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支持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部

署，加力提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生态环境领域有效投资，提振

企业发展信心，实现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

全力支持经济运行率先整体好转，现提出如下措施。

一、对符合条件的规模以上煤电企业煤电机组予以财政补助，补助

比例最高为核定深度脱硝环保设施投资总额的 20%，推进能源绿色高效

利用，促进污染物减排。

二、对完成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柴油货车淘汰任务的市县，按照“早

淘汰早奖补、早淘汰多奖补”的原则给予财政奖补，鼓励各地采取经济

补偿等方式，推进高排放车辆提前更新淘汰，降低企业和车主负担，促

进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奖补期限 3年。

三、对长江水域危化品洗舱站运营企业按照运营成效予以财政奖补，

助推洗舱站社会化运营机制尽早建立和良性发展，保障长江生态安全，

奖补期限 2年。

四、对污水处理厂生态安全缓冲区试点项目予以财政补助，按照日

均处理量给予最高 800万元/万吨的一次性补助，帮助污水处理企业降

低治污成本，提升水环境质量。

https://huanbao.bjx.com.cn/topics/wuranwujianpai/
https://huanbao.bjx.com.cn/topics/wushuichulichang/


五、对成功获评“省级农村生活污水社会化治理示范区”的地区，按照

苏南、苏中、苏北地区分别给予每个县（市、区）600万元、800万元、

1000万元财政奖励，支持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六、对“绿岛”项目予以财政补助，工业和服务业“绿岛”项目补助比例

最高为核定环保设施投资总额的 20%，农业“绿岛”项目补助比例最高为

核定环保设施投资总额的 40%，鼓励中小市场主体共享治污设施，降低

治污成本。

七、加大对“生态岛”试验区、“美丽海湾”示范、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试

点、太湖综合治理等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的财政支持力度，探索形成可持

续、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和模式，积极扩大生态环境领域有效投资，

促进环保企业发展。

八、对符合条件的“环保担”项目，进一步降低担保费率，平均担保费

率由 0.8%降为 0.6%，同时根据服务对象和项目类别进一步实行折扣费

率，担保期限可根据项目情况在现有基础上再延长两年，重点向城镇生

活污水和工业废水处理、农村生活污水和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等公益性强、

投资大、回收期长的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类项目倾斜。

九、优化完善绿色金融奖补政策体系，鼓励和引导绿色金融工具创

新，加强与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中国政企合作基金等的合作，引导

更多金融资本投入生态环境领域。

https://huanbao.bjx.com.cn/topics/huanbaoqiye/


十、发挥绿色发展领域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带动社会资本投向污染

防治、生态修复、能源资源节约利用和清洁能源等绿色发展领域。对符

合条件的项目和企业，积极争取国家绿色发展基金支持。

十一、采取提供担保、财政贴息等方式，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

生态环境基础设施项目打包组合的方式发行“环基债”，为重大环境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募集资金。

十二、鼓励企业参与生态环境导向开发（EOD）模式探索，对符合

条件的项目，享受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绿色金融政策，联合金融机构

给予大额中长期资金支持，并择优向国家推荐示范项目，争取国家金融

机构政策和资金支持。对获评省级优秀项目的市县予以 800万元至

1500万元省级财政资金奖励。

十三、举办 3次以上“金环”对话会，持续深化政银企对接合作，积

极回应社会关切，进一步帮助市场主体纾困解难、提振信心。

十四、分行业、分领域、分地区举办 6场以上金融助力绿色产业专

场对接会，通过量身定制方式帮助企业提供个性化融资方案，为大气污

染治理、“无废城市”建设、绿色低碳转型、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建设等

绿色产业项目提供金融支持和政策保障。



以上措施自公布之日起实施，未特别注明时限的，有效期至 2025

年 12月 31日。全省财政部门、生态环境部门要进一步优化提升服务效

能，扎实有效做好项目谋划储备申报工作，加强政策宣传解读，建立直

达服务机制，推动各项措施直达基层、直接惠及市场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