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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黄河流域是我国经济、文化、生态重要的组成部分，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与高质量发展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息息相关。但黄河流域以往追求经济快

速增长的粗放发展模式导致自然资源被过度索取，环境污染严重，对黄河流域生

态可持续发展造成严重阻碍。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在于保护和治理黄河。一直以来生态创新在学界被认为是能有效改善环境、提高

自然资源利用率的创新，但生态创新具有知识溢出和环境保护的“双重外部性”

特征，离不开政府的调节干预，所以分析财税政策对生态创新水平的影响尤为重

要。梳理已有文献，发现我国针对黄河流域财税政策对生态创新水平的研究略显

薄弱，定量分析较少。因此，本文选取黄河流域九省（区）2012 年至 2020 年省

级层面数据，研究环保税和节能环保支出对生态创新水平的影响，为丰富区域生

态创新研究体系、构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财税政策体系提供理论

依据，更好助力黄河流域的发展。

本文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可持续发展理论以及外部性理论基础出发，围

绕促进黄河流域生态创新水平的主题分析财税政策对生态创新的影响机制。首先，

通过构建指标，利用熵权法测算黄河流域九省（区）2012-2020年生态创新水平，

结果表明四川、山东两省生态创新水平处于前列，甘肃、青海、宁夏生态创新水

平低。其次，以熵权法测算的生态创新水平为被解释变量，以节能环保支出和环

保税为核心解释变量，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研究这两类政策对生态创新水平的影

响。最后得出以下结论：节能环保支出政策对生态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环境

保护税对生态创新具有抑制作用。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从完善环境保护税政策和节能环保支出以及完善黄河流

域生态补偿政策三个方面提出建议。

关键词：黄河流域 生态创新 双重外部性 财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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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economy,

culture and ecology, achieving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ream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However, the Yellow River

Basin's previous crude development model of pursuing rapid economic

growth has led to the over-exploit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seriou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osing serious obstacles to the sustainable

ecological develop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been emphasising that the key to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lies in the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However, eco-innovation is characterised

by the "double externality" — knowledge spillover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hich requir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so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analyse the impact of fiscal and tax policy of the eco-

innovation. In previous literature, it is found that stduies on the impact of

fiscal and tax policy to the eco-innova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without extensively research. Therefore, this paper selects provincial-level

data from nine provinces and region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from 2012

to 2020 to study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x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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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penditure to the eco-innov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enriching the regional eco-innovation

research system and constructing a fiscal and tax policy system for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contribut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Based on Xi Jinping's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 and externality theory,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fiscal and tax policy on eco-innova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Firstly, by constructing indicators, measuring the level

of eco-innovation in the nine provinces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from

2012 to 2020 with the entropy weight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Sichuan and Shandong provinces are at the top of eco-innovation level,

while Gansu, Qinghai and Ningxia have low eco-innovation level.

Secondly, the level of eco-innovation measured by the entropy method was

used as the explanatory variable,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penditure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x were used as the core explanatory

variables, and regression analyses were conducted to study the impact of

these two types of policies on the level of eco-innovation respectively.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were draw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penditure

policies have a significant promotion effect on eco-innovation, whil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xes have a suppressive effect on eco-innovation.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is paper makes recommendations in th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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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as: improv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x policies and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penditure, and improving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policie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Keywords: Yellow River Basin ； Ecological Innovation ； Dual

externalities；Fiscal and Tax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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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意大利领导者们在其开创性的报告《增长的极限》中

预言，在未来一个世纪中，地球资源、生态环境将会因为人口和经济的增长而枯

竭、破坏。这项报告启示人们必须找到生态、经济与人类协调发展的路径。1987

年《我们共同的未来》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其表示用资源枯竭，环境污染

换来的经济增长，这种发展模式并不可取。随后可持续发展成为全世界发展主题，

各个国家和地区根据当地条件纷纷制定了可持续发展战略，致力于实现经济和环

境双赢。在社会发展、人口不断增加以及有限的资源和环境承载力等压力下，要

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要节约利用资源、保护环境。生态创新是实现这一目标的

核心，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计划，其目标是致力于最大限度激发创造力，变革传

统生产方式，减少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减少对环境的危害。生态创新概念提出后，

国内外研究者们认识到生态创新促进了企业产品生命周期的可持续性，提升了企

业竞争力。欧盟和联合国环境署也一直致力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实现

生态创新。

新世纪新时代以来我国也一直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

科学发展观，强调要认真思考环境与发展问题。十四五规划目标中提出要广泛形

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提升能源等资源的利用率，减少污染排放，做到生态环境

持续改善，大力推动节能环保、清洁低碳等绿色技术应用，构建绿色技术创新体

系。但不可否认我国区域环境与经济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在黄河流域表现尤为明

显，黄河流域基于地理、资源等特征以及以往高污染、高能耗的粗犷发展模式导

致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矛盾突出，绿色发展矛盾严峻，不断形成贫困与生态环境

破坏的恶性循环，严重制约了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考察黄河流域，强调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要坚持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十四五规划中提出要扎实推进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同粤港澳大湾区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8%91%E4%BB%AC%E5%85%B1%E5%90%8C%E7%9A%84%E6%9C%AA%E6%9D%A5/4127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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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一样，是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实现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关乎着沿黄人民美好生活愿望的实现。要推动流

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就要提升黄河流域生态创新水平，通过生态创新推动

流域可持续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升生态环境保护和恢复能力。

新时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是在生态可持续发展框架下不

断创新发展。基于生态创新的双重外部性特征，加上创新活动的复杂性和不确定

性，生态创新主体积极性容易被削弱，因此需要政府干预。财税政策能有效纠正

外部性，纠正市场失灵。推动生态创新，财税政策是重要驱动力。近年来关于黄

河流域的研究逐步成为热点和重点，但是对促进黄河流域生态创新水平的财税政

策研究较少。目前财税政策对生态创新激励不足，环境保护税以及生态环保资金

投入机制仍存在问题，关于生态创新的财税政策研究还不完善等这些因素制约着

生态创新水平，促进生态创新，财税政策大有作为。基于此，本文从财政支出和

收入两个方面系统研究促进生态创新的财税政策，对财税政策影响生态创新进行

论证，找出影响生态创新水平的财税政策设计的不足之处，对症下药，完善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财税政策体系，对促进黄河流域生态创新，推进流

域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十分必要。

1.1.2 研究意义

财税政策是解决创新动力不足的有效手段，研究财税政策对黄河流域生态创

新水平的影响，对实施更为合理的财税政策，促进黄河流域生态高质量发展具有

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1）理论意义

第一，丰富区域生态创新研究体系。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生态环境治理深受

重视，而生态创新对改善环境，提升资源利用率具有重要作用。首先，借鉴国内

外生态创新研究，界定本文生态创新概念。其次，结合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和经济

发展现状，构建富有区域特色的生态创新水平评价体系，丰富区域生态创新研究

内涵。

第二，为构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财税政策体系提供理论依据。

将生态创新财税政策从环境保护税收入和节能环保财政支出两方面考虑，分析财

税政策作用生态创新机理，为合理制定促进黄河流域生态创新的财税政策体系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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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部分智力支持，为构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财税政策体系提供理论

依据。

（2）实践意义

第一，推动生态创新财税政策体系建设进程。财税政策作为政府引导或激励

生态创新的重要手段，合理财税政策能激励生态创新，不合理的财税政策会对生

态创新水平产生逆向调节作用。通过对黄河流域生态创新的财税政策进行定量分

析，对财税政策影响生态创新水平给出客观实证依据，健全黄河流域生态高质量

发展的财税政策，推动黄河流域生态创新的财税政策体系建设。

第二，有利于更好解决黄河流域环境问题，实现黄河流域人民美好生活愿望。

生态创新核心目标在于减少对环境的负担，提升资源节约利用率，实现可持续发

展。本文通过考察黄河流域财税政策对生态创新水平的影响，提出针对性建议，

让财税政策更好激励生态创新，有利于改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满足流域人民对

美好生活环境要求，实现黄河流域人民美好生活愿望。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1.2.1 国外研究现状

（1）生态创新内涵研究

第一，生态创新概念。生态创新意味着将经济优势与较低的生态资源负担相

结合，代表着以绿色和可持续性为导向的努力和解决方案（Malinauskienė，2018；

Levidow，2016）。1996年，Fussler和James首次提出生态创新这一概念，在他

《推动生态创新：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的突破性学科》一书中将生态创新定义为能

够显著减少环境影响，实现企业和个人价值增长的新工艺或产品。Klaus Rennings

（2000）提出生态创新是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创新，不仅包括产品，任何有助于

减少环境负担或生态上指定的可持续性目标的新思想行为和过程也可称为生态创

新。Kemp等（2010）和Larbi-Siaw（2022）将生态创新划分为生态管理创新、生

态工艺创新和生态产品创新三个维度。Kiefer（2017）从设计，用户，产品服务

和治理四个维度对生态创新进行量化。Carrillo-Hermosilla等（2008）从产品、工

艺、市场、制度、组织以及社会等六个创新维度对生态创新进行了划分。

第二，生态创新目的。Bernauer和Thomas等（2007）认为生态创新同绿色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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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环境创新具有相同内涵，都旨在减少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危害（Cristina Díaz-

García等，2015） ，包括资源利用、能源效率、废物再利用和回收、新材料使用

和生态设计等等各方面的创新（Smith等，2010）。生态创新具有“双重外部性”

和监管的推/拉效应，以及对社会和制度创新的日益重要性（Rennings，2000）。

生态创新通过减少对环境的影响或实现对自然资源更有效和更负责任的使用，来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OECD，2007），随着研究拓展，对生态创新的理解已

经从传统的为减少环境影响而进行的创新扩展到在产品和材料的设计、生产、使

用、再利用和回收方面最大限度地减少自然资源的使用而进行的创新，其目的更

注重生命周期中有害物质的减少（EIO，2011）。随着社会发展，气候问题的加

速，绿色可持续发展迫在眉睫，生态创新作为探索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工具，经过

二十多年发展，仍然是较为年轻的领域。

（2）生态创新研究范围研究

生态创新按创新层级分类，可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宏观生态创新，

包括全球生态创新、国家生态创新；中观生态创新，包括区域生态创新；微观层

面生态创新可分为企业生态创新、行业生态创新以及个人、家庭生态创新等等。

生态创新按主体和内容可分为生态技术方面的创新、生态组织以及制度的创新等。

国外宏观层面生态创新研究主要集中于欧洲国家。如Jens Horbach（2014）对19个

不同欧洲国家的生态创新的决定因素进行比较，发现与欧洲平均水平相比，除匈

牙利外，东欧国家的生态创新更多是由法规驱动的，市场需求发挥的作用较小。

对各国和不同生态创新领域的生态创新决定因素的详细分析，针对不同国家能提

出更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从而提高各国的生态创新水平。不同国家对发展生

态创新所采取的政策不同，导致生态创新的效果不同（Adriana Ana，Maria

Davidescu等，2015）。部分学者研究区域生态创新，认为区域生态创新对推动生

态文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基于此目标，促进技术推动、市场拉动、环境调控的

区域协同效应，是提高国家生态创新水平的必要条件（Jun Chen等，2017）。

（3）生态创新测算方式研究

第一，单一维度测算生态效率。绿色专利数量常被用来衡量生态创新效率，

Bo Wang等（2021）使用2005年至2016年中国专利全文数据库的专利申请数据分

析影响绿色创新水平的因素。结果表明我国绿色创新发展水平在各地区之间是不

平衡的。沿海地区整体发展较快，内陆地区发展较慢，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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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绿色创新产出的主导因素，因此我国要加强区域合作，制定差异化策略。

第二，多维度测算生态创新效率。Kemp和Pearson（2007）最早指出生态创

新绩效可从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维度进行衡量，随后，如何综合评价生态创新

绩效广泛受到西方学者关注。Chen等（2017）选取了绿色经济、技术积累、环境

保护以及生态社会等四个方面绩效，共计22个指标，进行研究，发现2000-2014年

我国区域生态创新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但区域生态创新指数由东向西呈现出比

较明显的递减分布。

（4）影响生态创新的财税政策研究

第一，财税收入与生态创新。财政收入工具主要包括环境税费等。Fried

（2018）通过DSGE（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得出碳税可以刺激绿色技术创新从

而促进减排。Ran Tao等（2021）评估生态创新和环境税对1995年至2018年新兴七

个（E7）经济体碳中和目标的动态影响，得出生态创新和环境税在E7国家的碳减

排工作中存在重要作用。Lu Yunzhao（2022）进一步证明，可再生能源，生态创

新和环境税对减少碳排放有积极贡献，且上述变量与碳排放之间存在反馈或双向

因果关系，不同的政策有助于控制碳排放，减少对环境影响。但环境税并不一定

都能促进生态创新，有的学者持相反意见。J.Garcia-Quevedo等（2022）使用2008

年至2014年2562家西班牙制造公司的独特公司级面板数据集进行实证分析，结果

表明政策工具比组织能力更能推动绿色创新的采用，但环境税在刺激采用生态创

新方面似乎无效。

第二，财政支出政策与生态创新。生态创新的财政支出激励措施，包括政府

补贴、政府绿色采购、环保支出，生态补偿、利率补贴、信贷担保、税收优惠等。

Xin Zhao、Bowen Sun（2016）认为补贴、环境税以及碳减排措施和/或绿色信贷

政策对企业的环境创新有直接影响。投资补贴和税收抵免都意味着对绿色技术的

投资水平更高，环境税能促进清洁生产技术，而投资补贴则适用于资助所有类型

的生态创新（J.Garcia-Quevedo等，2022）。政府向企业提供环境补贴的主要原因

之一是鼓励环境创新，但这些措施的有效性有待商榷。Shenggang Ren等（2021）

使用2011-2015年期间中国上市制造企业的面板数据，得出中国政府的环境补贴显

著促进了企业的环境管理创新，但它们对环境技术创新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的结论。Li Xia等（2021）利用2013年至2018年所有获得政府补贴（GS）的新能

源汽车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开展研究，发现政府补贴与企业绿色创新（CGI）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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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形关系。也有部分学者的研究证明财政支出对生态创新没有明显促进作用甚至

有抑制作用。如Angela Triguero等（2013）利用27个欧洲国家的数据库进行研究，

结果表明，预期的法规以及获得补贴和财政激励措施的机会对欧洲企业进行生态

创新的决策没有任何重大影响。在发展中国家，生态转移支付（ETPs）是解决环

境治理困境的首选方法。Hongjie Cao,Yu Qi等（2021）利用中国财政部提供的

ETP数据分析，发现这些转移支付（TPs）并不能促进生态改善。非生态转移支付

（non-ETP）的设计虽然考虑了生态和环境因素，但并没有有效地发挥激励和协

调作用，ETP鼓励地方政府投资于环境改善的行为更多地表现出补偿而不是杠杆

效应。

第三，收入与支出政策组合与生态创新。生态创新的财税政策制定过程中，

应注意协调，具体评估对生态创新的影响作用。经济增长、资源和环境之间的关

系非常复杂和敏感，要注重财税政策组合。政策组合能均衡拉动需求和技术创新

时，其对生态创新作用更为明显。更全面的政策组合被证明能够加强创新活动，

以产生新的节能技术。但简单地增加，不分青红皂白地同时使用政策工具，可能

会降低政策组合的效力（Valeria Costantini、 Francesco Crespi等，2017）。

1.2.2 国内研究现状

（1）生态创新内涵研究

第一，生态创新概念。我国生态创新研究起步较晚，对生态创新理论研究仍

相对较少。杨阳，曾刚等（2022）借助Cite Space软件对1990—2019年国内外绿色

创新研究领域高频关键词进行分析，在CNKI数据库中，“生态创新”出现频次

仅56次。生态创新主要通过节约资源、减少有毒材料和化石燃料的使用来降低环

境风险。梁雁茹、徐建中（2022）认为生态产品/技术创新仅仅是生态创新的一小

部分，生态创新还包括管理、体制和流程方面的创新。

第二，生态创新目的。杨阳（2022）认为生态创新同绿色创新突出强调绿色

发展理念和绿色发展路径相比较，生态创新更关注环境友好和可持续的创新活动。

生态创新具有“知识溢出”和“环保溢出”双重正外部性，追求经济与环境的双

赢（廖中举、黄超，2017）。除此而外，生态创新与普通技术创新相比突出强调

创新对保护环境的作用。生态创新考虑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和人造系统等生态系

统的正负面影响（林慧岳、马圣洁，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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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态创新研究范围研究

第一，宏观生态创新研究。生态创新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生

态创新在我国逐步得到重视。党的十九大强调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保

护生态环境，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生态创新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能性，李

力（2022）认为衡量一个国家的生态创新水平要从系统角度出发。

第二，中观生态创新研究。区域是特定空间内，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多

种要素交互的耦合体，强调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三种效益的协调性。刘梅芳等

（2019）认为区域生态创新的创新主体包括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众。不同

区域之间生态创新存在差异，要因地制宜，我国生态创新要根据东部、中部、西

部差异合理制定相关措施（郭海红，2018）。李虹和张希源（2016）选用2005—

2013年中国三大城市群的面板数据，从政府、市场、区域三个层面对中国区域生

态创新协同度进行测评，认为区域生态创新协同度同宏观经济环境与政府政策相

关，政府科技创新支持力度、环境规制强度、以及市场竞争程度对生态创新均存

在显著正向影响。我国应以生态创新为目标，建立区域合作机制（徐维祥等，

2017）。

第三，微观生态创新研究。微观层面生态创新主要集中于企业和行业层面。

企业生态创新又可分为两个方面：硬件创新和软件创新。硬件创新，指的是技术

方面的创新。软件创新，指的是管理和文化理念的创新（陈静、张文洲，2021）。

企业生态创新主要是为了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蒋秀兰、

沈志渔，2015）。基于“波特假说”研究环境规制对企业生态创新是近几年研究

的热点问题（李青青，2019；邱玉霞，2017；杨洪涛等，2018），“弱波特假说”

认为环境规制是生态创新的重要驱动力。由于生态创新的双重外部性特征，导致

企业对生态创新的低意愿，因此环境规制对生态创新尤为重要。杨舒婷，曾刚

（2018）从区域差异的地理学视角，测量不同地理区位、发展水平城市的环境规

制对生态创新绩效的影响，得出环境规制对生态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然而

也受经济水平的影响，因此不可盲目提高规制强度。

生态创新研究从行业层面分析主要集中于制造业和工业等与生态环境和科技

有较高关联度的领域。胡元林等（2022）认为环境规制对企业生态创新具有U型

调节作用，高环境规制水平降低了企业生态创新效率，短期来看是因为生态创新

具有高成本与长回报周期等问题，但从长期看，生态创新最终有利于提高企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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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市场价值。谢童平（2021）采用SBM-Undesirable模型界定黄河流域工业生态创

新效率内涵，揭示了黄河流域地级市工业生态创新效率在2010-2019年期间具有明

显的梯队特征。

（3）生态创新测算方式研究

第一，单一变量指标测算。单一指标测算维度下，生态技术创新被认为是生

态创新，通常用绿色专利授权量作为具体测算指标，如杜立民等（2021）采用绿

色专利授权量存量对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0—2018年生态创新进行

测算。宓泽锋、曾刚（2018）认为生态环境的专利数能够更加直接刻画生态创新

的水平，钱凤杰（2021）通过筛选环境技术领域专利授权量，研究了我国生态创

新效率。

第二，二维变量指标测算。生态创新效率测量二维变量指标体系多从投入—

产出维度进行研究。刘新颖等（2021）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区域生态创新产

出与投入两个层面建立指标评价体系，研究了生态技术创新对山东省生态创新效

率的影响，发现生态环境绩效整体呈现由低到高增速缓慢的局势，但还存在较大

提升空间，工业企业生态创新东中西地区分化严重，东中西依次递减。郑烨、秦

可馨（2021）认为企业创新绩效应由创新效率和创新产出两方面构成，基于DEA-

SBM模型从生态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个方面构建城市生态创新绩效指标体系。

第三，多维度变量指标测算。多维度指标体系测算生态创新是学术界更为常

用的方法。廖中举（2018）运用探索性和验证性因子分析，从管理、工艺和产品

创新等维度，构建生态创新测量表，认为生态创新可以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增加

企业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曾嫣嵘（2021）结合现有

数据的可获取性、测量方法、对经济与环境的影响等方面构建起统一的“一篮子”

测量指标从输入测量、中间输出测量、直接输出测量和间接影响测量等四个维度

对生态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对生态创新绩效水平测算目前较为权威的是国际上欧

洲联盟创建的生态创新计分板，从生态创新投入、生态创新活动、生态创新产出、

社会经济成果和资源利用效率等五个维度，16个指标对生态创新效率进行测度，

其中创新投入、活动、产出与生态创新直接相关，社会经济成果和资源利用效率

与生态创新影响相关。

（4）影响生态创新的财税政策研究

第一，财税收入对生态创新效率影响研究。合理的财税政策能有效促进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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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欧阳洁等（2020）和褚睿刚（2018）将生态创新相关财税政策分为惩罚型

和鼓励型财税政策。环境税和排污费是惩罚型财税政策，而财政补贴、政府基金、

税收优惠和政府采购等则为鼓励型财税政策，在此基础上欧阳洁等认为环境税又

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环境税单指对污染行为进行课税，广义环境税则为实现

生态保护目标、减少环境污染、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的各类税种总和，并从广义角

度揭示环境税和排污费间接影响消费从而促进生态创新。于连超等（2018，2019）

利用中国沪深A股的工业上市公司数据检验环境税企业创新投入影响，证明环境

税提高企业创新投入，但存在门槛效应。假设政府提高环境税税率并增加执法刚

性，降低行政干预，提高企业环境保护税的实际税负，将能有效地倒逼企业绿色

转型，但环境保护税也存在“挤出效应”。杨飞（2017）认为我国化石能源和清

洁能源之间存在互补关系，环境保护税对清洁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环

境补贴政策虽然能够促进清洁技术的创新，但效果并不理想，不能扭转清洁技术

弱于化石能源技术的局面，因此政府应避免财政补贴与选择性产业政策的挂钩，

避免不恰当的人为行政管制和不正当的市场竞争，让财政补贴能有效发挥在市场

机制中的激励作用。张伊丹等（2019）认为当大部分地区私人成本低于社会成本

时，排污费就会对企业行为产生逆向调节作用。企业则会减少污染治理投资，导

致消极缴费、排污增加的局面，使得政府政策实施结果与颁布目的发生背离，从

而导致政策失灵。

第二，财政支出对生态创新效率影响研究。政府通过增加财政支出的方式，

例如绿色采购、税收优惠政策以及财政补贴等方式，去弥补企业在保护环境和绿

色技术研发方面增加的成本，以更好激励企业进行生态创新，达到矫正生态创新

技术和知识两个层面溢出的正外部性。张韵、钟书华（2015）认为政府绿色采购

政策与部分返还绿色消费税收政策有利于绿色消费，从而提升生态创新效率。于

克信（2019）发现政府创新补助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激励作用，因

此，政府应该提高环境规制水平和政府创新补助水平，促进资源型企业进行绿色

技术创新。但环境规制推动绿色技术创新的关键在于规制工具的选择，环境行政

处罚与地方性法规相比，征收排污费和增加节能环保财政支出效果更明显，严厉

的行政处罚会阻碍绿色技术创新，且不管规制强度如何，地方性法规对绿色技术

创新作用并不明显。要加强环境治理，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应该选用财政支出、

征收税费等市场调控类环境规制工具（郭进，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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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财税政策组合工具对生态创新的影响。财税政策最直观的意义就是改

善生态环境，创造社会效益，为生态创新中技术创新提供保障，财税政策促进了

各种创新技术的涌现，提升了生态保护工作效率，取得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

益（陆瑶，2014）。财、税、费等以市场调控为载体和手段的环境规制工具对生

态创新影响更为直接。因此，我国应从宏观政策引导生态创新，促进生态文明建

设，利用财政、金融、税收等调节手段，引导并鼓励开展生态创新（孙喆、林震，

2016）。但财税政策存在“挤入效应”和“挤出效应”，应当合理设计（李倩，

2020；张兵兵等，2022）。

1.2.3 文献述评

从国内外关于生态创新相关研究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国外生态创新

研究起步早，学者们对生态创新理论研究非常丰富，国内学者对生态创新概念研

究较少，大多在国外研究上进行拓展。国内外学者就生态创新定义，生态创新效

率测算评价体系尚未达成统一，但生态创新核心概念，即减少环境负担，提升资

源利用率已达成共识。国内外学者在生态创新的财税政策研究中，单一政策对生

态创新效率研究上成果丰硕。综上，已有研究为本文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仍然存

在以下问题和不足：

第一，从生态创新研究层面分析，现有研究大多集中于企业微观层面，中观

层面的区域生态创新研究相对匮乏。国外关于生态创新研究集中于欧盟国家，对

我国研究具有借鉴意义，我国可在此基础上拓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创新研究。

国内区域生态创新研究较少，现有文献集中于长三角、京津冀等科技创新程度发

达地区，鲜有对黄河流域生态创新进行研究。

第二，从生态创新水平测算方面分析，外生态创新评价体系中，欧盟生态创

新计分板较早被提出，但我国生态环境状况、经济发展水平，要素集聚等方面与

欧盟国家存在巨大差异，尤其是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经济发展模式等较为复杂，

欧盟生态创新评价体系为研究提供基础，但并不能照搬之，而现有研究还未形成

具有特色的生态创新效率评价体系。

第三，从财税政策作用生态创新的研究内容分析，对财税政策影响生态创新

效率的研究多从单向财税政策考虑，缺乏系统研究。研究过程中仅考虑单向财税

政策对生态创新效率影响，忽视财税政策工具的互补与协调，忽视政策实施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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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评价，且现有研究重视定性分析，相对缺乏定量分析。

1.3 研究内容、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1.3.1 研究内容

全文一共分为六个章节，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章，绪论。首先介绍生态创新，引出我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

展必须依赖生态创新的背景，提出问题，切入本文研究重点。在此基础之上，提

出研究意义、梳理总结国内外现有研究，提出研究内容、框架、方法。最后指出

本文的创新点和不足；

第二章，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分析。首先对本文生态创新以及生态创新相关

财税政策概念进行界定。接着梳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可持续发展理论以及外

部性理论，阐述上述理论对本文具有的借鉴和指导意义。最后分析财税政策影响

生态创新水平的机制，为全文写作奠定理论基础，并为实证分析提供理论支撑；

第三章，黄河流域生态创新相关财税政策和环保税费、环保支出规模分析。

主要梳理黄河流域生态创新相关财税政策现状，并进行分析。接着对黄河流域环

保税及环保支出规模现状进行整理分析，进一步为后文提供理论和数据支持；

第四章，黄河流域生态创新水平测量。结合已有研究，针对黄河流域生态情

况以及资源利用情况构建指标，测算分析黄河流域生态创新水平。

第五章，黄河流域财税政策影响影响生态创新水平的实证分析。以黄河流域

生态创新水平为被解释变量，以环保支出和环境保护税为核心解释变量，以产业

结构优化水平、对外开发水平等为控制变量对本文核心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对前

文理论机制进行实证检验；

第六章，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针对前文提出结论，并根据结论，从完善环

境保护税制度，优化节能环保支出制度以及健全流域生态补偿制度方面，提出建

议，完善促进黄河流域生态创新水平的财税政策体系，为黄河流域生态高质量发

展政策支持。

1.3.2 研究框架

本文研究框架如图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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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

分析

法

生态创新是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然而生态

创新具有双重外部性，导致生态创新动力不足，合理的财税政策

能有效激励生态创新。黄河流域现有生态创新水平如何？现有财

税政策是否激励生态创新？如何完善财税政策从而更有效促进黄

河流域生态创新？

黄河流域生态创新的财税政策研究

研究内容

提

出

问

题

分

析

问

题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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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议

研究思路 研究方法

文献研

究法

结论与建议

生态创新相关财税政策现状

理论分析

理论基础

相关概念

财税政策作用生态创新机理分析

现状分析

环保财政支出规模

环境保护税征收规模

实证分析 黄河流域财税政策影响生态创新实证分

析

研究背景、意义、目的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图 1.1 论文研究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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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取文献研究法与实证分析法。

文献研究法：通过中国知网、Elsevier Science Direct 等期刊数据库查阅大量

国内外关于生态创新、生态创新的财税政策等文献、专著，并进行梳理，深刻理

解生态创新内涵，掌握关于生态创新的研究动态和发展水平，归纳整理、凝练出

本文关于生态创新定义，为本文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实证分析法：通过《税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等以及黄河流域九

省（区）各职能部门网站搜集相关环保税、节能环保支出、污染排放等相关资料

与数据，分析黄河流域九省（区）环保税、节能环保支出的情况。并对比借鉴已

有研究，构建黄河流域生态创新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算黄河流域生态创新

水平综合得分。将测算出生态创新水平综合得分作为被解释变量，以排污费、环

境保护税以及节能环保支出作为解释变量构建回归模型，探索黄河流域九省（区）

排污费、环境保护税以及节能环保支出与生态创新水平的关系。

1.4 创新与不足

1.4.1 创新点

本文存在创新点如下：

第一，研究区域的创新。从国内以往研究现状来看，多集中与京津冀等技术

创新较为发达的地区，鲜有针对黄河流域研究，然而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生态、

经济区域，因此聚焦于黄河流域进行研究十分重要。

第二，研究内容的创新。本研究借鉴欧盟生态创新计分板，并在此基础上结

合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特征上构建了黄河流域生态创新水平评价体

系，测算黄河流域生态创新水平，分析黄河流域财税政策对生态创新水平的影响。

1.4.2 不足

本文存在的不足：

第一，由于生态创新概念内涵复杂，涉及多个主体，具有多种研究方法，内

容涉及多个学科交叉，但现有研究并没有权威统一的测算评价体系，研究内容广

度不够。其次，基于黄河流域数据可得性，本文仅从省级层面进行研究，未能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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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级市、县域等微观层面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后续可继续进行进一步拓展研究。

第二，黄河流域流经省份涉及东、中、西三个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所处发

展阶段存在巨大差异，且资源禀赋特征、生态环境等方面均有差别，因此面对的

压力不同，所做出的政策选择也会受到影响，财税政策对生态创新水平的影响是

否存在临界值，而本文对此研究关注度不够，后续可进行深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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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念界定与理论分析

本章主要对本文研究所涉及的生态创新、环境保护税、环保支出等相关概念

进行界定。并在界定本文研究概念的基础上，阐述了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生态

创新研究起源于国外，本文研究生态创新是为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建设与经济发展

提供可行性建议，因此需要结合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

理论提出背景下进行研究。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物品，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外

部性理论则明确了进行生态创新的目的，也明确了财税政策干预生态创新的动因

逻辑。这些概念、理论基础和作用机理对研究财税政策影响黄河流域生态创新提

供了不可或缺的科学理论基础。此外，本章还阐述了财税政策作用生态创新影响

机理，基于生态创新特征，政府施行相关财税政策确有必要。最后，从节能环保

支出和环保税两类财税政策出发，研究其对生态创新影响的内在机制，为后文实

证部分奠基。

2.1 相关概念

2.1.1 生态创新

生态创新的概念源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在 1996 年，

Fussler等学者提出“可以有效降低对环境的消极影响，并可以为企业、消费者和

社会创造价值的新产品、新工艺”就可称之为生态创新。早期研究中将绿色创新、

环境创新和可持续创新等同于生态创新，学者们着重强调创新对对环境保护的影

响。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和对环境的研究，人们逐渐认识到，生态创新要体现出

产品的投入、生产、消费和再利用等各方面。作为最早提出和实践生态创新的国

际组织，欧洲联盟也提出了从整个生命周期角度来审视生态创新，从传统的末端

治理向全生命周期的闭环治理转变，并根据此理念设定了生态创新指标。生态创

新其实质就是达到环境保护目标的同时促进经济发展，是破解资源、环境与经济

“三方掣肘”的可行路径，生态创新不仅可以通过创新技术来改善环境、提高资

源利用率，还可以通过提高环境的调节、延续与净化能力来提高环境的缓冲能力，

促进可持续发展（郭海红，2018）。

结合黄河流域生态与经济发展情况，本文认为所有能够有效改善黄河流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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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提高黄河流域资源利用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创新都可以称之为生态

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等方面，其最终是为了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双赢”

局面。着眼于我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与生态文明五位一体总布局大背景下，

本文从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利用和生态创新产出三个方面来具体展开

研究。

2.1.2 环境保护税

于连超、毕茜（2019）等学者将环境保护税分为广义环境保护税和狭义环境

税。广义环境保护税指为达到环境保护目的所征收的税费总和，OECD将此定义

为政府征收的具有强制性、无偿性，与环境相关税基的任何税收
①
。我国现行税

制中的资源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税和车辆购置

税等也具有保护环境功能，因此部分学者也将其归于广义环境税。狭义环保税仅

指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而征收的税费，具体指排污费以及 2018 年 1 月我国正式

开征的环境保护税，现行环境保护税主要根据“税负平移”的原则由排污费进行

费改税而来
②
，我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中规定根据环境自治原

则，将部分税权赋予给省级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可以根据本地区环境承载能力、

污染物排放现状和经济社会生态发展目标下确定、调整应税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

物的具体适用税额
③
。

环境保护税和排污费二者之间存在相似之处，都是为了保护和改善环境，减

少污染物的排放，秉着污染者负担原则对污染行为进行收费或征税。但二者也有

不同，相比排污费而言，环境保护税规范了征收程序，明确规定税收优惠制度，

部分改变征收税额标准（黄河流域九省（区）环境保护税与排污费税额变动，参

考表 2.1）。除此而外，环境保护税和排污费相比，征收主体发生了改变，排污

费是由环保部门开单，排污者进行缴纳，而环境保护税则由税务部门与生态环境

保护部门协同征收。

本文研究过程中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文中环境保护税仅指狭义环境保护税，

具体为 2018年以前征收的排污费和 2018年开始征收的环境保护税。

①
环境保护税政策和征管业务指南，《国家税务局总局财产和行为税司》编，中国税务出版社。

②
贺娜,李香菊.企业异质性、环保税与技术创新——基于税制绿化视角的研究[J].税务研究,2018(03):74-80.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第一章，第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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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黄河流域九省（区）环境保护税税额与排污费对比

资料来源：黄河九省（区）各省税务局网站搜集整理

2.1.3 环保支出

财政支出是指政府为更好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满足社会经济建设和事业需

要进行的财政资金的支付。随着公共财政体制的逐步确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完善，政府职能的转变，2007年我国实施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制定了《政府

收支分类改革方案》，并根据此方案制定了《2007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新的

政府收支分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收入分类、支出功能分类和支出经济

分类，并将“环境保护”作为类级科目，分设环境保护管理事务、环境监测与监

察、污染防治等 10 款
①
，2011年更名为“节能环保支出”

②
。环保支出是政府用

以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采用补助、奖励等方式，支持节能减排重点工程、高效

节能产品和节能新机制的推广、节能管理能力建设以及污染减排监管体系建设等。

简而言之指政府投入到生态环保方面的财政资金，包括财政直接投资、环境保护

①
财政部.财预〔2020〕61号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收支分类改革方案的通知 (mof.gov.cn)[EB/OL].财政部网

站,2020-06-18.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mof.gov.cn)修订后的《2011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支出功能分类类级科目包括：

一般公共服务、外交、国防、公共安全、住房保障支出、预备费、国债还本付息支出、其他支出和转移性支

出等 26类。现行政府收支分类主要包括：一般公共服务、外交、国防、公共安全、教育、科学技术、文化

旅游体育与传媒、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节能环保、城乡社区、农林水、交通运输、资源勘探工业信

息等、商业服务业等、金融、援助其他地区、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住房保障、粮油物资储备、灾害防治及

应急管理、债务付息、债务发行费用等方面的支出。

地区
大气污染物税额

（元/污染当量）

水污染税额

（元/污染当量）
变化

青海、宁夏、甘

肃、陕西、内蒙古
1.2 1.4 平移

山西 1.8 2.1 提高

河南 4.8 5.6 提高

四川 3.9 2.8 提高

山东
二氧化硫与氮氧化物为

6，其他 1.2

氨氮、化学需氧量、五

项主要重金属污染物为

3，其他 1.4
平移

http://www.mof.gov.cn/gkml/caizhengwengao/caizhengbuwengao2006/caizhengbuwengao20062/200805/t20080519_23693.htm
http://www.mof.gov.c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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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专项资金、奖补资金以及政府购买和贷款贴息等。本文节能环保支出是指政府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的节能环保支出科目。

2.2 理论基础

2.2.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是对马克思生态观继承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

生态方面的最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生态领域内的最新发展。是在历届

中共国产党领导人的生态理念理论基础上的创新与进步，我党历届领导人未明确

把“生态”作为一个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并列的方面，也并未形成与生态

有关的成熟思想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此基础上创新性提出完整的生态文明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建设生态

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
①
”。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是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理论与实

践基础。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国共产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探索的升华和实践应用的结晶，是百年来中

国共产党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奋斗成就的历史经验的集中体现，其核心观念认为

生态环境就是生产力，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
②
。

十八届三中全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将生态文明建设列入国家“五位一体”战略总布局。党的

十九大中，进一步提出了要建设“美丽中国”，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产业生态协调发展论述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和正式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章程》

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系统思维和工

程思维。在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系统理念中，从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到山

水林田湖草沙，创造性提出黄河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要保障黄河岁岁安澜，

就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统筹推进各项工作。习

①
明建.人民网评：以人民为中心，生态环保“入心入行”[EB/OL].人民网-观点频道,2022-03-06.

②
习近平著.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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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决落实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走好

水安全有保障、水资源高效利用、水生态明显改善的集约节约发展之路
①
”，黄

河流域重在保护、要在治理，要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道路。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指导，是围

绕黄河生态问题提出的创新之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要从整体出发，对生态系统

整体进行把握，统筹流域各生态要素，结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具体实际，因地

制宜、分类施策，增强黄河流域生态系统的自然恢复能力，发挥生态系统的整体

功能，要统筹保护流域生态系统，打造山水林田湖系统，要积极推进生态创新。

2.2.2 可持续发展理论

18 世纪中叶至 19 世纪中叶期间，西方学者围绕以资源稀缺性与环境外部性

对可持续发展理论进行初步探索。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理想主义者认为资

源是丰富的，人类社会将通向更长远的繁荣之路。古典现实主义马尔萨斯和李嘉

图等人则认为社会在人口快速增加的情况下资源是稀缺的，若不加以抑制，人类

未来将陷入生存困境。第二次工业革命使生产率进一步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也随

之改善，西方经济学者开始思考人类可持续发展与人类主观层面的联系。1987年

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理论，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可以满足

当代人的需求，又无损后代满足他们需求能力的发展
②
。第二次工业革命后，伴

随着能源和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西方经济学家主张要以长远目光思考人类社会生

存和发展问题，呼吁人类应该停止大范围的能源消耗和资源开采，要保护环境和

生态系统。联合国最新可持续发展理论认为可持续发展目标旨解决社会、经济和

环境三个维度的发展问题，转向可持续发展道路，全球应联手实现这些目标。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可持续发展其实质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马克思认为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与自然休戚相关。只要人类能够正确地

利用自然，那么土地可以永葆产能，生产率将会得到巨大的提升。恩格斯告诫人

们不要过分沉迷于征服自然界的喜悦之中，人类是不能脱离自然界物质创造的规

律，我们所谓的“征服自然”可能会导致自然界的报复。我国可持续发展理论是

在马克思可持续理论基础上的中国化，学者们认为人类应该以谦虚谨慎的态度与

①
王浩,李晓晴.河湖展新颜 清水润民心[N],人民日报，2022-06-09.

②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M].王之佳,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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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和谐共处。1994年，我国开始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将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

济体系、社会体系和保持与之相适应的可持续利用的资源和环境基础定位为可持

续发展战略目标
①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领导班子充分地继承马

克思、恩格斯和毛泽东同志等先辈们的理论思想，创造性提出新时代可持续发展

理论，同时首次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我们要坚持

可持续发展，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像保护眼睛一样

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

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②
。

环境保护是创新的驱动力，坚持可持续发展理论，要对目前的环境污染进行

约束，实现资源可持续同时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坚持发展与保护并重的可持续

发展理论，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出发点。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建设、环境治理虽取

得进步，但仍然存在挑战，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必须在可持续发

展基本方针下持之以恒推动生态创新，提升流域生态水平。

2.2.3 外部性理论

外部性源于著名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提

出的外部经济概念，在经济活动中，当一个经济体的行为在未获得许可的情况下

影响了另一个，但却没有为此承担相应的成本或获得应得报酬时，就产生了外部

性。外部性理论体现了私人的边际成本（收益）与社会边际成本（收益）的关系，

当私人边际成本大于社会边际成本，或者社会边际收益大于私人边际收益时，经

济活动就会产生正外部性，反之则会产生负外部性。生态创新具有“知识溢出”

和“改善环境”双重正外部性的特点，其成果可以体现为某种知识，然而知识具

有溢出效应和典型公共物品的性质，容易造成“搭便车”现象。当某一项创新成

果公开时，成果中所包含的部分知识成为公共品，他人可以借此进行新的研发或

者直接复制创新成果。这就使得创新带来的经济效益不能被创新者完整获取，导

致创新者进行社会最优研发活动的动力被减弱。

为了解决外部性问题，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进一步提出外部不经济的概

①
李丽红.中国可持续发展立法问题研究[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03,23(11):49-52.

②
本报记者.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EB/OL].中国

共产党新闻网,2022-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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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和内容，庇古认为当社会边际成本大于私人边际成本时，可采取征税方式将外

部性内部化，当社会边际收益大于私人边际收益给予补贴。理性经济人会在追求

利润最大化原则下限制私人负外部性的生产活动，积极进行正外部性生产活动，

进而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目前各国普遍采用的环境税、排

污费等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皆是基于“庇古税”而制定的。仅依靠市场自发调节，

生态创新难以达到理想水平，因此要实现生态创新必须依靠政府财税政策进行调

节。

2.3 财税政策作用生态创新机理分析

2.3.1 环保税作用生态创新的机理分析

一般来说环境保护税的征收直接作用于企业时，增加了污染排放企业的生产

成本。由于生产成本的提高，资源要素禀赋价格的相对改变，企业就会追求低耗

能、低污染和高技术创新水平的生产方式进行生产和研发。其次，资源消耗量多、

严重污染环境的产品会面临更高的环境税惩罚，迫使企业以更高的价格向消费者

转嫁环境税负。此时，受价格影响，理性的消费者会更加倾向于选择价格相对低

廉甚至享受政府补贴的生态创新产品，通过市场需求调节，促使企业进行生态创

新，生产更有益于环境的产品，间接推动生态创新。环境保护税的实施可以引导

公众进行绿色消费，转变消费者传统消费观，加大对绿色产品的需求，企业为获

取消费者青睐，增加市场占有率和市场竞争力，就会减少非绿色产品的生产，减

少污染行为，转向绿色生产。通过环保税独有的消费替代效应和生产替代效应共

同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开展（李香菊和贺娜，2018），此时环保税对生态

创新起激励作用。

但征收环保税也可能未能倒逼企业进行污染减排，当征收环保税，使企业或

个人增加了生产成本，但排污成本对其的生产并无太大影响时，污染排放主体依

旧会进行污染排放，保持现有生产模式和环境污染排放水平，并且缴纳更多环保

税，挤占原有生态创新研发等的投入资金，对生态创新产生了抑制作用。

2.3.2 环保支出作用生态创新的机理分析

在环保支出，财政补贴促进生态创新方面研究已有很多，生态创新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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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企业投入到回报这个周期较长，政府的节能环保支出政策通过政策的激励与

扶持作用，改变污染排放主体的行为模式，支持与引导其进行绿色生产的研发与

投资，减少污染排放，提高资源利用率，从而促进生态创新。同时节能环保支出

可以缓解企业资金周转问题，降低企业的管理和决策人员对生态创新活动的事前

担忧，增强企业投资者的信心（朱怡心，2021），促使投资者投入更多资金用于

生态创新。同时节能环保支出从侧面反映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视程度，企业为满足政府考核要求，获得长期政治资源(王旭等，2019)，也会

更积极进行生态创新。以上体现了节能环保支出对生态创新的促进作用。

但政府与企业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问题，政府对财政补贴资金监

管难度大，企业为获取政府补贴，可能会出现迎合政府的局面（欧阳洁，2020）。

企业在获取财政补贴资金后，减少了自身研发投入，对地方财政出现依赖性，降

低自身主动进行减排活动的动力（丁莹，2020）。政府节能环保支出中设立特定

用途的环保资金，目的明确且具有局限性，当企业获得政府支持后，需要按照政

府的意愿进行资源的配置，挤占生态创新资源投入，对生态创新产生了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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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黄河流域生态创新相关财税政策、环保支出和环保税现状

分析

本章主要梳理了我国近几年颁布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财

税政策，并整理 2012 年至 2020 年黄河流域环保税、环保支出数据，对环保税和

环保支出现状进行了简要分析。

3.1 黄河流域生态创新相关财税政策现状分析

3.1.1 黄河流域生态创新相关财税政策梳理

表 3.1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财税政策梳理

激

励

政

策

文件 时间 主要内容

推进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

工作
2016 年

中央财政择机选择对生态重要性高、实施

效果好、跨区域开展的山水林田湖生态保

护修复试点工程进行奖补。

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实施意

见的通知
2017 年

降低、减少农业面源污染，绿色生态导向

的农业生态治理补贴以及省级生态保护补

偿资金投入机制。

支持引导黄河全流域建立横向

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实施方案
2020 年

中央从水污染防治资金中安排部分资金，

支持黄河流域省区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

制。

中央财政关于推动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财税支

持方案

2022 年
设立资金，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

支持绿色发展税费优惠政策指

引
2022 年

从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等方面，实施税费

优惠政策。

黄河下游滩区运用财政补偿资

金管理办法
2012 年

规范和加强黄河下游滩区财政补偿资金运

用。

国务院关于支持山东深化新旧

动能转换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

发展的意见

2022 年
支持山东加快财政制度创新，推动绿色低

碳高质量发展等。

山东省省级环境保护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
2021 年

规范加强省级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和使

用。

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建设财政奖

补机制实施方案
2020 年

根据主要污染物向各市征收、返还调节资

金。

支持八大发展战略的财政政策 2020 年 支持八大发展提出的财税政策。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黄河流域生态创新的财税政策研究

24

续表 3.1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财税政策梳理

激

励

政

策

文件 时间 主要内容

山西省城镇生活污水处理

厂提质增效激励办法
2022 年

对本省行政区域按相关规定排放的企业予以

资金奖励。

省级生态环境保护能力建

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2022 年 省级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和使用规定

内蒙古自治区水污染防治

资金管理办法
2022 年

水污染防治、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对下转移

支付资金分配和使用规定

内蒙古自治区大气污染防

治资金管理办法
2021 年

明确了资金支持范围以及项目库管理等方面

的内容。

内蒙古自治区土壤污染防

治资金管理办法
2021 年 土壤污染防治资金使用和分配等方面内容

河南节能和资源循环利用

专项资金及项目建设管理

办法

2019 年 规定了专项资金支持范围和标准等

河南省省级重点生态保护

修复治理，专项资金管理

办法

2019 年
对生态保护修复等方面的资金使用和分配等

方面规定

四川省重点生态保护修复

治理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2022 年

促进生态环境恢复和生态系统功能提升的专

项资金的分配等内容

四川省流域横向生态保护

补偿激励政策实施方案
2022 年

省级统筹安排部分专项资金支持健全完善流

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四川省生态环境保护专项

资金管理办法
2019 年

污染防治、减排，生态环境监管等方面的专

项资金规定

甘肃省林业草原生态保护

恢复资金管理实施细则
2021 年

林业草原生态保护与恢复资金使用和等方面

内容

支持高效节水农业财政政

策措施的实施方案
2022 年

促进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促进农业转型升

级等方面财政政策

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

环发展经济体系的实施意

见

2021 年
对环境保护、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的财税支

持与优惠政策。

约

束

政

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税法
2018 年

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管辖的其他海域，直接向环境排放应税污染

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征收环

境保护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 2019 年

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管辖的其他海域开发应税资源的单位和个人

征收资源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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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1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财税政策梳理

文件 时间 主要内容

约

束

政

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

税
2019 年

对经批准占用耕地的用地人征收耕地占用

税。因挖损、采矿塌陷、压占、污染等损毁

耕地属于税法所称的非农业建设，应依照税

法规定缴纳耕地占用税

甘肃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资金管理办法（试行）
2020 年

损害生态环境缴纳的赔偿资金，并作为政府

非税收入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

青海省水土保持补偿费征

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
2021 年

对损坏水土保持功能、地貌植被的企业和个

人征收水土保持补偿费

资料来源：中央以及各省人民政府网和财政部门网站搜集整理

3.1.2 黄河流域生态创新相关财税政策分析

近年来，黄河流域与生态环境相关的财税政策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约束

性政策，主要通过对生态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行为征收税费，促使私人、企业

或组织进行环保创新，使用节能环保技术、产品，进而改善生态环境。如青海黄

河流域水土流失严重，为有力促进水土流失防治工作，青海省就损害水土设施和

地貌植被等行为征收补偿费。根据青海省公布《2020年青海省水土保持公报》中

数据显示，2020年青海省水土流失面积 16.16万平方公里，较上年减少 516.89平

方公里，减幅 0.32%。2020 年，青海省水土流失治理面积达 2019.36 平方公里。

全省累计征收各类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补偿费 2.92 亿元
①
，用以开展黄河流域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的专项行动，改善青海省水土流失状况。

另一类是正向激励政策，主要有税收优惠，生态保护补偿激励、生态奖补措

施等，通过下达专项资金，引导企业和个体做出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行为。对

流域内节水效益明显，生态环境治理贡献突出等给与资金奖励，激发他们积极性，

促使流域环境向好发展。如，根据横向补偿协议，山东省向河南省支付生态补偿

资金，通过协议实现上下省份联动，协同推进黄河流域生态大治理。充分调动流

域上、中、下游协同治污的积极性，使黄河流域水资源节约利用水平显著提升。

① 数据来源：2020 年青海省水土保持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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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黄河流域环境保护税收入现状分析

根据图 3.1 将时间分为两个阶段 2012 年—2017 年为第一阶段，此阶段主要

为排污费收入，2017年至 2020年为第二阶段，为环境保护税收入。

图 3.1 黄河流域九省（区）环境保护税收入情况

数据来源：九省（区）统计局以及税务年鉴数据整理

山东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四川省 2012 到 2013 年排污费收入金额上

升，说明这一时间段里，污染排放增加。为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改善环境，

各地区开始调整污染征收标准，加大污染整治力度，2013 年至 2015 排污费金额

有所下降。2015年底都已再次上调污染物征收标准，因此，2015年至 2017年征

收金额回升，2017 年达到峰值之后从 2017 年开始下降。青海省 2012 年至 2017

排污费增加，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陕西省 2012年至 2017年排污费收入变

化浮动不大，整体较为平稳。2018年开征环境保护税，相对排污费而言，核算方

法，征收方式都发生变化，九省（自治区）除河南省外均有所下降，这可能与环

境保护税初次由税务部门征收有关，税务部门与环境部门合作，可能出现信息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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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内容不太熟悉等导致环境保护税额有所下降，河南省环境保护税额增加可能

与提高污染征收标准有关。2019年又开始逐渐回升，说明环境保护税征收过程中

各部分衔接工作已步入正轨，环境保护税实施效果也初见成效。2020年环境保护

税额有所下降可能与国家实行减税降费政策有关。

3.3 黄河流域环保支出现状分析

3.3.1 节能环保支出规模

根据 2012 年至 2021 年黄河流域九省（区）节能环保支出规模分析，如表

3.2、表 3.3可知，2012年至 2020年间，黄河流域九省环保支出总金额虽有波动，

但与 2012 年相比较整体呈上升趋势，表明黄河流域九省（区）对环境保护、生

态文明建设越来越重视，但纵观各省（区）增长率态势，呈现出无序变化，说明

九省（区）地方财政环保支出金额并不存在稳定的增长机制。具体分析，2017年

之前政府环保支出最多的省份是山东省，2017 年至 2020 年河南省赶超山东省。

黄河流域九省中甘肃省、青海省、宁夏自治区三省区环保支出金额最少，处于末

端水平，这与三省经济发展水平密不可分。山西省 2012 年至 2020 年环保支出金

额持续增加，山西省是煤炭资源大省，长期依靠煤炭资源拉动经济导致生态环境

被严重破坏，为改变现状政府增加节能环保支出。随着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优化，

陕西省环保支出波动趋势明显，2020年与 2012年相比有所增加。2012年至 2020

年期间内蒙古自治区环保支出金额虽有波动，但幅度不大，整体较为平稳。人均

环保支出中河南省、山东省、四川省最低，此三省为人口大省，因此人均环保支

出较低。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居于前列。

表 3.2 黄河流域九省（区）环保支出

单位：亿元

年份

地区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内蒙古 131.59 132.11 142.75 175.25 159.39 143.67 162.72 154.48 149.37

山西 88.17 98.16 95.26 99.46 115.54 128.87 170.29 226.15 26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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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2 黄河流域九省（区）环保支出

单位：亿元

年

份

地

区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山东 154.42 212.81 166.67 217.08 239.28 236.84 287.2 306.5 291.54

河南 109.45 111.92 119.95 177.77 195.72 241.65 358.7 352.29 272.63

四川 135.94 159.95 168.69 169.31 166.35 197.75 226.9 267.01 264.02

陕西 94.14 109.77 112.51 150.77 126.79 162.52 176.02 245.48 190.34

甘肃 72 69.82 73.21 95.35 95.25 102.2 127.82 106.52 114.03

青海 43.99 66.78 56.73 87.36 73.41 60.93 63.51 69.38 73.51

宁夏 35.37 32.93 34.6 45.49 36.69 57.61 72.38 54.04 49.48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以及各省财政部搜集整理

表 3.3 黄河流域九省（区）人均环保支出

单位：万元/万人

年

份

地

区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内 蒙

古
534.05 538.13 582.89 718.24 654.31 590.51 671.84 639.67 621.6

山西 248.51 277.68 270.01 282.64 328.8 367.15 486.26 646.7 745.79

山东 159.06 218.36 169.93 220.03 239.93 236.06 285.01 303.29 286.81

河南 114.82 116.91 124.36 183.25 200.16 245.85 363.65 355.81 274.25

四川 168.14 197.25 207.26 206.58 201.61 238.57 272.68 319.73 315.4

陕西 248.59 288.56 293.99 392.02 327.28 416.29 447.77 622.41 481.26

甘肃 282.35 275.21 289.25 377.92 377.98 405.23 508.23 424.55 455.94

青海 770.4 1169.53 984.9 1514.04 1261.34 1039.76 1081.94 1175.93 1239.63

宁夏 536.72 494.44 510.32 665.06 527.91 817.16 1019.44 753.7 686.27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以及各省财政部搜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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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3.2 可知，黄河流域九省节能环保支出占一般预算支出比除山西省、河

南省、山东省、陕西省呈现波动上升以外，其余各省皆呈波动下降趋势，其中山

西省上升趋势明显，2012 年至 2015 年下降，2015 年至 2020 呈上升趋势，表明

近年来山西省一直致力于资源大省转型发展，越来越注重环境保护。2017年以前

青海省环保支出占一般预算支出比重远高于其他省，宁夏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

紧随其后，这与黄河流域九省区主体功能相契合，上游部分主要注重水源涵养，

生态保护，因此上游地区节能环保支出比例较高。

由图 3.3可知黄河流域九省（区）环保支出占地方 GDP比重变化趋势相同，

与节能环保支出占一般预算支出比重相比，黄河流域九省（区）环保支出占地方

GDP比变化趋势稍显平稳，青海省明显高于其他省份，山西省总体呈上升趋势，

其余八省皆呈波浪式下降趋势。

图 3.2 黄河流域九省地方财环保支出占一般预算支出比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各省（自治区）财政年鉴以及各省（自治区）统计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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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黄河流域九省地方财环保支出占本地区 GDP比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各省（自治区）财政年鉴以及各省（自治区）统计局整理

财政一般预算支出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财政措施，节能环保支出占一

般预算支出比重越高，说明该地区政府对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的积极性越高。黄

河流域传统发展模式是牺牲生态环境来换取经济增长，因此地区 GDP 的增长以

及政府节能环保支出的增加，反映了环境污染程度与资源消耗也在增加，为改善

生态环境，提高资源利用率，提升生态创新水平，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

量发展，就要保证节能环保支出增长。一般预算支出增长与 GDP 增长的同时，

节能环保支出也要增加，且节能环保支出增长率超过 GDP 增长率与一般预算支

出增长率时，表明政府对环境保护与治理越重视，环境保护效果才更好。但是通

过表 3.2、表 3.3 以及图 3.2、图 3.3 分析，黄河流域九省（区）节能环保支出大

部分省区呈现无序波动趋势，这表明黄河流域九省（区）节能环保支出未能实现

稳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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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节能环保支出结构

经政府收支科目不断改革，现节能环保支出类科目下设立 14 一级科目。根

据 2021 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表中节能环保支出科目数据情况整理显示

（如表 3.4），2021 年节能环保支出总决算金额为 5525.14 亿元，完成预算的

87.6%①
。2021年节能环保支出主要用于污染防治、自然生态保护以及能源节约利

用，占节能环保支出的比重分别为 36.79%、11.44%、8.74%。由此也可看出我国

为改善环境、促进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在污染治理，新能源开发利用，自然生态

保护与修复等方面的决心。

表 3.4 2021全国环保支出科目情况

项目 金额（亿元） 占节能环保支出比重

环境保护管理事务 442.22 8.00%

环境监测与监察 86.13 1.56%

污染防治 2032.69 36.79%

自然生态保护 631.83 11.44%

天然林保护 283.59 5.13%

退耕还林还草 96.88 1.75%

风沙荒漠治理 13.27 0.24%

退牧还草 2.40 0.04%

能源节约利用 483.05 8.74%

污染减排 448.34 8.11%

可再生能源 65.75 1.19%

循环经济 47.47 0.86%

能源管理事务 142.07 2.57%

其他节能环保支出 748.60 13.55%

数据来源：财政部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表整理

① 数据来源：财政部预算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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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黄河流域生态创新水平测量

本章在已有研究文献基础上结合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和资源禀赋情况，构建生

态创新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试黄河流域生态创新水平得分，并以测算结果

为被解释变量，以环保税和环保支出为解释变量，进行实证分析。

4.1 黄河流域生态创新水平测量指标体系构建

4.1.1 指标选取

为应对环境、资源压力，实现可持续的绿色增长，欧盟 2010 年提出生态创

新行动计划（EcoAP），并构建生态创新计分板，用以测量欧盟 27个成员国生态

创新效率。生态创新计分板主要内容包括激励生态创新的投入维度、监测公司开

展的生态创新活动的范围和规模的活动维度、衡量知识产出的生态创新输出维度、

描述生态创新对社会和经济带来的影响的社会经济效益维度以及描述生态创新在

减少自然环境资源压力方面的努力成果，对资源利用率产生积极影响的资源效益

维度等五个方面，具体包括政府环境和能源技术研发拨款和支出占 GDP 比重、

研发人员和研究人员总数占总就业人数的百分比、每百万人口 ISO 14001 证书的

数量、生态创新相关专利、物质生产率、水生产率、能源生产率、温室气体排放

强度等 12个指标，详见表 4.1。

表 4.1 欧盟生态创新计分板

生态创新输入

政府环境和能源研发拨款和支出（占 GDP 的百分比）

研发人员和研究人员总数(占总就业人数的百分比)

早期绿色投资的总价值（美元/人均）

生态创新活动

中小企业资源效率行动的实施（得分）

中小企业可持续产品的实施（受调查公司的百分比）

ISO 14001 证书的数量（每百万人口）

生态创新输出

生态创新相关专利（每百万人口）

生态创新相关学术出版物（每百万人口）

生态创新相关媒体报道频率（每百万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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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1 欧盟生态创新计分板

资源利用效率

物质生产率（GDP/能源消耗量）

水生产率（GDP/水资源消耗量）

能源生产率（GDP/能源消耗量）

温室气体排放强度（二氧化碳排放量/GDP）

社会经济成果

生态产业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百分比

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活动的就业率（占劳动力的百分比）

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活动的附加值占 GDP 的百分比

生态和创新原本内涵就较为丰富，生态创新内涵更是在结合两者基础上扩大

了范围，其涉及多个学科交叉，知识面广。目前现有研究中理论研究丰富，但研

究视角广阔，未形成统一的、系统的概念，因此无严格可参考标准。现有研究中

欧盟生态创新计分板研究较为常见，且欧盟也是一个区域集合体，本文研究对象

黄河流域也是区域集合，因此根据欧盟生态创新行动计划指标以及国内学者钟书

华以及李素峰等学者的研究，结合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现状与资源利用情况，再借

鉴任保平等学者做法，选取欧盟生态创新计分板中生态创新成果维度、资源节约

效率维度以及环境保护维度构建一级指标。

基于数据可得性，生态创新产出中选取绿色专利授权量和生态创新媒体关注

度表示。生生态创新媒体关注度采用李素峰学者做法选取公众百度雾霾搜索指数

表示。

农业是黄河流域重要的产业，土地是重要的资源，因此选取土地生产效率，

借鉴已有做法采取有效灌溉面积与耕地面积表示。黄河流域最大的发展问题就是

水资源利用问题，因此选取水资源生产率，用 GDP 与用水总量之比表示。黄河

流域各省区以往发展模式追求经济效益，能源消耗严重，环境也被严重破坏，考

虑此种现象在研究中加入能源生产率指标，用 GDP比上当年能源消耗总量表示。

生态创新主要目标是为了保护改善环境，加强生态文明建设，通过生态创新

使生态环境更宜居，带来福利改善。内蒙古、甘肃等地段水土流失问题严重，基

于此衡量生态创新对生态环境影响情况以及生态环境治理效益时，选取水土治理

强度指标，用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除以水土流失面积，同时借鉴李素峰做法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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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以及一般工业废物排放量，表示生态

创新的环境保护效益。

黄河流域生态创新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4.2所示：

表 4.2 生态创新水平综合评价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属性

生态创新产出
绿色专利授权数量 正向

公众关注度 正向

资源利用效益

水资源生产率（GDP/用水量） 正向

土地生产率（农业增加值/耕地面积） 正向

能源生产率（GDP/能源消耗量） 正向

环境保护效益

水土治理强度（新增水土治理面积/水土流失面积） 正向

废水排放量（万吨） 负向

二氧化硫排放量（万吨） 负向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万吨） 负向

4.1.2 研究范围与数据来源

1972年按统一技术和标准对黄河流域重新进行测绘量算，改变了“黄河流域

流经八省区”的说法，黄河下游由于人类活动和气候环境等原因导致频繁改道，

原流经河北、山东、安徽、江苏、天津以及河南 6 省市，现在黄河流经青海、四

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山东 9省区。黄河流域上游与中

游分界线为内蒙古河口镇地，中游与下游分界线为河南省桃花峪。本文研究时，

将内蒙古划分为中游地区，将河南省划为下游地区。具体而言，上游包括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省、四川省，中游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山西省、陕西省，

下游包括河南省、山东省。

绿色专利授权量来源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中绿色专利研究数

据库（GPRD），公众关注度数据来源于百度指数中公众百度雾霾搜索指数。资

源利用效益和环境保护效益维度中数据来源于 2012年至 2020年间各省《统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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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和《中国环境统计年鉴》数据整理。

4.2 测量方法

借鉴任保平等学者做法，采用熵权法测算黄河流域九省（区）生态创新综合

指数。熵权法是较为客观的评价方法，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人为因素和主观评价

带来的误差。具体步骤如下：

首先，对原始正逆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对于正向指标采用���� =
����−��� ����

��� ���� −��� ����
,对于负向指标采用���� = ��� ���� −����

��� ���� −��� ����
。

其次，利用熵权法计算各指标权重。

（1）计算第�地区 � 指标所占的比重，�表示地区，� = 1,2,3……9 ，�表示各

指标，� = (1,2,3, ……12)，�表示时间，� = (1,2,3, ……9):

���� =
����

� � ������

(2)计算�指标的信息熵。

�� =− �
�

9

�

9
���� ln ������

(3)计算差异系数

�� = 1 − ��

(4)计算权重

�� =
��

�=1
12 ���

(5)计算生态创新综合得分

�� = ����·��

4.3 测量结果分析

4.3.1 整体分析

通过构建指标，利用熵权法对黄河流域九省（区）生态创新水平进行测算，

测算得出各指标权重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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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黄河流域九省（区）生态创新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权重

生态创新产出（0.288）
绿色专利授权数量 0.116

公众关注度 0.172

资源利用（0.462）

水资源生产率 0.131

土地生产率 0.145

能源生产率 0.186

环境保护（0.251）

水土治理强度 0.113

废水排放量 0.062

二氧化硫排放量 0.043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 0.033

采用熵权法计算权重时，指标权重越大，说明对效率水平影响贡献越大。根

据测算结果表 4.3可知，资源利用权重最高（0.462），其次是创新产出为 0.288，

最低的是资源节约效率 0.251，这表明黄河流域九省（区）生态创新水平差异更

多来源于资源利用，也表明黄河流域环境保护方面还需努力。

具体来看，资源节约效率中能源利用率权重最高，其次是土地生产率，这与

黄河流域情况吻合，黄河流域发展主要依靠重工业和农业，且沿黄省份多是煤炭

资源大省，因此提高能源和土地利用率是促进生态创新关键。黄河流域急需进行

产业结构升级。生态创新产出中，公众关注度权重高于绿色专利授权数量。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一直受到国家高度重视，各项政策积极推进，公

众对生态环境意识也得到提高。环境保护效益维度中水土治理强度和废水排放量

所占权重较高，分别为 0.113、0.062，水土流失和水资源短缺严重制约黄河流域

发展，也威胁着黄河流域生态安全，因此要实现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各省应在

这两方面积极探寻有效做法，提升水土流失治理能力。同时也要严格控制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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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硫、固体废物等污染排放，严格按照可排放标准处理污染之后再进行排放。

图 4.1 2012年-2020年黄河流域九省（区）生态创新趋势图

通过测量，见图 4.1，山东省生态创新水平综合得分一直居于前列，河南省、

四川省、陕西省紧随其后，而山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内蒙古自治区生态创新

水平较低，尤其是内蒙古自治区生态创新水平几乎一直处于末位。山东、河南、

四川、陕西四省与另外五省之间出现明显断层，这表明黄河流域九省之间生态创

新水平严重不均衡。

山东省、河南省位于黄河流域下游，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科技创新投入

资金较多，因此生态创新产出以及资源利用率得到较大提升，且受地理位置影响，

山东省、河南省对的人才吸引力度高于其他地区，因此生态创新水平较高。近年

来陕西省、四川省调整产业结构，积极发展第三产业，环境污染方面得到有效控

制。此外，积极推进经济圈建设，加大创新科技投入，提升科技水平，也提高了

资源利用率，所以生态创新水平持续上升。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甘肃省是我

国煤炭、矿产等资源大省，以往一直依赖于牺牲资源换取经济高速发展，出现了

严重的环境污染以及资源利用率不高等问题，因此生态创新水平较低。近年来这

些地区虽一直致力于经济转型，虽有成效但还未达到高质量水平，且转型难度大，

所以生态创新水平出现波动上升趋势。青海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位于黄河流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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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经济水平较低，且受地理位置影响产业发展受限，但青海省和宁夏回族自治

区一直致力于生态环境治理，因此生态创新水平呈现增长趋势。

黄河流域九省（区）2012 年至 2020 年生态创新水平综合得分排序结果如表

4.4所示：

表 4.4 2012年-2020年黄河流域九省（区）生态创新综合得分及排序情况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地区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内蒙古 0.165 9 0.194 8 0.210 9 0.219 8 0.244 8

山西 0.234 5 0.263 5 0.313 5 0.313 5 0.332 5

山东 0.340 2 0.478 1 0.516 1 0.546 1 0.592 1

河南 0.310 4 0.395 4 0.463 3 0.471 2 0.507 2

四川 0.336 3 0.402 3 0.376 4 0.432 4 0.499 3

陕西 0.357 1 0.446 2 0.468 2 0.470 3 0.472 4

甘肃 0.181 8 0.200 7 0.223 8 0.226 7 0.234 9

青海 0.186 7 0.176 9 0.241 7 0.211 9 0.318 6

宁夏 0.193 6 0.235 6 0.245 6 0.232 6 0.246 7

2017 2018 2019 2020

—

地区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内蒙古 0.255 8 0.244 9 0.216 9 0.216 9

山西 0.367 5 0.350 5 0.347 6 0.350 6

山东 0.626 1 0.611 1 0.611 1 0.641 1

河南 0.552 2 0.542 2 0.558 2 0.551 2

四川 0.539 3 0.529 3 0.524 3 0.542 3

陕西 0.492 4 0.494 4 0.506 4 0.516 4

甘肃 0.305 7 0.300 7 0.300 7 0.306 7

青海 0.318 6 0.332 6 0.358 5 0.371 5

宁夏 0.241 9 0.244 8 0.248 8 0.26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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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区域差异分析

从生态创新三个子系统—生态创新产出、资源利用以及环境保护三个方面对

黄河流域上、中、下游进行分析，可以发现黄河流域上游地区环境保护得分较高，

生态创新产出较低，这说明黄河流域上游地区生态安全水平较高，但在另外两个

方面还存在不足。黄河流域中游地区生态创新产出、环境保护以及资源利用三个

方面发展较为均衡。下游地区资源利用效率得分较高，但是环境保护得分相较于

上、中游地区而言，处于较弱水平，表明下游地区环境保护、污染治理方面还存

在不足，应积极探索高效治污方法，改善环境。

图 4.2 黄河流域上、中、下游生态创新子系统得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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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财税政策影响生态创新的实证分析

采用 2012年-2020 年黄河流域九省（区）面板数据模型对各省生态创新水平

与节能环保支出、环境保护税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5.1 模型设定

刘钰冰以绿色专利申请数作为被解释变量，以环境保护税收入为解释变量，

研究环境保护税对生态创新的作用，朱怡心构建回归模型研究财税政策对长三角

生态创新、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因此本文以运用熵权法测算出的黄河流域九省

生态创新综合得分为被解释变量，以环境保护税和节能环保支出为解释变量，构

建如下模型：

�� = �1 + �1 log ����� �� + �1���(�������)�� + ���（1）

�� = �1 + �2 log ���� �� + �2���(�������)�� + ���（2）

��表示由多个变量构建的生态创新综合评价指标，是由上一章节熵值法对

绿色专利授权数量、公众关注度、水资源生产率、土地生产率、能源生产率、水

土治理强度、废水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进行赋权

加总得出。�、�分别地区以及时间。节能环保支出�����、环保税����为核心解释

变量，���������控制变量，���为模型的随机扰动项。

5.2 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性统计

5.2.1 数据来源

生态创新水平基于前文熵权法测算的结果。节能环保支出、金融发展水平、

科技发展水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支出数据、教育水平、城镇化率等数据来源

于国家统计局和各省统计局网站以及各省财政局等职能部门网站，排污费来源于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环境保护税数据来源于《税务年鉴》，部分缺失数据采

用插值法补齐。

5.2.2 变量选取及说明

被解释变量：本文以第四章利用熵权法测算出的生态创新水平综合得分为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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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以各省区节能环保支出（�����）、环保税（����）为核心

解释变量。为方便进行回归分析节能环保支出（�����）数据取对数表示。同时

为了剔除九省（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影响，环保税（����）用当年的排污费

或环境保护税与当年地方财政税收收入比值表示。

控制变量：产业结构化水平（indu）、政府干预程度（fsp）、金融发展水平

（jr）、科技发展水平（ste）、教育发展水平（ee）、对外开放程度（open）以

及城镇化率（urb）为控制变量。

产业结构化水平用第二产业产值与 GDP 比重表示。政府干预程度，借鉴杨

得前等学者做法，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与收入差值比上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表示。

金融发展水平利用金融机构人民币贷存余额比表示。此外，科技发展水平和教育

水平分别为当年科学技术支出、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表示。对外开放程度以及

引进利用外资情况，本文用外商直接投资与 GDP 比重表示。城镇化率利用城镇

人口除以地区年末总人口表示。本文选用这些控制变量，以减少各省之间经济、

社会政策等方面影响。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5.1：

表 5.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名
变量含义 变量衡量方式

样

本

量

平均

值

标准

差

最小

值

最大

值

ef
生态创新综

合得分
熵权法测算 81 0.364 0.135 0.165 0.641

taxb
环境保护税/

地方财政税

收收入

— 81 0.537 0.276 0.172 1.355

spend
节能环保支

出
亿元 81 4.817 0.584 3.494 5.883

indu
产业结构化

水平
第二产业产值/GDP 比重 81 0.386 0.126 0.046 0.538

fsp 财政压力

（地方公共预算支出-地方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地方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

81 1.924 1.342 0.428 5.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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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名
变量含义 变量衡量方式

样

本

量

平均

值

标准

差

最小

值

最大

值

jr
金融发展水

平

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存

款余额
81 0.818 0.162 0.545 1.144

ste
科技发展水

平

科学技术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

重
81 0.013 0.006 0.005 0.028

ee 教育水平
教育事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

重
81 0.159 0.032 0.099 0.222

op
对外开放程

度
— 81 0.13 0.09 0.001 0.28

urb 城镇化率 城镇人口/年末常住人口 81 0.546 0.066 0.388 0.675

生态创新水平均值为 0.364，最大值为 0.641，最小值为 0.165。环保支出均

值为 4.817亿元，最大值为 5.883亿元，最小值为 3.494亿元。环境保护税与地方

财政税收收入比值均值为 0.537，最大值为 1.355，最小值为 0.172。

5.3 实证回归结果分析

5.3.1 实证回归结果分析

首先，进行 llc 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不存在单位根，其次对模型进行豪斯

曼检验，结果倾向于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如下所示：

（1）以环境保护税占地方财政税收收入比重为核心解释变量，并依次加入

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得出基准回归结果表 5.2：

表 5.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taxb -0.185*** -0.114*** -0.166*** -0.116***

(4.263) (3.593) (3.951) (3.951)

indu -1.006*** -0.644*** -0.502***

(0.157) (0.153) (0.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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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fsp
0.001 -0.024

(0.017) (0.020)

jr
0.276***

(0.097)

ste

ee

op

urb

_cons
0.463*** 0.814*** 0.700*** 0.440***

(0.042) (0.072) (0.080) (0.123)

N 81 81 81 81

R2 0.334 0.034 0.026 0.103

模型设定 RE RE RE RE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p < 0.1,** p < 0.05,*** p < 0.01）（下表皆同）

表 5.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taxb -0.191*** -0.158*** -0.133*** -0.254***

(4.234) (4.223) (4.311) (3.288)

indu
-0.239* -0.329** -0.383** 0.003

(0.130) (0.149) (0.164) (0.079)

fsp

-0.031* -0.027 -0.024 0.015

(0.016) (0.018) (0.020) (0.011)

jr
0.157* 0.241** 0.246** -0.266***

(0.093) (0.103) (0.105) (0.096)

ste
4.840** 3.588 2.925 5.845***

(2.306) (2.262) (2.202) (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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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2 基准回归结果

（2）以节能黄河流域九省节能环保支出为核心解释变量，并依次加入控制

变量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5.3：

表 5.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spend 0.150*** 0.114*** 0.108*** 0.097***
(0.018) (0.021) (0.021) (0.023)

indu -0.485*** -0.479*** -0.311*
(0.171) (0.182) (0.178)

fsp 0.025 -0.000
(0.018) (0.020)

jr 0.190**
(0.094)

ste

ee

op

变量

被解释变量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ee
0.372 0.121 1.438***

(0.542) (0.550) (0.395)

op
-0.563 1.329

(1.682) (1.342)

urb
0.931***

(0.170)

_cons
0.427*** 0.324** 0.379** -0.142

(0.107) (0.157) (0.162) (0.138)

N 81 81 81 81

R2 0.543 0.378 0.133 0.810

模型设定 RE RE RE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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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urb

_cons
-0.358*** 0.003 -0.019 -0.136
(0.092) (0.155) (0.167) (0.161)

N 81 81 81 81

R2 0.536 0.170 0.070 0.122

模型设定 RE RE RE RE

表 5.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spend 0.148*** 0.149*** 0.139*** 0.119***

(0.021) (0.021) (0.023) (0.019)
indu 0.099 0.032 -0.046 0.258***

(0.106) (0.115) (0.140) (0.078)
fsp 0.008 0.008 0.002 0.046***

(0.014) (0.015) (0.017) (0.011)
jr 0.026 0.140 0.168* -0.279***

(0.082) (0.091) (0.095) (0.104)
ste 4.487** 2.515 1.259 9.185***

(2.109) (2.110) (2.106) (1.906)

ee 0.969** 0.752 1.216***
(0.479) (0.502) (0.437)

op -0.120 -0.484
(1.531) (1.499)

urb 0.578***
(0.200)

_cons -0.484*** -0.682*** -0.564*** -0.792***
(0.122) (0.167) (0.183) (0.147)

N 81 81 81 81
R2 0.659 0.663 0.587 0.775

模型设定 RE RE RE RE

表 5.2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环境保护税对生态创新具有显著抑制作用。环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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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税收入占地方财政税收收入比重越高，越不利于生态创新。本文认为黄河流域

九省份中除了山东、河南以外，其余省份环境保护税税率较低，环境保护税税负

尚未达到促进生态创新的税负水平，无法起到约束企业行为的作用，此时污染排

放主体宁愿交税也不愿投入更多资金进行生态创新，当环境保护税税率过高时，

挤占原本用于生态创新的资金，必然导致生态创新水平降低。

表 5.3 基准回归结果中，结果表明节能环保支出对生态创新具有显著正向激

励作用。地方节能环保支出增加，生态创新水平提高，验证了第二章作用机理。

政府加大环保支出投入力度，增加财政补贴释放出重视环境改善、资源利用信号，

吸引生态创新主体改善资源配置，增加生态创新投入研发。同时增加了企业现金

流，缓解资金周转难题。吸引更多企业或组织投入生态友好行业队伍之中，扩大

生态创新主体基数，从而提升了生态创新水平。

表 5.2 基准回归结果中，如模型 8，科技水平、教育水平以及城镇化率对生

态创新水平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加大科学技术、教育支出有利于提升

绿色科技水平，促进生态创新。加快城镇化建设，有利于污染集中治理，同时改

善了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有利于环境向好的方面发展也有利于提升资源利用效

率。金融效率对生态创新水平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为 0.266，表明黄河流域

绿色金融、信贷水平还未能实现最优配置，不利于黄河流域高污染、高能耗地区

和企业转型发展。表 5.3中，产业结构，政府财政干预水平对生态创新影响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表明政府改变政策策略结构，发展第三产业有利于改善环

境，实现资源高效利用。

5.3.2 内生性检验

考虑模型内生性问题，将节能环保支出和环境保护税与税收收入比两个变量

滞后一期进行回归，与前面结果一致，结论可靠，如表 5.4。

表 5.4 内生性检验

变量

被解释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L.spend
0.088***

(0.018)

L.taxb
-0.224***

(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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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4 内生性检验

变量

被解释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indu
0.287*** 0.022
(0.073) (0.075)

fsp
0.052*** 0.026***

(0.010) (0.010)

jr
-0.371*** -0.303***

(0.096) (0.085)

ste
7.888*** 7.173***

(1.711) (1.497)

ee
1.896*** 1.764***

(0.431) (0.374)

op
-0.102
(1.453)

2.094*

(1.240)

urb
0.659*** 0.782***

(0.190) (0.154)
_cons -0.710*** -0.140

(0.131) (0.128)
N 72 72
R2 0.833 0.872

5.3.3 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黄河流域财税政策与生态创新的相关关系，确保结果可靠性，

采取替换被解释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杜立民
①
等学者认为生态创新就是

生态技术的创新，可用绿色专利申请数量表示。本文选取绿色专利申请量替换测

算出来的生态创新水平综合得分，并进行实证回归，结果与前文一致，如下表

5.5：

表 5.5 稳健性检验

变量

绿色专利申请量

模型 1 模型 2

taxb
-2.720***

(29.852)

①
任保平，杜宇翔.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生态环境的耦合协同关系[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1,31(02):119-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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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5 稳健性检验

变量

绿色专利申请量

模型 1 模型 2

spend
1.477***
(0.153)

indu
-0.110 2.600***
(0.717) (0.627)

fsp
-0.452*** -0.129
(0.099) (0.087)

jr
-1.463* -1.332
(0.870) (0.844)

ste
10.646 45.988***
(16.469) (15.415)

ee
16.299*** 12.792***
(3.586) (3.537)

op
-17.118
(12.182)

-40.355***
(12.122)

urb
6.552***
(1.542)

1.911
(1.617)

_cons 4.445*** -2.978**
(1.250) (1.185)

N 81 81

R2 0.858 0.867

5.4 进一步研究：分区域回归

黄河流域九省（区）涉及东、中、西三大区域，为明确黄河流域上游地区、

中游地区以及下游地区财税政策对生态创新水平的影响，对黄河流域上、中、下

游进行分组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5.7 所示。环境保护税占税收收入比对黄河流域

上游地区和中游地区的影响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下游地区环境保护税对

生态创新作用并不显著，说明环境保护税并没有发挥理想效果，结合环境保护税

税率综合考虑，本文认为中上游地区当政府制定环境保护税政策时，环境保护税

税率较低，此时企业可能不愿意为了少量环境保护税支出而重新进行资金规划，

因此企业选择支付环境保护税，而不是进行生态创新。

节能环保支出对上游地区生态创新水平影响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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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地区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表明节能环保支出对上、中游地区生态创新

水平具有正向激励作用。上中游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然而却承担着重要的环

境责任，如内蒙古、甘肃等地区水土流失问题严重。庞大的环境治理支出使上、

中游地区不堪重负，因此需要加大节能环保支出。下游地区节能环保支出对生态

创新未能起到促进作用，表明下游地区节能环保支出靶向性还有待提高。

表 5.6 分区域回归结果

变量
生态创新水平综合得分

上游 中游 下游

taxb -0.196*** -0.190*** -0.036

(5.941) (3.270) (12.890)
spend 0.145*** 0.136** -0.054

(0.025) (0.065) (0.065)
indu -0.036 0.557* 0.252*** 0.334** -1.753 -1.336

(0.364) (0.319) (0.097) (0.154) (1.264) (1.320)
fsp -0.054*** -0.033*** -0.003 0.013 -0.008 0.030

(0.013) (0.010) (0.075) (0.121) (0.081) (0.089)
jr -0.501*** -0.317*** -1.100*** -0.660 -1.188*** -1.107**

(0.111) (0.098) (0.316) (0.518) (0.443) (0.433)
ste -19.258*** -18.132*** 3.085 6.836 1.548 0.330

(4.189) (3.231) (3.515) (5.229) (4.855) (4.935)
ee 1.152* 0.709 0.836 2.665* -2.584** -3.470***

(0.623) (0.495) (0.993) (1.409) (1.202) (1.211)
op -2.548 -2.457 -1.709 0.367 0.279 -2.936

(2.139) (1.608) (1.763) (2.601) (5.358) (6.624)
urb 2.488*** 2.145*** 2.392*** 1.734 1.165 1.650

(0.366) (0.293) (0.757) (1.451) (0.970) (1.127)
_cons -0.202 -1.176*** -0.318 -1.478** 2.062* 2.061**

(0.287) (0.301) (0.462) (0.613) (1.122) (1.015)
N 36 36 27 27 18 18

R2 0.867 0.918 0.936 0.853 0.962 0.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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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章主要对前文中生态创新综合水平以及后续实证结果进行总结，并根据结

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6.1 主要结论

生态创新作为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在黄河流域九省

（区）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作用逐渐凸显。本篇文章研究黄河流域财税

政策对生态创新水平的影响为出发点，首先对黄河流域九省（区）环境保护税、

节能环保支出现状进行分析。其次通过讨论现行财税政策对生态创新水平的作用

机理，并对黄河流域九省（区）2012 年至 2020 年环境保护税与节能环保支出对

生态创新水平影响展开实证研究，对影响机理进行验证。

通过分析九省（区）环境保护税费与地方节能环保支出的现状，得出结论如

下：第一，黄河流域九省（区）地区之间环境保护税与节能环保支出规模差异较

大。第二，黄河流域九省（区）环境保护税费与节能环保支出 2012年至 2020 年

期间波动趋势较大，缺乏稳定的增长机制。第三，通过分析全国环保支出结构，

发现节能环保支出主要用于污染防治方面，资金用途较为单一。

通过构建生态创新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算黄河流域九省（区）生态创新水

平，发现黄河流域生态创新水平差异主要在于资源利用方面，要加大研发力度，

提升能源利用率，加大新能源的使用和研发。其次，通过测量，发现山东省、河

南省、四川省、陕西省生态创新水平较高，超过均值，而山西省、甘肃省、青海

省、内蒙古自治区生态创新水平较低。黄河流域九省之间生态创新水平严重不均

衡，山东、河南、四川、陕西四省与另外五省之间生态创新水平出现明显断层。

将黄河流域生态创新水平从生态创新产出、资源利用以及环境保护三个子系统进

行分析，发现黄河流域上游地区环境保护得分较高，生态创新产出较低，黄河流

域中游地区生态创新产出、环境保护以及资源利用三个方面发展较为均衡，下游

地区资源利用效率得分较高，但是环境保护得分较低。结果表明上中游地区，一

直注重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在产业结构转型、能源、水资源等利用方面仍显不

足，而下游地区深加工产业居多，资源利用技术较为成熟，但是相对忽视环境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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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的治理。

以节生态创新水平综合得分为被解释变量，以节能环保支出和环境保护税占

税收收入比为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实证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节能环保支出政策对生

态创新有明显促进作用，环境保护税对生态创新具有明显抑制作用。

6.2 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黄河流域财税政策对生态创新水平影响的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以下

建议：

6.2.1 完善环境保护税政策

环境保护税是为了约束企业、组织对环境的污染行为，环境保护税的税负达

到一定水平会促进生态创新，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生态创新。当前环境保护税制

度尚不完善，对促进生态创新效果并不理想，部分地区存在着绿色相关税收标准

低、税种不够全面等问题，因此应根据黄河流域地区的实际情况，完善绿色税收

制度，加大环境保护税、资源税等相关税种的实施力度和改革力度，推动生态创

新发展。

(1)完善税收优惠政策

目前我国对环境保护税的减免规定中设计了减按 75%和减按 50%两档优惠，

档次相对宽泛，纳税人很可能会尽力追求应税大气污染物或者水污染物的浓度值

低于排放标准 30%这一临界值，而非主动实行减排、保护环境，这一举动不利于

污染防治和环境改善，与环境保护税减免标准的设立初衷背道而驰。因此，应尽

可能细化优惠减免档次标准，激励污染排放主体积极性，主动减少污染排放，提

升技术水平，进行生态创新。优化环境保护税优惠方式，环境保护税法中规定依

法进行减免的，可以考虑即征即退或先征后返等方式，鼓励纳税人主动减排，进

行废水等污染物的再回收循环利用。对于资源回收利用等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企业

应加大减免力度，鼓励其提升资源回收利用技术，鼓励其进行生态创新，实现保

护环境和经济发展目的。此外，要明确污染红线，加大对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的

行为和产业的惩罚力度，倒逼其进行生态创新，促进节能减排技术研发。

（2）完善环境保护税征收标准

当前黄河流域地区环境保护税作用不足，各省根据污染物排放量适度调整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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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计税范围和计税依据，合理制定标准。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地处西北，目前

环境保护税税率实行幅度税率最低税率，且征管力度宽松，未能促进生态创新。

下游地区环境保护税税率逼近幅度税率的上限，可能存在税率过高抑制了生态创

新水平。因此黄河流域九省（区）应开展实地调研，精准制定征税标准，让环境

保护税发挥最优作用。其次，黄河流域生态环境问题复杂，部分省区生活污染无

害化处理率等相对较低、水土流失、空气污染问题突出，地方政府应严格考察当

地生态环境状况，考虑适度拓宽征收范围，将二氧化碳、水土流失等纳入征收范

围。针对本地区独特的环境、经济条件，完善环境保护税。

（3）建立协同、共享机制

各省区之间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收集跨省污染企业等数据，及时沟通合作，

实现流域共同保护。生态环境部与税务局等各部门之间也应加强沟通合作，利用

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严格测算污染排放，实时有效打击破坏环境行为。其次黄

河流域九省税务机关之间要加强沟通协作，建立信息、资源共享机制，避免信息

不对称影响税收征管效率。在黄河流域九省之间建立协同机制，打破行政区划界

限和壁垒，实现财税征收管理协同一体化发展。

6.2.2 完善节能环保支出政策

（1）建立节能环保支出长效机制

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财政支出远远落后于其他项目，在财政支出总量

中的占比不足。政府应积极支持生态产品，环保产业发展，加大支出力度，对生

态创新水平较高的企业、产业加大补贴力度，诱使企业进行生态创新技术研发，

从而提升产业结构，使高投入、高能耗的产业转移至低能耗、低污染的领域。其

次，黄河流域九省（区）地方政府节能环保支出虽有增长，但是波动较大，缺乏

稳定长效机制。政府要保证地方节能环保支出稳定增长，确保节能环保支出的增

长率与该地区的经济水平相匹配，并且能将变化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同时也要防

止出现执行力度过大，反而抑制了生态创新水平提升。

（2）完善节能环保支出结构

黄河流域各省节能环保支出结构不够完善，长期处于控制污染恶化的过程中，

舍本逐末，使环保支出处于被动状态。因此增加对环境污染治理的投资时，不能

仅专注末端污染治理，更要从源头遏制污染，增强节能环保支出的靶向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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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游地区节能环保支出要向能源高效、节约利用方面倾斜，同时要避免过度投入

出现资源浪费情况。下游地区要向污染防治、污染减排方面倾斜。节能环保支出

要充分履行环境保护职能，促进生态创新。各省要制定严格环保支出制度，确保

资金专项使用更公开、公平，同时要完善财政支出结构，科学合理分配，精准使

用环保支出资金，拓宽投入范围比如可以加大新能源等绿色能源的研发投入，更

好促进生态创新。此外，也可完善财政支出法律制度层面入手，通过法律制度确

保环保资金正确使用，加大监管力度，让环保支出发挥更大效用。在保障支出的

前提下，严格控制举债规模，以更科学的财政支出制度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战略实施。

6.2.3 健全流域生态补偿政策

（1）完善横向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制度

黄河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制度是在黄河流域九省（区）在规范性文件规定基础

之上，对补偿标准、补偿形式等内容进行自主协商。目前黄河流域九省（区）还

在积极探索最为有效的生态补偿横向转移支付制度，这其中难免存在法制保障问

题。因此，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完善生态补偿相关法律，中央

打头应尽早对九省（区）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用途标准、黄河流域生态功能重要区

域补偿标准、补偿内容等方面进行规定，加强对黄河流域行政区域间生态保护补

偿的统筹指导、协调。九省（区）结合本省区内流域生态、经济等各方面状况与

其他省区协调制定补偿规则实施办法，对受益补偿主客体、污染付费补偿原则、

补偿标准测算方法、补偿范围等方面进行明确规定，根据法律责任严格执行，同

时积极探索资金补偿、产业扶持等市场化、多元化补偿方式，激发社会各主体对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建设的主动性，保障生态补偿制度有足够的实践指导作用。

推动协同治理，实现责任共担，美好环境共享，积极推动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建设

与保护。

（2）完善纵向生态补偿制度

黄河流域不同流域段内生态条件不同，区域间、相同流域段内差异性大，中

央与地方、地方上级与下级之间应明确生态保护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财政事权

与责任主要和地方财力相匹配，保证地区有足够资金去完成生态环境保护责任。

中央应根据流域内不同省区经济状况以及该省区承担的生态功能规定转移支付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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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青海、宁夏、甘肃等上游水源涵养区经济发展落后，无力承担庞大生态建设

资金，中央应加大对其转移支付力度，对财政自给度较高的地方政府减少补偿。

黄河流域各省区应结合本地区下属辖区条件，完善纵向转移支付制度。提高纵向

转移支付资金与责任适配度，缓解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责任间的矛盾。中央

和黄河流域九省（区）针对绿色产业应加大扶持力度，对破坏生态环境产业、企

业减少补偿资金，加大惩罚力度。同时开展实地调研，明确生态补偿资金用途，

确保公开透明。发挥纵向转移支付主导作用，避免重复性投入，避免资金支持不

到位等情况，构建更加高效率的转移支付体系。

（3）完善生态补偿实施绩效评估机制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和相关条例，对生态补偿实施制定计划，对实施情况全程

跟进，确保流程公开透明。相关部门以及黄河流域各省区积极探索黄河流域生态

补偿数据库建设，建立数据共享机制，对生态补偿实施数据进行收集、整理、上

报，使生态补偿实施过程信息化。建立生态补偿实施绩效评级机制，定期开展实

施绩效评估，针对不足及时整改优化，不断完善黄河流域生态补偿制度，提高黄

河流域生态补偿实施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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