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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经济政策进展评估报告：2017

国家环境经济政策研究与试点项目技术组 *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北京 100012）

【摘  要】  环境经济政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绿色发展的核心政策之一，创新运用环境经
济政策受到高度重视。经过多年的探索发展，我国已经基本建立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环
境经济政策体系。为了更好地为有关决策和政策制定提供定量化信息，提高政策设计和决策的科学
性，本文采取实地调研法和政策分析方法，对2017年度我国重点环境经济政策的年度进展进行了系
统评估，并指出了下一步环境经济政策改革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总体上看，2017年是环境经济政
策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的一年，环境税费、生态补偿、绿色金融等政策取得了阶段性突破，但是我国
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仍不够完善，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环境质量改善的环境经济政策仍然存在
结构性短缺，因此，应积极推进环保投融资、生态环境补偿等环境经济政策的创新运用，为环境质
量改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长效机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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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进入了新时代，

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与更多优质生态产品

的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突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仍滞后

于经济社会发展，仍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短板，

仍是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问题，创新运用环境经济

政策在加速绿色发展转型、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

升改革效能方面受到国家高度重视。党的十九大报告明

确提出要“发展绿色金融”“健全环保信用评价”“建立

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等，这为进一步加快环

境经济政策建设提供了崭新动力。环境保护部专门编制

了“十二五”“十三五”环境经济政策的规划，对环境

经济政策建设进行了系统部署，对推进环境经济政策体

系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国家高度重视和地方积极推

进下，环境经济政策不断向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全

过程延伸，调控范围在扩大，调控功能在增强，绿色金

融、生态保护补偿，环境保护税、排污权有偿使用与交

易、环境保护领域 PPP 等政策取得了阶段性突破，价格、

财税、金融等关键性的政策机制不断健全，我国基本建

立行之有效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从实践效果来看，环

境经济政策日益成为绿色发展转型、环境质量改善、生

态管控的重要手段，环境经济政策在提升环境管理效能，

发挥调控对象的积极性、能动性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1  研究方法

2017 年度的评估方法仍采取实地调研法和政策分析

法。在评估思路上，首先对 2017 年度的 10 项主要环境

经济政策进展进行分项评估，根据各项政策进展的评估

结果，形成年度环境经济政策总体进展的评估结论。

2  重点环境经济政策进展评估

2.1  环境财政政策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持续增加。2000 年以来，我国环

保投资总额总体呈现出增加趋势。2016 年，我国环境污

染治理投资总额为 9 219.8 亿元，相比 2015 年上升 4.7%；

环保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为 1.24%，比

2015 年减少 3.1%［1］。

环保专项资金继续在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中发挥重要

作用。2017 年中央财政围绕水、大气、土壤污染防治以

及农村环境整治、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修复等安排的环保

专项资金规模预计达到 497 亿元，其中，大气污染防治

专项资金 160 亿元，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 85 亿元，土

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 65 亿元，农村环境整治专项资金

60 亿元，有力改善了生态环境质量。2017 年，全国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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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颗粒物（PM10）平均浓度比

2013 年下降 22.7%，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细颗粒物

（PM2.5）平均浓度分别下降 39.6%、34.3%、27.7%，全

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不断提升，劣 V 类水质断面

比例持续下降，大江大河干流水质稳步改善。

环保电价、“双替代”补贴等激励政策推动了生态环

保工作发展。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包括脱硫、脱硝、除

尘、超低排放在内的一套完整的针对燃煤电厂的环保电

价政策，环保电价补贴最高可达 3.7 分 /（kW · h），有效

促进了燃煤电厂污染减排。截至 2017 年底，全国基本完

成统调燃煤发电机组脱硫、脱硝和除尘改造，累计完成

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 7 亿 kW，二氧化硫排放绩效从

2005 年的每度电 6.36g 降低至 2016 年的 0.39g，氮氧化

物排放绩效由 2005 年的每度电 3.62g 降低至 2016 年的

0.36g。同时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实施“煤改气”“煤改电”

补贴政策助力电代煤、气代煤，2017 年完成以电代煤、

以气代煤 394 万多户，削减散煤消耗约 1 000 万 t，京津

保廊上万平方公里区域基本实现散煤“清零”。

2.2  环境价格政策

水资源价格政策逐步健全。水资源费已经成为城镇

公共供水终端水价的组成部分，但收费标准存在地区差

异。2017 年，全国各省区中，北京、天津的水资源费全

国最高，地表水、地下水水资源费的平均征收标准分别

为 1.6 元 /m3、4 元 /m3。上海、安徽、福建等 13 个地区

的水资源费征收标准最低，地表水和地下水分别为 0.1
元 /m3 和 0.2 元 /m3。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稳步推进，国家

发改委等五部门于 2017 年 6 月联合下发《关于扎实推进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通知》，要求北京、上海、江苏、浙

江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在全省（市）范围内率先全面

推进改革，力争 2020 年底前完成改革任务。目前农业

水价综合改革已经覆盖全国 797 个县、5 200 万亩灌溉

农田。

阶梯水价全面推开。截止到 2017 年底，31 个省份

全部建立实施城市居民阶梯水价制度，城市周边已纳入

城镇自来水供应范围的农户也逐步实行统一的居民阶梯

水价政策。同时，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于

2017 年 10 月印发《关于加快建立健全城镇非居民用水

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的指导意见》，要求各地合理确定分

档水量和加价标准。

阶梯电价政策稳步实施。自 2012 年 7 月 1 日起全

国试行居民阶梯电价以来，在全面试行两年后，包括湖

北、山东、广西、重庆在内的全国多省市调整阶梯电

价执行方式，由按月执行改为按年执行。差别电价实

施力度不断加大，2017 年起对钢铁行业实施更加严格

的差别电价，淘汰类加价标准由每千瓦时 0.3 元提高至

0.5 元，未按期完成去产能任务的钢铁企业每千瓦时加 
价 0.5 元。

2.3  生态环境补偿政策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力度继续加大。重点

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机制不断完善，财政部于 2017 年 8
月 2 日印发了《中央对地方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

法》，进一步明确了转移支付支持范围、资金分配原则、

计算方式，规范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转移支付分配、使

用和管理等。2017 年，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预算数

为 627 亿元，比 2016 年执行数增加 57 亿元，增长 10%；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县市区数量由原来的 676 个增加

至 816 个。

跨省生态保护补偿试点进展顺利。新安江、九洲江、

汀江—韩江、东江、引滦入津等流域签署跨省流域上下

游横向生态补偿协议，中央财政安排近 12 亿元生态保护

补偿资金。北京、河北、山西、辽宁、江苏、浙江、广

东、江西、湖北等 9 省（市）实现了行政区内全流域生

态补偿，很多地方出台了相关办法和意见，各地流域生

态补偿在补偿范围、标准等方面开展了不同模式的探索。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标准进一步提高。中央财政连续

提高天保工程区国有林管护补助标准和国有国家级公益

林生态效益补偿标准，从 2014 年的每年每亩 5 元提高到

2017 年的每年每亩 10 元，对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国家级

公益林每年每亩补助 15 元，并按照上述标准安排停伐管

护补助。2017 年，中央财政共计安排 533 亿元（其中中

央本级 31 亿元，补助地方 502 亿元），支持全面保护我

国天然林资源。此外，对未纳入原政策保护范围的，实

施天然林保护政策全覆盖，主要采取新的停伐补助和奖

励政策。

2.4  环境权益交易政策

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继续深化。目前，

全国共有 28 个省份开展了排污交易权使用试点，其中有

11 个省份是国家试点，其余则为各个省自行试点。国家

试点省份初步建立了省级层面的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

政策体系，并且在机构建设、平台搭建、技术攻关以及

政策创新方面开展了大量实践，基本上形成了运行有序

的排污权交易市场。统计显示，截止到 2017 年 8 月份国

家批复的 11 个试点地区，征缴有偿使用费 73 亿元；排

污权交易方面国家批复的试点区域交易额度约 62 亿元。

以电力行业为突破口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

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东、湖北、深圳等 7 试点

省市自 2011 年起累计配额成交量超过 2 亿 tCO2 当量，

成交额超过 46 亿元。国家发改委于 2017 年 12 月印发了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电力行业）》，明确

在发电行业（含热电联产）率先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体

系，参与主体是发电行业年度排放达到 2.6 万 tCO2 当量

及以上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包括其他行业自备电厂，

首批纳入碳交易的企业 1 700 余家，排放总量超过 30 亿

tCO2 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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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省市积极开展水权交易模式探索。经过 3 年积

极探索，2017 年 11 月，宁夏率先成为通过验收的全国

水权试点。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河南、宁夏等

6 省区累计开展了 31 单水权交易，交易水量为 11.8 亿

m3，交易价款 7.32 亿元，通过协议交易、公开竞价、政

府回购等方式，探索了水权交易新模式。

2.5  绿色税收政策

积极推动环境保护税征管前期准备。为进一步细化

环境保护税法有关规定，明确界限，增强可操作性，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于 2017 年 12 月 25 日签署国务院令公布

《环境保护税法实施条例》，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与环境

保护税法同步实施，不再征收排污费，标志着历时九年

的环境保护税费改革尘埃落定。环保税法将大气和水污

染物的适用税额标准和应税污染物项目数制定权限赋予

了地方政府。目前，31 个省份陆续制定和通过了应税大

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环保税税额标准和征收项目数，其

中 12 个省份不同程度调高税率标准，19 个省份基本平

移税率标准，云南省从 2019 年开始调高税率标准［2］。

资源税改革进程加快。自 2011 年 11 月起，我国陆

续实施了原油、天然气、煤炭等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

自 2016 年 7 月起全面实施，对绝大部分应税产品实行从

价计征方式，建立了税收与资源价格挂钩的自动调节机

制，增强了税收弹性。2017 年 11 月 20 日，财政部、税

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征求意见稿）》向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资源税税改进程加快推进。2017 年

11 月 24 日，财政部、税务总局、水利部印发《扩大水资

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自 2017 年 12 月 1 日起在北京、

天津、山西、内蒙古、山东、河南、四川、陕西、宁夏

等 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扩大水资源税改革试点。

节能节水和环境保护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政策进一

步完善。2017 年 9 月 6 日，财政部、税务总局、环保

部等 5 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印发节能节水和环境保护专

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2017 年版）的通知》，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对购置并使用水污染防治设备、大气

污染防治设备、土壤污染防治设备、固体废物处置设备、

环境监测专用仪器仪表、噪声与振动控制六大类 24 项设

备的企业实施所得税减免。

2.6  绿色金融政策

国家继续大力推进绿色金融改革。2017 年 3 月 3 日，

中国证监会发布《中国证监会关于支持绿色债券发展的

指导意见》，为绿色债券发展提供有力政策支持。继 G20
杭州峰会将绿色金融纳入峰会主要议题后，2017 年 7 月

4 日至 8 日在德国汉堡召开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二

次峰会上，绿色金融又被列为峰会的议题之一，并将推

动金融机构开展环境风险分析和改善环境数据可获得性

的倡议写入《G20 气候和能源行动计划》，为绿色金融的

国际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作为绿色金融议题的重要

成果《2017 年 G20 绿色金融综合报告》，系统阐述了环

境风险、公共环境数据和绿色金融进展。

国务院部署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工作。

2017 年 6 月 14 日，国务院决定在浙江、江西、广东、

贵州、新疆 5 省（区）选择部分地方，建设各有侧重、

各具特色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2017 年 6 月 27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 7 部委印发

江西等地的绿色金融创新试验方案，为绿色金融创新试

验区的建设提供政策支持。

绿色金融市场日益活跃。环保部编制《环境污染强

制责任保险管理办法》并公开征求意见，在全国 20 多

个省市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为 1 万多家企业提

供风险保障金 200 多亿元。2017 年，我国在境内和境外

发行绿色债券 123 只，规模达 2 486.797 亿元，同比增长

7.55%，约占同期全球绿色债券发行规模的 25%，债券

类型包括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中期票据、短期融

资债和资产支持证券。三峡库区（夷陵）绿色发展基金、

北京环交所—中美绿色低碳基金等各类绿色基金不断发

起设立。

企业环境信用体系建设深入推进。重庆、河北印发

了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办法，全国已有超过 10 个省级、60
个市级、200 个县级环保部门开展企业环境信用评价，

基本构建起了由省级统筹推进，覆盖省、市、县三级的

分级评价体系，企业主动治污的内生动力大大增强。

2.7  环境市场政策

加强第三方治理实践的引导和规范。为进一步推行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并对第三方治理推行工作提

出专业化意见，指导全国各地开展相关工作，环境保护

部于 2017 年 8 月出台了《环境保护部关于推进环境污染

第三方治理的实施意见》。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推广环

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实践经验、管理制度和有效模式，国

家发改委于 2017 年 12 月印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关于印发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典型案例（第一批）的通

知》，推荐了中煤旭阳焦化污水第三方治理、衡水工业新

区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等第一批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典

型案例，供各地在推进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工作过程

中参考借鉴。同时，继 2015 年和 2016 年多个地方政府

制定公布了本地区的第三方治理指导或实施意见后，贵

阳、北京、河北、湖南等地 2017 年也颁布实施了第三方

治理的相关政策。

推进 PPP 法制化、规范化发展。为鼓励民间资本规

范有序参与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促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

作（PPP）模式更好发展，国家发改委于 2017 年 11 月

发布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政府和

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的指导意见》。财政部、住建

部、农业部、环保部于 2017 年 7 月 1 日发布《关于政府

参与的污水、垃圾处理项目全面实施 PPP 模式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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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污水、垃圾处理领域全方位引入市场机制，推进 PPP
模式应用。截至 2017 年 11 月全国 PPP 项目 6 806 个，

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项目达 485 个，占项目库总项目数

量的 7.13%，仅次于市政工程、交通运输位居第三。

2.8  环境与贸易政策 

坚决禁止洋垃圾入境。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禁止洋

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调

整进口废物管理目录，修订印发进口固体废物环境保护

控制标准等文件。依法依规撤销或注销涉及 960 家企业

的 500 万吨进口许可证。开展打击进口废物加工利用行

业环境违法行为专项行动，各地对 1 057 家违法企业实

施处罚，占总数的 59%，形成极大震慑。2017 年上半年

“量价齐升”不利局面全面扭转，实现限制类固体废物全

年进口量同比下降 11.8%。

积极参与贸易政策的环境审议工作。环保部积极参

与中国对其他成员的贸易政策审议工作，对欧盟、巴西、

日本、柬埔寨等 9 个成员提出有关其环境政策、环境服

务市场开放水平等方面的问题。同时积极参与 WTO 第

七次对华贸易政策审议的准备工作，就 WTO 秘书处工

作组报告多次研提意见，参与秘书处工作组访华会谈，

回答有关我国国内环境管理措施的问题。

配合“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双边和多边自贸协定工

作。《中国—格鲁吉亚自贸协定》将于 2018 年正式生效。

中格自贸协定是由中方主导纳入环境章节的自贸协定，

环境章节同时也是该协定作为高水平自贸协定的重要标

志之一，是落实《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及“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出的加快自由贸易区建

设，加快环境保护、投资保护等新议题谈判要求的具体

举措，对我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及在该地区自

贸区战略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2.9  环境资源价值核算政策

继续推进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试点。在 2015 年、

2016 年全国启动八个地区开展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

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取得重要的阶段性成果，基本摸清

了地方开展不同类型自然资源负债表编制的技术难点、

统计调查监测薄弱环节、基础数据缺口、指标内涵和范

围争议等问题，为以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为依据的其他

相关工作打下了基础。贵州、湖北、海南启动了地方自

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深圳大鹏新区和江苏省宜兴

市等地方也试点编制实施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

稳步推进环境经济综合核算试点。环境保护部环境

规划院已经持续开展了 12 年的生态环境退化成本核算，

研究结果显示 2004—2015 年我国生态环境退化成本持续

增加，增速和同期经济增长速度大体相当。环境保护部

环境规划院开展的全国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

结果显示，2014—2015 年全国 GEP 总量由 72.35 万亿增

至 72.81 万亿元。

2.10  行业环境经济政策

积极深化《环境保护综合名录》的研究与应用。

2017 年环境保护部持续开展环境保护综合名录编制工作

已经完成，并于 2018 年 1 月正式发布《环境保护综合

名录（2017 年版）》，“高污染、高风险”名录增加至 885
种产品，包括 124 项环境友好除外工艺；环境保护重点

设备名录增加至 72 项。财政部和国税总局制定了《关于

印发节能节水和环境保护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

（2017 年版）》，将综合名录中 19 种设备推荐列入该目录。

持续推动资源环境“领跑者”政策实施。工信部会

同发改委、质检总局联合发布《关于组织开展 2017 年度

高耗能行业能效“领跑者”遴选工作的通知》，推动能效

“领跑者”制度实施，确定钢铁、电解铝等六个行业能

效“领跑者”企业名单，同时发布《国家工业节能技术

装备推荐目录（2017）》《“能效之星”产品目录（2017）》

《关于印发电动洗衣机、照明产品等五类产品能效“领跑

者”制度实施细则暨能效“领跑者”产品遴选工作的通

知》。水效“领跑者”制度持续推动，工信部等印发了

《关于印发重点用水企业水效领跑者引领行动实施细则的

通知》，要求各地区重点围绕钢铁、纺织、造纸等高耗水

行业积极组织企业申报第一批用水企业水效领跑者，确

定了 11 家企业为首批重点用水企业水效领跑者。

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加快推进。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了《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指导意见》，国家标准

委发布了《绿色制造 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导则》，

是我国首次制定并发布绿色供应链相关标准，对于引导

制造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构建以资源节约、环境

友好为导向的绿色供应链体系，强化绿色生产，提升企

业核心竞争力，实现绿色发展有重要作用。东莞市被环

境保护部批准为全国第一个绿色供应链试点示范城市，

2016 年东莞发布了绿色供应链“东莞指数”，对推广绿

色供应链工作起到良好的借鉴作用［3］。

3  结论与展望

总体上看， 2017 年环境经济政策建设取得了重要进

展。一是经济政策的绿色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在环境财

政政策方面，中央财政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

金规模达到 497 亿元；在生态补偿政策方面，针对国家

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财政转移支付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

新安江、九洲江、汀江—韩江、东江、引滦入津等流域

签署跨省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协议；在绿色金融政

策方面，绿色债券政策快速推进，中国在境内和境外发

行绿色债券规模达 2 486.797 亿元，约占同期全球绿色债

券发行规模的 25%；在资源环境价值政策方面，继续推

进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领导

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等改革。二是企业环境治理

经济激励机制进一步健全。环境税费改革进一步完善环

境成本机制，“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绿色信用”倒逼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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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动治污，环保电价等价格政策工具在节能减排中发

挥重要作用，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生态环境领域 PPP
模式等环境市场机制不断健全。三是绿色消费政策不断

完善。《环境保护综合名录》为多部门环境经济政策应用

提供了出口，绿色供应链管理进入快速发展期，资源环

境“领跑者”制度建设不断完善。

虽然近些年我国环境经济政策取得了很大进展，但

我们也要清醒的认识到环境经济政策还存在很多不足，

包括：一是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环境经济政策存在结

构性短缺。自然资产负债表、流域跨省界生态补偿、领

导干部生态环境离任审计等很多环境经济政策还在试点

阶段，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自然资源负债表、环境

与经济综合评价政策尚未完全建立，绿色投融资政策不

完善，更多运用经济杠杆进行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的市

场体系尚未真正形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政策通道还没有形成，与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建立系统完

备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存在较大落差。二是经济政策与

环境政策“两张皮”现象还大量存在。在许多经济决策

和运行过程中，仍存在不符合“两山论”的行为，牺牲

“绿水青山”的“金山银山”还普遍存在，这导致生态资

源资产没有与经济社会同步，经济政策与环保政策严重

脱节、呈现“两张皮”问题。三是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

题的环境经济政策有效供给不足。随着我国环境保护工

作进入深水区，多阶段、多领域、多类型生态环境问题

交织，需要综合运用法律的、经济的、社会的、科技的

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来解决环境问题。但是总体上看目前

对创新运用环境经济政策建立长效环保机制的认识还不到

位，环境经济政策的作用空间还比较小、调控范围还比较

窄、力度比较弱、激励强度不够，政策手段供给还不够。

特别是在一些关键领域、关键环节的环境经济政策严重滞

后。四是重制定、轻评估、轻实施严重影响了政策有效

性。我国近些年制定实施了大量的环境经济政策，但经济

政策试点示范一窝蜂、一阵风，部分环境经济政策由于制

定及执行过程中的诸多问题造成作用难以发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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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 of the Environmental Economic Policy 
Practice in China: 2017

Technical Group of the Research and Pilot Program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 Policy
（Chinese Academy for Environmental Planning, Beijing 100012, China）

Abstract: Environmental economic polic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is one of the core policies for 
implementing the green development.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 policy is highly valued. After years of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China has basically established a top-down and bottom-up combination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 policy system. In order to better 
provide quantitative information for related decision and policy making, and to improve the scientificalness of policy design and decision-making, this 
paper assessed and analyzed the annual progress, achievements and problems of the key environmental economic policy in 2017 with a comprehensive 
usage of the on-the-spot investigation method, the policy tracing method and the policy statistical analysis method, and then pointed out the key issues 
that need to be solved in the next step of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policy reform. Overall, 2017 is a year in which importan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 policy. The environmental tax policy,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green finance have made phased 
breakthrough. However, China's environmental economic policy system is still not perfect, and there is still a structural shortage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 policies that serv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improvement. Therefore, it is need to actively promote the 
innovation use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mpensation and so on, to provide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the environment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Keywords: environmental economic policy; China; 2017; annual progress; assess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