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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投融资试点成效评估方案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

精神，引导气候投融资地方实践与顶层设计形成良性互动，

发挥评估工作对气候投融资试点建设的引导推动作用，推动

各项试点工作任务基础更扎实、落实更深入、成果更有效，

按照《关于开展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

〔2021〕27 号）有关要求，制定气候投融资试点成效评估方

案如下。 

一、总体思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全国生

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坚持新发展理念，紧密围绕应对气候

变化重点工作，助力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以气候投融资

试点工作任务为核心，按照体现通用性、阶段性、不同区域

特性的要求，聚焦气候投融资体制机制建设、特色创新等方

面，构建评估指标体系，结合实际开展综合性、系统性评估

工作，引导试点地方高质量落实相关工作任务。 

目标导向，突出重点。坚持气候投融资服务绿色低碳转

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导向，聚焦气候投融资试点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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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坚持减缓和适应并重，注重试点建设进程结果性评估，

科学设置评估指标。 

结合实际，可行可达。根据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方案有

关要求，充分考虑试点地方定期报送的工作进展和实际开展

工作情况，合理设置指标体系。 

整体适用，体现差异。评估指标体系兼顾整体试点地方

的通用性和不同试点地方的差异性，综合考量地方经济发展

水平和资源环境禀赋，既包含共性指标，也纳入特性指标。 

二、指标体系 

气候投融资是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气候

投融资试点成效评估体系包括区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气

候投融资发展、气候投融资体制机制、气候投融资能力建设、

气候投融资特色创新 5 类一级评价指标。按照突出重点、数

据可得的原则，分类细化提出 21 项二级指标。 

区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包括碳排放强度控制、化石能

源消耗强度控制、能源结构优化、绿色建筑发展、低碳交通

发展、气候灾害年度经济损失 6 项指标。 

气候投融资发展包括气候投融资项目库建设、公共部门

参与气候融资规模、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融资均衡度 4 项指

标。 

气候投融资体制机制包括组织领导、目标制定、政策制

定 3 项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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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投融资能力建设包括试点自评估、碳排放核算和披

露、能力建设活动 3 项指标。 

气候投融资特色创新包括协同创新、模式创新、产品和

工具创新、管理机制创新、智力支持和人才队伍建设创新 5

项指标。 

三、评估实施 

评估对象。已公布的试点地方。 

评估方法。综合采用定性和定量结合的量化评价办法，

设置 5 类一级指标、21 项二级指标，根据试点地方任务落实

情况进行评分，满分为 100 分。具体评价指标及评分方法见

附件 1 和附件 2。 

评估步骤。试点实施期间以年为单位开展试点评估。每

年年底试点地方按照评估方案开展自评估工作。次年年中，

生态环境部组织开展定期评估工作。 

评估结果。根据得分情况，评估结果分四个等级，90 分

及以上为优秀、80 分（含）—90 分为良好、60 分（含）—

80 分为合格、60 分以下为不合格。 

结果运用。评估结果重点引导试点地方落实和推动相关

工作，不作为政府政绩考核内容。 

 

附件：1.气候投融资试点成效评估指标体系 

      2.气候投融资试点成效评估计算方法及指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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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气候投融资试点成效评估指标体系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评   分   基   准 权重 

指标

类型 

区域绿

色低碳

高质量

发展 

碳排放强度控制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基准年变

化幅度(%) 
0.04 

0.2 

定量 

化石能源消耗 

强度控制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较基准年变化幅度(%) 0.04 定量 

能源结构优化 

（二选一） 

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 
0.03 定量 

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耦合供热面积占比(%) 

绿色建筑发展 新建绿色建筑面积占比（%） 0.03 定量 

低碳交通发展 低碳交通工具比例（%） 0.03 定量 

气候灾害 

年度经济损失 

年度因气候灾害的直接经济损失占城市国内

生产总值比例（%） 
0.03 定量 

气候 

投融资

发展 

气候投融资 

项目库建设 

构建完善项目库标准体系，开展入库项目征集

/储备/建设/运营，项目库兼具减缓类和适应气

候变化类项目 

0.05 

0.2 

定性 

公共部门参与 公共财政投向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规模 0.05 定量 

气候融资规模 气候融资占绿色融资的比例（%） 0.05 定量 

减缓和适应气候变
化融资均衡度 

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融资占气候投融资的比

例的差值（%） 
0.05 定量 

气候投

融资体

制机制 

组织领导 成立领导小组，建立协同联动机制 0.04 

0.12 

定性 

目标制定 制定明确的试点目标及具体行动计划 0.04 定性 

政策制定 出台气候投融资指导性政策 0.04 定性 

气候投

融资能

力建设 

试点自评估 试点建设工作自评估以及自评估报告报送 0.04 

0.13 

定性 

碳排放核算和 

披露 
企业碳排放信息数据核算和披露 0.05 定性 

能力建设活动 
开展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活动（培训、会议、

交流等） 
0.04 定性 

气候投

融资特

色创新 

协同创新 
激励政策创新/气候投融资政策与其他领域政

策协调/气候适应创新/部门间协调机制创新 
0.07 

0.35 

定性 

模式创新 

构建绿色金融专业服务体系/气候投融资项目

库创新/推动政银企对接/气候风险管理创新/适

应气候变化行动与产业发展 

0.07 定性 

产品和工具创新 
气候投融资相关基金/发展绿色金融工具/试点

碳市场创新 
0.07 定性 

管理机制创新 
管理模式创新/绩效评价创新/国际交流与合作

创新 
0.07 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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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支持和人才队
伍建设创新 

开展基础研究/产学研结合/引进人才 0.07 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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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气候投融资试点成效评估计算方法及指标说明 

 

一、计算方法 

（一）指标得分计算方法 

针对不同类型指标，采用等级评分法或定性评分法进行

打分。 

1.等级评分法 

参考李斯特五级量表的科学评价法，根据定量指标的计

算结果或者定性指标的表现情况划分为五个等级，处于某个

等级则获得相应的分数： 

超额完成目标或任务，视为表现非常好，得 5 分； 

完成目标或任务，视为表现比较好，得 4 分； 

基本完成目标或任务，视为表现一般，得 3 分； 

完成部分目标或任务，视为表现比较差，得 2 分； 

远未完成目标或任务，视为表现非常差，得 1 分。 

所有定量指标及部分定性指标共计 15 个指标采用此方

法打分。 

2.定性评分法 

参考给定的评分标准，根据定性指标的表现情况打分，

完成某项工作或者达到某种状态则获得相应的分数。6 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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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指标采用此方法打分。 

（二）综合得分计算方法 

气候投融资试点建设综合水平采用“气候投融资发展综

合指数”衡量，计算公式如下： 

CIF =∑Si/Fi ∗ Wi

m

i=1

∗ 100 

CIF 为气候投融资发展综合指数； 

Si为第 i 项气候投融资评估指标的得分； 

Fi为第 i 项气候投融资评估指标的满分； 

Wi为第 i 项气候投融资评估指标权重； 

m 为气候投融资评估指标的项数。 

（三）评估结果等级 

气候投融资试点成效评估结果分为四个等级： 

90≦CIF≦100，优秀，表示该地区气候投融资试点建设

水平高且有创新特色； 

80≦CIF<90，良好，表示该地区气候投融资试点建设水

平较高； 

60≦CIF<80，合格，表示该地区气候投融资试点建设水

平初见成效； 

CIF<60，不合格，表示该地区气候投融资试点建设水平

低，需要全面提升。 

二、指标说明和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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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案包括 5 个一级指标、21 个二级指标，其中 9 个定

量指标，12 个定性指标。 

（一）区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权重 0.2） 

“区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包括六个二级指标。 

1.碳排放强度控制（权重 0.04） 

碳排放强度控制的评估指标是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

化碳排放较基准年变化幅度(%)。 

计算公式： 

碳排放强度=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吨）

地区生产总值（万元）
 

碳排放强度控制= %1001 n 
基准期数值（不变价）

报告期数值（不变价）

 

（注：n 为距基准期年数，以 2022 年试点启动年为基准

年，下同。参照省级人民政府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目标责任落

实情况的核算方法，采用试点地方或所在城市的数据核算，

考虑到城市及以下地区统计数据时间有一定滞后，可采用初

步统计数据对地区碳排放强度快速核算。） 

评分标准： 

（1）优先参考试点地方或所在省市的碳排放强度控制

目标；（2）如无，则参考国家目标。 

超额完成试点地方或所在省市的既定目标，或者大幅减

少（4%及以上），视为表现非常好，得 5 分； 

完成试点地方或所在省市的既定目标，或者小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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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视为表现比较好，得 4 分； 

基本完成试点地方或所在省市的既定目标，或者基本持

平（±1%及以内），视为表现一般，得 3 分； 

部分完成试点地方或所在省市的既定目标，或者小幅上

升（1%-4%），视为表现比较差，得 2 分； 

远未完成试点地方或所在省市的既定目标，或者大幅上

升（4%及以上），视为表现非常差，得 1 分。 

2.化石能源消耗强度控制（权重 0.04） 

化石能源消耗强度控制的评估指标是单位地区生产总

值化石能源消耗较基准年变化幅度（%）。 

计算公式： 

化石能源消耗强度= 
化石能源消费量（吨标准煤）

地区生产总值（万元）
 

化石能源消耗强度控制= %1001 n 
基准期数值（不变价）

报告期数值（不变价）

 

（注：“化石能源消费量”指扣除原料用能、可再生能源

和核电等非化石能源消费后的能源消费量。） 

评分标准： 

（1）优先参考试点地方或所在省市的能耗强度控制目

标；（2）如无，则参考国家目标。 

超额完成试点地方或所在省市的既定目标，或者大幅减

少（3%及以上），视为表现非常好，得 5 分； 

完成试点地方或所在省市的既定目标，或者小幅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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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视为表现比较好，得 4 分； 

基本完成试点地方或所在省市的既定目标，或者基本持

平（±1%及以内），视为表现一般，得 3 分； 

部分完成试点地方或所在省市的既定目标，或者小幅上

升（1%-3%），视为表现比较差，得 2 分； 

远未完成试点地方或所在省市的既定目标，或者大幅上

升（3%及以上），视为表现非常差，得 1 分。 

3.能源结构优化（权重 0.03） 

能源结构优化的评估指标优先采用“非化石能源占能源

消费总量比重”，如无，则采用“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耦合供

热面积占比”。 

（1）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 

计算公式： 

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
非化石能源消费量

能源消费总量
×100% 

评分标准： 

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25%以上），视为表现

非常好，得 5 分； 

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20%-25%），视为表现

比较好，得 4 分； 

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15%-20%），视为表现

一般，得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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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10%-15%），视为表现

比较差，得 2 分； 

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0-10%），视为表现非

常差，得 1 分。 

（2）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耦合供热面积占比（%） 

计算公式： 

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耦合供热面积占比=  

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耦合供热面积（万平方米）

热电联产供热面积（万平方米）+燃气供热（万平方米）+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耦合供热面积（万平方米）

×100% 

（注：新能源是指除传统化石能源之外的各种能源形式，

包括太阳能、风能、水能等多种可再生能源以及核能等高效

且低碳的能源形式；可再生能源是指能够自行恢复且不会耗

尽的能源资源，包括太阳能、风能、水能、生物质能等，是

自然界中能够不断再生和永续利用的清洁能源。两类能源不

完全对等，但有概念交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耦合供热是

指将风电、太阳能、核能等多种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相互结

合，以提供供热服务。原则上，新建供热项目新能源供热装

机占比原则上不低于 60%。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耦合供热量

化方式主要以新能源供热面积占比为准，“万平方米”是指供

热面积。） 

评分标准： 

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耦合供热面积占比[20%以上），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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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表现非常好，得 5 分； 

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耦合供热面积占比[15%-20%），视

为表现比较好，得 4 分； 

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耦合供热面积占比[10%-15%），视

为表现一般，得 3 分； 

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耦合供热面积占比[5%-10%），视

为表现比较差，得 2 分； 

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耦合供热面积占比[0-5%），视为

表现非常差，得 1 分。 

4.绿色建筑发展（权重 0.03） 

绿色建筑发展的评估指标是新建绿色建筑面积占比（%）。 

计算公式： 

新建绿色建筑面积占比

=
执行绿色建筑标准的新建建筑面积（平方米）

新建建筑面积（平方米）
×100% 

评分标准： 

新建绿色建筑面积占比（90%-100%]，视为表现非常好，

得 5 分； 

新建绿色建筑面积占比（80%-90%]，视为表现比较好，

得 4 分； 

新建绿色建筑面积占比（70%-80%] ，视为表现一般，

得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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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绿色建筑面积占比（60%-70%]，视为表现比较差，

得 2 分； 

新建绿色建筑面积占比[0-60%]，视为表现非常差，得 1

分。 

5.低碳交通发展（权重 0.03） 

低碳交通发展的评估指标是低碳交通工具比例（%）。 

计算公式： 

低碳交通工具比例=
新能源、清洁能源公交（辆）

总公交配车（辆）
×100% 

评分标准： 

低碳交通工具比例（40%-100%]，视为表现非常好，得

5 分； 

低碳交通工具比例（30%-40%] ，视为表现比较好，得

4 分； 

低碳交通工具比例（20%-30%] ，视为表现一般，得 3

分； 

低碳交通工具比例（10%-20%]，视为表现比较差，得 2

分； 

低碳交通工具比例[0-10%]，视为表现非常差，得 1 分。 

6.气候灾害年度经济损失（权重 0.03） 

气候灾害年度经济损失的评估指标是年度因气候灾害

的直接经济损失占城市国内生产总值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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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公式： 

年度因气候灾害的直接经济损失占城市国内生产总值

比例=
年度因气候灾害的直接经济损失（亿元）

城市国内生产总值（亿元）
×100% 

评分标准： 

年度因气候灾害的直接经济损失占城市国内生产总值

比例[0-0.5%]，视为表现非常好，得 5 分； 

年度因气候灾害的直接经济损失占城市国内生产总值

比例（0.5%-1.5%] ，视为表现比较好，得 4 分； 

年度因气候灾害的直接经济损失占城市国内生产总值

比例（1.5%-3.0%] ，视为表现一般，得 3 分； 

年度因气候灾害的直接经济损失占城市国内生产总值

比例（3.0%-5.0%]，视为表现比较差，得 2 分； 

年度因气候灾害的直接经济损失占城市国内生产总值

比例（5.0%以上），视为表现非常差，得 1 分。 

（二）气候投融资发展（权重 0.2） 

“气候投融资发展”包括四个二级指标。 

1.气候投融资项目库建设（权重 0.05） 

气候投融资项目库建设是定性指标，完成以下相关工作

即获得相应分数，逐项累加，满分为 5 分。 

 

气候投融资项目库建设情况 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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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项目库入库标准 1分 

开展入库项目征集、储备、系统建设 1分 

有入库项目落地 2分 

项目库兼具减缓类和适应气候变化类项目 1分 

小计 5分 

 

2.公共部门参与（权重 0.05） 

公共部门参与是公共财政投向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规

模。 

评分标准： 

公共财政投向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规模增加，视为表现

好，得 5 分； 

公共财政投向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规模不变，视为表现

一般，得 3 分； 

公共财政投向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规模减少，视为表现

差，得 1 分。 

3.气候融资规模（权重 0.05） 

气候融资规模是气候融资占绿色融资的比例（%），气

候融资、绿色融资的统计口径采用原银保监会发布的《绿色

融资统计制度》中关于气候融资、绿色融资的统计标准。 

评分标准： 

超额完成既定目标，或者大幅增加（3%及以上），视为

表现非常好，得 5 分； 

完成既定目标，或者小幅增加（1%-3%），视为表现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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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得 4 分； 

基本完成既定目标，或者基本持平（±1%及以内），视

为表现一般，得 3 分； 

部分完成既定目标，或者小幅下降（1%-3%），视为表

现比较差，得 2 分； 

远未完成既定目标，或者大幅下降（3%及以上），视为

表现非常差，得 1 分。 

4.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融资均衡度（权重 0.05） 

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融资均衡度是气候变化减缓融资

和气候变化适应融资占气候融资规模比例的差值（%）。 

计算公式： 

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融资均衡度

=
气候变化减缓融资（万元）−气候变化适应融资（万元）

气候融资规模（万元）
×100% 

（注：气候融资、气候变化减缓融资和气候变化适应融

资的统计口径采用原银保监会发布的《绿色融资统计制度》

中关于气候融资的统计标准。） 

评分标准： 

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的投融资比例的差值为

[0-20%]，视为表现非常好，得 5 分； 

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的投融资比例的差值为

（20%-40%] ，视为表现比较好，得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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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的投融资比例的差值为

（40%-60%] ，视为表现一般，得 3 分； 

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的投融资比例的差值为

（60%-80%]，视为表现比较差，得 2 分； 

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的投融资比例的差值为

（80%-100%]，视为表现非常差，得 1 分。 

（三）气候投融资体制机制（权重 0.12） 

“气候投融资体制机制”包括三个二级指标。 

1.组织领导（权重 0.04） 

组织领导是定性指标，根据气候投融资试点领导小组的

建设及协同联动情况打分。 

评分标准： 

成立领导小组，建立多部门协同机制，定期召开联动会

议（一季度一次以上），视为表现非常好，得 5 分； 

成立领导小组，建立多部门协同机制，召开协同联动会

议（一年一次以上），视为表现比较好，得 4 分； 

成立领导小组，建立多部门协同机制，但未召开协同联

动会议，视为表现一般，得 3 分； 

成立领导小组，但未建立协同联动机制，视为表现比较

差，得 2 分； 

尚未成立领导小组，视为表现非常差，得 1 分。 

2.目标制定（权重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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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制定是定性指标，根据制定气候投融资试点目标及

具体行动计划的情况打分。 

评分标准： 

制定明确的长短期目标和具体行动计划，并跟踪工作进

展，视为表现非常好，得 5 分； 

制定明确的长短期目标和具体行动计划，但未跟踪进展，

视为表现比较好，得 4 分； 

制定明确的长短期目标，但未制定具体行动计划和跟踪

工作进展，视为表现一般，得 3 分； 

制定总体目标，但未明确制定长期和短期阶段性目标，

视为表现比较差，得 2 分； 

未制定明确目标，视为表现非常差，得 1 分。 

3.政策制定（权重 0.04） 

政策制定是定性指标，根据地方政府出台气候投融资指

导性政策及应用情况打分。 

评分标准： 

出台多项指导性政策，实现多领域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

（3 项及以上），视为表现非常好，得 5 分； 

出台多项指导性政策，实现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3 项），

视为表现比较好，得 4 分； 

出台一项指导性政策，实现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3 项），

视为表现一般，得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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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一项指导性政策，但未实现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

视为表现比较差，得 2 分； 

未出台指导性政策，未实现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视为

表现非常差，得 1 分。 

（四）气候投融资能力建设（权重 0.13） 

“气候投融资能力建设”包括三个二级指标。 

1.试点自评估（权重 0.04） 

试点自评估为定性指标，根据试点地方开展试点建设工

作自评估以及自评估报告报送情况打分。 

评分标准： 

对照实施方案开展自评估，规范编制自评估报告，并按

时报送主管部门，视为表现非常好，得 5 分； 

对照实施方案开展自评估，按时报送主管部门，但报告

编制不够规范，视为表现比较好，得 4 分； 

对照实施方案开展自评估，但未按时报送主管部门，视

为表现一般，得 3 分； 

对照实施方案开展自评估，但未报送主管部门，视为表

现比较差，得 2 分； 

未开展自评估，视为表现非常差，得 1 分。 

2.碳排放核算和披露（权重 0.05） 

碳排放核算和披露是定性指标，指试点地方开展企业碳

排放核算、搭建企业碳账户信息数据库和信息披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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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标准： 

开展企业碳排放核算，搭建企业碳账户信息数据库，并

主动进行信息共享（如向金融机构公开、为金融机构提供了

便利查询渠道）和信息披露，视为表现非常好，得 5 分； 

开展企业碳排放核算，并主动进行信息共享（如向金融

机构公开、为金融机构提供了便利查询渠道）和信息披露，

但未搭建企业碳账户信息数据库，视为表现比较好，得 4 分； 

开展企业碳排放核算，搭建企业碳账户信息数据库，但

未开展信息共享和信息披露，视为表现一般，得 3 分； 

开展企业碳排放核算，未搭建企业碳账户信息数据库，

未开展信息共享和信息披露，视为表现比较差，得 2 分； 

未开展企业碳排放核算、未搭建企业碳账户信息数据库、

未开展信息共享和信息披露，视为表现非常差，得 1 分。 

3.能力建设活动（权重 0.04） 

能力建设活动是定性指标，根据试点地方开展应对气候

变化能力建设活动（培训、会议、交流等）的情况打分。 

评分标准： 

举办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活动 3 次及以上，地方政府

主要领导参与，且具有国际影响力，视为表现非常好，得 5

分； 

举办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活动 3 次及以上，地方政府

主要领导参与，且具有国内影响力，视为表现非常好，得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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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举办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活动 1 次及以上，地方政府

主要领导参与，视为表现一般，得 3 分； 

举办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活动 1 次及以上，但未有地

方政府主要领导参与，视为表现比较差，得 2 分； 

未举办任何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活动，视为表现非常

差，得 1 分。 

（五）气候投融资特色创新（权重 0.35） 

“气候投融资特色创新”是对试点方案落实情况及试点地

方可能采取的创新举措进行评估，包括五个二级指标。 

1.协同创新（权重 0.07） 

协同创新是定性指标，包括激励政策创新、气候投融资

与其他领域政策协同、气候适应创新、协调机制创新等，根

据试点地方的协同创新数量和质量得分，逐项累加，满分为

10 分。 

创   新   举   措 分  值 

激励政策创新 1-2 分 

气候投融资与其他领域政策协同 1-2 分 

气候适应创新 1-2 分 

协调机制创新 1-2 分 

其他协同创新 1-2 分 

小计 10 分 

 

2.模式创新（权重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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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创新是定性指标，包括构建绿色金融专业服务体系、

气候投融资项目库创新、推动政银企对接、气候风险管理创

新、适应气候变化行动与产业发展等，根据试点地方的模式

创新数量和质量得分，逐项累加，满分为 10 分。 

创   新   举   措 分  值 

绿色金融专业服务体系 1-2 分 

气候投融资项目库创新 1-2 分 

推动政银企对接 1-2 分 

气候风险管理创新 1-2 分 

适应气候变化行动与产业发展 1-2 分 

小计 10 分 

3.产品和工具创新（权重 0.07） 

产品和工具创新是定性指标，包括成立气候投融资相关基

金、发展绿色金融工具、试点碳市场创新等，根据试点地方的

产品和工具创新数量和质量得分，逐项累加，满分为 10 分。 

创   新   举   措 分  值 

气候投融资相关基金 1-3分 

发展绿色金融工具 1-3分 

试点碳市场创新 1-2分 

其他产品和工具创新 1-2分 

小计 10 分 

（注：“发展绿色金融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绿色信贷、绿

色债券、绿色保险等，并鼓励其中具有气候效益的金融工具

发展。) 

4.管理机制创新（权重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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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机制创新是定性指标，包括管理模式创新、绩效评

价创新、国际交流与合作创新等，根据试点地方的管理机制

创新数量和质量得分，逐项累加，满分为 10 分。 

创   新   举   措 分  值 

管理模式创新 1-3 分 

绩效评价创新 1-3 分 

国际交流与合作创新 1-2 分 

其他管理模式创新 1-2 分 

小计 10 分 

5.智力支持和人才队伍建设创新（权重 0.07） 

智力支持和人才队伍建设是定性指标，包括开展基础研

究、产学研结合、引进人才等，根据试点地方的创新数量和

质量得分，逐项累加，满分为 10 分。 

创   新   举   措 分  值 

开展基础研究 1-3 分 

产学研结合 1-3 分 

引进人才（或出台人才倾斜政策） 1-2 分 

其他创新 1-2 分 

小计 1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