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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外溢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黄晶晶，李玲玲，徐琳瑜∗

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摘要：由于不同的区域存在着资源分配、经济发展的不平等性，区域间的生态补偿日益受到关注。 但区域生态补偿的依据一直

存在争议，中国尚没有完善的区域综合生态补偿机制。 提出了一种生态系统服务外溢理论，以扣除当地生态服务使用量后外溢

的生态价值作为生态补偿依据，建立了区域综合生态补偿框架，同时考虑区域生态服务外溢占用情况和经济发展水平，有针对

性地制定了 ９ 种补偿方案。 由于生态系统服务具有流动性，生态补偿的受偿方和补偿方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所以各行政区域

之间进行补偿资金的。 横向转移需要在全省或全国层面进行统筹和保障，最后统筹结果的少量盈缺再由中央财政或地方政府

通过纵向转移支付辅助调平。 构建了生态补偿模型和方案，针对现有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结果，利用综合生态补偿机制分别

分析了 ２０１５ 年长江流域上海、江西、四川等 ６ 个典型地区的生态补偿支付方案。 结果表示需要接受生态补偿的地区有青海、四

川、湖南和江西，应分别得到横向转移支付资金 ３２．２６ 亿元、１５３．３ 亿元、５９．０８ 亿元、６７．１ 亿元；需要提供生态补偿的地区有浙

江、上海，应该分别支付横向转移支付资金 １．９７ 亿元和 ４７．３１ 亿元。 建立的补偿框架提高了各区域的参与度，对促进生态建设、

统筹区域的协调发展、体现社会公平性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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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十九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的加快，生态补偿的实践在快速推进，生态补偿机制也得以迅速

发展，当前我国由政府主导的纵向生态补偿机制已基本建立［１］。 但由于生态服务无边界流动的特殊性质，生
态保护者和受益者并不一定总是一一对应的关系［２］，因此跨区域生态补偿时逐一追踪补偿责任双方尤为困

难；且生态补偿资金来源以上级政府的纵向转移支付为主［３］，给中央财政造成很大压力［４］，且未体现生态服

务与经济发展的权责关系［５］，区域生态补偿作为协调环境效益贡献地区和收益地区发展权和利益关系的制

度安排［６］，已经逐渐被政府和社会重视［７］。
不同地区的经济与环境的矛盾有差异性，造成了区域之间存在不公平性，生态效益的受益区域往往是经

济欠发达地区［８］，没有补偿难以进行保护和改善，也不愿意因大规模的生态保护而影响经济发展速度［９］，导
致生态建设乏力；生态效益的占用区域虽然经济发展较好，但往往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消耗本区域的生态资源，
甚至也会破坏生态效益的输出区域［１０］，生态效益的输出区与生态效益的受益区发展差距也日益加大。

国内目前已有一些有关区域生态补偿依据的研究，主要是集中于在流域的生态补偿问题、国家重要生态

功能区的生态补偿问题和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的生态补偿问题［１１］。 然而对于区域间的生态补偿机制研究并

不多。 且研究主要是基于对地区的生态服务价值评估作为补偿标准，这样所得到的价值量往往非常大，会超

出补偿者的承受能力［１２］，在实际情况下很难实现，常常只能作为生态补偿标准的上限。 所以区域生态补偿的

依据一直存在争议，中国尚没有形成统一可行的区域间生态补偿机制［１３］。
因此，合理地规定区域间的生态补偿标准、制定区域生态补偿方案势在必行。 本文从生态补偿的目的、现

状和实际需求出发，提出生态系统服务外溢理论，依据外溢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作为补偿的标准，综合考虑区

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建立了区域间的生态补偿机制来维持经济与生态的平衡、体现社会公平，据此解决目前专

项生态补偿中补偿对象不明、补偿标准不清、补偿资金不足等问题，这也对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区域的协调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１　 生态系统服务外溢理论

１．１　 生态系统服务外溢的理论基础

本文认为生态补偿重点关注的是人类社会与生态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外溢生态服务价值理论的提出是

基于生态系统满足人类活动对生态服务的需求能力的理念。 生态系统满足人类活动对生态服务的需求能力

是从环境承载力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综合性研究［１４⁃１５］，由于人类社会的迅速发展，城市及城市群大规模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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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复合生态系统理论应运而生［１６］，并逐渐形成了城市中人类活动对生态服务的需求的意识。 生态系统所

能创造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对人类经济社会的客观容纳的盈余或赤字情况［１７］，可以反映出区域生态系统服

务的外溢或占用现状，这部分占用或外溢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对本地以外的生态系统产生了影响，是区域生

态补偿的根本原因。

图 １　 外溢（占用）生态服务价值简单模式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ｉｍｐｌｅ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 ｏｃｃｕｐａｎｃｙ ）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ｖａｌｕｅ

对于生态服务价值外溢的理解，最简单的模型就是

区域 ａ 的生态服务在自给自足的同时，还发生了部分外

溢，这部分外溢价值恰好被生态服务自给不足的区域 ｂ
占用，那么从区域 ａ 流向区域 ｂ 的这部分生态服务价值

即是区域 ａ 的外溢价值，同时也是区域 ｂ 的占用价值，
如图 １ 所示。

然而实际情况往往更为复杂，生态服务不定向流动

的特点决定了外溢方和占用方并不总是一一对应的关

系，如图 ２ 所示，这需要全面分析各地的生态服务外溢和占用情况，统筹分配补偿资金，整体协调区域之间生

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矛盾。

图 ２　 外溢（占用）生态服务价值复杂模式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ｍｏｄｅ ｏｆ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ｏｃｃｕｐａｎｃｙ）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ｖａｌｕｅ

因此，扣除掉当地生态服务使用量后的外溢的生态价值更具有生态补偿合理性，也更具有实际可操作性。
生态服务占用地区提供生态补偿、外溢地区接受生态补偿，据此本文建立了区域生态补偿模型。
１．２　 生态系统服务外溢的经济学原理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生态补偿就是通过政策手段使生态产品的消费者向生产者提供相应的费用，以实

现生态保护外部性的内部化［１８］。 这里“相应的费用”即本文中的占用或外溢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以生态服

务量 Ｑ 为横轴、生态服务价值 Ｐ 为纵轴画出供求关系图。
如图 ３ 所示，对于生态服务外溢方来说，其提供生态服务的边际成本曲线为ＭＣ，由于环境外部性的存在，

其实际获得的边际收益曲线 ＭＢ１小于应该获得的边际收益曲线 ＭＢ２。 假设外溢方提供的生态服务量为 Ｑ０，
当外部性完全没有得到消除时区域能提供最小生态服务量为 Ｑ１，外部性完全消除时能提供的最大生态服务

量为 Ｑ２，Ｑ０则处于 Ｑ１和 Ｑ２之间的某一点，图中阴影部分的面积则为外溢的生态服务价值量。 此时，若没有采

取生态补偿等鼓励措施，外溢方将减少生态服务的供给量，即可能对当地的生态环境进行破坏性开发，Ｑ０有

向 Ｑ１移动的趋势。
如图 ４ 所示，对于生态服务占用方来说，其消费生态服务的边际收益曲线为ＭＢ，由于环境外部性的存在，

其实际支付的边际成本曲线 ＭＣ２小于应该支付的边际成本曲线 ＭＣ１。 假设某情况下占用方消费的生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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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为 Ｑ０，当外部性完全没有得到消除时区域的最小占用量为 Ｑ１，外部性完全消除时的最大占用量为 Ｑ２，那么

Ｑ０必处于 Ｑ１和 Ｑ２之间的某一点，图中阴影部分的面积则为占用的生态服务价值。 此时，若没有采取生态补

偿等措施，占用方将增加生态服务的消费量，即对其它地区的生态环境进行浪费性使用，Ｑ０有向 Ｑ２移动的

趋势。

图 ３　 外溢方生态服务供给特征的经济理论图解

　 Ｆｉｇ．３　 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ｓ′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ＭＢ：边际收益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ＭＣ： 边际成本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ｃｏｓｔ

图 ４　 占用方生态服务消费特征的经济理论图解

　 Ｆｉｇ．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ｏｃｃｕｐａｎｔ′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在此情况下，外溢方将减少生态服务的供给，占用方想增加生态服务的消费，供需矛盾呈现日益激化的趋

势。 因此需要对外溢方进行补偿、对占用方进行收费。 然而生态服务的外溢方和占用方并不总是一一对应的

关系，将外溢方和占用方的生态服务供求关系用图 ５ 表示，ｂ 为外溢的生态服务价值，ａ 为占用的生态服务价

值。 由于生态服务不定向流动的特征，极少出现生态服务的外溢价值与占用价值相匹配的 Ａ 类（ａ ＝ ｂ）情况，
一般补偿对象明晰的流域生态补偿项目满足此类条件。 多数情况是图中的 Ｂ 类（ａ＜ｂ）和 Ｃ 类（ａ＞ｂ）情况，即
生态服务的外溢价值和占用价值不相匹配。 实际工作中，也大多难以明确界定补偿对象和责任方，因此需要

开展区域生态补偿，统筹分配生态补偿资金［１９，２０］。

图 ５　 区域生态补偿生态服务供求特征的经济理论图解

Ｆｉｇ．５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２　 区域生态补偿机制

２．１　 区域生态补偿模型的构建

基于本文提出的生态系统服务外溢理论，区域生态补偿的标准并非当地全部的生态服务价值，补偿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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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就在于如何计算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盈余和占用量。 人类利用生态服务维持自身活动并发展社会经

济，这种由生态系统到人类社会的生态服务单向流量若超出生态系统的供给能力则会导致资源耗竭，生态补

偿的作用则是通过减少人类对生态的消耗（减轻压力）或增加人类社会反馈于生态系统的流量（提高支持力）
来完成整个复合生态系统的长期良性循环。 因此本文认为在满足地区居民正常生活需求和发展的前提下，生
态服务所能承载的最大人口规模若多于当地实际人口则表示生态服务的外溢，若少于当地实际人口则表示生

态服务的占用。 同时借鉴徐琳瑜［２１］的适度人口思想，将扣除了当地人舒适生活水平所需生态服务之后的外

溢或占用价值作为生态补偿的合理范畴，以这部分外溢或占用价值对人口的承载规模为指标来表征外溢量或

占用量。
生态补偿在实践中还应考虑区域的经济水平是否亟需补偿或者是否有能力提供补偿。 在这个方面可以

参照横向财政转移支付中对于贫困和富裕区域的界定范围。 一般，当区域的人均税收高于全国人均税收的

２％以上时，则认为当地为富裕地区，应作为转移支付资金的供给方；若区域的人均税收低于全国人均税收的

９５％以下时，则认为当地为贫困地区，可作为转移支付资金的接受方；而如果区域的人均税收介于全国人均税

收的 ９５％—１０２％之间时，认为当地经济状况可自给自足，无需转移支付［２２］。 由于中国西部等地区享有税收

优惠政策，所以从税收角度反映区域经济水平不够合理，本文以区域 ＧＤＰ 取代税收作为经济水平指标，最终

确定补偿额度、优先程度和补偿方式。 本文综合生态服务外溢、占用理论和区域经济水平建立区域综合生态

补偿模型：
ＥＳＶ ／ （（ｐ＋Δｐ）·ｅ０）－１≤ε （１）
ｒ＝（ｇｄｐａｖｅ ／ ＧＤＰ ａｖｅ）×１００％ （２）

若 ｒ＞１０２％，ｄ＞０；若 ９５％≤ｒ≤１０２％，ｄ＝ ０；若 ｒ＜９５％，ｄ＜０ （３）
式中，ｐ 为评价区域的实际人口数（万人）；Δｐ 为生态可承载的盈余人口（万人），其值可正可负，当为正数时表

示生态盈余人口，为负数时表示生态赤字人口，为零时 ｐ 即为适度人口规模；ＥＳＶ 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亿
元）；ｅ０为满足当地居民最适生活的人均 ＥＳＶ（万元 ／人），取值由全国人均 ＥＳＶ 和当地实际人均 ＥＳＶ 不同的权

重组合得到，随着生态补偿工作的开展逐渐成熟，可对全国人均 ＥＳＶ 赋予更高的权重，因为调节的目的和方

向是缓解资源和经济的两极分化问题，ｅ０的不同权重分配则对应着生态补偿的不同实践阶段；ε 为弹性域，表
示结果在 ０－ε 区间为可接受的误差范围；ｒ 为区域人均 ＧＤＰ 与全国人均 ＧＤＰ 百分比；ｇｄｐａｖｅ为区域人均 ＧＤＰ
（万元 ／人）；ＧＤＰ ａｖｅ为全国人均 ＧＤＰ（万元 ／人）；ｄ 为经济状况指标，为正数时表示该区域比较富裕，有能力提

供横向转移支付资金，为负数时表示该区域相对贫困，需要增加财政收入，为零时表示该区域财政不需受到

干扰。
公式（１）表示误差允许的“ε”范围内，在满足当地人正常生活的生态服务“ｅ０”水平下，充分利用自然资源

所需要的该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ｐ＋Δｐ）·ｅ０”，使其最大程度逼近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ＥＳＶ”，从而

体现适度人口规模的思想；公式（２）和（３）表示生态补偿方案的实施不仅要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也要兼顾

区域经济能力。
２．２　 区域生态补偿的实施方案

本文所提到的生态补偿为资金补偿，不包括其他形式的补偿扶持以及生态和扶贫补贴；也并非仅以生态

服务的外溢量或占用量为依据，即并非所有的生态服务外溢区都需要接受补偿资金，也并非所有的生态占用

区需要提供补偿资金；实践过程中会存在各地区经济水平差异从而影响生态补偿工作的落实效果，尤其在当

前生态补偿工作尚未广泛成熟开展的局势下，因此需要结合生态和经济的实际情况划分补偿的优先程度、明
晰补偿对象和范围，这是由 Δｐ 和 ｄ 共同确定，而补偿金额由 Δｐ 和 ｅ０共同确定。

Δｐ＞０ 时说明当地的生态服务除了能较好满足当地人口生产生活所需，还有 Δｐ 数量的人口盈余，象征生

态服务的外溢，与此同时若 ｄ＜０，则表明从生态和经济两方面考虑，当地应该优先接受生态补偿；如若此时 ｄ＞
０，说明该地区在生态服务外溢的情况下还能通过高效率的生产方式保障富裕生活水平，因此虽然满足了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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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条件，但财政上对补偿的需求不十分紧要，可以在补偿资金来源不足的情况下暂缓经济补偿，可评其为生态

模范区或给予其他形式的补偿。
Δｐ＜０ 时说明当地生态服务有 Δｐ 数量的人口赤字，象征生态服务的占用，与此同时若 ｄ＞０，则表明当地通

过占用其它地区的生态服务来发展经济，应该提供生态补偿；如若此时 ｄ＜０，说明当地的生态情况和经济形势

均不乐观，很有可能因处于生态脆弱的贫瘠地区而自然禀赋不足，此类地区应该得到生态和扶贫补贴。
若 Δｐ＝ ０ 则当地的生态服务既无外溢也无占用，不涉及生态补偿，与此同时如果 ｄ＜０，显示当地的生态形

势合理但经济水平落后，需要补贴和扶持，而如果 ｄ≥０，说明当地的生态和经济能够均衡发展，是比较优秀的

典范城市；若 ｄ＝ ０ 时，Δｐ＞０，则当地满足受补条件但可暂缓接受经济补偿，若 ｄ ＝ ０ 而 Δｐ＜０，那么当地发生了

生态占用需要提供补偿，但是由于经济能力不足，需暂缓提供生态补偿。
需要注意的是，为了不使提供补偿地区的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应保证扣除补偿资金后当地的 ｒ 值不小于

１０２％，最低不能小于 ９５％。 将上述 ９ 种方案整理于表 １。

表 １　 生态补偿实施方案参照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Δｐ＞０ Δｐ＝ ０ Δｐ＜０

ｄ＜０ 方案一
生态外溢经济落后，优先接受生态补偿

方案四
生态合理经济落后，需要财政补贴

方案七
自然禀赋不足，接受扶贫补贴

ｄ＝ ０ 方案二
生态外溢经济合理，暂缓接受经济补偿

方案五
生态经济均衡发展，无需干预

方案八
生态占用经济一般，暂缓提供补偿

ｄ＞０ 方案三
生态外溢经济乐观，无需接受经济补偿

方案六
生态合理经济发达，无需生态补偿

方案九
占用生态发展经济，提供生态补偿

　 　 Δｐ：生态可承载的盈余人口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ｂｅａｒａｂｌｅ ｓｕｒｐｌｕ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ｄ：经济状况指标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２．３　 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以补偿扣除当地居民生活和发展需要之后的外溢或占用价值为补偿标准构建了补偿模型，并结合区域的

实际经济情况提出不同的补偿实施方案，以此确定了经济补偿的优先顺序。 实际中不可能完全依靠区域间的

横向转移支付达到补偿资金的供需平衡，核算对象越微观越难以实现，因为总会发生与其他生态系统之间的

服务交流；同时，由于生态服务具有不定向流动的特点，外溢与占用并非一一对应关系，因此生态补偿的补偿

方和受偿方也无法追踪其明确的对应关系，所以在各行政区域之间进行补偿资金的横向转移需要在全省或全

国层面进行统筹和保障。 最后统筹结果的少量盈缺再由中央财政或地方政府通过纵向转移支付辅助调平，根
据各地区的，构建将区域间的横向转移支付和纵向转移支付结合的生态补偿机制，以此提高了各区域的参与

度，增加了生态补偿资金的来源，也可一定程度缓解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压力。

３　 案例研究

３．１　 案例区的生态补偿方案计算

根据前文的分析，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是本文的前提步骤。 目前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技术方法主

要有参数法、综合模型法和定量指标法［２３］。 其中参数法相较于另外两种方法更简单易行、应用广泛，主要根

据核算区域各种土地利用类型面积乘以其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的物质量或价值量参数，来计算各土地利用

类型和区域生态系统服务物质量和价值量［２４⁃２５］。
目前已有不少研究运用参数法进行区域和全球尺度生态系统服务的核算。 在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 提出的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分类的基础上［２６］，谢高地等构建了一种基于专家知识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化方法，还通过模型运

算和地理信息空间分析［２７］等方法，对此方法计算过程改进和发展，构建了基于单位面积价值当量因子法的中

国陆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动态评估方法。 实现了对全国 １４ 种生态系统类型及其 １１ 类生态服务功能价值

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动态综合评估［２８］。
运用此方法，基于谢高地、薛明皋等对国内典型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估数据［２９］，选取了长江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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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６ 个典型地区青海、四川、湖南、江西、浙江、上海进行分析验证。 目前长江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破碎化， 生态

补偿进度难以得到高效落实。 其生态补偿主要是依靠财政资金， 尤其是流域上游地区主要依靠中央财政转

移支付， 虽然中央财政资金的支持力度持续加大，但这种有限“输血式”的资金支持会造成财政的压力，也并

不能解决经济发展与源头生态治理的冲突［３０］。 且长江流域的上游区域大都为流域生态安全屏障的重点生态

功能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差，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责任较重；而长江下游地区分享了上游改善生态环境的

成果，占用了上游区域外溢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理应做出补偿。
因此，本文选择计算了长江流域中的 ６ 个典型地区 ２０１５ 年的生态补偿实施方案，对模型进行验证。 由于

中国尚处于生态补偿实践探索的初级阶段，ｅ０取值时仅对长江流域 ＥＳＶ 赋予 １％的权重，对当地实际人均 ＥＳＶ
赋予 ９９％的权重，即初级阶段不会大幅度调整区域当前的生态和经济状况，以便生态补偿工作更容易开展。
计算结果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典型地区的区域生态补偿实施方案计算表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ａｒｅａｓ

地区
Ｒｅｇｉｏｎ

ＥＳＶ ／
（×１０４ 亿元）

ＧＤＰ ／
（×１０４ 亿元）

ｐ ／
（万人）

人均 ＧＤＰ
ＧＤＰ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 （万元 ／人）

ｒ ／ （％） ｄ Δｐ ／
（万人）

实施方案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补偿金额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ｐａｙｍｅｎｔ
／ （亿元）

长江流域 ２０．２８ ４８．６３ ９３６２８ ５．１９ — — — — —

青海 ０．４５ ０．２４ ５８８ ４．１２ ７９．３８ － ４．２５ 方案一 ３２．２６

四川 ３．３１ ３ ８２０４ ３．６７ ７０．７１ － ３８．１７ 方案一 １５３．３０

湖南 ２．０６ ２．８９ ６７８３ ４．２７ ８２．２７ － １９．５１ 方案一 ５９．０８

江西 １．６６ １．８５ ４５６６ ３．６７ ７０．７１ － １８．５３ 方案一 ６７．１

浙江 １．１８ ４．２９ ５５３９ ７．７６ １４９．５２ ＋ －０．９３ 方案九 －１．９７

上海 ０．０５ ２．５１ ２４１５ １０．３８ ２００．００ ＋ －２０８．７５ 方案九 －４７．３１

　 　 ＥＳＶ：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ｖａｌｕｅ；ＧＤＰ：国内生产总值 Ｇｒｏｓ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ｐ：人口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 ”表示该区域比较富裕，有能力提供横向转

移支付资金，“－”表示该区域相对贫困，需要增加财政收入

３．２　 结果与讨论

从各地区的生态补偿方案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需要接受生态补偿的地区有青海、四川、湖南和江西，应
分别得到横向转移支付资金 ３２．２６ 亿元、１５３．３ 亿元、５９．０８ 亿元、６７．１ 亿元；需要提供生态补偿的地区有浙江、
上海，应该分别支付横向转移支付资金 １．９７ 亿元和 ４７．３１ 亿元。 经过验算，扣除补偿资金后这两个地区的 ｒ
值分别为 １．４９、２．００，均大于 １０２％，所以均为可行方案。 最后还需要在长江流域区域层面进行统筹和保障，统
筹结果的少量盈缺再由中央财政或区域里地方政府通过纵向转移支付辅助调平。

目前中国的生态补偿仍处于探索阶段，仅在部分功能区实行。 尽管上级政府提供的生态补偿资金在逐年

提升，２０１５ 年生态补偿的资金总量已经达 １５７３ 亿元，但这给中央财政施加了过大压力，也没有使生态服务占

用地区承担应有的责任。 长此以往，生态服务外溢地区会因得不到足够的补偿资金而无力保护生态，或由于

缺乏明确的受偿依据而失去保护生态的动力；占用地区会因无需担责而继续过度消费资源。 因此只有每个地

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均作为考核的指标和生态补偿的依据，才会充分调动各地保护生态的积极性，从而真

正起到全民保护生态环境、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目的。

４　 结论

本文依据生态服务外溢理论，强调补偿的标准应是补偿扣除当地居民生活和发展需要之后的外溢（占
用）价值，据此建立了区域综合生态补偿机制，更符合补偿的内涵。 补偿方和受偿方不需追踪其明确的对应

关系，且是将纵向财政转移支付和综合运用区域间的横向转移支付结合起来提供补偿资金，也一定程度解决

了以全部生态服务价值作为补偿金额过高的问题。 同时本文针对生态状况和经济水平的不同组合情况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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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采取不同政策措施，制定了 ９ 种典型地区的横向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实施方案，有能力提供财政转移支

付的生态服务占用地区应优先提供生态补偿，经济贫困的生态服务外溢地区应优先接受生态补偿。 并据此对

２０１５ 年长江流域的 ６ 个典型地区制定了相应的生态补偿方案，进行了验证。
但本文建立的生态补偿机还需要考虑以下问题：（１）综合考虑了生态补偿政策的落实效果以及生态核算

的空间范围，本文建立的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尺度应为县级以上的行政区域。 （２）各生态系统间复杂多向

的交流决定了生态补偿的主体和受体不可能一一对应，所以相应的需要中央财政作为各区域生态补偿的资金

统筹管理平台。 （３）由于横向财政转移支付考虑了区域经济水平，贫困地区即使产生了生态服务占用也可暂

不提供生态补偿资金，极有可能催生出区域发展经济的懈怠情绪，因此仍需要坚持考核政府经济绩效作为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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