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树榜样。去年，我们树立了五个先进典型：一心为公

的好会计马大仲；名符其实的 共产党员魏聚波；一心

扑在工作上的好青年董迎斌；工作干在前，学习争上

游的王万平和先进集体新城镇中心财政所。大 家对此

反应良好，他们说，这样的典型我们离得近，看得见，

学得来

（四）开展多种培训，教育大家勤奋读书，刻苦

钻研，提高业务素质。我们具体抓了两手：一是鼓励

大家结合财政工作，系统学习大中专课 程，坚持走自

学成才的路子，并积极提供方便。全局30名干 部中，

有一半参加了电大、函大或自学考试，目前已有二人

取得了大专毕 业证书。二是采取多种形式、多种办法

对全体干部进行业务培训：①全员 培 训。利用农村工

作较闲暇时机，组织乡财政人员集中学习财政基础知

识。②重点培训。预算会计是财政工作的关键岗位，

业务性强，为此，我们多次组织了重点培 训。③以查

代训。我们抽调乡财政所的 部分新同志参加市直单位

的财务大检查，针对白 天 检查情况，利用晚上时间由

业务熟悉的老同志对他们 进行 业务 指 导。④分散培

训。我们以中心财政所为单位，能者为师，以老带新，

互帮互学，取长补短。通过培训，许多同志的 业务水

平显著提高，独立工作能力大大增强。

（五）健全各项制度，做到有章可循，常抓不懈。

我们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做到

了制度化、经常化，常抓不懈。主要制度 有：“三会

一课”制度，讲评会制度，总结评比制度和《光荣册》

考评登记制度，并制订了 《 加强纪律，端正 党 风的暂

行规定》 和《 干部守则》 ，广泛开展了 “一兵三手”

（双文明建设突击手、促生产能手、三八 红 旗手、财

政战线标兵）竞赛活动。我们还结合各个阶段的中心

工作，不断赋于精神文明建设新的内容。去 年我们多

次组织大家学习法律知识，提高了广大干部懂法、守

法、执法的自觉性。我们两次 利 用庙会期间进行《 会

计法》 和《 河北省乡 镇 财政管理条例》 的法律咨询活

动，历时17天，售书800册，发放宣传材料1 500份，接

待咨询250人次，受到市委的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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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资金管理改革刍议

成代平  卢仁华重庆市财政局

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是我国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项基本国策。为此，全国人大常

委会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 护法》 和国务院

发布了 《 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 。这两个办法的实施

对环境保护和防止污染起了重要作用。但在实践中，

环保资金供需矛盾相当突出，收 管 用 还存 在一些问

题。本文拟对环保资金的来源、使用、管理的改革谈

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环保资金收管用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环保资金存在着资金使用分散、 污染治理

进度缓慢、效益不高等问题。具 体表 现在：

1 、当年收，次年 用，资 金积 压。现行 制度规

定，排污费是按月或按季征收， 缴入 财政预算内， 作

为环境保护补助资金专款专用。当年的收入，要次年

才能安排使用。执行的结果是，资金积压的 时间达一

年左右，不能尽快发挥资金的应有效益。

2 、 平均分配，资金分 散。环 保资 金的 分配使

用，一是以单位缴纳排污费数额为基础，按固定的比

例补助给原缴款单位使用。平均分配撒 “胡椒面”的

结果，不仅分散了资金，而且影响了环境 污染的治理速

度。有的单位要治理钱不够，只好延长治理工期；有

的单位治理条件不成熟，钱又用不出去；而一些投资

大，污染严重的重点项目，却由于资金不足，长期无

法治理。

3 、无偿使用，吃国家的 “大锅饭”。现行制度规

定，排污单位缴纳的排污费，可以在成本中列支，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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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后国家又按固定比例无偿补助给单位使用，实际上

是变相吃 “大锅饭” ，对单位既无动力，又无压 力。其

结果是许多单位对超标排放污染物缴纳排污费抱无所

谓的态度，有的甚至愿意长期缴纳；还 有少 数单位将

补助资金任意开支，不注意使用效 益。

4 、 资金紧缺，治理缓慢。我市是一个老工业城

市，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相当严重。主要表 现在：第

一、酸雨污染居全国第一；第二、 大气煤烟型污染超

过国家三级环境 标 准2.8倍；第 三、 噪 声 超 标 面积

大、 时间长；第四、 森林植物破坏，水土 大量 流失。
可是环保资金来源窄，数 额少，除 排污 费收 入 每年

1 000余万元外，其它资金用于污染治理为数甚少。因

而资金紧缺，供不应求，治理进度 非常缓慢。

5 、管理松弛，监督不严。环保 资金按规定补助

给各单位后，应按核定项目，规定期限，进行治理，

竣工后进行验收，办理决 算。但 由于 管 理 制度 不健

全，督促检查不严格，以致有的单位拿到钱不按计划

认真进行治理，有的单位把资金挪作它用。

二、对环保资金改革的设想

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人民生活 水平的

提高，污染源和污染物将趋于增加。人们要 求有良好

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因而环境保护和污 染治理的任务

将更加艰巨，环保资金供求矛盾将更 加突出。如果我

们仍然停留在目前的低水平管理上，眼睛只盯着收取

一点排污费，不开拓新渠道，不改 革现行管理办法，

就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必须改 革现行排

污费征管办法。我们的改革设想是：

1 、理顺环保资金的 渠道

保护和改善环境，必须要有相当数量的资金。赵

紫阳同志曾经指出： “要加强环境保护的 计划指导，

合理解决资金渠道。”陈云同志也指出： “治理费用

要放在前面。否则，后患无穷。”对此，城 建部、 国

家计委、财政部等七个部门联合发出了《 关于环境保

护资金渠道的规定的通知》 ，明确规定：执行“三同

时”治理污染所需的资金纳入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各

级经委、主管部门及企业所掌握的更新改造资金每年

应拿出 7 % 用于污染治理；城市维 护费要拿出一部分

结合市政建设进行污染治理；征收的 排污费要有70%
用于污染源的治理；综合利用 “三废”得到的利润五

年内不上交，留给单位继续用于污 染治理；对于防治

水污染，应视国家财力情况列入长期计 划，逐项进行

治理；环保部门所需的三项费用和事业费，由科委和

财政部门安排解决。从我市执行情况来看，资金渠道

有，不通畅，制度规定有，不落实。除排污费集中征

收，统一安排外，其他渠道的资金，来源多少？是否

用于污染治理？效果如何？谁也不知道。针对这种情

况，我们认为应及时理顺资金来 源渠道，严 格按照国

家规定，将应当用于环境 污染 治理 的资 金，统筹安

排， 保证用于污染治理。

2 、提高收费标准，扩大收 费范围

目前，我国征收的排污费是一种欠量的 环境补偿

形式。它只是对超标排污单位征收，对于未超标的排污

行为均未征收。排污单位缴纳的排污费，一般都低于其

污染环境造成的经济损失。因此，我们建议适当提高

收费标准， 特别是污染 严重，群 众 意见 大的 排污单

位，要加倍收费，以促使其尽快采取措施进行治理。

同时，对虽未超标，但确有排污行为的单位，也适当

收取排污费。因为，排放了污染物，就 会对环境造成

污染，适当收取排污费，既可 以改善环境， 又可以促

使排污单位加速治理。

3 、 建立环保基金，实行统筹安排有偿使用

各种用于污染治理的资金，除企 业单位 自有资金

外，应不分渠道，统一纳入环保 基金管理，由环保、

财政等部门根据环境治理规划 有计划、 有步骤地统筹

安排，实行拨改贷有偿使用。可采取委托银行投放和

回收的方式。凡缴纳了排污费的单位， 在首先利用本

单位自有资金进行治理而资金确 有 不 足 时，可 向 环

保、财政部门申请贷款，经批准同意后，向银 行办理

贷款手续。所贷资金除必须按期归 还外，还应按银行

规定计付利息。其还款来源可 以用单位自有资金，也

可以用 “三废”治理综合利用项目实现的利润，还可

以在治理后，仍按原核定的数额，继续缴纳排污费到

还清为止。

环保资金实行上述改革之后，其优点 主要的有：

（ 1）实行拨改贷， 变无偿使用 为有偿使用，不仅可

以克服吃国家 “大锅饭”的种种弊端，而且可 以使环

保基金逐渐增多，使环境污染 治理有永不枯竭的资金

来源；（ 2）理顺了资金渠道，开拓了资金来源，挖

掘了资金潜力。（ 3）当年收入，当年就安排使用，

可以加快环境污染治理的速度，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4 ）环保资金由各单位根据治理污染的实际需要提

出申请，环保、 财政部门从全市宏观控制出发，统筹

安排投放，既改变了现行的平均分配撒 “胡椒面”的

办法；又保证了环保资金有计划、 有步骤、有重点的

用于环境污染的治理；（ 5）环保基 金有偿使用，单

位负有经济责任，不仅可以调动其治理污染的积极性。
而且可以促使其重视资金使用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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