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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环议字〔2018〕14 号 

 

 

对政协云南省十二届一次会议 

第 197 号提案的答复 

 

农工民主党云南省委： 

首先衷心感谢贵委长期以来对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关

心和支持！ 

贵委提出的《建立我省生态资产价值实现机制的提案》已交

由我厅主办，经认真研究并结合省财政厅、省国土资源厅、省统

计局的会办意见，现答复如下： 

一、我省在生态资产价值实现领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 

（一）积极开展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工作。近年来，我省积极

谋划和推进省内和省级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工作，并初见成效。开

展了省内跨界河流域生态补偿工作。为推进流域生态补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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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经省政府批准，省财政厅、省环保厅牵头，昆明市、曲

靖市在南盘江流域（曲靖至昆明段），开展了流域上下游横向生

态补偿试点，以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为基础，以昆明市、曲

靖市人民政府为主体开展跨界河流环境质量补偿试点工作，探索

建立跨界河流上下游生态补偿机制。引导上游人民政府全面履行

对辖区环境质量负责的法定责任，切实加强水环境污染综合防

治，有效保护和改善流域水环境质量。探索赤水河流域生态补偿

工作。在国家支持下，在多次研究论证和会议协商的基础上云南

省、贵州省、四川省三省政府分管领导签署了《赤水河流域横向

生态保护补偿协议》，赤水河生态补偿实施年限为 2018年一 2020

年，并按 1:5:4 的比例，共同出资 2 亿元。设立赤水河流域横向

补偿资金，分配比例为 3:4:3。通过赤水河生态补偿的实施，在

上下游之间搭建起共同的工作平台，上下游相互支持、监督，增

强开展流域治理的动力，形成上下游齐抓共管促进生态环境保护

的良好格局。随后，我厅会同省财政厅根据省人民政府签订的补

偿协议，抓紧研究制定构建我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实施方案，

按照生态补偿资金向贫困地区倾斜的原则，研究部署赤水河上游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在镇雄、威信两县启动开展全域生态环境保

护治理试点示范工程，明确各年度工作目标任务，充分利用好国

家奖补资金。 

（二）认真落实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国家生态功能区转移

支付稳步推进。“十二五”期间，省财政厅争取财政部新增我省 4

个县纳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补助范围，我省国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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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功能区所在县由 18 个增加到 22 个县。省财政厅积极向中央

争取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十二五”期间共争取中央生态功

能区转移支付资金 90.2 亿元，较好地支持了我省生态文明建设。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成果显著。在中央和省级财政、林业部门的共

同努力下，我省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政策从无到有，实现了历史

性的突破，并不断提高补偿的标准。通过多年的努力，公益林补

偿标准从 2009 年的 5 元/亩·年提高到年的 10 元/亩·年。通过实施

天保二期工程，大力争取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和省级森林

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的支持，我省国家级和省级公益林已实现了生

态公益林补偿的同标准和管护的全覆盖。在 2015 年，中央财政

再次将权属为集体和个人的国家级公益林补助标准提高到 15元/

亩·年、权属为国有的公益林补助标准提高到 6 元/亩·年，省级财

政己于 2016 年尽力筹措资金，保障了我省国家级和省级公益林

生态补偿的同标准和管护的全覆盖。 

（三）积极筹建云南省绿色发展基金。按照省委、省政府印

发《云南省贯彻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问题整改总体方

案》关于设立省绿色发展基金、组建省环保投资公司的时限要求

和责任分工安排，省环保厅及时组织力量开展相关研究和方案编

制工作，在安排人员到重庆、内蒙考察学习基础上，依托省委改

革办（省委研究室）以及省内外相关金融专家的支持协作，拟定

了《设立云南省绿色发展基金的方案》，并向省财政厅、发改委、

金融办、国资委等十余家省直相关部门征求了意见。之后，邀请

省内外金融专家 20 余人对方案进行集中修改。方案修改完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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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主要领导、分管副厅长再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相关工作。

并发函再次征求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关于《云南省绿色发展

基金设立方案》意见。 

（四）积极探索以流域生态资源资产为核心的绩效考评机

制。目前，省财政厅已建立以生态价值补偿为主体、生态质量考

核奖惩为辅助的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制度，并立足国家现行有关

技术规范，形成了一套符合云南省特点的指标计算体系，按统一

公式科学衡量各地生态价值相对大小，有效实现生态价值计算到

县、动态衡量的功能要求。目前基于县域生态环境质量的评价考

核体系，已实现了对全省 16 个州（市）、个县（市、区）全覆盖

的生态环境质量年度动态监测、评价和考核，并基于考核评价的

结果按照当年测算生态价值确定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额度。 

（五）积极开展生态资产价值实现基础支撑研究。2015 年，

在省环保厅的推动下，景东县与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合作开展了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工作（以下简称“TEEB”），

并成为全国首个挂牌的 TEEB 示范县，2016 年，景东县受邀在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上介绍了景东县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经验与成功案例，成果在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

上予以报到。根据评估结果，景东县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为每年 545.06 亿元（2014 年为基准年）。2017 年，普洱市

在景东县 TEEB 项目取得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全面启动了全市及

九县一区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工作。截至目前，

普洱市及九县一区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工作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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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完成。根据《普洱市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报

告》（征求意见稿），2015 年普洱市全市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

统服务总价值为 7503.83 亿元，是当年全市 GDP（514.01 亿元）

的 14.6 倍。 

（六）我省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工作情况。我省于 2015

年开始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以新平县为试点开展了相

关工作。2016 年，在新平县、禄劝县、盈江县、弥勒县进行试

点。2017 年在 16 个州市的 17 个县进行了试点（玉溪 2 个县，

其他州市各 1 个县）。2018 年，将在全省 129 个县（市、区）全

面铺开实物型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试点编制工作。 

（七）我省绿色发展指数的统计开展情况。《云南省绿色发

展指标体系》经过 2016 年的探索、制定、修订、征求意见等环

节，于 9 月 11 日由省发展改革委、省统计局、省环境保护厅和

省委组织部联合印发了《云南省绿色发展指标体系》。根据指标

体系，省统计局收集了省国土资源厅、省环境保护厅等 14 个省

级部门的绿色发展相关数据，按照国家统计部门制定的“绿色发

展指数计算方法（试行）”，计算了全省 16 个州（市）的绿色发

展指数。 

（八）关于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工作。虽然我省未列入国

家排污权使用和交易试点省份，但省委、省政府依然高度重视该

项工作，省委改革办已将制定我省《排污权交易价格管理办法》

纳入 2018 年度重点改革事项，由省环境保护厅会同省财政厅等

部门研究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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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下一步拟开展的工作 

（一）进一步推进跨界河流域生态补偿工作 

以昆明市、曲靖市在南盘江流域（曲靖至昆明段）流域上下

游横向生态补偿试点为契机，尽快修改完善和上报《云南省建立

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实施方案》，积极谋划和推动省内其

他跨地州河流生态补偿工作，切实和发挥生态补偿在流域生态环

境保护中的作用。 

以赤水河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为契机，会同省财政厅、国

土资源厅等省级相关部门，学习借鉴福建、四川等省取消 GDP

考核的县市，流域生态资产指标考核的经验，探索建立以资源和

生态资产为核心的新型绩效考评机制，将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的考

核结果与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生态补偿资金分配有积极研究和

推动金沙江、珠江等跨省河流生态补偿，以期切实发挥和体现我

省在众多大江大河源头生态环境保护的贡献和我省生态资产价

值，构建综合考虑经济发展和生态资产状况的区域综合发展财税

政策体系。 

（二）加快推进云南省绿色发展基金平台建设和运行管理 

省环保厅将继续会同省政府金融办、省财政厅等相关部门，

继续抓紧抓好基金设立和公司组建，在构建起全省节能环保投融

资平台的同时，积极探索融资渠道，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环

保合作领域，争取在设立环保产业基金上有所突破。培育和打造

我省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龙头骨干企业，带动全省节能环保产业

快速健康发展，切实把节能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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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省经济发展转型优化升级开辟新道路。 

（三）有序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改革 

省环保厅将继续会同省委改革办、省财政厅，认真研究排污

权交易服务收费、排污权有偿使用收入征收、监督和管理等相关

事项，积极制定和上报《云南省排污权交易价格管理办法》，做

好我省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改。 

（四）加强生态资产价值实现基础支撑研究 

总结普洱市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景东县生

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景东县 TEEB(中国生物多样

性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示范县的经验，结合云南省第三次

全国土地调查工作，积极开展全省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价

值评估，对我省生态资产价值进行“科学统计，摸清家底”，为我

省生态资产价值的转化和实现提供基础科学依据。 

三、对策及建议 

按照中央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思路，横向生态补偿作为流

域治理的一项制度建设，环境保护治理应当是上下游省份的共同

责任，应充分体现地方为主的要求。财政部、环保部将服务于国

家重点发展战略，在长江流域水环境敏感地区开展生态补偿试

点，根据上下游双方协商的补偿标准、中央在不同流域保护和发

展中承担的事权等因素，确定中央财政的奖励额度，并且实行“退

坡”式补助方式。对此，我省将在探索建立省内上下游流域生态

补偿机制的基础上，围绕中央确定的重点流域，积极与相关省份

进行协商，争取尽早达成上下游流域生态补偿试点方案，纳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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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支持范围。建议由云南省政府牵头，联合青海、四川、重庆等

几个长江中上游省市，向国务院及相关部申请开展《长江中上游

地区生态环境补偿机制》课题研究，明确该项生态补偿的主体、

客体，科学合理界定补偿范围、补偿标准和补偿方式，在此基础

上建立长效的长江中上游地区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推进搭建有助

于建立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政府管理平台，从立法和政策层面支

持生态保护成本直接负担着分享水电开发收益以及流域生态保

护带来的经济收益。以此为契机，为我省将来生态资产价值的转

化和实现，提供理论和实践基础。 

 

 

 

                      云南省环境保护厅 

                  2018 年 5 月 25 日 

（联系人及电话：王晔  0871-64110819） 

 

 

 

 

 

 

抄送：省政府办公厅议案处，省政协提案委员会办公室。 

云南省环境保护厅办公室                  2018 年 5 月 28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