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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说: 草丛中的朱鹮———朱鹮有着鸟中“东方宝石冶之称。 洁白的羽毛,艳红的头冠和黑色的长嘴,加上细长的双脚,朱鹮
历来被日本皇室视为圣鸟。 20 世纪前朱鹮在中国东部、日本、俄罗斯、朝鲜等地曾有较广泛地分布,由于环境恶化等
因素导致种群数量急剧下降,至 20 世纪 70 年代野外已认为无踪影。 1981 年 5 月,中国鸟类学家经多年考察,在陕
西省洋县重新发现朱鹮种群,一共只有 7 只,也是世界上仅存的种群。 此后对朱鹮的保护和科学研究做了大量工
作,并于 1989 年在世界首次人工孵化成功。

彩图提供: 陈建伟教授摇 北京林业大学摇 E鄄mail: cites. chenjw@ 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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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生态系统补偿机制研究进展

张志强1,程摇 莉2,尚海洋3,*,李延梅1

(1.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信息中心 /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兰州分馆, 兰州摇 730000;

2. 西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兰州摇 730070; 3. 兰州商学院, 兰州摇 730000)

摘要:生态补偿是近年来生态环境管理领域的一个新发展起来的方向和热点,尤其在我国,生态补偿受到学者和政府部门的高

度关注,其研究和实践进展迅速。 流域是完整的地理与生态系统区域,是实施生态保护和生态补偿的典型单元。 从流域角度研

究和实施生态系统保护,可以最好体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生态要素的综合性。 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是当前生态经济研究

的前沿命题。 系统梳理和全面总结了流域生态补偿研究的国内外进展与应用案例,总结了当前流域生态补偿研究存在的主客

体界定、补偿原则、措施短效性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提炼概述了流域生态补偿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就流域生态补偿确定

方法、补偿途径等关键问题进行了探讨。 结合水权交易与水市场、流域社会化管理等问题,对流域生态补偿的未来研究趋势进

行了展望。
关键词:流域;生态系统;生态补偿;生态补偿机制;生态经济

Review and trend of eco鄄compensation mechanism on river basin
ZHANG Zhiqiang1, CHENG Li2,SHANG Haiyang3,*, LI Yanmei1

1 The Scientific Information Center for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The Lanzhou Branch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Librar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Lanzhou 730000, China

2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3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Watershed is an important and united unit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Watershe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s one
of the main components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watershed ecological protection can best reflect
the integrity of ecosystems and the ecological elements of a comprehensive nature. Watershed eco鄄compensation mechanism
is the forefront of the current ecological and economic research propositions. In this paper, we sort out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rogress in watershed eco鄄compensation study, based on the current watershed eco鄄compensation research and
summary of the main problems; combination of watershed eco鄄compensation mechanism, the compensation standard of
assessment methods and means of compensation are two main research questions commentary, in鄄depth analysis of watershed
eco鄄compensation mechanism innovation, design theory grounded, focused and operable, can achieve long鄄term,
sustainable eco鄄system of the importance of compensation system. Considering to the water right and water market, the
social management of the watershed and cost鄄benefit of the compensation the trend of watershed compensation we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river basin; ecological system;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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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生态补偿是当前国际上保护生态环境占主导地位的重要市场经济手段,它将生态系统服务的外部的、非
市场的价值转化为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财政激。 从地理和生态单元上讲,流域是一个完整的地理单元系统和

生态系统。 从流域角度研究和实施生态保护,可以最好体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生态要素的综合性。 从全球

而言,流域生态系统的退化(人口压力巨大、水土资源开发强度过大、水资源日益短缺、水环境恶化、生态系统

退化、生物多样性锐减等)问题最为突出。 由于流域生态系统承载的人口密度最大、经济活动的强度最高、生
态退化问题最为严峻、生态屏障作用最为重要,所以,流域生态系统保护的现实需求最为急迫,流域生态系统

补偿的实践要求最为迫切。 因此,流域生态补偿问题是当前国内外生态补偿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问题之一。
1摇 生态补偿与流域生态补偿

1. 1摇 生态补偿

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生态补偿的研究和实践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关注。 其

中的大背景主要是:第一,先前不易显现的生态问题(如流域水质水量问题、生物多样性减少问题、森林水源

涵养与固碳问题等)逐渐凸显出来,成为与传统环境污染问题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社会问题;第二,国际

上经济市场化浪潮推动市场配置资源包括配置生态环境资源的新古典经济学意识形态的流行;第三,生态补

偿被许多决策者认为潜在地具有同时解决生态保护和改善贫困的双重作用[1]。
这样的背景激发了国际许多发展机构对生态服务付费的研究,如国际农业发展基金(The International

Fund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IFAD)资助的项目 RUPES(Rewarding upload poor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研究对山地贫困人口提供的生态服务进行补偿[2],还有英国国际发展部支持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进行的

为期 5 年的流域生态补偿与改善穷人生计的行动研究项目 DMWPSIL[3]。
1. 2摇 流域生态补偿

流域是以河流和水资源的定向运动所识别的地域系统,是典型的自然地理概念[4]。 目前,随着“流域经

济区冶、“流域经济带冶等区域概念的出现,使流域也成为一种经济地域系统,也使流域问题具有整体性。 生态

补偿机制是 20 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被引入到流域治理领域的[5]。 流域的生态补偿机制是以保护流域生态环

境,促进流域内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上下游协调发展为目的的,依据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

会成本,运用政府和市场手段,调节流域内上下游之间以及与其他生态保护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关系的公共

制度[6]。
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是生态补偿的重要领域。 近年来,随着流域污染的加剧,流域生态环境恶化,加剧了流

域间的利益冲突,流域上游和流域下游之间的矛盾日趋明显,形成了“少数人负担、多数人受益;上游地区负

担、下游地区受益;贫困地区负担、富裕地区受益;流域外受益、流域内负担冶的不合理局面。 我国大多数流域

的上游区域往往是经济相对贫困、生态相对脆弱、生态功能重要的区域,这些地区摆脱贫困的需求又十分强

烈,因而导致流域上游经济发展与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 而流域上游难以独自承担建设和

保护流域生态环境的重任。 而目前仍未受到关注的是,一些流域的生态保护,受益的是流域下游和流域外更

大的区域;流域的生态保护,直接关系到更大区域的生态安全乃至国家的生态安全。 而我国西北地区内陆河

流域的生态保护与生态补偿问题,就直接关系到我国西部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生态安全。 要协调好这种关

系,就需要理顺流域间生态保护共生关系和利益关系、理顺流域内的发展保护与流域外的共生关系和利益关

系,建立科学、合理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促进全流域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区域乃至国家的生态安全[7]。
2摇 流域生态补偿国内外研究进展与问题

2. 1摇 国内外流域生态补偿研究

流域是人类生产生活的最为重要的地理生态单元之一,因此流域生态系统所受到的人类胁迫压力最大。
流域生态补偿主要通过建立流域内与流域外、流域内部的生态补偿机制,解决流域上下游之间在生态环境保

护与治理、经济开发上存在的实施主体与受益主体不一致的矛盾,对中上游生态进行恢复和建设,实现流域内

各行政区域的共赢和共享,推动流域区际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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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流域生态补偿的主要生态服务类型

国内外的流域生态补偿的立足点都是生态系统,保护流域生态服务功能,但就所侧重的生态服务类型方

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表 1)。 以多个生态服务类型为目标的生态补偿实践,如美国纽约市在 Catskill 流域的

生态补偿项目,在该项目中处于下游的纽约市出资帮助上游的农场主进行农场污染的治理,同时帮助改善他

们的生产管理和经营[8]。 厄瓜多尔的 Pimampiro 项目的目标在于对全流域保护[9],玻利维亚的 Los Nergos 项

目的目标在于流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10]。 政府主导的生态保护机制往往只专注于单个环境服务(通常是与

水资源有关或是与碳的吸收有关),但它包含多个环境目标(至少存在一个次要目标),如哥斯达黎加的环境

服务支付(PSA)项目其目标在于水资源、生物多样性、固碳和景观保护[11]。

表 1摇 生态服务功能、类别与实施补偿的尺度

Table 1摇 Eco鄄compensation to Eco鄄service: Function,Types and Scale

生态补偿
Eco鄄compensation

案例
Case

主要提供生态服务
Main Eco鄄service

补偿尺度
Compensation Scale

流域管理
Basin Management 哥斯达黎加流域保护

改善和净化水源、保持水土、降低侵蚀和沉
积等

流域

农业环境保护
Protection of agriculture environment

欧洲农业环境项目;中国退耕还
林项目;CRP

降低侵蚀和沉积、防风固沙、减少农药化肥
使用;调节气候等

国家

林业 Forestry 爱尔兰人造林与林业奖励;中国
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

全面生态服务功能类型;固碳等 国家,流域

自然环境保育与恢复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of environment

美国渔业与野生动物保护案;新
西兰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兼顾其他生态服务功能类型 区域、国家、全球

碳汇 Carbon sink 《京都议定书》;欧盟碳排放方案 全球变暖,兼顾其他生态服务功能类型 全球

景观保护
Protection of landscape 瑞士、尼泊尔景观保护 影观多样性,提供休闲和文化等服务 区域

而针对单一的生态服务类型的案例,如哥伦比亚政府为流域管理征收生态环境服务税,市政部门对私有

土地主的公共补偿,用于私有土地主在其土地上进行的流域管理和政府部门购买水文敏感土地,以加强流域

管理[12]。 法国 Vittel 天然矿泉水公司意识到保护水源更为重要,Vittel 投资约 900 万美元以高于当地市场的

价格购买了水源区 1500hm2 农业土地,并将土地使用权无偿返还给那些愿意按照合同改进土地经营措施的农

户。 公司每年向农场按每公顷土地 320 美元的价格支付补偿,连续支付 7a,并且向农场免费提供技术支

持[13]。 哥斯达黎加水电公司对上游植树造林的资助,政府通过贸易补贴权证(Certified Tradable Offsets,CTO)
贸易从国际市场上寻求政府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财政支持,1996 年哥斯达黎加做成第一笔 CTO 交易,以
200 万美元的价格卖给挪威 20 万个 CTO 单位[14]。 厄瓜多尔的 FRORAFOR 项目其购买人即为 FACE 电力协

会,而所提供的服务只有造林这一项服务[15]。
(2)流域生态补偿的主客体界定

国内外流域生态补偿涉及的利益相关者包括上下游、左右岸、企业、各类 NGOs、公共事业部门、各级政府

和部门等。 明确流域生态补偿的主体与客体,即解决在流域生态补偿中的相关责任主体界定问题。 可以按照

流域内各行为主体的行为性质来界定流域生态补偿的主体,从两个方面进行理解:第一,利用流域生态资源环

境受益的行为主体,主要是指利用流域水资源进行工业生产、农牧业生产、城镇居民生活与旅游项目等,如哥

伦比亚政府实施生态补偿的对象主体是水文敏感土地的私有土地主,Vittel 天然矿泉水公司确定的行为主体

为履行合同生产经营的一般农民;第二,损害流域生态资源环境而使得流域内其他区域受到影响的行为主体,
主要是指流域内过度使用水资源而使得流域内其他区域受到影响的行为主体等。 如哥斯达黎加水电公司、印
度喀拉拉邦 Kanis 部落药品商、我国的退耕还林工程补偿的主体。

(3)流域生态补偿市场化机制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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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政府主导的生态保护机制其驱动力往往来自于政府,生态补偿的决策、程序由政府决定,其决策机制是

集权的政府决策,管理模式往往也是集权式的决策与管理,其约束机制主要是行政手段和长官意识。 由政府

主导的生态保护机制及其服务的购买者往往是第三方(通常是政府),服务的提供者是自愿的;而对于使用者

而言,付费则是强制性的(如中国的退耕还林工程(SLCP) [16]。 同时,由政府主导的生态保护机制通常具有明

显的规模经济性,它往往是从一个试点开始,然后规模逐渐扩大,其控制的范围大小往往受到每年预算的分配

而发生变化,由于其所关注的范围较广,可以在很多潜在的供给者中选择,如哥斯达黎加的 PSA 项目其所覆

盖的范围是国家范围内 27 万 hm2[17]。
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市场化产品设计,是国外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发展的重要特点。 由市场主导的保护机

制,其生态补偿的驱动力主要来自需求方和供给方,其生态服务市场由私人企业和个人所占据(如法国的

Vittel 矿泉水公司) [13]。 最早,美国在 1986 年开始的保护区计划中,提出为减少土壤侵蚀而对流域周围的耕

地和边缘草地的土地拥有者进行补偿。 生态服务的市场化,是国外开展流域生态补偿的重要依据与基础,是
流域生态补偿的重要环节[18]。 典型的流域生态服务市场化产品,包括:合同与契约,如美国 1986 年的《流域

贸易草案》;信用类产品,如厄瓜多尔建立的信用基金补偿制度;产品标记,如印度喀拉拉邦的 Kanis 部落就药

品原料得到的补偿;水权,流域土地租赁、许可权等其它市场化产品[19鄄20]。 但也需注意到市场主导的保护机

制通常所关注的区域十分有限,如玻利维亚的 Los Negros 项目其覆盖范围只有 Los Negros 流域上游的 2774
hm2[15]。 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使二者相互结合, 以便共同发挥两种机制的作用,将成为生态补偿机

制研究的又一重点。
(4)补偿的定量标准研究

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成本是确定补偿标准的基础,但由于供给者的异质性,供给成本可能不同,因此需要

确定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曲线,才能确定补偿标准。 由于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与农户经济行为都具有空间异

质性,通常的对策是开发不同尺度上集成的经济和环境模型。 沈满洪等分别从供给和需求方面分析了杭州市

嘉兴市对上游千岛湖地区的生态补偿量,综合分析了林业、水利、环境保护和新安江开发总公司的生态保护投

入限制发展的机会成本等,从成本的角度提出了补偿标准的计算方法[21鄄22]。 张春玲等对北京市密云、怀柔两

县的水源保护林在涵养水源、防洪蓄洪、保持土壤和净化水质方面的效益进行了评价,并对国民经济效益和社

会、生态效益提出了分别以政府财政补贴和征收水费的形式进行补偿的机制[23]。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对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标准进行了测算,按照流域生态共建共享理念,核算上游共建区的生态保护总投入,按
共享区内各地区受益主体的受益比例来分担投入作为补偿标准的测算方式,同时还考虑跨界断面的水量水质

因素建立了生态保护投入补偿模型,通过判断实际水质是否达到跨界断面的考核标准,计算上下游之间的补

偿量或赔偿量[24]。 王金南归纳了确定生态补偿标准的两种方法即核算和协商,根据核算结果进行协商的方

式比较行之有效[25]。
2. 2摇 存在的主要问题

生态补偿已经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初衷转变成为如何将生态系统的服务这个商品,通过估值“卖个好价

钱冶 [26],经济效益已经成为决策的唯一成本,而忽视了生态服务系统的对于地球生命的支撑作用。 迄今国内

外生态补偿包括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在理论上取得明显进展,积累了一些重要补偿案例。 但生态补偿研究

特别是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存在着一些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这包括:
(1)补偿主客体界定问题

在流域生态问题中,流域上中游区域为保护流域生态资源环境牺牲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机会(或者为实现

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而对流域生态资源环境造成损害),下游区域则从中获得了利益(或者造成了损失)。 这

种生态资源环境保护与经济利益关系的扭曲,不仅使得我国的生态资源环境保护面临很大的困难,而且会影

响流域内各区域之间以及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和谐。 在流域生态补偿的实施实践中,需要明确界定补偿的主客

体。 而目前在流域生态补偿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难题之一就是补偿主客体的界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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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补偿原则不一致问题

解决流域生态问题的核心在于,在界定清楚补偿的主客体的基础上,需要对流域内生态问题的受损者与

受益者之间进行公平调控。 而现实中,往往流域内的上中游区域坚持“谁受益谁补偿冶的原则,而流域内的下

游区域则坚持“谁污染谁治理冶的原则,难以达成一致。
(3)补偿机制短效性问题

目前的生态补偿机制多为政府以短期工程项目的形式投资的、短效的生态补偿机制(如,流域生态治理、
退耕还林的现金和粮食等补偿机制),而缺少长期可操作性的、生产性、系统的、科学的各类生态补偿方式设

计,没有形成流域生态补偿的制度体系。 更为重要是,在补偿资金的来源上,目前市场化的补偿机制远未形

成,而主要是以政府购买生态服务的方式(政府财政转移支付的)来补偿。
(4)缺少系统理论分析框架

当前仍然基本上处于理论和方法探讨阶段和案例积累阶段,没有形成有关同类型生态系统服务(如,流
域生态系统)补偿的系统理论分析框架和制度机制体系,能相应成为国家应用政策的就更少。 生态补偿研究

仍处于理论和实践应用探索的阶段,生态补偿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应用发展仍然任重道远。
3摇 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理论框架与核心内容

流域生态补偿理论研究一方面需要明确生态补偿理论基础、确定目标及原则;另一方面需确定流域尺度

并在此基础上明确补偿者和补偿接受者,确定补偿标准。 然后逐步确定补偿途径、方式、政策并对补偿进行监

督评价。 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确定补偿标准及补偿途径方面。 总结国内外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本文提出

流域生态补偿研究的分析框架(图 1),系统概括了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的理论基础、核心内容、研究方法、
相关原则等。

图 1摇 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分析框架

Fig. 1摇 The gener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eco鄄compensation on basin

3. 1摇 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确定

3. 1. 1摇 定量研究方法

长期以来,资源无限、环境无价的观念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们的思维中,也渗透在社会和经济活动的体制

和政策中。 随着生态环境破坏日益严重催生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研究的深入,使人们更为深入地认识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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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的价值,并成为反映生态系统市场价值、建立补偿机制的重要基础。 Contanza 等和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

评估(MA)的研究在这方面起到了战略性的推动作用。 补偿资金额度的测算是实施生态补偿的前提和关键环

节。 生态补偿标准的计算就是确定流域生态保护受益主体应当具体分担的投入量,确定受益主体对投入主体

的补偿支付金额标准[27]。 综合国内外的研究,补偿的额度范围应当是处于生态保护者的经济发展机会损失

额与生态保护的服务价值产出额之间,而最低标准应当是生态保护者损失的经济发展机会成本。 目前的计算

方法主要有:支付意愿法(WTP) [28]、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法[29]、机会成本法(OC) [30]、收入损失法[31]、总成本

修正法[32]、费用分析法[33]、水资源价值法[34]等。 各主要评估方法的原理与方法见表 2。

表 2摇 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确定的主要方法比较

Table 2摇 The methods used to evaluate the standard of basin eco鄄compensation: concept and characteristic

方法 Method 原理 Principle 特点 Characteristic

支付意愿法
Willingness to pay

对消费者进行直接调查,了解消费者的支付意愿,或者
他们对产品或服务的数量选择愿望来评价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的价值

充分考虑了受益方的支付意愿。 价格浮动太大,与相关收
入有关,并且缺乏客观性,容易受到人为因素影响

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法 Valua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

研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综合集成性方法冶; 水生态
系统服务价值的构成主要包括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所
提供的产品,以及为维持人类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生态
环境条件等

通过采用市场价值法、机会成本法、影子价格法、恢复费用
法等生态经济学评价方法对其价值进行综合评估与核算;
可作为生态补偿的参考或理论上限值

机会成本法
Opportunity
cost approach

水源保护区(投入主体)为了整个流域的生态环境建设
而放弃一部分产业的发展,从而失去了获得相应效益的
机会

充分考虑了水源区的利益,计算公式简单,考虑的因素较
少,计算结果往往偏大

收入损失法
Method of income loss

利用流域水生态变化对健康的影响及其相关货币损失
来测算流域水生态服务的价值

计算中涉及数据多,较麻烦,计算结果的完善准确还需要
大量数据支撑

总成本修正法
Method of adjusted
total cost.

总成本修正法首先对流域上游地区生态建设的各项投
入进行汇总,对上游生态建设外部性的补偿量进行计算

用模型客观地计算了各项成本所需要的补偿; 计算模型技
术难度大,工作量较大

费用分析法
Cost benefit
analysis method

水源涵养区为维持和保护流域生态要承担一定的费用,
此费用可以来判定受益区对水源供水区要进行的生态
补偿额度

分析了各种防护成本所需要的费用; 对上游地区后继工作
以及下代人补偿研究不足

水资源价值法
Valu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value

当流域生态服务(如洁净水资源) 价值可直接货币化
时,可基于市场价格实施流域补偿; 根据水质的好坏,
来判定是受水区向水源区补偿,还是水源区向受水区
补偿

简化了研究目标,以水质和水量结合来做判断; 但是,缺乏
综合研究,方法有待改进和完善

3. 1. 2摇 最小数据方法改进

在设计生态系统服务付费项目时,一个重要的目标是如何实现成本有效,即利用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多的

生态系统服务。 因此,关键问题之一就是弄清付费与生态系统服务改善程度之间的定量关系。 由于生态系统

服务的产生和影响生态系统系统服务的行为都具有空间异质性,因此通常都需要开发不同尺度上集成的经济

和自然模型来定量模拟付费,例如 Just 和 Antle 提出了一个分析农业与环境政策关系的概念框架,其基础就

是在不同尺度上开发集成的经济和环境模型[35]。 但这些模型需要详细和复杂的生物物理和经济数据,这些

数据尤其是经济数据的获取通常需要很高的成本,也需要大量的时间,而政策分析通常需要及时获得结果,并
具有一定的精度就可为决策提供信息支持[36]。 基于此,Antle 和 Valdivia[37]提出了一个最小数据方法模拟土

壤碳的供给,通过降低对数据的要求,扩展了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模型的应用。 最小数据方法的基本思想是基

于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的机会成本推导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 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不便于测量,通常以土地利

用方式为替代指标。 农户通过改变土地利用方式影响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以及农户自身的经济收益[38]。
我国的流域生态补偿标准定量方法的发展,仍无法满足当前生态补偿实践的需求。 在当前的研究结果

中,补偿的标准是个固定不变的值,但实际上应该是一个区域性的动态的标准。 它应该随着区域不同、时间变

化和地区间经济状况的不同而动态变化和调整,如在生态环境建设初期与建设后期,经济落后与经济发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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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都应有所差别,不能简单划一,否则会形成新的地区不公,不利于标准的落实。
3. 2摇 流域生态补偿途径

流域生态补偿途径是补偿活动的具体实现方式。 根据将流域生态服务的外部性内部化的方式,可以将补

偿途径的各种方式分成两类———政府主导型和市场交易型[39]。
3. 2. 1摇 政府主导型

政府主导的流域生态补偿,又称为公共支付体系,是以政府行政手段强制受益方支付给补偿对象,或以政

府财政转移方式直接支付给补偿对象的生态补偿模式,其特点是以行政权的行使为主要手段,具体有财政转

移支付和生态补偿基金等形式[40]。 流域生态补偿中的财政转移支付是指上下级或各地方政府之间以各地政

府之间所存在的财政能力差异为基础,为实现某一共同的生态环境目标而实行的一种财政资金支付方式[41]。
从受偿方向看,财政转移支付可分为纵向和横向两种类型。 前者是上级对下级的补偿,而后者一般包括下游

补偿上游和发达地区对贫困地区给予资金与技术支持两个层次。 纵向财政支付属于中央对地方纵向财政支

付的流域生态补偿,而横向财政转移是省内流域上下游之间的生态补偿实践[42]。
生态补偿基金是政府、非政府机构或个人出资支持生态保护的行为和补偿方式,流域生态补偿基金主要

来源于下游地区的利税、国家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扶贫资金和国际环境保护非政府机构的捐款等[43]。 20 世

纪 80 年代后期,哥伦比亚考卡河流域、厄瓜多尔流域、菲律宾 Makiling 森林保护区等率先成立独立补偿基金,
专门用于开展各项流域保护活动。 生态补偿基金在我国的成功实践还不多,而对特定的具有重要意义的流域

的生态补偿,生态补偿基金不失为一种可以大力发展的、可持续性的补偿方式。
3. 2. 2摇 市场交易型

以政府购买为主的生态环境服务补偿方式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不少问题,人们在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的同

时,也在积极探索新的生态环境服务付费的模式,其中对基于市场的生态环境服务支付方式的探索最为活跃。
在发达国家,既重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又有效利用市场机制。 政府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制定法律规范

和制度、宏观调控、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上,以解决市场难以自发解决的资源环境保护问题。 许多国家建立了

有效的资金筹集机制,通过权利金调节不同资源使用者之间的关系,通过矿产权出让金或矿业权有偿使用费

调节国家与矿业权人之间的关系,通过生态税(Eco鄄tax)调节资源消费者与社会的关系,如德国、澳大利亚采

用生态税、环境税等措施控制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44鄄45]。 这些税费收入主要用于生态环境治理,当这些资

金不足以实观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时,政府还会通过多方面、多渠道筹集资金加以补充,不会在资源环境保护

上留下资金缺口。 此外,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财政收入较多,因此,大部分公益性生态建设都是

由政府扶持,有些国家由政府财政全额拨款。
目前,我国在补偿的途径和方式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补偿主体单一,纵向补偿为主,缺乏生态横向转移

补偿机制;以“项目工程冶方式进行生态补偿,便于操作,然而容易导致生态政策缺乏长期性和稳定性,生态保

护效果难以持续;生态保护补偿标准“一刀切冶,补偿标准偏低;生态补偿融资渠道主要有财政转移支付和专

项基金两种方式,其中财政转移支付是最主要的资金来源;针对生态环保的主体税种不到位,相关的税收措施

比较少,并且相关规定过于粗略。 究其原因,可以说主要是,对流域生态保护的战略重要性认识远不到位,地
方政府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冲动和官员政绩观随处可见,严重制约生态保护深入开展;国家和

地方政府层面缺乏生态补偿的科学、有效的制度设计和制度体系,生态补偿目前还只是停留在理念层面,而生

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实施根本上“无法可依冶;支撑生态补偿科学决策的生态补偿机制科学研究十分不足,对需

要开展生态补偿的流域、区域、生态系统等及其实施补偿的优先次序分级等,目前根本没有相应的“指南冶,因
此,补偿哪个地方、补偿谁、如何补偿等等,都是问题。 尽管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十二五冶规划已经明确了国土

空间的主体功能区划分,其中有“限制开发区冶、“禁止开发区冶的区域划分,但对于实施生态补偿机制而言,还
根本不能参考和使用。 因此,生态补偿机制研究,需要在上述方面下大功夫。
4摇 流域生态补偿研究发展趋向

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是生态补偿的主要部分和重要领域。 近年来,随着流域水资源的日益短缺、流域水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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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的加剧,流域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日益加剧了流域上游和下游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 而我国近年不断

发生严重的流域水污染事件,不仅严重污染流域水质,更重要的是引起严重的下游用水恐慌和社会事件。 遏

制流域上游的非科学发展冲动,激发流域上游的强烈生态保护意识,必须给上游的生态环境保护予以合理的

经济补偿和发展抚慰。 因此,我国流域的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十分严峻,需求十分迫切。 我国大多

数流域的上游区域往往是发展的自然条件恶劣、经济相对贫困、生态相对脆弱、生态功能却十分重要的区域,
这些地区摆脱贫困的需求又十分强烈,因而导致流域上游经济发展和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十分突

出。 而流域上游既没有经济实力独自承担建设和保护流域生态环境的重任,也没有理由独自承担生态保护的

重任。
除上面提及的补偿机制问题,考虑到流域地理单元的特殊性,流域生态补偿今后的研究应当重点关注以

下几方面问题:
(1)流域水权交易与水市场建立摇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长期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应

该符合和适应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区域之间的水权交易,实现上游区域的既得和长远利益,这是未来流域生态

补偿机制的主要选择。
(2)流域生态补偿与流域社会化管理摇 流域社会化管理是流域管理的最高阶段,是在充分认识水资源社

会属性的基础上,发挥流域社会资源的作用,利用各种外部资源与手段,争决流域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此阶段

主要是采用制度变化、经济激励、社会演进等工具,解决流域管理中存在的社会瓶颈。 而流域生态补偿正是流

域社会化管理的关键措施与手段。
(3)流域生态补偿与成本有效性摇 对于生态补偿的评价和效应分析是近年来研究热点,从研究对象来

看,该领域研究可分为生态补偿的资源环境效应分析、社会经济效果分析以及补偿效率分析三大块。 生态补

偿的资源环境效应分析,通常结合 3S 技术、生态学模型,对补偿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景观进行效益评估。 生态

补偿的社会经济效益评估还比较少,而对于生态补偿的效率评估更是需要高度关注。
(4)加强流域生态保护立法摇 为了确保能长期、稳定地通过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来加强对上游贫困

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支持,需要在法律上给予明确规定。 制定专项流域生态保护法规,对流域资源开发与管

理、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流域生态环境投入与补偿的方针、政策、制度和措施进行统一的规定和协调,以
确保流域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很好地建立。 立法将是流域生态补偿长效机制的必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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