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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总体规划和亚行的框架方法



亚行的“长江经济带”框架方法

“长江经济带”框架

初期 2017-2020

地理区域 中上游地区7省1市项目

指示性预算 约20亿美元

“长江经济带”开
发计划的优先领
域

1. 生态系统恢复、环境保护和水资源管理
2. 绿色包容性产业发展
3. 综合多式联运走廊
4. 制度建设与政策改革

干预措施 催化，创新，采用高端技术，知识创建和共享

融资方式 根据项目性质和借款人需求，综合采用不同方式



• 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 亚行“长江经济带”项目（20亿美元）的示范子项目

• 在上下游省份和乡镇之间共享自然资本投资的协同效益

• 解决环境外部性问题并获取投资回报

• 亚行-国家发改委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和生态系统服务付费
国际会议建立伙伴关系

• 亚行-国合会通过“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补偿与绿色发展
体制改革”专题政策研究建立伙伴关系

促进生态系统服务保护的金融创新



项目案例研究：
安徽黄山新安江流域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项目

融资
亚行拟议贷款：1亿美元（50%）
政府/有关部门：1亿美元

实施
2020年1月-2025年12月

成果：
新安江上游的经济和环境状况得到
改善

子成果：
1. 实施城乡点源污染治理

2. 加强面源污染防治

3. 试点绿色金融机制

4. 加强生态系统和项目管理能力

创新

• 设立“绿色激励基金”，作为财政奖励，向通过
采用可持续农业实践实现污染防治目标的农民
提供赠款

• 设立“绿色投资基金”，对中小企业的绿色业务
进行股权投资，重点用于发展生态农业、生态
旅游和污染防治



安徽省地图



绿色金融机制

绿色激励基金
人民币4000万元

赠款

旨在改变农业耕作行为和方式
的经济激励措施

绿色投资基金
人民币2000万元

股权

通过一般/基于打分的补贴进行管理

意识提升、能力建设

绿色业务投资

通过金融中介机构
进行管理

符合绿色标准和目标的资格

安徽黄山新安江流域生态保护
和绿色发展项目 - 绿色金融机制



• 建立“长江经济带”自然资本实验室
• 将建立一个开放平台，与私营部门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合作，共

同促进长江沿岸生态保护方面的金融和技术创新

• 创造有利的政策和监管环境，以加速自然资本投资

• 实现突破性创新，例如在农业价值链中的高端技术应用，以扩
大规模

• 应用建模和评估工具（例如斯坦福大学的INVEST计划），以说
明和量化气候风险及生态系统服务评估

促进生态系统服务保护的金融创新



• “长江经济带”项目是一种独特的景观级流域方法，
旨在应对复杂的跨省挑战

• 亚行的支持范围广泛，重点是生态系统保护和绿
色发展，旨在减少自然资源污染和退化

• 在亚行的项目组合（正在进行和已计划）中，将
测试创新融资模式的可行性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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