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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比上年下降45.6%，旅游总收入下降53%。2021年

全省接待游客6.44亿人次，仅为疫情前的56.7%，旅游总

收入6642.16亿元，为疫情前的53.9%，相比而言差距较

大。2022年清明、五一小长假，民航、铁路、公路等部

门统计信息反馈均不同程度低于疫情前同期。可见，经

济形势一方面影响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人们的生活水

平，另一方面必然对生态文明建设造成影响。

2、财政收支趋紧

当前全国经济增速潜在趋缓，财政对冲经济下行压

力的难度增大，中央财政对贵州转移支付增幅趋缓。另

一方面，疫情带来的经济影响，叠加进一步落实国家和

贵州出台的减税降费纾困政策，财政可能将在短期内更

为紧张，而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财政刚性支出必须给

予有效支持，财政收支平衡和可持续运行压力增大。财

政紧运行也会给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带来影响，如2019年

节能环保支出195.25亿元，占3.3%，而2021年全省一

般预算公共支出中节能环保支出减少到162.11亿元，占

2.9%。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有关生态文明的水利、环

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已连续三年下降17%以上。未来

五年，既是贵州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的跃升期，又是贵州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和新旧动能转换

升级的关键时期，面临多重发展任务，财政紧运行将成

为常态。

3、科技创新不足

科技创新能力和人才支撑水平明显不足，科技成果

转化率低，已成为制约贵州发展最突出的瓶颈之一。由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区域科技创

新评价报告》显示，贵州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十二五”

期间长期停滞在全国第30位的落后局面。2020年贵州区

域科技创新水平指数为46.95%，较上年提升了2.46个百

分 点 ， 居 全 国 第 2 7 位 。 但 其 他 如 万 人 R & D 研 究 人 员 数

（排名29位）、十万人博士生毕业数（排名31位）、万

人大专以上学历人数（排名29位）、每名R&D人员研发

仪器和设备支出（排名27位）、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新增固定资产比重（排名29位）、十万人累计孵化企业

数（排名30位）等指标的位次均大幅下降或排位挂末。

贵州科技创新短板中的短板是创新环境，这是导致区域

创新能力倒退的重要原因。“十四五”期间，在全国各地

“抢人大战”持续高热态势下，贵州要汇能人、聚英才，

“打造全国最有吸引力、凝聚力的人才高地之一”，提升

综合科技创新水平，优化创新环境，形势不容乐观。

4、环保问题多发

贵州一些地方和企业违法开采、建设，破坏生态的

问题仍时有发生。例如，2021年贵州省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组深入一线、深入现场，查实了一批突出生态环境问

题，首批通报的9个典型案例涉及九个市州相关部门。

2021年12月，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发现曾

被督察过的安顺市平坝区夏云工业园区生态环境违法违

规问题仍然突出，环境污染严重。在2021年开展的“利

剑2021-2025”专项行动中，贵州全年共立案查处各类

环境违法案件2052件，罚款金额2.07亿元，分别比上年

多53.1%和44.3%；查办《环境保护法》配套办法及移送

涉嫌环境犯罪五种类型案件226件，比上年多24.2%。在

2022年3月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贵州省反馈督

察情况中指出，贵州一些流域、区域生态环境问题还比

较突出，不合理开发资源，非法开采矿产资源，侵占大

量耕地和林地，造成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严重，对生态

环境造成威胁。上述事例反映出在当前贵州生态文明建

设中，仍有地方和部门存在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定

力不够、重视不够、生态文明意识不强等问题。

Ａ

贵州生态文明建设成绩斐然，优良生态环境成为最大的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