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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
迎接党代会 建设新湖南

刘建武建议省委、省政府
制定《“三江源”流域生态保护
和建设总体规划》， 争取由中
央相关部门牵头协调，湘、粤、
赣三省共同协商，制定《“三江
源”流域生态补偿试点方案》。

探索建立“三江源”流域上
下游的横向转移支付机制，争
取由中央财政出资一部分，协
调湘、粤、赣三省财政出资一部
分，建立“三江源”流域生态补
偿基金，通过项目支持、合作开
发、信贷担保贴息等方式，承担
对“三江源”流域的生态补偿。

引导流域内产业项目发
展。建议加强省级扶持，争取中

央支持， 加大对流域各县市基
础设施建设和产业项目的支持
力度， 重点对流域内水利、交
通、能源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城乡环境治理、矿山整治、土壤
修复、水土保持、湿地保护建设
与恢复项目，自然保护区、风景
名胜区、 森林公园建设与管理
项目等加大支持力度。

争取将“三江源”流域各县
市列为全国自然资源产权改革
试点区，推进“三江源”流域生
态资源产权的市场化改革，激
活生态资源产权的价值。

实施“劳动力转移”和“产
业转移”相统一的“双转移”生

态移民工程。支持流域各县市
将生态移民与脱贫攻坚、水利
工程移民、 农村危房改造、新
型城镇化结合起来，确保生态
移民搬得出、留得住、能就业、
有保障。

引入生态补偿的市场化机
制。一是争取将“三江源”流域
纳入全国水权交易试点， 二是
争取将“三江源”流域纳入全国
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

建立“三江源”流域生态补
偿的区域协调机制。成立湖南省
“三江源” 流域生态保护和建设
领导小组，推进对“三江源”流域
生态补偿的跨省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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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生态补偿，三省共护“三江源”
省社科院院长建议：七招组合发力，协调湘江、珠江、赣江源头的保护与发展

课题名称
《关于建立湘江、 珠江、赣

江“三江”源头（环东江湖流域）
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议》

课题负责人
省社会科学院院长 刘建武

对策提要
湘江、 珠江和赣江三大江

河的源头（以下简称“三江源”
流域），涉及环东江湖流域的资
兴市、汝城县、桂东县和宜章县
“三县一市”， 拥有以东江湖为
核心的蓄水库群和数百条大小
河流，生态地位显著。

近年来，“三江源” 流域内
各县市不断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 较好地维护了水环境质
量的相对稳定， 但受多种因素
影响， 生态环境面临的问题仍
然突出， 保护与发展面临着严
峻挑战。 流域各县市因属于限
制开发的重点生态功能区，“有
树不能砍、有土不能垦、有矿不
能开、有湖不能渔”，产业发展
受限却未能得到合理补偿。

解决生态环境的现实问
题， 迫切需要探索建立有效的
生态补偿机制，从顶层设计、财
政转移支付力度、 基础设施和
产业项目的支持等方面入手，
从源头上促进流域经济社会与
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为了青山绿水，‘三江
源’ 流域内各级政府与群
众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
力与财力， 付出了巨大的
机会成本， 功不可没。”在
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刘建武
看来，“三江源” 流域生态
环境保护成效明显， 是流
域内群众多年来与“舍”、
“得”博弈的结果。

如何既解决生态环境
保护问题， 又促进相关流
域经济社会发展？ 刘建武
和课题组深入多个市县调
研， 呈交了《关于建立湘
江、珠江、赣江“三江”源头
（环东江湖流域）生态补偿
机制的建议》。

■记者 姜润辉

这个课题对接了发展新理
念， 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绿色发展新理念和“绿色湖
南”建设的新要求，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和较强的针对性。

建议中提出了补偿新机
制，从资金补偿、项目补偿、政
策补偿、市场运作、区域协作等
方面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
建议。 该建议刊登于《决策参
考·湖南智库成果专报》后，得到
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环保部以
及省领导、相关职能部门的高度
重视，环保部和省政府领导相继
作出肯定性批示。 被转省发改
委、 省财政厅研究制订相关政
策，被“三江源”流域相关县市
“十三五”规划采纳，影响面广、
反响好、社会效益显著。

■秦国文
（省委改革办专职副主任）

记者：目前“三江”源头生态
环境保护存在哪些矛盾和困难？

刘建武：我们通过对环东江
湖流域内的资兴市、 汝城县、桂
东县等地的调查发现，当地较好
地维护了流域内生态环境，但在
经济效益和生态发展方面面临
着一些矛盾。

当地群众有向调研组反映，
由于处在重点生态功能区，很多
生产被限制。例如桂东县，以前
林业开发是当地发展的一大收
入来源， 但现在一律不许砍伐
了；在资兴市，有老百姓反映当
地果树不允许砍伐，但现实情况
是，有很多果树已经种植了很多
年，既不结果实还长虫子，希望
能砍伐种植其他可以产生经济
效益的植物。类似这样“有树不
能砍、有土不能垦、有矿不能开、
有湖不能渔”的情况在环东江湖
流域比较常见。

记者：您提交的建议会对生
态环境保护产生什么借鉴意义？

刘建武：生态环境是有价值
的， 是可以转化为生态资本的。
如何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资
本，在保护的前提下探索生态效
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互兼
顾、 有机统一的发展新思路，以
绿水青山赢得金山银山，无疑是
当前区域发展的重大课题。

提出湘江、珠江、赣江“三
江”源头（环东江湖流域）生态补
偿机制建议，探索推进流域内各
县域之间、流域上下游之间的协
作，建立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
会参与相结合的生态补偿机制，
为推进我省绿色发展、加快完善
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提供了现实
途径。

湖水清澈见底，沿岸青山
郁郁葱葱……行走在环东江
湖流域，处处生机盎然。

湘江、珠江和赣江三大江
河源头，拥有以东江湖为核心
的蓄水库群和数百条大小河
流。“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良
好，是流域内广大干部群众倾
力呵护的结果，也是绿色湖南
发展的缩影。

据统计，“三江源” 流域每
年给湘江贡献超过120亿立方
米水量、给赣江流域贡献超过8

亿立方米、给珠江（北江）贡献
约32亿立方米。 尤其是流域内
的东江湖库容达到97.4亿立方
米，相当于半个洞庭湖，是郴州
市主要饮用水源地和长株潭城
市群重要水源地， 也是湘江流
域防汛抗旱的重要调蓄池。

随着流域经济快速发展，
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压力不断
增大。 除了自然灾害多发、水
生态环境受到严重威胁、局部
区域水质呈恶化趋势、水土流
失加剧，发展与保护的矛盾也

在这一流域日益凸显。
从今年初开始，省社科院

课题组先后与流域内各市、县
的相关部门合作，进行了长达
数月的调研。“有树不能砍、有
土不能垦、有矿不能开、有湖
不能渔”， 流域内群众纷纷反
映，“三江源”流域各县市均属
于限制开发的重点生态功能
区，尽管有色金属、铁矿、煤炭
及林木、 水资源十分丰富，但
资源优势无法转化为经济优
势，发展转型十分困难。

【现状】 发展与保护矛盾凸显，转型艰难

长期以来，流域内各县市
在生态保护上已经投入了大
量财力，但要解决流域内的生
态问题，还需要更大规模的投
入。如资兴市东江湖生态环保
重点项目库还需投入资金约
25亿元，桂东县“十三五”期间
生态环保项目需要县级财政
投入约7.4亿元， 各县市政府
微弱的财力难以承担起这巨

额的资金。
当前该区域能享受的生

态补偿政策主要是生态移民
与生态公益林补偿，但补偿标
准太低；而丰富的矿产资源被
禁止开发， 招商引资成本上
升，工业、旅游开发、种养业发
展受限， 这些均未得到补偿，
引发各类利益主体不满。

生态保护投入仍有缺口，

经济社会发展遭到限制，如何
应对？

刘建武提出，解决资源环
境问题，关键是处理好经济发
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应建立
利益平衡机制，从源头上促进
流域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
协调发展， 建议建立湘江、珠
江、赣江“三江”源头（环东江
湖流域）生态补偿机制。

【对策】 建议生态补偿，带动绿色发展

【措施】 七招“组合拳”发力，建立补偿基金

以绿水青山
赢得金山银山

对话

点评

体现绿色发展新理念
具有切实可行性

在各级政府的倾力保护下，东江湖流域山清水秀，生态环境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