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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等多种合作方式，将地方政府间的关系制度化、常态

化，促进地区绿色协调健康发展。最后，探索区域流域

统一的绿色治理。借鉴国家长江委、黄河委等区域流域

综合治理的成功经验，在国家生态环境部门已有的六大

地区环保督查中心的基础上，根据地区自然禀赋特征，

根据实际需要，授权构建完善区域绿色治理的行政协调

机构，探索绿色治理的府际合作和国家权力纵向嵌入机

制，指导区域绿色发展一体推进。

3、整合部门职能，实现绿色发展的职能协同

整 合 部 门 职 能 ， 聚 合 部 门 资 源 ， 对 于 实 现 政 府 治

理效能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整合部门之间的职能。

实现绿色发展的职能主要涉及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两个

方面，应按照国家大部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将经济发展

的职能统一调整至国家发改委，将环境管理的职责统一

由生态环境部行使，真正实现《环保法》规定的“统一

监督管理”。国土空间管制在国土资源部、区域流域治

理归口在国家水利部、农业污染归农业农村部管理。积

极稳妥逐步整合有关职能，促进绿色发展高效推进。其

次，围绕绿色发展，优化部门间的工作协调机制。特别

是强化与经济发展部门的工作协调机制，把经济建设和

生态环境保护协调一致起来，避免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

和生态保护方面出现对立，环保部门的干部出现“背锅

侠”现象。深化与财政、人事部门的工作机制，及时有

效地获得资金和人力资源支持。建立与国土、工信、水

利等部门的工作协调机制，推动信息深度共享、提升管

理绩效。最后，优化部门内部机构设置和制度建设。整

合内部业务分工，优化职能内设机构配置，破除职责同

构现象，提高工作绩效。优化内部分工协作机制、破除

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提高内设机构效能。

4、提高公务员个体素养，实现公务员与政府绿色发

展的目标协同

公 务 员 是 实 现 公 共 利 益 的 直 接 执 行 者 ， 公 务 员 素

质的高低与绿色发展的政策执行结果密切相关，因此，

公务员队伍的建设与绿色发展至关重要。首先，加强绿

色发展的理论学习培训，将绿色发展目标体系各个层级

具体化，防止出现目标偏移。加强对公务员的绿色发展

理念教育，使绿色发展的目标转化为公职人员的自觉担

当。其次，建立考核机制，将落实绿色发展等各项工作

的履职纳入考核当中，从制度上形成约束。再次，建立

有效的激励机制，对在绿色发展领域内做出突出贡献的

人通过加强职业荣誉感激励，精神鼓励，物质奖励等，

发挥表率作用，形成绿色发展政策执行的正向激励。从

次，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对破坏绿色发展的予以处分，

违 反 相 关 制 度 的 严 厉 制 裁 。 最 后 ， 抓 住 领 导 干 部 这 个

“关键少数”。对地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应

当实行离任自然资源审计，对其他领导实施生态责任事

故终身追责制，防止出现短视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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