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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中国　 　财政给力
　　　本刊评论员

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近年
来，财政部门通过不断加大投入，灵活运用税收、收费等
政策手段，在支持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支持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行差异化的财政
政策，引导人口、资本、劳动力和技术从限制开发功能区
和禁止开发功能区向优化开发功能区、重点开发功能区
流动，提高经济效益和效率。同时，不断完善转移支付制
度，实行以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的均衡性转
移支付，以构建基层政府托底机制为目标的县级基本财
力保障机制转移支付以及以引导基层政府加强环境保护
为目标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形成了对主体
功能区建设“全方位、多层次”的转移支付支撑体系。

大力支持节能减排。支持风电规模化发展，促进大型
风电基地建设；实施“金太阳”工程，采取财政补贴的方式
加快国内光伏发电市场发展；开展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
推广试点，采取财政补贴方式鼓励城市在公交、出租等领
域推广使用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加快实施重点节能工程，
支持企业节能技术改造，鼓励合同能源管理发展；中央财
政采取专项转移支付方式对经济欠发达地区淘汰落后产能
给予奖励；支持城镇污水管网建设，推动污水处理产业化
发展；实施“节能产品惠民工程”，扩大节能环保产品使用
和消费；支持发展循环经济，全面推行清洁生产。　

支持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支持实施重点流域
水污染治理、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还湖等重大生
态修复工程；支持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
治理；支持加快水利建设，加强防灾减灾体系建设；以
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支持强化水、
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推进清洁发展机制建立和发展，
与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支持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不断深化资源环境类税费
改革，启动了资源税改革试点，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
范围不断扩大，研究开征环境税；按照谁开发谁保护、
谁受益谁补偿的机制，建立生态补偿机制，鼓励企业积
极参与节能量交易和碳交易；支持深化排污权有偿使用
和交易制度改革。

拓宽环保资金渠道。通过征收与环境有关的税费，
为环境污染治理和保护积累资金。同时，通过财政补贴

等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功效，引导、鼓
励和吸引社会资本投资环保领域，有效拓宽环保融资渠
道，加大对环保产业的支持，逐步建立起与市场经济发
展相适应、来源稳定、渠道顺畅的环保资金投入新机制。

在财政的大力支持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突
出。“十一五”期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
19.1%，二氧化硫、化学污染物排放总量分别减少14.29%
和12.45%，节能减排目标基本实现；资源利用效率提高，
全国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36.7%，主要产品单位能
耗大幅度减低；环境质量局部改善，七大水系国控断面
好于三类水质的比例提高18.9个百分点，环保重点城市
空气质量达到二级标准的城市比例提高30.3个百分点；
生态保护和修复取得成效，森林覆盖率提高2.16个百分
点，退牧还草区牧草质量提高，重点生态功能区保护力
度加大，全国沙化面积减少；应对气候变化取得进展，
通过节能提高能效累计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6亿吨。

西部是我国最重要的生态敏感地区，也是生态脆弱
地区，其生态状况对全国生态文明建设进程影响重大。
同时，西部地区普遍经济落后、财力薄弱。如何使有限的
财力发挥最大效益，有效支持生态文明建设是西部地区
财政部门面临的共同课题。近年来，云南省财政部门通
过不断优化支出结构，逐步加大财政生态建设投入，并
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吸引社会资本进入生态建
设领域，形成了“政府主导、市场推进、社会参与”的多
元化投资机制；积极创新体制机制，逐步建立和完善了
财政生态建设资金绩效考评机制，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益；
科学合理确定财政支持重点，在支持生态建设领域重大
体制机制改革、绿色产业发展等方面集中发力，有力推
动了生态文明建设，使云南成为全国自然环境最好、生
态环境保护最好的省份之一。“十二五”期间，云南将加
快推进美丽云南建设，争当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
为此，云南财政部门将继续创新体制机制，筹措各方资
金，加大财政投入，保障“绿水青山计划”付诸实施，深
入推进“七彩云南保护行动”，切实抓好重点生态功能区
保护和以“森林云南”为重点的生态工程建设，让云南的
天更蓝、云更白、山更绿、水更净、气更清，努力绽放美
丽中国最美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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