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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保金融支持项目储备库入库指南（试行）

为积极引导金融资金投入，加强金融对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的精准支撑，推进适宜金融支持的重大生态环保项目谋划，建设

生态环保金融支持项目储备库（以下简称项目储备库），制定本指南。

一、总体要求

建设项目储备库是引导金融资金投向、实现供需有效结合的重

要措施，对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减污

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发挥重要作用。

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与国家及地方生态环境

保护规划重点任务相衔接。各级生态环境部门按照《中共中央 国务

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结合本地区“十四五”生

态环境保护重点任务，重点对支撑污染防治攻坚战的精准性、实施

的必要性、内容的真实性进行把关，储备对污染防治攻坚战支撑作

用大、实施必要性强、实施基础好、环境效益显著的重大工程项目，

聚焦重点，避免泛化，提高项目储备质量。

要明确金融支持项目储备库与中央生态环境资金项目储备库的

差异。入库项目应适宜金融资金支持，包括治理责任主体为企业的

项目，采用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模式、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模式及其他市场化方式运作的项目。项目实施必须严格依法

依规，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本文内容来自网络，由EESIA搜集整理，如有任何异议请联系我们，我们将酌情处理！



— 4 —

二、入库范围

（一）大气污染防治。包括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挥发性有

机物综合治理、工业企业深度治理、工业企业燃煤设施清洁能源替

代、重点行业超低排放改造、重点行业清洁生产改造、锅炉综合治

理、涉气产业园区和集群大气环境综合整治、高排放机动车淘汰换

新、船及非道路移动源排放治理、典型行业恶臭治理、重污染天气

应对能力建设等。

（二）水生态环境保护。包括黑臭水体治理、污水处理设施与

配套管网建设改造、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污水再生及资源化利

用、工矿企业和医疗机构水污染治理、工业园区水污染治理、船舶港

口水污染治理、水体内源污染治理、流域水生态保护修复、流域水环

境综合治理、河湖生态流量保障、重点湖库富营养化控制、河湖生态

缓冲带修复、天然（人工）湿地生态系统保护与建设、水源涵养区保

护、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入河排污口整治及规范化建设等。

（三）重点海域综合治理。以渤海、长江口-杭州湾、珠江口邻

近海域为重点，包括海水养殖环境整治、入海排污口及直排海污染

源整治、船舶港口污染防治、亲海岸滩环境整治、海洋生态系统保

护修复、美丽海湾示范建设等。

（四）土壤污染防治。包括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建设

用地土壤污染修复、农用地工矿污染源整治、工矿企业重金属治理、

历史遗留重金属污染区域治理、化学品生产企业及工业集聚区地下

水污染风险管控、矿山开采区及尾矿库地下水污染综合治理、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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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处置场及垃圾填埋场地下水污染防治、依赖地下水的生态系统

保护、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地保护、重点污染源防渗改造、废弃井

封井回填等。

（五）农业农村污染治理。包括农村污水处理和资源化利用、

农村垃圾治理、农村黑臭水体整治、废弃农膜回收利用、秸秆综合

利用、畜禽与水产养殖污染治理和粪污资源化利用、种植业面源污

染治理、农村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等。

（六）固废处理处置及资源综合利用。以“无废城市”建设项

目为重点，包括城乡生活垃圾收集与处理处置、餐厨垃圾收集与资

源化利用、危险废物及医疗废物收集与处理处置、矿产资源（含尾

矿）综合利用、废旧资源再生利用、农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工

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管控、工业固体废物无害化处理处置及综合利

用、建筑垃圾和道路沥青资源化利用、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等。

（七）生态保护修复。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山水林田湖

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修复、矿区生态保护修复、采煤沉陷区综合治

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及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等。

（八）其他环境治理。生态环境风险防控、放射性污染防治、

噪声与振动污染控制、生态环境监测与信息能力建设等。

三、申报条件

（一）入库项目申报主体应为已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经营状况

和信用状况良好的市场化企业，或县级（含）以上政府及其有关部

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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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融资主体应为市场化企业，且其环保信用评价不是

最低等级。

（三）治理责任主体为企业的生态环境治理项目，单个项目融

资需求原则上应超过 5000 万元；其他项目单个项目融资需求原则上

应超过 1 亿元。

（四）应明确项目实施模式。PPP 项目需满足国家有关管理要

求，应适时纳入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PPP 项目库。鼓励推广生

态环境整体解决方案、托管服务和第三方治理。EOD 项目要参考《关

于推荐第二批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试点项目的通知》（环办科财

函〔2021〕468 号，以下简称《通知》）基本要求，确保生态环境治

理与产业开发项目有效融合、收益反哺、一体化实施。

为稳步开展生态环境治理模式创新，规范有序推进 EOD 模式探

索，EOD 项目还需满足以下条件。

1、地市级及以上政府作为申报主体和实施主体的 EOD 项目，原

则上投资总额不高于 50 亿元；区县级政府作为申报和实施主体的项

目，原则上投资总额不高于 30 亿元。

2、项目边界清晰，生态环境治理与产业开发之间密切关联、充

分融合，避免无关项目捆绑，组合实施的单体子项目数量不超过5个。

3、除规范的 PPP 项目外，不涉及运营期间政府付费，不以土地

出让收益、税收、预期新增财政收入等返还补助作为项目收益。加

强重大项目谋划，优化项目建设内容，力争在不依靠政府投入的情

况下实现项目整体收益与成本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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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OD项目中生态环境治理内容需符合入库范围要求，且要有明

确的生态环境改善目标。产业开发要符合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空

间管控等各项要求，项目实施中严格落实招投标、政府采购、投融

资、土地、资源开发、政府债务风险管控、资产处置等各项法规政

策要求，依法依规推进项目规范实施，不以任何形式增加地方政府

隐性债务。

5、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每年入库EOD项目原则上不超过5个。

四、申报材料

（一）项目基本信息表（线上填报）。

（二）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实施方案，应明确建设内容与规

模、建设运营模式、融资金额、资金平衡方案等。

（三）省级生态环境部门项目论证评估意见（模板见附件 1）。

（四）EOD 项目应一并提交 EOD 项目实施方案（编制大纲见附

件 2）与承诺函（模板见附件 3）。承诺函由项目申报主体和实施主

体（市级及以下人民政府或园区管委会）盖章。

五、申报方式

按照“成熟一个，申报一个”的原则，由县级及以上生态环境

部门通过生态环保金融支持项目管理系统线上申报，省级生态环境

部门论证评估同意后由线上提交。

涉密项目要严格落实有关规定要求，不得通过生态环保金融支

持项目管理系统申报。

本指南将视实施情况和有关要求适时进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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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______生态环境厅（局）关于________项目论证评估

意见（模板）

2.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模式项目实施方案编制大纲

3.EOD 项目实施承诺函（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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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______生态环境厅（局）

关于________项目论证评估意见

（ 模 板 ）

我厅（局）按照《生态环保金融支持项目储备库入库指南（试

行）》等相关要求，紧密围绕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强项目谋划，

组织地方开展项目前期准备，并对地方提交的项目申报材料开展论

证评估。经研究，________项目申报材料和信息真实，项目实施对

我省实现“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属于

现阶段急需推进的重点任务。

________（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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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模式项目实施方案

编 制 大 纲

一、项目区域总体情况

（一）项目区域概况

包括项目区域范围、经济社会发展概况。

（二）生态环境现状与突出问题

（三）生态环境保护与产业融合发展思路

（四）项目实施目标

EOD 项目生态环境效益目标，明确项目实施前后生态环境质量改

善定量、定性目标。

二、项目建设内容

（一）项目建设内容之间的关联性

明确生态环境治理与产业开发之间的关联关系，做到两者融合

共生。

（二）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分别说明生态环境治理与关联产业开发等建设内容、工程措施等。

三、项目实施方式与计划

（一）项目组织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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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治理与关联产业须实现一体化实施，依法依规确定 EOD

项目实施主体的方式，引入社会资本。

（二）实施期限

明确项目建设期、运维期等。

（三）项目实施进展

明确项目立项、项目实施进度等情况。

（四）年度计划

四、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

（一）投资估算

包括编制依据与投资估算等。

（二）资金筹措

包括资本金筹集方式和比例、项目融资来源及渠道。

五、项目财务分析

（一）项目预期收益与支出

明确项目层面的成本、收益及其测算依据，增强项目收益、支

出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不以土地出让收益、税收、预期新增财政收入等返还补助作为

项目收益。

项目建设、运维成本均包括生态环境治理与产业开发等内容。

（二）项目资金平衡方案

以 EOD 项目为整体开展财务测算。

项目建设和运营期间需政府资金投入的，需明确政府资金投入

额度和投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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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规范的 PPP 项目外，不涉及运营期间政府付费。

优化项目内容，力争在不依靠政府投入的情况下实现项目整体

收益与成本平衡。

六、实施保障

EOD 项目推进实施、长效机制建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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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项目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

实施主体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

一、项目内容

项目概况

项目实施目标

1.

2.

……

项目实施主体

确定方式

项目建设内容

与投资

建设内容
投资金额

(万元)
实施进展

1

2

3

4

5

项目总投资

（万元）
其中，生态环境治理投资 产业开发项目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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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资金筹措情况

建设资金来源

（万元）

其中：

中央财政资金 地方财政资金 专项债 企业自有资金

基金 银行贷款
其它形式

(说明具体融资方式)

三、项目资金平衡情况

建设运维成本
1.建设成本

2.运维成本

收益来源

1.

2.

……

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投资所得税后财务内部

收益率（%）

所得税后财务净现值

（万元）
投资回收期（年） 偿债备付率

四、保障措施

填表说明：

1.项目申报单位为负责项目组织实施的政府或有关部门；项目实施主体为负责项目建设运维一体

化实施的企业，尚未确定的可不填写。

2.项目概况为项目区域范围，拟解决的突出环境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与产业融合发展思路、实施

周期等。

3.项目实施目标为项目经济、社会、环境目标，其中，生态环境目标涉及流域、湖泊水环境治理

的，明确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目标。

4.项目实施主体确定方式为依法依规确定 EOD 项目实施主体的具体方式。

5.实施进展为完成可研批复（或备案）、初步设计、招投标、在建、设备安装调试、竣工验收、投

入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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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EOD 项 目 实 施 承 诺 函 （ 模 板 ）

本项目将按照 EOD 模式要求推进实施，并承诺如下：

1.生态环境治理与产业项目在实施中作为一个整体项目，在项

目层面实现产业开发项目对生态环境治理项目建设与运营的持续性

收益反哺。

2.采用合法合规方式选择具备较强产业投资运营能力的项目实

施主体，由一个主体一体化实施，确保产业开发项目持续运营。

3.项目符合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等各项要求，项目实施中严格

落实招投标、政府采购、投融资、土地、资源开发、空间管控、政

府债务风险管控、资产处置等各项法规政策，依法依规推进项目规

范实施。

4.不以任何形式增加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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