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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担当上游责任 发挥财政职能
           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重庆市财政局

重庆位于长江上游和三峡库区

的腹心地带，在国家推动长江经济带

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中肩负着重大使

命。三峡成库后，水体自净能力降低，

生态更加脆弱，水环境保护压力更大，

总书记对重庆提出了“建设长江上游

重要生态屏障，成为山清水秀美丽之

地”的殷殷嘱托。在财政部关心下、市

委市政府领导下，重庆财政发挥职能，

统筹资金资源，加强激励引导，为筑

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提供财力支

撑和制度保障，画好“长江大保护”的

“工笔画”，把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

思想全面落实到重庆大地上。

调整财政体制，优化“共抓大保护”

政策环境

三峡库区是国家淡水资源战略储

备库，80%以上库容在重庆，15个区

县沿江分布，占全市幅员面积的53%、

人口的44%，库区区县既面临着脱贫

攻坚的任务，也承载着保护三峡库区

环境保护修复的责任。近年来，重庆

财政从调整优化体制机制着手，调动

区县积极性，守护好三峡库区“一江

碧水、两岸青山”。一是收入全部下

放。除中央分成外，所有地方收入区

县全留。2014年以前形成的20亿元存

量，市级每年通过转移支付全部补助

区县，同时把税收增量全部下放区县，

保障基本财力，为从“开发”向“保护”

转变腾出空间。二是市级统筹污水垃

圾处置。抓住治水兴水这个重点，市

级全额承担城市生活污水处理费用，

除企业和个人付费外，市级每年补助

缺口18亿元，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

率达到94%，长江流域污水处理厂达

到一级A标排放标准。市级每年安排

7亿元，统一实施主城区生活垃圾二

次中转、运输和终端处置，有效处置

率达到100%。市级每年安排5亿元，

补助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营运，

实现乡镇污水处理全覆盖。三是考核

突出生态指标。调整转移支付分配方

式，取消库区GDP总量增速和财政收

入增幅等与经济发展直接挂钩的指

标，提高岸线保有率、国土绿化率等

生态类指标权重。通过财政体制调整

和政府考核转向，形成“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体制环境。

整合资金资源，提高“共抓大保护”

保障能力

妥善处理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关

系，治理突出环境问题，推动产业转

型升级，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一是环保投入重“治理”。每年投入约

220亿元，实施“碧水、蓝天、绿地、

田园、宁静”五大环保行动，建成城乡

污水处理设施2400座，完善管网2万

公里，完成3500个村农村环境整治，

长江干流重庆段水质总体为优，纳入

国家考核42个断面水质达标率91%，

优于国家考核要求。每年投入70亿

元，打好库区生态保护战，实施高切

坡安全防护项目215个，开展消落区

生态修复2万亩，整治沿江城镇库岸

163公里，库区森林覆盖率达到48%。

二是产业投入重“转型”。坚定不移做

“减法”，分级分类奖补引导，支持职

工分流安置和企业转产发展，关闭24

户钢铁企业，依法取缔20户“地条钢”

企业，关闭煤矿356个，提前一年完

成去产能目标任务。突出重点做“加

法”，融合财政资源社会资本，采用竞

争立项、事后奖补、股权投资等多种

方式，打造绿色产业智能产业，补齐

生态链、创新链，培育新动能。三是财

力补偿重“托底”。对限制禁止开发区

域广、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大、森林覆

盖率高的区县，加大财力补偿。对大

气、水环境质量提高、生态改善的区

县，增加奖补额度。对义务教育公用

经费、困难学生补助、基本养老保险、

基本医疗保险、计划生育扶助保障等

共同财政事权，市级按80%的最高比

例承担支出责任。在财政部支持下，

每年补助库区财力200亿元，人均财

力达到1万元，保障了库区不因增加

环保投入而降低公共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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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改革攻坚，构建“共抓大保护”

激励引导机制

对标对表中央要求，聚焦重点改

革，确保尽快落地见效。一是聚焦投

融资改革。在城市污水、垃圾处理和

乡镇污水处理领域授予社会资本特

许经营权，建立使用者付费与政府补

助相结合的付费机制，实现“投、建、

管、运”一体化运作。完善政府购买

服务机制，运用市场化方式加快垃圾

焚烧场建设，主城区生活垃圾焚烧处

理率达到85%以上。成立环保产业股

权投资基金，引导社会资本投资环保

产业。二是聚焦环保专项改革。推行

环保专项资金“以奖促治”改革，改

变以往环保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直接

针对项目进行补助的做法，建立以

水、土壤、大气等综合环境考评结果

为依据的资金分配模式，采取因素切

块分配区县，并由其自主选择实施项

目，充分调动区县工作积极性。推进

生态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出台生态损

害赔偿资金管理办法，厘清政府与社

会支出责任边界，落实生态环境损害

者的赔偿责任，破解长期以来“企业

污染、群众受害、政府买单”的困局。

三是聚焦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改革。建

立地区间以跨界流域水质为依据的横

向生态补偿机制，让实施流域污染的

地区对下游受影响的地区作出利益补

偿，弥补其遭受的环境损失和治理修

复的相关费用；相对应的，让流域下

游的生态受益地区对上游实施保护的

地区所付出的保护成本、机会损失和

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给予合理补偿，

体现“谁污染、谁治理、谁保护、谁受

益”的政策导向。市内流域：2018年，

重庆市印发改革实施方案，统一部署

了全市流域补偿机制的目标任务、实

施方式及补偿标准，将全市流域面积

500平方公里以上且跨区县的19条次

级河流，全部纳入流域横向生态保护

补偿机制全覆盖范围。截至2018年，

19条河流涉及的33个区县政府经过

磋商谈判，已分别就相关流域签署了

横向补偿协议，全面完成补偿机制的

建立工作。跨省流域：积极与周边贵

州、四川、湖北、湖南等省份就建立

跨省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进行磋

商，共同就流域选取、补偿方式、补

偿标准等问题进行研究和交换意见，

并取得阶段性进展。2018年已同湖南

省完成了酉水流域补偿机制的建立。

依托这种权责对等的支出责任传导机

制，有效提升了地区间共同参与水质

保护的积极性 “成本共担、效益共享、

合作共治”的流域大保护格局也正在

加速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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