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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 费用与资金机制 

    

 

导言  

  5.1实施《中国21世纪议程》和优先项目计划是贯彻落实中国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

针、顺利实现“分三步走”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并确保在“第三步走”目标实现之后国民经济能

够更久远地长期、快速、健康发展下去的重大战略举措，符合中国人民千秋万代的根本利益，对全

人类的共同未来也将是极大贡献，需要国内社会各阶层、国际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参与和支持。实施

《中国21世纪议程》的根本途径是将可持续发展战略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规划中，引导

政府、金融、民间、海外的投资支持可持续发展活动。  

  5.2中国政府的投入作为费用主体，主要是通过充分依靠各部门、地方政府各类计划、规划和

资金渠道及现行管理体制，将《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逐步纳入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中，实现与国内外其它的各类投资相配套，形成有足够投资强度的《中国21世纪议程》费用体

系。不断扩大各种渠道的投入，并逐步提高可持续发展活动投资所占的比例，是实现《中国21世纪

议程》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关键。  

  5.3费用筹集机制：  

  (a)制定将《中国21世纪议程》和优先项目计划逐步纳入到各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类计划

中的行动方案，发挥现行管理体制的作用，强化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导意义，不断扩大《中国21世

纪议程》主体费用份额；  

  (b)通过向金融界（银行、保险业）提供科技、产业、市场信息，推动金融界积极筹资并以信

贷、保险业务形式支持可持续发展活动；  

  (c)制订与推行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财税制度和产业经济政策，促进企业界增强自身可持续发

展能力的投入，包括：低税收优惠鼓励政策，“谁污染谁治理”强制性排污收费政策，可持续发展

物质荣誉奖励政策等；  

  (d)开展全民参与可持续发展活动，提倡各种形式的投工、投劳、投资，并制定相应政策，保

证参与者的利益，形成持久的全民行动；  

  (e)通过广泛宣传和市场运行管理机制，吸引国外资金（包括双边、多边、海外华人及外籍企

事业家个人）投入到具有重大影响的可持续发展活动中，鼓励对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过程中兴起

并发展壮大起来的环保产业、第三产业特别是对能源、交通、通信、科技、农业等关键领域的投

入，特别强调吸纳发达国家的“额外资金”。  

  5.4资金管理、运营机制：  

  (a)国家财政拨款采取部门计划管理和信息集中处理的方式，逐步使各级各类计划在可持续发

展原则下相互衔接配套，形成大矩阵宏观管理形式，并倡导有偿使用机制，以不断提高国家财政的

再投入能力；  

  (b)充分运用经济杠杆和市场机制，根据“责任分担、利益共享”的原则，倡导股份制、合资

合营方式，特别是对公益性强而经济效益较差的污染治理、废弃物再生利用、清洁生产工艺改造等

活动，采取低税收、高积累政策，逐步提高这些活动的再投入能力；  

  (c)根据《中国21世纪议程》实施的需要和可能，逐步建立《中国21世纪议程》发展基金，包

括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基金、技术转让基金和技术合作基金，充分吸纳和有效利用国内外的各种投

资。  

  5.5本章设3个方案领域：  

  Ａ．《中国21世纪议程》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Ｂ．《中国21世纪议程》发展基金；  



  Ｃ．可持续发展财税、经济法规建设。  

  方案领域  

  Ａ《中国21世纪议程》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行动依据  

  5.6中国政府投入是实施《中国21世纪议程》费用的主体，对其它各种渠道的资金投入起着导

向、基础保证作用。  

  5.7现行的国民经济发展各类计划，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宏观指导下，将能够更好地在实现

《中国21世纪议程》战略目标中发挥关键作用。  

  目标  

  5.8首先将《中国21世纪议程》作为制定“九五”计划和2010年规划的指导性文件，其目标和

内容具体体现在“九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发展计划中，特别体现在有关清洁能源、矿产资源综

合开发利用、工业清洁生产、可持续农业、生态保护、交通通信、环保产业等重大领域的计划。  

  行动  

  5.9加强宣传教育和培训，提高全民的可持续发展意识，特别是政策制定者、计划管理者，将

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渗透到计划制定与实施全过程。  

  5.10在国务院内部，由有关国家部委形成国民经济计划联席会议制度，交流信息，充分研讨，

促进各类计划间的配套衔接和可持续性。  

  5.11完善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计划信息系统，提高跟踪调查分析能力，进行可持续发展国民经

济计划费用效益统计与评估。  

  Ｂ《中国21世纪议程》发展基金  

  行动依据  

  5.12由国内外捐赠款为主要来源建立《中国21世纪议程》发展基金，对于导向国内外各类可持

续发展投资、有重大影响的可持续发展活动的开展，特别是对有关政策、法规、能力建设以及重大

科技活动的支持，具有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目标  

  5.13由国务院有关部门组建《中国21世纪议程》发展基金。  

  行动  

  5.14编制《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及计划管理信息系统，国内外广泛宣传，争取理解

和支持。  

  5.15逐步组建技术转让、技术合作和能力建设三种基金。  

  5.16制定《中国21世纪议程》发展基金章程等文件，建立相应的基金管理机构，争取国内外各

界的参与。  

  可持续发展财税、经济法规建设  

  行动依据  

  5.17依据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原则，建立健全财税制度和经济法规政策，是广泛动员公众（企

业界、工商界、群众团体及个人）积极参与《中国21世纪议程》实施的重要保证条件。中国现行的

财税制度、经济法规、政策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处于改革时期，为可持续发展财税、

经济法规、政策建设提供了大好时机。  

  5.18中国国内有一大批富有实践经验、理论水平亦很高的经济学家、法学家和经济政策研究专

家，在近十年的经济改革活动中获得了大量的实践知识和国外信息资料，完全有条件深入细致地开

展相关研究工作，为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财税、经济法规提供可靠可行的科学依据。  

  目标  

  5.19制定并推行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财税新制度、经济法规体系、技术经济政策体系。  

  行动  

  5.20由有关部门负责，尽快组织科技队伍开展有关财税、经济法规、技术经济政策研究，特别

注意各项政策、法规之间的兼容性、一致性、以及实施对象在地区、体制上的差异性。  

  5.21着手建立健全中国可持续发展财税制度、经济法规体系、技术经济政策体系的建设，并在

相关的示范点（区）试行，取得经验，修订完善并颁布。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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