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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松奇：新能源战略呼唤金融政策调整(9月19日)

文章作者：

    《金融时报》消息，今年以来，屡创新高的国际石油价格给中国能源安全带来了不可小觑的影响。如何应对世界能源危机的挑战，正

在成为各界关注的重要课题。在此背景下，本报与山西省金融工作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日前联合主办了“金融支持山西新型

能源和工业基地建设高层论坛”。本次论坛由太原市商业银行承办，来自山西政府部门、人民银行、各金融机构和社科院等研究机构的专家

学者共300余人参加了会议。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副行长郭保民主持了会议，山西省省副省长王昕、人行太原中支行长毛金明、金融时报

社副总编辑魏革军、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松奇等出席研讨会并作演讲。 

    王松奇在发言中指出，对于中国来说，年均经济增速不能低于7％，一旦低于这个速度，方方面面的矛盾都要激化。因此，保持长期稳

定高速的增长水平应当成为我们的既定国策。但是，今后的高增长一定要转变方式，即扭转过去多年来形成的那种高投入、高能耗、低产出

式的增长模式。中国的经济实际上是一种严重浪费型经济，为矫正这一弊端，中国应当制定一个新的能源发展战略，围绕这个战略进行一系

列体制特别是金融政策的设计。 

  中国的新能源战略我认为应包括以下内容：调整能源消耗结构，不断降低煤炭消费比重，并大力推广清洁煤技术和研发煤变油技术；改

变石油的购进主导模式为参股收购国外油气田股权的主导模式，以保持稳定和低成本的海外油气供给；大力发展核能、风能、太阳能等新型

能源；对国内的油气资源在加大勘探力度的情况下进行低速度保护型开发；千方百计研发和推广节能技术；对全体国民进行节能和节约资源

教育，使中国人从浪费型社会向节约型社会转变。 

  要实现上述新能源战略，需要进行一系列的体制安排和政策调整。从金融政策上说，我们要做的事主要有以下几项：对中国企业“走出

去”收购、入股国外油气企业和资源性产业的公司加大政策性资金支持力度；对于新能源技术和节能技术吸纳型企业，可建立政府参与的创

新型产业基金，用基金对其进行早期扶持，这类企业一旦发展到一定规模，可以为其开设中小企业板的上市绿色通道；对现有的浪费性、掠

夺型开发能源及煤矿企业、焦炭生产企业进行强力整顿，银行应当对这类列入能源浪费型企业名录的公司停发贷款；加快培育和完善创业投

资体系，用创业投资作为节能型新产业的金融孵化器；银行系统可对全国各传统产业的技术改进或强制性节能技术升级给予贷款支持，政府

对这类贷款可进行贴息并对企业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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