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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２００９年修订《可再生能源法》时把专项资金纳入基金的一个组成部分。根据有关部门解释，由“资金”变为“基金”有助于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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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为保持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大力发展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被确定为中
国重大战略选择。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基金具有政府公益性基金的法律属性。中国应当根据其法律

属性，本着“以人为本、平衡协调和社会责任本位”的人文理念，尽快建立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制度，

并从基金的管理机构设置、渠道来源、分配、公示、监管等实体及程序方面出台相关的规范性文件，为促进新能

源与可再生能源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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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在能源及环保问题日益突出的当今世界，新
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与利用受到各国政府

的高度重视。在中国，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行业

发展方兴未艾，但资金的投入不足已成为制约其

发展的重要障碍。目前该行业不是一个充分竞

争的领域，加上前期的投入大、效益低，导致其无

法仅依靠市场在短期内实现规模化、效益化的目

标。因此，世界各国政府大多采用专项基金、税

收、财政补贴等多种激励机制来促进其发展。

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加大了对
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的设置力度。实践证明，这

是行之有效的激励举措。中国自建国以来一向

重视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先后颁布

了一系列涉及发展专项基金的法律法规。２１世
纪以来，２００５年颁布的《可再生能源法》第２４条

规定国家财政设立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资金，用

于支持特定的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项目。２００６
年财政部发布《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资金管理

暂行办法》。随后云南省等地方政府先后出台

了相应的专项资金管理办法。２００８年财政部印
发《风力发电设备产业化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

法》。２００９年１２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可再
生能源法》四年来的实施情况，对其进行了修

改。２０１０年４月财政部又小范围内公开《可再
生能源专项基金①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可以

说，中国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基金立法

已取得重要成就，初步建立起建筑应用、风力发

电、农村沼气等专项基金管理体系。据报道，

２０１０年中央投入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基
金达２０９亿元，其中中央预算安排的专项资金
１０９亿，与２００９年相比增长３８％；可再生能源电
价附加收入１００亿元［１］。在中央政府的带动下，

地方政府也纷纷设立发展基金用于支持新能源

与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为更好地使用这笔



政府经费，使其规范化、科学化、效益化，需要我

们进一步完善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基金

制度。本文就中国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发展基

金的性质与制度设计问题作初步探究。

　　二、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发展
基金的法律性质

　　 正确定位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的
法律性质，有助于准确把握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

发展基金制度的定位，进而设计出科学合理的相

关法律制度。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一般具有投

入大、投资期长、见效慢等特点，尤其是在发展起

步阶段，如果没有政府的扶持很难快速形成规模

并产业化。政府通过设立基金，以引导产业资本

的投入方向、降低企业的成本、完善相关制度等

方式来促进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这在某

种程度上也是政府的经济调控手段之一。

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的定位是政

府公益性基金，还是产业投资性基金？学界尚存

争议。笔者认为，政府性基金与产业投资基金存

在较大差别：首先，从概念来看，政府性基金是指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根据法律、行政法规

和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的规定，为支持特定公

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发展，向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无偿征收的具有专项用途的财政资

金。①产业投资基金是指一种对未上市企业进行

股权投资和提供经营管理服务的利益共享、风险

共担的集合投资制度，即通过向多数投资者发行

基金份额设立基金公司，由基金公司自任基金管

理人或另行委托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资产，委托

基金托管人托管基金资产，从事创业投资、企业

重组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等实业投资。②其次，

从基金的资金来源渠道看，政府性基金来自无偿

征收的财政资金，而产业投资基金的资金则来自

公众投资者的投资；从投资回报的角度看，政府

性基金以无偿资助及低息贷款等形式使用，其经

济回报极低或为零甚至为负，但具有较高的公益

性价值。产业投资基金则需要以现金等形式对

投资者分红，谋求利润，这也是其存在的基础及

追求。最后，从资金投入使用范围来看，政府性

基金支持特定公共基础设施与公共事业发展，而

产业投资基金则主要支持股权投资、杠杆融资及

企业重组等。此外，政府性基金与产业投资基金

在组织形式、风险承担、运作程序等诸多方面也

存在明显区别。根据《可再生能源法》（２００９）第
２４条第２款规定的发展专项基金的使用范围来
看，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除用于补偿电网企业高

额收购可再生能源发电费用以及补偿国家投资

或补贴建设的公共可再生能源独立电力系统合

理的运行和管理费用超出销售电价的部分外，还

以无偿资助、低息贷款等形式用于支持以下事

项：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科学技术研究、标准

制定和示范工程；农村、牧区的可再生能源利用

项目；偏远地区和海岛可再生能源独立电力系统

建设；可再生能源的资源勘察、评价和相关信息

系统建设；促进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设备的本地

化生产。此外，电网企业为收购可再生能源电量

而支付的接网费用以及其他相关费用，电网企业

不能通过销售电价回收的，可以申请可再生能源

发展基金补助。

　　从上述两类基金的区别及《可再生能源法》
规定的基金用途来看，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发展

专项基金的定位应该是政府性公益基金。③虽然

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基金与产业投资

基金存在本质的不同，但并不妨碍这两种基金并

存，以各自不同的功能方式促进新能源与可再生

能源的发展。在美国，能源政府性公益基金、产

业投资基金等各类基金达十余种。因此，建议政

府在设立发展专项基金的同时，可以考虑鼓励社

会筹集资金发行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产业投资

基金，但由于篇幅所限后者的制度设计不在本文

探讨。

综上，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是国

家在诸多激励机制中的一种重要调整手段，是政

府公益性基金。该基金制度属于促进型经济法

范畴，其调整目标是通过积极的鼓励手段（无偿

　　①财政部《政府性基金管理暂行办法》（２０１０）第２条。

　　②国家计划委员会《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草案）第２条。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２００９年修正）。ｈｔｔｐ：／／ｓｉｋａｏ．ｓｔｕｄｙｅ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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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低息贷款等手段）来促进新能源与可再生

能源健康、稳定地发展。

　　三、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发展基
金的实体法律制度构建

　　 过程管理学派的鼻祖法约尔将管理分为五
大核心职能，即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２］。

中国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基金征收使用的管理，

大体也应遵循上述过程管理的思路。本着“以人

为本、平衡协调和社会责任本位”的人文理

念［３～４］，根据其法律性质，从经济法律关系及民

事法律关系两方面设计好如下制度：基金来源渠

道（如何征收）、谁管理、给谁使用、预算、使用、监

督、绩效考核以及与其他激励机制的协调等。从

外部关系看，专项基金是诸多可再生能源激励手

段（如税收、政府采购、金融、财政补贴等）之一，

因此需要协调好基金与其他激励手段的关系。

专项基金相对更为稳定，更为直接有效，能更快

地促进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完善并推向市场。以

税收为例，税收杠杆除了有经济影响（促进或抑

制）之外，还起着重要的宏观调控职能，直接反映

国家的政策导向。基金则间接地体现了政府对

具体某类可再生能源的引导、直接的鼓励促进，

在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的建立以及加

强科学研究、技术完善推广方面更有着无可替代

的作用。因此，需要根据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长

远规划要求，在总体目标与各类既定细化目标及

财政预算的经济总量范围内，合理限定各类激励

手段的支出额度。其次从完善专项基金内部制

度而言，重点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① ＄３０ＢＬｏａｎＰｒｏｇｒａｍ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ｆｏｒ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ＥｎｅｒｇｙＴｕｒｎａｒｏｕｎｄ．［ＥＢ／ＯＬ］［２００９－１－２２］．ｈｔｔｐ：／／ｓｌｏｇａｎｓ．ｂｌｏｇｂｕｓ．ｃｏｍ／ｌｏｇｓ／

７３６９７５０９．ｈｔｍｌ

②ＥａｓｔＬｏｎｄｏｎＧａｉｎｓ？１００ＭｉｌｌｉｏｎＧｒｅｅｎＦｕｎｄ．［ＥＢ／ＯＬ］［２０１０－０１－１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ｃｏｓｅｅｄ．ｏｒｇ／ｅｎ／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ｏｔｈｅｒ－ｉｎｄｕｓ

ｔｒｉｅ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６－ｏｔｈｅ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５０１７－Ｅａｓｔ－Ｌｏｎｄｏｎ－ｇａｉｎｓ－？１００－ｍｉｌｌｉｏｎ－ｇｒｅｅｎ－ｆｕｎｄ

③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ｓＢｕｄｇｅｔ－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ＥｎｅｒｇｙＦｕｔｕｒｅＦｕｎｄ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ｄ．［ＥＢ／ＯＬ］［２０１０－０６－０９］．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ｎｅｒｇｙｍａｔｔｅｒｓ．ｃｏｍ．ａｕ／

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ｍａｉｎ＿ｐａｇｅ＝ｎｅｗ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ｄ＝８７９

　　一是基金来源的法律保障。为保障可再生
能源基金有效地运作，起到良好的杠杆与示范效

应，就必须确保基金规模适度。从国际上看，专

项基金的征收规模一般为零售电量收入的

１％～４％。各国通过各种形式来确保基金的规
模。金融危机爆发后，２００９年７月９日美国财政
部和能源局联合宣布，将从年初国会批准通过的

７８７０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中拨付３０亿美元设
立可再生能源政府专项基金，直接以现金而非税

收的方式拨付给符合条件的美国企业。①直接拨

付现金的方式有效缓解了美国可再生能源企业

因信贷困难而发展无力的局面。英国是较早对

气候变化采取应对措施的国家。２００１年英国开
始征收“气候变化税”，并以此税收收入设立碳基

金［５］。２００６年开始该基金计划在５～８年内投资
５亿英镑左右的资金用于投资可再生能源项目。
除英国中央政府外，地方政府也很重视可再生能

源的发展。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５日，伦敦市长宣布建
立１亿英镑的绿色基金。②２０１０年５月澳大利亚
联邦政府宣布从财政预算中拨付６．５２亿美元设
立可再生能源政府未来基金，同时另外拨付２亿
美元作为关键技能培训的投资基金。③该基金的

目的在于鼓励民间资本和政府加强合作，吸引更

多资金投入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从上述国

家的情况来看，专项基金的征收渠道一般有三种

模式：财政拨款、征收特别税及征收电力附加费。

相比而言，电力附加费规模稳定且易被社会接

受，因此成为现今西方主要国家如美国、德国等

广泛采纳的一种形式。中国对可再生能源经费

投入的法律保障方面逐步增强，《可再生能源法》

（２００５）规定了国家从财政收入中拨付经费设立
可再生能源专项资金，２００９年修订该法时又增加
规定对上述专项资金与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等

设立专项基金。该规定大幅度地扩大了可再生

能源投入的经费规模，根据《可再生能源电价附

加收入调配暂行办法》（发改价格［２００７］４４）的
规定，每度电收取４厘的可再生能源附加，今后
每年的收取规模在１００亿左右。这大大缓解了
中国能源年投资额达１０００亿元以上而可再生能
源领域却资金严重匮乏的尴尬局面。新的《可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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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能源法》第２４条规定：“国家财政设立可再生
能源发展基金，资金来源包括国家财政年度安排

的专项资金和依法征收的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

收入等。”“等”字表明，基金的投入来源不限于

上述两项，这就为国家根据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需

要进一步扩大规模提供了立法空间。该修订条

款是可再生能源立法的重要成就，也反映了国家

发展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决心和力度。由于

财政拨款的渠道并不稳定，又受制于国家经济发

展的状况，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可视为主要的渠

道来源。此外，建议国家完善能源税法体系，按

照一定比例提取能源税或其中某个税种的收入

作为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的经费来源

渠道［５］。

二是基金的使用范围。根据《可再生能源

法》第２４条的规定，目前中国可再生能源基金主
要以无偿资助或低息贷款等形式用于补偿相关

成本支出及支持五类特定的项目，这固然本着经

济边际效益最大化原则把资金花费在产出效应

明显的项目。但在相关规定中，还是应把基金的

使用范围予以科学界定，这样才能使可再生能源

发展基金名副其实。英国碳基金的定位表现在

两个方面：一是为企业提供技术、管理等方案以

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二是直接股权投资，开拓低

碳市场［６］。有学者认为，该专项基金应主要用于

技术研发、推广示范、宣传培训、产业发展推进等

方面［７］。但还不应仅限于此，加强中国新能源与

可再生能源领域专业人才培养也是不容忽视的

重要方面，当前专业人才匮乏已成为制约该行业

发展的重要阻力，这一方面应有所加强。

三是基金的管理模式。在解决了专项基金

的资金来源后，专项基金涉及到谁决定、谁使用、

谁监督的问题。“谁决定”即谁有权把专项基金

拨付给谁使用。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基金管理存

在政府管理型、公司管理型、独立的非政府机构

管理型、混合型等四种模式。每种模式的制度价

值各有优劣。美国专项基金的管理，上述模式都

存在。如加州的电力重组法（州众议院１８９０号
议案）授权州能源委员会管理该州可再生能源发

展公益基金。英国碳基金则是公司型，其董事会

成员既有政府官员，又有企业代表、学者等。碳

基金的经费开支、投资、工作人员的工资奖金等

由董事会决定，而政府并不干预。但总体来说，

政府管理的基金占据主导地位。中国目前采取

的是政府管理模式，但对专项基金主体制度规定

不完善，各自为政，责任不清。从目前公布的资

料看，财政部、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等政府部

门，均设立过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项目。财政部

颁布的《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

法》将管理权授予了财政部，《可再生能源专项基

金管理办法》（草案）亦是如此规定。财政部门

专长于财务资金的管理，而对于新能源与可再生

能源细分行业、企业或项目的价值、前景等专业

问题而言，相关的能源局等行业主管部门、行业

协会、专家等可能更为了解。因此，由财政部门

一家决定专项基金的审批管理权，颇有些外行管

内行的嫌疑。《可再生能源法》（２００９）第 ２４条
第４款规定：“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征收使用管
理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国务院能

源、价格主管部门制定。”因此，财政部已有管理

办法或草案都是与上述条款规定精神相违背的。

财政部是大管家，是管财而不是管事。否则，必

将“种了别人的田，而荒了自己的地”。准确地界

定专项基金征收使用中政府职能部门的职权职

责，是非常必要的。建议成立专项基金管理委员

会，使其成为国家能源委员会下属经济激励委员

会的一个专门委员会。其成员可由财政部、国家

能源局、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及相关行业的国

家管理职能部门、专家、行业协会及电力公司等

企业的代表组成。由该委员会负责专项基金的

规划、批准等工作，秘书处负责日常管理等工作，

财政部负责基金的使用监督，国家能源局负责组

织绩效考核，争议问题由管理委员会最终裁定。

在地方政府层面设置相应一级专项基金管理委

员会，管理从可再生能源基金中所分配到的地方

部分以及地方政府筹集到的用于发展可再生能

源的资金。

四是基金的存续年限。新能源与可再生能

源具有明显的外部性与公益性等特点，这决定了

基金的存续年限较长。国外可再生能源基金期

限通常在五年以上［８］，对基金的存续期限采纳事

先设定，然后对专项基金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

以决定是否予以继续征收的办法。如美国加州

的可再生能源公益基金开始时设定为四年，后由

于能源危机又通过法案决定延续十年。中国对

可再生能源基金的存续期限没有明确规定。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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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财综［２０１０］８０号文件《政府性基金管理暂行
办法》第１２条第２款的规定：“因客观情况发生
变化，对不宜再继续征收的政府性基金，由财政

部按照规定程序报请国务院予以撤销，或者按照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程序予以撤销。”该条款把期

限长短的决定权授予财政部。根据可再生能源

发展基金的性质，从有效激励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及保障相关主体（如投资者、企业等）的信赖利益

的角度来看，存续的期限可明确规定。根据中国

发展规划的制定时间及国外的经验，五年的期限

是比较可取的时间安排。当然，根据这五年间的

实施效果情况及实际需要，可报国务院国家能源

委员会决定是否延续。

五是专项基金法律主体的权利及义务。就

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基金而言，存在两类主体之

间的法律关系：作为经济法主体的专项基金管理

委员会及基金使用人在基金设置、渠道来源、监

管等经济法律关系，以及作为平等主体的基金管

理委员会与基金使用人在基金使用等方面的民

事法律关系。因此，对于负责专项基金管理的委

员会具有法律规定的权利与义务，主要包括如下

内容：对于基金管理委员会而言，依法行使职权，

享有要求资助对象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及申请书

或补充约定的条款使用专项基金、检查监督等权

利，同时承担按规定无偿拨付经费或提供贷款优

惠等义务；对申请人而言，享有按照规定或约定

要求国家财政部门提供资助以及因此所获得的

财产权等权利，同时承担按照规定或约定使用经

费以及接受监督检查等附随义务。

　　四、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发展基
金的主要程序法律制度设计

　　 实体法律制度的价值实现，离不开完善的
程序设计。就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基金而言，笔

者认为应重点完善以下程序制度。

（一）基金的分配

目前，专项基金预算管理环节薄弱，针对可

再生能源基金的使用尚缺乏有效而长远的规划。

专项经费如何高效率地使用？目前可支持的新

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项目和类别有很多，其中有

轻重缓急之分。对于扶持项目，专项基金以什么

标准、以多大比例分配到各类项目中去？这还没

有统一规划，除部分进行了竞争性招标外，不少

尚处于有钱就花出去、谁争取了给谁的局面，为

“跑部钱进”等权力寻租现象提供了生存土壤。

英国《非化石燃料公约》是支持该国可再生能源

的主要措施，该公约规定以招投标方式对所选择

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进行资助。国际上专项

基金一般以无偿资助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基

础设施开发、低息贷款、风险投资、①价格补贴等

形式使用。至于基金分配，各国都比较重视规划

预算，通常采纳竞争性招标等手段。中国在基金

的分配方面，首先应根据《可再生能源法》及可再

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的规定及要求，确定分配

原则，突出重点，“把蛋糕切好切细”，这是保证资

金得以高效使用的基础。其次，完善新能源与可

再生能源专项基金的预算、分配工作，增强预算

的透明度和约束力。本着“以收定支、专款专用、

结余结转使用”原则，加强基金的预算工作。再

次，应强调预算权威性，非经法定程序不得擅自

调整，完善相关法律责任［９］。强化专项基金预算

和监督职能，同时发挥资源配置的功能。最后，

在基金的分配上，建议采纳竞争性招标的方式为

主，申报在先、协商为辅的原则，尽量让有限的资

金实现边际效益最大化，保证公平。

（二）基金的评审

实践中，基金项目的评审通常采取三种模

式：第一种模式是政府决策型，即由相关的政府

部门根据其职权通过比较筛选，直接赋予某企

业；第二种模式是专家决策型，即邀请相关领域

的专家通过投票表决方式，择优扶持；第三种模

式是政府及专家混合型，即政府部门在专家论证

的基础上，再进行决定。三种模式各有优劣，考

虑到政府部门对于法律、政策的把握较为擅长，

而专家对能源领域的技术、市场等方面理解更为

深刻，第三种模式可作为一般情况下的首选。

（三）基金的公示

公示制度的本意是按照公平正义的原则，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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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专项基金的有效使用，防止暗箱操作，以损害

国家公共利益以及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保证公平

竞争。目前中国已初步建立了专项基金公示制

度，如《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专项资金管理暂行

办法》等有关规定，财政部、建设部确定的可再生

能源建筑应用示范项目名单均进行了公示。但

就公示制度本身而言，需要公示的不仅是结果，

而且是专项基金征收使用的整个流程。此外，在

公示的传媒渠道上，过于分散。因此，应进一步

完善公示的内容及程序，具体来说：第一，扩大基

金公示的内容范围，基金的来源渠道、评审、使

用、考核等多个方面的信息，在不违反国家相关

的保密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均应尽可能翔实地予

以公开，接受社会监督与质询；第二，管理委员会

的委员名单及评审委员会的专家名单应该公开，

后者至少在评审结果公布时应公开；第三，评审

的办法应事先公开，其应包含资助规模、重点对

象、原则、标准、流程等；第四，应建立统一的公示

媒体渠道。如在经济激励委员会网站上另辟专

栏，专门公布专项基金的预算、使用及资助等情

况，这样有助于社会及公民全面、及时、有效地了

解并监督专项基金的使用情况。

（四）基金的监管

无论采用何种模式管理基金，各国大多很重

视基金的监管。监管制度的设计主要围绕两方

面：一是对掌握基金管理权的机构及职员的监

管，主要侧重于是否按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行使

管理权；二是对资助对象的监管，主要侧重于是

否按照申请的用途及方式使用资金。重点在于

第二点，主要表现在基金的绩效考核。投入当然

需要见成效，这也是检验基金设置价值的根本所

在。目前新能源与可再生专项基金的绩效考核

主要体现在资金拨付的过程中，如２００６年财政
部下达专项资金补贴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时实

际的做法［１０］是：先拨付５０％的资金到地方财政
部门，由当地建设主管部门对完成的示范项目进

行评估考核，财政部对于考核合格的项目再拨付

剩余的５０％经费。考核合格与否的决定权在地
方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手中。在地方利益普遍存

在的大背景下，地方主管部门能否客观、公正地

进行考核，这存在某种不确定性。此外，根据《可

再生能源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第２０条
的规定，国务院财政部门和国务院归口管理部门

对发展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不定期检查。

但什么是不定期？一年检查两三次，还是两三年

检查一次？此外，财政部门与归口管理部门的责

权不明确，为以后推卸责任留下隐患。可以看

出，财政部门对专项资金的监管主要体现在项目

的申请阶段，其后对于资金的使用方面监管力度

较弱。也就是说，只要申请得到批准后，资金使

用主动权在于申请方。只问结果，即考核是否合

格：合格的继续拨付资金，但问题在于如果考核

不合格，尤其是不按照项目申请书的规定执行，

或者使用过程中存在过错、甚至挪用以及存在欺

诈等情况，已拨付的经费如何处理？上述暂行办

法的第２２条规定，对以虚报、冒领等手段骗取、
截留、挪用发展专项资金的，除按国家有关规定

给予行政处罚外，必须将已拨付的发展专项资金

全额收回上缴中央财政。此条也存在不足之处：

对于在使用专项资金的过程中，存在故意或重大

过失的情形如何处理？此外收缴款原本属于专

项基金的一部分，上缴中央财政是否妥当？等等

诸如此类的问题，其根源在于未能充分贯彻责、

权、利、效相统一的基本原则。

　　根据此原则，本文认为在监管制度的设计
上：首先，对于监管者应厘清专项基金管理委员

会及委员的职权职责，重点监督其行使权力是否

按照法定的内容及程序行使，注重决策效率。对

于故意或者重大故失的专家或评审人员，除取消

其资格外，还应追究其相关责任；其次，加强对基

金使用者的使用监督，尤其是绩效监管。近年来

中国财政资金日趋紧张，投入新能源与可再生能

源的经费有限，必须把专项基金的投入与产出作

为首要因素来考虑，并以此作为考核的一个重要

指标。加强对专项基金使用的监管，完善事前、

事中、事后监管制度。事前监管即在申请阶段，

认真考察申请方的资质以及实际情况，建立现场

调查制度以防止不具备相应条件的企业或个人

弄虚作假申报。事中监管，建议在遵循独立性的

基础上由中央及地方的财政部门、相关部委行

局、专家等组成联合检查组，检查时间可定为期

中，主要检查点为项目计划的执行、基金费用的

使用、成果的实践及理论价值等方面。事后监

管，即由上述检查组在项目完成两年内对上述项

目的成果应用价值的进一步核实。对于考核结

果优秀的资助对象，加大投入，并在以后资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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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考虑。同时，对于不按照批准的申请书约定

使用专项经费以及存在过错或欺诈的情形，建立

完善的追讨及违约赔偿制度，相应资金应注入新

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专项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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