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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环保资金活力

◆周佩德

县级单位在安排环保专项资金项目时，必须强化基

础，集成整合，建立机制，在改革创新中激发环保资金

活力。

近年来，各级政府、各相关部门和
企业在环境 治 理 方 面 投 入 了 大 量 资
金 ，为 改 善 环 境 质 量 发 挥 了 巨 大 作
用 。 但 不 可 否 认 ，一 些 环 保 资 金 效
益 发 挥 不 理 想 。 环 境 质 量 改 善 离 不
开 资 金 支 持 ，为 此 ，要 在 改 革 创 新中
激发环保资金活力，进一步提高环保资
金使用效能。

目前一些环保资金使用效能不高，
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由于项目申
报各自为政，专项资金存在“撒胡椒面”
的现象。目前，国家和省发改、环保、住
建、水利、农业等部门都安排环保专项
资金项目，且项目和 资 金 计 划 一 般 由
各 部 门 确 定 ，县 级 单 位 在 具 体 实 施
时 ，缺 乏 综 合 统 筹 平 台 对 此 进 行 平
衡 。 致 使 单 个 项 目 投 资 额 较 小 ，难
以 形 成 资 金 合 力 。 二 是 资 金 管 理 政
出 多门，统一调度不顺畅。上级部门
对基层申报的项目批复后，一般不允许
地方随意调整变动，同时为了管好资
金，还制定了不同的管理规定。县级政
府统一调度和使用各类环保资金有一
定难度。三是制度建设明显缺失。由
于各项目建设标准、管理要求不统一，
资金捆绑整合使用后，项目由谁来牵头
实施、由谁来竣工验收，有关部门都存
在疑虑和担心。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县级单
位在安排环保专项资金项目时，必须强
化基础，集成整合，建立机制，在改革创
新中激发环保资金活力。

一是改革项目分配办法，建立综合
统筹机制。 整 合 资 金 的 基 础 是 整 合
项 目 ，其 涉 及 部 门 多 、情 况 复 杂 、敏
感 性 强 。 县 政 府 应 指 定 财 政 部 门 负
责 资 金 整 合 ，建 立 由 政 府 牵 头 ，各 相
关 部 门 为 成 员 单 位 的 环 保 资 金 整 合
使 用 联 席 会 议 制 度 。 明 确 项 目 整 合
的 范 围 、方 式 及 整 合 步 骤 ，对 符 合 政
策 要 求 和 发 展 规 划 的 项 目 ，及 时 纳
入 财 政 扶 持 的 环 境 治 理 和 环 境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库 。 打 破 部 门 管 理 界
限，统筹规划建设项目，有效杜绝同一
个项目在不同部门之间的重复多头申

报资金现象，实现项目共建、资源共享、
利益共赢。

二是改革资金使用办法，建立规范
运作机制。创新各项环保资金管理办
法和制度，抓好资金整合相关制度建设
和新旧管理制度的衔接工作，划清资金
整合与挪用的界限。所涉项目建设按
照“资金所有权归政府，项目实施权归
部门，资金管理权归财政，效益评价归
社会”的原则，以“政府定项目，相关部
门管项目，财政部门管资金，监理部门
管质效”的指导思想，制定资金整合平
台指导意见、项目管理办法和资金管理
制度。建立完善政府采购、专户核算、
直接支付、绩效评价和监督检查等资金
管理制度，切实提高资金使用的规范
性、安全性和有效性。

三是改革资金监管办法，建立综合
保障机制。要建立健全项目的民主决
策机制，推行项目公示制，提高项目决
策的科学性、有效性。坚持项目资金性
质、项目资金用途、主管部门和检查验
收标准 4 个“不变”。按照“既要整合、
更要管理”的要求，加强整合资金的监
管，确保专项资金按照指定的用途合理
使用，不准挤占、截留、挪用，避免出现
借整合项目资金名义挪用项目资金的
现象。完善监督检查机制，发挥纪检监
察、财政、审计等部门的作用，加强对项
目的过程监管。建立严格绩效考评制
度，每年底由政府牵头，各有关部门根
据项目进展情况，对本年度第三方治理
项目进行考核。考核优秀的给予奖励；
考核不合格的，限期整改，对有关责任
人严格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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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练兵提升环保公信力
◆刘贤春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总体依
然粗放、能源结构不合理，环境治理难
以立见成效。同时，在环境执法队伍
中，确实存在少数执法者不思进取、不
在状态、打击违法行为不力，严重影
响 了 环 保 部 门 的 社 会 公 信 力 。 笔 者
认 为 ，在 环 境 执 法 领 域 首 次 开 展 大
练兵，能够强基固本，立信社会。各地
环保部门应抓住大练兵绝佳机会，在
以下几方面发好力、用足功。

让环保精神注入执法者血脉。大
练兵首先应加强环保精神的培养与提

升，将环保精神注入每位大练兵执法
者的血脉之中，补足精神之钙。环境
执 法 大 练 兵 要 练 就 环 保 人 不 畏 一 切
困难险阻、敢打敢拼的精神，做到坚
韧、坚持和坚守，任何情况下都能咬
紧牙关，不言放弃，迎难而上。要提
升 环 保 人 的 职 业 操 守 ，提 高 其 对 法
律 法 规 的 熟 悉 程 度 。 要 牢 记 人 民 群
众 对 环 境 质 量 改 善 的 期 待 ，以 对 环
保事业的赤诚担当，强能力、硬作风、
勇作为，练出精气神、练出真本领，提
升公信力。

让公众和媒体参与并见证大练兵
全过程。公众有序参与，媒体真实报
道，会让社会全面、真实地了解环境执
法，从而消除误解，增进信任。各地应
有序组织公众、媒体参与到大练兵中，
虚心听取意见和建议。这既为公众履
行环保责任提供了机会，也能让他们
亲身感受环境监察、行政执法等环保
一线工作，体味环保人的艰辛与压力。

让 公 众 真 正 感 受 到 环 境 质 量 改
善 。 大 练 兵 目 标 是 改 善 区 域 环 境 质
量，使群众有获得感。各地环境执法

练兵，要采取法律、经济等综合手段，
调动一切因素和力量，形成围剿环境
违法的天罗地网，使环境违法行为无
处可藏。对本地区环境污染大户，环
境违法积案、难案及环境安全隐患突
出点位，要重点查处，严格执法，解决
一批环境污染突出、反复、久治不到位
的违法问题，让群众拍手称快。要严
法高压，让环境违法者心存敬畏。对
环 境 违 法 坚 决 依 法 施 以 按 日 连 续 计
罚、停产限产等严厉处罚措施，构成犯
罪的坚决移送公安、司法机关查办。
要与金融、证券等部门形成共惩体系，
让违法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付出沉
重代价。要以群众认同感为标尺，检
验大练兵成效，检验区域环境质量改
善效果。

环境热评

◆刘瀚斌

业界评说

有奖征文

在补偿的各环节，或者涉及使用权的让渡，或者涉及

受益权的分配，或者涉及补偿的认定，或者涉及权责的认

知。这些环节的工作顺利进行的前提是产权明晰。唯有

将补偿双方的生态产权细分、落实，才能将后续工作的执

行和纠错成本降低。

从产权制度看生态补偿问题
河北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了

《关 于 健 全 生 态 保 护 补 偿 机 制 的 实
施 意 见》，提 出 到 2020 年 ，实 现 全 省
重 要 区 域 生 态 保 护 补 偿 全 覆 盖 ，
补 偿 水 平 与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状 况 相
适应。

生态补偿，是基于“受益者付费和
破坏者付费”原则制定的一项环境经
济政策。但近年来，各地生态补偿进
展缓慢。河北省政府此次明确了全覆
盖的时间表，希望生态补偿能够真正
得以推动落实。但要更好地推动生态
补偿全面实施，必须弄清楚生态补偿
的阻力来自何方。

调研发现，人们对生态补偿很多
基础的问题尚不了解，更谈不上进一
步推进。比如，生态产品定量分析怎
样才算准确？ 各 地 区 域 生 态 保 护 标
准 是 否 应 该 一 刀 切 ？ 生 态 补 偿 各 地
立 法 速 度 落 后 于 生 态 问 题 发 展 怎 么
办 ？ 遇 到 法 律 不 支 持 的 实 际 问 题 能
尝 试 新 的 管 理 和 补 偿 模 式 吗 ？ 有 人
认 为 ，这 些 问 题 没 有 统 一 明 确 的 答
案 ，实 践 起 来 就 缺 乏 底 气 。 但 依笔
者之见，这一系列问题不应该成为生
态补偿制度发展的障碍。生态补偿制
度 主 要 寻 求 的 是 公 共 资 源 的 最 优 配
置，意义在于进行公共产权资源的分
配和运营。因此，应从新制度经济学
中经常谈及的产权制度问题探讨生态
补偿问题。

从产权角度探讨生态补偿制度，

需要厘清以下 3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生态补偿的关键是产权明

晰。所谓生态补偿，就是在综合考虑
生态保护成本、发 展 机 会 成 本 、生 态
产 品 和 生 态 服 务 价 值 的 基 础 上 ，采
取 财 政 转 移 支 付 或 市 场 交 易 等 方
式 ，对 生 态 保 护 者 给 予 合 理 补 偿 。
其 启 动 的 起 点 恰 恰 是 要 明 晰 产 权 。
在 补 偿 的 各 环 节 ，或 者 涉 及 使 用 权
的让渡，或者涉及受益权的分配，或
者涉及补偿的认定，或者涉及权责的
认知。这些环节的工作顺利进行的前
提是产权明晰。唯有将补偿双方的生
态产权细分、落实，才能将后续工作的
执行和纠错成本降低。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由于我国欠
发达地区与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敏
感 区 与 生 态 脆 弱 区 在 地 理 空 间 上 高
度吻合，使得生态补偿肩负解决“生
态 产 品 、生 态 服 务 严 重 短 缺 ”和“ 扶
贫 攻 坚 ”这 两 大 难 题 。 而 要 达 到 一
石 二 鸟 的 效 果 ，对 于 生 态 服 务 功 能

价 值 如 何 评 估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公 共
财 政 制 度如何制定等基本问题，还是
需要慎重考虑。而这一切的核心还是
在于明晰并细分产权，实实在在地平
衡各利益主体。

第二，生态补偿的定价权应放手
于市场。在生态补偿过程中，涉及生
态资源的量化定价问题。这一问题的
实质就是资源的价格化，这是生态补
偿能否操作的关键步骤，也是很多地
方认为难以深入推 进 生 态 补 偿 制 度
的 主 要 原 因 。 关 于 生 态 服 务 价 值 或
生 态 产 品 定 价 的 争 议 较 多 ，社 会 各
界 对 此 也 有 不 同 看 法 。 从 一 些 发 达
国 家 的 经 验 来 看 ，转 移 支 付 的 主 要
方 式 是 通 过 地 区 间 的 利 益 调 和 、政
府与民间的谈判达成契约，最终利用
市场的力量实现价格定价。这个过程
避免了“计划性”，恰恰能避免扭曲资
源的真实价值。

我国推进生态补偿制度，也可以
借鉴国外经验，将市场定价的机制应

用于中央、省、市、县、乡镇甚至到行政
村层级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应用于
各类生态保护公益基金运行。由于生
态补偿的受助地区往往是生态脆弱区
或敏感区，因此需要加强引导和管理，
避免个别受偿地区借生态补偿行生财
之道。

第三，要厘清产权与市场化之间
的关系。生态补偿的市场化过程本质
就是进行交易的过程。在产权明晰的
基础上，由补 偿 过 程 产 生 的 交 易 行
为 ，便 涉 及“ 如 何 有 效 降 低 交 易 成
本”这一经典的制度经济学问题，这
是 生 态 补 偿 无 法 回 避 的 难 题 。 在 此
基 础 上 ，如 何 细 化 产 权 又 是 保 证 补
偿 公 平 的 基 础 。 比 如 ，耕 地 产 权 是
农 民 生 存 的 依 靠 ，承 包 权 、使 用 权 、
转 让 权 、抵 押 权 等 由 产 权 衍 生 的 权
利，必须得到强有力的保障，否则可能
会出现拉生态补偿大旗侵占农民合法
权益的现象。

如何通过顶层设计将明晰后的产
权进行交易 ，提 高 产 权 交 易 的 效 率 ，
考 验 着 各 级 地 方 政 府 的 智 慧 。 设 置
流 程 环 节 过 多 ，可 能 导 致 交 易 成 本
太 高 。 比 如 ，一 块 耕 地 涉 及 招 拍 挂
流 程 ，成 本 自 然 变 高 。 流 程 过 于 笼
统 ，又 失 去 了 产 权 交 易 的 意 义 。 一
旦 这 些 问 题 能 够 圆 满 解 决 ，其 经 验
便 能 推 广 至 排 污 权 交 易 、碳 交 易 市
场 、水 权 交 易 等 方 面 的 环 境 资 源 产
权交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