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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论文的论述当中，以中国如今化工园区绿色发展考核

体系为出发点，对所涉及到的财税金融政策以及实践应用意

义进行论述，对相关问题进行改进提出建议。

2 化工园区绿色发展评价体系
表 1 绿色发展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序号 二级指标 指标单位

能源利用绿色
化指标（RG）

1 能源产出率 万元 /tce
2 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 %
3 清洁能源使用率 %

资源利用绿色
化指标（RG）

4 水资源产出率 元 /m³
5 土地资源产出率 亿元 /km2

6 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
7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
8 中水回用率 %
9 余热资源回收利用率 %
10 废气资源回收利用率 %
11 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率 %

基础设施绿色
化指标（IG）

12 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
13 新建工业建筑中绿色建筑的比例 %
14 新建公共建筑中绿色建筑的比例 %
15 500 米公交站点覆盖率 %
16 节能与新能源公交车比例 %

产业绿色化指
标（CG）

17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园区工业总
产值比例 %

18 绿色产业增加值占园区工业增加
值比例 %

19 人均工业增加值 万元 / 人
20 现代服务业比例 %

生态环境绿色
化指标（HG）

21 工业固体废弃物（含危废）处置
利用率 %

22 万元工业增加值碳排放量消减率 %
23 单位工业增加值废水排放量 t/ 万元
24 主要污染物弹性系数 --
25 园区空气质量优良率 %
26 绿化覆盖率 %
27 道路遮阴比例 %
28 露天停车场遮阴比例 %

运行管理绿色
化指标（MG）

29 绿色园区标准体系完善程度 --
30 编制绿色园区发展规划 --
31 绿色园区信息平台完善程度 --

如表 1 可得知，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共 6 大类 31 项，在基

础设施、生态环境、运行管理方面，多与政府职能、宏观社

会化管理有关，财税金融政策可以通过政府直接干预的方式

强化作用。在能源利用、资源利用、产业绿色化发展方面，

涉及到市场主体，财税金融政策职能通过市场间接影响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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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发挥作用。绿色、低碳的化工技术及产业化将成为未来化

工行业发展的主要方向，财税金融政策在追求经济目标的同

时，要更加注重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公共健康等社会目标 [1]。

3 化工园区绿色发展财税金融政策执行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化工产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总

体来看，中国还不是化工强国，财税金融政策的作用发挥还

面临一些突出问题。

3.1 规划滞后，资金短视，绿色发展带来先天不足

化工园区属于专业化园区，应该按照循环经济、低碳发展、

绿色发展、能源集中、资源集约的理念进行布局，产业按照

集群化、链条化的标准去培育 [2]，硬件设施更加注重地下管网、

地上管廊、智慧管理、热电联供、公用工程岛、服务平台、

微电网等配套工程的建设及供给。全国化工园区 20 强的济宁

新材料产业园区，充分考虑以上因素，仅规划一项就投资 600

多万元。而目前很多地方仍然按照普通开发区的模式，聘请

普通资质的设计单位制作规划，财政投入重建设轻规划、重

基建轻配套，将资金主要集中在道路、桥梁上面，以至于绝

大多数园区在资源能源循环高效利用上没有实质性进步。从

目前中国各地区发布的化工及新材料产业规划来看，很多没

有立足于自身条件和优势进行合理定位和差异化分工，财政

金融手段盲目投入，公用资源供给和产业存在着严重的趋同

现象。资源能源被低效使用，影响到绿色发展的可持续性。

3.2 体制不顺，工具匮乏，绿色发展后劲不足

目前 85% 以上的化工园区均没有建立独立财政，巨额投

入只能向同一级地方政府申请，缺少财政税收金融工具统筹

的主动性。而投入资金往往以亿元为单位，往往是“十年磨

一剑”。即便有的化工园区按绿色发展的方向实现了规划高端，

但是资金扶持不够往往“虎头蛇尾”，认为“天量资金翻起

一点浪花”，后续发展乏力，化工园区绿色发展更是无从谈起。

3.3 投入不足，原创力发展慢，绿色发展共性技术支

撑力不强。

在绿色发展的关键技术上，中国往往重企业轻政府，重

税收金融优惠轻财政刺激，导致绿色化工技术原创力不足，

大多数化工行业没有专门的产业共性技术研发机构，缺乏原

创性理论研宄，绿色发展共性关键技术突破缓慢，无法在技

术源头上支撑绿色发展自主创新。

3.4 政策发力分散，支持民企力度不够，产业链不够

完整

国家更愿意把扶持资金投入到国有企业和科研院所，而

它们多处于产业链的上游。国家对产业中下游的的民营企业

虽然从政策上鼓励参与竞争，但从操作层面上看投入很分散

很微弱，加之产业配套能力不强，民营企业普遍规模较小，

无法建立完整的产业链、产品链，将中间品吃干榨净，无法

最大限度的提高绿色、发展的质量。

4 化工园区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政策优化措施

4.1 聚焦资金使用方向 

建立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市政公用事业投

入机制，加大财政金融资金投入力度，全面提升园区配套建

设水平，建设“智慧化园区”，以科技创新平台、人力资源

平台、金融服务平台、生产生活服务平台等为载体，在技术、

人才、资金、配套上破解绿色发展瓶颈，不断提高企业工艺、

装备就水平 [3]。

4.2 理顺财税体制 

建立独立财政，建立园区收益与同级级财政利益共享的

财政管理体制 [4]，合理确定财权事权对等的税收和土地收益

分成比例，对创建成绿色园区的化工园区增加其税收分成比

例和财政扶持力度。同时建立常态化的绿色园区考核机制，

每年以园区所在省级财政安排 10 亿元以上资金进行奖励。

4.3 健全投融资机制 

园区成立投资开发公司，设立投资基金，参与园区资源

利用、能源开发、生产性配套项目的投资建设。鼓励引导民

间资本、社会资金和有实力的大企业、大集团参与园区绿色

发展。采取“运营 + 投资 + 招商”及 PPP 合作模式，集聚创

新创业要素和优质产业链资源，加快园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体系建设，促进园区优势产业做大做强。

4.4 关键技术突破 

工信部门设立专项资金，持续推进循环化改造、资源综

合利用、能源梯级利用、水资源循环利用、节水技术改造、

细分行业关键技术突破。对核心技术取得专利、成果实现产

业化、市场前景好并获得良好经济和生态效益的项目进行重

点支持，加大对绿色发展技术的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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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优化产业布局，完善产业链条

大力延伸循环经济产业链，严格执行绿色工厂创建奖励

资金政策和高新技术企业扶持税收政策。强化园区企业开展

清洁生产审核，持续发展高端产业，加快节能环保、新材料、

新能源产业与化工园区主导产业融合发展。鼓励企业构建绿

色供应链、开发绿色设计产品，鼓励龙头企业在绿色制造体

系建设的基础上，联合上下游企业、技术服务机构、科研院

校等单位，实施和申报绿色制造系统集成项目 [5]。新建优质

项目用地一次性缴纳土地出让价款有困难的，可以租赁方式

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其租赁金按市政府公布的基准地价及

租赁金标准最低限收取。

5 结语

在化工园区绿色发展的过程中，既从宏观层面对绿色发

展进行规划实施，也从微观层面调动市场主体完善产业链，

提升产业层次，多元化调动力量参与园区绿色发展。绿色发

展只是一系列指标，而背后代表的是是更高的产业层次，代

表的是更加优化的财税金融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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