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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政府计划中的“保护费”，于立等人表示担心。“如
果是客栈没做好，对洱海造成污染，我们可以承担责任。如
果我们尽到责任了还要收费，就要协商一下。‘方案二’在大
家承受范围内，如果按‘方案一’执行，肯定承受不起。很多
老板花三四百万才把客栈盖起来，本钱都没收回。强行实
施的话，费用最终可能转嫁到游客身上，吓跑游客。”

于立做了这样一种预测：最后，环洱海山地上的大型酒
店集群将会坐收渔翁之利，后果就是大理逐步“三亚化”，背
包客、文艺青年退出大理，大理最终变成一个纯商业度假的
目的地，人文资源消失殆尽。

外地老板的压力还来自房东涨租。过去双廊人气还不
旺时，客栈年租金3万元至9万元不等，租期15年到20年不
等，双廊火起来后，房东坐地涨租的风气严重，有的涨到20
万元一年还不满意。

刘宁说，丽江的客栈发生过遭房东泼粪驱逐的事件，他
们担心类似事件在大理上演，更担心保护费变成压死骆驼
的最后一根“稻草”。为了争取生存空间，客栈老板们通过
客栈协会向政府递交过意见书，但最后并没有说服政府官
员放弃“方案一”。

保护费争议引发社会关注后，云南省物价局收费管理
处处长范惠声通过媒体作出回应：对于类似的行政事业性
收费，论证程序复杂，收取洱海资源保护费尚处于讨论阶
段。论证结束后，物价局根据论证内容修改方案，向社会公
示五天后再上报省政府，经省政府批准方案才能施行。

于立专门翻出 2014年 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
进一步加强涉企收费管理减轻企业负担的通知》。这份文
件部署加强涉企收费管理工作，要求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
激发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活力。

对于上述通知，财政部综合司副巡视员孙燕在做客中
国政府网在线访谈时解释：“地方性法规和其他政策文件都
不能作为涉企收费基金的设立依据，地方政府无权设立新
的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项目，审批的权限上
收到中央一级。”

“洱海保护费的收取，其实和中央的精神是相悖的。”于
立把这份《通知》视为拯救客栈一根“稻草”。

（据北京青年报）

云南大理，守着四季如春的城市，在洱海边贩卖“苍山雪、洱海月”风景的
客栈老板们，正迎来行业“寒冬”。11月下旬，网曝云南省物价局和大理市正
在拟定新的洱海资源保护费（下简称“保护费”）征收方案。

根据大理市政府主张的“方案一”，临海客栈收费最高标准为每间每月2000元，这意味着，一家有10
间一线海景房的客栈，每年要交的“保护费”高达24万元，可能占到营业收入的10%左右，超出一年纳税
总和。而根据省物价局拟定的“方案二”，“保护费”标准为营业收入的2%。“方案二”因为“实现不了征收
计划”和“挤压临海客栈利润空间”的目的，被大理市弃选。

草案曝光后，客栈经营者纷纷吐槽。有经营者认为，客栈与洱海的污染源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如果
强行实施，最后或导致大批小微企业客栈倒闭。

大理拟向环洱海商户收费治污
10间海景房的小客栈每年要交24万元

洱海欲收“保护费”
小客栈何去何从

在双廊开客栈两年多
的于立发现，投资客栈的本
钱还没收回来，头上已悬了
一把利剑。

11月 22日，一条消息
在大理的客栈圈流传：大理
即将向环洱海的客栈和餐
馆等商业场所征收“保护
费”。两名客栈老板代表参
加过政府的内部研讨会，因
对收费标准不满，他们当场
反对。

相关文件在会后泄露
出来，分别是《大理洱海保
护费调研问题（省物价局调
研提纲）》、《洱海资源保护
费提标扩面方案（省物价局
拟定方案）》和大理市《关于
洱海资源保护费提标扩面
比选方案的报告》。

上述文件显示：大理市

拟定的“方案一”，报上去之
后被省物价局否决，后者拟
定“方案二”。但大理市在比
选之下仍坚持“方案一”。

“保护费”并非新鲜事
物。早在 2006年 7月，大理
市即开始征收“洱海风景名
胜资源保护费”，由大理市
洱海保护管理局根据游船
实载乘客人数，按每人次30
元的标准，向在洱海内从事
旅游载客航运的经营者收
取。该费后被更名为“洱海
资源保护费”。而这一次，征
收对象将扩大到洱海区、径
流区范围内所有从事住宿、
餐饮、娱乐、洗车、航运等行
业的商户。

对住宿业的征收将成
为“保护费”的最主要部分。

“方案一”将客栈业的“保护

费”分为三个档次，按照与
洱海湖区的距离划分，包括
离湖区100米范围内的区域
临海一侧、离湖区 100米范
围内的区域非临海一侧、离
湖区 100 米范围外的区域
等。

按“方案一”标准，一线
海景客栈每间客房每月最
多收取 2000元。这意味着，
有10间海景房的客栈，一年
要交 24万元“保护费”。此
外，二线和三线客栈收费标
准为 360元每间每月和 90
元每间每月。

相比之下，“方案二”更
显宽容：对洱海湖区、径流
区（不含大理古城重点保护
区）范围内，从事住宿、餐
饮、休闲、娱乐等经营者，一
律按照其营业收入的 2%收

取。
于立算了一笔账，“方

案一”和“方案二”的收费悬
殊五六倍。

某客栈今年的税单显
示：客栈全年总经营额为
120万元，全年所缴税金为
78000 元，占 6.5%。上述客
栈共 7间海景房。若“方案
一”实施，按 2000元每间每
月的标准收费，该客栈一年
12个月要交16.8万元“保护
费”，相当于全年经营额的
14%。

“这是典型的费比税
重。”于立质疑“方案一”收
费高得离谱：客栈原本已经
合法纳税，但光是洱海保护
费一笔费用，就是所有合法
税金的两倍之多，依据何
在？

据了解，两套方案，从
今年 9月比选至今仍无结
论。云南省物价局分析了

“方案一”的利弊：“按污染
程度和经营效益收取，体现
了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存
在的问题：一是各类档次划
分和经营场所面积的确定
有一定难度；二是标准偏
高；三是考虑客户入住率；
四是操作有一定难度。”

这一观点得到客栈老
板们的认可。以入住率为
例，大理市地税局在核定税
额时，参照的是今年 1至 8
月份的平均入住率，原因是

有些客栈去年没有数据。于
立分析认为，今年 1至 8月
份的入住率并非常态。

“首先是两部影视剧的
影响。2014年 9月，以大理
为背景的电影《心花怒放》
在全国上映，主题歌《去大
理》在全国流行，随后，在大
理拍摄的《后海不是海》在
荧屏热播，来大理的游客量
猛增。其次，今年有两家网
络订房平台贴钱竞争，也导
致入住率增高。”于立说。

据“去哪儿”网站的一
组数据显示，103家环洱海
客栈，平均房价为678元，客

房最高价超过 1000元的只
有33家。

“每家客栈的经营能力
不一样，房费标准不一样，
入住率也不一样。”银桥镇
的客栈老板刘宁说，今年 9
月过后（除了十一期间），客
栈入住率下跌厉害，经常在
20%到30%之间。

在比较两套方案后，云
南省物价局认为，“方案二”
更具合理性，收费在经营者
承受范围内。若按“方案一”
测算，一线、二线和三线客
栈的保护费将占到营业额
的6%、4.7%和7.6%，远超多

数客栈的承受能力。
但大理市在《比选方案

报告》中指出，“方案一”经
过反复调研，并经州、市党
委、政府审核同意，较为符
合大理市实际，“方案二”也
较为合理，但不能实现预征
目标。该报告认为：“方案
一”能“充分利用价格杠杆
作用，控制洱海周边客栈等
的经营规模和经营密度，适
当提高临海客栈征收标准，
挤压临海客栈利润空间，实
现对洱海湖区及周边区域
的限制开发，合理配置资源
的目的。”

记者在大理采访获悉，
“方案一”由大理市发改局、
税务局等部门参与制定。
洱海保护费的收费主体尚
不明确，政府将把资金用于
洱海的环保治污工程。

洱海被视为大理的母
亲湖，地位举足轻重。洱海
长约 42.58公里，东西最大
宽度9公里，湖面面积256.5
平方公里。在云南九大高
原湖泊中，洱海人口密度最
大，洱海及流域居住着80多
万人口。 1996 年和 2003
年，洱海两次大规模暴发蓝
藻，大理白族自治州先后提
出“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洱
海”和“洱海清、大理兴”的
治污口号。

有数据显示，自2006年

以来，洱海水质连续 9年总
体稳定保持在Ⅲ类，其中49
个月达到Ⅱ类。今年 1至 4
月份，洱海达到Ⅱ类水质，5
至10月份均为Ⅲ类水质。

据云南网报道，2011年
至 2013年，短短两年，双廊
镇的餐饮企业、客栈已由70
多家猛增至291家。而整个
环洱海沿线共有餐饮企业、
客栈 459家，其中 190家的
污水收集处理不合格，42家
存在向洱海、河道或附近区
域直接排放污水的情况。

“早期地方政府采取的
是粗放管理模式。”在双廊
开客栈的王建说，2009年前
后，镇领导已看出旅游经济
有爆发的苗头，甚至用奖励
措施鼓励客栈业和农家乐，

但当时的基建和规划都跟
不上，所有客栈和居民的生
活污水都是直排洱海，及至
2013年，环洱海的乡镇才铺
设排污管道，此后建的所有
客栈，化粪池标准都达到五
格以上，也就是粪水要被过
滤五次，之后进入排污管。

2013年 9月，洱海局部
地区蓝藻大面积聚集，警钟
敲响。当时大理白族自治
州召开发布会，州有关部门
分析，洱海水质恶化的原
因，既有入湖水质尚未根本
性好转、水体长时间没有循
环置换、农业面源污染大、
管理不到位等老问题，也有
沿湖餐饮住宿的污水、垃圾
剧增的新问题。

在那次发布会上，州

政府秘书长马忠华说，近
年来，以双廊为代表的环
洱海旅游呈“井喷式”发
展，这既是大理旅游的亮
点，也是洱海保护的热
点，但许多污水、垃圾未
得到有效处理，排入洱海
的现象时有发生。

今年 1月 20日，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大理市湾桥镇古生村了
解洱海生态保护情况，他同
当地干部合影后说：“立此
存照，过几年再来，希望水
更干净清澈。”今年 2月，大
理白族自治州调整政府领
导班子。新的领导班子提
出“铁腕治污”口号，并于今
年4月大力整治环洱海客栈
业和餐饮业。

政府的整风运动持续半年，目前，针对洱海流域的所有
服务业，大理市政府正在重新审核2015年4月24日之前已
处于经营状态的商户资质。

“所有审批都冻结了。很多客栈开了两三年，到现在没
有拿到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客栈老
板刘宁说。

刘宁出具了一张审核表显示，这张表需要盖满村委会、
镇、环保部门、国土、规划、工商、卫生等 9个单位的公章。
刘宁的表只盖了前 3个章。“现在只有临时排污证、税证和
临时营业执照可以办，其他需要走的流程都卡着，等‘上面’
通知。”

客栈老板们担心，怕这轮审核会成为强制他们接受“保
护费”的砝码。

大理市“方案一”显示，制定该方案的原则是“谁污染，
谁付费，多污染，多付费”。刘宁对此不服。“我觉得需要弄
明白一件事是，合法经营的客栈尤其是临海的客栈，对洱海
造成污染到底有多少？”

记者了解到，在洱海水质的污染源中，牛粪的污染占比
最高。据2010年洱海流域污染物入湖统计数据分析，流域
农业面源污染占洱海流域污染物入湖量的七成以上，是洱
海最主要的污染源。这其中，洱海流域的 9万多头奶牛对
洱海的污染“贡献”最大。

2012年大理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弥苴河、永安江、罗时
江这三条洱海主要的入湖河流水质都是Ⅴ类水质，主要污
染物皆为粪大肠菌群、总磷、总氮等，而粪大肠菌群则主要
来自人与动物的粪便，其中奶牛粪便占比最大。

根据央视今年 9月的报道引用的数据，畜禽粪便占洱
海的污染源的 40%，另外两大污染源中，生活垃圾污染占
35%，农业方面的污染占20%。

从2014年开始，洱海周边客栈所有生活垃圾均由辖区
统一清理，而一个7间海景房的客栈，2014年全年的垃圾费
是7665元，而今年的垃圾费又涨了50%多。

压死骆驼的稻草和救命稻草

污染与客栈有多大关系？

“保护费”来了

“挤压临海客栈利润空间”

从粗放增长到铁腕治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