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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赣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资金 
投入机制的思考

和保护工作，新一届瑞金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着力将建设生态绿城作为工

作定位之一。从 2008 年设立省级自然保

护区以来，瑞金市不断加大财政资金的

投入力度，生态保护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是管理站基础设施和防火设施建设得

到了很大改善。二是支持赣江源头保护

区核心区乡镇率先开展生态创建活动。

2011 年，核心区 4 个乡镇被省政府命名

为“江西省省级生态乡镇”，5 个村被命

名为“江西省省级生态村”称号。三是

实施造林绿化、改扩建工程。投资 2200

多万元，实施造林绿化“一大四小”工

程，造林 4.21 万亩，森林覆盖率已达到

74.5%。投资 2 亿多元新建、改扩建了罗

汉岩风景名胜区、赣江源自然保护区、

诗山梅园景区、绿草湖湿地公园、龙珠

湖湿地公园等一批富有生态特色的自然

景观、景点。四是加大水土保持综合治

理建设。投资 1100 万元建设东山、鲍坊、

河山、龙山、院溪、麻地、陈石等七条小

流域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建设工程，完成

综合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20.6 平方公里 ；

将绵江河流域及日东水库、南华水库、

陈石水库、龙山水库等主要饮用水源地

乡镇共 240 平方公里范围纳入了水土保

持综合治理项目范围。五是加大污水、

垃圾处理资金投入。到 2012 年，共投入

资金 14100 万元铺设污水管道和污水处

理厂建设。投资 3000 余万元建成日处理

200 吨的瑞金市城区生活垃圾卫生填埋

场，目前城区的生活垃圾收集处理率达

90%，投资 500 多万元在赣江源头乡镇推

行“五位一体”的垃圾处理模式，建设了

垃圾焚烧炉、收集站等硬件配套设施，

保护区内生活垃圾处理率达 60% 以上。

二、生态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

虽然瑞金市赣江源生态保护取得

了一定成效，但随着保护力度的不断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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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江河源起于福建长汀、江西瑞金、

石城三县交界的石寮岽，为赣江源头，

流经瑞金市的 11 个乡镇，干流从日东水

库至会昌湘江口，全长 130 km（瑞金市

境内长 119 km），有大小支流 190 条，瑞

金市境流域面积 1599.6 平方公里，占全

市面积的 65.3%，涉及人口 46 万余人。

为了保护赣江源，2008 年，江西省人民

政府批准设立了赣江源自然保护区，并

设立保护区管理站，涉及瑞金市大柏地、

壬田、叶坪、日东等 5 个乡镇 59 个行政

村、居委会及林场，面积 597.49 平方公

里，人口 15.7 万。保护区水质达到国家

Ⅱ类水质标准。2013 年 6 月，赣江源自

然保护区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一、生态保护取得的主要成效

为加强对赣江源自然保护区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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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不

断凸显，保护资金缺口日益扩大。

1. 经济发展严重受限。自然保护区

的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是一对无法回避

的矛盾，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尤其如此。

一方面，自然保护区大都处在山区，山

高林密，山多地少，发展经济的基础条

件先天不足 ；另一方面，自然保护区承

担着一个地区的主要供水来源和生态保

护屏障，国家对保护区内的产业发展有

着很多的限制政策，靠山不能吃山，有

矿不能采矿。自 2008 年设立省级自然保

护区以来，瑞金市搬迁和关停了 163 家

水泥、化工、造纸、砖厂等污染企业，每

年损失税收约 1 亿元 ；为防治农业面源

污染，瑞金市大力实施退耕还林、退果

还林工程，5 年全市退耕还林 5560 亩、

退果还林 12600 亩，果农每年损失收入

4000 万元 ；为防止新上项目污染，瑞金

市共拒绝 180 家企业落户，预计减少投

资额 116.9 亿元，保守估算每年损失税收

1.5 亿元。自然保护区的生态保护是一项

系统工程，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而资金

的投入又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瑞金市

经济基础仍然比较薄弱，自然保护区的

生态保护资金投入明显不足。

2. 管护经费严重不足。赣江源自然

保护区瑞金管理站的管理机构是在原国

有林场基础上建设起来的，共有管理人

员 35 人。管护经费来源主要有两项，一

是所辖公益林补助资金 ；二是成品油价

格改革财政补贴资金，勉强可以保障保

护区工作人员正常的工资福利待遇，管

护、科研及宣传工作缺乏资金保障。

3. 专项转移资金零星分散，效率低

下。一是财政专项资金安排零星分散。

各职能部门缺乏统一协调，财政资金被

分散使用，有限的财力资源被支解，“撒

胡椒面”现象较为严重。二是财政专项

资金使用重形式、轻效益。由于片面强

调“专款专用”，专项资金使用单位和管

理部门在发挥资金使用效益上主动性

不足，“不越雷池一步”，对专项资金的

整合缺乏研究和实践，产生了许多规模

小、效益低的“黑胡子”工程，低水平、

重复建设现象时有发生。三是财政专项

资金绩效考核难以实施。由于大多数专

项资金被分散使用，有的只是短期行

为，难以形成规模效益，因此考核目标

难以确定，绩效考核工作难以开展。

4. 污染治理所需投入巨大。瑞金

市是传统的农业大市，农业占国民经济

比重大，农业生产方式相对落后，大部

分农民仍然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农膜

和除草剂，由此造成的面源污染不容忽

视。畜禽养殖、水产养殖等造成的环境

面源污染日趋加剧。此外，由于农村环

境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农村生活垃圾和

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低，绝大部分垃圾

和污水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给水体环

境带来沉重压力。防治农村污染源还

需大量投入。另外，矿山污染治理资金

压力大。目前，全市有 130 个废弃矿山

（点），这些废弃矿山（点）由于没有及时

进行生态恢复，造成大量水土流失和环

境污染。矿山污染治理资金压力巨大而

且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存在。

三、政策建议

为了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

赢，实现赣江源自然保护区的可持续发

展，建议 ：

1. 积极向上争取资金，扩大投入总

量。赣江源自然保护区属于经济相对落

后，人民生活相对贫困，生态比较脆弱

的地区，再加上保护区内限制性发展政

策，保护和治理生态环境的这些资金是

赣江源自然保护区和本地政府无法独自

承担的。因此，要充分利用国家级赣江

源自然保护区品牌和贯彻落实《国务院

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

若干意见》等重大历史机遇，积极争取

上级更多的资金、项目扶持。一是加大

财政转移支付中生态补偿的力度。建议

在中央和省级政府设立赣江源生态建

设专项资金，重点支持赣江源自然保护

区、生态屏障区的区域性、流域性环保

项目。二是建立地区间横向补偿机制。

建议将生态补偿纳入下游城市水资源费

用，将补偿资金用于瑞金市城市污水处

理厂、管网、垃圾处理场等环境保护设

施和绵江河流域水污染防治项目建设。

三是实施赣江源地区综合治理。建议把

赣江源地区纳入国家大江大河治理范

围，实施赣江源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

四是将瑞金市废弃矿山治理列入国家矿

山地区环境治理项目，给予资金扶持，

用于废弃矿山（点）生态恢复和正在开

发矿山（点）的污染治理与生态保护，解

决废弃矿区的生态环境问题。

2. 整合现有资金，扩大投入效益。

国家近年来不断加大环境治理和生态

保护的投入，为避免这些资金被分散使

用，有限的财力被支解，有效解决的途

径是整合资金。先选准项目，然后按照 

“渠道不变、用途不变、集中投入、各负

其责、形成合力”的原则，将相关项目资

金向这个项目集中，统筹安排使用，发

挥整体效益。争取达到项目实施一个，

建成一个的效果。

3. 对试验区进行保护性开发，以开

发收入反哺生态保护。赣江源自然保护

区核心区、缓冲区生态保护资金筹措主

要是争取国家投资和地方配套相结合的

方法进行。对试验区的生态保护资金则

可以用保护性开发的收入形式来筹集。

在不违背保护区基本的管理条例的前提

下，可鼓励个人、企业在试验区内投资

生态旅游项目，政府将取得的开发收入

投入到生态保护中去，实现良性循环。

4. 解决好保护区的机构及人员编制

问题。只有解决了机构、人员编制问题，

财政才能拨付人员工资、人员经费和事业

费等各种经费，弥补管护经费的不足。

（作者单位：江西省瑞金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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