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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财政局每年从预

算内安排近两千万元的资金

专项用于治理城 区 环 境 污

染。过 去由于没有明确的经

济责任制度，财政在支出上

采取 “以拨代报”的管理方

式，钱拨出去就算完事；用

款单位把钱要到手就万事大

吉，至于资金使用得是否合

理， 是否花出效益来， 无人

关心， 也不负任何责任。因

此，使绝大部分治理项目不

能按期完工， 资 金 突 破 计

划，并且有的项目还达不到

预定的治理效果。为了改变

这种状况，充分发挥环保专

项资金的经济效益、环境效

益和社会效益，明确拨款者

和用款者的 经 济 责 任， 从

1986年 4 月份起，大连市财

政局决定以环保资金作为突

破口，对专项资金实行追踪

反馈责任制。经 过 三 年 实

践，效果十分明显。到今年

六月末，市 财 政 局、 环 保

局、 建设银行共与用款单位

签订反馈项目34个，总投资

4 074.5 万元，不但无 一 被

挤占挪用，还为国家节约投

资305.6万元，占计划 投 资

的7.5 % ，工 期 均提前或按

期完工，全部项目都达到或

超过国家规定的治理标准，

使我市的投资、 生产和生活

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市环

保局还连续两年被省政府授予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为什么在同一地区，同 样的资金， 同样的项目，

在实行追踪反馈责任 制前后收 到的效 果却 大不一样

呢？我们在实践中深刻地体 会到：

一、建立健全了反馈 措施。三年来我们针对环保

资金的管理使用特点，先后建立健全了环保资金使用

的反馈办法，在环保资金反馈办 法中明确规定了环保

补助投资项目的计划申报、审批、下达 程序，拨 款程

序，报表程序以及项目验收程序。这四 个程序，具体

说是：①为了保证项目投资计划的准 确性，改变以往只

凭主观臆断和估计直 接下达指标计划的陋习。凡是申

报下年度环保补助投资项目的单位，必须 在每 年十月

底以前填报 “环境保护项目 计划任务 书” ，报市财政

局、 环保局经共同审核后，由财政局、 环保局联合签

发环保补助投资项目立项 计划， 由项目单位依据立项

计划要求做好工程前期准备工作，即 项目 初步设计和

投资概算。项目单位将自己初步设 计和投资概算于下

年度二月底前分别报送市财政 局、 环保局 和建设银行

审查，并将所需自筹资金全额存入建行。财政局、 环

保局依据审查 结果批复 意见， 正式下 达年度实 施计

划。三年来通过认真落实项目 计划，严格审查投资概

预算，为国家节约环保资金 上百万元。②为 了适应反

馈责任制需要，改 变以 往 通过建设 银行拨到 户的办

法，由财政部门依据工程进度的需要将资金直接 拨到

项目。拨款前，环保补助投资在十万 元以上的项目，

必须签订 “环保专项资金追踪反馈 责任协议书” ， 十

万元以下的项目，必须报送项目 预算和施工进度安排

计划。如果发现问题， 财政部门有权 停止拨 款或收回

拨款。③为了便于掌握工程进度 和资金投向， 及时反

馈信息，规定项目单位必须定 期向财政 部门报送 “环

保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反馈表” ， 发现 偏差， 及时采取

措施予以调整。④为了把好投资效 益关，每项工程都

必须通过验收。项目单位除报 送技术资料外， 还必须

报送财务决算和决算分析。在验 收时，各部门分兵把

关， 环保等有关部门主要把好技术质量关， 财 政部门

侧重做好财务决算审查，审查资金是否用之合理， 以

及余超原因。验收后，依据奖惩细 则规定 进行奖惩。

对环保资金的运用通过上述四 个程序，实行全过程监

督和控制，杜绝了虚打冒分， 损失 浪费，提高了环保

资金的使用效益。

二、 增强了拨款者和用款者的责任感。过去我们

在工作中经常看到，有些单位花公家钱 大手 大脚，损

失浪费严重，不但无人心痛，而且找不到责任者。如

我市某企业花了六、 七百万元环保 资金建了一个排渣

场，仅用了一年多就被废掉了。实行反馈责 任制后情

况就不同了。首先 ， 由于责任制 把资金使用效果作为

干部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与资金专管人员的切身利

益挂起钩来，大大增强了拨款者的 责任心。财政 干部

一改过去等 客上门，高高 在上的工 作作风，服务 上

门， 深入基层，钱拨到哪里，人就要跟踪到哪里。过

去是三分之二的时间坐在办公室里，现在是三分之二

的时间蹲在基层。其次，由于这一制度强调谁花钱谁

负责，钱拿到手后如果使用不 好，花不出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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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用款单位领导和项目责任人将受到经济制裁，而

且单位和个人名誉都要受到 影响，从而加强了用款者

的责任感。正如有的单位领导说的那样：罚几十元钱

能掏起，但人丢不起。因此用款者钱 拿到手后就千方

百计地要花出效益来。象大连化学工业公司承担的用

环保补助资金安排的 “护岸工 程” 项目，从 1985年就

下达了计 划，并 开工建 设、 用了一 年零 五个 月的时

间，只砌筑护堤700米，平均 每 天砌筑 两米；自1986

年 6 月签订了专项资金追踪反馈责任制 协议后，责任

加强了， 仅四个月就砌筑了725米，平 均 每 天砌筑 6

米。全部工 程比协 议工期 提 前28天 竣工，实际支出

285.8万元，比计划投资节约 14.2万元。

三、切实保证了环保资金的专 款专用。财政环保

专项资金就是指按照预先规定用于环保的专款专用的

资金，但是由于以往没有明确的责任制，加之企 业领

导对环境治理工作认识 不足， 挤占、挪用环保资金现

象时常发生。如1986年前曾发生过企业用财政安排的

治理污染项目资金建职工住宅。还有一家亏 损企业用

环保补助资金给职工发工资。自1986年开 始对环保资

金实行追踪反馈责任制后，十万元以上的 项目都要签

订 “反馈协议”，项目竣工后 要逐项 检查验收，并严

格审查财务决算，对挤占、挪用专 款者按协议条款要

进行严肃处理。这样就有效地保证了环保资金的专款

专用。从1986年到现在对环保专 项资金签 订反馈协议

的 34个项目看， 不但无一挤占挪用， 而且企 业投入污

染治理的自筹资金部达到规定 比例。

四 、 促进用款单位加强内部 管理，提高 了资金使

用效益。以往的环境治理项目之所以拖延工期，投资

突破计划，达不到预期治理效果，除了没有明确的责

任制外，还存在着企业领导忽视环保工作和内部管理

不善等原因。大多数企业都是临时抽掉几个人抓环保

工程，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在 项目组织管理上比较松

散。对环保资金实行追踪反馈责任制后，对 项目的投

资、 工 期、 质量一次 包死，明 确了 责 任，堵死 了后

路， 大大促进了企业加强项目管理，挖掘内部潜力的

工作。象我市化学工业公司为了确保已签订 反馈协议

的 “炭黑污水治理项目”的各项责任落到实处，专门

成立了以公司主管经理为首的项目 管理小组，并对具

体承担该项目的化肥分厂 签订了 “责 任奖”。化肥分

厂又把项目建设任务分解落实到环保、 计划、 财务、

供应、基建等部门和班组，使工程的每道工 序都有专

人负责。为了有效地把工 程效益同 每个干部、工人的

切身利益挂起钩来，公司采取了从企业综合奖中垫付

奖金的办法，按定额工时完成情况给予奖励。如果工

程不能保质保量完成，最后将所 发奖金 扣回。这样使

每个有关人员身上既感到有压力同时又有动力。于是

大家齐心协力，加强 管理， 在保 证质量的前提下大大

加快了工程进度。虽然该项目工艺复杂、施工技术要

求高，施工场地小、条件差， 如果按常规 管理要想按

期完工难度是很大的。但他们群策群力， 采取了科学

的、 现代化的网络技术施工管理， 十 几个工种同时主

体交叉施工，平行作业。在工程进入最紧 张阶段， 工

人们分班24小时昼夜不停连续 作业、终于使 该项目提

前半个月完工。为了节约资金，该 项目承担单位还分

别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发动群众开展合理化建议，

广泛收集信息，挖掘国内 同行业闲 置设备， 仅这一项

就节省资金23万元；二是加强订货管理，多 家联系、

择优定货，能外 协的 就不 买成品， 能 自制的 就不外

协，节约资金14万元；三是土建工程由外包改为内部

承包，降低取费标准，仅工程 建设施 工管理费一项就

节省投资3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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