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题探讨

浅谈环境保护与财政发展

胡定荣  万善志

环境问题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
环境意识和环境质量如何，是衡量一个

国家和民族文明程度的标志，环境安全

直接影响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也关系

到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声誉。保护环境

的实质就是保护生产力，从财政角度

看，保护环境也就是保护国家财源。

一、我国环境问题相当严峻

环境污染，是工业发展的产物，又

是工业不发达的表现。一些发达国家

在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非常重视保护

环境，整个社会环境意识很浓，自然环

境十分美好。相比之下，我国的环境状

况相当严重，形势十分严峻。
——大气污染。现阶段，我国大中

城市氮氧化物污染呈 上升趋势，常见的

大气污染物主要是二氧化硫和烟尘。
由于它的影响，我国酸雨自 80 年代中

期以来日趋严重，酸雨覆盖面积约占国

土面积的 30% 。华中、西南、华南地区

酸雨尤其严重，北方的图们、青岛等局

部地区也出现酸雨，中南地区的一些大

中城市，由 于大气质量恶化，也出现严

重的酸雨问题。据湖南省长沙市统计，

酸雨频率由 1984 年的 45% 猛升到 1997

年的 97% ，年平均 PH 值在 4以下，远远

超过国家控制指标。究其原因，主要是

工矿企业尤其是化工、钢铁企业大量排

放废气、废渣 、废水，汽车尾气和基建工

地产生的尘土所致。

——水质污染。一个时期以来，我

国不少地方盲目发展了一些高能耗、高

污染、高排放量的乡镇工业，大量的废

物排放到江河湖海，使水质受到严重破

坏。农村不少地方农药、化肥、农膜使

用不当，辽河、海河、淮河 、黄河 、松花

江、珠江、长江流域水质受到严重污染，

水生态平衡严重失调。近年来，虽然 工工

业污染有所控制，但生活 污染日 趋加

重，不少地区湖泊萎缩，生物多样性锐

减，巢湖、滇池 、南四湖 、太湖等淡水湖

泊富营养化程度加剧，各类水生物的生

存条件受到威胁。

——土质污染。由 于生态环境 和

地质条件受到污染和破坏，我国水土流

失面积达到了 179 万 平 方公里，占国 土

面积的 18.6% ，荒漠化面积达到 262 万

平平方公里，占国 土面积的 27.3% ，且呈

逐年上升之势。这种状况同全球所有

大陆国家相比，都是比较严 重的。有资

料表明，长江流域水土流失面积，50 年

代为 36 万平方公里，到 90 年代初，达到

了 56 万平方公里。四川省阿坝州的森

林覆盖率，由建国初期的 37.6% 减少到

现在的 18.8% ，沙漠化面积由原来的 40

万公顷扩大到现在的 100 万公顷，从全

国看，不少地方 土地大量撂荒，耕地不

断缩小，地力不断下降，农业成本不断

攀升，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条件越来越

恶化。

二、环境问题对财政经济的影响

在我国，由于相当 多的地区环境污

染和生态破坏没有得到有效治理，由此

带来的经济损失十分惊人，据世界银行

估计，我国大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

每年约 540 亿美元。
1.资源破坏导致的经济损失。这

里仅以林业资源为例，据国家有关部门

资料统计，由于森林过度开发，我国森

林资源发生 了结构性危机。六十年代

以 来 30 多年间，天然林减少 1 100 万公

顷，其中原始森林减少的面积和速度更

为惊人。成熟林 面积由 建国 初期的

1 200 万公顷减少到目前的 560 万公顷，

林木蓄积由 20 亿立方米下降到 5 亿立

方米。山林平均生产力急剧下降，单位

面面积林木蓄积由建国初期的每公顷 143

立方 米下降到目前的 102 立方米。现

在我国每年对木材的需求量，大体上为

1 .5 亿—1 .6 亿 立方米，而市场上的年交

易量 才 1 .4 亿 立 方米。天然林面积的

减少和木材质量的下降，使森工企业陷

入资源危机 和经济危机，在一定程度上

动摇 了我国林业产业的基础。

2.自然灾害导致的经济损失。1998

年，我国长江 、嫩江和松花江流域发生

了历 史罕 见的洪涝灾害，这场灾害，使

全国许多工矿企业停产、减产，长江部

分航段中断航运，时间达一个多月，给

国内生产建设和内外贸易带来了很大

影响，据有关部门统计，直接经济损失

达 2 000 多亿元。此外，每年还有因风

沙 、冰雪 、泥 石 流等自然灾害造成的直

接损失 上千亿元。

3.治理污染 导致的财力损失。据

3.5 万家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不完全测

算，每年直接用于锅炉改造、消烟除尘、

废水净化和废物处理等项目的费用达

数 千千亿元。首钢年生 产各种钢材 800

多万吨，年利润约 3 亿元，而每年投入

治理污染的专项资金达 1 亿元以上。
三、保护环境是各级财政的重要责

任

今年 1月，我国颁发 了《全国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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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建设规划》，这是一个重要的法规文

件，政府各部门都要认真贯彻执行。财

政部门要积极配合，充分运用财税政策，

调动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治理污染，

保护环境，保护财源。
1.加大资源税征收力度。国家征收

资源税的目的在于保护资源，促进资源

节约，减少资源浪费，促进可再生资源的

再生利用。加大资源税征收力度，可限

制高能耗产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现阶段，国家可考虑对耗能大、污染大，

废物排放量大的产业和企业课以重税，

运用倒逼机制，使其节能降耗，减少污染

源。与此同时，要依法全面足额征收排

污费，用经济手段促进污染源治理，限期

实现排放达标。此外，要结合费改税的

研究，加强汽车燃油税的征收管理，把保

护资源和保护环境有机结合起来。
2.从政策上鼓励企业治理污染。要

进一步研究财税政策，促进企业抓好“三

废”利用，鼓励企业主动治理污染。比

如，化工行业的各类锅炉技术改造，钢铁

行业的消烟除尘和脱硫工程，造纸、酿

酒、食品行业的废水净化处理，机械企业

的废渣废料利用等项目，可以在现有优

惠的基础上，再研究一些激励政策。对

于积极采用清洁工业燃料的企业，和用

高新技术治理污染取得成效的企业，各

地政府还可从财政拿出一定资金给予奖

励。
3.从预算上安排一定资金专项治理

污染。治理环境污染离不开财政的支

持，各级财政要从本地财力实际出发，安

排一定资金治脏治乱，营造良好的经济

自然环境。从长远看，治理环境有投入

必有产出，得到的必然要比付出的多。
湖南省常德市在财政状况并不宽裕的情

况下，每年都挤出一定财力，用于环境治

理，1995 年以来，全市财政共拨出 1 100

万元专款，作为启动资金，用于城市环境

治理、旧城改造和解决水污染问题，使城

市面貌大为改观。近年来，该市成功地

举办了几次大型招商会和运动会，应邀

出席这些活动的有 2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不仅扩大了城市知名度，也为本地区招

商引资、增加地方财政收入起了积极作

用。这是值得各地借鉴的。
4.组织社会财力共同治理污染。治

理环境污染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要

使我国天变蓝、水变绿，必须长期、持续

和大量的投入资金。根据我国实际，其

资金来源除了企业自筹、财政适当安排

之外，还要广泛拓宽融资渠道。如银行

提供专项信贷资金，外商独资或合资承

包专项工程，集体、个人出资治山治水

等，只有动员和组织全社会力量，才能使

我国的环境状况得到根本改善，从而促

进国家财政的稳定和发展。
（作者单位：财政部综合司  湖南省

常德市财政局）

财经评议
栏目主持：石化龙

消费需要教育和引导

卢 川

扩大内需已成为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确保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一项重

要任务和新的课题。而扩大内需主要还

得靠扩大居民消费。一段时期来，在刺

激市场、拉动需求方面，政府工作的力度

不可谓不 大。面对巨额的居民储蓄，央

行已在两年内 6 次调低利率，这是过去

从未有过的。这样做的目的当然主要是

为了把钱从银行里“赶”到市场上去，可

结果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进入新的一年，国债及其它各种债

券热销。再看看消费品 市场，情形却是

愈加 有些不妙，相对于消费品 ，人们似乎

更需要银行存折，或是看上去没什 么风

险的债券，这对启动消费市场并非好现

象。
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不断发

展的物质和文化 生活需要。在市场经济

条件下，这种生活需要的满足，是要通过

市场的购买才能实现的。当前我国的市

场状况虽有不 少产品 是供过于求，但住

房改革、医疗改革和养老保险及 子女上

学等都需要资金，所以 ，有点钱只好先放

着，于是出现 了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的状

况。

从总体上说，我国居民的生活 消费

水平至今仍是比较低的。艰苦奋斗、勤

俭节约是我们的传家宝，要把一个贫穷

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强国，

没有这种精神是不行的，这并不是提倡

每个人都做苦行僧。经济要发展，需要

消费的推动，经济发展了 又能使居民的

消费能力增强。因此 ，我们需要改 变落

后的消费意识 和生活习惯，改 变那种攒

足了钱再消费的消费观念。这就有必要

开展消费教育，通过对居民在消费方式、

消费观念、消费行为上的教育与引导，提

高居民的消费意识，让人们学会适度消

费、科学消费，享受人生。这样做不仅有

利于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而且有利 于

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
因此，为了国家的经济发展，在要求

政府拿出切 实可行的 办法改善消费环

境、利用好老百姓手中暂时闲置的资金

的同时，作为居民，我们也应该尽量多消

费一些。

（作者单位：重庆市黔江开发区财政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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