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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金”利好 落地不足
应多层次创新

满足绿色能源企业持续发展需求

环保类PPP有苗不愁长？
需规范招投标程序，完善投资回报机制，推进金融创新

◆本报记者崔煜晨 童克难

近年来，随着 PPP 模式热度持
续升温，环保类 PPP 项目凭借预期
盈利稳定等特点，受到的关注也比
较多。

“我国环保领域 PPP 项目进入
了落实推进和调整改进的重要阶
段。”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首席环
境 政 策 专 家 骆 建 华 认 为 ，环 保 类
PPP 项目更考验企业对技术、资金、
管理及资源等的整合能力，现有财
政部 PPP 项目库发布的多个环保项
目，最终都归属于具有较强整合资
源能力、能够获取与项目周期匹配
的长期资本，并具有技术实力、工程
能力或运营能力的企业。

环保类 PPP 发展势头良好，但
项目推进几年的时间里，依然存在
的问题有哪些，如何改进？今年全
国两会期间，不少提案关注于提出
解决思路。

PPP模式推行多年忧虑仍在

社 会 资 本 投 资 积 极 性 不
高、重建设轻运营是主要问题

截 至 去 年 10 月 ，财 政 部 全 国
PPP 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已收录 3
批 10685 个已实施或待开发的 PPP
项目，总投资预计 12.7 万亿元。其
中，环保类 PPP项目达 2042个，投资
额为 1.44万亿元，分别占入库 PPP项
目总数和投资总额的18.1%和10.7%。

特别是去年发布的第三批示范
项目中，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项目
仅次于市政工程和交通运输项目。
同时，环境保护类项目的投资金额
也有大幅提升。

农工党中央近日提交的《关于
创新环境 PPP 模式推动环保产业转
型发展的建议》认为，PPP 模式的推

进，极大地促进了环保产业市场化
程度，拓宽环保产业发展空间。然
而，在项目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
了不少问题。

“社会资本融资难等问题，不仅
制约了 PPP 模式的应用，也可能制
约环保产业自身发展。”提案指出。

比如，PPP 项目库适合社会资
本介入的环保项目较少。由于部分
项目招标文件不具有执行性和操作
性；前期招投标耗时长、手续费高，
合同周期长，可能造成灵活性不足
和不确定性风险高等问题，导致社
会资本投资积极性不高。

其中，招标程序及文件的公正
性和合理性有待加强值得关注。某
些地方在拟定环保项目标书评审指
标及评分标准时，甚至将“注册资本
金”等作为评标因素来衡量投标企
业规模和实力，忽视了环境专业技
能的要求。

“项目工程重建轻运，导致环保
设施运营类项目及企业回报率下
降，项目能否实现预期的环境治理
功能还存在较大风险。”骆建华指
出，随着环保市场的打开，部分建筑
类企业中标环保项目后，在工程建
设阶段获得高额利润，挤压了环保
设施后期运营的合理必要成本。

此外，环境商会《关于推进环保
领域 PPP 项目实施的提案》中还提
出其他问题：如项目边界划分不科
学。我国推进环保类 PPP 项目，多
以县域行政范围为单位进行项目招
标，而这种以行政区域为自然边界
的划分方式，不利于开展综合性环
境整治，也忽视了环境技术的适用
性和资源条件的差异。比如，垃圾
焚烧项目若垃圾处理规模小，会导
致经济性低且环境风险加大。

此外，一些地方政府融资及偿
债能力差异大，信誉和契约精神不
强。一方面，不同地区地方政府，其
付款能力、信誉等均有差异，企业风

险评估难度增大。另一方面，PPP项
目基本为中长期，项目运营期内可能
面临地方政府支付不及时，合同协
议与新规章冲突等争议解决问题。

如何提高社会资本积极性？

完善投资回报机制，推进
金融创新，强化税收优惠政策

目前，围绕环保类 PPP 项目，业
界最关心的问题是投资回报机制的
建立，由于项目公益性较强，大多数
领域均以政府付费为主。但有限的
政府支付能力可能对环保市场的扩
展产生局限，因此创新环保类 PPP
项目投资回报机制尤为重要。

对此，农工党中央建议，重点强
化投资回报机制与治理模式创新，
加速环保产业从工程服务为主向效
果服务转型升级，更好地适应以环境
质量改善为核心的环境管理要求。

比如，将环境治理作为释放环境
资源价值的渠道，积极推进资源组合
开发模式。在生态修复领域，可与周边
土地开发、供水、林下经济、生态农业、
生态渔业、生态旅游等收益创造能力
较强的资源开发项目组合，实现环
保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吸
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保领域。

在垃圾处理处置，农作物秸秆、
畜禽养殖粪便治理以及水资源短缺
地区的污水处理回用等领域，大力
推行资源化处理技术，形成新的投
资回报渠道，缩小政府财政支付规
模，释放潜在市场空间。

这样的开发思路下，环保企业
研发与资源化需求相应的技术显得
尤为重要。对此，环境商会提案指
出，推行依效付费机制将倒逼环保
产业市场准入门槛的提高，增强环
保企业技术研发与创新动力。

“依效付费将提高社会资本专

业技术门槛，同时政府部门也做好
把关。”骆建华认为，在环保类 PPP
项目实施方案与物有所值评估审查
等环节，环保部门要对项目的环境
效果与依效付费机制进行重点审
核，对于尚未考虑绩效考核或依效
付费机制不合理的项目，不予纳入
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 PPP 项目库。
在社会资本采购评审环节，政府应
加大对环保类 PPP 项目技术方案与
环境效果的评价分值。

此外，环境商会提案还建议，完
善环境服务价格调整机制，定期开
展项目价费政策的督查评估。加强
地方财政承受能力评价，对社会资
本的权益保障做出制度设计。

由 于 环 境 基 础 设 施 项 目 体 量
大、投资金额高，企业仅仅依靠传统
自有资金加负债的方式难以保障持
续投入。业界普遍认为，应进一步
推进环保类 PPP 项目金融创新，激
发市场活力。比如，在国家和地方
层面研究设立金融机构投入为主、

政府引导为辅、市场化运作的环境
保护基金，采用债权为主的使用方
式，政府以无息投入让利于社会资
本方，降低社会资本融资成本。

骆建华认为，尤其是国内环境
修复行业，面临污染土地底数不清，
商业模式不清晰等困境，可借鉴美
国超级基金及我国社保制度，引导
石油石化企业设立土壤修复基金或
清洁基金。

同时，农工党中央提案还提出
完善环保类 PPP 项目公司税费优惠
政策，提高社会资本的积极性。如
研究出台支持环保类 PPP 项目的税
收优惠政策，加大增值税、企业所得
税、契税等主体税种的税收政策优
惠力度。

“环保类PPP项目公司以其税后
利润直接投资于本企业增加注册资
本，或作为资本股权投资其他 PPP项
目，经营期不少于5年的，可按不少于
40%的比例退还其再投资部分已缴
纳的企业所得税税款。”提案建议。

本报记者徐卫星北京报道“绿色金融急需政策和
产品的多层次立体创新，方能更广泛地惠及绿色企业，
助力绿色发展理念的贯彻落地。”全国政协委员、协鑫
集团董事长朱共山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呼吁。

随着 2016 年《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
见》的出台，我国正在建立比较完整的绿色金融政策体
系。然而相对于绿色实体经济的快速发展需求，我国
绿色金融的实质性利好释放仍显得较为缓慢，企业受
惠于“绿金新政”的获得感并不强。

朱共山认为，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势头迅猛，但具体
执行中还存在两大不足：一是对绿色经济的贷款动力
不足、规模不大，难以满足不断扩大的绿色经济需求，
主管部门对绿色金融的政策目标还主要停留在限制对

“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行业企业的信贷投放上，注
重促进节能减排短期目标的实现，对绿色能源企业、可
持续发展产业，未能提出整体的战略安排和制定相关
的配套政策。

二是国际市场在不断创新绿色金融衍生产品，如
新能源电站资产证券化、新能源电站优先股计划、碳期
权、碳期货、碳担保等，而我国还只是在做一些局部上
的产品创新，无论广度、深度还是规模上，都落后于我
国绿色金融市场的发展与绿色能源企业的需求。

比如，基于绿色能源电站开发的 CCER（中国核证
减排量）在碳配额履约时仅能使用总配额量的 1%～
5% ，既不利于促进绿色能源提高收益降低成本，也不
利于绿色金融创新产品的开发及推广。为此，去年，协
鑫集团旗下首次组建了专业的金融板块——协鑫金
控，定位于“绿色金融、产融结合”。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朱共山建议：首先，政府相关
部门和金融监管机构应通过调整绿色信贷指引目录，
强化绿色信贷统计制度的刚性实施，引入绿色项目细
化分类，实施环境社会风险评级等措施，将针对绿色能
源企业的绿色金融作为银行信贷的长期发展战略。

其次，出台更多鼓励和扶持政策，如允许金融机构
降低资本金占用、坏账自主核销等，适当提高绿色能源
企业金融业务的风险容忍度，有效激励金融资源配置
优先向绿色能源企业发展倾斜；采取财政贴息、税收减
免、风险补偿、信用担保、成立绿色产业投资基金等措
施，引导金融业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杜绝只注重短期
利益的过度投机行为。

第三，设立专门的政策性绿色金融机构，如“绿色
银行”、“生态银行”，吸引中介服务机构提供低碳项目开发
咨询、投融资服务、资产管理、绿色信用评级等服务。

最后，进一步创新发展新型绿色金融衍生产品，如
碳金融衍生品等；同时，推出满足绿色能源企业快速发
展需求的产品。

以“四化”促绿色生产
鞍钢股份鲅鱼圈分公司构建环境与经济协同发展新格局

冬日的鞍钢股份鲅鱼圈分公司一片繁忙、
和谐景象。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践行绿色发展
理念，深入开展节能降耗工作，通过管理和技术
手段不断优化能源指标，实现了生产经营目标
与生态环境质量共提升。

近年来，公司始终秉承减量化、再利用、再
循环+绿色的“3R+G”发展原则，通过构建“资
源减量化、排放无害化、能源清洁化、环境生态
化”的工作格局，实施绿色采购、应用绿色能源、
实施低碳生产，制造绿色产品，全面推进应用绿

色工艺制造绿色产品的实施深度，构建示范性低
碳绿色钢铁制造体系，全面打造绿色钢铁样板工
厂，努力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协
同发展，全力打造中国现代化绿色样板工厂，并且
公司近一年连续实现每月盈利。

资源减量化

公司从源头治理污染，高度关注钢铁产品生
命周期，降低原材料消耗，增加再生资源使用，减
少不可再生能源使用，增加二次能源用量，强化水

循环，减少废水排放。充分回收余能余热，建设
并高效发挥 TRT、CDQ、CCPP、高炉煤气发电
机组、烧结余热发电机组、加热炉与转炉低热值
蒸汽发电机组效能，实现余能余热高效利用，自
发 电 比 例 达 73.1%。 采 取 循 环 经 济 的 运 行 模
式，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
或再生利用，固废返生产利用率达到 30.1%。
采用钢渣热闷处理工艺，得到粒度均匀、性能稳
定的尾渣，用于水泥、建筑行业，当前冶炼渣综
合利用率达到 100%。

通过加强水质药剂管理提高各循环水系统浓
缩倍率，建立排水申报制度，使各工序环水补水次
数及补水量大幅降低。根据各工序工艺差异逐步
开展处理后的生产废水替代新水技术攻关，实施
节水项目 6 项，通过收集雨水用于绿化用水、生活
杂用水、冲洗路面、原料厂喷洒抑尘减少新水使用
量，使新水消耗进一步降低，目前吨钢耗新水降低
到 2.6吨/吨钢。

排放无害化

公司采用高效的“末端治理”技术降低制造过
程中污染物排放，应用高级氧化工艺对焦化废水
进行无害化处理，采用旋转喷雾半干法脱硫技术
处理烧结烟气，使企业生产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极
低水平。烟粉尘、二氧化硫、COD 等环保指标全
部达标，指标行业领先，危险废物 100%依法合规
处置，实现了零环境污染事故。

公司现配套 5 台静电除尘、138 套高效布袋除
尘及 1 套塑烧板除尘等共计 144 套除尘设施，总除
尘风量达到每小时 3053 万立方米，净化后的烟气
对大气环境的影响大大减轻。对生产过程中产生
的废水，采取分质供水、循环利用、合理串接“排
污”、梯级使用、污水深度处理等措施，实现水资源
利用减量化及污水资源化。目前，公司共配有 10
套污水处理设施，根据工艺特点分别处理各工序
产生的污水。

煤气是钢铁企业的主要副产品，减少煤气放
散是企业能源创效的重要手段。2016 年 3 月，公
司对锅炉空气预热器重新进行了设计制造并更
换，改造后高炉煤气消耗量增加 6 万立方米/小
时，锅炉负荷平均提高 15 吨/小时，高炉煤气基本
实现“零”放散。2016 年 5 月份针对 CCPP 机组配
合 2 号高炉进行同步大修，通过延长结焦时间、提
高焦炉高炉煤气配比以及球团错峰检修等措施，
系统优化煤气平衡，将 CCPP 机组检修期间煤气
放散量减至最低。

能源清洁化

公司大力开发高效、环保、绿色新能源，填
补常规能源缺口，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采用绿

色 LED 照明，开发利用风能、太阳能、海水淡
化 等 技 术 ，探 索 钢 铁 企 业 绿 色 发 展 。 目 前 ，
共 建 设 11 台 风 力 发 电 机 组 ，装 机 容 量 达 到
15750 千瓦时，厂区内办公楼、综合楼及路灯
用电全部使用风电清洁能源，清洁能源发电
量 占 公 司 耗 电 量 达 到 1.4％ 。 在 炼 焦 、炼 铁 、
炼 钢 、热 轧 、厚 板 、CCCP 综 合 楼 及 办 公 大 楼
安 装 太 阳 能 热 水 装 置 ，满 足 洗 浴 需 求 ，同 时
实 现 仓 库 吊 装 动 力 太 阳 能 化 ，每 年 可 减 少
5800 吨标准煤消耗。

钢铁企业余热资源丰富，回收利用余热资
源是企业实现节能减排的有效措施。公司充分
发掘余热资源，利用节能服务公司合同能源项
目平台，于 2016 年 7 月建成投产了三套热轧加
热炉排烟余热回收装置，通过将加热炉烟气闸
板、余热锅炉风机变频调整进行合理的编程控
制，最大限度的实现了烟气热量回收。加强热
装率和干熄率管理，提高余热回收，热轧热装率
提高至 68.6%，厚板热装率提高至 44%，炼焦干
熄率提高至 90%。

环境生态化

公司运用生态学、景观学原理，模拟地域性
自然植物群落景观，常绿与落叶树相结合，慢生
与速生相结合，乔、灌、草相搭配，生态功能及使
用功能相结合，实现了“春秋夏季有花、一年四
季有景”。根据厂区产生的不同污染物，合理利
用植物的特性种植，充分发挥植物对该区域污
染物的吸附、吸收和净化功效。

截至 2016 年底，公司厂区已绿化面积达
244.8 万平米，绿地覆盖率 30%以上。播种苜蓿
草 214.4 万平米，覆盖率 25.8%，总体绿化覆盖
率达 55.8%，厂区绿化格局已形成，栖息着多种
野生动物。同时，为有效防治厂区扬尘，公司结
合沿海气候特点种植适宜植物，提升绿化水平，
构建厂区绿色生态保护屏障，增强环境自净能
力，打造重点区域绿地景观，提高厂区绿化层次
和档次，丰富植物群落生态结构，建成绿意盎
然、生机勃勃的花园式工厂。

周军

图为鞍钢股份鲅鱼圈分公司绿色厂区。

● 农 工 党 中 央 提 交 的
建议认为，PPP 模式的推进，
极 大 地 提 升 了 环 保 产 业 市
场化程度，拓宽了环保产业
发展空间。然而，在项目快
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不
少问题

对环保类PPP项目业界最关心的问题是投资回报机制的建立。资料图片

两会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