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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环境重大工程项目是中国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实施的重要抓手，工程实施与管理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是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确保项目发挥环境效益的关键，因此，系统构建生态环境保护重大工程项目管理制度具

有必要性和现实意义。结合国家现行政策，在实际调研的基础上，梳理了现有生态环境保护重大工程项目管理

制度，分析了地方重大工程项目管理现状，识别了目前生态环境保护重大工程项目管理的存在问题，据此提出

了完善生态环境保护重大工程项目制度的建议框架，以期为实现新时代生态环境保护目标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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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保护重大工程项目，是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编制、经国务院批准

并公布实施的国家 5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中提出的重大工程项目，以及通过专项规划、地方规划

支撑前者落地的重大工程项目。重大工程项目实施与管理是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确保工程项目发

挥环境效益的关键。以重大环境工程项目为抓手，以大环保工程带动大治理，推动环境质量改善

和污染减排目标的实现，是实施 5年国家环境保护规划的重要支撑 [1]，重大工程项目管理水平的高

低也直接关系到重大工程项目投资建设的成败。因此，系统构建生态环境保护重大工程项目管理

制度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意义。

目前，国际上广为流行的工程项目管理知识体系主要有项目管理知识体系 (project management
body of knowledge，PMBOK)、受控环境下的项目 (project in controlled environment，PRINCE)和国际

项目管理资质标准 (international competence baseline，ICB)[2]。重大工程项目普遍实施以结果到导向

的项目全过程管理，如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经过 30多年的实践建立起的绩效管理体系，

包含项目设计与监测框架、项目执行机构/实施机构的监测和评价、项目绩效报告、项目完工报告

和项目绩效评价报告，涵盖了从项目设计与准备项目实施、一直到项目完工后的每个阶段，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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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有层次、有逻辑的管理体系[3-5]。

目前，我国针对生态环境重大工程项目管理的研究较少，特别是针对生态重大工程管理制度

的成果处于短板状态。本研究旨在丰富该领域急需的相关产出成果，集中解决如何总结与发展国

际通行的理论和方法等问题，以期为我国生态环境重大工程项目制度决策提供科学、合理的建

议；通过资料分析、实地调研并结合工作经验，总结当前生态环境保护重大工程项目管理现状、

问题，基于现有项目管理制度，借鉴国际经验提出完善我国生态环境保护重大工程项目制度的建议。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重大工程项目管理制度与经验

为贯彻落实“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部署，党中央、国务院出

台了一系列财政资金使用配套制度，相继印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

五年规划纲要》《“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上述规划计划确

定了一批重点生态环境保护工程。为确保实现“十三五”时期国家相关规划计划目标，生态环境部

陆续印发了一系列文件、建立了一系列行业管理制度，强化了与国家规划计划相关重点任务和重

大环境治理工程的衔接，细化了国家相关规划计划确定的重点生态环境保护工程项目，全力推动

生态环境重大工程项目实施。这些管理制度主要集中在环保投资项目领域，主要有项目储备制

度、调度通报制度、监督检查制度和绩效评价制度。

1.1    项目储备制度

开展中央环保投资项目储备库建设是规范中央环保专项资金和地方资金投向的重要方式。

2016年，原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十三五”环保投资项目储备库建设工作的通知》(环
办规财 [2016]26号)，要求各省市按照本行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相关规划，结合项目实

施基础，统筹安排重大环境保护项目实施 [2]，项目储备库建设制度逐步得到落实。自 2016年启动

以来，生态环境部每年都会开展中央水污染防治项目储备库建设工作。2017年，为进一步提高环

境治理保护项目储备工作质量，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治理保护项目储备库建设

工作的通知》(环办规财 [2017]19号)，要求各省 (区、市)环保部门进一步加强项目前期工作，对入

库项目按照成熟度实行 A、B、C 3类管理，并及时对项目储备库进行动态更新，形成建设一批、

补充一批、退出一批的良性循环机制。其中：A类项目指已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核准通知

书、备案通知书或实施方案批复等的项目；B类项目指已完成项目建议书批复，但未完成可行性

研究报告批复或实施方案批复等的项目；C类项目指 A类和 B类以外的其他项目。A类和 B类项

目可纳入中央储备库，获得中央财政资金支持[6]。

2018年，生态环境部印发了《关于开展 2018年度大气、土壤污染防治和农村环境整治中央项

目储备库建设的通知》(环办规财函 [2018]37号)，开展大气污染防治项目、土壤污染防治项目和农

村环境整治启动项目储备库建设工作。2019年 5月，生态环境部印发了《关于开展 2019年度中央

环保投资项目储备库建设的通知》(环办科财函 [2019]474号)，组织开展 2019年度大气、水、土壤

污染防治、农村环境整治、海岛及海域保护资金项目储备库建设。目前，项目储备库建设已经覆

盖所有中央财政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截至 2019年 10月底，各类环保投资项目储备库中项目共

计 10 637个，总投资 6.887×1011 元，为后续项目实施夯实了工作基础。

1.2    调度及通报制度

为及时掌握资金执行及项目实施进度，生态环境部对各类中央财政环保专项资金及项目实行

调度制度，要求地方按季度上报预算执行情况、资金支持项目的建设进度情况等，并对预算执行

进度缓慢的省 (区、市)进行通报。针对 2018年第一季度专项资金的预算执行，生态环境部印发

《关于 2018年第一季度中央环保专项资金预算执行情况的通报》(环办规财函 [2018]300号)，督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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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预算执行与项目进展缓慢问题的省份加快推进预算资金和项目实施，及时发挥资金效益。

1.3    监督检查制度

自 2017年以来，生态环境部每年委托技术支撑单位开展专项资金监督检查。监督检查内容主

要包括专项资金分配和监管总体情况、项目实施管理情况、资金使用情况、项目绩效情况等。其

中，2018年生态环境部针对水、大气、土壤污染防治以及农村环境整治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全面开

展监督检查，重点检查了 2016—2017年获得中央环保专项资金支持项目的专项资金分配和监管的

总体情况,包括项目立项、实施、工程建设及竣工验收情况、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和项目实施绩效情

况等，共涉及相关项目 164个，中央环保专项资金 2.668×109 元。生态环境部对检查中发现的共性

问题进行总结、分析、汇报，提出加强专项资金管理的意见建议，地方根据发现的问题开展了整

改落实。

1.4    绩效评价制度

为强化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管理，财政部和原环境保护部联合印发了《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

绩效评价办法》(财建 [2016]864号)(以下简称《办法》)，规定了绩效目标申报表、评价内容与方

法、评价程序以及结果应用等。绩效评价由财政部会同环境保护部统一组织、分级实施。绩效评

价的主要内容包括专项资金支持项目完成情况、专项资金管理、年度方案绩效目标设定及完成情

况等方面，并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资金安排的重要因素。

2018年以来，生态环境部配合财政部先后组织下达水污染防治、土壤污染防治和农村环境整

治资金的省份开展了资金绩效自评价，编制了各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目前，按照《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和《财政部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

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的通知》(财预 [2018]167号)要求，生态环境部积极编制中央财政环保

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办法，完善绩效评价制度。

绩效评价的结果也得到了积极推进应用。2018年，生态环境部对已纳入中央财政支持的北方

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试点的 35个城市进行了绩效评价，根据报告内容，2019年继续给予这些城市以

支持。在进行 2018年度、2019年度水污染防治资金安排时，将年度绩效评价结果、《水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考核结果作为一项重要因素，根据相关结果进行奖优惩劣。

1.5    管理制度建设经验

全过程资金监管制度是制度建设中的重点，应逐步建立并完善。在进行向前延伸事前指导项

目提炼的过程中，通过中央环保项目储备库建设，加强前期项目把关，择优筛选与环境质量改善

直接相关的项目纳入中央项目储备库，并明确中央资金原则上对中央储备库内完成可研及以上批

复的项目进行支持，确保资金到位后，项目即能启动建设；通过事中进展调度、监督检查等，督

促项目建设及资金执行进度，确保资金合理合规使用，加之事后的年度资金绩效评价，对资金管

理形成了闭环管理，以解决问题到导向建立来健全管理制度。针对过去专项资金预算执行率不

高、项目实施缓慢、对污染防治支撑作用不强的问题，建设中央环保投资项目储备库制度：一方

面夯实中央环保投资项目前期实施基础，确保专项资金下达前项目能够完成前期准备工作，避免

项目实施中反复调整和“钱等项目”的问题，加快预算执行与项目实施；另一方面，强化对污染防

治攻坚的支撑，确保资金投向和污染防治攻坚任务相一致，与资金支持的重点范围相一致，提高

资金使用效益[7]。

通过项目实践，不断探索并完善管理制度。在项目储备库建设方面，先从水污染防治专项资

金入手，等制度以及流程优化完善后，逐步推广到其他专项资金。在监督检查方面，2017年先选

择了部分省份开始监督检查工作，2018―2019年逐步扩大监督检查覆盖面。

积极吸收借鉴其他部门管理经验，完善制度建设。在监督检查制度建设过程中，主动学习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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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部稽查管理制度、经验，在充分吸收借鉴基础上，结合生态环境项目特点和现有管理情况，建

立生态环境部门的监督检查制度。

2    地方重大工程项目管理的现状

2.1    在专项规划和市县规划中细化落实重大工程项目

河北省、山西省、江苏省、浙江省、广东省和四川省等省份的重大工程项目均以专栏形式列

入生态环境保护“十三五”规划。按照领域分类 [8-14] 设置并细化 (见表 1)，分类情况虽有不同，但项

目内容均为方向性、任务性，不涉及具体工程，具有一定的灵活度。这些重大工程项目往往与规

划目标指标、重点任务环环相扣，针对性比较强，对于强化规划执行力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2.2    探索建立约束机制以促进重大工程项目在当地的落地实施

部分省份积极探索约束机制推进重点工程项目落地与实施。《河北省 “十三五”利用处置危险

废物污染防治规划》列出了参考项目库，将参考项目库作为全省危险废物处置项目建设和有关企

业办理危废经营许可证发放的前置条件。河北省将《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规划》重点工程

项目纳入省级环保督察任务，有力地促进了工程项目的落实实施。

部分省份充分发挥省政府、市政府的领导作用，以促进项目落地实施。山西省通过省委常委

会以及省政府常务会议落实重点规划任务及工程项目分工，落实主体责任，促进规划项目落地。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每季度调度专项资金支持项目进展情况，对项目进度进行排名，并将排名情况

反馈给各市政府，以此督促项目实施进度。

2.3    财政专项资金和绿色金融举措与各省规划相匹配

各省均将规划项目作为财政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对象，通过财政资金支持促进规划项目落地。

河北省初步实现了通过专项资金引领重大项目建设，项目建设推动规划实施的良性循环。河北省

11个城市纳入了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试点，自 2017年以来，累计投入 4.44×1010 元财政资金 (含
中央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和地方专项资金)支持试点城市实施清洁取暖改造工作，减少散煤燃烧，提

升了整个区域的空气质量，促进了河北省打赢蓝天保卫战 3年行动计划的实施。四川省在研究制

定年度专项资金支持方向时，建立了资金支持项目与规划符合性审查制度，通过严格把关，将不

符合规划要求、与规划任务联系不紧密的项目去除，确保专项资金全部投入到与规划衔接紧密的

重点项目上。

江苏省探索了与金融机构建立合作的机制。对于河道治理、城镇污水处理等项目，江苏省环

境部门和银行合作出台绿色金融举措，将列入项目库中的生态环保类项目推送给金融机构，金融

机构独立进行审贷，从而调动地方申报项目入库的积极性，促进规划项目落地实施。据江苏省统

表 1    主要省份生态环境保护重大工程项目分类

Table 1    Classification of key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projects in major provinces

省份 重大工程项目分类

河北 大气环境质量改善、水环境质量改善、土壤环境质量改善

山西
大气环境质量改善、水环境质量改善、土壤环境质量改善、生态保护与修复、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重点领域环境风险

防范、环境监管能力建设

江苏 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土壤污染防治、污染减排与综合整治、环境风险防控、生态保护与修复、环保能力建设

浙江 大气环境质量改善、水环境质量改善、土壤污染防治、环境风险防控

广东
大气污染综合防治工程、水污染综合防治工程、土壤污染防治工程、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程、生态保护与建设工程、

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控工程

四川 大气污染综合防治、水污染综合防治、土壤污染综合防治、治污减排、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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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金融机构已累计投放贷款总额 7.7×109 元，共支持污染防治、环保产业、生态保护修复和资源

循环利用等项目 155个,有力促进了规划项目的实施。

2.4    重大工程项目监管以专项资金支持项目为主

各省对重大工程项目的监管主要集中在专项资金支持项目上。湖南省在专项资金项目管理

上，规范土壤污染防治项目管理，强化专项资金项目监督，开展专项资金绩效评价等工作，但是

对规划项目缺少监管管理。广东省生态环境厅每季度调度专项资金项目进展情况。

部分省份对规划中的重大工程项目开展调度、评估和考核。山西省对重大工程项目实行调度

机制，实施过程中及时掌握工程及项目进展情况。浙江省“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明确每类重

大工程项目数量以及投资匡算金额，将投资金额作为规划中期评估内容之一。四川省把重点工程

实施同生态保护与建设规划目标、重点任务一起纳入各级政府综合考核评价体系。

3    生态环境保护重大工程项目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国家生态环境保护重大工程项目管理主要局限于使用了中央财政资金的项目管理，对

规划中明确的重大工程缺乏全面管理，各地实施环节也存在诸多问题。

3.1    重大工程项目组织管理体系尚未建立

重大工程项目管理是落实国家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任务、支撑规划目标实现的重要抓手。当

前，国家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管理主要依靠指标管理 [15]，重大工程项目管理以专项资金支持项目为

主，其他项目管理较为粗放，缺乏例行管理制度，只能在规划中期评估时通过自下而上报上数据

或文字资料，导致难以及时掌握重大工程项目实施进度，无法总结项目成效。

由于重大工程项目管理未覆盖全面、主要以专项资金项目管理为主，后者的管理主体主要是

各级的财务部门以及业务部门，负责规划编制与实施的综合部门尚未发挥作用，缺乏一个全面落

实规划实施的重大工程项目组织管理体系。

3.2    综合性规划与专项规划项目缺乏有机衔接

目前，各省《“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中的重大工程项目主要通过各类专项规划中的具

体工程项目带动落地。然而，专项规划中的项目往往通过自下而上程序产生的，并不能完全支撑

综合性规划项目落地，综合性规划项目与专项规划项目之间尚缺乏有机衔接机制。市县层面技术

支撑不足，规划项目设计与地方及国家真正需求衔接不足。部门之间、市县区规划衔接不足，部

分建设项目在实施层面因此受阻。

3.3    基层申报生态环境重大工程项目积极性不高

规划项目往往会被有关部门确定为调度、评估、考核的内容，规划项目与中央环保专项资金

支持又不完全挂钩，县级部门往往缺乏相关研究人员，项目谋划能力薄弱，导致编制规划过程中

市县申报项目的积极性不高、地方项目非常不平衡。

3.4    生态环境重大工程项目库建设难度大且项目变动较大

湖南省在“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中明确提出建立重大项目库，但由于无资金渠道或其他

激励措施的保障引导，市县缺乏重大工程项目库建设积极性，最终导致重大项目库建设难度大，

仅完成了形式上的建立。广东省、浙江省分别在“十二五”环境保护规划、“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

规划编制过程中建立了重大工程项目清单 (浙江省的项目清单并未印发，仅作为内部资料掌握)，
实施过程中存在项目变动大、执行效果不好的情况。

3.5    专项资金对规划中的重大工程项目支持力度不足

规划项目往往只是中央环保专项资金支持的重点方向之一，往往规划项目一套项目表，资金

支持项目一套表，2套项目表不能很好地衔接；加之部分地方财力有限，规划投资资金缺口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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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重大工程项目由于缺乏资金渠道落地实施难度大 [16]。根据江苏省“十三五”生态环境规划，“十
三五”期间，江苏省安排的重大工程累计完成投资约 5×1011 元，资金需求量极大，单凭中央环保专

项资金难以支持。

3.6    生态环境部门统筹协调推进重大工程项目实施难度大

根据职责划分，各级生态环境部门直接参与决策和管理的项目非常有限，发改、住建、水

利、交通等有关部门是多数项目的决策与管理主体，重大工程项目的建立、调度、监管主要分散

在其他有关部门。由于未建立起规划项目的统一监督管理机制、体系，环境部门缺少有效的项目

管理机制，统筹协调各部门推进规划项目实施的难度大。多数项目在其他部门实施，环境部门对

规划项目落地及实施的可控制性较差，工程控制能力较弱。

4    完善生态环境保护重大工程项目管理制度的建议

目前，国家以及各省《“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中的重大工程项目主要通过顶层设计产

生[17-18]，专项规划中的项目往往是通过自下而上的程序产生的，导致综合性规划项目与专项规划项

目之间尚缺乏有机衔接机制 [19]，专项规划中的项目不能完全支撑综合性规划项目落地。同时，重

大工程项目管理也是落实国家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任务、支撑规划目标实现的重要抓手。建立和完

善生态环境保护重大工程项目管理制度，加强专项规划对综合性规划的支撑，促进重大工程项目

与生态环境保护需求的衔接以及落地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充分借鉴国际重大工程项目管

理制度经验，结合当前我国规划管理特点，提出适合于我国国情的生态环境保护重大工程项目管

理制度。

4.1    加强重大工程项目组织管理体系建设

1)明确重大工程项目责任分工。生态环境保护重大工程项目涉及多个部门，为了促进管理的

协同，首先必须明确部分责任分工。生态环境部负责建立重大工程项目决策与实施机制、制度，

负责重大工程项目库的建设与管理，并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指导、监督重大工程项目的实施。地

方各级政府是重大工程项目的责任主体，统筹负责重大工程项目库的建设与实施，落实重大工程

项目实施责任分工。地方生态环境部门以及有关部门按照责任分工负责其领域内重大工程项目库

的建设与管理，有序推进重大工程项目的实施。

2)建立项目决策-实施-监管的三级管理制度体系。依据系统治理、分级分类、突出重点的原

则，建立项目决策-实施-监管管理制度体系。重大工程项目的决策与实施以解决重要生态环境保护

问题、支撑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任务实施为目标，按照行政级别和项目类型分别实施分级管理和分

类管理，地方各级政府结合区域环境特点提出本辖区重大工程项目，做到重点突出，通过重大工

程项目的实施，解决当前重要的生态环境问题。重大工程项目依托中央、省级、地市级重大工程

项目库实行项目决策-实施-监管三级制管理，各级应按照国家 5年生态环境保护编制技术大纲中重

大工程项目库的要求开展建设。

4.2    协同建立三级重大工程项目库

在规划编制过程中，按照“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确定重大工程项目库，作为

综合性规划实施的重要抓手。在国家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编制过程中，基于规划目标的实现及任务

的实施，初步建立方向性、任务性强的中央重大工程项目库，然后通过上下级生态环境部门、生

态环境部门与其他有关部门的充分沟通，确定中央、省级以及地市级重大工程项目库。三级项目

库从上到下逐步细化。其中：中央项目库中的重大工程项目具备方向性、任务性、区域的流域海

域性；省级与地市级项目库中的重大工程项目是中央项目库的逐级细化，相对具体、明确。重大

工程项目库是地方分解落实工程项目实施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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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健全重大工程项目实施保障

1)加强专项规划和综合性规划的衔接。各级环境保护部门健全相互衔接的规划体系，将重大

工程项目任务要求纳入地方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区域流域海域专项规划等进行统筹推进实施。

2)建立年度实施项目清单，以支撑重大工程项目分解与实施。根据政府年度重点工作及生态

环境规划实施情况，地方生态环境部门会同有关重大工程项目实施责任部门制订落实重大工程项

目实施的年度实施计划，明确年度进度目标，拟启动实施重点工程清单及投资需求，经逐级上

报、汇总后提交生态环境部备案。

3)建立重大工程项目资金投入保障机制。建立重大工程项目库与专项资金项目储备库衔接机

制，将重大工程项目库作为专项资金项目储备库入库指导的技术依据之一，只有项目建设内容符

合或能够支撑重大工程项目库实施的单个项目时，才有资格纳入专项资金项目储备库并给予资金

支持，否则不予入库、不能给予资金支持。生态环境部指导地方落实当年重大工程项目资金来

源，根据事权划分和相关政策要求确定项目资金渠道，积极搭建平台、渠道，促进各地采取投贷

联动、融资担保、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等方式，更好地发挥财政性资金撬动作用，提高重大

工程项目融资效率。各级生态环境部门积极与金融机构建立合作机制，将列入年度实施计划的项

目推送给金融机构。

4.4    强化重大工程项目监督管理

1)建立重大工程项目调度与通报制度。为督促重大工程项目的实施，重大工程项目实施年度

调度制度，每年结束后，生态环境部对重大工程项目实施进度、完成投资等情况开展调度，并对

重大工程项目进展缓慢的省份进行通报。各省 (区、市)均应建立重大工程项目调度制度，跟踪年

度实施项目进展情况，对进度滞后的地区及早预警通报，深入分析原因，提出更有力的推进措施。

2)实施中期评估与终期考核制度。按照国家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中期评估、终期考核时间要

求，生态环境部组织对重大工程项目开展中期评估和终期考核。中期评估内容主要包括重大工程

项目组织管理、实施进展、投资情况等。终期考核内容主要包括重大工程项目制度落实情况、任

务完成情况、投资完成情况等。评估和考核结果按照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中期评估机制、规划终期

考核机制，履行向国务院报告、向社会公布等程序，并作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

重要内容。对中期评估或终期考核结果为优秀的省 (区、市)，依托有关资金渠道给予奖励。

5    结论

1)现阶段，在中央层面，生态环境保护重大工程项目已经初步建立项目储备制度、调度通报

制度、监督检查制度和绩效评价制度等全过程监管制度，夯实工程项目实施基础，加快预算执行

与项目实施，同时强化与国家规划计划相关重点任务的衔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在地方层面，

重大工程项目主要在专项规划和市县层级规划中进一步细化，并作为财政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对

象，相应重大工程项目的监管集中在专项资金支持项目上；部分省份积极通过探索约束机制、建

立与金融机构的合作机制等方式推进重大工程项目在当地的落地与实施。

2)目前，重大工程项目管理主要集中在财政资金支持项目上，对规划中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

尚缺乏全面管理，全面的重大工程项目组织管理体系尚未建立起来。由于市县技术能力较弱、申

报重大工程项目积极性不高、部门上下沟通协调不足等原因，综合性规划与专项规划项目缺乏有

机衔接，导致重大工程项目落实不足，部分项目实施难度大、过程中变动较大。受专项资金规模

限制，重大工程项目的财政支持力度不足。另外，生态环境部门统筹协调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难度大。

3)为支撑国家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顺利实施，必须完善重大工程项目管理制度。建议加强重

大工程项目组织管理体系建设，明确重大工程项目各级政府、各级部门的责任分工，建立项目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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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实施-监管的三级管理制度体系，按照行政级别和职责分工实施分级分类管理；在规划编制过程

中，协同建立中央、省级以及地市级等三级重大工程项目库，在充分沟通、衔接基础上从上到下

逐步细化重大工程项目；健全重大工程项目实施保障，加强专项规划和综合性规划的衔接，建立

年度实施项目清单支撑重大工程项目分解与实施，建立重大工程项目资金投入保障机制；强化重

大工程项目监督管理，基于现有专项资金项目的调度制度，建立重大工程项目调度与通报制度，

并结合国家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中期评估、终期考核时间要求以及机制实施重大工程项目中期评估

与终期考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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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 eco-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projects (KEEPs) are important grasp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eco-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lanning. The scientific nature and feasibility of projects implementation
and management are key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fund use and ensure full play of environmental benefits of
those projects. Thus, it’s of necessity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systematically build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KEEPs.  In  this  study,  in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national  policies,  the  existing  management  systems  of
KEEPs  were  reviewed  based  on  actual  research,  the  current  management  situation  of  local  KEEPs  were
analyzed,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management  of  KEEPs  were  identified.  Thereafter,  the  proposed
framework for improving the KEEPs management system was provided. It is expected to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objectives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a new era.
Keywords    key engineering projects; management system; special funds; proposed framework

姚梦茵（1989—），女，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工程师。研究领域包括固

体废物污染防治、危险废物处置能力提升、项目管理等，现主要从事危险

废物污染防治、生态环境重大项目管理等技术支撑工作。

宋玲玲 (1983—)，女，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高级工程师，投资绩效研究

室主任。研究领域包括项目管理、绩效管理、清洁取暖等，长期从事专项

资金项目管理、绩效管理、清洁取暖试点管理等技术支撑工作。

 

   第 5 期 姚梦茵等：我国生态环境保护重大工程项目管理制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145    

环
境
工
程
学
报
版
权
所
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