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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徐卫星

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和联合信
用评级有限公司两家机构近日联合发
布《2019 年度绿色债券运行报告》（以
下简称《报告》）。

《报告》显示，2019 年，随着绿色
债券市场制度体系进一步完善、绿色
债券财政激励政策不断落地，国内企
业环境意识和绿色投资理念不断提
升，加之绿色债券具有审核时间快等
优点，以及近年来国内通过政策利率
引导整体市场利率下行，有效降低了
发行债券的成本，我国绿色债券发行
量大幅增长。

据统计，2019 年，我国绿色债券
共计发行 192 期，发行规模为 2803.44
亿 元 ，发 行 期 数 和 发 行 规 模 较 上 年

（129 期 、2208.53 亿 元 ）分 别 增 长
48.84%和 26.94%。中国与美国、法国
一起，继续在全球绿色债券市场发行
规模上占据前三的位置。

清洁能源领域投资规模
重回第一位

2019 年，根据央行发布的《绿色
债 券 支 持 项 目 目 录（2015 年 版）》划
分，已明确和可估算具体投向的绿色
债券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污染防治、清
洁交通和清洁能源领域。

据《报告》统计，投向清洁能源领
域 的 资 金 占 募 集 资 金 总 规 模 的
26.04%，较上年（17.42%）大幅提升，超
越污染防治领域、清洁交通领域，重回
第一位；投向清洁交通领域的资金占
募 集 资 金 总 规 模 的 26.01% ，较 上 年

（18.50%）大幅上升；投向污染防治领
域 的 资 金 占 募 集 资 金 总 规 模 的
12.73%，较上年（21.80%）明显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2019 年，未能明
确估算具体资金用途的绿色债券主要
为部分信息披露不完全的绿色金融债
以及非公开发行的私募债和资产支持
证券，占募集资金总规模的 12.51%，
占比较上年（8.75%）明显上升。分析
原因，主要受绿色私募债发行量大幅
增长影响，绿色债券募集资金信息披
露透明度有所下降。

发行主体建筑工程行业最多
根据统计，2019 年，我国绿色债

券发行主体合计 121 家，其中 90 家为
2019 年新增发行人，发行主体共涉及

商业银行、建筑与工程、电力等在内的
25 个行业，新增燃气、海运、制药、食
品、半导体产品与半导体设备 5 个行
业，发行主体行业分布更为广泛。

其中，建筑与工程行业企业所发
绿色债券期数（35 期）超越商业银行
位居第一，发行人家数和发行规模分
别为 27 家和 311.14 亿元，同比分别增
长 125.00%和 201.49%，增 幅 显 著 ；商
业银行所发绿色债券期数 27 期，规模
达 773.50 亿元，规模仍位居首位，但发
行 期 数 与 规 模 均 较 上 年 下 降 28%以
上，电力行业企业和交通基础设施行
业企业所发绿色债券期数（19 期、15
期）和发行规模（460.4 亿元、231.43 亿
元）均较上年增长 100%以上，分别居
于第三、四位。

国有企业仍是主要发行人
2019 年，我国绿色债券发行主体

仍主要集中于国有企业（105 家），所
发绿色债券期数（144 期）较上年增长
54.84%，发行规模（1949.37 亿元）较上
年增长 66.20%；国有企业所发绿色债
券期数在绿色债券发行总期数占比为
88.34%，占比同比增加了近 5 个百分
点，发行规模占比为 79.90%，占比同
比增加了约 23个百分点。

相比而言，民营企业所发绿色债
券 期 数（11 期 ）虽 然 较 上 年 增 长
83.33%，发行期数超越公众企业位居
第 二 ，但 发 行 规 模（50 亿 元）仍 然 较

低。而公众企业发行 8 期绿色债券，
发行规模为 440.5 亿元，发行期数与规
模分别较上年下降 20.00%和 47.87%，
发行规模排名仍位居第二。

2020年发行量有望
保持稳定增长趋势

2019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明确提出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同时，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的影响，春节过后央行通过公开市场
操作和下调 MLF 利率以及 1 年期和 5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报告》认为，上述一系列货币政
策措施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降
低社会融资成本，预计 2020 年市场流
动性合理宽松，宽信用格局有望延续，
市场利率水平有望小幅下降，有利于
绿色债券发行继续增加。2020 年，我
国绿色债券发行量有望保持稳定增长
趋势。

近年来，绿色经济和低碳转型已
成为发展主流，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绿
色债券相关机制的完善以及鼓励绿色
债券发展政策的不断发布和落地，我
国绿色融资需求得到进一步提升。

不过，我国绿色债券在债券市场
的占有率较低仍是客观事实。2019
年，绿色债券发行期数和发行规模占
债券市场总发行期数和发行规模的比
例 均 不 足 1% ，因 此 ，还 有 较 大 提 升
空间。

2019 年年中，碧水源开始与特大型央
企“联姻”。

去年 6 月 4 日，碧水源发布公告显示，
碧水源与中交集团全资子公司中国城乡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城乡）签署
的股份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通过中国交
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集团）
批准，协议已生效，此举意味着中国城乡正
式成为碧水源第二大股东。

记者在采访碧水源时，公司表示，一方
面，中交集团、中国城乡看好碧水源未来的
发展，成为碧水源的控股股东有利于发挥
混合所有制优势，借助中国城乡的资源和
实力优势，推动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增强上
市公司核心竞争力，实现国有资本放大效
应。另一方面，碧水源以创新为灵魂，通过
创新膜技术，为国家解决水环境问题，实现
企业自身价值，这和中交集团、中国城乡服
务国家战略的导向不谋而合。同时，碧水
源拥有创新膜技术，与中交集团、中国城乡
丰富的国内外资源优势和国际项目开发、
执行经验，形成了良好的互补和协同效应。

碧水源迈上了更大的舞台。
今年 3 月，中交集团拟定增入股成为

公司第一大股东。本次定增权益变动后，中
国城乡持有公司股份 22.0%，中国城乡及其
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的比例为22.4%。

碧水源表示，在资金层面，中交集团控
股后将有助于公司优化资本结构，降低财
务风险，提高公司抵御风险的能力，未来随
着中交集团作为控股股东，公司将被纳入
中交集团的信用体系，将强有力促进公司
改善融资环境、扩宽融资渠道、增强融资能

力，促进碧水源未来持续健康发展。在业
务拓展领域，中交集团为我国特大型央企，
是全球领先的特大型基础设施综合服务
商，确定了水污染治理等环保领域为未来
重要发展方向。“本次合作的深化，将有利
于进一步调整业务结构，以轻资产运营模
式为主，集中精力做好技术创新，为国家环
境治理提供坚实技术支撑。”

此外，记者了解到，中交集团控股后，
还有利于双方进一步加强战略协作，联手
参与国家重大环境治理项目；有利于双方
进一步强化市场协同效应，为做好国内环境
治理、污水资源化和“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生
态环保领域发展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持；有利
于优化资本结构，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

有证券机构分析认为，双方深度合作
后，将帮助碧水源融资转好，嫁接资源；碧
水源国企背景+民企经营，也将实现优势
协同。定增后碧水源的授信体系会和中交
接轨，融资成本及财务费用有望降低，且存
量项目望加速拓展，提升公司的竞争优势。

资料显示，中交集团2017年起战略拓展
环保板块，在河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城市
黑臭河道整治、污染土处理处置方面皆有涉
足。碧水源有望借助中交的资源获取更多环
保项目，协同效应强（目前双方已合作哈尔滨
项目、菏泽项目），成长空间充分打开。

来自碧水源的消息还表示，在中交集
团中国城乡的强大平台体系下，碧水源的
自主创新膜科技优势将得以最大化发挥。
未来公司将回归到膜法水处理业务本源，
集中精力做好技术创新，采用以核心设备
销售为主的轻资产运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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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崔煜晨

“感觉如同茫茫大海中的一叶孤舟，周围被航空母舰包围。”大约一年前，碧水源
董事长文剑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民营环保企业面临的艰难处境。彼时，受金融
环境影响，文剑平决定寻求更强大的力量。

一年后，即将尘埃落定，中交集团将成为碧水源第一大股东。3月 11日，碧水源发布
公告，中交集团拟定增入股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其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4.8亿股，占本
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15.2%，发行价格7.72元/股，募集资金37.2亿元。

环保行业龙头民企从引入国资到国资控股，其中有何考量？曾经的“创业板第一
白马股”未来将如何发展？

别小看现在占比不足1%
我国绿色债券发行量大幅增长，提升空间较大

本报讯 为进一步发挥基础设 施
对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支撑和带
动作用，近期，江苏省盐城市共布局
环 境 基 础 设 施 重 点 项 目 141 个 ，其
中 ，实 施 类 103 个 、储 备 类 30 个 、谋
划 类 8 个 ，年 度 计 划 投 资 193.33
亿元。

据介绍，今年盐城市实施的环境
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更加注重推进生态
环境综合治理，通过市、县联动，着力
推进串场河、通榆河、蟒蛇河沿线整治
和综合环境提升，对河道、堤岸进行清
理整治，开展生态绿化建设，建设生态
景观廊道，提升河道两岸道路，改善沿

线环境等。
盐城市生态环境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为了全面掌握生态环境质量情况，
今年，盐城市还将在重点乡镇（街道）
各建设一座小型空气自动监测站，年
内建成投入使用。另外，盐城静脉产
业园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大件垃圾
拆解项目，城南污水处理厂尾水管网
改扩建项目，大丰盐类危废收储及资
源化利用处置工程，滨海光大危废处
置项目等年内也都将建成投入使用，
不断提升盐城市垃圾分类终端处置
能力。

张华林

本报记者徐卫星北京报道 记者
近日从工信部网站获悉，工信部现组
织开展第五批绿色制造名单推荐，并
将开展对已发布名单企业复核工作。

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司长高
云虎此前表示，2019 年，工信部开发

绿色设计产品 371 项，建设绿色工厂
602 家、绿色园区 39 家，打造绿色供应
链企业 50 家，前四批累计共打造绿色
示范标杆 3186 项，绿色关键工艺技术
取得突破，绿色制造体系逐步构建。

根据第五批绿色制造名单推荐要

求，需于 2020 年 6 月 1 日前将申请材
料报送至工信部，各地区要严格把控
推荐质量，不得推荐近 3 年来发生较
大及以上重大生产安全和质量事故、
Ⅲ级（较大）及以上突发环境污染事
件、在国务院及有关部委相关督查工
作中发现存在严重问题、被列入工业
节能监察整改名单且未完成整改、被
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企业。此外，按
照“每三年一复核”的原则，还将组织
对 2017 年工信部发布的第一批、第二
批绿色制造名单内有关单位的绿色发
展现状开展现场复核。

工信部启动第五批绿色制造名单推荐
对前两批名单企业将开展现场复核

盐城布局141个环境设施重点项目
年度计划投资 193.33亿元

一年间，与中交联姻之路
一方有平台一方有技术，双方形成协同效应，提升公司竞争优势

10年前，曾是第一高价股
碧水源不到 20年的发展历程，无限风光也遭遇艰难时刻

碧水源本次易主距离2001年文剑平回国创立这家企业已
近 20年。这家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高新技术企业，坚
持以自主研发世界领先的膜技术解决中国“水脏、水少、饮水不
安全”三大问题，以及为城市生态环境建设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9 年后，2010 年，碧水源在深交所创业板挂牌上市，曾
是沪深两市的“第一高价股”，上市首日股价就从发行价 69
元冲高至 156元。

2013 年 1 月，碧水源入选“2012 福布斯中国最具潜力上
市公司”。这一“明星”上市公司经历了十几年的发展，曾在
环保行业大潮中独占鳌头，但也在 2018 年遭遇了行业企业
普遍面临的冲击。

2018 年以来，不少环保企业在政府去杠杆、融资环境
发生变化的大形势下，出现现金流紧缩、资金链危机等情
况。加之 PPP 政策转向，给行业内开展 PPP 项目的企业带
来更大冲击。碧水源也曾陷入困境。

十几年来，专注于技术领域，文剑平感叹自己对资本市
场理解不够深刻。他原本想将一定股权质押后，贷款用于

企业发展。岂料资本市场遇冷，股市跌幅超出预期，原本相
对安全的质押比例大幅提高，利息也大幅上升。

问题随之而来。雪上加霜的是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让这一老牌龙头民企不得不寻求改变。

去年1月11日，碧水源发布的公告称，文剑平及刘振国等
4位其他股东与川投集团签署《股份转让暨战略合作意向性协
议》，5位股东拟将持有的10.7%股份转让给川投集团。转让完
成后，川投集团持股10.7%，将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2019年 3月，文剑平在采访中透露，引入国资是为了降低
贷款成本，相对于民营企业，国企在融资贷款时具有很大优
势。当时碧水源曾发布公告称，“利用国企优势、资金优势以及
融资能力强、信用评级高等优势助力扩大公司融资渠道、降低
融资成本及资产负债率，全面支持公司业务发展，提升综合竞
争力。”一时间，这一做法也成为国内不少民营企业的选择。

杭州临平净水厂是地下式污水处理厂，采用碧水源膜生物反应器（MBR）工艺。污水
处理全程集成在地下进行，地上建筑风格宛若江南园林。 资料图片

注：按照 2019 年绿色债券发行期数由高到低排序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 COS系统

2018年发行规模（右轴）
2018年发行期数（左轴）

2019年发行规模（右轴）
2019年发行期数（左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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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加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