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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财政职能  支持生态文明建设

□江苏省财政厅

近年来，江苏省财政厅不断加大投

入，改革资金安排方式，创新环境经济

政策，着力支持全省生态文明建设工程。

一、切实加大投入，支持环

保工作有序开展

江苏省各级财政不断调整优化财

政支出结构，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列

为公共财政支出重点，加大对环境保护

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投入力度，确保财政

用于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支出的增幅

高于经济增长速度、高于财政支出增长

幅度。2013年全省财政节能环保支出

229.18亿元，比2010年增长63.83%，年

均增长17.89%。2014年全省预算安排

节能环保支出245亿元，比2013年增长

17.73%。针对人民群众关心的难点热点

环境问题，省财政进行重点投入。

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努力改善空

气质量。从2011年起每年省财政安排1

亿元老旧机动车淘汰专项资金， 对完成

高排放机动车提前淘汰任务的市县予

以奖励补助。2013年安排3.5亿元支持

省管燃煤电厂脱硝设施改造；安排1亿

元，对全省在线烟气监控系统的运行、

维护，电力企业脱硫设施和烟气在线监

控系统第三方运营，以及烟气旁路实施

拆除、铅封等工程予以补助；安排1983

万元支持南京等地区大气污染治理重点

工程。实施农作物秸秆机械化还田，从

2014年起将秸秆还田省补标准由平均每

亩10元提高到20元，并确保应补尽补。

支持水环境污染治理工程，确保饮

用水安全。从2007年起设立省级太湖水

污染治理专项资金，每年安排20亿元

支持调水引流、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湖

体清淤等太湖流域重点治污工程项目建

设，确保饮用水安全，确保不发生大面

积湖泛。加大对南水北调治污工程的支

持力度，2013年下达省补资金4亿元，

对截污导流工程、水质断面达标工程和

南水北调水质自动监控系统项目给予支

持，保证了14个控制断面水质基本达

标。支持农村饮水安全，2013年省财政

先行拨付60%奖补资金计9328万元，与

城乡统筹区域供水省级奖补资金捆绑下

达，有力保障了新一轮农村饮水安全工

程与城乡统筹区域供水工程顺利实施。

支持城市及农村环境整治，努力

改善城乡面貌。推进村庄环境整治，

2011—2013年安排省级村庄环境整治

引导资金20.1亿元，整合省财政预算安

排及中央财政专项资金约64.36亿元，

支持12.8万个村庄完成整治任务，占全

省村庄总数的67.7% ；安排京沪高铁沿

线村庄环境整治和绿化奖补资金1.2亿

元，支持京沪高铁改善沿线生态绿化环

境。实施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工程，

2010—2012年中央财政三年支持江苏省

8.5亿元，江苏省按1：1.5配套安排12.75

亿元，选取20个县（市、区）作为示范片

区，全面开展以农村生活污水、生活垃

圾、畜禽粪便治理为主要内容的连片整

治示范，完工率连续三年全国第一。扎

实开展城市环境综合整治，设立省级城

市环境综合整治引导资金，2013—2015

年共安排15亿元对直接开展城市综合

环境整治的市、县人民政府实行奖补，

并对整治成效显著且获得省政府命名的

“江苏省优秀管理城市”给予适当奖励。

推进绿色江苏建设。设立绿色江

苏专项资金，2013年省财政下达资金

3.49亿元，重点支持全省绿化造林、抚

育中幼林、绿化示范村和生态示范村建

设等，共完成造林68万亩、中幼林抚育

152万亩、绿化村庄1050个，超额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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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建设任务。实施生态公益林管护，

2013年省以上财政安排生态公益林补偿

基金1.38亿万元，对省级以上重点生态

公益林539.68万亩实施管护，每亩补助

标准由2012年的20元提高到25元。

实施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产能，努

力减少碳排放。自2008年起，省财政每

年安排省级节能减排专项引导资金，支

持节能和工业循环经济示范、重点耗能

企业节能改造、节能环保装备（产品）产

业化以及合同能源管理、能耗管理公共

服务平台建设等项目。2013年安排专项

资金2.5亿元，支持节能与循环经济项

目358个。自2011年起，设立省级财政

支持淘汰落后产能专项奖励资金，对承

担国家和省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在

规定时限内关停落后产能、拆除相关设

备或实施提升改造并经验收合格的企业

进行奖励。2013年安排专项资金5000万

元，对全省106家完成淘汰落后产能任

务的企业兑现奖励。

支持环境保护能力建设，提升环境

监管水平。省财政安排2.48亿元用于支

持省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网（PM2.5）项

目，确保全省PM2.5监测数据的及时发

布；每年预算安排4000万元，支持国控

重点污染源在线监控第三方运行维护项

目和国家主要污染物减排考核、监测、

统计三大体系能力建设项目省级配套；

省财政安排2650万元支持省环境监控

系统（1831）二期工程监控平台完善项

目，建设数据中心迁移、安全完善、环

境监控与会商系统。

二、创新环境经济政策，完

善环境制度建设

建立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2013年起设立省级生态补偿转移支付资

金，根据《江苏省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

划》，对生态红线内的重要自然保护区、

重要湿地、重要林地和公益林地等，因

实施生态保护而形成的贡献给予生态补

偿，增强各地改善环境质量、维护生态

安全的能力。该转移支付资金由保护地

政府全部用于生态红线区域内的环境保

护、生态修复和生态补偿，2013年下达

资金9.88亿元。

建立水环境区域补偿制度，强化水

环境保护责任。会同省主管部门在总结

太湖流域和通榆河流域水环境质量区域

补偿经验的基础上，按照“双向补偿”原

则，建立覆盖全省主要流域水环境区域

补偿制度。按照“谁达标、谁受益，谁超

标、谁补偿”的原则，建立上下游双向

补（赔）偿制度，强化水环境保护责任，

改善水环境质量。

开展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

会同省环保厅等部门积极探索、创新，

在全国率先开展了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

易试点。截至2013年底，太湖流域试点

企业缴纳水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费

6363笔共计2.41亿元；完成水污染物排

污权交易2031笔，交易总额6829.51万

元；完成全省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污权交

易24笔，交易总额9356.61万元。今后

将通过逐年积累的经验研究不断完善排

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逐步扩大排

污指标范围，形成能够反映环境稀缺程

度、供求关系的环境资源价格。

三、改革资金分配方式，提

高资金使用效益

整合专项资金，集中投入，形成合

力。按照专项资金性质不变、安排渠道

不变、监督管理不变原则，将现有省级

用于生态文明建设的30多个专项资金

整合为省级生态文明建设专项资金，并

逐年大幅度增长，到2014年该专项资金

规模达到100亿元。集中解决大气、水、

土壤污染等突出问题。每年整合省以上

用于农村环境投入的资金45亿元用于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整合后的专项资金

要严格按照规定的支持范围和支持重点

使用，力争通过3—5年的努力，全面改

善农村生态环境面貌。

切块分配专项资金。将部分省级专

项资金按照因素法切块分配到市县，由

市县根据地方实际情况统筹安排项目，

减少过程成本，加快预算执行，提高资

金使用效益。如为整合和规范省级环境

保护专项引导资金的管理，省财政厅会

同省环保厅改变过去以项目申报为主的

资金分配方式，除省级环保重点项目外，

其他资金采用按因素法切块到市县，使

专项资金更好地与地方治污任务相结

合，充分发挥财政专项资金引导作用。

实行以奖代补。对省级城镇基础设

施的区域供水、污水管网、垃圾处理、

农村饮用水安全、城市环境综合整治等

专项资金采用以奖代补方式给予补助，

建立以结果为导向的补助机制，引导地

方政府及社会资金的投入。

四、拓宽融资渠道，为生态

文明建设提供金融支持

积极利用亚行贷款。为策应江苏沿

海地区发展战略的实施，强化生物多样

性保护，维护生态系统稳定，提高区域

可持续发展能力，2009年6月，省政府

决定利用亚洲开发银行贷款实施江苏盐

城湿地保护项目，该项目总投资4.92亿

元人民币，其中利用亚行贷款3690万

美元，省财政分年度安排2亿元，其余

由地方筹措。目前，该项目已启动实施，

预计2017年结束。

积极利用清洁发展委托贷款支持省

内节能减排项目。清洁发展委托贷款主

要用于支持有利于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

排放的项目。自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

开始发放贷款以来，省财政厅认真规范

项目申报评审程序，甄选优秀项目，为

鼓励各地积极申报项目，省财政对申报

成功的项目给予50%的贴息。截至2013

年底，江苏省已有13个项目获得近6.37

亿元优惠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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