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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奖补资金

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预〔2022〕167 号

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山东省、河南省、四川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

为规范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奖补资金使用和管理，我们制定了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奖补资金管理办法》，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奖补资金管理办法

财政部

2022 年 12 月 19 日

附件：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奖补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奖补资金（以下简称奖补资

金）的使用和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其实

施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奖补资金是中央财政专门设立用于支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的补助资金。

第三条 补助政策实施期限至 2025 年，到期后，结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经

济社会发展实际以及政策实施效果等开展评估，根据评估结果研究确定后续支持

政策。

第四条 奖补资金的管理遵循突出重点、讲求绩效、强化监督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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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资金支持范围

第五条 奖补资金补助范围为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山东省、河南省、四

川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

第六条 奖补资金由沿黄河省区“包干”使用，统筹用于区域内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相关支出，具体用于以下方面：

（一）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包括支持上游水源涵养能力建设、中游水土保持

和污染治理、下游湿地生态保护修复、促进全流域生态系统整体性发展等。

（二）保障黄河长治久安。包括支持黄河流域水利工程建设、自然灾害防治

体系建设、黄河河道综合提升治理等。

（三）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包括支持节水产业发展和技术提升、地下

水超采综合治理、推进节水型社会发展等。

（四）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包括支持产业转型升级、建设特色优势现

代产业体系、区域城乡协调发展等。

（五）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包括支持黄河文化遗产保护、黄河文化

产业发展、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黄河文化旅游带等。

（六）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包括支持补齐民生保障短板、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等。

（七）其他。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年度重

点工作任务以及其他相关支出。

第三章 资金分配和预算下达

第七条 奖补资金根据支持方向，包括采取因素法测算分配部分和根据特定

目标切块部分。具体因素选取和特定目标安排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黄河领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部署等政策要求确定。具体公式为：

某地区奖补资金=按因素法分配数额×（因素 1占比×权重+因素 2占比×权

重+因素 3占比×权重+因素 4占比×权重）×财政困难程度系数×增幅控制调整

系数+根据特定目标切块资金额

其中，增幅控制调整系数是为保障各地财政运行的稳定性，以奖补资金平均

增长率为基准，对超过（或低于）基准增长率一定幅度的地方适当调减（或调增）

转移支付额。调减（或调增）所余（或所需）资金，中央财政不调剂他用，在保

持规模稳定的基础上，通过同比例放大（或压缩）各地区转移支付的办法处理。

对连续多年调减（或调增）转移支付额的地区，适当放宽增幅控制。

第八条 按因素法分配因素分为 4类，权重均为 25%。

本文内容来自网络，由EESIA搜集整理，如有任何异议请联系我们，我们将酌情处理！



（一）生态环境保护因素。包括水土流失面积、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国土面

积、环境空气优良天数、地表水Ⅰ-Ⅲ类水质断面数、地表水监测断面总个数、

地下水超过 V类水质点位数、地下水监测点位总数、地下水污染源数、湿地面积

等指标。

（二）生态功能重要性因素。包括黄河流域面积、水源涵养面积（即流域内

年度湿地、森林、草原面积之和）、水资源贡献量（水资源量-用水总量）、河

流长度、总库容、重点湖库个数、水库数等指标。

（三）转型发展成效因素。包括：一是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包括万元 GDP

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高效节水灌溉面积、灌溉面积等指标。二是高

质量发展。包括 GDP、粮食产量、万元 GDP 能耗、地区研究与试验发展（R&D）

经费投入、特色产业发展、制造业工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劳动年龄人口平均

受教育年限等指标。

（四）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因素。包括常住人口数、标准收支缺口等指标。

第九条 特定目标切块部分主要是对特定事项或区域单独安排支持。

第四章 资金使用与监督管理

第十条 对奖补资金安排的项目支出，各级财政部门应实施全过程预算绩效

管理，强化绩效目标管理，做好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评价，加强绩效评价结果应

用。中央财政根据需要对奖补资金组织开展绩效评价。

第十一条 相关省级财政部门应于每年 6月底前，将上年度奖补资金安排使

用情况报财政部备案，同时抄送财政部当地监管局，并及时做好预算公开工作。

第十二条 财政部有关监管局要加强奖补资金使用情况的日常监督管理。

第十三条 各级财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奖补资金的分配、审核、管理等相

关工作中，存在违反本办法规定，以及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

法违规行为的，依法责令改正，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

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有关机关处理。

第十四条 奖补资金使用单位和个人在资金申报、使用过程中存在违法违规

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

分条例》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有关机关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负责解释。各省级财政部门可以根据本办法，结

合各地实际，制定具体管理办法。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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