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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时强

调，绿色生态是江西最大财富、最大

优势、最大品牌，一定要保护好，做好

治山理水、显山露水的文章，走出一

条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水平提高相辅

相成、相得益彰的路子，打造美丽中

国“江西样板”。江西始终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不移走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推进国家

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推动生态文明

建设取得新成效。江西财政充分发挥

财政职能，统筹财政资源，构建创新

机制，在全国率先走出“纵向全覆盖、

横向多层次”的流域生态补偿的新路

子，创造了富有特色的流域生态补偿

的“江西经验”。

覆盖全境，在全国率先建立全流域

生态补偿机制

江西省位于长江中下游南岸，境

内 100 个县（市、区）全部是流域县，

探索流域生态补偿“江西经验”
走出“绿色发展”新路子
廖乐逵｜虞璐睿｜谢澍

鄱阳湖是全国第一大淡水湖，年均注

入长江的水量均值为 1500 亿立方米，

占长江径流总量接近 1/6，素有“长江

之肾”的称号。为了保护江西全流域

生态，省财政坚持把长江九江段与江

西的赣江、抚河、信江、修河、饶河

五条河流以及鄱阳湖作为一个整体，

全面加强水污染治理、水生态修复和

水资源保护，统筹推进“五河两岸一

湖一江”全流域治理，形成覆盖上下

游、干支流、左右岸和水陆面的流域

生态环境保护格局，确保一湖清水流

入长江。“十三五”期间，江西共统筹

141.49 亿元支持建立了覆盖全省所

有 100 个县（市、区）的纵向流域补偿   

机制。

坚持“系统化”推进。围绕江西省

委提出的“绿色发展”发展战略，2015

年底出台了《江西省流域生态补偿办

法（试行）》，在全国率先建立全流域

生态补偿机制，补偿范围涵盖了全省

所有的市、县（区）。2018 年初，为加

快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进

一步完善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省政

府对试行办法进行修订完善，印发《江

西省流域生态补偿办法》。

坚持“多渠道”筹资。多方筹措

流域生态补偿资金，主要采取整合国

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和省

级专项资金，设立全省流域生态补偿

专项资金，并视财力情况逐步增加，

努力探索建立科学合理的资金筹集     

机制。

坚持“激励性”分配。注重激励，

流域生态补偿资金分配将水质作为主

要因素，同时兼顾森林生态保护、水

资源管理因素，对水质改善较好、生

态保护贡献大、节约用水多的县（市、

区）加大补偿力度，进一步调动保护

生态环境的积极性。强化约束，建立

健全综合评价和奖惩机制。省财政根

据省生态环境厅、水利厅、林业局等

地方实践

何一个环节衔接不好、协调不畅、关

系不顺，都会产生不利影响。要强化

部 门 协 同 意 识，建 立 包 括 人 社、税

务、医保、民政、财政等相关部门在

内的工作协调机制、部门联动机制和

信息共享机制，形成相关部门资源整

合、有序衔接、共同发力的精诚共治

新格局。

（九）树立精准细致理念。要把握

好征管工作重点、节奏和力度，考虑

基层的承受能力，考虑社会的承受能

力，考虑缴费人的承受能力，把工作

的力度、推进的速度和各方面的接受

程度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工作的系统

性、整体性和协同性。

（十）树立分层施策理念。社保费

征管是系统工程，不能“眉毛胡子一

把抓”。省级层面要研究制度办法，统

筹信息建设，做好宏观分析，协调部

门协作，总结推广经验。市县层面要

重点抓好征收管理，主要为精确执法、

组织收入、费源管理、组织清欠、监督

检查、落实政策、精细服务、管控风

险、开展关联工作。

（作者单位 ：国家税务总局宁夏

回族自治区税务局）

责任编辑  刘慧娴  陈璐萌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66

部门提供的各县（市、区）年度考核结

果测算分配流域生态补偿资金，对发

生重大（含）以上级别环境污染事故

或生态环境破坏事件的县（市、区），

扣除当年补偿资金的 30%—50%，所

扣除资金纳入次年全省流域生态补偿

资金总额，激励地方加大生态环境保

护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共担共享，全力推进多层次横向生

态补偿

横向生态补偿主要是调节不具有

行政隶属关系的地区与地区之间生态

环境相关利益关系。2015 年 6 月，中

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建立地

区间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要求，

明确了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的

重点范围，并要求在江西、广东两省

开展东江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试

点。根据中央要求，在借鉴兄弟省份

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江西先后开展了

跨省流域和省内流域多层次横向生态

补偿，取得明显成效。“十三五”以来，

省财政共筹措资金 34.83 亿元，用于

支持建立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

跨省流域方面，注重“分级负担”。

一 是 江 西 — 广 东 东 江 流 域。2016 年

10 月，赣粤两省政府签订了《东江流

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协议（2016—

2018 年）》，并落实首轮补偿资金 15 亿

元（其中 ：中央财政安排 9 亿元）；在

首轮生态补偿成效显著的基础上，赣

粤两省于 2019 年底签订第二轮协议，

目前已落实第二轮补偿资金 8 亿元，

两轮补偿至今共实施了污染治理、生

态修复、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水土流

失治理、环境监管监测能力建设等五

大类工程 150 余个项目，切实保障了

东江流域出境考核断面水质按月稳定

在Ⅲ类以上，水质达标率 100%，定南

水 庙 咀 里 断 面 2019 年、2020 年 年 均

值稳定在Ⅱ类，寻乌兴宁电站出境断

面水质年均值更是从 2017 年的Ⅲ类

提升至Ⅰ类。二是江西—湖南渌水流

域。2019 年 7 月，赣湘两省政府签订

《渌水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

目前已落实补偿资金 1.14 亿元，用于

实施流域水污染治理、企业废水循环

利用等 23 个水环境治理项目建设。自

协议签订以来，渌水水质从Ⅳ类甚至

劣于 V 类快速提升为Ⅱ类。在开展资

金补偿的同时，上下游双方还通过开

展联合监测、联合执法、信息共享等，

建立了跨省流域联防联治机制，为预

防和处置跨界水污染事件和纠纷提供

了有力保障。

省内流域方面，注重“奖补考评”。

一是强化省级引导。2019 年江西出台

办法，明确由省财政统筹资金鼓励和

引导各县（市、区）之间签订流域上下

游横向生态补偿协议，要求补偿标准

每年不低于 100 万元，省级根据各地

协议签订情况给予每年 400—600 万

元的奖补。截至目前，省财政已落实

省级奖补资金 9.97 亿元，引导各地签

订补偿协议 90 余份，覆盖了全省 80%

以上县（市、区），基本形成省内流域

上下游联动协同治理的工作格局。二

是建立定额补偿机制。考虑到省内有

部分县（市、区）水系直接汇入鄱阳湖

和长江干流，没有下游的补偿主体，

因此 2020 年江西专门出台办法，对此

类 15 个县（市、区）实施定向补偿（下

达资金 0.71 亿元），充分调动了入江

入湖县（市、区）开展流域生态环境保

护与治理的积极性。三是完善动态考

评制度。对各地实施横向补偿的成效

开展绩效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动态调

整省级奖补资金。如 2021 年江西对交

界断面水质连续两年无法达到协议目

标的两个县扣减奖补资金 800 万元，

倒逼属地政府提高治水积极性。

成效优显，擦亮“绿色发展”鲜明

底色

通过开展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创新与实践，2020 年江西省地表水水

质优良比例、地表水国考断面水质优

良比例、设区城市 PM2.5 平均浓度、

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均列中部

省份第一。

流域水质持续改善。江西地表水

水质优良比例由 2016 年的 81.4% 提升

到 2020 年的 94.7%，上升 13.3 个百分

点 ；主要河流水质优良比例由 2016 年

的 88.6% 提升到 2020 年的 99.3%，其

中 ：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为 96.0%，

同比提升 2.7 个百分点，高于国家考

核 目 标 10.7 个 百 分 点。主 要 湖 库 水

质优良比例由 2016 年的 28% 提升到

2020 年 50.0%，鄱阳湖优良水质点位

比例由 11.8% 提升到 41.2%，水质显

著改善。2020 年，江西 301 个地表水

断面Ⅴ类和劣Ⅴ类比例为 0，在全国

持续保持前列。以宜春市为例，2015

年，宜春奉新三洪村国控国考断面水

质是Ⅳ类水，2020 年已达到Ⅱ类水。

这源于宜春市在全省率先开展跨县流

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对市域内赣江、

修水、锦江、潦河、袁河等 13 条干支

流，由上下游所有 13 个县（市、区）自

发签订流域补偿协议 18 份。

空气质量稳步提高。2020 年，江

西设区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30 微克 /

立方米，同比下降 14.3%，继续名列中

部省份第一 ；全省设区城市优良（达

标）天数比例由 2016 年的 86.4% 提升

到 2020 年 的 94.7%，上 升 了 8.3 个 百

分点，名列中部省份第一。

地方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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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优势巩固明显。江西生

态质量状况指数由 2016 年 77.38 提升

到 2019 年的 79.87，上升 2.49。2019 年

全省 63 个县（市、区）生态质量为优，

占 全 省 国 土 面 积 的 73.9% ；31 个 县

（市、区）生态质量为良，占全省国土

面积的 25.9% ；6 个区生态质量一般，

占全省国土面积的 0.2%。

理念先行，探索形成流域生态补偿

的“江西经验”

面对流域治理难题，江西坚持目

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以“系统治

理、纵横结合”为思路，探索建立多元

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并逐步扩大补

偿范围，合理提高补偿标准，有效调

动全社会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

促进全省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高 位 推 动 是 关 键。始 终 坚 持 以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将生态

文明建设作为理论学习的重要内容，

切实提高思想认识，按照“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的理念，通过创新生态补偿

机制，切实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高质

量发展。为破解流域治理难题，江西省

委省政府领导亲自关心，亲自调度，多

次作出指示批示。2016 年，在财政部、

环境保护部高位推动和见证下，赣粤

两省在南昌举行了东江流域上下游横

向生态补偿协议签署仪式，从国家层

面推动了赣粤两省横向生态补偿机制

落地。第一轮到期后，省委省政府再

次作出部署，要求加强与广东方面的

沟通衔接，继续落实好新一轮补偿协

议。省财政厅主要负责同志多次率队

赴广东省，与当地相关部门会商，研究

确定具体事项。2019 年底，赣粤两省

正式签订第二轮东江流域上下游横向

生态补偿协议，标志着东江流域上下

游横向生态补偿由试点转为常态化。

系统治理是核心。按照“系统治

理、纵横结合”的思路，设计了一整

套立体全方位的流域生态补偿制度

体系。在实施省内流域上下游横向生

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

善定额奖补实施办法，对有河流直接

汇入长江或鄱阳湖的南昌、九江、上

饶 15 个县（市、区）实施定额奖补。截

至 2020 年底，江西全省签订省内流域

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 90 份，

80% 以上县（市、区）建立横向生态保

护补偿机制。同时，积极推进跨省流

域生态保护补偿。2016 年启动东江流

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机制 ；2019 年

7 月，启动实施渌水流域横向生态保

护补偿，江西全域水质提升效果明显。

资金统筹是重点。江西财政克服

财力不足困难，千方百计挤出资金、

争点资金，多方面统筹支持生态补偿。

比如为了筹集全流域补偿资金，江西

整合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

金、整合省级相关专项资金 3 亿元、

按规定新设全流域生态补偿专项资金

3—5 亿元、每年筹集设区市、县（区）

级 财 政 4 亿 元，年 补 偿 资 金 规 模 由

2016 年的 20.91 亿元增加到 2020 年的

31.25 亿元。五年来，江西筹措全流域

生态补偿资金 141.49 亿元，横向生态

补偿资金 34.83 亿元，共 170 余亿元。

特别是，2021 年制定出台《江西省生

态环境领域省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

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进一步细化

各级政府支出责任，建立了“权责清

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省与市县

财政关系，为统筹各级财政资金支持

流域生态保护提供了更加稳固的体制

机制保障。

部门协作是保障。江西流域生态

补偿政策的有力实施离不开各职能部

门之间的紧密协作，目前已形成了一

套“职责明确、分工负责、合力推进”

的部门协作体系。全流域生态补偿由

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牵头制订政策，

省生态环境厅、省水利厅、省林业局

负责各自领域的指标考核 ；跨省流域

横向生态补偿由省财政厅牵头负责省

际间的沟通磋商，省生态环境厅负责

设定水质指标等技术支持 ；省内流域

横向生态补偿由省生态环境厅牵头制

定方案，省财政厅负责筹集省级奖补

资金，省发改委、省水利厅负责具体

业务指导。

（作者单位 ：江西省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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