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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应用经济学评论》由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主办，本学术文集将应用经济理论研究与中国实践问题
研究结合起来，紧扣现实主题，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下，立足服务中国改革需要，评
论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大问题。

《应用经济评论》秉承的风格是：现实升华、理论还乡，用深刻明白的理论把握时代命题、反思热点
问题、回顾历史经验、展望未来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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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央财政主要污染物减排专项资金主要用于七个方面：一是支持国家、省、市国控重点污染源自
动监控中心能力建设；二是补助污染源监督性监测能力建设和环境监察执法能力建设；三是补助国控
重点污染源监督性监测运行费用；四是补助提高环境统计基础能力和信息传输能力项目；五是围绕主
要污染物减排开展的排污权交易平台建设及交易试点工作等；六是主要污染物减排工作取得突出成绩
的企业和地区的奖励；七是财政部、环保总局确定的与主要污染物减排有关的其他工作。
这方面都涉及水环境保护方面的投资，可以看出，中央财政主要污染物减排专项资金用于水环境保护
投资机制主要包括能力建设方面的直接投入和补助以及对水污染防治工作的奖励等。
但是对于不同的项目，减排专项资金的投资机制也存在差别。
　　辽宁省水环境保护政府投资机制。
2007年辽宁省出台的《辽宁省辽河流域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规定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支持
的范围包括：流域内严重影响群众生活的集中饮用水源地污染防治和重点水污染防治项目；流域内区
域性环境监测和执法能力建设项目；流域内水污染防治及饮用水源地保护等方面的规划、科研项目；
省政府确定的流域内其他重点水污染防治项目。
从这里可以看出，辽宁省辽河流域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主要采用的项目建设的直接投入方式。
　　江苏省太湖水污染治理专项资金投资机制。
《江苏省太湖水污染治理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试行）》明确了专项资金支持方式，规定对省级项
目，主要由省级专项资金投入，需地方安排配套资金的，应按省有关要求落实地方配套资金。
对地方项目，主要由地方负责投入，省级专项资金按规定给予支持。
在支持方式方面：对省级项目，主要采取相关投资或补助的方式。
对地方承担建设、投资任务的各类项目，专项资金根据项目类型并结合目标任务完成情况确定不同支
持方式。
　　2.我国水环境保护政府投资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我国各级政府对水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加，水环境保护政府投资力度不断增加，也取得了
一定的产出成效，但水环境保护政府投资机制还是存在不少问题，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水环境
保护政府投资来源比较单一。
从水环境保护中央政府投资来看，2006年以前，我国水环境保护投入的主要来源是国债资金。
2006年以后，水环境保护中央政府投资大部分从中央财政设立的主要污染物减排专项资金安排。
因此，从中央层面来看，并没有形成规范的、稳定的和比较广泛的水环境保护政府投资资金来源渠道
，没有形成国债资金和政府性基金收入用于水环境保护投资的有效渠道。
从水环境保护地方政府投资机制来看，有些地方尝试建立水环境保护政府投资的多来源渠道。
但总体来看，这些资金也基本上来源于一般预算，并没有形成预算、收费、基金、国债、税式支出、
特许权收入综合的资金来源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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