

laggingtypesofgreenfinanceandecologicalenvironmentdevelopmentinNorthwestChinaweredifferent

indifferentyears,andthecomprehensiveevaluationindexofthetwosystemsbasicallyreachedthesame

levelby2020.②ThecouplingdegreebetweengreenfinanceandecologicalenvironmentsysteminNorth-

westChinahasbeenintheantagonisticstageforalongtime,andthecouplingcoordinationdegreehasde-

velopedfromamildimbalancetoabarelycoordinatedstageinthetimedimension.③Theforecastresults

showedthatinthenextfiveyears,thecouplingcoordinationdegreeofthetwosystemswillroughlycon-

tinuetheupwardtrendoftheprevious11years,andthecouplingcoordinationlevelcanreachprimaryco-

ordinationby2021andintermediatecoordinationby2022.Therefore,accordingtothecouplingandcoordi-

nateddevelopmentrelationshipandpredictionlevelbetweenthetwosystems,constructivesuggestions

wereputforwardforthedevelopmentstatusofgreenfinanceandecologicalenvironment,toprovideathe-

oreticalbasisforeachprovinceinNorthwestChinatogiveplaytotheircomparativeadvantagesandachieve

thecoordinateddevelopmentofthetwosystems.

Keywords:greenfinance;ecologicalenvironment;coupling;forecasting;northwestregion

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绿色

金融作为深入打好污染攻坚战、推动“双碳”目标实现的重要保障,对生态产业的发展起着辅助作用.2016
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环境保护部等七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1]指

出,中国将成为全球首个建立比较完整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的经济体.2021年出台的《关于完整准确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指出,要积极发展绿色金融,构建与“双碳”战略目标相适

应的投融资体系.Richardson[2]指出商业银行实施绿色金融业务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益.Eshet[3]认为绿色金

融业务的开展有利于商业银行提升信誉与金融抗风险的能力[3].绿色金融发展不仅有利于环保产业获得资

本积累,同时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绿色股权、碳金融和绿色信托等新型金融产品有利于促进企

业节能减排,引导产业绿色转型.生态产业的发展则为金融行业提供了更多的投资机会,丰富了金融市场

参与主体,助力金融市场良性运行.
绿色金融的概念提出较早,最早源于环境金融[4].Salazar[5]指出绿色金融是提高环境质量的手段,其

实质是转移环境风险并在决策时更多地考虑环境因素.因此发展绿色金融十分必要,Cowan[6]认为绿色金

融是金融学与绿色经济的交叉学科,即资金的流动可以助力绿色经济的迅速发展;Berger等[7]指出发展绿

色金融即用经济手段来缓解环境危机,助力环境的良性发展.随着学者对于绿色金融的不断研究,衍生出

了绿色金融产品与绿色金融工具的创新.Labatt[8]认为,商业银行为了规避环境问题所带来的风险,先后推

出了旨在为有节能环保意向且从事环保业务的企业推出更为丰富的融资产品,这些金融产品有利于发展循

环经济,改善环境的质量;Zerbib[9]指出,财政监管政策有利于增加绿色债券的发行量,且有利于绿色金融

产品的创新.由于“双碳”政策的推出以及基于生态环境及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学者普遍认为绿色金融

是实现生态环境的有力保障.因此国内外学者逐渐从评价角度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对绿色金融展开实证研究.

Sueyoshi[10]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美国环境能源投入展开绿色产业效率评价;林伯强等[11]从理论和实证

两个角度分析经济集聚对我国城市层面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并运用2004-2016年我国285个地级及以

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展开实证研究.姬新龙等[12]以甘肃省为研究对象,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对绿色金融与生态

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李虹等[13]以从三大城市群绿色金融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为着力点,利用

耦合协调模型对研究区绿色金融与生态环境进行了量化评价;王问苈等[14]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研究

对象,利用SBM-DEA模型、核密度模型和多元回归模型分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绿色创新效率、演变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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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及影响因素.
梳理已有的研究成果,学者对于绿色金融的研究较早且比较成熟,研究视角包括绿色金融的概念、发

展重要性、绿色金融产品的创新及绿色金融的实证研究.研究主体涉及省市级行政区域,但是关于西北地

区绿色金融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较少.西北地区是我国生态环境脆弱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

受自然条件约束,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忽视了生态环境与生态安全对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作

用.因此本研究利用西北5省(区)的年鉴数据,采用最小信息熵原理[15]对各指标进行赋权,再运用耦合协

调度模型对2010-2020年绿色金融 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水平进行评价[16],最后运用GM(1.1)灰色预测模

型[17],进一步了解未来耦合协调度的变化趋势,以期为绿色金融支持西北地区生态环境的改善,促进经

济、社会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多的实践参考和理论依据.

1 研究区概况和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西北地区拥有广袤的土地资源,但是气候干旱、水资源失衡和森林覆盖率低等因素导致生态环境状况

不容乐观.此外,西北地区水土流失十分严重,每年的水土流失直接造成GDP总量3.5%的损失.根据《中

国统计年鉴(2021)》可知,西北地区水资源总量约为2651.5亿 m3,约占全国的8.3%,水资源极度匮乏,

水生态严重失衡.此外,西北地区森林覆盖率较低,仅为15.542%,除陕西省外其余省份远低于全国

22.56%的平均水平.如何发展绿色金融,助力西北地区生态环境改善是当前的重要任务.
近年来西北地区绿色金融发展规模不断扩大.以绿色信贷为例,截止2020年末青海省绿色贷款余额

1701.32亿元,较2015年增加了6%[18].宁夏回族自治区绿色信贷余额约为745.6亿元,较年初新增

42.2亿元.“十三五”时期,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累计发行绿色金融债券40亿元,企业发行绿色债券

19.2亿元[19].此外各个地区也加强了绿色投资领域的比重,如陕西省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占GDP比重

由2010年的0.7458%增长至2019年的1.219%,甘肃省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占GDP比重由2010年的

0.7571%增长至2019年的1.0243%.而且甘肃省针对全省1435家企业进行重点布控,开展环境污染责

任险试点工作,参与投保企业达到866家,保费收入3765.8万元,承担责任险金额26.8亿元,这将有力

地促进当地绿色保险水平不断进步[20].

1.2 数据来源

以西北地区为研究对象,选取2010—2020年绿色金融和生态环境面板数据进行分析论证.数据来源于

《中国金融年鉴》《中国人口及就业年鉴》《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以及各省(区)的统

计年鉴,部分环境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环境统计专题.若涉及个别数据无法直接采集,则通过相关公式

计算得出.对于缺失数值采用线性插值法予以填补.

2 实证研究方法

2.1 最小信息熵计算指标权重

2.1.1 指标体系构建

为避免单项指标难以替代系统误差,本研究采用多指标综合评价的方法对绿色金融与生态环境系统进

行评价指标体系构建[21].选择年末金融机构各项存(贷)款余额指标作为衡量金融总体规模的指标[22],选取

绿色信贷项目贷款余额占贷款总额的比重作为衡量绿色信贷规模的指标[23],选择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

占GDP比重衡量绿色投资[24],选择保险保费支出/保险保费收入作为绿色保险[25]的明细指标.在生态环境

系统中选择生态环境污染强度、能源消费强度和生态环境治理强度作为准则层入手展开明细指标的设定.
具体评价指标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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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指标权重的计算

利用最小信息熵的原理[26]将客观赋权法与主观赋权法计算得到的组合权重作为指标最终权重.

wij =
(ωaijwbij)

∑
n

i=1
(waijwbij)

   i=1,2…,n;j=1,2…,n (1)

式中:waij 为熵值法所得权重,计算过程参考刘晓雨[27]计算“一带一路”沿线省(区、市)投资环境分析;

wbij 为主成分分析法所得权重,主成分分析法赋权过程参考巨欢等[28]计算甘肃省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

协调发展关系的实证过程;wij 为组合权重.
表1 西北地区绿色金融与生态环境指标评价体系

目标层 二级指标 明细指标 指标单位 指标权重

绿色金融

绿色信贷 绿色信贷项目贷款余额占贷款总额比重(+) % 0.2143

绿色金融发展规模
年末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万元 0.2106
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 万元 0.2413

绿色投资 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占GDP比重(+) % 0.2180
绿色保险 保险保费支出/保险保费收入(+) % 0.1158

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污染强度

能源消费强度

生态环境治理强度

生态环境建设强度

工业废水排放量(-) 万t 0.0488
工业废气排放量(-) 亿 m3 0.0451
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 万t 0.0707

能源消费总量(-) 万t 0.0795
单位GDP能耗(-) t/万元 0.0437

工业废气治理投资(+) 万元 0.0427
环保支出占GDP比重(+) % 0.0587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0.0480
城市污水日处理能力(+) 万 m3 0.0406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0.0229
工业废气治理设施数(+) 套 0.0531
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m2 0.0544
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0.0513
森林覆盖率(+) % 0.2849
年末实有自然保护区面积(+) hm2 0.0556

  注:“+”表示正向指标;“-”表示负向指标.

2.2 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原为物理学概念,一般用于表示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之间的互动与联系,近年来耦合原理常被应

用于经济领域[29-30].具体模型为:

C=
f(x)g(y)

[f(x)+g(y)]2
(2)

D= C·T (3)

f(x)/g(y)=∑wijdij (4)

∑wij =1;ωij ≥0 (5)

T=af(x)+bg(y) (6)

其中:C为耦合度,取值范围介于0~1之间;D 为耦合协调度;T 为绿色金融发展与生态环境间的综合

协调指数;f(x)和g(y)分别表示绿色金融与生态环境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a与b为待定系数,确定

a=b=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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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GM(1.1)灰色预测模型

绿色金融与生态环境系统之间包含较多的不确定信息,两者之间难以通过线性或非线性模型进行直接

预测,然而灰色预测模型恰好适合样本分布不均的状况,且预测准确度较高[31].本研究基于灰色GM(1.1)

预测模型,利用DPS分析软件将西北地区2010—2020年绿色金融与生态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度采用数列

数据进行预测,预测长度为5,并将预测参数设定为生成数列残差,残差重复建模次数为5.通过模型对两

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进行定量预估,且对模型进行精度检验.灰色预测模型精确度检验等级具体参考学者刘

国锋等[17]的划分标准.

3 结果与分析

3.1 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分析

3.1.1 两系统相关性检验结果分析

利用SPSS26软件计算皮尔逊相关性,结果显示f(x)与g(y)两系统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506**.表

明两者之间存在极显著相关.即绿色金融与生态环境存在耦合互动发展关系.

3.1.2 绿色金融与生态环境综合评价分析

通过(4)式计算西北5省(区)绿色金融与生态环境两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图1为绿色金融与生态环境

综合评价指数均值分布.由图1可知:2018年绿色金融发展指数均值达到最大值,为0.77859,2010年为

最小值0.20889,整体呈现逐年上升趋势.西北地区绿色金融发展程度排名从高到低依次为:宁夏、新疆、

甘肃、陕西、青海.青海省绿色金融发展指数变异系数最小,表明青海省11年之间绿色金融发展水平最为

稳定.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数均值中,2010年为最小值0.30037,2020年为最大值0.68409,在2010年-

2017年整体呈现平稳增长趋势,2017年之后增速加快.主要原因是西北5省(区)能源消费强度逐渐降低,

生态环境治理强度逐渐增大.例如西北地区工业废水排放量由2017年15593.02万t降低至2018年

15371.81万t.工业废气治理投资均值由2017年的259829.8万元增加至2020年的295614.0万元.西北

地区生态环境发展程度从高到低排名依次为:新疆、甘肃、青海、宁夏、陕西.陕西省生态环境系统变异系

数最小,表明陕西省11年之间生态环境发展水平最为稳定.

图1 绿色金融与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数均值分布

根据表2对绿色金融与生态环境的综合评价指数进行差异分析.2010-2011年为绿色金融滞后型

(f(x)<g(y)),该阶段西北地区绿色金融政策尚未完全逐步实施,发展规模较小,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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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比重较低等都是绿色金融发展相对滞后的主要原因.2012-2019年为生态环境滞后型(f(x)>

g(y)).2011年之后,经济的持续增长带来金融规模快速扩张,但由于生态环境治理政策尚未系统出台,生

态行业的金融投入增长缓慢,且高速的经济增长带来了能源消耗强度的增大,因此表现为生态环境滞后型.

2020年两系统之间基本呈现同步发展型(f(x)=g(y)).显然,随着绿色金融支持力度明显增强,环境污

染治理强度逐步加大,带动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数提升,形成了两系统同步发展局面.
表2 绿色金融与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数及滞后类型

时间
/年

西北5省(区)绿色金融综合评价指数f(x)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西北5省(区)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数g(y)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f(x)
均值

g(y)
均值

滞后类型

2010 0.215 0.147 0.308 0.196 0.179 0.244 0.297 0.291 0.333 0.337 0.209 0.300 绿色金融滞后

2011 0.263 0.240 0.379 0.070 0.147 0.318 0.218 0.329 0.338 0.347 0.220 0.310 绿色金融滞后

2012 0.414 0.427 0.383 0.373 0.339 0.344 0.195 0.327 0.364 0.294 0.387 0.305 生态环境滞后

2013 0.379 0.425 0.580 0.514 0.478 0.378 0.235 0.354 0.410 0.225 0.475 0.320 生态环境滞后

2014 0.458 0.580 0.609 0.505 0.598 0.390 0.312 0.400 0.395 0.270 0.550 0.353 生态环境滞后

2015 0.525 0.777 0.755 0.525 0.678 0.440 0.357 0.355 0.432 0.280 0.652 0.373 生态环境滞后

2016 0.662 0.585 0.784 0.626 0.723 0.434 0.390 0.344 0.390 0.296 0.676 0.371 生态环境滞后

2017 0.642 0.642 0.759 0.818 0.725 0.485 0.456 0.434 0.411 0.355 0.717 0.428 生态环境滞后

2018 0.752 0.626 0.916 0.928 0.671 0.576 0.647 0.586 0.645 0.644 0.779 0.619 生态环境滞后

2019 0.482 0.565 0.779 0.876 0.683 0.568 0.697 0.659 0.686 0.731 0.677 0.668 生态环境滞后

2020 0.466 0.650 0.792 0.843 0.722 0.643 0.690 0.698 0.650 0.739 0.694 0.684 同步发展类型

变异系数 0.326 0.348 0.304 0.472 0.391 0.264 0.442 0.317 0.276 0.449 — — —

排名 4 3 5 1 2 5 2 3 4 1 — — —

3.2 绿色金融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特征分析

图2分别表示2010-2020年西北地区绿色金融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度C 及耦合协调度D 变化趋势.
结果表明:西北地区耦合度发展水平长期呈现拮抗阶段,均值介于0.476~0.498之间,年均增长幅度为

0.3%.西北地区耦合协调度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如2010-2011年为轻度失调,2012-2016年为濒临失

调,2017-2020年为勉强协调.整体水平由轻度失调逐渐向勉强协调阶段发展.耦合协调度的均值在

0.351~0.588之间,年均增长幅度为5.4%,表明两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水平正逐步提升.为直观地从空

间维度描述西北地区绿色金融与生态环境空间耦合协调发展状况,本研究对西北地区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

的年均增长幅度进行分析.由表3可得5省(区)耦合度年均增长幅度从高到低依次排名为:宁夏、甘肃、新

疆、青海、陕西.其中陕西省为-0.1%,为5省(区)中最低水平;宁夏为1.0%,为5省(区)中最高水平.
耦合协调度年均增长幅度从高到低依次排名为:宁夏、甘肃、新疆、青海、陕西,其中宁夏为6.9%,年均

增长幅度最高;陕西省为4.7%为5省(区)中最低水平.整体而言,西北地区绿色金融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及

耦合协调度水平均呈不同程度增长,但是两者之间的耦合程度长期处于拮抗阶段,发展潜力巨大.

3.3 绿色金融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发展预测分析

由预测结果可知,小误差概率P 值为1>0.95,后验差比C 值为0.2451<0.35.故P 值与C 值均在良

好范围之内,则模型不需要进行残差修正[17].西北地区耦合协调度预测值由2021年0.64459上升到

2025年0.78849.预测结果表明:2021-2022年西北5省(区)绿色金融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为初级协调

阶段,2023-2025年达到中级协调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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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不同年份绿色金融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分布

表3 绿色金融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数值及所属类型

时间/年
陕西

C D
甘肃

C D
青海

C D
宁夏

C D
新疆

C D
均值

C D
类型

C D
2010 0.499 0.338 0.470 0.323 0.500 0.387 0.483 0.358 0.476 0.350 0.486 0.351 拮抗阶段 轻度失调

2011 0.498 0.380 0.499 0.338 0.499 0.420 0.477 0.277 0.457 0.336 0.486 0.350 拮抗阶段 轻度失调

2012 0.498 0.434 0.464 0.380 0.498 0.421 0.500 0.429 0.499 0.397 0.492 0.412 拮抗阶段 濒临失调

2013 0.500 0.435 0.479 0.397 0.485 0.476 0.497 0.479 0.467 0.405 0.485 0.438 拮抗阶段 濒临失调

2014 0.498 0.460 0.477 0.461 0.489 0.497 0.496 0.473 0.463 0.448 0.485 0.468 拮抗阶段 濒临失调

2015 0.498 0.490 0.464 0.513 0.466 0.509 0.498 0.488 0.455 0.467 0.476 0.493 拮抗阶段 濒临失调

2016 0.489 0.518 0.490 0.489 0.460 0.510 0.486 0.497 0.454 0.481 0.476 0.499 拮抗阶段 濒临失调

2017 0.495 0.528 0.493 0.520 0.481 0.536 0.472 0.538 0.470 0.504 0.482 0.525 拮抗阶段 勉强协调

2018 0.496 0.574 0.500 0.564 0.488 0.605 0.492 0.622 0.500 0.573 0.495 0.588 拮抗阶段 勉强协调

2019 0.498 0.511 0.497 0.560 0.498 0.599 0.496 0.623 0.500 0.595 0.498 0.577 拮抗阶段 勉强协调

2020 0.494 0.523 0.500 0.579 0.499 0.610 0.496 0.609 0.500 0.604 0.498 0.585 拮抗阶段 勉强协调

增长幅度-0.001 0.047 0.007 0.062 0.009 0.048 0.010 0.069 0.006 0.058 无 无 无 无

4 结论与建议

在构建西北地区绿色金融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与

GM(1.1)灰色预测模型对西北地区5个省份的2010-2020年绿色金融与生态环境协调程度进行实证分

析,并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进行了异质性讨论.得出主要结论如下:①西北地区绿色金融综合发展指数

f(x)与生态环境系统综合发展指数g(y)均不断提高,但省际之间发展步调一致幅度不同.总体来看,

f(x)在2010-2018年呈现指数增长趋势,g(y)在2010-2018年呈现平稳增长趋势,到2020年两系统综

合发展指数基本达到一致水平.②从时间维度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均呈上升趋势,与两系统的综合发展指

数步调一致.西北5省(区)绿色金融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联程度不是很高,长期处于拮抗阶段.耦合协调度

由轻度失调阶段发展到勉强调阶段,表明两系统的协调状况正逐步向好.③基于GM(1.1)灰色预测模型对

西北地区绿色金融与生态环境系统未来5年的耦合协调度预测,结果表明未来5年耦合协调度均呈现上升

趋势,预计耦合协调度到2021年能够达到初级协调,2023年基本达到中级协调.
通过这3点结论及异质性讨论发现,西北地区绿色金融与生态环境发展仍旧存在政策制度保障不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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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金融产品创新与服务不够等不足之处,故提出以下建议.

1)在发展绿色金融的同时应当注重政策的持续性,继续加强对绿色信贷项目的投资比重,助力生态产

业持续向好.绿色信贷应立足于当地生态产业特色,扩大生态产业规模,鼓励商业银行创新授信机制,完善

生态环保、特色产业支持的绿色信贷考核体系.如甘肃省在不断建立和完善政策支持体系的同时,引导金

融机构优化信贷结构,创新推出“光伏贷”“风电贷”“节能贷”和“陇药通”等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

2)从结论②可知,绿色金融与生态环境长期处于拮抗阶段,因此应当发展多元化的绿色金融.在持续

扩大绿色金融的发展规模的同时,发展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等金融产品.譬如:重点在生态农业、节能环保

领域加强发放绿色债券.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支持污染防治、清洁能源、节水、生态保护和绿色农业等领域.
加大政府对绿色产业的财政专项投入,努力吸纳社会资本出资,构建“公司+基金+基地+实验室”的绿色

产业投资,有效满足洁净能源领域内的资金需求;支持西北地区符合条件的企业探索发行企业债、公司债

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募集资金用于传统生产方式和技术的绿色化升级改造.

3)西北地区应当因地制宜地发展当地的绿色生态产业.例如陕西省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相比其余省份较

高,但产业结构偏向能源消耗产业,这对于发展生态环境是不利的,故应大力落实“三去一降一补”政策.甘

肃省应当牢牢把握“十大生态产业”发展的历史机遇,进一步加强绿色金融领域内的配套政策支持与十大生

态产业相结合.新疆生态系统结构简单脆弱,但是对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比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应当进

一步发挥绿色金融的作用,以此来弥补生态产业发展的先天性不足.青海和宁夏作为黄河沿线的重要城市

群,国家对于沿黄生态保护工程项目信贷投入比例相对较高,因而两省(区)继续保持优势,持续加大对于

生态环境领域及绿色金融领域的投资.

4)西北地区应当积极探索绿色金融助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即紧盯“双碳”目标,积极开发碳汇、

排污权、用能权、水权和土地权益等环境权益融资工具,探索开展生态保护补偿融资机制创新;对公共性

强、资金需求大、投资周期长的重大生态修复工程,积极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探索绿色PPP、生态保护

与修复基金、中长期绿色债券等融资渠道,对于市场化程度高、投资周期短的生态产品,不断优化政策保

障体系,发挥生态信贷、生态产业投资基金和短期绿色债券的作用,推进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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