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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绿色发展指数的研究，引起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反响。
促进经济绿色发展，不仅写进中央政府的发展规划，而且成为学者的重大课题和现实责任。
2011年，北京师范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再次联合推出第二本中国
绿色发展指数报告。
30位资深专家的评审意见，为完善研究报告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坚持“既要发展又要绿色”，且在注重可比性前提下，本次报告对绿色发展指数的指标有增有减有修
订；与此同时，新构建了中国34个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的城市绿色发展指数指标体系。
针对中国绿色发展的热点难点问题，组织专家进行了专题阐释。
我们有决心在“985”和“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项目的支持下，持续不断地推进中国绿色发展指数
的研究，并陕步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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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环境友好型生产方式强调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强调人类必须将其生产强度控制在
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范围之内，通过生态环境要素的质态变化形成对生产和消费活动进入有效调控的
关键性反馈机制，特别是通过分析代谢废物流的产生和排放机理与途径，对生产和消费全过程进行有
效监控，并采取多种措施降低污染产生量、实现污染无害化，最终降低社会经济系统对生态环境系统
的不利影响。
在当前的情况下，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构建环境友好型生产方式，我们应该从根本上消除现
存的引致污染环境危害生态行为的体制因素和制度因素，重建和完善能够激励社会主体保护环境、减
少污染的社会制度，使用经济手段、政治手段、科技手段真正实现环境友好型生产方式在我国的构建
和发展，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生态的和谐统一。
（一）经济手段：环境税费制度和环境产权交易机制。
经济手段往往是解决问题的最好途径，能够最好地达到正向激励的作用。
为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改革完善现有的环境排污收费制度和环境税费制
度，以及建立完善环境产权交易机制，将是最有效的途径。
我国现行的环境排污收费制度已有32年的历史，是我国最早提出并普遍实行的环境管理制度之一，旨
在运用经济手段要求污染者承担损害环境的责任，在促进污染减排、筹集治理资金等领域发挥了重要
作用。
过去，我国通过排污收费制度管理保护生态环境，运用经济手段调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要
求污染者承担损害环境的成本，秉行“谁污染，谁治理”原则。
30余年来，排污收费制度不断完善，为我国污染治理和减排作出了巨大贡献。
197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在我国正式确立了排污收费制度。
1982年国务院颁布的《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标志着我国排污收费制度正式建立，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均根据《暂行办法》制定了当地的实施办法或细则，全国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征收排污费的法律、
法规体系。
为适应新的环境形势和污染治理要求，2003年国务院颁布了《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
相应配套规章办法也随之出台，包括原国家计委、财政部、原国家环保总局、原国家经贸委联合发布
的《排污费征收标准管理办法》，财政部、原国家计委、原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发布的《排污费资金收
缴使用管理办法》，财政部、原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发布的《关于减免及缓缴排污费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
同时建立了排污收费计算机管理系统。
我国排污收费主要项目是水污染物、大气污染物、固体废物和噪声，主要集中在火力发电、化工、钢
铁、水泥、造纸等行业。
地区分布来看，江苏、山西、山东和河北位居全国前列，都超过1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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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1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报告:区域比较》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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