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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发行绿色金融债券有关事宜的公告》

（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5〕第 39 号，以下简称 39 号公告）和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绿色金融债券存续期监督管理有关事

宜的通知》（银发〔2018〕29 号，以下简称 29 号文）的有关要

求，现将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简称开发银行）2022 年度绿色金

融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绿色金融业务开展情况 

1.服务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统筹有序支持碳达峰碳中和 

开发银行大力实施绿色低碳金融战略，把绿色发展纳入战略

规划，在《国家开发银行高质量发展战略》和“十四五”业务发

展规划中，把实施绿色低碳金融战略作为开发性金融服务国家发

展战略的主责主业和主攻方向。 

 开发银行先后制定《国家开发银行实施绿色低碳金融战略

支持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国家开发银行绿色低碳专项信贷

政策》等多个文件，打造信贷碳核算体系建设，创新绿色金融产

品，做好气候风险防控，并做好信息披露和自身运营碳达峰、碳

中和工作，建立健全开发性金融支持碳达峰碳中和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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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完善组织领导架构，健全绿色金融治理体系 

开发银行成立了开发性金融服务绿色低碳循环发展领导小

组，将绿色发展理念嵌入经营管理全流程，通过将绿色信贷相关

指标纳入考核评价，加强环境、社会和治理风险管控，深化绿色

金融国际合作，强化绿色金融人才队伍建设，推进绿色办公运营

等举措，构建绿色金融全方位工作体系，在全行营造服务绿色发

展的良好氛围。 

3.加大重点领域信贷支持，绿色信贷稳步增长 

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不断加大绿色贷款

投放。在服务降碳方面，把促进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发展放在更加

突出的位置，设立专项贷款和优惠定价利率，在保障能源安全的

前提下，大力支持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发展和煤炭清洁高效利

用。同时，把好信贷阀门，对不符合要求的“两高一低”项目不

予支持。在服务减污方面，助力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

县（区）域垃圾污水处理“百县千亿”专项金融服务，支持全国

主要县城、辐射农村的垃圾、污水处理设施和配套体系建设，推

动加快补齐环境基础设施短板。在服务扩绿方面，坚持山水林田

湖草沙一体化治理，积极支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国家储备林

等重点领域发展。在服务增长方面，聚焦主责主业大力支持基础

设施绿色升级和产业优化转型，持续提升绿色贷款比重。开发银

行绿色信贷余额稳步增长，一直保持绿色信贷领域主力银行地位。

近年来，开发银行绿色产业贷款增速高于全行贷款平均增速，绿

色信贷项目贷款不良率低于全行平均水平。 

（二）发行绿色金融债券愿景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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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银行坚持通过市场化发债模式，持续创新绿色金融债券

产品，引导社会资金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大力支持实现“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和绿色低碳等重点领域，积极服务绿色发展。 

开发银行立足定位，聚焦主责主业，绿色金融债券募集资金

将优先用于以下符合条件的绿色项目：一是支持新型基础设施建

设，新型城镇化建设，交通、水利等“两新一重”工程建设；二

是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助力先进制造业、

科技创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三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服务

京津冀协同、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四是配合构建低碳经济体系，减缓和适应

气候变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三）绿色金融债券发行情况 

截至2022年末，开发银行已累计发行绿色金融债券1,560亿

元，余额1,060亿元。具体情况如表1： 

表1 开发银行绿色金融债券发行情况 

序号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规模 

亿元 

期限 

年 

利率 

% 
发行日 缴款日 

1 17 国开绿债 01 1702001 50 5 3.86% 2017/02/21 2017/02/23 

2 17 国开绿债 02 1702002 50 5 4.19% 2017/04/27 2017/05/02 

3 17 国开绿债 02 1702002 50 5 4.42% 2017/06/08 2017/06/12 

4 17 国开绿债 03 1702003 50 3 4.19% 2017/09/12 2017/09/15 

5 17 国开绿债 03 1702003 50 3 4.51% 2017/11/21 2017/11/24 

6 19 国开绿债 01 1902001 100 3 3.10% 2019/11/12 2019/11/21 

7 19 国开绿债 01 1902001 100 3 2.50% 2020/07/29 2020/08/06 

8 19 国开绿债 01 1902001 50 3 3.05% 2020/12/08 2020/12/22 

9 21 国开绿债 01 2102001 200 3 3.07% 2021/03/18 2021/03/24 

10 21 国开绿债 01 2102001 70 3 2.58% 2021/07/16 2021/07/26 

11 21 国开绿债 02 2102002 30 3 2.55% 2021/07/16 2021/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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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规模 

亿元 

期限 

年 

利率 

% 
发行日 缴款日 

12 21 国开绿债 03 2102003 100 3 2.28% 2021/07/28 2021/07/29 

13 21 国开绿债 04 2102004 150 3 2.19% 2021/12/10 2021/12/14 

14 22 国开绿债 01 2202001 150 5 2.45% 2022/01/19 2022/01/21 

15 22 国开绿债 02 2202002 120 3 2.50% 2022/03/30 2022/04/01 

16 22 国开绿债 02 2202002 120 3 2.15% 2022/07/27 2022/08/01 

17 22 国开绿债 03 2202003 120 3 2.11% 2022/10/13 2022/10/17 

注：利率为发行时中标利率或参考收益率，序号1-8债券已到期。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绿色金融债券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开发银行

制定了《国家开发银行人民币绿色金融债券管理暂行办法》，对

绿色项目标准、绿色项目决策程序进行了统一规范，切实加强对

绿色金融债券募集资金的管理。 

（一）完善绿色信贷管理。开发银行将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

纳入全流程信贷管理，完善绿色信贷项目授信尽职调查、项目合

规审查、授信审批、合同签订、资金拨付、贷后管理的要求。 

（二）严格筛选绿色项目。开发银行建立专业的绿色项目库

和项目筛选决策程序，以实际资金使用用途进行甄别，汇总优质

绿色产业项目形成绿色项目库，确保绿色项目严格符合《绿色债

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年版）》要求。 

（三）全程夯实资金监督。开发银行建立专项台账，搭建募

集资金监督管理机制，切实加强对绿色金融债券募集资金的管理，

确保专款专用。 

（四）按时做好信息披露。开发银行建立完备的信息披露机

制，真实、准确、充分、及时地披露绿色金融债券有关信息，确

保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等信息公开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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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持续开展认证评估。开发银行聘请独立的评估认证机

构（见表2）开展发行前认证工作，并在存续期对绿色债券支持

的绿色产业项目进展及其环境效益影响等实施持续跟踪评估。 

表2 开发银行绿色金融债券评估认证机构情况 

序号 债券名称 发行日 评估认证机构 

1 17 国开绿债 01 2017/02/21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2 17 国开绿债 02 2017/04/27 

3 17 国开绿债 02 2017/06/08 

4 17 国开绿债 03 2017/09/12 

5 17 国开绿债 03 2017/11/21 

6 19 国开绿债 01 2019/11/12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7 19 国开绿债 01 2020/07/29 

8 19 国开绿债 01 2020/12/08 

联合赤道环境评价股份有限公司 

9 21 国开绿债 01 2021/03/18 

10 21 国开绿债 01 2021/07/16 

11 21 国开绿债 02 2021/07/16 

12 21 国开绿债 03 2021/07/28 

13 21 国开绿债 04 2021/12/10 

14 22 国开绿债 01 2022/01/19 

15 22 国开绿债 02 2022/07/27 

16 22 国开绿债 02 2022/03/30 

17 22 国开绿债 03 2022/10/13 

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报告期内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开发银行绿色金融债券合计募集到账1,060亿元，合计投放余

额746.31亿元。投放的绿色产业项目全部符合2021年版《绿色债

券支持项目目录》要求，重点投向清洁能源产业和基础设施绿色

升级等领域。 

2022年度，开发银行严格按照人民银行相关规定，做好做实

绿色项目支持工作。报告期内因部分项目与碳减排支持工具等政

策性资金支持项目重合，进行了项目调整，调整后，新投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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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个，新投放金额648.37亿元；无到期项目；截至2022年度末，

共投放项目70个，投放余额746.31亿元。报告期内新投放金额中

新项目与存量项目再融资的比例为591.82%。 

截至2022年度末，绿色金融债券按《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

（2021年版）》具体投放情况如下（表3）： 

表3 绿色项目投向表（2021年版） 

项目类别 

（一级） 

项目类别 

（二级） 

项目类别 

（三级） 

项目类别 

（四级） 

投放金额 

（亿元） 

项目 

数量 

清洁能源

产业 
清洁能源 

可再生能源设

施建设与运营 

风力发电设施建

设和运营 
   18.05  8 

清洁能源

产业 
清洁能源 

可再生能源设

施建设与运营 

太阳能利用设施

建设和运营 
   10.35  2 

清洁能源

产业 
清洁能源 

可再生能源设

施建设与运营 

大型水力发电设

施建设和运营 
   76.90  7 

基础设施

绿色升级 
污染防治 

城镇环境基础

设施 

污水处理、再生

利用及污泥处理

处置设施建设运

营 

    1.78  2 

基础设施

绿色升级 
污染防治 

城镇环境基础

设施 

生活垃圾处理设

施建设和运营 
    0.70  1 

基础设施

绿色升级 
绿色交通 

城乡公共客运

和货运 

城乡公共交通系

统建设和运营 
  638.53  50 

总计 
   

  746.31  70 

报告期末绿色项目分布 23 个省市，具体投放情况如下（表

4）： 

表 4：2022 年报告期末绿色项目地域分布 

所属地区 投放余额（亿元） 投放数量（个） 

安徽省 1.45 1 

福建省 19.91 4 

广东省 28.4 2 

广西自治区 0.52 1 

贵州省 14.5 1 

黑龙江省 12.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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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地区 投放余额（亿元） 投放数量（个） 

湖南省 0.78 1 

吉林省 17.49 6 

江苏省 72.56 6 

江西省 14.19 4 

辽宁省 14.36 2 

内蒙古自治区 3.02 2 

宁夏回族自治区 6.01 2 

青海省 14.44 2 

山东省 21 2 

山西省 7.02 1 

陕西省 177.04 9 

上海市 0.7 1 

四川省 154.53 12 

天津市 73.66 2 

西藏自治区 7.89 3 

云南省 50 1 

浙江省 34.34 3 

合计 746.31 70 

（二）闲置资金情况及下一步计划 

截至2022年末，开发银行绿色金融债券余额1,060亿元，募

集资金未投放金额为313.69亿元。后续，开发银行将发挥中长期

投融资优势，继续加大支持力度，确保资金专项用于绿色产业项

目。同时，开发银行根据人民银行相关规定，将未投放募集资金

投资于非金融企业发行的绿色债券以及具有良好信用等级和市

场流动性的货币市场工具。 

开发银行将进一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在继续发挥绿色信贷

主力银行作用的同时，通过发行绿色债券，筹集和引导大众投资

进入绿色金融领域，丰富绿色项目筹资方式，降低绿色项目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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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为推动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健康发展贡献力量。 

（三）其他提示信息 

根据相关公开信息，开发银行绿色金融债券支持项目未发现

重大污染责任事故或其他环境违法事件。 

四、募集资金支持绿色项目情况与环境效益 

（一）绿色项目资金投放情况 

     表 5：投放金额在存量规模 1％及以上的项目投放情况表   （单位：亿元） 

项目名称 

项目所属人民

银行绿色债券

类别 

项目所

处地区 

实际投放

金额 
项目概述及环境效益 

西安市地铁 6

号线二期工程 

五、基础设施绿

色升级-5.5绿色

交通-5.5.1 城乡

公共客运和货

运-5.5.1.5 城乡

公共交通系统

建设和运营 

陕西省 82.52 

工程起于西北工业大学

站，线路沿劳动南路、西

关正街、西大街、东大街、

东关正街、咸宁路、纺织

城正街、长乐东路至终点

纺织城站，线路全长约

19.5 公里，设车站 17 座，

均为地下站(其中换乘站

6 座)，线路延续一期工

程采用 6B 型列车，是西

安地铁线网中东西方向

的骨干线。预计每年可实

现二氧化碳减排 4.81 万

吨，节约标煤 2.37 万吨。 

成都轨道交通

8 号线一期工

程 

五、基础设施绿

色升级-5.5绿色

交通-5.5.1 城乡

公共客运和货

运-5.5.1.5 城乡

公共交通系统

建设和运营 

四川省 70.87 

8 号线一期工程南起莲

花站，北至十里店站，将

双流航空港和龙潭工业

园两大经济区与中心城

区有效连接。预计每年可

实现二氧化碳减排 3.03

万吨，节约标煤 1.45 万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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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集团金沙

江白鹤滩水电

站项目 

三、清洁能源产

业-3.2清洁能源

-3.2.2 可再生能

源设施建设与

运营-3.2.2.4 大

型水力发电设

施建设和运营 

云南省 50.00 

水电站坝址位于四川省

凉山州宁南县和云南省

昭通市巧家县境内的金

沙江干流下游河段上，是

国务院已批复的《长江流

域综合规划（2012 址位

于四川年）》中的一级水

电站，工程开发目标以发

电为主，兼顾防洪、航运、

拦沙，并促进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预计每年可实现

二氧化碳减排3177.41万

吨，节约标煤 1882.66 万

吨。 

天津市地铁 6

号线项目 

五、基础设施绿

色升级-5.5绿色

交通-5.5.1 城乡

公共客运和货

运-5.5.1.5 城乡

公共交通系统

建设和运营 

天津市 40.64 

城市轨道交通 6 号线呈

半圆环走向，东北起自东

丽区南孙庄站，途经河北

区、红桥区、南开区、河

西区、西青区，东南止于

津南区渌水道站，与天津

轨道交通 5 号线形成“线

形型环线。预计每年可实

现二氧化碳减排 4.86 万

吨，节约标煤 2.53 万吨。 

西安市地铁

10 号线一期

工程 

五、基础设施绿

色升级-5.5绿色

交通-5.5.1 城乡

公共客运和货

运-5.5.1.5 城乡

公共交通系统

建设和运营 

陕西省 38.60 

地铁十号线一期工程自

杨家庄站至水景公园站，

线路长 34.6km，设车站

15 座，投资 176.60 亿元，

项目建设工期为 6 年。预

计每年可实现二氧化碳

减排 2.69 万吨，节约标

煤 1.33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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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地铁 8

号线工程 

五、基础设施绿

色升级-5.5绿色

交通-5.5.1 城乡

公共客运和货

运-5.5.1.5 城乡

公共交通系统

建设和运营 

陕西省 36.62 

地铁 8 号线是西安轨道

交通线网规划中的唯一

一条环线，是最重要的骨

干线路，也是最重要的换

乘线路。线路规划贯穿连

接西安市雁塔区、新城

区、灞桥区、未央区、莲

湖区等 5 个行政区以及

高新区、曲江新区、浐灞

生态园区、经开区等 4

个开发新区，建成后将与

1-7 号线以及 10、11 号

线地铁实现换乘，将前期

建设形成的放射性地铁

线路连接起来，形成西安

市轨道交通路网。预计每

年可实现二氧化碳减排

6.53 万吨，节约标煤 3.23

万吨。 

天津市地铁

10 号线一期

项目 

五、基础设施绿

色升级-5.5绿色

交通-5.5.1 城乡

公共客运和货

运-5.5.1.5 城乡

公共交通系统

建设和运营 

天津市 33.02 

地铁 10 号线南起西青

区梨园头，北至北部新

城，为城市东南半环的外

部填充线。地铁 10 号线

分期建设，一期工程线路

范围自西青区梨园头站

至河东区屿东城站，正线

全长 21.181km，项目途

径西青、河西、河东、东

丽四个行政区。全线设地

下车站 21 座，设置梨园

头车辆段 1 处，主变电站 

2 座。预计每年可实现二

氧化碳减排 3.93 万吨，

节约标煤 2.05 万吨。 

苏州市城市轨

道交通 S1 线

项目 

五、基础设施绿

色升级-5.5绿色

交通-5.5.1 城乡

公共客运和货

运-5.5.1.5 城乡

公共交通系统

建设和运营 

江苏省 29.80 

城市轨道交通 S1 线长

41.27km，均为地下线。

设站 28 座，线路起于苏

州工业园区唯亭站，终于

昆山花桥站，全线设一段

一场，建二座主所、一座

控制中心。预计每年可实

现二氧化碳减排 4.33 万

吨，节约标煤 2.16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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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轨道交

通 7 号线工程

项目 

五、基础设施绿

色升级-5.5绿色

交通-5.5.1 城乡

公共客运和货

运-5.5.1.5 城乡

公共交通系统

建设和运营 

浙江省 26.80 

作为贯穿南北的城市主

干线，7 号线工程总投资

约 338.9 亿元，全长 38.8

公里，轨道整体呈现 S

形曲线，共计站点车站 

25 座，建设工期为 5 年。

预计每年可实现二氧化

碳减排 2.49 万吨，节约

标煤 1.24 万吨。 

深圳市轨道交

通 12 号线项

目 

五、基础设施绿

色升级-5.5绿色

交通-5.5.1 城乡

公共客运和货

运-5.5.1.5 城乡

公共交通系统

建设和运营 

广东省 23.33 

地铁 12 号线是地铁四期

工程中站点最多、附属工

程最多、换乘站（含远期

规划）最多的线路。全长

40.54 公里，南起左炮台

东站，北至海上田园东

站，自南向北串联前海蛇

口自贸区、南山中心片

区、宝安中心片区、西乡

片区、机场东片区、福永

片区、大空港片区及会展

片区。预计每年可实现二

氧化碳减排 4.96 万吨，

节约标煤 2.37 万吨。 

成都轨道交通

13 号线一期

工程 

五、基础设施绿

色升级-5.5绿色

交通-5.5.1 城乡

公共客运和货

运-5.5.1.5 城乡

公共交通系统

建设和运营 

四川省 21.49 

13 号线一期工程起于青

羊区东坡路西三段七里

沟站，止于龙泉驿区成龙

大道龙华寺站，线路全长

29.07 公里。全线均为地

下线，采用双线设计，设

计时速 100 公里/小时，

共设车站 21 座，其中换

乘站 15 座。配套建设地

下车辆段 1 座，主变电所

站 2 座。预计每年可实现

二氧化碳减排3.56万吨，

节约标煤 1.70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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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轨道交

通 S1 线一期

工程 

五、基础设施绿

色升级-5.5绿色

交通-5.5.1 城乡

公共客运和货

运-5.5.1.5 城乡

公共交通系统

建设和运营 

贵州省 14.50 

轨道交通 S1 线一期工程

全长 30.32km，其中地下

线 22.64km，高架及地面

线 7.68km；共设车站 13

座 。 项 目 总 投 资 ：

1710653.6016 万元。项目

特许经营期限共 29 年，

其中建设期 4 年，运营期

25 年。预计每年可实现

二氧化碳减排1.35万吨，

节约标煤 0.64 万吨。 

苏州市轨道交

通 6 号线工程

（苏州新区火

车站-新庆路） 

五、基础设施绿

色升级-5.5绿色

交通-5.5.1 城乡

公共客运和货

运-5.5.1.5 城乡

公共交通系统

建设和运营 

江苏省 13.21 

工程线路长 36.12 公里，

全部采用地下敷设方式，

全线共设 31 座车站。设

置车辆段一座，为浒墅关

车辆段，设置停车场一

座，为桑田岛停车场。预

计每年可实现二氧化碳

减排 5.35 万吨，节约标

煤 2.66 万吨。 

大连地铁 5 号

线项目 

五、基础设施绿

色升级-5.5绿色

交通-5.5.1 城乡

公共客运和货

运-5.5.1.5 城乡

公共交通系统

建设和运营 

辽宁省 12.50 

5号线工程线路全长23.8

公里，采用地下线敷设，

设车站 18 座（其中换乘

车站 7 座），车辆段 1

座，控制中心 1 座，主变

电所 2 座。主要建设内容

包括车站、区间、车辆段、

控制中心及相应设备设

施配套工程等。预计每年

可实现二氧化碳减排

1.83 万吨，节约标煤 0.93

万吨。 

济南城市轨道

交通 4 号线一

期工程项目 

五、基础设施绿

色升级-5.5绿色

交通-5.5.1 城乡

公共客运和货

运-5.5.1.5 城乡

公共交通系统

建设和运营 

山东省 11.00 

轨道交通 4 号线一期起

于小高庄站，止于彭家庄

站。线路全长 40.3 公里，

共设置车站 33 座，估算

投资约 311.78 亿元，项

目建设工期为 6 年。车辆

采用 6 节 A 型车编组，

设计最高速度为80公里/

小时。预计每年可实现二

氧化碳减排 3.51 万吨，

节约标煤 1.83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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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轨道交通

30 号线一期

工程 

五、基础设施绿

色升级-5.5绿色

交通-5.5.1 城乡

公共客运和货

运-5.5.1.5 城乡

公共交通系统

建设和运营 

四川省 10.34 

轨道交通 30 号线一期工

程位于成都市双流区、高

新区、锦江区和龙泉驿

区，起于双流区双流机场

2 航站楼站（含），止于

龙泉驿区洪家桥站（含），

主要沿大件路、府城大

道、南三环、陵川路、洪

景南路敷设。预计每年可

实现二氧化碳减排 2.32

万吨，节约标煤 1.11 万

吨。 

苏州市轨道交

通 8 号线工程

（西津桥站-

车坊站） 

五、基础设施绿

色升级-5.5绿色

交通-5.5.1 城乡

公共客运和货

运-5.5.1.5 城乡

公共交通系统

建设和运营 

江苏省 10.13 

8 号线工程线路全长

35.5km，全部为地下线，

设 28 座地下站，其中换

乘站 12 座。设置一段一

场，分别为镬底湖车辆段

及三角咀停车场。镬底湖

车辆段位于蔺谊路南侧、

镬底湖北侧地块内，为本

线定修段；三角咀停车场

位于虎殿路、京沪高速、

西塘河围城地块内，为停

车场。预计每年可实现二

氧化碳减排 4.88 万吨，

节约标煤 2.43 万吨。 

济南轨道交通

6 号线工程项

目 

五、基础设施绿

色升级-5.5绿色

交通-5.5.1 城乡

公共客运和货

运-5.5.1.5 城乡

公共交通系统

建设和运营 

山东省 10.00 

本项目起自位里庄站，沿

医学大道、济南西站中

轴、经一路、明湖西路、

大明湖路、山大南路、国

际金融城中轴、新泺大

街、凤凰路、舜城大街走

行，终于梁王东站，全长

39.1 公里，全线均采用地

下敷设方式，共设车站

33 座，均为地下站。预

计每年可实现二氧化碳

减排 2.90 万吨，节约标

煤 1.51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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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州塔拉滩

三标段

500MW 光伏

电站项目 

三、清洁能源产

业-3.2清洁能源

-3.2.2 可再生能

源设施建设与

运营-3.2.2.2 太

阳能利用设施

建设和运营 

青海省 9.72 

建设该光伏发电项目，用

于海南州特高压外送基

地电源配置。预计每年可

实现二氧化碳减排 99.27

万吨，节约标煤 38.40 万

吨。 

苏州轨道交通

7 号线工程项

目 

五、基础设施绿

色升级-5.5绿色

交通-5.5.1 城乡

公共客运和货

运-5.5.1.5 城乡

公共交通系统

建设和运营 

江苏省 9.50 

7 号线线路全长 29.6km，

全部为地下线，设站 25

座，其中换乘站 8 座，设

车辆段和停车场各 1 座，

新建 1 座主所。预计每年

可实现二氧化碳减排

5.87 万吨，节约标煤 2.93

万吨。 

哈尔滨市轨道

交通 3 号线二

期工程 

五、基础设施绿

色升级-5.5绿色

交通-5.5.1 城乡

公共客运和货

运-5.5.1.5 城乡

公共交通系统

建设和运营 

黑龙江

省 
9.20 

地铁 3 号线二期工程为

哈尔滨市轨道交通规划

中唯一的环线工程。预计

每年可实现二氧化碳减

排 4.69 万吨，节约标煤

2.38 万吨。 

厦门市轨道交

通 2 号线二期

工程项目 

五、基础设施绿

色升级-5.5绿色

交通-5.5.1 城乡

公共客运和货

运-5.5.1.5 城乡

公共交通系统

建设和运营 

福建省 8.89 

2 号线二期工程线路自

卢坑站向西延伸至天竺

山站，长度 13.86km。工

程根据建设规划考虑按

高架布设。预计每年可实

现二氧化碳减排 3.31 万

吨，节约标煤 1.65 万吨。 

南京地铁 9 号

线一期工程 

五、基础设施绿

色升级-5.5绿色

交通-5.5.1 城乡

公共客运和货

运-5.5.1.5 城乡

公共交通系统

建设和运营 

江苏省 8.50 

9 号线一期工程北起红

山新城站，途经玄武区、

鼓楼区、建邺区，线路沿

红山南路、建宁路向西，

至下关站后转南进入河

西新城，南至江苏大剧

院·宪法广场站，整体呈

倒“法广形走向。预计每

年可实现二氧化碳减排

1.58 万吨，节约标煤 0.79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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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轨道交通

27 号线一期

工程 

五、基础设施绿

色升级-5.5绿色

交通-5.5.1 城乡

公共客运和货

运-5.5.1.5 城乡

公共交通系统

建设和运营 

四川省 8.40 

27 号线一期工程线路北

起新都区石佛站，西至青

羊区蜀鑫路站，线路全长

24.86km，设车站 23 座，

其中高架线约 7.52km，

设 站 6 座 ； 地 下 线

17.34km，设站 17 座；设

大丰车辆段 1 座，主变电

所 2 座。预计每年可实现

二氧化碳减排2.11万吨，

节约标煤 1.01 万吨。 

四川省雅砻江

两河口水电站

项目 

三、清洁能源产

业-3.2清洁能源

-3.2.2 可再生能

源设施建设与

运营-3.2.2.4 大

型水力发电设

施建设和运营 

四川省 8.00 

该水电站位于四川省甘

孜州雅江县境内的雅砻

江干流上，2022 年 3 月，

雅砻江两河口水电站 6

台机组实现全部投产发

电。电站装机容量为

3000MW（6000MW 部），

多年平均发电量 110.62

亿 kWh。预计每年可实

现二氧化碳减排 632.80

万吨，节约标煤 333.52

万吨。 

四川大渡河双

江口水电站 

三、清洁能源产

业-3.2清洁能源

-3.2.2 可再生能

源设施建设与

运营-3.2.2.4 大

型水力发电设

施建设和运营 

四川省 8.00 

该水电站为 2003 年四川

省政府办公厅批复的《四

川省大渡河干流水电规

划调整报告》推荐的 3

库 22 级开发方案中的第

5 级，电站装机容量 200

万 kw，年发电量约 83.41

亿 kwh。预计每年可实现

二氧化碳减排 477.15 万

吨，节约标煤 251.48 万

吨。 

成都轨道交通

18 号线三期

工程 

五、基础设施绿

色升级-5.5绿色

交通-5.5.1 城乡

公共客运和货

运-5.5.1.5 城乡

公共交通系统

建设和运营 

四川省 7.95 

18 号线三期是成都市城

市轨道交通第四期建设

规划（2019-2024 年）项

目之一，项目线路全长约

17 公里，全线均为地下

线，采用双线设计，最高

设计时速140公里/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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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轨道交通

8 号线二期工

程 

五、基础设施绿

色升级-5.5绿色

交通-5.5.1 城乡

公共客运和货

运-5.5.1.5 城乡

公共交通系统

建设和运营 

四川省 7.74 

轨道交通 8 号线二期工

程为一期工程的延伸线，

东北延伸至成华区、新都

区，西南延伸至双流区。

二期工程线路全长 7.81

千米，共设 7 站 8 区间。

预计每年可实现二氧化

碳减排 3.03 万吨，节约

标煤 1.45 万吨。 

环境效益根据我行聘请中节能咨询有限公司建立的《国家

开发银行统计信息系统》测算，项目预期环境效益附后。测算

由分行填报项目初始参数，系统自动测算得出项目环境效益。

第三方机构还将进一步评估、跟踪监测环境效益，如数据有所

差异，以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报告为准。 

表 6：其他项目投放情况表 

项目类别 

（一级） 

项目类别

（二级） 

项目类别 

（三级） 

项目类别 

（四级） 

投放

金额 

项目

数量 

清洁能源产业 

清洁能源 
可再生能源设

施建设与运营 

风力发电设施建

设和运营 
18.05 8 

清洁能源 
可再生能源设

施建设与运营 

太阳能利用设施

建设和运营 
0.63 1 

清洁能源 
可再生能源设

施建设与运营 

大型水力发电设

施建设和运营 
10.9 4 

基础设施绿色

升级 

污染防治 
城镇环境基础

设施 

污水处理、再生利

用及污泥处理处

置设施建设运营 

1.78 2 

污染防治 
城镇环境基础

设施 

生活垃圾处理设

施建设和运营 
0.7 1 

绿色交通 
城乡公共客运

和货运 

城乡公共交通系

统建设和运营 
92.98 26 

  
合计 

 
125.04 42 

表 7：其他项目地域分布情况表 

所属地区 投放余额（亿元） 投放数量（个） 

安徽省 1.45 1 

福建省 11.02 3 

广东省 5.0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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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地区 投放余额（亿元） 投放数量（个） 

广西省 0.52 1 

黑龙江省 3.3 1 

湖南省 0.78 1 

吉林省 17.49 6 

江苏省 1.42 1 

江西省 14.19 4 

辽宁省 1.86 1 

内蒙古自治区 3.02 2 

宁夏回族自治区 6.01 2 

青海省 4.72 1 

山西省 7.02 1 

陕西省 19.3 6 

上海市 0.7 1 

四川省 11.74 4 

西藏自治区 7.89 3 

浙江省 7.54 2 

合计 125.04 42 

（二）各类项目整体环境效益 

根据债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金额占项目总投资比例进行折

算，部分可量化预期环境效益包括但不限于：年节约标煤量111.63

万吨，二氧化碳年减排量227.34万吨，二氧化硫年减排量350.31

吨，氮氧化物年减排量722.23吨，颗粒物年减排量79.95吨，化学

需氧量年削减量270.20吨，生物需氧量年削减量131.81吨，悬浮

物年削减量276.79吨，总氮年削减量26.36吨，总磷年削减量3.30

吨。 

（三）典型绿色项目案例分析 

1. 恒盛大荔县范家镇分散式风电项目 

该项目总装机容量为20MW，规划安装8台2.5MW风力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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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组，新建1座35kV开关站。拟投资15,363.00万元建设此项目，

预计年上网电量为44889.91MWh/a，项目永久用地规模为0.74hm
2
,

全部为农用地，不占用基本农田。 

2. 三峡新能源大连市庄河III(300MW)海上风电场项目 

该项目位于大连庄河市石城岛东侧、黑岛电厂南侧近海海域，

本工程布置安装单机容量为3.0MW的风电机组20台、单机容量为

4.0MW的风电机组25台和单机容量为5.0MW的风电机组28台，总

装机规模为300MW。年上网电量为70,510.10万kWh，工程预算

总投资51,4232.76万元。 

3. 四川省雅砻江两河口水电站项目 

该水电站位于四川省甘孜州雅江县境内的雅砻江干流上，

2022年3月，水电站6台机组实现全部投产发电。电站装机容量为

3000MW（6000MW部），多年平均发电量110.62亿kWh。 

4. 西安市地铁8号线工程 

该项目是西安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中的唯一一条环线，是最重

要的骨干线路，也是最重要的换乘线路。线路规划贯穿连接西安

市雁塔区、新城区、灞桥区、未央区、莲湖区等5个行政区以及

高新区、曲江新区、浐灞生态园区、经开区等4个开发新区，建

成后将与1-7号线以及10、11号线地铁实现换乘，将前期建设形

成的放射性地铁线路连接起来，形成西安市轨道交通路网。 

5. 浦东新区海滨资源再利用中心项目 

该项目是落实新区垃圾末端处置设施“东西联动”，实现全

市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目标的实事工程，也是提升生态环境

治理的民生工程。该项目的烟气净化系统采用垃圾焚烧发电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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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球最严格工艺路线，配套最全面的烟气净化流程，采用

“sncr脱硝+半干法和干法脱酸+活性炭吸附+袋式除尘+再加湿

法脱酸+ggh+sgh加热+scr脱硝深度净化处理”组合工艺，净化处

理后的烟气污染物排放全面优于欧盟2010排放标准、国家标准和

上海地方标准，有效保障周边环境空气质量。 

6. 隆回县污水处理系统工程 

该项目的新建内容主要包含城西污水处理厂和岩口镇、周旺

镇、三阁司镇、高平镇、罗洪镇、鸭田镇、羊古坳镇、荷香桥镇、

七江镇、司门前镇、南岳庙镇、横板桥镇、西洋江镇等13个建制

镇污水处理厂及城区、乡镇配套管网，存量内容为县高新区工业

园污水处理厂，项目采用TOT+BOT方式实施，总投资达6.48亿

元。 

五、信息披露制度与执行 

按照监管要求、国际惯例和行内绿色债券的管理要求，做好

绿色债券发行前和存续期的绿色项目认证、路演准备、资金使用

审核和相关制度报告等工作，聘请具备相应资质的独立第三方认

证机构出具认证报告并完成市场披露，保证信息披露的准时性、

完整性和全面性。对环境效益影响持续跟踪评估，利用信息披露

要求改善绿色项目评估和内部管理流程。根据监管部门要求报送

绿色信贷自我评估报告，每年对外发布《国家开发银行年度报告》

《国家开发银行可持续发展报告》等，接受社会责任监督。 

对于绿色产业项目的筛选，开发银行将依据《绿色债券支持

项目目录（2021年版）》中的分类标准，参考中国银监会《绿色

信贷指引》和《绿色信贷统计制度》、国家环保部《生态文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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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目标体系》以及各行业国标标准中的界定，建立开发银行绿色

产业项目判定流程及标准。将以实际资金使用用途进行甄别，包

括投放绿色产业项目贷款、投资于非金融企业发行的绿色债券以

及具有良好信用等级和市场流动性的货币市场工具等。 

在决策流程方面，总体原则是： 

1. 选取国家、地区重点项目，具备一定的规模效应。 

2. 选取评审、合同签订等各阶段绿色债券项目，保障用款

进度的同时，积极鼓励绿色项目的评审承诺。 

3. 项目类型、区域选择上坚持多元化原则。 

4. 尽职调查、贷后管理、危机处理、资产保全等全过程，

依据开发银行已有授信审批流程的相关规定执行。 

具体筛选标准：二级绿色评审机制 

分为项目初选及项目复核两个阶段，项目初选由各分行负

责，项目复核由总行相关部门负责。 

第一级——初审根据《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年版）》

中的绿色产业类别进行项目初选并上报； 

第二级——相关部门复审、调整、确认最终的项目清单，

主要审核确认如下信息： 

1. 确认项目建设内容符合当期绿色债券发行主题。 

2. 确认项目资产质量。 

3. 确认项目的直接和间接环境效益。 

（1） 直接环境效益指标：根据《国家开发银行统计信息

系统》测算初步结果，由第三方机构审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