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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金融体系建设赋能四川民族地区经济结构优化探索
李慧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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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四川民族地区具有丰富的民族文化、独特的自然风光和重要的战略地位。为深入研究绿色金融体系的构建

对四川民族地区经济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本文首先调查了绿色金融体系在赋能该地区经济结构优化的现状与问

题，分析当前四川民族地区经济结构现状及面临的问题，并探索了绿色金融体系助力经济结构优化路径，提出了

相应的对策建议，旨在为推动四川民族地区实现生态与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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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thnic minority areas in Sichuan are imbued with rich and diverse ethnic cultures, boast unique natural scenery,
and hold significant strategic positions. To conduct an in - 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impetu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a green
financial system provides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economic structure in the ethnic minority areas of Sichuan, this paper
initially examin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issues regarding how the green financial system empowers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economic structure in these areas. Subsequently, it analyzes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economic structure in the ethnic minority
areas of Sichuan and the challenges it confronts. Moreover, it explores the pathways through which the green financial system
can assist in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economic structure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he
objective is to offer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cology and economy in the ethnic minority areas of Sic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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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四川民族地区，是指四川省内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域，

包括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凉山彝族

自治州等。这些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独特的生态

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水源涵养区。然而，该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省内其它地区有着较大差距，存在

产业结构不合理、高能耗与高污染产业占比相对较高、

经济增长对资源依赖程度较大等问题。在生态文明建设

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四川民族地区迫切需要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而绿色金融作为引导资金流向绿色产业的重要手段，能

够为该地区生态保护和经济转型提供资金支持与金融

服务，对优化经济结构，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1 绿色金融体系建设赋能四川民族地区经济结

构现状

1.1 四川民族地区绿色金融发展现状

近年来，四川民族地区绿色金融领域取得了一定进

展。诸多金融机构逐渐加大对绿色项目的支持力度，绿

色信贷规模稳步增长。例如，部分银行针对民族地区清

洁能源开发项目提供专项贷款，助力水电、风电等清洁

能源产业发展。同时，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等金融产品

也开始在民族地区出现，绿色金融产品呈现多元化趋势。

一些企业通过发行绿色债券筹集资金用于环保项目建

设，绿色保险则为企业环境风险提供保障。此外，政府

也积极出台相关政策鼓励绿色金融发展，设立绿色产业

发展基金，引导社会资本投入绿色领域。

1.2 四川民族地区经济结构现状

近年来，四川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整体取得了一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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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以凉山为例，2022 年，凉山经济总量首次突破两千

亿，2023 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261.1 亿元，同比增长

7.5%。2024 年上半年，全州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地

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6.2%，增速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

四川民族地区凭借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发展特

色农牧业具有一定优势。比如甘孜州和阿坝州的草原资

源丰富，牦牛、藏羊等畜牧业发展良好；凉山州则在特

色水果（如会理石榴、盐源苹果）、蔬菜种植等方面颇

具规模。同时，该地区矿产资源、水能资源丰富，水电、

矿产开发等资源开发型产业成为当地第二产业的重要

支柱。此外，四川民族地区拥有壮丽的自然风光（如九

寨沟、稻城亚丁）和独特的民族文化（如彝族火把节、

藏族文化），近年来，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持续增长，

带动了餐饮、住宿、交通等相关服务业的发展。

四川民族地区多处于高原、山地和峡谷地带，独特

的地理位置和自然地貌虽然为当地经济发展带来了一

定的机遇，但也导致当地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善，自然

灾害频发，不仅阻碍了当地经济发展，也影响了对外来

人才和资金、技术的吸引力，让四川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和结构优化更为困难。首先，在产业结构上，第一产业

仍以传统农牧业为主，农业现代化水平较低，机械化程

度不高，农业科技应用不足，导致农业生产效率相对较

低。第二产业中，资源开发型产业突出，面临着资源依

赖度高、环境污染等问题；而工业主要集中在资源开采

和初级加工阶段，缺乏深度加工和高附加值产品，产业

链延伸不足，对地方经济的带动作用有限。整体服务业

仍以传统服务业为主，现代服务业如金融、信息服务、

科技服务等发展相对滞后，难以满足地区经济发展的多

元化需求。其次，在空间结构上，存在着区域发展不平

衡等问题。靠近中心城市和交通干线的地区经济发展相

对较快，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较为完善；而偏远山区和

高海拔地区经济发展缓慢，基础设施薄弱，与发达地区

的差距逐渐拉大。最后，在所有制结构上，国有企业凭

借资金、技术和政策优势，在资源开发和产业发展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民营经济规模相对较小，发展环境有待

改善。

1.3 绿色金融体系建设赋能四川民族地区经济结

构现状

第一，金融基础设施薄弱。四川民族地区金融机构

网点总量较少，分布相对稀疏，特别是在一些偏远山区，

金融服务覆盖不足。金融信息化建设滞后，影响绿色金

融业务开展效率，增加金融服务成本，进而增加企业融

资成本，较难实现通过金融服务促进经济发展目标。第

二，绿色金融专业人才匮乏。绿色金融涉及金融、环境

科学、可持续发展等多领域知识，需要专业的复合型人

才。四川民族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位置等因素，

对这类专业人才吸引力不足，而现有金融从业人员对绿

色金融业务了解有限，难以满足绿色金融创新发展需求，

进而无法对经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第三，绿色产业发

展不成素。虽然四川民族地区拥有丰富的绿色资源，但

绿色产业整体规模较小，产业链不够完善，使绿色金融

项目投资风险相对较高，影响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参与

积极性。第四，政策协同性不足。目前，四川民族地区

绿色金融政策在不同部门之间缺乏有效协同。财政、金

融、环保等部门各自出台政策，使政策之间存在衔接不

畅、目标不一致等问题。

2 绿色金融体系赋能四川民族地区经济结构优

化路径分析

2.1 支持传统产业绿色转型

四川民族地区经济以农牧业和矿产资源开发为主，

工业基础薄弱，服务业发展滞后。过度依赖资源开发容

易导致生态环境遭受破坏，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金融机构应制定针对传统产业绿色转型的信贷政策，加

大对技术改造和生态保护项目的信贷支持。例如，为传

统企业提供专项贷款，用于购置环保设备、改进开采工

艺，从而降低污染物排放，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同时，

鼓励传统产业企业通过发行绿色债券筹集资金，用于绿

色转型项目。政府可以对发行绿色债券企业给予一定政

策支持，如简化审批流程、提供担保增信等。同时，加

强绿色债券市场监管，确保募集资金用于绿色项目。此

外，还可开展绿色保险服务，创新绿色保险产品，为传

统产业企业提供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绿色建筑保险等服

务。通过保险机制分散企业环境风险，降低企业因环境

污染事故带来的经济损失，促进企业加强环境风险管理。

2.2 促进新兴绿色产业发展

四川民族地区面临着产业结构单一，过度依赖资源

型产业的困境。因此，可通过完善的绿色金融体系引导

新兴绿色产业的发展。第一，引导金融资源集聚。充分

运用利用绿色金融体，系引导各类金融资源向新兴绿色



社会经济导刊 Anmai/安麦 2 0 2 5 年 1 卷 2 期

66

产业集聚，包括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等。为新能源、

节能环保、生态农业等新兴绿色产业企业提供多元化融

资渠道，满足企业不同发展阶段资金需求。。第二，支

持绿色产业创新。金融机构应加大对绿色产业科技创新

的支持力度，设立科技金融专项贷款，为绿色技术研发

和成果转化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同时，鼓励金融机构与

科研机构、企业开展合作，共同建立绿色产业创新基金，

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和应用。第三，推动绿色产业与金融

融合发展。应鼓励绿色产业企业通过资产证券化、供应

链金融等方式拓宽融资渠道。同时，金融机构可以开发

与绿色产业相关金融衍生品，如绿色期货、绿色期权等，

为企业提供风险管理工具。

2.3 优化产业空间布局

要优化产业空间布局，首先应基于生态功能分区配

置金融资源。金融机构应根据四川民族地区不同区域生

态功能定位和资源禀赋，合理配置绿色金融资源。在生

态保护重点区域，加大对生态修复、生态旅游等产业的

金融支持；在资源富集且环境承载能力较强区域，支持

发展清洁能源、绿色矿业等产业。例如，在甘孜州生态

脆弱地区，金融机构重点支持草原生态修复项目和生态

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此外，还应支持区域特色产业发展，结合民族地区

各地特色，通过绿色金融支持发展特色产业。如在阿坝

州支持发展以藏茶、牦牛养殖加工为代表的特色农牧产

业，在凉山州支持发展以特色水果种植和彝族文化旅游

为特色的产业。金融机构根据特色产业发展需求，创新

金融产品和服务，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最后，需促

进产业集群发展，利用绿色金融政策引导企业向产业园

区集聚，形成产业集群。通过产业集群发展实现资源共

享、技术创新和协同发展，提高产业竞争力。例如，在

绿色能源产业园区，金融机构为园区内风电、光伏企业

提供一体化金融服务，支持园区打造完整绿色能源产业

链。

3 提高绿色金融体系赋能四川民族地区经济结

构优化的对策建议

3.1 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是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基

础。首先，应优化金融机构布局。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在

四川民族地区合理增设营业网点，特别是在金融服务空

白或薄弱区域，提高金融服务覆盖率。同时，引导金融

机构下沉服务重心，充分融入当地企业与居民之中，了

解当地市场，做好尽职调查，更好满足绿色金融需求。

其次，要推进金融信息化建设。加大对民族地区金融信

息化投入，完善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利用大数据、区块

链、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绿色金融业务处理效率和风

险管控能力。例如，建立绿色金融信息共享平台，实现

信息实时共享，为金融决策提供数据支持。最后，还需

完善信用评级体系。结合四川民族地区特点，建立适用

于绿色项目和企业的信用评级标准。引入第三方信用评

级机构，提升对绿色项目和企业的信用评估能力，提高

信用评级公信力。金融机构根据信用评级结果合理确定

信贷额度、利率和期限，降低信贷风险。

3.2 培养和引进绿色金融专业人才

壮大绿色金融人才队伍应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

加强本土人才培养。鼓励当地高校和职业院校开设绿色

金融相关专业课程，培养适应本地需求的专业人才。同

时，加强对现有金融从业人员相关专业知识培训，提升

其业务水平和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广泛引进外部人才。

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绿色金融专业人才到四

川民族地区工作。建立人才柔性流动机制，鼓励外部人

才通过兼职、项目合作等方式为民族地区绿色金融发展

提供智力支持。

3.3 推动绿色产业发展

政府应制定产业扶持政策，对绿色产业给予税收优

惠、财政补贴等支持。设立绿色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重

点支持绿色农业、清洁能源、生态旅游等产业发展。例

如，对从事绿色农产品种植和加工企业给予税收减免，

对清洁能源项目给予投资补贴。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支

持，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绿色产业龙头企业。鼓

励龙头企业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加强产业链上下游合作，

完善绿色产业链。在此基础上，规划建设绿色产业园区，

为绿色企业提供集中发展平台。同时完善园区基础设施

和配套服务，实现产业集聚发展和资源共享利用。例如，

在绿色产业园区内建设污水处理设施、集中供热中心等，

降低企业环保成本。

3.4 强化政策协同

强化政策协同，既包括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也要

求加强政策的衔接配套。成立由财政、金融、环保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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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组成的绿色金融协调小组，定期召开会议，加强政策

沟通与协调。制定统一绿色金融发展规划和目标，明确

各部门职责分工，确保政策协同一致。另外，对财政补

贴、税收优惠、信贷支持等政策进行整合优化，形成政

策合力。

4 结论

构建绿色金融体系是四川民族地区实现经济结构

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面对当前绿色金融发展

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培养和引

进专业人才、推动绿色产业发展、强化政策协同等策略，

能够逐步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在此基础上，通过支持传

统产业绿色转型、促进新兴绿色产业发展和优化产业空

间布局等路径，绿色金融体系将有效助力四川民族地区

经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为民

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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