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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水利委员会总部设在河南，
黄河行政管理和科研资源也多集中于
此。”宋纯鹏表示，作为中原文化的发
源地，河南在沿黄九省区中拥有独特
的地理位置和人文历史积淀，具备打
造黄河流域科技创新高地的独特优势
和基础条件。

宋纯鹏介绍，近年来，河南围绕黄
河文明和黄河治理问题开展了一系列
科学研究和技术攻关。譬如，建有“黄
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黄河

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黄河泥
沙重点实验室”“水土流失过程与控制
重点实验室”“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国家企业技术中心”；一大
批国家级和省部级科技创新平台，汇
聚了一大批黄河文化、黄河治理、生态
安全等领域的领军人才和科技创新团
队，主持承担了一大批国家重大科研
任务；合作开展协同攻关研究，创造了
一系列原创性、标志性重大科技创新
成果，先后获国家科技奖励60余项。

全国政协委员宋纯鹏：

建议在豫筹建
黄河国家实验室

九曲黄河，利害攸关在河南。政府工作报告在今年发展主要
目标和下一阶段工作总体部署中提到，加快落实区域发展战略，编
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如何为实现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和智力支持？这是全国政
协委员、河南大学校长宋纯鹏一直关心和思考的问题。

针对黄河的研究成果缺乏战略性和系统性
黄河流域横贯我国东中西三大区

域，范围覆盖我国九省区，长期存在生
态环境脆弱、水患尚未消除、下游“悬
河”、水安全等问题。随着人口增
长、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黄河流域生态安全面临重大挑战，
亟须突破生态修复、水沙治理、水资
源保障、环境保护等领域的重大理论
和技术瓶颈。

黄河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面临
的突出问题，表象在黄河，根子在流
域。宋纯鹏认为，沿黄九省区均有研

究黄河的科研队伍，但大多针对某一
个黄河具体问题开展研究，优势科研
力量整合不够，各种创新要素未能被
完全激发、形成创新合力，研究成果缺
乏战略性和系统性。因此，围绕流域
经济、社会和生态需求，建立跨行业、
跨领域、跨地域的综合性实验研究平
台，打造多学科交叉、多方向融合、多
维度协同的科技创新团队，集中优势
力量开展科学研究与技术攻关，为黄
河治理保护提供系统、全面的科技支
撑和智力支持，显得尤为迫切。

河南具备独特优势和基础条件

打造黄河文化和黄河流域创新发
展智库联盟，宋纯鹏建议，采取“国家
科技管理部门主导、河南省人民政府
实施、实验室自主管理”的管理和运行
模式，围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联合黄河
水利委员会、小浪底水利枢纽、三门峡
水利枢纽以及沿黄九省区高校和科研
院所，共同筹建“黄河国家实验室”，着
力突破世界前沿的重大科学问题，攻
克体现国家意志、事关黄河流域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率
先建成引领世界水利科技发展高地、

国内生态环境科技创新高地。
另外，建议国家相关管理部门牵

头，设立“黄河文化和黄河流域创新
发展”专项资金，依托教育部黄河文
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和黄河文
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汇聚包括
历史、人文、旅游、经济、生态等多学
科国内外一流人才，围绕黄河文化
遗产的系统保护、黄河流域经济社
会发展重大问题，开展综合性研究，
为黄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决策
咨询。
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竞昳

建议在豫筹建“黄河国家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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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党委副
书记高新才带来了《以创新绿色金融为载体 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
发展》的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高新才：

发展绿色金融
保护黄河生态

绿色金融是保护黄河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
高新才说：“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

的生态屏障，也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地
带，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区
域。绿色金融通过合理的资源配置，
可以缓解黄河流域资源环境制约，是
保护修复黄河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
绿色金融还有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
率，发挥“引导效应”和“挤出效应”，推
动经济转型升级，成为调整产业结构、
撬动经济增长的新支点。金融机构推
进绿色金融业务，有助于提高其自身
声誉和风险管理能力，是金融业自身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新

常态下发展绿色经济的本质要求。
目前，黄河流域各省区已经开始

探索利用绿色金融产品促进当地社
会经济发展。沿黄流域各省市结合
自身产业发展定位，在绿色金融制
度创新中做出了一些尝试，但绿色
金融在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中，还存在一些制度缺陷，如绿色金
融顶层制度体系亟待进一步完善，
绿色金融跨区域合作机制尚未建
立，贯穿全流域的一体化绿色金融
市场尚未形成，黄河流域绿色金融
缺乏统一的监管主体。

建立贯穿全流域的一体化绿色金
融市场。高新才说：“应从保障黄河流
域整体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出发，
统筹规划发布绿色金融产品，建立绿
色金融交易市场。可在中国证监会和
银保监会的统一指导下开展区域性绿
色产权交易活动，保障绿色企业的资
金融通，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加入绿色
领域。落实沿黄流域各省市的上市公
司的环境责任，强化绿色证券制度。”
另外，还应根据沿黄各省市区域特点
有针对性地创新绿色金融产品。

建立统一的黄河流域绿色金融监管
主体。监管的有效性需要监管体系的完

整性。当前，沿黄各省区还处于绿色金
融发展的初级阶段。高新才建议，成立
由国家相关部委和黄河流域各省市参加
的跨区域综合统筹机构，督促黄河流域
各省区在国家确定的主体生态功能区的
基础上，基于国土生态安全、饮水安全和
防洪安全考虑，结合区域实际，整合生态
环境保护、水资源开发利用、林地与耕地
保护、土地利用、产业发展、综合交通、文
化生态旅游资源等各类规划，完善空间
规划体系，推进“多规合一”，提高各类生
态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政府生态空间
管控水平和生态环境治理能力。
郑报全媒体记者 徐刚领

建立全流域一体化绿色金融市场

围绕绿色金融促进黄河流域高质
量发展，高新才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构建系统性制度框架。应推动完
善包括绿色认证制度、绿色金融激励
制度和绿色金融风险防范制度在内的
绿色金融制度框架，消除当前绿色金
融制度领域存在的碎片化状态。应研
究出台《黄河经济带绿色金融发展规
划》，在规划中要明确构建结构平衡、
可持续的绿色金融体系的总目标、各
阶段目标和具体实施路径，建立一套
完整、合理、操作性相对较强的绿色金
融发展评价制度。沿黄各省市要根据
自身特色健全绿色金融体系，制定可
持续的相关政策，为绿色金融在本地

区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加强全流域绿色金融跨区域合

作。高新才认为，要创新地方政府间
高层对话机制，加强黄河经济带沿线
各地区政府间的信息互通，以打破行
政壁垒为职责，通过合理制定金融政
策来对金融合作进行整体规划，系统
开展跨区域金融合作，扩大全流域绿
色金融扩散效应。另外，需要创新绿
色金融跨区域合作平台，组建“黄河经
济带绿色金融联盟”，在监管、技术、资
金、人才等诸多方面，发挥各省市集合
优势，实现绿色金融优势互补，最终推
动金融资源的有效传递，推动跨区域、
跨领域、多层次的金融一体化合作。

构建系统性制度框架 加强绿色金融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