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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电
、

水库
、

矿产开发对于生态与环境造成的问题已成为水土保持工作的难题和热点
。

在广泛收

集和分析国内水电
、

水库
、

矿产开发中水土保持状况的基础上
,

对于开发项 目执行较好的浙江
、

陕西
、

山西
、

内蒙等地的一些企业进行了专题调研
。

结合项目实际对于个别典型企业进行了调查
,

分析了存在的问题
。

调研结果认为
,

从水电
、

水库
、

矿产开发收益中提取资金用于水土保持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
。

提出了将提

取资金政策提升为法律条文
,

提取合理比例的资金
,

且将这部分资金列人税前列支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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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
、

水库
、

矿产开发是对 自然资源的利用 和消 根据国务院 2007 年的立法工作计划和水利部关

耗
,

由于各种客观因素
,

目前的资源赋税普遍偏低[1]
,

于《水土保持法》修订工作的总体部署
,

开展了水电
、

资源利用与开发后遗留的许多生态与环境问题已成 水库
、

矿产开发中提取一定资金用于水土保持治理的

为当地水土保持工作的一大难题
,

解决该难题的最有 调研
。

于 200 7年 4一8 月深人浙江
、

陕西
、

山西
、

内蒙

效的方法就是让这些企业提取一定 的资金用于水土 古
、

黑龙江等地进行调研
,

与当地 的水利
、

水土保持
、

流失防治卜
31 。

农业
、

林业
、

发改委
、

税务等部门进行了广泛地座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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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

与水电
、

水利
、

矿产等企业单位有关人员进行了

研讨
.
对企业法人

、

农户进行了实地调查
、

座谈
.

本次调研全面了解了全国现有的从水电
、

水库
、

矿产开发收益中提取资金用于水土保持的有关政策

落实情况
,

通过典型调查
,

分析了存在的问题
,

提出了

将相关政策上升为法律条文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

提取

比例和方法等建议
。

1 现有的政策及执行情况

1.1 现有的政策

1988 年以来
,

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

我国的开发建设项 目逐步增多
,

其产生的水土流失问

题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

为了能多渠道筹集

水土保持资金和集中治理开发建设项 目区
,

有效推动

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事业
,

国务院和有关部委相继制定

和出台了一系列关于从水电
、

水库
、

矿产开发收益 中

提取水土保持资金的相关政策
。

如财政部和煤炭部

【1986〕煤财字 69 号文规定 I t煤提取 0
.
15 元造林育

林基金 ;财政部批准华能集团公司在
“

八五
” 、 “

九五
”

期间按煤炭产t 提取水保绿化费
,

标准 为 0
.
3 元八

。

提取水保绿化费在企业管理费用中列支
,

专项用于矿

区的绿化保护浑国务院关于加强水土保持工作的通

知》要求对已经发挥效益的大中型水库
、

水电工程
,

要

按照库区流域防治任务 的需要
,

每年从 收取的水费
、

电费中提取部分资金
,

由水库
、

电站掌握用 于该库区

及其上游的水土保持
;2006 年 中央一号文件《关于推

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惫见》中明确提出要
“

从水电
、

矿产等资源的开发收益 中
,

安排一定的资金

用于企业所在地环境的恢复治理
,

防治水土流失
” 。

1

.

2 执行情况

从调查情况看
,

国家制定和出台的从水电
、

水库
、

矿产开发收益中提取资金用于水土保持的有关政策
,

对于推动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

的促进作用
,

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效
。

但由于多种因

素
,

有关文件精神尚未得到全面贯彻和执行
,

只有在

河北
、

广东
、

浙江
、

重庆等个别省(市)出台了相关的配

套政策
,

少数企业提取 了水土保持资金
,

用于所在地

区的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工作
。

1

.

2

.

1 树立 了节约和保护资源 的意识及理念 在开

发企业按收益提取一定 比例的水土保持资金
,

强化了

企业节约资源
,

保护环境 的意识
,

占用资源具有一定

的成本
,

开发者将会更加珍惜资源和保护环境
,

用此

手段来制约建设项 目对水土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负面

影响
。

神华集团神东煤炭分公司
,

每年从吨煤收益 中

提取 0
.
45 元

,

用于神府东胜矿 区的水土保持生态建

设
,

从 1990 一2003 年矿区建设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

收评估时
,

先后投人 1
.
77 亿元

,

开展水土保持治理
,

使矿区植被粗盖度由开发初期的 3% ~ 11 % 提高到

59
.
4%

。

神东公司经过了十多年实践和探索
,

不仅实

施了大量的水土保持工程
,

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
,

扭转了矿区的恶劣环境
,

而且
,

通过水土保持工程的

建设
,

企业领导
、

职工的生态意识明显提高
,

节约资

源
,

保护环境已成为企业发展壮大的宗旨
。

1

.

2

.

2 促进 了生态环珑的可持续发展 从企业收益

中提取水土保持资金
,

通过水土流失治理
,

在矿 区恢

复土地资源
,

保护和涵养水源
,

培育可再生资源
,

改普

生态环境
,

为企业的后续发展以及当地群众长期的生

产
、

生活提供了有利条件[’]
。

山西省柳林县为早 日把

过去全省的煤炭大县建成黄河中游的生态大县
,

按煤

炭企业生产设计能力划分绿化基地 面积
,

产能 2
.
00

X 106
,

l

.

0 0 X 1 0

6 ,

4

.

0 0 X 1 0
5 ,

3

.

0 0 X 1 0
, t 的煤矿

,

要

求分别完成造林 100
,

5 3

.

3

,

2 3

.

3

,

1 6

.

6 h m
, .

绿化由

企业出资
,

政府配套
,

专业 队作业
,

乡镇协调
,

并以乡

镇划片
,

以企业划山
,

以山系流域治理
,

集中连片
,

形

成规模
。

2 0 0 7 年上半年
,

全县 70 家企业
,

共投资 1

50 0 万元
,

完成通道绿化工程 50 1
.
3 hm Z

,

栽植各类苗

木 30 0 多万株
,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

1

.

2

.

3 推动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从企业收益中提

取一定的资金用于企业上游及周边区域的水土保持
,

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减轻水土流失对企业本身和所

在区域的威胁
,

避免水土流失危害
,

改善整个区域的

生态环境
,

而且还可以通过对水土保持公益事业的支

持和参与
,

承担社会责任
,

树立企业 良好的形象
,

提升

企业的知名度
,

为企业的发展创造更为美好的社会环

境
。

与此同时
,

通过实施水土保持工程
,

企业本身也

能够更加合理地调整产业结构
,

稳定职工队伍
,

增加

企业与职工的收人
。

浙江省绍兴市政府于 200 4 年出

台了《绍兴市汤浦水库水源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管理暂

行办法》
,

2 0 0 6 年市政府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完善

生态补偿机制的实施意见》
,

提 出进一步推进水资源

使用补偿
,

增加汤浦水库水源保护专项资金
,

由原来

按供水量 0
.
0 15 元/t 提高到按 0

.
03 元八 提取

。

2 0 0 4 年至 200 7年底提取了 2 00 0 万元环境整治专项

资金
,

其中用于水土保持方面的资金约占 30 %
。

目

前完成了 20 hm , 湿地建设和部分流域的综合治理
,

通过水土保持生态治理和环境整治
,

汤浦水库上游生

态环境和地表水质有了较大改善
。

由于水质优良
,

用

水企业和用水乡镇不断增加
,

绍兴市汤浦水库管理局

已计划将 日供水t 提高到 2
.
oo x l护 m

3 ,

企业的收人

也将得到大幅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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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目前
,

虽然国家及部分地方 出台的一些从水电
、

水库以及矿产开发收益中提取一定 比例的资金用于

水土保持以及生态环境建设的政策
,

许多水土保持意

识较强的水电
、

水库建设 以及矿产开发企业
,

也落实

了部分资金用于其上游和周边区域的水土保持生态

建设
,

但就全 国而言
,

现有政策的执行情况还存在许

多问题
。

2

.

1 政策落实中的问题

2
.
1
.
1 国家有关政策和文件没有得到全面贯彻落实

《国务院关于加强水土保持工作的通知》中规定
,

对

于已经发挥效益的大中型水库
、

水电工程
,

要按照库

区流域水土流失 的防治任务需要
,

每年从收取的水

费
、

电费中提取部分资金
,

由水库
、

电站掌握
,

用 于该

库区及其上游的水土流失治理
。

这一条至今大在多

数省份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
。

2 0 0 6 年国务院 l 号文件《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

明确提 出
“

从水电
、

矿产等资

源的开发收益中
,

安排一定的资金用于企业所在地环

境的恢复治理
,

防治水土流失
” 。

目前
,

相关的生态补

偿机制还处于调研阶段
,

从水电
、

水库和矿产开发收

益中提取资金用于水土保持的地 区和企业还停留在

个别省份和企业
,

大部分省份还没有制定相关的配套

政策
。

2

.

1

.

2 企业提取水土保持资金没有得到广泛实施

根据调查结果
,

矿产企业 中除神府煤矿
、

山西省部分

县等少数煤炭企业落实提取了一定 的水土保持资金

用于水土流失治理外
,

大部分矿产开发都没有提取资

金开展水土保持生态建设
。

水库
、

水电开发建设行业

执行情况更差
。

除个别饮用水水库
,

如浙江省绍兴市

汤浦水库等依照政策落实了水土保持资金
,

绝大多数

水库
、

水电开发均未按政策执行
。

其它矿产
、

水电
、

水

库企业更是对国家和地方的水土保持政策采取 回避

和拖延的态度
。

2

.

2 成因分析

2
.
2
.
1 国家制定的政策缺乏法律的强制性 虽然国

家和部分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出台了一些相关政策
,

但大部分为鼓励性的规定
,

缺乏强制性要求
。

由于没

有硬性规定
,

企业可以执行也可不执行
。

执行的企业

未能在经济和社会影响方面得到支持和鼓励
;不执行

的企业也没有相应的强制措施
,

对其生产运行没有构

成有效的制约
。

一方面
,

不能保证企业之间履行社会

义务的公平性
。

在同样对区域水土保持生态造成影

响的条件下
,

不同的企业用于水土保持的资金存在很

大的差异
,

有的企业没有投人
,

但其却享受良好的生

态环境
,

而有的企业投人很 多也享受 同样 的生态 环

境
,

并没有明显的差距
;另一方面

,

没 有法律的强制

性
,

人为因素对提取资金起决定的作用
,

提取的资金

难 以保证长期和稳定的投人
。

2

.

2

.

2 企业的水土保持意识 尚未普遮提 高 由于以

落后的单纯发展经济为主思想影响
,

全社会水土保持

意识尚未得到普遍提高
。

许多矿产开发
、

水库
、

水电

企业
,

特别是建设时间较早的企业
,

因受多年来生产

运营机制和管理体制惯性 的作用和影响
,

水土保持意

识难以在短时间内形成和提高
。

过去一段 时间以来

所形成的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思想还未能彻底清除
。

当前
,

随着科学发展观 的贯彻落实
,

以及水行政主管

部门的长期不懈宜传
,

情况有所改善
,

以牺牲环境为

代价来发展经济的现象得 到了有效遏制
,

但问题依然

存在
。

在思想意识没有根本解决的情况下
,

企业能够

对其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水土流失加以控制
,

就认为已

履行了法律和社会责任
,

但对于从其收益中提取资金

用于水土流失治理还是难以接受〔5
一

6 〕
。

2

.

2

.

3 未列入生产成本
,

企业积极性不 高 企业的

发展按照市场经济规律
,

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
,

企业

从其收益中提取资金用于水土保持
,

若不能够列入生

产成本
,

必然减少其利润
,

影响到企业和职工的收益
。

即使提取资金对于企业本身影响不大或在短期内不

影响其生产运行
,

而且企业能够认识到水土流失防治

的重要性
,

大多数企业也难以做到主动从其纯收益中

提取资金用于水土保持
。

3 可行性和必要性

3.1 水电
、

水库
、

矿产开发导致新的水土流失

3
.
1
.
1 水电

、

水库工程施工强度大
,

水土 流失危害产

重 水电
、

水库建设直接跨河临江
,

且多数处 于坡度

陡峭的河谷地带
。

工程建设土石方开挖t 大
,

弃渣间

题突出
,

在施工过程中大量的弃土弃渣 以及地表植被

破坏是当前新增水土流失的主要策源地
。

据国外资

料分析
,

世界上一些大型水电工程的土石方开挖t 高

达数千万立方米
,

甚至超过亿立方米
,

如 巴基斯坦塔

贝拉土石坝的坝体填筑量达 1
.
2 x 10

6 m , ; 巴西伊泰

普水电站工程
,

土石方开挖量达 6
.
01 x l。

,
m

‘ .

怒江

梯级水电开发之争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
,

其中怒江

水 电工程大规模的开挖(仅目前规划提供的土石方开

挖量就达 7
.
gl6 x lo

,
m

,
)

,

填方
、

取料及弃渣等施工

活动所造成的水土流失问题一直是双方争论的焦点
。

3

.

1

.

2 水电
、

水库淹没面积大
,

生态环境 问题 突出

由于受工程本身特性和功能的要求
,

水电
、

水库开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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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大中型工程
,

都要淹没大t 的土地
。

而这些土

地又是当地地势较为平坦
、

条件优越的基本农田
、

城

镇和工业 区
。

兴建三峡工程
,

是中华民族几代人的夙

愿
,

具有防洪
、

发电
、

航运等巨大的综合效益
。

但其淹

没面积巨大
,

淹没陆地面积近 63 2 k m
, ,

涉及重庆市
、

湖北省的 20 个县 (市 )
.
三峡水库淹没 涉及城市 2

座
,

县城 n 座
,

乡镇 n 6 个 ;受淹没或淹没影响的工

矿企业 1 5” 家
,

水库淹没线以下共有耕地 (含柑枯

地)2
.
45X 10 h m z ,移民安里动态总人 口 达 100 万人

以上
。

移民安t 对区域环境容t 的压力增大
,

水库水

位上升导致区域可利用土地 的减少
,

特别是基本农

田
、

缓坡耕地淹没后
,

当地群众因粮食和生产需求
,

对

山地资源的进一步开发所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一直

是困扰三峡工程的难题之一
。

为解决因此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
,

国家投人了大

t 的资金用于库区及上游生态环境建设
。

目前
,

虽然

起到了一些效果
,

但库区的生态环境问题依然是今后

一段时间区域生态与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加以重视和

加强的重要任务
。

3

.

1

.

3 矿产开发对环境 多方 面破 坏
,

对区城水土保

持影响 巨大 据 2006 年 8 月财政部组织对矿山企业

安全生产和环境治理问题进行调研的报告显示
,

我国

矿山开采对生态环境影响巨大
。

矿产资源开采的同

时
,

通常伴随着自然环境和水资源 的破坏
,

如不及时

采取环境保护和治理措施
,

就可能造成不可逆转的生

态恶化
。

比如采煤造成的地下空洞
,

极 易形 成塌陷

区
。

非煤矿产采掘通常会在山体形成巨大的空洞
,

往

往引发山体滑坡
、

泥石流等严重地质灾害
。

目前
,

一

些地 区环境生态状况 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

陕西省

愉林市由于大t 开采煤炭资源
,

已经对生态环境造成

了恶性影响
。

不仅给当地群众的生活
、

生态以及生命

财产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和潜在的威胁
,

还引发 了

大t 的社会问题
,

出现了返贫户
、

返贫村
。

根据黄河

水利委员会水科院《神府一东胜矿区新增水土流失量

的估算》
,

东胜矿区弃土弃渣 t 合计达 5
.
18 x lo

‘
t
。

在无有效防护的条件下
,

新增水土流失量占弃土弃渣

t 的 24
.
3 %

。

然而
,

实际产生 的弃土弃渣量远大于

理论预期值
,

大t 的弃土弃渣及尾矿已成为整个区域

水土流失的最大隐患
。

3

.

1

.

4 矿产开发产生的塌 陷 区
,

加剧 了水土 流失

矿产开发过程中的地下开采
,

会形成一定的塌陷区
,

破坏了原生地面形态
,

形成新的水土流失
。

尤其是在

煤炭井巷开采过程中
,

采煤采空区地表塌陷对水土保

持生态环境的危害是 目前我 国矿业生产出现的最为

突出的水土流失和环境问题
。

煤矿生产采空后地表

塌陷造成地表原有形态破坏
,

地表出现裂缝
、

塌坑
,

使

地表潜水沿裂缝向深层渗漏
,

同时
,

地表出现更多的

移动面松散物质
,

使土地沙化及水土流失加剧
.
另

外
,

在沟坡
、

如边可能有少量滑塌现象
,

破坏了原有植

被
。

在矿产开发建设期间
,

开挖面
、

取土面
、

采石场
、

施工场地等处也会破坏原有地表植被
。

因此
,

恢复和

保护植被是矿产开发区环境治理的关键
。

神东矿区斜井井田位于乌兰木伦河和悖牛川之

间
,

采煤后地表出现裂缝
,

若与河流相通
,

河水将渗漏

到井下
,

不仅破坏地表径流
,

也会破坏煤矿的安全生

产
。

采煤塌陷区影响范围内的泉水
、

水库如双沟水源

地
、

王渠沟水库等将会干涸
。

3

.

2 水土保持是水电
、

水库
、

矿产可持续开发的有力

保阵

3
.
2
.
1 解决 了泥沙淤积对水库

、

水电开发 的影响

南水北调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水资源配t 工程
,

中线地

位尤其重要
。

减少丹江 口水库泥沙淤积
,

是中线工程

长期发挥效益的基础
。

据调查
,

陕西省安康市 7 座中

型和小(一 )型水库在 12 ~ 40
a
间

,

泥沙淤积的库容

平均占水库有效库容的 28
.
8 %

。

部分水库有效库容

已淤积一半以上
,

一些小支流上的水库甚至已淤积报

废
。

但水库上游水利工程拦截泥沙能力总是有限的
,

只有解决了水土流失问题
,

才能从根本上解除丹江口

水库的泥沙威胁
,

从而保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长期发

挥效益
。

长江上游水土保持重点防治工程经过 18
a
的治

理
,

重点治理区的水土流失面积由 “ % 下降到 36 %
,

流失程度显著降低
,

年均土坡侵蚀t 减少 1
.
8 X 10.

t ,

减蚀效益达 70 % 以上
,

并可拦蓄地表径流 2
.
S X

10
,

耐
。

三峡库区 (长江 干流 区间)河 流年均减沙

4
.
oo x lo ‘ t 左右

。

研究结果 表明
,

经过水土保持综

合治理措施系统功能的发挥
,

到治理期末
,

流域进人

葛洲坝水库的泥沙量减少 45
.
0 % 一 74

.
1 %

,

土坡田

间持水 量提 高了 25
.
8 % ~ 33

.
9 %

,

洪峰峰值降低

22
.
6%

,

枯水补给河道能力年均提高 7%
,

调节了枯

水流量
;
水土保持对 流域减沙 的贡献率达 80

.
4%

。

上述数据表明
,

水库泥沙问题可以通过上游的水土保

持综合防治工程加以解决
,

也只有水土保持综合防

治
,

才是解决水库泥沙问题的根本途径
。

3

.

2

.

2 改善 了供水水利工程的水质 饮用水库的水

质是供水水利工程功能发挥最为重要的指标
,

水质的

好坏直接关系蓉其功能的正常发挥
。

我 国绝大多数

水源在山区和水土流失地区
,

水土流失作为载体在输

送大量泥沙的同时
,

也输送了大量化肥
、

农药和生活

垃圾
。

据河南省卢氏县调查分析
,

全县 1 467 hm ,

的



第 2 期 姜德文等
:
水电

、

水库
、

矿产开发中提取一定资金用于水土保持治理的研究

坡耕地
,

年流失表土 2
.
56 X 10

弓
t

,

流失土壤中氮肥

17 6 t
,

磷肥 4o3 t
,

钾肥 376 t
。

随着化肥和农药的大

量使用
,

土壤中残存的有毒化学元素也随之增多
,

水

土流失对水质的影响更加严重
。

水土保持最基本的技术路线就是改变水土流失

区的地形条件
,

就地拦蓄水土
,

增加降雨人渗
,

涵养水

源
,

同时增加植被
,

改善生态环境
,

对水质起到保护和

过滤的作用
。

因此
,

要维护和改善水质
,

控制面源污

染
,

防治水土流失
,

合理调整水源区农业用地面积
,

发

展生态农业
,

建设良好生态环境
,

对保持水库优良水

质
,

确保供水水库水质洁净具有重要意义
。

3

.

2

.

3 保障了工程效益的发挥 水土保持可以增加

降雨
、

径流的土坡人渗量
,

一些水土保持工程措施 (如

梯田
、

蓄水池
、

水窖
、

鱼磷坑等)还可以拦蓄径流
,

一方

面在汛期可以削减洪峰
,

提高防洪能力
,

另一方面
,

洪

水能够储存于土壤之中
,

在枯水季节可 以补给地下

水
,

补充径流
,

减少径流的年际变化和控制洪水暴涨

的能力
,

从而维护了水电站
、

水库水量的均衡补给
,

保

障电站
、

水库常年效益的发挥
。

河北省邯郸市常社川

小流域通过水土保持工程 的实施
,

现有林地 2 722

hm , ,

林木班盖度达 64
.
3 %

,

林草面积占宜林宜草面

积 的 90
.
6%

。

乔灌混 交 的林木
,

枝叶重 迭
,

树冠相

接
,

最大限度地减少 了暴雨对坡 面的击溅
。

经推算
,

其拦沙保土能力达 9 10 O t
,

每年可减 少向下游水库

物送泥沙 5 346 m 3
,

不仅延长了常社川小型水库寿

命
,

同时
,

林草植被还依靠其盘根错节 的根系穿透 土

层
,

给地表径流人渗打开 了通道
。

据测算
,

其林木涵

养水源能力达 3
.
34 X 10

‘
m

3 ,

相当于一 次拦蓄 19 5

m m 的降雨量
。

由于森林植被将地表径流转变为地

下径流
,

从而改变了洪水过程
,

降低了洪峰
,

使洪水过

程变平缓
。

据调查对比
,

常社川小流域大部分沟道
,

在
“

96

·

8" 暴雨 s d 后仍基流不断
,

而相邻的列江 小

流域
,

因植被覆盖度低
,

则在暴雨第 Z d 就全部断流
。

3

.

2

.

4 加快 了工程所在区城地方经济的发展 大部

分水库
、

水电开发建设项 目
,

其水源区资源一般均贫

乏
,

交通不便
,

工业欠发达
,

经济发展较滞后
,

群众 生

活比较困难
。

为了水库
、

水电开发
,

国家对水源区的

工业发展从布局上进行了限制
,

水源区地方不能以工

业发展带动地方经济的腾飞
,

以工矿业为依托实现他

们的致富梦想
。

水库
、

水电的开发使区域人口 环境容

里陡降
,

生态环境压力加大
,

产生了地方经济和群众

收入的缓慢提高同水库
、

水电开发项 目的收益形成巨

大反差
,

这样长期的发展制约得不到合理的补偿
,

必

将对水库
、

水电开发形成逆反心理
,

也不符合和谐社

会发展的要求
。

积极开展水库
、

水电工程水土保持综合防治工

作
,

合理开发利用水土资源
,

大力调整产业结构
,

积极

发展经济林果
,

是增加农民收人
,

促进群众脱贫致富

的有效举措
,

也是加快地方经济发展
,

实现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目标的必由之路
。

3

.

2

.

5 维护 了开发企业及 区城 的生态安全 在企业

和地方部门
,

在确定区域生态功能定位
、

保护措施
、

发

展方向合理布局的基础上
,

调整产业结构布局
,

根据

实际情况实施保护和恢复区域水土保持的各种措施
,

维护区域生态安全
。

神华集团截至 20 05 年
,

已提取

生态环境建设资金 2 亿多元
,

在地方行政主管部门的

共同参与下
,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00 km ,

多
,

所在 区

域的生态环境得到很大改善
。

因水土流失所 引起的

灾害大幅度减少
,

生态安全有了切实的保障
。

其下属

的活鸡兔煤矿上边坡砂砾区的治理
,

采用爆破挖坑
,

客土栽植油松
,

引水上 山浇灌等措施
,

在特别恶劣的

砂砾岩区环境条件下
,

培育成一大片高标准的油松

林
。

此外还修建了大量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
,

山洪对

煤矿的威胁得到了根本 的消除
。

企业的发展在生态

安全的保障下
,

得到了进一步规范和壮大
。

3

.

2

.

6 满足 了企业和 当地群众对生态环境的要求

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是地方政府和群众的现实要求
,

也是满足企业和职工对改善生产条件
,

提高生活质量

的实际需要
,

更是企业形象的外部表象
。

水土保持生

态治理成了矿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

它使当地生态

环境建设资金有了可靠的保障
。

为了保障晋陕蒙接

壤地区资源开发的可持续发展
,

国家曾制定 了区域性

法规《开发建设晋陕蒙接壤地 区水土保持规定》
,

制定

了区域性的
、

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一体性 的《晋陕蒙

接壤地区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规划 》
,

全 面指导晋陕

蒙接壤地区资源开发 与环境保护工作
。

同时神东矿

区拿出一定的资金委托水土保持
、

水资源
、

林业
、

牧业

等方面的科研
、

规划
、

设计单位进行 了综合的
、

专项

的
、

专业的生态环境建设设计
。

多年来
,

神华集团按

照设计实施了大量的水土保持防治工程
,

取得了十分

显著的成效
。

厂区周边植被建设初见雏形
,

生态环境

以及人们的居住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
。

使工业厂区

花园化
,

成为看不见 煤的煤炭生产工业广场
,

而生活

小区环境建成了园林 式
。

当地群众对企业的 良好社

会形象得到了认同
,

企业职工生产和生活更加健康和

舒适
。

企业得到协调发展
,

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广

泛传播
,

引起 了全 国以及世界的广泛关注
,

一个具有

良好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形象对于其今后的发展必将

产生十分巨大的推动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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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3 提取水土保持资金不影晌企业的发晨

3
.
3
.
1 不影响企业枕后利润的实现 现有的政策规

定
,

水电
、

水库开 发一般提 取 的 比例为其总 收人 的

5% 以下
,

根据目前执行的情况看
,

一般不会超过总收

益的 1%
,

矿产开发一般为 0
.
5 %

,

占其总收人的比例

较小
。

如果将提取的水土保持资金纳人公益性捐赠

支出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200 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第九条规定
“

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

赠支出
,

在年度利润总额 12 % 以内的部分
,

准予在计

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 .

企业通过水土保持的生态

公益捐赠来进行税收筹划
,

可使企业在节税的同时
,

获取更多的可供分配利润
。

3

.

3

.

2 有利于企业开拓发展空间 从水电
、

水库
、

矿

产开发收益中提取的水土保持资金
,

由企业 自行管

理
,

按照所在区域水土保持规划的总体要求
,

自行开

展水土保持生态建设
。

企业可以通过开发式治理
,

发

展林草资源产业
,

消化企业 内部富余人员
,

稳定职工

队伍
,

开拓企业发展空间
,

为企业可持续发展 寻找新

的出路
。

4 建 议

4.1 将提取资金政策提升为强制性的法体条文

在当前国家和地方有关水电
、

水库以及矿产开发

收益中提取资金用于水土保持政策难以落实的情况

下
,

充分考虑国家
、

公 民和企业 的共同利益
,

以及 国

家
、

地方和受益 企业多渠道筹集资金
,

开展水利
、

水

电
、

矿产项 目区及周边区域水土保持工作的现实需

要
.
建议在《水土保持法》修改时

,

将从水电
、

水库
、

矿

产开发收益中提取资金用于水土保持事业一项 以法

律条文的形式进行强制规定
,

用法律的强制效力来保

证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对资金的实际需求
,

加快生产企

业生态环境的全面保护和恢复
。

4

.

2 提取资金列入企业公益性拥户或税前列支并 自

, 自用

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是一项保障生态安全
,

维护和

改善人们生产与生活质量的事业
,

以社会和生态效益

为主的公益性事业
。

可将提取的资金纳人企业公益

性捐赠支出范畴
,

纳人企业生产成本
。

由企业 自行管

理
,

按照区域水土保持规划
,

自行开展水土保持工程

建设
。

·

4

.

3 确定合理的提取水土保持资金比例

依据目前已有的相关政策和实际执行情况
,

水库
、

水电和矿产开发如果统一按照水费
、

电费
、

矿产总收入

的 1% 作为水土保持资金进行提取
。

每年用于水土保

持的资金将扩大 13
.
20 亿元以上 (不含煤矿以外的其

它矿 )
,

如若按 目前 50 万元/k耐 的治理标准
,

每年可

增加高标准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2 600 k耐 多
。

可以看

出
,

如果采取这样的标准提取
,

我国水土保持生态建设

将增加大量资金
,

水土流失防治的步伐也将加快
。

由于各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条件的差异性
,

从

水库
、

水电
、

矿产开发 中提取资金的比例也应因地制

宜
,

以省(市
、

区 )为单元
,

同时应考虑当时当地的经济

社会情况
,

确定合理的比例
。

这样既能够照顾各地水

库
、

水电
、

矿产项 目的承载能力
,

又可充分满足不同区

域生态建设的实际需求
,

进而才能制定既符合实际又

能满足当地生态需要的合理提取资金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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