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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

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动经济社会绿

色发展迈上新高度。各级财政部门积

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断加

大资金投入。随着生态环保资金规模

不断扩大、支出方向更加多元，资金

使用的风险也在不断增加，如何用好

生态环保资金，把钱花在刀刃上，是

新时代财政赋能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的

必答题。

生态环保资金管理使用存在的薄弱

环节

一是部分资金使用投向不够规范

合理。规范性方面，部分地方仍有违

反资金管理规定，超范围支出或挪用

资金等问题发生。如有的地方为提升

城市形象，将生态环保资金用于兴建

城市景观设施等“形象工程”“面子工

程”；有的地方将生态环保资金用于

挖田造湖、筑坝截流建设人工湿地，

毁田植树、毁湿造林，以保护之名破

坏生态 ；还有个别地方挤占挪用专项

资金，从中提取工作费、管理费、奖励

费等各项费用，或用于平衡财力、发

放津补贴等其他支出。合理性方面，

问题主要表现为项目安排未充分体现

“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的

要求，资金分配“碎片化”“零散化”等。

如部分地区对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修

复缺乏整体性、区域性和系统性的考

虑，治理和修复路径不够清晰，项目

布局不够合理 ；部分地区资金安排重

工程建设轻自然修复、重末端治理轻

源头预防，治理路径不够科学。

二是绩效评价“指挥棒”作用发

挥不够充分。绩效评价体系设置不够

系统科学，部分绩效评价指标与绩效

目标间关联性不强，有的绩效目标设

置脱离实际，有的绩效指标主观性较

强，与实际任务完成情况对应关系不

够明确。同时，绩效评价结果应用体

系建设不够完备。当前，对于生态环

保资金绩效评价结果的运用仍一定程

度上存在评价结果与环境质量改善情

况脱钩、与资金安排惩戒联动不够紧

密等问题，影响绩效评价效果和激励

约束作用发挥。如部分地区在分配资

金时，对绩效考核结果变差的县域不

扣减，对绩效考核结果变好的县域不

奖励，考核结果应用弱化。此外，部分

地区绩效自评还存在总体评价质量不

高的问题。

三是部分项目管理与实施效果

不佳。目前部分生态环保资金支持的

项目管理不到位，未按期建成或建成

后效果不佳。一是项目未按期开工完

工。由于建设用地审批、规划许可等

前期工作不到位，或因项目实施方案

的编制、审核、上报工作时间紧，编制

缺乏系统性、科学性，导致方案反复

修改调整，以及自筹资金不到位等原

因，导致项目未按期开工完工。二是

项目未达到设计目标。由于产业上下

游治理体系不完善、治理规划和措施

不协同，或因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

和施工图设计不合理、不科学，导致

项目未达设计预期目标。三是项目后

期管护不到位，建成后闲置或利用效

率不高。部分生态环保项目存在“重

建设，轻管护”问题，如有的污水处理

厂和工业废水处理厂建成后长期闲置

或利用率不高等。

提升生态环保资金管理使用水平的

建议

一是合理划分地方财政事权，明

晰各级财政支出责任。进一步理顺生

优化生态环保资金管理使用的建议
邹昊呈

武军  摄

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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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规范非税收入管理的建议
王子佳

非税收入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

组成部分，项目多、数量大，管理难度

较大。本文剖析了非税收入管理实践

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

以期进一步推进非税收入管理工作。

容易发生混淆的问题

财政部印发的《政府非税收入管

理办法》（财税〔2016〕33 号）明确政

府非税收入的概念和范围 ：“指除税

收以外，由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

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

依法利用国家权力、政府信誉、国有

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等取得的各

项收入”。具体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

收入 ；政府性基金收入 ；罚没收入 ；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国

有资本收益 ；彩票公益金收入 ；特许

经营收入 ；中央银行收入 ；以政府名

义接受的捐赠收入 ；主管部门集中收

入 ；政府收入的利息收入以及其他非

税收入共 12 类。

财政部制发的《政府收支分类科

目 2023 年》（以下简称《科目》），列明

为非税收入的共 11 款，具体是 ：一般

公共预算中的非税收入，包括专项收

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罚没收入、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国有资源（资产）

有偿使用收入、捐赠收入、政府住房

基金收入、其他收入共 8 款。政府性

基金预算中的非税收入，包括政府性

基金收入、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

入共 2 款。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的非

税收入包括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1 款。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非税收入

的大类在概念界定及核算口径之间存

在不一致，具体到特定类别，不一致

的情况则更加明显。以政府性基金为

例，按照财政部 2022 年初更新的《全

态环保领域省以下政府间财政事权和

支出责任划分，同时适当加强重点区

域（流域）和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

治理等方面的省级事权。对于未按要

求履行承诺支出责任的地方，应采取

有力措施予以处罚。

二是严格规范财政支出，提高财

政资金使用效益。进一步督促相关部

门严格落实生态环保资金使用和监管

的主体责任，强化日常监管，确保生

态环保资金专款专用、及时拨付，避

免“项目等资金”和资金滞留等问题

发生，推动相关项目和任务按期完成，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同时，要严

格按照相关生态环保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规范资金投向，避免违规分配或重

复安排生态环保资金，确保资金分配

规范精准。

三是优化支出绩效评价指标，强

化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在绩效评价指

标设定过程中，要注重把握好共性指

标和个性指标的关系，统筹好各项指

标考核维度的分布，按照财政支出的

性质和范围、项目对生态文明建设发

挥的主要功能以及服务领域，制定重

点突出、覆盖广泛、科学精准、易于应

用的指标评价体系。同时，要加强绩

效评价结果应用管理，真正将绩效评

价结果与预算资金安排紧密挂钩，充

分发挥绩效评价的考核约束作用，切

实做到花钱要问效、无效必问责。

四是科学合理谋划项目布局，加

强项目建设全程监管。一方面，要科

学合理谋划项目。各地应结合本地自

然资源禀赋实际和生态环境保护需

要，精细谋划、科学决策，合理确定项

目投资、配套资金比例、建设规模和

标准，加强项目评审与监管，全面保

证项目实施方案科学性与可行性。另

一方面，要压实项目管理责任。项目

评审阶段，应提高项目前期评审的审

慎性，严格审查项目主管部门提交的

施工图预算书、可研报告、初步设计、

实施方案、配套资金文件等相关资料。

项目实施阶段，各地应建立有效的部

门间沟通协作机制，实时掌握项目实

施进度，确保项目推进落实。项目建

成后，应督促项目建设单位按期完成

工程结算和竣工决算，按规定办理产

权登记，属地应落实管护职责，加强

项目建后监管。

（作者单位 ：审计署驻长春特派员

办事处）

责任编辑  张小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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