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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nancial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penditure is the main means by 
which the government undertakes the responsibility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governance. As one of the first national demonstration zone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Jiangxi 
Province’s strategic goals of green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rise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support of financial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penditure. Firstl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evolution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pendi-
ture. Secondly, taking the fiscal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penditure of 
Jiangxi Province from 2011 to 2018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xpenditure is 
deeply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penditure scale and structure. It is found that the fiscal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penditure of Jiangxi Province has problems 
such as small scale and slow growth, large difference between prefectural and municipal expend-
iture and unreasonable allocation of internal funds.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problem orientation, 
the corresponding optimization suggestions are give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energy conserva-
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penditure system and the improvement of expenditure effi-
ciency in Jiang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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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财政节能环保支出是政府承担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责任的主要依托手段，江西省作为全国首批生态文明

示范区，其绿色发展、生态崛起的战略目标离不开财政节能环保支出的支撑。本文首先简要梳理了节能

环保支出演进历程；其次以江西省2011~2018年财政节能环保支出为研究对象，从支出规模与支出结构

入手深入分析支出现状，发现江西省财政节能环保支出存在规模偏小且增长缓慢、地市间支出差异大、

内部款项资金分配不合理等问题；最后根据问题导向，为江西省节能环保支出体系的完善、支出效率的

提升给出了相应的优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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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中高速发展。江西省作为我国典型的中部地区省份，地缘优势

并不明显，矿产资源较为丰富，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下，江西省经济社会发展也得到了长足进步，借助其

劳动力及矿产资源优势，不断承接东部沿海等地区转移的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工业化程度不断加深，城

镇化水平明显提升。然而，粗放式的产业发展方式也导致生态破坏、环境污染问题，江西省面临的环境

压力不断加大，环境保护工作面临严峻挑战。生态环境具有极强的外部性，是一种典型的公共产品，生

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一般为长周期活动，见效缓慢，因此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主体只能由政府担当。我国政

府主要通过公共财政支出的方式承担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职责。2007 年实施的政府收支分类改革中首次

设立了 211“环境保护”类支出科目，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确保了对环境保护事业的资金支持。 
自“环境保护”支出科目设立以来，国内学者也逐渐开始以财政环保支出为研究对象。逯元堂、吴

舜泽[1] (2008)在文章中分析了我国环保财政支出预算科目、专项资金、转移支付等情况，并从政府间环

保事权划分、财政环保投入增长机制等方面提出完善建议；卢洪友、张硕等[2] [3]以我国 2007~2014 年环

保财政支出规模、结构、绩效等角度为切入点，发现我国环保财政支出增长规模不稳定、支出规模较小

且地方的重视度不高；吴洋[4] (2014)梳理了 2007 年~2013 年财政环境保护支出收支科目的完善与变化情

况，认为当前环境问题还未解决，环保支出体系还需继续顺应需要不断完善。此外，也有部分学者以地

方污染治理案例为视角，提出地区环保支出目前存在的困境及亟待完善之处，如财力不足、资金到位率

较低、财政支持能力较弱、财政资金使用与绩效监督机制不完善等问题[5] [6]。 
江西省是我国首批全境列入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省份之一，负有探索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新

模式、探索中部地区绿色崛起新路径的重大责任。财政环保支出是地方政府履行生态建设职能主要手段，

基于江西省亟需实现绿色发展、生态崛起战略目标的现实，本文拟以江西省财政节能环保支出作为研究

对象，梳理江西省财政节能环保支出现状，分析其规模及结构，提出存在的不足与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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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财政节能环保支出科目的演变 

我国财政节能环保支出的演变可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2.1. 设立与更名阶段：2007~2011 年 

2007 年以前我国财政环境保护支出散见于各个支出科目中，并未专门设立独立科目，随着对环保事

业的不断重视，2007 年实施的政府收支分类改革中首次设立 211“环境保护”类支出科目，分设 10 款子

科目，此后财政部对“环保支出”科目不断进行调整完。2008 年公布的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中对原有款项

进行了微调并新增“能源节约利用、污染减排、可再生能源”3 款节能科目，2009 年则新增“资源综合

利用、能源管理事务”款项，对细分科目的增加丰富了环保支出的内涵，将能源节约事务也囊括其中；

2011 年根据款项内容的变化将其更名为“节能环保支出”，对财政环保支出的功能与施用范围进行了明

确。至此我国政府的一般公共预算“节能环保支出”确立，其共含 15 个款级科目，确保了对环境保护事

业的资金支持。 

2.2. 支出款类试用调整阶段：2012~2016 年 

根据“节能环保支出”的实际运行情况，2012 年政府收支科目对部分款项科目的子项进行了增删，

如 07 款中的“禁牧折现补助、折现挂账贴息、费用补贴”、08 款中的“退牧费用补贴”被删减；2013
年 04 款新增“湖泊生态保护”项，08 款中的“退牧折现补贴、退牧挂账贴息”被删减；2015 年新增了

第 15 款支出科目“江河湖库流域治理与保护”，下设 5 项子项目。自此“节能环保支出”体系中包括

60 款“其他可再生能源附加收入安排的支出”、61 款“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支出、99 款“其

他节能环保支出”在内共 18 款。 

2.3. 系统精简阶段：2017 年及之后 

经过多年的实施与调整，“211 节能环保支出”的款项体系已经极大的丰富，为进一步提高支出效

率与准确性，政府收支科目对款项科目进行了精简。2017 年政府收支科目中，15 款“江河湖库流域治理

与保护”被整体删减；2018 年政府收支科目中将 60 款“其他可再生能源附加收入安排的支出”、61 款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支出整体删减。自此财政节能环保支出体系由 15 款共 64 项科目构成，

兼具系统性与针对性。 
江西省节能环保支出款项体系的变更大致与国家“211 节能环保支出”演变一致，但由于各省地理

特征、环境因素等不尽相同，江西省的“211 节能环保支出”由 13 款共计 48 项构成。 

3. 江西省财政节能环保支出分析 

鉴于 2011 年财政环保支出更名为节能环保支出，为保障数据的统一性与连贯性，本文以 2011 年至

2018 年江西省节能环保支出数据作为研究对象，此外还选取了 2011~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GDP 数

据进行对比分析；本文所有数据均通过各年《江西统计年鉴》以及政府官网搜集整理所得。 

3.1. 江西省节能环保支出规模分析 

3.1.1. 静态指标分析 
江西省节能环保支出静态指标分析主要包括对支出总量、占比及增长率等指标的分析。 
如图 1，从总量上看，江西省节能环保支出整体呈递增趋势，仅在 2014 年有所下降；2018 年节能环

保支出达 163.4 亿元，较 2011 年增长了近 120 亿，2012~2018 年江西省节能环保支出平均增长额为 17.1
亿元；然而从图 1 可发现，节能环保支出的增长率大致呈递减态势，这与总量的递增状态并不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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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增长率达 52.90%，2013 年随即下降为 10.84%，及至 2014 年甚至出现负增长(−8.14%)，随后 2015、
2016 年增速短暂提升，2016 年达到峰值(34.82%)后，增速又再次放缓，2017 年下降至 21.66%，到 2018
年江西省节能环保支出增长率仅为 13.94%。显然，江西省财政预算支出中每年投入于节能环保支出的数

额波动性较大。 
 

 
Figure 1. Total expenditure on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f Jiangxi Province and its growth rate 
图 1. 江西省财政节能环保支出总额及增长率 
 

图 2、图 3 分别描述了江西省财政节能环保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占 GDP 比重以及 2012
年~2018 年三者的增长率情况。 

 

 
Figure 2. The proportion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penditure in general public budget expend-
iture and GDP in Jiangxi Province 
图 2. 江西省节能环保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及 GDP 比重 

 

 
Figure 3. Growth rates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penditure, general public budget expenditure 
and GDP in Jiangxi Province 
图 3. 江西省节能环保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及 GDP 三者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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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图 2，江西省节能环保支出占同期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及 GDP 比重年度趋势较为一致，都呈现缓

慢上升态势；从具体的变化情况看，2011 年“两个比重”都为最低值，其后开始上升，直到 2014 年开始

回落，2015 年开始江西省节能环保支出占比保持稳定提升，2018 年分别达到 2.88%及 0.74%。这一定程

度上反映出江西省财政资金中投入节能环保支出的财力与地区生产总值对节能环保投入的需求情况相匹

配乃至呈现出联动性；需要注意的是，节能环保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及 GDP 比重水平都较低。图 3
的增速情况显示，2012 年~2018 年江西省一般预算支出及 GDP 增长率变化情况基本一致，分别在 12.27%
及 9.39%的水平上下波动；一般预算支出增长率仅在 2016 年出现了较大波动，由 2015 年的 13.65%下降

为 4.64%，其后保持缓慢提升趋势；江西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与 GDP 增长率的平均差值均 0.23，显示出

二者具有较强的协同性；节能环保支出与另二者相比则更具波动性，增长率极不稳定，尽管从平均值看，

江西省财政节能环保支出增速高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及 GDP 增速，但其与后二者增长情况的关联性较弱，

至 2017 年后三者逐渐收敛，协调性得到提升。 

3.1.2. 动态指标分析 
江西省节能环保支出的动态指标主要是对支出弹性及边际倾向指标的分析。 
如图 4 所示，从节能环保支出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弹性来看，总体上呈倒 V 型，具体为 2013 年-2016

年递增、2016 年~2018 年递减，最大值出现在 2016 年为 7.51，最小值为 2014 年 0.69；且我们可以发现，

除 2013 年及 2014 年弹性系数值低于 1 外，其余年份均远高于 1，但近年来有所回落，这反映出江西省

节能环保支出增长水平总体高于财政支出增长水平，但增长力逐渐开始放缓。 
 

 
Figure 4. Marginal propensity of expenditure on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Jiangxi Province and 
its elasticity to general public budget expenditure and GDP 
图 4. 江西省节能环保支出边际倾向及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GDP 的弹性情况 
 

从节能环保支出的 GDP 弹性及边际倾向情况看，二者总体趋势一致，均呈波浪形；其中 2015 年江

西省节能环保支出 GDP 弹性与边际倾向达最大值，分别是 4.37 与 0.01892；最小值则是 2014 年，“GDP
弹性”仅为 0.9 低于 1，说明 2014 年财政节能环保支出较同期 GDP 增长更慢，这一年节能环保支出的

GDP 贡献度也最低。 

 

 

1根据弹性公式 ( ) ( ) 100%q q Y Yε = ∆ ∆ × ，其意义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每增长 1%，节能环保支出随之增长 7.5%。 
2即每年增长的 GDP 中有 1.89%是财政节能环保支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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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江西省节能环保支出结构分析 

3.2.1. 省本级与地市节能环保支出比较分析 
如表 1 所示，江西省节能环保支出主要由省本级以及地市合计支出构成，其中主要依靠地市实现；

从各级节能环保支出占本级财政支出比重来看，2011 年~2018 年以来，江西省省本级与 11 个地市的合计

支出规模总体上都呈递增趋势，这也使得全省的节能环保支出呈现出该趋势，具体地，省本级节能环保

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最大值出现在 2016 年，达 3.52%，地市层面则出现在 2018 年，达 3.05%。从各层级

占全省节能环保支出比重来看，首先可以发现地市的节能环保支出占绝对比重，反映出地方政府负有环

境保护生态修复的主要事权；其次，从变化趋势看，2013 年后省本级节能环保支出占全省支出比重正逐

渐扩大，由最小份额的 2.82%增长至 2016 年的 18.24%，2017 年大幅下降但 2018 年随即抬升至 7.83%，

而地市占比则逐渐减少，由最大值 97.18%缓缓下降为 2018 年的 92.17%，此外未在该表中体现的是地市

级节能环保支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省级对其进行的转移支付，由此可以判断，江西省省级政府对节能环

保事务的财权事权的控制力较大，地市政府自主权有待提升。 
 
Table 1. Expenditure on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and prefectural and municipal 
levels during 2011~ 2018 
表 1. 2011~2018 年江西省省本级与地市节能环保支出情况 

指标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节能环保支

出(万元) 

全省 437,613 669,129 741,652 681,277 874,337 1,178,772 1,434,042 1,634,000 

省本级 44,665 40,740 20,901 27,992 25,291 215,000 74,000 128,000 

地市 392,948 628,389 720,751 653,285 849,046 963,772 1,360,042 1,506,000 

占本级财政

支出比重 

全省 1.73% 2.22% 2.14% 1.75% 1.98% 2.55% 2.81% 2.88% 

省本级 0.91% 0.85% 0.38% 0.44% 0.38% 3.53% 1.16% 1.74% 

地市 1.92% 2.47% 2.46% 2.02% 2.26% 2.40% 3.04% 3.05% 

占全省节能

环保支出比

重 

省本级 10.21% 6.09% 2.82% 4.11% 2.89% 18.24% 5.16% 7.83% 

地市 89.79% 93.91% 97.18% 95.89% 97.11% 81.76% 94.84% 92.17% 

3.2.2. 江西省地市间节能环保支出比较分析 
由于江西省 11 个地市的财政禀赋不同，本部分仅测算各市的人均支出以及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并对这两个指标进行地市间排序。 
从表 2 可以发现，江西省节能环保支出的地市间差异较大。人均节能环保支出前三的地市依次为新

余市、南昌市、萍乡市，其 2017 年节能环保支出总量分别为 32,332 万元、120,843 万元、123,800 万元，

排名后三的地市依次为吉安市、宜春市、上饶市，其 2017 年节能环保支出总量分别为 87,482 万元、143,000
万元、94,000 万元。各地市节能环保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的排名情况又有不同；排名前三的地市依次为

赣州市、萍乡市、景德镇市，排名后三的则为新余市、南昌市、上饶市；可以发现新余市与南昌市人均

节能环保支出与占财政支出比重排名情况正好相反，而萍乡市人均值与占比排名都在前三。 
为进一步判断江西省各地市的节能环保支出情况，本文测算了 2017 年江西省全省的人均节能环保支

出水平，为 11,058.85 元/人。根据表 2 的情况，江西省 1 个地市中，仅有新余、南昌、萍乡以及景德镇

四个地市达到了全省人均节能环保支出水平，显然大部分地市未达到平均标准；同样，根据 2017 年江西

省全省节能环保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2.81%)，仅有赣州、萍乡、景德镇、抚州、宜春这五个地

级市高于该全省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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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Ranking of per capita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penditurein jiangxi province in 2017 
表 2. 2017 年江西省各地市人均节能环保支出及占比排名情况 

地区 人均节能环保支出(元/人) 占财政支出比重 人均节能环保支出排名 占财政支出比重排名 

新余市 13,567.32 2.02% 1 9 

南昌市 11,954.28 1.85% 2 10 

萍乡市 11,685.08 5.50% 3 2 

景德镇市 11,539.70 3.79% 4 3 

鹰潭市 10,993.87 2.55% 5 6 

九江市 10,773.29 2.12% 6 7 

赣州市 8989.93 5.94% 7 1 

抚州市 8813.28 3.22% 8 4 

吉安市 8766.17 2.02% 9 8 

宜春市 8553.71 3.01% 10 5 

上饶市 8120.14 1.71% 11 11 

3.2.3. 江西省财政节能环保支出内部结构分析 
尽管我国节能环保支出科目共有 15 款 64 项，但各省环境状况、污染情况不同，因而具体节能环保

的支出责任各不相同；按照最新的政府手收支科目情况，江西省节能环保支出共计 13 款 48 项。本部分

选取 2017~2018 年江西省节能环保支出款项支出数据，分析其内部结构特征。 
如表 3 所示，2017 年~2018 年江西省节能环保支出主要的支出款项并未发生较大变化，主要为环境

保护管理事务、污染防治、自然生态保护、能源节约利用、污染减排、其他节能环保支出六款，但首要

支出重点款发生了变化。2017 年江西省节能环保支出的前三款依次为：自然生态保护，支出数达 354,704
万元，占 24.73%；其他节能环保支出，支出数达 271,737 万元，占比 18.95%；污染防治，支出数为 249,344
万元，占比 17.39%。2018 年支出规模最高的款变为了污染防治，占比 27.03%，其他节能环保支出依然

是第二位，占比 26.17，自然生态保护则下降到第三位，占比 13.45%，减少幅度较大。此外，占比最少

的三款支出基本无变化，分别为环境监测与监察(2017 年占比 1.02%，2018 年占比 1.20%)、能源管理事

务(2017 年占比 0.58%，2018 年占比 0.18%)、可再生能源(2017 年占比 0.34%，2018 年占比 0.6%)。 
 
Table 3. Proportion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penditure of Jiangxi Province in 2017~2018 
表 3. 2017~2018 年江西省节能环保支出各款类占比情况 

单位：万元 2017 年 2018 年 

款类 支出数 占比 支出数 占比 

自然生态保护 354,704 24.73% 219,884 13.45% 

其他节能环保支出 271,737 18.95% 427,714 26.17% 

污染防治 249,344 17.39% 441,801 27.03% 

能源节约利用 207,844 14.49% 191,098 11.69% 

污染减排 114,451 7.98% 116,752 7.14% 

环境保护管理事务 825,86 5.76% 104,918 6.42%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9.87154


唐昆 

 

 

DOI: 10.12677/ass.2019.87154 1120 社会科学前沿 

 

Continued 

循环经济 60,087 4.19% 27,544 1.69% 

天然林保护 32,837 2.29% 45,712 2.80% 

退耕还林 32,616 2.27% 26,528 1.62% 

环境监测与监察 14,597 1.02% 19,539 1.20% 

能源管理事务 8370 0.58% 2921 0.18% 

可再生能源 4869 0.34% 9887 0.60% 

节能环保总支出 1,434,042 100.00% 1,634,298 100.00% 

4. 江西省财政节能环保支出存在的问题与优化建议分析 

4.1. 存在的问题 

经过前文对江西省节能环保支出规模与结构的分析，可以发现目前江西省节能环保支出还存在以下

几方面的问题。 

4.1.1. 节能环保支出规模偏小、缺乏增长机制 
根据 2011 年~2018 年江西省节能环保支出数据，相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情况看，尽管总量趋势是上升

的，但其占 GDP 比重始终未达到 1；而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显示，环境保护投资占 GDP 比重达 1%~1.5%
时才能控制环境污染，占比达 2%~3%时，才能改善环境质量[7]；目前的支出水平显然过低。江西省财政

节能环保支出相对其他公共预算支出规模也较小，2011~2018年每年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均小于 3%，

显然当前江西省节能环保支出水平不利于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此外，目前并不存在完善的节能环保支

出保障增长保障体系，根据 2012~2018 年节能环保支出的增长率我们可以发现其并不非稳定增长，波动

性较大，与财政支出、GDP 间的联动性较弱。 

4.1.2. 节能环保支出地市间差异较大 
根据对 2017 年江西省 11 个地级市人均节能环保支出的测算与分析，可以发现各地级市对节能环保

支出的重视程度不一，其中新余、萍乡及南昌等市支出水平较高，而人均支出最高的新余市是人均支出

最低的上饶市的 1.7 倍之多，地区间支出不平衡的现象较为严重；此外，通过测算 2017 年全省人均节能

环保支出标准，我们发现江西省 11 个地级市中仅四个达标，达标率仅 36.4%；测算全省节能环保支出占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标准后发现仅有 5 个地级市达到标准；显然江西省 11 个地级市的节能环保支出水平差

距较大，环保支出的发展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现象。 

4.1.3. 节能环保支出内部款项资金分配平衡程度低 
根据对 2017~2018 年江西省节能环保支出具体款项支出情况的分析，发现支出方向着重在自然生态

保护、污染防治等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事后处理科目”，而对于环境检测与监察、可再生能源等“事

前控制监管”科目投入较小，这种重事后治理、轻事前监督与事中控制，支出重而投入轻会导致环保执

行力和支出效益低下，使污染状况难以得到根本性解决。 

4.2. 江西省节能环保支出优化建议 

江西省作为生态文明试验区，要实现生态崛起与绿色发展，就必须优化节能环保支出的规模与结构，

为保障江西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高财政节能环保支出效率，实现生态质量的提升，对江西省财政节

能环保支出提出如下优化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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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建立完善可靠的财政节能环保支出保障机制 
当前，尽管节能环保支出总额每年增长，但支出规模与江西省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现状并不匹配，

只有达到一定规模水平才能实现环境治理与生态修复，因此需要建立稳定的节能环保支出增长机制，确

保每年的节能环保支出既能保证持续修复以前年度的环境问题，又能防范当下可能出现的环境污染与破

坏事件；具体地，可以通过建立法律法规体系，从立法角度设立财政节能环保支出硬性增长机制。 

4.2.2. 设立节能环保支出绩效考核指标 
生态环境具有极强的外部性，以大气环境为例，若某空气污染严重的城市不积极治理其辖区内大气

环境，则可能会使污染扩散至其他城市。由于当前江西省各地市间节能环保支出水平差异较大，各市对

环境治理的重视程度不一，不利于江西省的生态环境提升，而通过设立节能环保支出绩效考核的方式能

促使地方官员提升对生态治理的重视，从而推动全省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落实。 

4.2.3. 合理分配节能环保支出内部款项经费 
江西省节能环保支出共 13 款 48 项科目，目前的现状是“事后治理”类科目占用了大量支出，而同

样重要的环境监测与监察等科目支出却过少；因此需要发挥节能环保支出的“事前监督、事中控制”作

用，投入更多的资金建立起环境监督、事件防范体系，从根源上减少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件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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