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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与制度安排
———国外生物多样性银行经验借鉴与启示

李京梅１ꎬ２ꎬ∗ꎬ张慧敏１ꎬ王　 娜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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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实现生物多样性价值是激励保护者保护生物多样性、构建保护者与受益者的良性互动关系、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ꎮ 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通过实施生物多样性银行制度ꎬ借助市场力量交易生物多样性信用ꎬ实
现生物物种的价值ꎬ实现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ꎮ 在明确生物多样性概念和价值的基础上ꎬ系统梳理了国外生物多样性银行制

度的产生与发展、生物多样性银行的设立与运营ꎬ重点阐释了如何交易“生物多样性信用”ꎮ 在此基础上ꎬ总结生物多样性银行

制度对我国的经验借鉴ꎬ并从制度保障、市场体系构建和保护绩效评价三方面提出我国建立生物多样性银行的政策建议ꎮ 研究

结论可为我国推动生物多样性产品价值实现提供参考与借鉴ꎮ
关键词:生物多样性银行ꎻ生物多样性信用ꎻ价值实现路径ꎻ生态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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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对于提供人类生命支持和调节全球生态环境至关重要ꎬ其所提供的物质和服务是增进人类福

祉必不可少的条件[１]ꎮ 据估计ꎬ全球每年使用的生物多样性产品价值高达 １６—５４ 万亿美元[２]ꎮ 然而ꎬ生物

多样性具有公共物品特征ꎬ来自政策和市场的信号并未全面反映生物多样性价值并确保执行“谁受益ꎬ谁付

费”的原则ꎮ 由于免费使用生物多样性产品使得“公地悲剧”愈演愈烈ꎬ近年来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严重ꎬ生
物群落结构和组织的恶化形势非常严峻[３]ꎬ多种内陆、海洋和淡水物种正在逐渐减少[４]ꎬ大量充裕物种演变

为濒危物种[５]ꎮ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严重影响生态系统服务的可持续供给ꎬ导致人类福利水平的下降ꎬ也会使

受惠于生物多样性的许多产业面临发展困境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ꎬ鉴于经济发展中存在着大量的物种减少甚至灭绝和生态破坏现象ꎬ越来越多的学

者通过世界主流经济范式语言即生物多样性价值揭示生物多样性所提供的服务ꎬ并引起决策者、管理者、企业

和公民的关注ꎮ 生物多样性价值是以货币形式表征的生物多样性对于人类物质、文化和生态健康需求的贡

献ꎮ 生物多样性价值旨在向不同决策者群体表明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意义以及不采取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措施

将会产生的严重后果ꎬ进而催生国家、社会和个人有利于生态保护或可持续利用的政策响应ꎮ ９０ 年代后期ꎬ
欧美等发达国家就开始了生态系统付费制度和税收、公共补偿机制ꎬ通过付费和市场对生态保护的福利进行

奖励ꎬ激励企业或个人保护生态环境ꎬ鼓励生产商开展生态友好型生产ꎬ引导消费者改变购买决策[６]ꎮ 其中ꎬ
生物多样性银行是通过补偿交易市场进行资源配置ꎬ实现生物多样性向经济物品的转化ꎬ使物种得以保护、投
资者获得收益ꎬ激励生物多样性产品可持续供给的重要手段ꎮ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起ꎬ美国鱼类和野生动植物

管理局已经批准了超过 １３７ 个物种保护银行ꎬ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ꎬ这些银行保护了超过 ６２ｋｍ２ 的濒危物种栖

息地[７]ꎮ 与生物多样性银行市场规模逐渐扩大同时ꎬ生物多样性信用市场需求旺盛[８]ꎮ 美国、澳大利亚等国

家创新实施生物多样性银行制度ꎬ借助市场力量ꎬ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经济效益紧密结合ꎬ提高了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有效性ꎬ引起学术、政府和企业界的广泛关注ꎮ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与保护手段多元化的机制建设工作ꎮ 自 １９９２ 年加入«生物多样性公

约»以来ꎬ我国不断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体系ꎬ出台并修订的相关法律法规达 ５０ 余部ꎬ从立法、司法方面

不断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手段ꎮ ２０１０ 年ꎬ国务院审议通过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２０１１—
２０３０ 年)»ꎬ提出了未来 ２０ 年生物多样性保护总体目标、战略任务和优先行动ꎮ ２０１１ 年国务院成立生物多样

性保护国家委员会ꎬ多部门共同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ꎬ积极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ꎮ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ꎬ我国在充分吸纳«生物多样性大会»缔约国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ꎬ提出“昆明宣言”ꎮ 各国政府

共同承诺ꎬ合作推动将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纳入或“主流化”到决策之中ꎮ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ꎬ提出“到 ２０２５ 年ꎬ初步形成生物多样性

可持续利用机制ꎬ基本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政策、法规、制度、标准和监测体系ꎻ到 ２０３５ 年ꎬ生物多样性保

护政策、法规、制度、标准和监测体系全面完善ꎬ形成统一有序的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格局”的总体目标ꎮ
价值实现通过建立生态环境保护者受益、使用者付费、破坏者赔偿的利益导向机制ꎬ能够激励生物多样性保护

与可持续利用ꎮ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ꎬ提出“探索政府主

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ꎬ推动将自然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优势ꎬ激发生物多样性保护内生动力”ꎮ 党和国家的这些战略部署ꎬ充分体现了我国对生物多

样性保护工作和手段创新的重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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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ꎬ本文在明确生物多样性的内涵及价值的基础上ꎬ通过梳理国外相关研究成果ꎬ对生物多样性

银行制度的建立、运营、生物多样性银行的交易内容等方面进行分析ꎬ探讨国外生物多样性价值实现的具体做

法ꎬ并结合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政策目标ꎬ提出生物多样性价值实现的政策建议ꎬ以期为我国实现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路径创新提供参考ꎬ提升全社会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主动性、积极性ꎬ全面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能

力ꎬ形成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并进共赢ꎮ

１　 生物多样性及其价值

１.１　 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是指“所有来源的活的生物体中的变异性ꎬ这些来源包括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

其所构成的生态综合体ꎻ包括物种内、物种之间以及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９]ꎮ 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学

定义生物多样性包含地球上所有生命形式(植物、动物、真菌和微生物)及其形成的群落和生存栖息地的多样

性ꎬ包括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三个层次[１０]ꎮ 其中ꎬ物种是构成生态系统的基础ꎬ生态系

统发挥作用依赖于具有关键功能的某些物种或种群[１１]ꎮ 因此ꎬ本文将研究对象明确为物种多样性ꎬ后文中提

及的生物多样性指物种多样性ꎮ
１.２　 生物多样性价值

生物多样性能够带来各种形式的、广泛的福利ꎬ满足本地乃至全球的生产和生活需要ꎬ具有公共物品特

征ꎮ 因此ꎬ全球人口和财富的不断扩张导致对生物多样性的需求日益增长ꎬ生物多样性面临被过度利用的风

险ꎮ 与此同时ꎬ气候变化、栖息地破坏和环境污染等多重压力也加剧了生物多样性的丧失[１２—１３]ꎮ 据估计ꎬ全
世界有 １００ 多万物种面临灭绝风险[１４]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ꎬ经济学家引入价值的范式对生物多样性进行研

究和管理ꎬ以揭示如果不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人类将会付出哪些代价ꎬ以及如果投资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则会

带来多少潜在附加值ꎬ进而提升公众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意识ꎬ为政策制定提供有效参考ꎮ 生物多样性价值就

是生物多样性对于人类物质、文化以及生态健康等需求的贡献ꎬ通常以货币方式来衡量[１５]ꎮ 生物多样性及其

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是决定人类福祉的重要媒介和组成要素ꎬ因此生物多样性价值不仅体现在物质福利和生

活资料的供应ꎬ还包括安全、弹性、社会关系、健康以及自由和选择的机会[１]ꎮ 依据生物多样性满足人类效用

的方式ꎬ生物多样性价值可以分为直接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１６]ꎮ
生物多样性价值用货币符号表征生物多样性对人类福利的有用性ꎬ揭示破坏生物多样性的代价ꎬ以及投

资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潜在利益ꎬ进而有助于提升公众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意识ꎮ 只有在市场交易中真正实现

价值ꎬ通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ꎬ建立生态环境保护者受益、使用者付费、破坏者赔偿的利益导向机制ꎬ才能促使

生态受益者履行补偿义务ꎬ激励生态保护者采取行动保护物种资源ꎬ构建生态保护者与受益者间的良性互动

关系ꎬ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ꎮ

２　 生物多样性价值实现路径:生物多样性银行

价值实现是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的制度安排ꎬ其目的是创造激励措施ꎬ使个人或集体的资源使用决

策与自然资源管理的社会利益一致ꎮ 美国、澳大利亚运行已久的生物多样性银行制度由生态保护者或修复者

通过储存并出售生物多样性信用ꎬ实现生物多样性向经济物品的转化ꎬ能够使物种得以保护、投资者获得收

益ꎬ为生物多样性价值实现提供了可借鉴路径ꎮ
工业社会以来ꎬ人类对物种栖息地的破坏以及对野生动植物的掠夺性开发使得大量充裕物种面临灭绝或

处于濒危状态ꎬ为缓解因经济发展导致生物多样性损失ꎬ弥补濒危物种保护的法律空缺ꎬ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美国

颁布«濒危物种法»(ＥＳＡ)ꎮ 其中ꎬＥＳＡ 第 ７(ａ)(２)条要求所有联邦机构与美国鱼类和野生动植物管理局协

商ꎬ以确保他们所进行的、资助的或授权的行动不会“危害”濒危物种清单上的物种ꎬ或对其栖息地产生破坏

或“不利地改变”ꎮ 由于位于濒危物种名单上的物种的栖息地至少有三分之二都位于私人土地上[１７]ꎬ因此这

００２ 　 生　 态　 学　 报　 　 　 ４３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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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规定使得保护濒危物种栖息地成为私有土地所有者的责任ꎮ 为了解决非政府组织或个人在其私有土地上

的合法行为可能会对濒危物种清单上的物种产生“无意伤害”ꎬ１９８２ 年美国国会修订了 ＥＳＡ 第(１０)(ａ)条ꎬ批
准了通过制定和执行“生境保护计划”(ＨＣＰ)来解决对野生动植物的“无意伤害”问题ꎮ ＨＣＰ 旨在确保所批

准的行动对物种的影响达到最小化ꎬ并且最大限度地减少和限制栖息地的丧失ꎮ １９９３ 年克林顿政府的上台

以及内政部长布鲁斯巴比特的推动ꎬ使 ＨＣＰ 成为解决私有土地上濒危物种保护的重要方式[１８]ꎮ ＨＣＰ 的缓

解措施允许对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异地保护ꎬ即私人可以通过在经批准的生物多样性银行购买信用以补偿

生产者或个人在其私有土地上的合法行为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ꎬ为生物多样性信用创造了大量市场需求[１９]ꎮ
１９９５ 年美国加州环境保护局首先发布了«保护银行官方政策»ꎬ该政策创造了“保护银行”这一术语ꎬ并

在加州和全美范围内开创了以保护银行作为补偿物种或栖息地损失的做法[２０]ꎮ 卡尔斯巴德高地保护银行通

常被认为是第一家官方保护银行ꎮ 卡尔斯巴德高地是食虫鸣禽的栖息地ꎬ食虫鸣禽于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被美国鱼

类和野生动植物管理局列为濒危物种ꎮ 由于意识到卡尔斯巴德高地的发展潜力有限ꎬ拥有这片土地所有权的

美国银行转而寻找机会从其生态价值中获利ꎬ将 ０.７３ｋｍ２ 的土地保护成为食虫鸣禽栖息地ꎬ设立了卡尔斯巴

德高地保护银行ꎮ ２００３ 年美国陆军工程兵团、环境保护局、美国鱼类和野生动植物管理局、国家海洋渔业局

以及自然资源保护局联合发布了«保护银行的建立、使用和运营指南»ꎬ该指南的发布为物种或栖息地保护银

行的建立程序和标准作出说明ꎬ进一步促进了保护银行在全国的推广[２１]ꎮ 随后ꎬ私人和社会组织纷纷在合适

区域保护、恢复和创建濒危物种栖息地、建立生物多样性银行ꎬ在将物种或栖息地价值换算为信用的基础上ꎬ
通过信贷的形式把生物多样性信用出售给有补偿需求的开发商ꎬ以此实现财务盈利目标ꎮ ２０１６ 年美国鱼类

和野生动植物管理局又颁布了«濒危物种法案补偿性缓解政策(草案)»ꎬ对保护银行的建立与管理作了进一

步明确规定ꎮ 截至 ２０１９ 年ꎬ美国替代费管理和银行信息跟踪系统已经记录了超过 １８０ 家物种保护银行ꎬ其覆

盖的栖息地面积超过 ７９３ｋｍ２ [２２]ꎬ覆盖春池仙女虾、圣华金沙狐、巨带蛇等多种濒危物种ꎮ

３　 生物多样性银行的运营

生物多样性银行是政府、私人、政府与私人的联合或非营利组织等实体在得到许可的情况下ꎬ通过保护或

增强现有生境、恢复受干扰的生境、创造新的栖息地以及对特定生物特征的栖息地进行规范管理ꎬ将产生的物

种或栖息地保护价值以生物多样性信用的形式储备在银行账户中ꎬ并在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下以信贷方式将

信用出售给有补偿需求开发商的机构[２１]ꎬ因与金融行业中银行的运作方式类似而得名ꎮ 生物多样性银行通

常也被称为保护银行ꎬ大多数保护银行都是以物种为中心的ꎬ但也包括如栖息地、生态系统等更高层次的生物

多样性组织[２３]ꎮ 因此ꎬ生物多样性银行包括物种保护银行和栖息地银行两大类ꎮ
３.１　 生物多样性银行的投资主体

生物多样性银行的投资主体或建设者即拥有生物多样性信用的贷款方ꎬ既包括公共机构ꎬ也包括私人实

体ꎮ 依据银行投资主体的不同ꎬ生物多样性银行可分为公共保护银行、私人保护银行和公私联营保护银行ꎬ表
１ 列举了 ３ 种生物多样性银行的案例ꎮ 其中ꎬ公共保护银行的设立目的是为政府将来的开发行为提供补偿ꎮ
由于公共保护银行一般不将信用出售给第三方ꎬ因此其存在不会影响私人保护银行的发展ꎮ 私人保护银行是

大多数保护银行的存在形式ꎬ通常由私人实体建立发起ꎬ以取得财务盈利作为自己的经营目标[２４]ꎮ 公私联营

保护银行是通过私人与公共实体协议建立的ꎮ 生物多样性银行可以建立在私人、部落、州或地方土地上ꎬ也可

以建立在联邦土地上ꎮ
依据美国陆军工程兵团、环境保护局、美国鱼类和野生动植物管理局、国家海洋渔业局以及自然资源保护

局等联合制定的«保护银行的建立、使用和运营指南»以及州级政府制定的法律条例ꎬ一些公共机构或私人实

体投资建立并运营生物多样性保护银行ꎮ 投资方首先需要向有关管理部门提出申请ꎬ同时提交物种保护管理

计划ꎬ该计划对银行的生物保护种类、目标、保护银行土地上允许和禁止的活动以及未来的管理决策等方面做

出了明确规定ꎮ 在投资方提出建立申请之后ꎬ美国鱼类和野生动植物管理局与州和地方政府共同成立保护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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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审查小组ꎬ负责调查研究保护银行的可行性ꎬ在此基础上做出批准与否的决定ꎮ 美国鱼类和野生动植物管

理局将保护银行的选址和管理计划作为首要的考察因素ꎮ 由于大多数被列入濒危物种清单的物种受到栖息

地丧失和破碎的威胁ꎬ美国鱼类和野生动植物管理局将评估保护银行的位置、规模和配置ꎬ保护银行最好位于

要补偿的生境附近以提高补偿成功的可能性、银行要有足够的规模以确保永久保存生境的完整性、保护银行

需要通过保护、管理、恢复退化的生境、连接分离的生境以及创建生境等策略实现对物种和栖息地的补偿ꎮ 其

次ꎬ保护银行被要求实施积极的管理计划ꎬ包括控制外来入侵物种、复制自然干扰机制、禁止越野车、非法垃圾

倾倒和其他人使用或破坏该区域ꎬ以及应对无数其他威胁ꎮ 此外ꎬ社会公众对保护银行的申请内容具有知情

权和监督权ꎬ必要时可召开民众听证会ꎬ对保护银行的申请计划进行审查和监督[２６]ꎮ 在审查小组对银行的设

立申请进行审查评估后ꎬ生物多样性银行申请人须与美国鱼类和野生动植物管理局签署一份保护银行协议ꎬ
并严格按照保护银行协议的要求进行生物多样性银行的设立和运作ꎮ

表 １　 生物多样性银行案例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ｂｉｏ￣ｂａｎｋｉｎｇ

名称
Ｂａｎｋ ｎａｍｅ

类型
Ｂａｎｋ ｔｙｐｅ

投资主体
Ｂａｎｋ ｓｐｏｎｓｏｒ

资产￣信用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Ｃｒｅｄｉｔ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栖息地
Ｈａｂｉｔａｔ

类型
Ｔｙｐｅ

认定方式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规模 / ｋｍ２

Ｓｉｚｅ

赖特保护银行
Ｗｒｉｇｈｔ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ａｎｋ 公共 加州野生动植物保护局 √ √ 保护 等级打分法 ０.７０

西部普莱瑟学区保护银行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ｌａｃｅｒ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ＣＢ 公私联营

维尔德兰公司ꎻ
西部普莱瑟联合学区

√ √ 保护
基于栖息地
面积

０.４９

克恩水保护银行
Ｋｅｒｎ ｗａｔｅｒ ＣＢ 公私联营

克恩水银行管理局ꎻ
西部互助水务公司

√ / 保护
基于栖息地
面积

１３.２２

埃尔西格里德利保护银行
Ｅｌｓｉｅ Ｇｒｉｄｌｅｙ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ｂａｎｋ 私人 湿地资源有限责任公司 √ √ 保护ꎻ新建

基于栖息地
面积

７.３５

里奇托普牧场保护银行
Ｒｉｄｇｅ Ｔｏｐ Ｒａｎｃｈ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ＣＢ 私人 里奇托普牧场有限公司 √ √ 保护ꎻ增

强ꎻ恢复
基于栖息地
面积

３.０１

金博尔岛缓解银行
Ｋｉｍｂａｌｌ Ｉｓｌａｎｄ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ｂａｎｋ 私人 维尔德兰公司 / √ 新建 生境评估程序 ０.４４

多兰牧场保护银行
Ｄｏｌａｎ Ｒａｎｃｈ ＣＢ 私人 维尔德兰公司 √ √ 保护

基于栖息地面
积和补偿率

１.０２

海拉保护银行
Ｈａｅｒａ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ＣＢ 私人 维尔德兰公司 √ / 保护

基于栖息地
面积

１.２１

　 　 ＣＢ:保护银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ａｎｋꎻ本表依据 Ｆｏｘ[１９]、Ｇａｍａｒｒａ[２５]的研究整理得到

３.２　 生物多样性银行信用

生物多样性信用也是生物多样性银行的资产ꎮ 生物多样性信用是对保护濒危物种以及保护、增强、恢复

或新建生物栖息地等行为所产生的生物多样性净增值的计量[２１]ꎮ 不同于湿地银行ꎬ生物多样性银行首先将

生境保护作为一种信用来源ꎮ 一方面ꎬ对当前未被濒危物种占据但对物种扩大其分布有益处的土地进行保护

极具价值ꎻ另一方面ꎬ保护现有生物栖息地比新建物种栖息地的难度低很多ꎬ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也更具

价值[２７]ꎮ
阶段性建设目标完成后ꎬ生物多样性银行的建设者可依据栖息地面积申请生物多样性信用认定ꎮ 理论

上ꎬ应该利用专业的生态评估技术对栖息地质量、物种数量和种类等进行全面的衡量ꎬ以此确定濒危物种保护

或者栖息地维护所产生的价值[２８]ꎮ 但实践中ꎬ评估物种价值以及栖息地生态功能价值既复杂又耗时ꎬ因此ꎬ
大多数信用的授予是以保护、增强、恢复或创建的物种栖息地面积为基础的[２９]ꎮ 以美国物种保护银行为例ꎬ
７０％的银行以 ０.４ 公顷为一个信用额度ꎬ这意味着信用的授予只基于栖息地面积ꎬ而不考虑质量等更高层面

的要求ꎬ６％的银行以缓解率或乘数来计算信用ꎬ４％的银行根据该地区可能覆盖的物种个体数量来计算信

用[３０]ꎬ此外还包括等级打分法、通过生境评估程序确定信用的方法ꎬ如表 １ 所示ꎮ 由于生物多样性信用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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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的不一致ꎬ目前生物多样性信用并未被标准化[２５]ꎬ信用的评估因物种而异ꎬ同时必须在充分考虑指标可

操作性和标准的科学合理性之间权衡[３１]ꎮ
３.３　 生物多样性银行信用交易价格

通过制定合理的可被市场接受的生物多样性信用的价格ꎬ生态保护者或修复者可以通过出售信用获得经

济收益ꎬ实现生物多样性价值ꎮ 目前为止ꎬ尚没有数据库对生物多样性信用的价格进行全面的统计ꎮ 信用的

价格由于物种种类、银行建立主体的差异等因素存在较大的差别[３２]ꎮ 但总体而言ꎬ在市场机制下ꎬ生物多样

性信用的价格受到生物多样性银行管理成本和市场需求的影响ꎮ
一方面ꎬ生物多样性银行投资者要为储存信用投入大量建设成本ꎬ具体成本因生物多样性银行的补偿目

标、手段、技术水平等存在较大差别[３３]ꎮ 此外ꎬ生物多样性银行投资者需要负担向管理部门申请生境建造、获
取信用等的行政审批费用ꎮ 生物多样性信用的出售时间也会影响生物多样性银行的运营成本ꎮ 由于在信用

出售之前ꎬ生物多样性银行投资者需要持续进行投资ꎬ以保护和管理相应的物种和栖息地ꎮ 随着时间的推移ꎬ
生物多样性银行的维护成本将不断增加ꎬ生物多样性信用价格也会相应提高[３４]ꎮ 但总体而言ꎬ生物多样性信

用的价格不会超过开发商自行补偿的成本ꎬ否则开发商将选择自行补偿[３５]ꎮ 另一方面ꎬ生物多样性信用的市

场需求主要由补偿率反映ꎮ 补偿率是降低补偿失败风险的工具ꎬ指因保护、增强、恢复、创建物种栖息地与土

地开发占用的栖息地之间交换的比率ꎮ 补偿率取决于补偿方式、目标、相应栖息地的位置和生态功能以及补

偿成功率等因素[３６—３７]ꎮ 当开发行为导致大量物种多样性损失和高质量的栖息地退化时ꎬ则需要购买多倍于

受损生境土地面积的信用ꎻ如果生物多样性银行所保护、增强、恢复或创建的栖息地产生的生态价值较高ꎬ补
偿率也会相应的减小ꎬ对生物多样性信用的需求也会相应减少[３８—３９]ꎮ
３.４　 生物多样性银行信用价值实现

生物多样性银行信用价值实现即生物多样性银行的投资者或建设者将信用出售给银行客户进行生物多

样性补偿ꎬ投资者获得保护生物多样性经济利益的过程ꎮ 生物多样性银行客户或借款方是取得土地开发许可

证ꎬ被允许对土地进行开发活动ꎬ并在生物多样性银行购买信用的开发商ꎬ包括私人主体和公共实体ꎮ
生物多样性银行信用价值实现应满足一定条件ꎮ 首先ꎬ只有在无法更小化土地开发造成的生物多样性损

失时ꎬ开发商才可以从生物多样性银行购买信用以补偿造成的损失ꎮ 因此ꎬ在进行信用交易前ꎬ相关责任部门

需要评估生物栖息地开发的环境影响ꎬ核查是否可以避免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ꎬ或是否存在某种措施可以将

土地开发对物种和栖息地的影响最小化ꎮ 其次ꎬ生物多样性银行建设者必须严格按照银行协议建立和运营生

物多样性银行ꎬ在最大限度上确保实现物种和栖息地的生态系统功能ꎮ 生物多样性银行所保护、增强、恢复和

创建的生物栖息地必须满足保护银行协议中的有关规定ꎬ才能取得信用授权ꎬ并将其出售给有补偿责任的土

地开发商[４０]ꎮ

４　 启示与政策建议

４.１　 国外生物多样性银行制度对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启示

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已成为当前国际社会广泛共识ꎮ 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ꎬ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政

策ꎬ从顶层设计上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予以有效保障ꎮ 价值实现是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积极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重要举措ꎮ 国外生物多样性银行制度为我国开展生物多样性产品价值实现提供

了具体路径参考ꎮ 基于以上生物多样性银行运转的关键点分析ꎬ本研究得出以下启示:
(１)完善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法规是生物多样性市场产生的前提ꎮ
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生物多样性银行制度的实施得益于较为完善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ꎮ 美国从联邦

政府到州级政府的多部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ꎬ如«濒危物种法»、«加州濒危物种法案»等都明确提出了开发商

需要对造成物种损失、破坏物种栖息地进行补偿的规定[７]ꎬ物种保护法律实施力度的加强使得潜在的生物多

样性信用买家群体不断扩大ꎬ高信贷价格进一步吸引了新银行的成立[１９]ꎮ 澳大利亚有关生物多样性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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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和具体条文覆盖的范围堪称完备ꎬ相关法律法规高达 ５０ 多部ꎬ从联邦到各州各领地均建立了相应法

规[４１]ꎮ 只有对物种保护建立严格标准与要求时ꎬ减轻开发项目对环境影响的需求才会增加ꎬ生物多样性银行

才能有发展前景ꎮ 因此ꎬ我国可以在现有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框架基础上ꎬ完善生物多样性市场化保护机制、
生物多样性补偿等方面的法律法规ꎬ创造对物种保护补偿机制的需求ꎬ从而支持生物多样性银行市场的发展ꎮ

(２)明确的自然资源产权是生物多样性信用交易的基础ꎮ
只有在产权被明确界定的前提下ꎬ资源的配置效率才可能达到帕累托最优[４２]ꎮ 生物多样性银行的建立ꎬ

尤其是栖息地银行的建立ꎬ需要以土地产权的交易为基础ꎬ美国依靠其完善的农地市场体系ꎬ通过土地权利的

买卖与租赁ꎬ优化土地资源配置ꎬ最大限度实现了私人土地上的物种栖息地价值[４３]ꎮ 当前我国生物资源制度

的相关规定中ꎬ尚未全面明确自然生物资源产权的代表主体ꎬ也未明确国家、地方政府或个人的有关权利或义

务ꎮ 这一法律漏洞使得开发商相互争夺生物资源开发和利用的权利ꎬ而不考虑生物资源的长期利用和保护ꎮ
为保障生物多样性银行设立与正常运营ꎬ我国需要明确物种资源产权ꎬ处理好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的关

系ꎬ逐步完善自然资源产权体系ꎮ
(３)科学评估生物多样性价值是生物多样性市场化交易亟需解决的技术问题ꎮ
作为生物多样性价值的体现形式ꎬ国外对生物多样性信用的量化方法主要有两类ꎬ一是基于物种栖息地

面积的方法ꎬ该方法利用测得的栖息地面积乘以不同参数核算信用ꎬ并设置补偿率以确保生态等效性的实现ꎮ
二是基于功能的计算方法ꎬ通过对物种不同功能价值的核算来确定信用ꎮ 前者简单易行ꎬ但忽略了生物多样

性的功能价值ꎻ后者计算复杂且精细ꎬ适用于物种种类丰富和生态服务功能较多的生态系统ꎮ 除此之外ꎬ各国

也在积极探索生物多样性信用量化评估机制[４４]ꎮ 然而目前我国尚未出台规范统一的生物多样性价值核算方

法ꎬ使生物多样性市场交易、生物多样性补偿等促进生物多样性价值实现的机制缺乏科学依据[４５]ꎬ对生物多

样性整体估值受到科学空白、能力、成本等多重限制[４６]ꎮ 生物多样性的复杂性导致信用评估技术难以兼具简

易性和全面性ꎬ尽管基于面积和基于功能的信用评估方法仍面临很多挑战ꎬ但是这两种方法仍是目前为止相

对科学和有效的生物多样性价值评估方法[４７]ꎮ
(４)构建生物多样性补偿交易市场是生物多样性银行设立与运营的关键点ꎮ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方面的优势是促进生物多样性价值实现的关键ꎮ 国外生物多样性市场建

立了明确的生态补偿标准和交易规则ꎬ市场机制较为完善ꎮ 在与各利益相关者展开协商之后ꎬ“生物多样性

和商业抵消计划”(ＢＢＯＰ)确定了一系列实现效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的设计原则ꎬ包括生物多样性零净损

失、取得额外的保护成果、坚持缓解措施等级制度、注重保护银行的长期保护成果等多项规定[４８]ꎮ 澳大利亚

政府«１９９９ 年联邦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法案»(ＥＰＢＣ)提出了生物多样性补偿的要求ꎬ２０１２ 年澳大利

亚政府颁布«ＥＰＢＣ 环境补偿政策»ꎬ概述了如何根据 ＥＰＢＣ 通过环境影响评估和审批程序确定补偿的适用

性ꎬ«补偿评估指南»进一步讨论了濒危物种和生态群落相关的补偿贸易的等值性问题[４９]ꎮ ２０１６ 年美国内政

部推出«濒危物种法案补偿性缓解政策(草案)»取代了«保护银行的建立、使用和运营指南»ꎬ提高了物种保

护银行的标准ꎬ使其更接近国际生物多样性抵消原则ꎮ 美、澳等国家不断完善有关政策ꎬ使其补偿原则最大限

度地与国际标准相统一ꎮ 我国生物多样性市场机制仍处于起步阶段ꎬ未来可依照 ＢＢＯＰ 的补偿要求ꎬ建立符

合我国实际的生态补偿标准和交易规则ꎬ促使统一的补偿交易市场的形成ꎮ
(５)监督与管理是保障生物多样性银行产生保护和恢复效果的重要手段ꎮ
由于自然资源管理以及生物多样性银行运行较为复杂ꎬ因此需要构建协调、专业的监督与管理机制ꎮ 美

国环境保护局、美国鱼类和野生动植物管理局是保护银行的主要监管机构ꎬ负责对生物多样性银行的设立、运
营及长期管理进行监督ꎬ其监管内容包括保护银行的选址、物种管理计划、资金管理计划以及保护银行是否履

行了其永久保护生物栖息地的承诺ꎮ 另外ꎬ美国、澳大利亚积极引入公众监督以及第三方监管力量ꎬ在保护银

行提交申请之后ꎬ公众需要对保护银行提交的保护银行协议进行评议、审查和监督ꎮ 从监管方式上ꎬ美国陆军

工程兵团创造性地开发了在线数据库“替代费管理和银行信息跟踪系统”ꎬ该平台的建设能够有效地确保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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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透明度ꎬ促进信息共享ꎮ 因此ꎬ我国可借鉴国外监管框架ꎬ明确监管主体、监管内容ꎬ不断创新监管方式ꎮ
４.２　 建立我国生物多样性银行政策建议

探索建立生物多样性价值实现路径是保护生物多样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ꎮ 当前ꎬ我国与美国、
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发育程度以及产权、法律等制度保障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ꎬ如何为

生物多样性银行的建立打下坚实制度基础、构建生物多样性银行市场体系、监督与反馈生物多样性银行保护

成果是开展物种资源价值实现和保护的关键问题ꎮ 借鉴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实施生物多样性银行制度的有

关经验ꎬ本研究从三方面提出在我国建立以生物多样性银行制度为载体的价值实现路径的政策建议ꎮ
(１)完善自然生物资源产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机制

首先ꎬ要在明确生物资源所有权的基础上ꎬ处理好使用权、经营权和收益权的关系ꎮ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

法»中明确了野生动物资源的国家所有权ꎬ但是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但当前未被列入“国家重点

保护名录”的物种或未被发现的稀有物种ꎬ其所有权和保护并未受到重视ꎮ 因此ꎬ我国应从目前体制和基本

国情出发ꎬ明确生物资源的国家所有权ꎮ 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ꎬ通过使用权或经营权的出让ꎬ实现资源变

资产ꎮ
其次ꎬ加大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立法ꎬ明确有关生物多样性零净损失或净收益的政策规定ꎬ弥补生物多样

性信用自发需求不足的问题ꎻ相关部门出台生态补偿相关的法律法规ꎬ明确开发商的损害补偿义务、补偿标准

等ꎬ在不能避免、减少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前提下ꎬ优先就地保护和修复ꎬ必要时可通过购买生物多样性信用

补偿项目所造成的损失ꎮ
(２)创新生物多样性保护市场化运作模式

首先ꎬ培育生物多样性保护第三方产业ꎮ 我国土地归国家和集体所有ꎬ因此可由自然资源的主管部门主

导设立保护银行ꎬ为开发商提供生态补偿所需的信用ꎮ 另外可适度扩大自然资源使用权的出让、转让、出租等

权能ꎬ赋予社会资本一定期限的使用权、地役权安排ꎬ鼓励与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生物多样性银行的设立与运

营ꎬ开展生态修复与生物多样性补偿[５０]ꎮ
其次ꎬ建立生物多样性补偿交易市场规范ꎮ 一是要明确生物多样性市场交易规则ꎬ明确生物多样性信用

的买方与卖方ꎬ制定生物多样性银行设立准则和市场交易流程ꎮ 二是要以市场化为导向完善生物多样性信用

价格形成机制ꎬ探索建立反映物种资源稀缺状况、损害成本和保护收益、市场供求和代际关系的价格形成机

制ꎬ更好地实现生物多样性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５１]ꎮ
最后ꎬ建立对生物多样性银行设立、运营的监管机制ꎮ 明确我国生态环境部门对自然资源管理和生态系

统保护的主要监管责任ꎬ以及水利、农业等多部门在专业问题上的监督、指导职能ꎬ引导公众力量参与监督管

理ꎻ划定监管内容ꎬ实现对保护银行设立与运营的全过程监管ꎬ主要包括保护银行的选址及对周边生态环境的

影响、银行的建造及管理计划ꎻ搭建数字化平台ꎬ实现对生物多样性信用交易状况的监管和动态追踪ꎮ
(３)加强对生物多样性价值评估的研究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绩效的评价

首先ꎬ从生物多样性的生态属性、经济属性入手ꎬ加强有关基础理论研究[５２]ꎬ解决生物多样性价值评估研

究中的技术不确定性即估值结果的准确性问题ꎬ如陈述偏好法问卷设计造成的潜在(假设性或策略性)偏

差[５３]、生产函数法中不同概率分配的影响以及显示偏好法中自然资源的替代品或补充产品价格波动造成的

影响[５４]ꎮ
其次ꎬ建立科学、灵活的生物多样性信用评估方法ꎬ综合基于面积规模和基于生态服务功能的方法ꎬ做出

适应性调整ꎻ研究适用于不同物种的信用指标ꎬ推动其标准化ꎬ并允许依据地理位置、经济价值、修复难易程度

等因素动态调整ꎮ
最后ꎬ强化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的监测和绩效评价ꎮ 借鉴美国物种保护银行的评估指标和方法ꎬ对物

种保护成效进行监测和评估ꎬ确保生物多样性补偿的有效性ꎻ结合大数据、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遥感等手段ꎬ
开展物种和栖息地保护成效监测ꎬ据此设计生物多样性信用评估模型ꎬ开展生物多样性信用及生态等效评估ꎬ

５０２　 １ 期 　 　 　 李京梅　 等:生物多样性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与制度安排———国外生物多样性银行经验借鉴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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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更多优质生物多样性产品的供给[５５]ꎮ

５　 结语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价值实现关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ꎬ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ꎮ 当前我国生物

多样性价值实现手段单一ꎬ发展进程缓慢ꎮ 生物多样性银行制度将生物多样性作为商品ꎬ通过市场交易ꎬ使保

护者获得收益、破坏者或使用者付出成本ꎮ 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在不断探索与实践的基础上ꎬ形成了一套完

整有效的制度体系ꎮ 本研究对国外生物多样性银行制度中有关价值实现的关键点予以分析ꎬ对在我国建立以

生物多样性银行制度为载体的价值实现路径ꎬ推动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的改革提供了借鉴思路ꎮ
生物多样性价值的统一核算仍是生物多样性银行制度实施的难题ꎬ也是我国建立生物多样性银行制度实

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的技术难题ꎮ 实现物种或者栖息地零净损失或者保护净收益需要采集和量化不同

物种或栖息地的损失成本和收益价值ꎮ 因此ꎬ必须把握生物多样性信用核算的本质ꎬ在允许一定可调整性存

在的前提下ꎬ客观评估生物多样性价值ꎬ方可减少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问题ꎬ有效发挥生物多样

性银行制度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的作用ꎮ 其次ꎬ如何调动社会资本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积极性ꎬ引导其

通过自主投资或者与政府合作等方式设立生物多样性银行ꎬ也是当前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所面临的难题ꎮ 为

此ꎬ可采用产权激励、财税支持和金融扶持等手段支持社会资本通过保护生物多样性获得合理回报ꎻ通过政策

规范ꎬ切实保障社会资本的合法权益ꎬ增强其长期投资信心ꎮ 与此同时ꎬ在开展生物多样性价值实现的过程

中ꎬ应辅之以必要的保障措施ꎬ包括明确自然资源产权ꎬ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等ꎬ在此基础上创新生物多样性保

护市场体系ꎬ不断加强对生物多样性价值的评估研究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绩效的评价ꎮ 随着全社会生物多样性

保护意识的提高以及相应制度保障的不断完善ꎬ生物多样性银行制度将成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的重

要手段ꎬ能够促进高质量生物多样性产品的可持续供给ꎮ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 １ ]　 世界资源研究所. 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 生物多样性综合报告.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办公室ꎬ 译. 北京: 中国环境

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５: １８￣３０.
[ ２ ]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 Ｒꎬ ｄ′Ａｒｇｅ Ｒꎬ ｄｅ Ｇｒｏｏｔ Ｒꎬ Ｆａｒｂｅｒ Ｓꎬ Ｇｒａｓｓｏ Ｍꎬ Ｈａｎｎｏｎ Ｂꎬ Ｌｉｍｂｕｒｇ Ｋꎬ Ｎａｅｅｍ Ｓꎬ Ｏ′Ｎｅｉｌｌ Ｒ Ｖꎬ Ｐａｒｕｅｌｏ Ｊꎬ Ｒａｓｋｉｎ Ｒ Ｇꎬ Ｓｕｔｔｏｎ Ｐꎬ ｖａｎ

ｄｅｎ Ｂｅｌｔ Ｍ.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ꎬ １９９７ꎬ ３８７(６６３０): ２５３￣２６０.
[ ３ ] 　 Ｋｕｍａｒ Ｐ.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１: ４￣６.
[ ４ ] 　 Ｗｏｒｌｄ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Ｆｕｎｄ. Ｌｉｖｉｎｇ Ｐｌａｎｅ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ｓꎬ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Ｐｌａｃｅｓ.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ＷＷＦꎬ ２０１４.
[ ５ ] 　 Ｂａｒｎｏｓｋｙ Ａ Ｄꎬ Ｍａｔｚｋｅ Ｎꎬ Ｔｏｍｉｙａ Ｓꎬ Ｗｏｇａｎ Ｇ Ｏ Ｕꎬ Ｓｗａｒｔｚ Ｂꎬ Ｑｕｅｎｔａｌ Ｔ Ｂꎬ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Ｃꎬ ＭｃＧｕｉｒｅ Ｊ Ｌꎬ Ｌｉｎｄｓｅｙ Ｅ Ｌꎬ Ｍａｇｕｉｒｅ Ｋ Ｃꎬ Ｍｅｒｓｅｙ Ｂꎬ

Ｆｅｒｒｅｒ Ｅ Ａ. Ｈａｓ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ｓ ｓｉｘｔｈ ｍａｓｓ 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ａｒｒｉｖｅｄ? Ｎａｔｕｒｅꎬ ２０１１ꎬ ４７１(７３３６): ５１￣５７.
[ ６ ] 　 张晏. 生态系统服务市场化工具: 概念、类型与适用.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ꎬ ２０１７ꎬ ２７(６): １１９￣１２６.
[ ７ ] 　 Ｐｏｕｄｅｌ Ｊꎬ Ｚｈａｎｇ Ｄ Ｗꎬ Ｓｉｍｏｎ Ｂ.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９ꎬ ２８ ( ６):

１６２９￣１６４６.
[ ８ ] 　 Ｐｏｕｄｅｌ Ｊꎬ Ｚｈａｎｇ Ｄ Ｗꎬ Ｓｉｍｏｎ Ｂ.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ｌｙ ｏｆ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Ｐｏｌｉｃｙꎬ ２０１８ꎬ

７９: ３２０￣３２５.
[ ９ ]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Ｒｉｏ ｄｅ Ｊａｎｅｉｒｏ: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ꎬ １９９２.
[１０] 　 Ｔｅｎ Ｂｒｉｎｋ Ｐ.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ａｋｉｎｇ. Ｌｏｎｄｏｎ: Ｅａｒｔｈｓｃａｎꎬ ２０１１: ９￣１０.
[１１] 　 Ｈｏｏｐｅｒ Ｄ Ｕꎬ Ｃｈａｐｉｎ Ｆ Ｓꎬ Ｅｗｅｌ Ｊ Ｊꎬ Ｈｅｃｔｏｒ Ａꎬ Ｉｎｃｈａｕｓｔｉ Ｐꎬ Ｌａｖｏｒｅｌ Ｓꎬ Ｌａｗｔｏｎ Ｊ Ｈꎬ Ｌｏｄｇｅ Ｄ Ｍꎬ Ｌｏｒｅａｕ Ｍꎬ Ｎａｅｅｍ Ｓꎬ Ｓｃｈｍｉｄ Ｂꎬ Ｓｅｔäｌä Ｈꎬ

Ｓｙｍｓｔａｄ Ａ Ｊꎬ Ｖａｎｄｅｒｍｅｅｒ Ｊꎬ Ｗａｒｄｌｅ Ｄ Ａ.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 ａ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ｓꎬ ２００５ꎬ ７５(１): ３￣３５.

[１２] 　 Ｒｏｍáｎ￣Ｐａｌａｃｉｏｓ Ｃꎬ Ｗｉｅｎｓ Ｊ Ｊ. Ｒｅｃｅｎ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ｅｖｅａｌ ｔｈｅ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２０２０ꎬ １１７(８): ４２１１￣４２１７.

[１３] 　 Ｂａｌｍｆｏｒｄ Ａꎬ Ｂｏｎｄ Ｗ.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Ｌｅｔｔｅｒｓꎬ ２００５ꎬ ８(１１): １２１８￣１２３４.
[１４] 　 Ｂｒｏｎｄｉｚｉｏ Ｅ Ｓꎬ Ｓｅｔｔｅｌｅ Ｊꎬ Ｄíａｚ Ｓꎬ Ｎｇｏ Ｈ Ｔ.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ｏｎ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Ｂｏｎｎ: ＩＰＢＥＳ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ꎬ ２０１９.
[１５] 　 Ｆａｒｂｅｒ Ｓ Ｃꎬ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 Ｒꎬ Ｗｉｌｓｏｎ Ｍ 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ｆｏｒ ｖａｌｕｉｎｇ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２００２ꎬ ４１(３): ３７５￣

３９２.
[１６] 　 Ｐｅａｒｃｅ Ｄꎬ Ｍｏｒａｎ 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１９９４: １２￣１３.
[１７] 　 Ｇｒｏｖｅｓ Ｃ Ｒꎬ Ｋｕｔｎｅｒ Ｌ Ｓꎬ Ｓｔｏｍｓ Ｄ Ｍꎬ Ｍｕｒａｙ Ｍ Ｐꎬ Ｓｃｏｔｔ Ｊ Ｍꎬ Ｓｃｈａｆａｌｅ Ｍꎬ Ｗｅａｋｌｅｙ Ａ Ｓꎬ Ｐｒｅｓｓｅｙ Ｒ Ｌ. Ｏｗｎｉｎｇ ｕｐ ｔｏ ｏｕ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ｗｈｏ

ｏｗｎｓ ｌａｎｄ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ｏｒ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 Ｓｔｅｉｎ Ｂ Ａꎬ Ｋｕｔｎｅｒ Ｌ Ｓꎬ Ａｄａｍｓ Ｊ Ｓ. Ｐｒｅｃｉｏｕｓ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６０２ 　 生　 态　 学　 报　 　 　 ４３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０: ２７５￣３００.
[１８] 　 Ｂｏｎｎｉｅ Ｒ.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ｃ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 １９９９ꎬ ２４０(１ / ３): １１￣１９.
[１９] 　 Ｆｏｘ Ｊꎬ Ｎｉｎｏ￣Ｍｕｒｃｉａ Ａ.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０５ꎬ １９(４): ９９６￣１００７.
[２０] 　 Ｒｕｈｌ Ｊ Ｂꎬ Ｇｌｅｎ Ａꎬ Ｈａｒｔｍａｎ Ｄ. Ａ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 ２００５ꎬ ２０(１):

２６￣３２.
[２１] 　 Ｆｉｓｈ ａｎｄ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ꎬ Ｕｓｅꎬ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ａｎｋ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Ｆｉｓｈ ａｎｄ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ꎬ ２００３.
[２２] 　 Ｇｒｉｍｍ Ｍ. Ｃｏｎｓｅｒｖｉｎｇ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ｏｆｆｓｅｔｓ?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ｆｒｏｍ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ｆｏｒ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２０ꎬ ５７: １２５８７１.
[２３] 　 Ｎｏｓｓ Ｒ Ｆ.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ｙꎬ １９９０ꎬ ４(４): ３５５￣３６４.
[２４] 　 Ｐｏｕｄｅｌ Ｊꎬ Ｐｏｋｈａｒｅｌ 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ｉｎ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ꎬ ２０２１ꎬ １３(２２): １２４４１.
[２５] 　 Ｇａｍａｒｒａ Ｍ Ｊ Ｃꎬ Ｔｏｏｍｂｓ Ｔ Ｐ. Ｔｈｉｒ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Ｕ.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７ꎬ

２１４: ６￣１２.
[２６] 　 李京梅ꎬ 王腾林. 美国湿地补偿银行制度研究综述. 海洋开发与管理ꎬ ２０１７ꎬ ３４(９): ３￣１０.
[２７] 　 ＭｃＫｅｎｎｅｙ Ｂ Ａꎬ Ｋｉｅｓｅｃｋｅｒ Ｊ Ｍ.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ｆｓｅｔｓ: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ｏｆｆｓｅｔ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２０１０ꎬ ４５

(１): １６５￣１７６.
[２８] 　 Ｇｒｉｍｍ Ｍ. Ｍｅｔｒ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Ｌａｎｄꎬ ２０２１ꎬ １０(６): ５６５.
[２９] 　 Ｍａｄｓｅｎ Ｂꎬ Ｃａｒｒｏｌｌ Ｎꎬ Ｍｏｏｒｅ Ｂｒａｎｄｓ Ｋ.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ｏｆｆｓｅｔ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２０２１￣ １１￣ １０]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ｍａｒｋｅｔｐｌａｃｅ.ｃｏｍ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ａｃｒｏｂａｔ / ｓｂｄｍｒ.ｐｄｆ.
[３０] 　 颜宁聿ꎬ 刘耕源ꎬ 范振林. 生态银行运行机制与本土化改造研究: 文献综述. 中国国土资源经济ꎬ ２０２０ꎬ ３３(１２): １０￣２４.
[３１] 　 Ｂｅｚｏｍｂｅｓ Ｌꎬ Ｇａｕｃｈｅｒａｎｄ Ｓꎬ Ｋｅｒｂｉｒｉｏｕ Ｃꎬ Ｒｅｉｎｅｒｔ Ｍ Ｅꎬ Ｓｐｉｅｇｅｌｂｅｒｇｅｒ 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ｗｈａｔ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ꎬ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ｂａｓｉ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２０１７ꎬ ６０(２): ２１６￣２３０.
[３２] 　 Ｗｈｉｔｅ Ｔ Ｂꎬ Ｂｕｌｌ Ｊ Ｗꎬ Ｔｏｏｍｂｓ Ｔ Ｐꎬ Ｋｎｉｇｈｔ Ａ Ｔ. Ｕｎ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ｉｅｓ.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ꎬ ２０２１ꎬ ３(７): ｅ４３１.
[３３] 　 Ｂｅｎｄｏｒ Ｔꎬ Ｓｈｏｌｔｅｓ Ｊꎬ Ｄｏｙｌｅ Ｍ Ｗ.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ａ ｓｔｒｅａｍ ａｎ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 ２００９ꎬ １９

(８): ２０７８￣２０９２.
[３４] 　 Ｋｏｈ Ｎ Ｓꎬ Ｈａｈｎ Ｔꎬ Ｂｏｏｎｓｔｒａ Ｗ Ｊ. Ｈｏｗ ｍｕｃｈ ｏｆ ａ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ａ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ｆｓｅｔ? Ａ ｔｙｐ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ｆｓｅ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２０１９ꎬ ２３２: ６７９￣６９１.
[３５] 　 Ｍｏｉｌａｎｅｎ Ａꎬ ｖａｎ Ｔｅｅｆｆｅｌｅｎ Ａ Ｊ Ａꎬ Ｂｅｎ￣Ｈａｉｍ Ｙꎬ Ｆｅｒｒｉｅｒ Ｓ. Ｈｏｗ ｍｕｃｈ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ｅｎｏｕｇｈ? 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ｎｇ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ａｎｄ ｔｉｍｅ

ｄｉｓ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ｗｈｅｎ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ｏｆｆｓｅｔ ｒａｔｉｏｓ ｆｏｒ ｉｍｐａｃｔｅｄ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０ꎬ １７(４): ４７０￣４７８.
[３６] 　 Ｔｅｎ Ｋａｔｅ Ｋꎬ Ｂｉｓｈｏｐ Ｊꎬ Ｂａｙｏｎ Ｒ.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ｆｓｅｔｓ: Ｖｉｅｗｓꎬ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ａｓ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Ｉｎｓｉｇｈ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ꎬ ２００４.
[３７] 　 Ｂｕｒｇｉｎ Ｓ. ＢｉｏＢａｎｋｉｎｇ: ａ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ｏｆｆｓｅｔｓ ｉｎ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０８ꎬ １７(４): ８０７￣８１６.
[３８] 　 Ｚｅｄｌｅｒ Ｊ Ｂ.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ｃｏａｓｔ.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１９９１ꎬ １９(１): ３５￣５３.
[３９] 　 Ｑｕéｔｉｅｒ Ｆꎬ Ｌａｖｏｒｅｌ Ｓ.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 ｉｎ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ｆｓｅｔ ｓｃｈｅｍｅｓ: ｋｅ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１ꎬ １４４

(１２): ２９９１￣２９９９.
[４０] 　 Ｂａｙｏｎ Ｒꎬ Ｃａｒｒｏｌｌ Ｎꎬ Ｆｏｘ Ｊ.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Ａ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Ｕｐ ａｎｄ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ｒｅｄｉｔ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０７: １５￣１７.
[４１] 　 尚玮姣ꎬ 王忠明ꎬ 陈民ꎬ 付贺龙ꎬ 廖世容. 澳大利亚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及政策. 世界林业研究ꎬ ２０１６ꎬ ２９(５): ８２￣８６.
[４２] 　 Ａｌｖａｒａｄｏ￣Ｑｕｅｓａｄａ Ｉꎬ Ｈｅｉｎ Ｌꎬ Ｗｅｉｋａｒｄ Ｈ Ｐ. Ｍａｒｋｅｔ￣ｂａｓｅ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ｆｏｒ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ｓｃｈｅｍｅｓ ａｎｄ ａｎ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ｆｏｒ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４ꎬ ２３(１): １￣２１.
[４３] 　 范怀超. 国外土地流转趋势及对我国的启示. 经济地理ꎬ ２０１０ꎬ ３０(３): ４８４￣４８８ꎬ ５１８￣５１８.
[４４] 　 王宇飞. 生物多样性银行的制度设计和运营平台构建. ( ２０２１￣０４￣ ２９) [２０２１￣０９￣ １０]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ｄ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ＤｏｃＶｉｅｗ. ａｓｐｘ? ｃｈｎｉｄ ＝

３８６＆ｌｅａｆｉｄ ＝ １３３９＆ｄｏｃｉｄ ＝ ２９０３１２４.
[４５] 　 王夏晖ꎬ 朱媛媛ꎬ 文一惠ꎬ 谢婧ꎬ 刘桂环.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基本模式与创新路径. 环境保护ꎬ ２０２０ꎬ ４８(１４): １４￣１７.
[４６] 　 李奇ꎬ 朱建华ꎬ 肖文发. 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关系、权衡与管理. 生态学报ꎬ ２０１９ꎬ ３９(８): ２６５５￣２６６６.
[４７] 　 迂婕ꎬ 李京梅. 美国“湿地信用”评估与交易及对中国湿地修复的启示. 资源科学ꎬ ２０２１ꎬ ４３(９): １９１８￣１９３１.
[４８] 　 Ｗｅｎｄｅ Ｗꎬ Ｔｕｃｋｅｒ Ｇ Ｍꎬ Ｑｕéｔｉｅｒ Ｆꎬ Ｒａｙｍｅｎｔ Ｍꎬ Ｄａｒｂｉ Ｍ.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ｆｓｅｔ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Ｎｏ Ｎｅｔ Ｌｏｓｓ ｏｆ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Ｃｈａｍ: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ꎬ ２０１８: ２１￣２２.
[４９] 　 Ｍｉｌｌｅｒ Ｋ Ｌꎬ Ｔｒｅｚｉｓｅ Ｊ Ａꎬ Ｋｒａｕｓ Ｓꎬ Ｄｒｉｐｐｓ Ｋꎬ Ｅｖａｎｓ Ｍ Ｃꎬ Ｇｉｂｂｏｎｓ Ｐꎬ Ｐｏｓｓｉｎｇｈａｍ Ｈ Ｐꎬ Ｍａｒｏｎ Ｍ.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ｏｆｆｓｅｔ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ｏ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５ꎬ ４２(４): ３０６￣３１４.
[５０] 　 李忠. 长江经济带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研究. 宏观经济研究ꎬ ２０２０ꎬ (１): １２４￣１２８ꎬ １６３￣１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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