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立全域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

凝聚流域上下游治污合力，是贯彻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

关决策部署的重要行动。

今年7月，山东出台《关于建立流域

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的指导意见》，全面

推动各市完成县际横向生态补偿协议工

作。目前，全省具有跨界河流的16市133

个县 (市、区 )、301个断面全部签订县际

间横向生态补偿协议，实现流域横向生

态补偿全覆盖。

率先实现县际流域

横向生态补偿全覆盖

9月3日，泰安市泰山区政府与徂汶景

区管委以明堂河南许村桥省控河流断面为

补偿断面，签订完成了山东首个县际横向

生态补偿协议，拉开了山东跨县界河湖上

下游横向生态补偿协议签订工作的大幕。

为充分调动流域上下游县级政府的

治污积极性，今年7月，山东出台《关于

建立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的指导意

见》，推动在全省建立流域横向生态补

偿机制。

县(市、区)政府互相赴相邻地区面对面

沟通、实打实踏勘，双方意见从开始的分

歧和碰撞，逐步达成水质改善的统一认

识，由起初的“各自为战”逐步变为“同

舟共济、携手共治、合作共赢”。

在全省上下共同努力下，截至 9月

底，16市133个县 (市、区 )全部完成跨县

界河流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协议签订工

作，涉及断面 3 0 1个，其中跨市断面 8 8

个、市内断面213个，在全国范围内率先

实现县际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全覆盖。

各县(市、区)均按照“只能更好，不

能变差”的原则，确定跨界断面水质类

别，优于协议目标下游补偿上游、差于

协议目标上游补偿下游，补偿资金实行

“月度核算、年终结算”，单个跨市、

市内断面月度补偿基准金额分别为100万

元和8 5万元，年度补偿总额根据断面全

年水质类别实行20%的浮动额度。据初步

测算，全省年度全口径协议补偿金额可

达38 . 74亿元。

断面年度补偿资金额度

原则上不低于1000万元

4月29日，山东省人民政府与河南省

人民政府签订了《黄河流域 (豫鲁段 )横

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在全国率先建

立了省际间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经两省

协商一致，将水质基本补偿和水质变化

补偿作为补偿标准。水质基本补偿方

面，在国家规定Ⅲ类水质标准基础上，

刘庄国控断面水质年均值每改善一个水

质类别，山东省给予河南省6 0 0 0万元补

偿资金；每恶化一个水质类别，河南省

给予山东省6 0 0 0万元补偿资金。水质变

化补偿方面，将刘庄国控断面COD、氨

氮、总磷 3项关键污染物年度指数与上

年相比，每下降 1个百分点，山东省给

予河南省1 0 0万元补偿；每上升1个百分

点，河南省给予山东省100万元补偿。

从省际出发，山东全面推动各市完

成县际横向生态补偿协议工作，实现县

际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全覆盖。

山东明确各市政府是建立辖区内横

向生态补偿机制的责任主体，负责协调

上下游县(市、区)签订横向生态补偿协议

并督促落实，将具有跨界属性的河湖纳

入横向生态补偿范围。跨市界的县际横

向生态补偿协议的签订，由相关市政府

组织并监督有关县(市、区)落实。

将流域跨界断面水质类别或者特征

因子浓度值作为补偿基准。流域跨界断

面水质只能更好、不能变坏，国家、

省、市已确定水质目标的，补偿基准不

得低于目标要求；未确定目标的，补偿

基准由省或市级生态环境部门确定。

补偿方式上，原则上以资金补偿为

主，补偿资金主要用于辖区内流域生态环

境保护治理与水污染防治等。同时鼓励各

市根据实际需求，积极探索对口协作、产

业转移、人才培训、共建园区等其他补偿

方式。每个断面年度协议补偿资金额度原

则上不低于1000万元。断面上游或者下游

为界河的，补偿金额由左右岸县(市、区)平

均分配或者由上级部门审核确定。

部门协力推进

横向生态补偿落地

8月20日，省级召开全省流域横向生

态补偿工作机制推进视频会议，就建立

全省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做出具体安

排，确保相关补偿协议按照省委、省政

府确定的时间节点全面签订完成。

为强化激励约束，山东还将把流域

横向生态补偿工作纳入对各市高质量发

展综合绩效考核内容。省级加强对各市

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建立实施情况的调度

督导，对工作进展慢、落实不力的予以

通报，对推进工作成效突出的市给予奖

励，在安排相关环境保护专项资金时对

跨界断面数量多、财政困难的县(市、区)

给予重点倾斜。

此外，山东把各地之间协议签订与监

测网络建设运维、协同保护治理、联合交

叉执法、项目环评会商、污染应急处置等

工作统筹考虑、一体推进，真正形成责任

清晰、合作共建的流域保护和治理长效机

制，促进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纵横结合推进

水生态补偿落地落实

山东在探索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方面

一直走在全国前列。

从2007年起，山东开始在南水北调黄

河以南段及省辖淮河流域、小清河流域、

大汶河流域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工作。

2019年山东出台《山东省地表水环境

质量生态补偿办法》，建立了省市间纵

向补偿(赔偿)机制。2020年底，山东又对

地表水生态补偿办法进行修订完善，进

一步增强政策可操作性。

此次实施县际间流域横向生态补偿

全覆盖，是山东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作出的一项重大工作部署，也是落实

中办、国办《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

度改革的意见》的具体实践。

可以说，通过县际横向生态补偿协

议的签订工作，不仅全面梳理清楚跨界

河流的基本情况、分清了治污责任，更

是统一了上下游的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

的思想认识，提升了联防联控的自觉性

和主动性，对我省深入打好碧水保卫

战、实现河湖水质持续改善具有极其重

要的现实意义和典型意义。

截至目前，山东已建立起涵盖空气、

地表水、海洋、自然保护区等领域的纵向

生态补偿及纵横结合的流域生态补偿体

系，实现环境质量“谁改善、谁受益；谁

污染、谁付费”，大大激励了地方政府加

快环境质量改善步伐，有效推动了污染防

治攻坚战环境质量约束性指标的提前完

成。

山东建起纵横结合的流域生态补偿体系

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是落实生态
保护权责、调动各方参与生态保护
积极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手段。

今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生态保
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从完善
分类补偿制度、健全综合补偿制
度、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等方面，明
确了我国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
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这份“十四
五”开局之年关于生态保护补偿制
度改革的重磅文件，立足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对未来15年
生态保护补偿制度进行了全局谋划
和系统设计。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⑥⑥

①落日余辉下宽阔的小清河水面

——— 山东省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供图

②淄博马踏湖美丽风光 □摄影：钟福生

③黄河入海口黄蓝奇观 □摄影：赵文昌

④滨州北沙河落日 □摄影：马延忠

⑤德州秀美减河 □摄影：郑文景

⑥蒙阴县云蒙湖支流东汶河

——— 山东省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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