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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枣庄农商银行把拓展
行业客户作为创新发展的新引
擎，组织推出营销行业客户“三二
一模式”，较好开启业务发展新的
增长点。目前，新开立行业客户
存款账户102个、存款余额23622
万元，新发放企业贷款户41户、金
额18800万元。

搭建场景，“三项机制”夯基
础。该行通过市场调研考察，积
极与枣庄市国资委对接，成功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将其辖属监管
14家集团公司、106家子公司纳入
行业客户营销重点系列，在信贷
融资、资金结算、现金管理、代发
工资、零售金融服务等达成一揽
子全方位战略合作。同时，双双
联合建立和完善专门的组织领
导、行业协调和监督检查“三项机
制”，多层次、全方位畅通合作渠
道，定期做好业务合作进展通报
分析、解决问题不足、督导融合开
展等，全面推进可持续协调发展。

着力破题，“二元并重”全覆

盖。按照“每户必访、一户一档”
原则，组织人员对其14家集团公
司、106家子公司进行逐户走访、
发放调查问卷，并就相关金融需
求做好摸底，分类登记和建立台
账。在确保上门走访全覆盖、登
记立卡全覆盖“二元并重”基础
上，对有金融服务意愿梳理归档，
逐户落实，全力提供金融服务。
山东泉兴能源集团有限公司集物
流公司、商务酒店等系列产业于
一体，其总部直辖员工110余人。
该行通过走访座谈，其有集中授

信意愿，且符合行业客户集中授
信要求。对此，及时采集建立集
中授信人员名单，对其员工进行
集中授信，先后授信98人、金额
3400万元，用信77人、金额2700
万元，有效带动零售类业务发展。

契合产业，“一对一”配置产
品。在对行业客户进行产业细化
同时，通过上门一对一深度对接，
契合不同类型企业实际经营过程
中金融需求痛点，不拘一格，一企
一策，优化服务模式，创新研发金
融产品，为其量身定制专属品种，

提供精准金融服务。枣庄内丰面
粉有限公司生产“内丰牌”面粉，
市场供不应求。前不久，该公司
改造升级，急需资金800万元，该
行立足实际，积极拓展信贷品种，
及时为其推出“仓储贷”，解决资
金缺口，较好助推新型产能发
展。据统计，该行为破解行业客
户“贷款难”，通过“量体裁衣”，先
后为36家企业推出“微易贷”、“融
惠贷”等系列信贷品牌，支持扩大
发展创新，深受社会各界普遍欢
迎和高度好评。

山东枣庄：开启“三二一模式”服务行业客户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
和国际合作中心首任主任、能投委
专家李俊峰发表主旨演讲，他表示
气候变化是一个环境问题，也是一
个发展问题，归根到底还是发展问
题。但是此发展与彼发展的根本
区别是人类要从不可持续的资源
依赖向技术依赖转型。实现可持
续发展，必须完成三个转变，即增
长方式、能源系统和生活模式的绿
色转型。

他认为增长方式的转型主要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不以牺牲生
态环境为代价，所有的增长为了人
类生活、生存和发展质量的改善为
目标，实现人类发展的空间平衡，
即实现全球的共同富裕，和时间平
衡即发展不能危及后代的生存与
发展。他介绍，能源系统转型的两
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55—1972
年）是能源的清洁化阶段：其目的
是为了治理大气污染，实现能源的
清洁化，主要的措施是减少对煤炭
的依赖，完成了煤炭时代向油气时
代的转变。第二个阶段（1992年
至本世纪末）是能源的低碳化时
代：为了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全球
到本世纪末用可再生能源（非化石
能源）取代化石能源。

关于世界各方对气候变化能
源转型的态度，他分析道，已有70
多个国家声明2050年碳中和，包

括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也包括
墨西哥、韩国等发展中国家，其中
挪威宣布2035年实现碳中和。美
国、日本也提出 2050 年碳减排
85%—90%全部国际金融机构和
几十家商业金融机构宣布不再投
资煤炭，全球几十家能源企业宣布
能源转型。IEA认为在2025年之
前，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成本将低于
燃煤发电的燃料成本。澳大利亚
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提
高至65%。印度风电、太阳发电装
机到2022年突破5亿千瓦。中国
也在积极准备提交面向本世纪中
叶的低排放发展战略。

李俊峰认为，发展转型的本
质是技术进步，从1992年的联合
国气候变化公约，到2015年的巴
黎协定，人类用了接近30年仍未
达成一致的意见；2 度的目标已
经是遥不可及，1.5度的目标只能
是一个梦想；但是，旷日持久的应
对气候变化的谈判，在政治家那
里没有达成一致，但是科学家、企
业家们形成了一种共识，人类的
能源系统可以从过去的资源依赖
向技术依赖转移；同时也重新诠
释了能源安全的新理念：美国实
现了能源独立，欧盟深度脱碳的
能源进程，减少了对石油进口的
依赖。

李俊峰分析认为，能源的数字

化和智能化还刚起步，在数字化和
智能化方面也许我们可以引领世
界。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
国在工业文明中落伍了，在生态文
明建设的新时代，不能再落伍。在
能源由煤炭向油气的时代变革中，
中国也落伍了，在人类由非化石能
源替代化石能源的时代，中国不应
该再落伍。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
转型都是时代进步的要求，每一个
国家在这一伟大的变革中都不应
该落伍，也不能观望，而是奋力向
前。

会上，能投委发起“零碳中国”
倡议，会议举行了“零碳中国”倡议
发布仪式。倡议旨在联合有关单
位，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
战略，主动适应气候变化影响，有
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以“零碳”为
目标推进能源转型发展。

一、树立“零碳”生活意识。我
们应牢固树立绿色、节能的生活意
识，积极利用新技术和新装备，降
低能耗，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优先
使用清洁能源，形成争做“零碳先
锋”的良好社会氛围。

二、研究“零碳”产业形态。发
起“零碳中国”的相关课题研究，通
过经验借鉴、学术交流、示范应用
等方式，研究符合我国国情的“零
碳”产业发展模式。

三、鼓励“零碳”技术创新。积

极支持绿色节能、环保、新能源等
“零碳”相关技术创新，为新技术提
供资源支持，为新技术的应用提供
空间，从而推动新能源技术进步与
成本下降。

四、推动“零碳”项目落地。以
实现2050年碳排放标准为目标，
推动以“零碳”能源、“零碳”交通、

“零碳”建筑为主要内容的“零碳科
技园”及相关项目在各地的建设实
施，打造未来城市绿色生活样板。

五、发起“零碳”产业基金。针
对“零碳”领域融资难、融资贵的难
题，鼓励发起产业发展基金，积极
投资于“零碳”示范工程、清洁能源
项目、绿色出行、绿色建筑、碳减排
项目等，并引导更多社会资本投入

“零碳”发展领域。
六、推进“零碳”国际合作。通

过举办“零碳中国”科技创新大会、
组织国际企业调研等方式，加强我
国“零碳”产业对外技术交流与项
目合作，推动我国“零碳”产业快速
发展。

中国投资协会能源投资专业
委员会与中国电力技术市场协会
综合智慧能源专业委员会、中国智
慧能源产业联盟、陕西鼓风机（集
团）有限公司、上海能链众合、古莲
资本、北京建筑技术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就“零碳中国”倡议举行签约
仪式。

（上接第十一版）
随后，才华还介绍了区块

链技术对电网企业转型的意
义。在交易类场景下，区块链
技术可用于能源市场中需第
三方监管、需参与主体信任、
需溯源、弱中心化、有触发条
件的点对点交易场景。区块
链技术可以应用于电力交易
场景。例如，美国、澳大利亚
等国家已有小规模试点使用
区块链技术进行分布式发电
电力交易。例如，美国能源公
司 LO3Energy 合作建立了基
于区块链系统的可交互电网
平台。绿色能源的生产者和
消费者可在该平台上不依赖
于第三方进行点对点交易，交
易成本大大降低。

目前，部分国外试点项目
已暂停，主要原因包括盈利预
期不佳、与当地政策冲突、技
术过于复杂、规模无法扩大、
支付效率不高等。在存证类
场景下，区块链技术可溯源、
难以篡改的特点，使其在提升
能源企业信息安全、信息透明
化、降低投融资成本等场景中
存在较大潜力，主要应用于电
子合同、能源投融资、供应链
溯源等业务，以实现重要业务
信息的备份、取证与多方信
任，避免关键数据的篡改。例
如，国网电子商务公司建成了
司法级可信区块链公共服务
平台，参与了首个区块链国家
标准制定，实现了区块链技术
在电子发票、电力积分通兑、
光伏签约、票据缴费等多场景
落地应用。在授权管理类场
景下，在解决能源行业数据信
息互通共享方面，应用区块链
技术可破解主体间的信任问
题，促进数据互换互认和真实
共享。同时通过智能合约机
制控制数据访问权限，缓解隐
私数据保护忧虑。例如，欧洲
已建成了基于区块链的智能
负荷需求侧响应项目、依托区
块链技术共享充电桩项目。
当然这类项目目前仍存在市
场规模小、监管法规不明确等
问题。

能源+区块链：开启能源技术变革新时代

应对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

区块链改变的是信任产生的形式“零碳中国”倡议启动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