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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的双赢之路至关重要。

绿色财政协调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逻辑框架

基于成本效益分析的逻辑框架，一项投资具备可行性

的必要条件是投资所获得的收益大于投入的净成本。绿色

财政支出的净成本表现为绿色财政收入—绿色财政支出，

具体而言，绿色财政收入主要包括资源税、环境保护税和

消费税等绿色税收，绿色财政支出主要包括绿色投资、绿

色转移支付等绿色直接支出和绿色政府采购、生态文化教

育支出等绿色间接支出。绿色财政产生的收益表现为经济

收益和环保收益之和，下表列示了绿色经济收益和绿色环

保收益的具体表现。

财政产生的经济收益和环保收益必须能完全覆盖其付出的

公共支出成本，因此绿色财政净支出应小于其带来的经济

和环保收益。

发展绿色财政的对策建议

上述分析表明，绿色财政最大程度协调经济增长和环

境保护需在绿色财政收入和支出两方面齐发力，扩大绿色

财政收入来源的同时提高支出效率和质量，以最小的投入

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

1、构建完善的绿色财政制度体系

绿色财政的制度体系是绿色财政收支行为的依据，

完善其制度体系有利于厘清各方责任、规范收支行为、提

供监督指导等。第一，要建立全流程化的绿色财政资金管

理制度。在部门预算中增加绿色科目，将绿色支出纳入部

门预算编制和执行中，同时构建指标评价体系，对预算执

行中的绿色支出进行支出绩效评价，考核责任主体对绿色

资金的使用效率。设立专门的绿色财政监督管理机构，协

同财政部门对绿色财政收入和支出进行全过程、全领域的

跟踪和评价，确保绿色资金流入流出合理合规。构建与本

土绿色发展相适应的绿色审计体系，聘请环保专业人员、

政府审计部门和民间审计人员组成专项审计团队，对绿色

财政资金的管理模式、收入来源、使用效率等进行专项审

计。第二，要建立全国统一的绿色核算和评价体系。将环

保收益和环保成本统一量化，纳入政府会计核算体系和现

有GDP计算体系中，准确核算绿色收支，破除长期以来只

关注GDP增速的恶性竞争机制，为评价地方政府绿色政绩

提供量化依据。第三，要借助科技和人才力量实现绿色转

型。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建立政府绿色数据库，提

供绿色项目扶持名单、绿色金融产品、环保服务提供商等

信息，公示企业ESG信息、环保违规违法处罚信息、对企

业环保进行评级等，同时建立信息共享机制，降低各政府

部门的协调管理成本，提高政府监管的精准度。完善人才

激励机制，鼓励高学历人才投身于高科技绿色技术、绿色

金融、绿色物流等新兴领域的研发和实践。

2、增强绿色财政资金来源的持续性

绿色财政收入是政府进行环保治理、生态修复、绿色

转型的重要资金来源，是绿色发展的前提和保障。第一，

要扩大绿色财政收入的来源渠道。通过财政直接补贴、财

政贴息、税收优惠等政策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的

进程，促使绿色环保企业尽快占据市场主流地位，提高如

可再生能源发电、新能源汽车、加氢站、充电桩等清洁产

业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要扩大绿色非税收入的来源，如

激励国有企业投资运营绿色项目，扩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基于上述分析，绿色财政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双

赢的必要条件是绿色财政支出净成本大于0，且小于其产生

的经济收益和环保收益之和，即：

0＜绿色财政收入-绿色财政支出＜经济收益+环保收益

首先，若无法实现绿色财政收入完全覆盖绿色财政

支出，绿色财政支出将挤占部分其他财政收入，长期以政

府补助为代价实现环境保护和绿色转型会加大政府财政支

出压力，缩减其他公共事业支出额度，无法实现可持续发

展，因此限制绿色财政净支出大于0是必要的。其次，绿色

技术升级改造、生产工艺改进带来的增量利润

环保技术的研发收入和环保设备的销售收入

资源高效利用和清洁能源的扩大使用所节约的生产

成本

耕地增加、土壤污染减少，农产品产量增加

绿色有机农产品的销售收入

水质改善给水产养殖业带来的增量利润

生态景观增加旅游业收入，带动交通运输业、住宿

和餐饮业收入增加

节能工程设计、环境评估咨询、合同能源管理、线

上办公等绿色服务业兴起

绿色债券、绿色信贷、绿色股票、碳排放交易、排

污指标交易等绿色金融产品增加

江河湖库保护和治理产生的洪水调蓄、保障供水、

繁育生物效应

水土保持涵养水源，调节气候，减少自然灾害

退耕还林还草提高森林覆盖率，维护生物多样性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温室气体、颗粒物质等大气

污染物减少，重污染天气基本消除

工业农业污水、生活污水无害化处理，黑臭水体消

除，居民饮水健康得到保障

尾矿、煤矸石、废石等综合利用，节约化石能源消

耗；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改善人居环境；危险废物、

医疗废物无害化处理，保障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对建筑施工噪声、交通运输噪声、社会生活噪声进

行管理和防治，提高居民工作和生活质量

节约水、电、气的工艺和技术广泛推广，资源浪费

减少，持续供给能力增强

执行耕地“进出平衡”制度，严守耕地红线，提高

用地效率，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矿产资源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为实现社会高质

量、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

类别 具体内容绿色收益

绿色经济收益

绿色环保收益

绿色工业

绿色农业

绿色第三产业

生态保护和修复

环境质量改善

资源利用

效率提高

表1：绿色收益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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