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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具体表现在：

首 先 ， 绿 色 发 展 的 公 共 权 力 分 散 严 重 。 经 济 社 会

的发展以发改部门为主导，生态环境保护以生态环境部

门为主导，地方上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小组一般设

在生态环境部门。生态环境部门主要的职责可以概括为

环境管理和污染防治，对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布局没有相

关的职能，表现为小马拉大车，推动绿色发展乏力。其

次，部门内部分工不科学，重叠交叉现象依然存在。比

如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察局和水、气、固等专业司局

存 在 业 务 交 叉 。 再 次 ， 部 门 之 间 机 制 不 畅 。 主 要 表 现

在：部门保护主义的存在，在决策时不协作、不配合时

有发生；部门之间相对独立，实际运作过程中，“铁路

警察、各管一段”，无法形成统一合力；尽管各地成立

了环境保护委员会等综合协调机构，但受制于主管部门

之间的关系，在职责上交叉、重叠，政策支持上的不配

套、不协调，造成协调困难。

4、公务员与政府协同目标不一

理 论 上 公 务 员 是 政 府 实 现 职 能 的 直 接 执 行 者 ， 应

当为公共利益服务。但现实中，公务员作为理性个体，

也有自己的私人需求和目的，存在遇见矛盾绕着走、目

标替代、政策手段目标化等情况。这种不协同反映在绿

色 发 展 过 程 中 表 现 为 ： 一 是 遇 见 矛 盾 绕 着 走 ， 懒 政 惰

政、“一刀切”等现象屡见不鲜。二是绿色发展目标手

段化，把一些具体手段作为绿色发展的目标，特别是将

绿色发展的目的定位为高技术产业，对优秀的基础产业

一关了之，对企业污染罚款认为是绿色发展，把绿色投

入简单等同于绿色发展。三是政策手段目标化，命令控

制型、经济激励型、公众参与型等政策工具在执行过程

中演化为执政目标，忽略了绿色发展的最终目的。四是

贪腐蜕变，极少数公务员人员为了达到个人诉求，利用

手中权力进行谋私，权力寻租、权钱交易等现象时有发

生。这导致权力的不正确使用，严重影响了公共权威及

实效。

在绿色转型发展中实现政府协同的主要途径

针对以上问题，在绿色发展过程中实现政府协同主

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科学调整央地关系，实现绿色转型发展的央地协同

中央和地方关系理想的运行状态是中央有权威性，

地方有积极性。表现就是中央制定的发展规划和政策在

地 方 上 得 到 积 极 、 认 真 有 效 执 行 。 发 挥 中 央 的 权 威 性

上，作为中央政府既要保证规划政策的科学合理性，又

要 加 强 对 地 方 的 控 制 力 ， 保 证 推 动 绿 色 发 展 的 政 令 统

一，确保绿色发展方针的落实。在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

性上，中央在制定具体规划和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地

方政府利益，统筹兼顾好央地利益。具体而言，要从以

下几个方面努力：首先，合理中央和地方权责划分，中

央政府从建设绿色发展体系上着手，做好顶层设计，处

理影响较大、专业性强的环境问题。地方政府承担起绿

色发展的主要责任，抓好中央决策落地，配合中央做好

其他工作。其次，以绿色发展制度建设为抓手，规范绿

色 发 展 的 央 地 协 同 。 重 点 是 建 立 绿 色 发 展 考 核 评 价 机

制 ， 引 导 政 府 协 同 推 进 绿 色 发 展 ， 使 地 方 发 展 本 位 回

归。加强自然资源的产权制度改革，明晰地方政府的所

有权和使用权边界；严格落实国土空间规划，执行主体

功能区战略，保障经济活动和生态环境保护和谐共处。

完善央地政府间的生态补偿制度建设，建立地方政府间

的生态补偿机制建设，促进协调发展。加大国家转移支

付力度或财政补贴强度，弥补区域发展机遇缺失，促进

各地间经济、社会、生态的协调推进。畅通信息沟通机

制，探索信息多元双向沟通机制，避免央地政府间信息

失真，导致中央利益受损，地方诉求不到位的现象。最

后，发挥中央环保督察的作用，构建“中央督察，地方

执行，部门负责”的推动体系。中央连续开展了两轮中

央环保督察，在绿色发展的推动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

作用，督政成效显著。绿色发展的考核综合性强，无法

快 速 转 化 为 地 方 政 府 的 政 绩 ， 消 极 应 付 的 现 象 比 比 皆

是。要加强中央环保督察的深度和督察力度，科学制定

督察方案，加大督政力度，成为推动绿色发展，成为理

顺央地关系的有力补充。

2、协调横向政府关系，实现绿色转型发展的区域协

同

地方政府是落实中央决策的主体，地方政府间的关

系是降低中央协调成本，提高绿色发展成效的关键点。

首先，提高地方政府对绿色转型发展的思想认识，培养

形成协同推进绿色发展的价值共识。转变思维方式，在

绿色发展的问题上，摒弃小农思想，主动与毗邻政府谈

判协商，寻找价值契合点，最大程度整合各方资源，共

同 打 造 优 势 互 补 、 特 色 鲜 明 、 合 作 共 赢 的 区 域 绿 色 发

展，实现区域经济社会生态健康协调发展。其次，完善

地方政府协同推进绿色发展的政策和机制建设。地方政

府协同的焦点在于地区之间的利益平衡。完善地方政府

之间的利益补偿机制，如水资源使用权交易制度、排污

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等，促进环境容量的有效配置。

建立区域间生态环境共治共管共享机制，比如生态环境

保 护 协 同 监 管 机 制 、 信 息 共 享 机 制 、 应 急 联 动 协 同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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