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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绿色发展被视为必由之路。绿色金融创新服务于乡村振兴的动力机制与

绿色发展主题相契合。推行绿色金融创新有助于推动产业繁荣、培育文明乡风、达成有效治理及构建

宜居生态,从而达成生活富裕的终极目标。当前,绿色金融服务乡村振兴面临的主要制约因素包括绿色金

融抵押品的严重匮乏,以及绿色金融制度、机构与市场创新的滞后,导致绿色金融供给短缺而需求旺盛。

此现实背景决定了绿色金融创新的内容与路径选择：需创新绿色金融担保授信机制,以缓解融资抵押品

不足的问题；同时,引入绿色金融制度、机构与市场创新,并创新绿色金融供给,以解决乡村振兴进程中

的金融供求错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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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een development constitutes the sole viable approach to implement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mechanism driving green financial innovation to support rural revitalization aligns with the 

overarching theme of green development. Specifically, green financial innovation can potently foster industrial 

prosperity, nurture civilized local customs, achieve effective governance, establish a livable ecology, and 

ultimately culminate in a affluent lifestyle. Currently, the constraints impeding green financial service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encompass a severe scarcity of green financial collateral, the retardation of green finance systems, 

institutions, and market innovations, alongside inadequate green finance supply amidst high demand. This reality 

dictates the content and pathway for green finance innovation: innovating the green finance guarantee and 

credit mechanism to address collateral shortages, introducing green finance system, institutional, and market 

innovations, and innovating green finance supply to alleviate the mismatch between financial supply and 

demand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eff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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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推动乡村振兴战略成为城乡一体化发

展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

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突出绿色金融的核心作用。绿色金融

作为一种创新金融模式,依托市场机制,促进资源环境与经济的

协调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新思路和实践路径。它不仅是乡村

产业繁荣、生态和谐和生活富裕的重要基础,更是农村生态文明

建设的关键因素。 

本研究旨在探讨绿色金融创新推动乡村振兴的动力机制、面

临的挑战及应对策略,为政策制定和实践操作提供理论支持。目

前,关于绿色金融与乡村振兴关系的研究相对片面且静态,缺乏

系统性和动态分析。本研究通过深入剖析绿色金融创新在乡村振

兴中的作用机制,丰富和完善相关理论框架。在实践层面,乡村振

兴面临巨大的资金需求,绿色金融创新可为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

稳定资金,破解绿色项目融资难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研究采用文献综述、机制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总结绿色金融创新的理论基础和实

践经验,并通过实际案例分析其在乡村振兴中的应用效果。研究

创新之处在于突破传统静态分析框架,从动态和全面的视角探

讨绿色金融创新促进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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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绿色金融创新助力乡村振兴的动力机制 

1.1绿色金融创新能够有效促进乡村产业兴旺 

通过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绿色金融为乡村企业拓展了多

元化的融资渠道并提供了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诸如绿色信贷

与绿色债券,能为乡村绿色产业项目供给长期稳定资金,削减融

资成本,促进乡村产业的转型升级。此外,绿色金融市场的跨

期风险分散机制,有助于缓解企业在研发与创新环节中的风

险承担,激发乡村企业的创新潜能,进而驱动乡村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 

1.2绿色金融创新对乡村的乡风文明和有效治理具有重要

推动作用 

绿色金融创新不仅是经济层面的一种实践,更是社会规范

层面的重要引领力量。通过绿色金融教育及知识普及,可有效提

升乡村居民的金融知识与环境保护意识,进而优化乡村金融生

态,减少诸如金融欺诈等不良现象。同时,绿色金融法规作为具

有强制力的社会规范,能够促进乡村居民诚信观念的形成,保障

乡村金融秩序稳定,构建和谐的金融生态体系。此社会规范效应

在潜移默化中推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为乡村振兴战略奠定了

坚实的社会基础。 

1.3绿色金融创新是造就宜居生态的关键力量 

绿色金融凭借差异化补贴与激励机制,引导资源流向低污

染、低能耗产业,促进乡村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例如,绿色保险

经由科学补贴机制设计,激励乡村生态农业与循环经济发展,减

轻环境负担。此外,绿色金融制度创新能激发金融机构对乡村生

态建设投资力度,运用财政贴息、税收优惠等政策杠杆,吸纳更

多金融资本注入乡村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领域,进而改良乡村

生态环境,增进乡村居民生活质量。 

1.4绿色金融创新对实现乡村生活富裕具有显著的个体行

为效应 

绿色金融服务普及可提升乡村居民投资理财能力,优化家

庭资产配置结构,进而促进财产性收入增长。同时,其支持的教

育与培训项目能增强乡村居民人力资本,提升就业与创业机遇,

带动家庭人均收入与生活水平提高。此外,绿色金融创新通过提

供普惠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弱势群体获取金融支持,降低贫困率,

推动共同富裕目标实现。 

2 绿色金融创新助力乡村振兴的困境分析 

绿色金融创新在助力乡村振兴中面临诸多困境。首先,乡村

抵押品匮乏是关键瓶颈。农用器械、房屋和土地等资产因产权

不清晰、流动性差或执行成本高,难以成为有效抵押物。这不仅

增加了金融机构的风险预期,还大幅提升了乡村融资难度。同时,

乡村信息不对称严重,缺乏完善的信用记录和抵押品估值机制,

进一步加剧了融资难题。 

绿色金融制度、机构与市场创新滞后,制约了其在乡村振兴

中的作用。制度方面,当前绿色金融制度缺乏差异性和多样性,

难以满足乡村振兴多样化的金融需求,信贷财政政策与金融监

管制度协同不足,限制了绿色金融项目的融资渠道和金融机构

的参与积极性。机构创新方面,专业支农金融机构减少,担保、证

券及保险类机构在乡村几乎空白,金融服务覆盖面和专业性亟

待提升。市场创新方面,碳金融市场和绿色保险市场发展不完善,

交易品种单一,市场规模有限,难以满足乡村振兴对绿色金融产

品的多样化需求。 

金融资本的逐利性导致乡村资金流向城市高收益项目,形

成“虹吸效应”,乡村绿色项目融资不足。尽管涉农贷款总额增

长,但绿色信贷资源集中在大型项目,对乡村污染治理、垃圾清

理等项目支持不足。乡村绿色金融需求旺盛,但供给严重不足,

年均需求约1万亿元,实际供给远低于此,供需缺口巨大。乡村绿

色项目还存在融资主体诚信记录缺失、收益不稳定、投资周期

长等问题,导致市场配置资源机制失灵,进一步加剧了供给不足

的困境。 

3 绿色金融创新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探索 

3.1创新担保授信机制：破解抵押品不足的困境 

解决乡村抵押品稀缺问题是绿色金融创新助力乡村振兴的

首要任务,而创新担保授信机制是关键。引入乡村工作服务组

织、农业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等第三方担保机构,可有效弥补

抵押品不足。这些机构凭借对乡村企业和居民的深入了解,能提

供精准的信用评估和贷前审核,降低金融机构风险。例如,中部

地区的乡村工作服务组织可为家庭农场担保,东部的农业龙头

企业可为农户绿色项目担保,西部的专业合作社可为入社村民

的绿色产业担保。这种基于信任与合作的担保模式,不仅能缓解

融资难题,还能激发乡村经济内生动力。 

担保信贷机制创新通过外包贷款服务和审核,提升金融机

构服务效率。担保机构在贷后管理中强化企业业绩考核,提高信

誉标准,降低违约风险,并将环境绩效纳入信贷准入条件,促进

生态宜居建设。这些举措优化了金融服务流程,增强了绿色金融

对乡村振兴的支持精准度和有效性,助力实现产业繁荣、生态宜

居和共同富裕目标。 

3.2制度、机构与市场协同创新：构建多元金融服务体系 

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绿色金融的制度、机构和市场创

新。在制度层面,应强化党的领导,通过差异化监管和政策扶持,

激励金融机构加大对乡村绿色项目的资金投入。金融监管机构

需建立专项贷款统计监测框架和考核评价体系,为差异化信贷

政策提供依据。央行可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引导资本流向乡

村绿色项目,财政和税务部门则需通过补贴和税收优惠激发金

融机构的积极性。 

在机构创新方面,要构建多层次绿色金融机构体系,明确各

类金融机构职能定位。例如,农信社与农商行坚持支农支小,村

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作为绿色金融辅助,城市商业银行和股

份制商业银行提供特色金融服务。邮储银行可面向乡村中小企

业提供普惠服务,农业银行服务领军企业,农发行和国开行支持

重大绿色项目。 

在市场创新方面,需加速碳金融市场开发,完善法律法规,

丰富产品类别,提升资金投入水平。同时,绿色保险市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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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广阔空间。金融机构应加强绿色保险产品创

新,推动其规范化、市场化和规模化发展。通过制度、机构和市

场的协同创新,为乡村振兴提供全面的金融支持,推动乡村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 

3.3优化金融供给结构：提升绿色金融服务精准性 

优化绿色金融供给结构乃解决乡村振兴进程中资金供求错

配问题的核心所在。需通过创新绿色信贷产品及服务模式,缩减

绿色金融资产的风险权重。诸如,构建绿色项目数据库与绿色信

贷数据库,融合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科技手段,促进乡村普惠

金融与绿色金融的深度交融。金融机构应与监管部门紧密协作,

构筑差异化监管框架,适度提升对绿色信贷风险的容忍度,放宽

业务风险评估准则,以期引导资本更多流向乡村绿色项目。 

应通过创新金融工具与服务模式,增强绿色金融供给的精

确度和实效性。例如,借助用能权、排污权及碳排放权等贷款抵

押试点项目,拓宽乡村绿色项目的资金融通途径。同时,金融机

构需优化绿色贷款审批流程,拓宽抵押担保品范畴,融入大数据

与区块链等前沿技术,研发诸如涉农电子供应链金融、网上银行

等新型绿色金融服务模式。此外,自乡村供给侧视角出发,为欠

发达地区企业重组、并购及资本市场融资构建快速通道,扶持达

标涉农企业挂牌上市,以扩充绿色金融供给。 

应通过优化绿色金融供给结构,纠正乡村振兴进程中资金

供求的错配现象。例如,(1)创新绿色债券产品,并科学化其发行

人构成,以实现与国际绿色债券分类标准的接轨。(2)同时,应设

立专业的巨灾保险公司或机构,创新再保险机制,完善巨灾风险

基金模式,以增强绿色金融市场的风险抵御能力。通过这些举措,

能有效缩减绿色项目的融资成本,提升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精

确性和实效性,为乡村振兴供给持续的资金保障。 

4 结语 

在乡村振兴的大环境下,绿色金融创新将迎来其发展机遇。

然而,绿色金融创新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并非短期内可实现,

仍面临诸多挑战。唯有在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与社会参与框

架下,充分施展金融各项功能,凭借产业龙头效应、社会规范

效应、差异化补贴与激励效应及个体行为效应,方能增强乡村

内生动力,达成产业繁荣、乡风文明、治理高效、生态宜居及

生活富足之目标：需积极构建第三方担保机构授信体系,推进

绿色金融制度、机构与市场创新,并创新绿色金融供给以满足

旺盛需求,最终实现乡村振兴。乡村振兴亦成为绿色金融创新的

重要平台。 

既有的研究成果均聚焦于宏观层面,探讨金融对乡村振兴

的支持路径,本文亦仅分析了绿色金融创新服务于乡村振兴大

战略的方式。然而,当前我国绿色金融标准呈现碎片化且不统一,

这一现象抑制了金融主体开展绿色金融创新的积极性。例如,

在绿色金融工具设计过程中,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发布的《绿色

债券发行指引》与《中国人民银行绿色金融债券公告》中关于

绿色债券的界定及标准存在差异,阻碍了绿色债券的创新进程。

尤为关键的是,集中连片特困区作为乡村振兴的难点,其社会经

济滞后、生态环境恶劣及特殊地理空间布局,客观上要求绿色金

融创新与乡村振兴协同实施,而长效动力机制的构建成为一个

亟待探索的新课题。此外,关于绿色金融制度创新的具体条款、

绿色金融机构创新的具体步骤等微观层面问题,均有待后续深

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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