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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环境保护投融资政策”课题组赴辽宁辽河调研 

 

2010 年 3 月 22 日-24 日，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苏明副所长

带领下，来自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环保部环境规划院、中国人民

大学等单位的 13 位专家赴辽宁开展流域水环境保护投融资调研。调

研组分别与辽宁省和沈阳市发改委、财政、环保、水利、辽河办等部

门的相关负责人进行了座谈。 

此次调研旨在全面了解辽河流域“十一五”以来辽河流域水环境

保护投融资情况、取得的成效及面临的问题，辽河流域水环境保护投

融资的需求，并探讨在辽河流域进行投融资政策试点示范的合作事项

以及开展试点初步方案设计。 

调研组了解到：辽宁省辽河流域水环境保护资金来源大致分为中

央和地方政府投入、银行贷款、企业自有资金、采用 BOT 等方式融资

等。目前以政府投入为主，归口财政厅农业处管，每年大致安排 10

亿元左右，主要用于支持东部生态重点区域财政补偿政策、小流域综

合治理和东部山区控制水土流失等。地方投入以排污费为主。根据《辽

河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2006-2010 年）》，辽宁省的 134 个规划项目

总投资 111.07 亿元，已完成投资 69.82 亿元，占 63%。主要用于工

业治理、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及重点区域污染防治等项目。“十一五”

以来，财政对辽河流域水污染防治累计投入 39.91 亿元，其中，中央

补助 18.26 亿元，省本级财政安排 5.85 亿元，市县财政安排 15.8 亿

元。资金来源主要包括：中央三河三湖专项资金、中央和省农村环保

专项、省级辽河流域水污染防治专项、排污费资金等。 

调研组了解到，目前辽宁辽河投融资规模与实际需求还有较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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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辽宁作为老工业基地，历史欠账较多，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场

等项目运行经费来源不稳定，部分郊区县还没有建立污水处理厂运行

资金保障机制。流域污染赔偿和水环境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以及污染物

排放权有偿使用制度机制尚未建立。 

调研组了解到辽宁省和沈阳市辽河水环境保护投融资建设有以

下政策需求： 

（1）中央财政考虑进一步加大重点流域污染防治资金投入力度；

中央一级可设立污染处理设施运行奖励资金，实行以奖代补，巩固污

染治理成果；中央财政特别要考虑在污泥无害化处理方面重点给予政

策和资金支持；中央专项资金应按照各市的治理项目直接下达，可考

虑一次性拨付专项资金，与地方配套部分资金共同作为资本金。 

（2）按照“谁污染谁负责”的原则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研究建

立流域水环境生态补偿制度，拓宽上游地区生态保护资金来源；加快

建立跨省行政区域的辽河流域水污染补偿制度；国家应尽快出台污染

物排放权有偿使用和排污权交易的指导意见和有关法律法规为地方

试点提供指导；考虑研究化肥农药生产企业的特别税，控制农业面源

污染问题。 

（3）争取国外环保捐赠及金融组织低息贷款的长期支持重点流

域治理；向金融机构融资，缓解地方环保建设项目资金紧张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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