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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加大财政支持生态环境治理力度 

李载林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生态环境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时强调：

“生态环境投入不是无谓投入、无效投入，而是关系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投入。”

江苏财政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重要指示要求，按照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提

出的目标任务，持续加大生态环境治理支持力度。 

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是加快财税改革的重要举措，是理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前提和基础。2021 年 1 月，江苏省生

态环境领域、自然资源领域等省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正式实施，标志着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省

与市县财政关系正式建立。两个领域省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顺利完成，为促进全省自然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

提升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供有力支撑。 

财政投入的机制持续完善 

为顺应新一轮国家机构改革、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关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重大战略部署，全省各级财政成立了自然资源和生

态环境专司机构和专职队伍，为支持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提供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和人员保障。 

“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

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保护该花的钱必须花，该投的钱决不能

省，要坚持资金投入同污染防治攻坚任务相匹配。”近年来，江苏财政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支撑和保障作用，为建设“强富

美高”新江苏提供坚实的财力保障和政策支持。“十四五”以来，省财政围绕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重难点工作，进一步加大

财政投入力度，每年预算安排超过 100亿元，2022年预算安排近 120亿元，支持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和生态环境保护治理。 

生态环境治理离不开社会资本的投入。近年来，省财政积极发挥省政府投资基金作用，面向生态环保的不同细分领域设立基

金，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为贯彻落实土壤污染防治法，省财政发起设立了省级土壤污染防治投资基金，重点

支持土壤修复治理产业发展，包括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治、土壤污染责任人或土地使用权人无法认定的土壤污染修复和管控、重点

行业企业用地污染、化工园区土壤污染风险监测以及土壤污染防治修复技术研发转化等。为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省财政将推进相

关基金投资运作，支持能源结构加快调整，培育壮大节能降碳产业，促进绿色建筑和绿色交通发展，支持碳达峰碳中和相关产业

和领域发展。此外，省财政还积极出资参与设立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并成功争取到国家级基金项目落地江苏。 

融资难融资贵一直是环保企业尤其是中小微民营企业发展的瓶颈。为纾解环保企业融资难题，省财政创新设立了环保贷款

风险补偿资金池，引导金融机构开展“环保贷”业务，为省内环保企业开展污染防治、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生态保护修复及环保

产业发展等进行贷款增信和风险补偿。截至 2021年底，共有 627个生态环保项目纳入“环保贷”项目库，其中 394个项目实现

了贷款投放，累计贷款金额 251亿元，在贷金额达 128亿元，为企业节约融资成本 2.1亿元。“环保贷”已成为江苏绿色金融、

绿色信贷的“金字招牌”，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财政支持的模式持续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在南京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推进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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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中下游、江河湖库、左右岸、干支流协同治理。长江保护法的正式颁布实施，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的财政投入提出

了明确要求。为抓好贯彻落实，保障长江生态安全，2021 年省财政厅出台了《江苏省长江流域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补助办

法》，每年专项安排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资金 2亿元，用于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同时，江苏还积极与邻近省份协商

建立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加强长江流域的联防共治。此外，省财政还持续加大长江大保护的直接投入力度，年均

投入超过 50亿元，着力破解“重化围江”，支持做好禁捕退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发展绿色航运，长江江苏段水生态明显好转。 

“绿岛”建设是近年来江苏在“集约建设、共享治污”理念上的创新，通过政府参与、多元投资的方式，实现环保公共基础

设施的共建共享。“绿岛”在降低市场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治污成本的同时，促进了生态环境保护与改善，实现了环境保护和经

济发展的双赢互促。生态安全缓冲区建设则是另一项重大创新，通过在城镇污水处理厂边缘、重要江河湖海出入口等区域因地制

宜建设生态安全缓冲区，利用自然生态系统的净化降解能力，降低治污成本，扩大环境容量，提高生态环境质量。为鼓励市县探

索建设“绿岛”和生态安全缓冲区，2021 年省财政专门出台了“绿岛”和生态安全缓冲区建设奖补办法，支持市县建设一批试

点示范工程，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 

生态保护补偿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手段。江苏作为全国首个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全覆盖的省份，多年来高度重视

发挥水环境区域补偿政策的激励约束作用。随着“十四五”国家和省在断面设置和水质目标等方面提出的新要求，按照生态环

境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差”的原则，2021 年，省财政对水环境双向区域补偿政策进行了全面修订，补偿断面由原来的 112

个增加为 245个，实现了全省国、省控跨市界断面全覆盖。对陆域河流、入海河流、太湖流域所有河流、洪泽湖主要入湖河流水

质考核要求进一步收紧。补偿标准提高近 60%，太湖流域补偿基数是其他地区的两倍。同时，省财政对水质达标提优进行额外奖

励，提高奖励标准，进一步强化激励约束作用。该政策已成为我省提升水环境质量的重要环境经济政策。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是一项重要的污染防治法律制度。为强化各级政府环境保护责任，加大治污减排力度，我省在“十

三五”期间实施与污染物排放总量挂钩的财政政策，通过经济政策促进污染物减排，“十三五”全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削减。

“十四五”已进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新时期，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的“加快形成减污降碳的激励约束机制”要求，省

财政创新性提出实施与减污降碳成效挂钩的财政政策，将碳排放强度因子和碳减排指标完成情况纳入财政政策，进一步发挥减

污降碳激励约束机制作用，助力碳达峰碳中和。 

江苏是全国唯一部省共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试点省份。近年来，省财政勇于尝试、积极创新，围绕当前及

今后一段时期生态文明建设重点要求以及我省生态环境治理面临的突出短板，提出了“十四五”期间财政支持生态环境治理模

式创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更大力度发挥财政资金支持引导作用，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高起点

推进美丽江苏建设提供强有力支撑。 

江苏财政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进一步强机制、加投入、谋创新，

推进绿色低碳转型，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