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32011.19  中国财政

广东：健全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
广东省财政厅

广
东省于 1999 年在全国率先

实施了公益林效益补偿制

度，10 多 年 来，各 级 财 政

积极筹措资金，规范管理，推进生态

公益林体系建设，全省基本建立起较

为规范完善的生态公益林补偿和建

设体系，共区划界定国家级和省级公

益林 5814.2 万亩，占全省国土面积的

21.6%、林业用地面积的 35.3%。生态

公益林效益补偿机制从无到有，生态

效益补偿资金从少到多，生态公益林

面积从小到大，在推动全省生态状况

明显改善和“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

福广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加大补偿资金投入力度，

规范补偿标准

一是建立公益林补偿资金稳步

增长的长效机制。广东省 1999 年率先

实施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制度时，补

偿标准为每亩每年 2.5 元。随着经济

社会的发展，商品林木、林地经营或

出租等商业行为所取得的收入大幅

提高，为使生态公益林补偿达到责、

权、利相对平衡的合理水平，实现有

效保护的目标，省财政不断提高省级

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到 2007 年达到

每亩每年 8 元。2008 年，在遭受国际

金融危机影响，省级财政收支压力巨

大的情况下，省政府决定省级生态公

益林补偿标准每亩每年提高 2 元，至

2012 年达到 18 元，每年省财政新增

投入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资金 10350

万元。中央财政 2004 年起对国家级生

态公益林按每亩每年 5 元的标准给予

补偿，2010 年对集体所有的国家级公

益林提高到 10 元。1999 年至 2011 年，

中央和省财政累计安排公益林补偿资

金达 61 亿元（其中中央财政 5.91 亿

元，省级财政 55.1 亿元），补偿金额从

1999 年的 1.28 亿元增加至 2011 年的

9.43 亿元，年均增长 18%。

二是建立规范统一的补偿机制。

从化流溪河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54 中国财政 CHINA STATE FINANCE

2009 年以前，广东公益林补偿采取中

央和省级财政叠加的补偿方式，3 种

补偿标准并存。2010 年，中央财政提

高补偿标准，并分权属补偿，不同级

别、不同权属的生态公益林补偿差距

进一步拉大。广东省结合实际情况，

按照财政部《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

补偿基金管理办法》关于“其他渠道

筹集的用于国家级公益林的补偿资金

可与中央财政补偿基金并账核算”的

规定，从 2010 年起统一国家级和省

级公益林补偿标准，无论国家级和省

级、国有和集体，统一按省既定的标

准进行补偿，即 2010 年每亩补偿为

14 元、2011 年 为 16 元、2012 年 为 18

元。统一省级以上公益林补偿标准，

顺应了中央和省的林改政策要求，优

化了广东公益林补偿资金管理，提高

了行政效率，有利于资金安全运行和

林改顺利推进。

（二）强化补偿资金管理

一 是 规 范 补 偿 资 金 使 用 管 理。

2003 年，省财政厅、省林业局制定《广

东省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资金管理

办法》，将补偿资金分为损失性补偿、

管护经费和省统筹经费，其中 ：损失

性补偿为总额的 75%，用于补偿因划

定省级生态公益林而禁止采伐林木

造成经济损失的林地经营者或林木

所有者 ；管护经费为总额的 22%，主

要用于生态公益林护林管护支出，拨

付给实施省级生态公益林管护工作

的县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协调生

态公益林管理工作的乡镇政府、村

委会 ；省统筹经费为总额的 3%，主

要用于生态公益林信息系统建设、森

林生态环境监测、突发性的森林灾害

救助、森林生态科技研究和推广、技

术培训、宣传、检查验收以及林业生

态县创建等工作。通过资金的明晰用

途、分类使用，调动林农和各级政府

参与生态公益林管理的积极性，同时

避免管护经费不足造成公益林管护

水平下降和挤占损失性补偿资金的

问题。

二是规范补偿资金拨付管理。广

东省高度重视补偿资金的拨付工作，

逐步研究完善补偿资金拨付手续。对

于损失性补偿，明确由县级以上林业

部门编制细化至补偿对象的资金分配

计划，送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后，由财

政部门委托银信机构开设账户，直接

支付。从今年起，再次细化补偿对象，

要求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分山到户的

公益林，其损失性补偿资金必须全额

直接支付给农户，对仍由集体统一经

营的公益林，其损失性补偿的 70% 以

上必须按股均分到户。大力推行“一

卡通”支付办法，对条件不成熟的地

方，由乡镇财政所直接拨付给农户。

目前，全省已初步建立了由林业部门

建档造册、财政部门审核监管、金融

部门建账支付、补偿对象校准签收的

补偿资金发放管理机制，确保资金发

放到户，确保农民利益不受侵占。对

于管护经费，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

规定办理资金支付 ；暂不具备国库集

中支付条件的地方，按照规定实行财

政报账制管理。

三是规范补偿资金监督管理。建

立事前、事中、事后的整套农业专项

资金监管体系。第一，规范和完善补

偿资金发放程序，建立严格的公示制

度和认领签收制度。发放时由补偿对

象签收，并将认领签收情况造册登

记，存档备查 ; 县 ( 市、区 ) 有关部门

会同乡镇政府负责将生态公益林补偿

资金分配情况在各行政村张榜公布，

设立投诉电话，接受群众监督。第二，

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发专业软件系

统，同时配合使用卫星遥感影像技

术，建立详实的生态公益林基础数据

及补偿对象资料，并逐步提高全省生

态公益林数字化管理水平。目前，全

省已建立了完整的森林资源档案数据

库和生态公益林地籍小班图形库，并

实现数据库与图形库的同步管理。全

省已有 22 个县（市、区）建立了本级

生态公益林地理信息系统，保证了补

偿资料的真实可靠。第三，各地财政

部门采取前期核查、实地考察和抽样

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对补偿资金的拨

付、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全面监督，

健全监督通报制度和整改落实情况反

馈制度。

四是规范补偿资金绩效管理。建

立补偿资金使用管理的“问效制”和

“问责制”，从 2004 年起，按照《广东

省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试行方案》的要

求，由省林业局按隶属关系分级组织

验收和总结，并按规定进行绩效评

价，在预算年度终了后 3 个月内向省

财政厅报送自评报告。省财政厅按规

定对省林业局报送的专项资金绩效评

价自评报告进行审核，视情况对其执

行情况进行重点绩效评价。评价内容

有补偿资金使用情况评价（包括资金

的落实到位和及时性、资金拨付的方

法和专款专用情况）以及目标完成和

资金使用效益评价（包括预期目标完

成情况、完成质量、及时性和项目完

成后产生的社会、生态和经济效益）。     

实施森林生态补偿制度以后，全

省不断加强封山育林和管护工作，造

封 并 举、造 管 并 重，实 现 了 森 林 资

源数量的持续增加和质量的明显提

升，使省级以上生态公益林面积达到

5814.2 万亩。目前，已基本建成以珠

江水系、沿海、北部连绵山体、大中

型水库周边、交通要道两侧、自然保

护区为主要框架的森林生态安全屏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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