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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流域绿色发展国际对标研究 

——利益冲突与协调制度视角
1
 

姚王信，曾照云，程敏 

（安徽大学商学院，合肥 230601） 

【摘 要】:流域绿色发展中存在诸多利益冲突，需要有效的制度安排来协调各方利益。根据泰晤士河流域、多瑙

河流域、墨累一达令河流域和密西西比河流域的治理实践，要实现流域绿色发展，需要在统一的管理机构统筹下进

行综合治理，通过利益整合有效解决经济建设与绿色发展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通过有效的制度体系协调各方利益冲

突。对标国际流域绿色发展经验，淮河流域应建立顶层管理机构，统筹流域绿色发展，科学配置水资源和排污权，

优化产业布局，建立和完善成本分担机制、转移支付机制以及考核评价机制，通过综合治理和综合协调实现高质量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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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绿色发展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共识和重要发展趋势。大江大河及其流域的发展聚集了区域开发与资源保护、经济建设与生

态环境保护等诸多矛盾，流域功能的转变与绿色发展之间具有一体两面的关系
［1］

。由于存在负外部性，流域绿色发展面临多种

利益冲突，内部的利益冲突主要表现在流域水资源分配、流域发展成本与收益的不平衡、流域环境治理成本的分担等方面。同

时，在资源和技术约束下，区域发展差异和政府职能配置缺陷将放大利益冲突，并集中表现为地方保护主义。可见利益整合是

流域治理的难点，需要通过公共制度加以协调
［2-3］

。 

已有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流域管理体制和协调发展政策
[4-5］

。标杆管理是有效的公共治理工具之一
［6-7］

，其通过设定目标和

持续学习改善管理并逐步缩小与先进者的差距，包括立标、对标、达标和创标等四个连续的、螺旋式上升的环节。其中，对标

通过与标杆的对照发现差距，并分析和探索改进措施，是达标并最终实现创标的前提和基础。通过与标杆流域绿色发展的对标

研究，学习和借鉴其化解利益冲突的协调制度和经验，有利于促进流域绿色发展的实现。 

淮河流域连贯中国东部和中部，既是南北气候的重要分界线，也是东部与西部的重要地理过渡区。在会国七大水系中，淮

河流域总体的体量较小，主体部分位于中部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与资源环境県护的矛盾较为突出，既与珠江流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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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河流域等有发展差距，更落后于国际标杆流域。这既是劣势，也是叽遇。与其他流域相比，淮河流域更有条件借鉴国际经验，

以比较低的代价发展绿色经济，创造绿色美好生活。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聚焦于流域利益冲突及其协调制度，通过国际

对标为淮河流域绿色发宸提供经验借鉴。 

二、淮河流域绿色发展国际对标：利益冲突与协调制度 

选择淮河流域绿色发展的国际标杆主要依据两点:一是自然与经济禀赋特征的相似性（主要包括自然地理特征、人文特征和

经济特征），二是可供借鉴的利益协调与整合经验。同时要避免重复性，在同类型的标杆中只选择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依据流

域的自然特征、人文历史特征和经济特征，尤其是流域绿色治理过程中的公共政策特征，并考虑标杆的排他性，选择泰晤士河

流域（绿色发展历史教训深刻，经验沉重）、多瑙河流域（流经众多国家，有独特的国际协同经验）、墨累一达令河流域（有鲜

明的自然禀赋特征）和密西西比河流域（美国特色的地方政府间协调机制）作为淮河流域绿色发展国际对标的标杆。 

1. 泰晤士河流域 

泰晤士河经历了大约 100 年的污染和 170 年的治理，属于西方工业社会典型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在绿色治

理过程中，英国政府和伦敦市地方政府分三个主要阶段进行规划、治理和巩固。在不同阶段，泰晤士河流域发展的利益冲突不

断演化，都市工务局、泰晤士河水务管理局、国家河流管理局分别提出和落实公共政策，并进行日常管理协调（参见表 1）。从

协调制度而言，泰晤士河的治理依靠的是统一的流域管理机构、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以及监督执行机制，从而在发展过程中解

决了环境问题并实现了绿色发展。与泰晤士河流域类似，淮河流域也经历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过程，能够从泰晤士河的治

理中直接借鉴历史经验。 

 

表 1泰晤士河流域发展的利益冲突与协调 

 冲突的主要内容 冲突的典型表现 协调手段 执行机构及代表性制度 

1852— 

1891 年 

生产和生活发展带来 的污染

物排放与人民 的环境利益 

霍乱大流行，爱丽 丝公主

号游艇沉没 

事件 

修建排污系统，转 移污

染物 

都市工务局，《河流 污染防

治法》 

1955— 

1975 年 

污染转移带来的上、 中、下

游以及流域内外 部的环境利

益冲突 

排污口与入海口污 染，污

染物回溯，海 污染 

隔离排污，集中处 理污

水 

泰晤士河水务管理 局，《防

污法案》 

  资金、技术的供需 全流域治理，环境 国家河流管理局， 

1975 年至今 排放权与经济发展权 矛盾，产业结构 融资和监测，产业 《地下水保护政策和 

  矛盾 转型升级 行为准则》 

 

2. 多瑙河流域 

多瑙河的干流流经 10 个国家，流域覆盖 20 个国家，且流域外的很多国家在多瑙河流域也存在重要的战略利益。因此，多

国合作是多瑙河流域治理的基本模式。历史上的协调机构为欧洲多瑙河委员会和国际多瑙河委员会，流域外的国家（英法、前

苏联和美国等）通过控制这两个委员会在不同时期也分别实现了控制多瑙河的目的。根据《多瑙河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合作公约》，

1998 年欧盟和 14个国家共同成立保护多瑙河国际委员会，协调流域的水资源管理、防洪抗旱、生态、水质与水污染、事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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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众参与等 6个方面的政策与事务。 

多瑙河流域具有重要的经济与人文价值，不仅一国内部的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存在利益冲突，流域内、外部的有关国家之间

也经常存在严重的利益分歧。多瑙河流域利益冲突的协调主要依靠国际条约。国际条约在监控与度量跨国环境活动及环境影响

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主要制度有
[8]
：1958年的四国《关于多瑙河水域内捕鱼公约》（制止水污染危害鱼类）,1985年的八国《布

加勒斯特宣言》（防止水污染、水质监测），1992年的《多瑙河环境保护计划》（环境事故预警、跨国监测网络、分析质量控制系

统），1994年的《多瑙河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合作公约》和 2009 年的《多瑙河流域管理计划》（环境影响评估监测系统、污染责任

界定、保护湿地栖息地、流域保护）,2000 年欧盟的《水框架指令》（消除危险物质的污染、水生态系统与湿地、洪水与干旱、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2004年、2010年和 2016年的《多瑙河宣言》等。 

多瑙河流域的治理与绿色发展具有长期性和战略前瞻性[9]:建立了有利于流域全面治理的多边国际合作机构，各国也成立

了相应的政策协调组织;以国际条约或公约的形式制定并落实涉及水利、林业、船舶、环保等多部门的法律体系;建立了融信息

共享、监测和预警为一体的评价系统，并提高了国与国之间的环境响应速度;建立了民众参与机制。 

3. 墨累一达令河流域 

澳大利亚实行联邦和特区制，州和特区享有自治权，墨累一达令河流域覆盖 4 个州和一个特区的部分地区。澳大利亚雨季

与旱季交替，主要的利益冲突是流域水资源分配和管理、航运、鲤鱼等物种入侵、水藻泛滥、海水倒灌以及土地盐渍化等。利

益协调的主要工具是州际协议，1992 年起成立部长理事会（其执行机构是流域委员会）和社区咨询委员会，综合运用政府协调

和市场协调手段解决流域发展对各州产生的负外部性，主要制度有
[10]

：1901 年强制实施河流管理控制（干旱期用水安全保

障）,1914年联邦与 3个州签署《墨累河水协议》（河流管理与水分配）,1949—1974年雪山调水工程（补充流域水量），在水量

监测的基础上 1983 年推行水权交易并于 1989 年实现各州水权的界定（保障用水安全），1992 年达成《墨累一达令河流域协议》

（成立流域管理机构，实施综合管理计划和专项管理计划）,2012 年修订《墨累一达令河流域规划》（水资源利用、风险识别与

管理、环境用水规划、水质与盐度管理规划、水权交易规则、监测与评估）等。 

墨累一达令河流域水资源管理的主要特点在于宪法授权，从水资源管理延伸至土地与环境管理，并从地方政府职能中剥离

出相应的部分划归流域委员会进行整体管理，实施跨流域调水工程，运用市场手段开展水权交易。 

4. 密西西比河流域 

密西西比河干流经过美国 10 个州，流域覆盖美国 31 个州和加拿大两个省的全部或部分地区。作为世界第四大河，密西西

比河涉及多层次的、广泛的经济与社会利益，在利益冲突中经历了 200 多年的协调与治理。密西西比河的治理体现了很强的政

府主导性，公众、社会和资本市场等市场手段也参与其中
[11]

:一是应对洪灾威胁。主要措施是修建堤坝，1849—1850 年出台《沼

泽地法案》（以土地换资金，用于建设大坝），1879 年成立密西西比河管委会（属于联邦机构，实行预防式管理），1928 年出台

《洪水控制法案》（引人泄洪区，加码防洪工程）,1974年修订《联邦赈灾法案》（防灾减灾规划）,1998年颁行《赈灾和应急扶

助法案》（强化防灾减灾预算）。但是 1993 年的洪灾和 2005 年的飓风表明，靠“堵”的方法有局限性，从而开始考虑人类生产

活动从洪水区退出，把土地还给大自然。二是防治水污染。水污染表现为湿地消失、水质恶化和富营养化以及水利工程的不利

影响等。主要措施是保护水质，1972 年颁布《清洁水法》（排污许可制度），1996 年出台《流域保护方法框架》（建立流域水环

境管理的跨部门、跨地区协调机制）,1997 年成立密西西比河一墨西哥湾流域营养物质工作组，开展专项国家行动（2001 年起

分阶段制订减排目标并实施管理），加强部门合作与资金投入，建立监测与评价体系（如 2012年流域监测协作项目），通过产业

升级减少污染源。三是提高航运利益。航道、船闸、船队标准化，提高航运效率和设施维护能力。四是引导公众参与。建立密

西西比河流博物馆，开展宣传。五是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建立维克斯堡水道实验站，开展相关研究，政府共投入巨资用于流

域综合治理。但是，密西西比河流域的环境问题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自然灾害和环境诉讼仍然不断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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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西西比河流域的治理以政府为主导，成立专门机构，动员民众参与，协调有关各方投入巨大的人力（如工程兵）、物力和

财力，并认识到人类活动向环境利益让步的必要性。 

5. 标杆经验借鉴 

综合上述四个标杆的治理实践，可从四个方面加以借鉴:一是组织保障。四个标杆流域都成立了流域发展与治理的统筹、执

行和协调机构，基于绿色发展目标制定并动态修订公共政策，以合理分配和整合流域内外的水、土地、人力、资金、技术和其

他资源。二是综合治理。综合评估流域可持续发展的有利和不利因素（尤其是隐性因素）并积极加以应对
［12］

;统筹流域上、中、

下游的产业布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重点管控和集中治理中小企业、居民和农牧渔业等污染源
［13］

;加强绿色发展政策和技

术研究，重视综合防控，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积极引导民众参与绿色发展。三是利益整合。统筹流域内经济社会

发展布局，有效解决经济建设与绿色发展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尤其是上、中、下游之间的产业结构矛盾所导致的收人分配差距

以及综合治理成本的分摊等问题。四是利益协调。树立正确的绿色发展理念是利益协调的重要前提
［14］

，既要统筹人类活动利益

与绿色发展利益，也要协调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必须通过有效的制度体系实现各方利益的协调，比如合理分配流域水资源，

协调和处理灌溉、居民用水、航运、电力等水资源需求之间的矛盾。 

值得强调的是，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政府受既得利益集团和大资本家控制，公共制度通常反映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同时分

权制也带来决策的缓慢和低效，因此其利益协调和整合具有局限性。而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民主集中制决策原则，有利于动

员和集中资源解决重大经济社会问题，可以更好地“以人为本”办好绿色发展的大事，这是上述标杆流域所无法具备的制度优

势。因此，在协调流域绿色发展过程中的利益冲突时，要借鉴、但不应局限于国际标杆的经验，更要在深入研究中国国情和区

域特征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制定和实施有效的协调制度。 

三、淮河流域绿色发展的利益冲突与协调制度 

目前对淮河流域的范围界定存在分歧，从地理学和水利管理看，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和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认定的淮

河流域包括湖北、河南、安徽、山东和江苏 5 省的 40 个地（市）、181 个县（市、区），本文所指淮河流域亦是此范围。淮河流

域第一产业人均产值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造纸、印染、酿造、化工、电镀、制药等行业的经济贡献率约为三分之一。以上市公

司为例，根据国泰安金融数据库（CSMAR）的数据统计，截至 2017 年底，淮河流域 40 个地级市共有上市公司 211 家，涉及 47•

个行业（按中国证监会 2012 年行业分类标准统计）；其中 11 个行业（占 23.4%）的 79 家上市公司（占 37.44%）有明显污染，

其当年营业收入总额为 5680亿元（占 36.55%）。淮河流域遭受污染的时间并不长，1950 年代淮河中上游主要河段的水可以直接

饮用，1970年代末才开始逐渐被污染，直到 1994年的水污染事件震惊国内外。表 2反映了在不同时期淮河流域绿色发展的主要

利益冲突以及对应的标杆经验。 

1994 年爆发大规模污染以来，淮河流域着手关停、整改重污染中小企业的同时，开展水污染治理国债专项治理（用于城市

水污染处理、清淤等），规划兴建 58 座城市污水处理厂，并相继出台一系列公共政策或法律法规。
2
但地方层面出台的政策性文

                                                        
2
利益协调包括国际层面、国家层面、流域层面、地方政府层面以及企业与个人层面等，其中国际层面协调的重心是资源 分配和

国际利益冲突等，国家层面协调的重心是组织机构、法律法规和综合治理所需的要素资源等，流域层面协调的重心是产 业布局、

利益整合和综合治理的成本分摊等，地方政府层面协调的重心是经济增长与绿色产业发展和收人分配等，企业与个人 层面的协

调重点是社会责任、消费行为与公众参与等。 

国家层面的相关政策法规主要包括:《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1995年），《淮河流域防洪规划》（2009年），《水 污染防

治行动计划》（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淮河流域综合治理,2017年〉，《关于在湖泊实 施湖长

制的指导意见》（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在淮河流域全面推进河长制，2017年），等等。近年来，各地也制定了一些因地 制宜性

的政策，具有代表性的有:《淮河流域综合治理规划纲要》（安徽，2012年），《关于扎实推进绿色发展着力打造生态文明 建设安

徽样板实施方案》（2016年），《江苏省水环境区域补偿实施办法（试行）》（2013年），《江苏省湿地保护条例》（2016 年），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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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大多仍以产业发展为基本目标，没有深人和针对性地剖析淮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演变的利益冲突，因此对绿色发

展过程中的利益协调的关注度不够，尤其是没有对绿色发展成本的分担和收益的共享做出应有的制度安排。与此同时，2010 年

《国务院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发布后，淮河流域主动承接了一些东部地区和海外的产业转移，这既给淮

河流域调整产业结构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对绿色发展形成了新挑战，需要通过制度创新进行区域利益整

合和协调。 

 

表 2淮河流域绿色发展的主要利益冲突及对应标杆 

阶段 冲突的主要内容及典型表现 主要利益相关者 对应标杆（经验示例） 症结 

 自然灾害、生产落后（洪灾、干

旱、通航能力弱） 

居民、农业与渔业生 墨累一达令河流域 梅雨，地质落差， 

1978 年以前 产者、航运业者、相关 

领域的科学家、政府 

（水资源分配、水权交易） 沉积，黄河与洪泽湖的

协同治理 

1978—1994年 发展生产与环境污染（系 居民、工业生产者、政 泰晤士河流域（污染 中小企业污染源 

列水污染事件） 府部门 后的治理） （支流） 

1995—2004年 地方局部利益与流域整体利益

（地方 GDP和税收竞争、省际水

污染纠纷）
[15]
 

工业生产者、各地方 

政府 

多瑙河流域（流域治 

理的多方合作） 

绿色发展的协同 

能力不足（流域） 

2004 年至今 经济发展与隐性污染（“淮河卫

士”霍岱珊、癌症村） 

居民、工农业生产者、 

政府 

密西西比河流域（生 

态修复、产业升级、人类

活动退出） 

水系及地下水污 

染严重，产业结构 

问题 

针对表 2中的现阶段（2004 年至今），通过国际对标对淮河流域绿色发展中的主要利益冲突进行具体分析，进而依据外部性

理论并按照利益冲突与协调研究范式
［16］

，从协调制度角度提出改进方向（见表 3）。 

对标国际流域绿色发展实践和经验，结合淮河流域实际，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建立顶层管理机构，统筹流域绿色发展，在从单一治理转向综合治理的同时也从单一协调转向综合协调。建议设立国

家层面的淮河流域水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委员会，统合相关部门职能，统筹和协调淮河流域的城市与乡村发展、发达

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发展，动员和支持各类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淮河流域的绿色发展进程。转变治理方式，从单一的水利工程转

变为综合的生态与社会工程;转变利益协调方式，从单一的行政协调，转向以依法协调为核心的行政、法律、经济（市场）和教

育等综合协调;建立流域水环境信息及其他绿色发展相关信息的共享机制，为流域合作和利益协调提供信息支持。 

第二，科学配置水资源和排污权，通过生态修复和生态补偿促进水源保护地和水土保持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按照公平、系

统、可持续、有效和协调原则，在现有引江济淮、淮水北调等跨流域调水工程和出山店水库大坝等节约用水工程的基础上，合

理开发、分配和利用水资源;转变水资源与排污权配置方式，借鉴水权交易、排污权交易等市场化手段;优先制订水源保护地和

水土保持地的生态修复规划，在流域内部建立科学的生态补偿机制，并积极通过发展绿色经济促进保护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第三，优化产业布局，建立合理的流域绿色发展成本分担机制，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统筹淮河流域上、中、下游产业分工

                                                                                                                                                                                              

苏省河道管理条例》（2017年），《河南省 2016年度蓝天工程实施方案》，《河南省“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2017 年）， 《山

东省“工业绿动力”计划实施方案》（2016年），《山东省低碳发展工作方案（2017—2020 年）》（2017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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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布局:上游建立水源地保护区，发展特色农业、生态产业和旅游产业；中游建设新型轻工业基地，发展文化产业、现代物流产

业、高新技术产业;在下游适度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重视研发、引进和采用节能和环保技术，发展循环经济。同时，规划和建设

一批新型特色城镇，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根据流域内部与外部的区域功能定位与发展差异，测算流域环境治理、生态修复和

产业转型升级的成本，通过国家牵头的省际协商，在中央政府和流域各级地方政府之间分阶段分担成本。此外，要重视利用市

场化手段鼓励民间力量参与流域治理和绿色发展，共担绿色发展成本，如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建立污水处理设施，

或者对已有污水处理设施民营化，减少公共资源占用，提髙绿色治理效率。 

表 3现阶段（2004年至今）谁河流域绿色发展的利益冲突、协调制度与改进方向 

主要利益冲突及表现 
协调制度 

改进方向 
现行做法 标杆经验 

 

从单一冲突到 

 

完善相关法律政策，依法协调（泰晤士河流域）， 
完善相关法律、政策， 转变

管理方式，依法管 理，将法

律手段、行政 

手段、教育手段和市场 

手段相结合 

传统水 综合冲突，从民 行政协 并重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墨累一达令河 

事冲突 间冲突到政府 间

冲突 

调为主 流域），鼓励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和依法协调 活动

（密西西比河流域） 

经济社 
国家与地方以 

及地方之间的 

规划目标不 

相容 

改进政 

绩考核 

经济发展让位于流域治理（泰晤士河流域），流域 统筹流域规划，提倡绿 

会发展 治理是影响地方选举甚至是联邦选举的重要因 色 GDP，完善绿色考 

规划 素之一（密西西比河流域） 核，提髙公众参与水平 

  
有限的 制定排放标准，实施限量排放，强化信息共享基 

预防优先，完善分配政 策和

财政转移支付制 度，发展绿

色经济，提 高执法力度 

水源、水 保护地发展困 生态补 础上的监测合作，重视采用预防性技术手段和工 

土保护 境，污染的隐性 偿，限制 程手段（多瑙河流域），中下游排污权交易（墨 

与排污 化和持久化 性政策 累一达令河流域），人类生产活动退出水源和水 

  措施 土保护地（密西西比河流域） 

公共治  中央预 利用协议加强国际或区际合作（多瑙河流域），联 建立和完善省际合作 

理成本 地方投入不足 算、地方 邦（产业升级）与各州（生态修复）之间分担治理 机制、利益共享与成本 

分担  配套 成本（密西西比河流域） 分担机制 

   分阶段治理（泰晤士河流域），确定阶段性合作目  

治理目 遗漏重要环节， 
阶段性 

治理 

标并做动态调整（多瑙河流域），政府主导治理规 明确责任主体，推行企 

标与治 一刀切，脱离地 划、企业和公众等其他主体执行和配合（密西西 业绿色发展评价，在改 

理手段 方实际 比河流域），不排斥市场手段（墨累一达令河流 域），

实现从单一治理到综合治理（多瑙河流域） 

革中完善流域治理 

 

公共管 

理职能 

冲突 

国家与地方管 理

职能冲突，部 

门职能重叠、越 

位、缺位与错位 

持续的 

政府机 

构改革 

设立统一的流域管理部门，科学配置管理职能 （四个

标杆流域），流域治理设施民营化和非政府 公共组织

（NGO）参与管理（多瑙河流域、密西西 

比河流域） 

统筹发展，提高治理效 率，

完善政府机构设置 与职能

配置 

注:水事冲突中，“单一冲突”指的是水权冲突（用水权和排涝权），“综合冲突”指的是水资源开发配置与利用、污 

染与水生态环境、水环境与水利工程、农业渔业与航运等人类生产活动所引发的矛盾，“民间冲突”是以农民为主的冲突 

（主因是水资源矛盾），“政府间冲突”是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主因是水事权益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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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使全社会共享流域绿色发展成果。为保护生态环境 

(保障整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牺牲自身更快的经济发展理应得到相应补偿，因此需要建立覆盖全流域的分配调节机制，

以全面调动上、中、下游保护流域环境、共同发展绿色经济和共享绿色生活的积极性;要完善国家与流域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也要建立流域内省际(市际、县际)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包括受益地向牺牲地进行转移支付、加害地向受害地转移支付等)，使各

经济主体共享绿色发展成果。 

第五，完善考核和评价机制，破除 GDP 崇拜，保障绿色发展。一是明确淮河流域绿色发展的责任主体，不仅应涵盖流域内

的地方政府、企业及相关组织和个人，也应包括中央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二是明确界定考核者与被考核者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统一的流域管理机构既是考核者(考核地方政府、企业等)，也是被考核者(接受全国人大等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与考评)。三是

改进考核内容，提倡绿色 GDP，破除唯 GDP论，把流域绿色发展及其协调机制和效果纳入政绩考核范围。四是采用科学的考核评

价方法。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2016 年制定了《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和《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目标体系》，针对的是省级以下各级地

方政府，应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对其他责任主体的考评机制，如制定企业绿色发展指数、区域绿色发展指数以及个人绿色行为指

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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