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罗理恒 周冯琦

www.whb.cn

2023年12月3日 星期日
· 智库 责任编辑/陈瑜 cheny@whb.cn 7

老字号，经营的是中华

品牌，传播的是中华文化。

进一步深入挖掘老字号历

史文化价值，打造更多富有

文化内涵、富含时尚元素的

老字号产品，对于打造文化

自信自强的上海样本具有

重要意义。老字号需要超

越普通的商业销售模式，充

分挖掘和有效利用品牌自

身的文化基因，赋能产品和

服务，重塑品牌的文化认

同，展示城市精神与品格，

讲好中国故事。

论道

绿色金融是打通“绿水

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通

道、实现绿色成为普遍形态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发力点。因此，深

化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将碳排放

权、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等资

源环境要素一体纳入要素市场

化配置改革总盘子，强化绿色金

融对环保产业和环境服务业的

支撑作用，促进金融工具与绿色

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深度融

合，是上海彰显高质量发展的战

略位势的关键路径选择之一。

“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
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日
前举行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
“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
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
章”，为牢牢把握推进金融高质量发
展这一主题，做好相关金融工作指
明了方向。

绿色金融是打通“绿水青山”向
“金山银山”转化的通道、实现绿色
成为普遍形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发
力点。因此，深化绿色金融改革创
新，将碳排放权、用能权、用水权、排
污权等资源环境要素一体纳入要素
市场化配置改革总盘子，强化绿色金
融对环保产业和环境服务业的支撑
作用，促进金融工具与绿色低碳循环
发展经济体系深度融合，是上海彰显
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位势的关键路径
选择之一。

目前国内市场上已经涌现绿色
信贷、绿色债券、绿色股票、绿色基
金、绿色保险、绿色信托、绿色资管、
绿色租赁等多种类型的绿色金融产
品及绿色金融服务，为我国改善生态
环境、应对气候变化、促进资源节约
高效利用等经济社会活动提供重要
金融支撑。

依托国际金融中心平台和金融
要素集聚优势，上海近年来积极推动
绿色金融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数据
显示，上海绿色投融资规模持续扩
大，截至2022年末，上海辖内银行业
绿色信贷余额达到1.03万亿元，较年
初增长50.24%，上海绿色贴标债券发
行 规 模 为 528.5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52.48%，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累
计 成 交 量 2.3亿 吨 ，累 计 成 交 额
104.75亿元。

在制度保障方面，近两年上海
陆续出台《上海加快打造国际绿色
金融枢纽 服务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的实施意见》《上海市浦东新区绿色
金融发展若干规定》《上海银行业保
险业“十四五”期间推动绿色金融发
展 服务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的行动
方案》等重要文件，围绕国际绿色金
融枢纽及其核心承载区建设、绿色
金融发展战略部署、绿色金融推进
机制完善、绿色金融创新实践探索、
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建设等领域做出

明确制度安排、目标定位及行动指
南，为上海绿色金融发展提供基础
性制度性支撑。

在绿色金融创新实践方面，上
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积极推出碳金融
创新产品，完成20多笔上海碳配额
质押业务、落地全国首单草原碳汇
遥感指数保险和温室气体控排企业
碳配额质押贷款保证保险、发布“中
证上海环交所碳中和指数”；中国银
行上海市分行推出“宝山中银碳惠
贷”专项产品，为企业绿色转型、环
保企业发展提供差异化投融资服
务；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与联盟企
业签订《绿色金融战略合作协议》，
为联盟企业绿色投融资提供不低于
2000亿元的专项资金；上海银行建
立“绿色金融实验室”，打造“绿色服
务+”产品体系，为绿色低碳领域企
业提供一体化绿色金融服务。

同时，上海积极开展浦东新区
气候投融资试点，今年4月揭牌成立
浦东新区气候投融资促进中心，编
制完成《上海市浦东新区气候投融
资试点工作方案》，以及推进环境
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建设、碳普惠体
系建设和生物多样性金融创新试
点工作。

上海市积极推进绿色保险、绿色
金融服务平台建设，但绿色金融发展
仍存在一些不足，阻碍绿色金融市场
能级提升，制约了绿色金融对资源环
境要素的市场配置作用。

一是绿色金融创新不足。当前
上海绿色金融相关政策、绿色金融产
品及绿色金融服务尚停留在复制其
他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实践的
做法阶段，缺乏原创性、突破性和引
领性，与打造国际绿色金融枢纽的战
略定位不相符。如目前上海绿色金
融产品及服务仍以绿色信贷、绿色债
券为主，绿色保险产品的创新探索不
足，尚缺乏绿色保险相关的上位法，
绿色保险制度建设相对滞后，环境污
染责任保险尚处于局部试点阶段，尚
未实现全市范围的覆盖，在服务模
式、保费定价、保险责任范围、入保企
业核定标准等多个方面尚存在争议。

二是绿色金融激励约束机制薄
弱。由于大多绿色项目具有外部性
强、投资周期长、前期管理成本高、风
险偏高等特点，加之当前政策激励不
足，导致金融机构对绿色项目投入缺
乏内在动力。另一方面，也缺乏相应
的约束机制。例如，由于环境污染事
件出现的概率很低，导致大多数企业
自主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意愿
较弱，缺乏强制性约束。此外，绿色
企业融资环境也亟待优化，绿色基金
集聚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三是绿色金融标准体系不健
全。绿色企业评价缺乏统一标准，金
融机构难以鉴别企业的“含绿程度”，
导致绿色放贷存在精准度偏差。
ESG评价指标体系尚不成熟，尚未形
成地方化本土化标准，加之数据归集
共享缺乏统一的绿色信息集成平台，
碳数据口径不统一，难以反映企业真
实情况。绿色项目存在标准不统一、
难认定的问题。同时，尚未建立起对
标国际先进水平的绿色项目库。

做好绿色金融这篇大文章，要胸
怀“国之大者”，强化使命担当，直击
当前绿色金融领域薄弱点，不断强化
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和金融服
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提高发展绿

色金融的针对性部署，着力为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

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型国
际大都市，加快打造上海国际绿色金
融枢纽，推进上海国家级绿色金融改
革创新试验区建设，深化绿色金融改
革创新，是服务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助力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一是加强绿色金融创新。增强
绿色金融制度创新供给，如出台相关
办法，将绿色基金、资产管理、理财产
品纳入银行业金融机构评价考核范
围，拓宽绿色金融业务评价覆盖面，
推动绿色金融服务能级提升。当前
欧美国家通过构建绿色银行，将绿色
金融产品的应用场景推广到中小微
企业、个人及家庭服务，如美国绿色
节油技术无抵押贷款及民用太阳能

产品低息融资、荷兰环保理财产品、
德国绿色房产抵押优惠贷款、加拿大
低排放汽车优惠贷款，因此，应持续
推动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
绿色基金、绿色租赁、绿色服务等绿
色金融产品及服务创新，扩大绿色金
融覆盖范围，增强绿色金融在全社会
领域的资源配置效能。此外，还应加
强绿色金融管理创新，如创新绿色金
融服务平台管理，将区块链、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到绿色金融数
据监测管理系统，全面升级平台对绿
色信息归集共享、绿色评价、环境风
险识别等关键领域的服务。

二是进一步加强绿色金融激励约
束机制。加强绿色金融监管和上位法
约束，防止企业“漂绿”风险。尽快出台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上位法，明确环境污
染责任保险为强制险，增强企业参与绿
色金融的硬约束，并可参照深圳模式，
以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为基础，延伸环境
风险管理服务。同时，引导基金投资增
加绿色金融激励，并采用分层级差异化
模式最大程度激发企业低碳发展潜
能，如根据经过绿色评估认定的“深
绿”“中绿”“浅绿”标准分层级对绿色企
业进行浮动信贷贴息或风险补偿，对
具有代表性和可推广性的绿色金融产
品及服务创新予以奖励，鼓励绿色金
融新业态新模式发展，促进资金投向
绿色项目，降低绿色金融贷款利率。
此外，应进一步优化绿色企业营商环
境，绿色信贷适当向中小微企业倾斜，
激活中小微企业参与积极性，吸引更
多绿色金融机构、绿色企业在上海集
聚，形成推动绿色金融发展合力。

三是推进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建
设。对标国际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参
照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国
际资本市场协会（ICMA）、气候债券
倡 议 组 织（CBI）、贷 款 市 场 协 会
（LMA）等绿色金融产品标准，建立绿
色项目认定地方标准体系，打造绿色
项目库。建立健全本土化的ESG评价
标准体系，加强以ESG为导向的环境
信息披露体制建设，当前欧盟、英国、
美国等均已形成较健全的环境信息披
露制度，并通过设计监管核查机制保
障数据质量，因此，可参照气候相关财
务信息披露（TCFD）、碳披露项目
（CDP）、气 候 披 露 标 准 委 员 会
（CDSB）、碳核算金融联盟（PCAF）等
信息披露标准，建立与国际对标的环
境信息披露地方标准，增加企业环境
信息透明度，并定期抽取部分企业开
展信息数据核查，保障信息披露质量。
（作者分别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生

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

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上海如何做好“绿色金融”这篇大文章

浸润着海派文化的老字号是上
海工商业发展中孕育的“金字招
牌”，既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也饱含着人们对于“烟火气”的温馨
记忆。因此，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锲而不舍提升历史文化遗
产保护传承水平，进一步深入挖掘
老字号历史文化价值，打造更多富
有文化内涵、富含时尚元素的老字
号产品，对于打造文化自信自强的
上海样本，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
佳实践地，具有重要意义。

坚定上海老字号的文
化自信

上海是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的
发祥地，“上海制造”因品质精良享
誉海内外，并孕育出一批历久弥新、
声名远播的老字号品牌，成为上海
城市文化的一张张“金名片”。上海
的老字号数量名列全国各省份榜
首，老字号凝结了历史文化、百姓记
忆、城市精神和产业传承，见证了20

世纪初海派文化的兴起，见证了新
中国工商业的发展，也见证了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日新
月异，是城市重要的文化遗产和宝
贵的经济资源。

海派文化是植根于江南传统文
化，融汇开埠后传入的欧美近现代
工业文化后所形成的上海特有的文
化形态。这也让孕育、产生于其中
的上海老字号与生俱来便深深地
打上了海派文化的烙印。它们植
根于地域性、长期性的生活需求和
民俗活动，使消费者在日常消费老
字号产品时，对其物质产品和精神
内涵产生了文化认同感和品牌情
感。而这种文化认同和品牌情感又
反过来维系着老字号产品的销售和
市场发展。

上海老字号是海派文化的传承
媒介，也是上海人集体记忆的载
体。正广和、回力等老字号是几代
人记忆中的经典品牌；梅林罐头、大
白兔是我们记忆中的“上海味道”；
朵云轩、周虎臣、曹素功是耳熟能详
的文房用品经典标志。其中上海老
字号的海派文化底蕴是使其区别于
普通商业产品，建立品牌独特性和
故事性的文化资本。因此，上海老
字号的市场发展和品牌传播需要坚
定上海老字号的海派文化自信，多
层次、立体化地呈现上海老字号的
品牌价值和文化内涵。

例如，进博会上的“上海非遗客
厅”将“非遗”融入日常生活场景，使

消费者在生活“情境叙事”中，形成
对“传统新生活”的感官体验，唤起
淡化的记忆。并且通过“行为引
导”，使消费者在亲身行为体验中了
解和认同传统民俗和生活习惯内在
的文化意义。

提升上海老字号的文
化认同

日前，商务部等五部门对中华
老字号进行复核。在新一轮榜单
中，上海老字号数量有150多家，依
然名列全国各省份榜首。但是17

个上海品牌被移出中华老字号名
录，包括老半斋、奇美、西湖饭店等
上海人耳熟能详的品牌。由此，如
何与时俱进地增强消费者的文化认
同，依旧是上海老字号难以回避的
问题。

文化认同是指个体或群体对所
属文化的思维理念、价值观念、生活
方式、行为模式等做出的价值肯定
和心理上的归属感。消费者对于老
字号的文化认同来自民俗活动的开
展和生活观念的承袭。然而，随着
生活模式和消费意识的变化，既有
的文化认同难以维系当代消费者与
品牌的情感联系，特别是年轻消费
者对老字号品牌存在“过时”“土气”
的刻板印象。这要求老字号所构建
的文化认同必须与当下的审美认知
和物质需求相统一。

当下，充分发挥老字号在促进
消费持续恢复、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唯有创
新。在文化内核与城市时尚产品需
求之间找到深度契合点，通过文化
符号重构赋予品牌新的审美意义和
文化内涵，如大白兔与颐和园的联
名，将大白兔经典形象和颐和园景
点相结合，以故事性场景活化品牌
的固有形象；结合节俗活动和旅游
开发，在线上线下的活动展陈中赋
予消费者沉浸式体验，从而使消费
者了解和接受海派传统文化，反过
来再以这种身份认同和文化自信带
动消费。

老字号，经营的是中华品牌，传
播的是中华文化。在第六届进博会
上，上海众多老字号品牌打开国际
视野，与国际品牌、全球资源合作交
流，实现了新的突破。比如老字号
品牌白玉兰、西区老大房、阿咪品
牌，分别入驻“一带一路名品”“老字
号产品创新”“品牌联手出海”三大
主题展区。这些老字号坚持以新理
念加强品牌管理，以新标准促进产
品升级，在传承基础上保持特色，在
创新追求中走向世界。

讲好上海老字号的品
牌故事

传统与现代交融、本土与外来
辉映、有序与灵动兼具、文明与活力

并蓄，是上海特有的都市魅力。随
着在年轻化、时尚化、跨界化、国际
化方面的创新发展，一家家焕新的
上海老字号展示海派摩登风、国潮
美学范，见证这座城市的繁荣、希冀
与梦想，已成为上海城市符号、城市文
化形象的塑造者、展示者和传播者。

同时，随着国潮国风兴起，民族
意识、文化自信的不断增强，以“90

后”为代表的消费群体崛起，上海老
字号品牌也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比
如，创立于1931年的百雀羚，其百
雀羚香脂自20世纪30年代起即热
销全国。时至今日，百雀羚通过塑

造东方之美、琥珀计划等一系列的
品牌故事，并在与故宫的跨界合作
中提升品牌影响力，适时推出“小雀
幸”等新国潮产品，赢得大批青年消
费者的热捧。

核心的商业文化是老字号核心
竞争优势。历经时光的洗礼，老字
号需要超越普通的商业销售模式，
充分挖掘和有效利用品牌自身的文
化基因，赋能产品和服务，重塑品牌
的文化认同，展示城市精神与品格，
讲好中国故事。
（作者单位：上海理工大学出版

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

以文化之力擦亮上海老字号的金字招牌
■ 方睿

锐见

▲第六届进博会上，位于国家会展中心中央广场的

“上海馆”中展示的百年老字号品牌。 本报记者 袁婧摄

依托金融要
素集聚优势，绿色
金融发展成效显著

直击当前绿
色金融领域薄弱
点，提升市场能级 深化绿色金

融改革创新，更好
服务高质量发展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