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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财政政策研究 
蔺大勇 

（吉林工商学院 吉林 长春 130507） 

摘要：财政政策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性保障，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步伐的持续迈进离不开相关财政政策的支持，本

文将针对“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财政政策”展开具体分析，并提出完善财政政策的几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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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柱，生态文明建设则是国

家治理中的重要组成。近些年来，财政部门全面深化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化建设的思想，并积极促进了相关体

制的改革和创新，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关键性的作用，

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本文将针

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财政政策展开具体研究，并提出几点

完善措施。 

一、基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角度发布的相关财政措施 

（一）持续完善相关税收政策 

我国自 2015 年起，宣布对 vocs 含量超标的涂料征收额外

消费税；自 2016 年起按百分之四的税率对铅蓄电池征收消费

税，免除了太阳能电池、锂原电池等新能源电池的消费税；

于 2016 年中旬在河北省率先进行了水资源税改政策的试行，

并于次年年末将试点范围扩大到北京等十个省市，针对特殊

行业及超计划用水的单位及个人征收更高税率；2016 年通过

了“环境保护税法”，并于 2018 年针对水污染物、大气污染

物、固体废物、噪音等四类污染物，117 类主要污染因子进

行征税；2019 年通过的“资源税法”提出将对原油、煤炭、

天然气、其他非金属矿原矿、盐、有色金属矿原矿、黑色金

属矿原矿等实行从价计征。相关税收政策的完善化为生态文

明建设事业的推进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二）引导政府设立防治基金 

我国在 2020 年年初印发了“土壤污染防治基金管理办

法”，指引地方政府设立省级土壤污染专项防治基金，并全面

规范资金的筹集、使用和管理，健全土壤修复融资机制。并

于同年七月设立了国家绿色发展基金，首期筹资近千亿元，

这些基金重点投向了环境保护、污染防护、国土绿化、绿色

交通、生态修复、能源资源节约利用、清洁能源开发等领域，

为生态文化建设工作提供了财政方面的支持。 

此外，专项基金的覆盖范围也在逐步扩大。国家逐步针

对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农村环境整治、重点生态

修复、城市管网和污水处理、清洁能源等多个项目设立了专

项资金，中央专项资金的总量呈持续增长趋势，支出结构的

持续优化为污染防治及生态保护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完善绿色采购政策 

2016 年至 2018 年间，我国财政部联合多个相关部门对环

境标志产品及节能产品的政府采购清单进行了多次调整，并

自 2019 年起宣布简化节能产品及环境标志产品的政府采购

机制，逐步扩大节能产品及环境标志产品的认证机构范围，

优化政府采购活动的市场环境。结合优先采购、强制采购、

制定采购标志等措施对政府绿色采购的范围进行了逐步的扩

大。目前政府采购环保产品的规模比例已达九成以上，为节

约能源、应对气候变化、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持续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相关财政政策的几点建议 

首先，应构建出一套稳定的财政支出渠道，持续增强生

态文化专项资金的设立，并加大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支持力

度。应结合地方财政及中央的事权支出责任进行细化改革，

将大气污染及水污染两个项目的防治资金增加到目前一般性

转移支付中的共同事权转移支付中，保障大气及水这两个领

域中的中央财政事权及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的支出责

任。 

其次，应积极创新“碳达峰”及“碳中和”领域的财政

支持政策，将碳税纳入到环境保护税中，并结合碳排放权交

易机制的共同作用，健全相关成本激励机制，设置政府引导

型专型基金，借助财政资金增信作用及杠杆作用的发挥来撬

动社会资金的投入。并加大生物多样性角度的财政保护政策

支持力度。明晰生物多样性的重点保护对象及重点建设区域，

全面排查全国斌灭生物的名单，并制定出相应的保护清单，

科学化、全面化地针对各类生物的多样性保护措施制定出财

政支出标准，向各级政府提出在公共预算中保足生物多样性

专项保护经费的要求。 

另外，需建立并完善综合性生态补偿机制。基于上下游

及左右岸的生态补偿机制，引进第三方机构的科学评测补偿

标准，全面增强核算支撑能力，并完善相关补偿方式，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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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需求来确保补偿机制具备可行性、

实效性、激励性及持续性。并基于大气、土壤、森林、草原

等多种要素探索综合性的生态补偿机制。 

最后，应将财政政策的杠杆作用及激励作用发挥到极致。

灵活化地运用生态风险补偿、补贴、贴息、基金、奖励等支

出方式，并持续优化环境税法，全面绿化其他税种，借助政

府环保产品的采购来引导绿色消费倾向，积极完善各项投资

融资机制。并切实提升政府投资项目的绩效，精准把握资金

投向，在细分相关领域的同时加强技术路线的论证，将项目

储备工作做好，制定出完备的资金统筹方案，健全生态文明

方面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准则及评价方式，优化绩效评价制

度及管理流程，将评价结果与相关工作人员的资金分配相挂

钩，提升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财政支出绩效，将资金投放到

实处。 

结束语 

综上所述，对于生态文明建设而言，财政政策是一项基

础性的保障，新时期的各财政部门必须做好财政政策规划，

助推生态文明事业的建设。本文以“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的财政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首先分析了我国近些年出台

的生态文明财政政策，并针对相关财政政策的完善化提出了

几点思考，期望能为相关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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