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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流域是最为典型的生态区域，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载体，流域可持续发展对国家经

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日趋紧张的人地关系，对流域的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提出新的挑战。
引入区域生态学的理论及方法，在总结区域生态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目标和研究尺度基础上，剖析了妨碍我国流域可

持续发展的主要区域生态问题，并从流域生态格局⁃过程⁃功能协调发展、实现流域间地⁃地耦合、构建与生态承载力相适宜的人

居环境和产业结构、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等四个方面提出了基于区域生态学理论和方法的应对策略，以引导我国新时期流域的可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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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在人类活动的强烈影响下，长期以来形成的合理的区域生态结

构⁃过程⁃功能遭到严重破坏，工业污染和生态破坏呈加剧趋势，环境问题日益凸显［１］，全球资源环境面临前所

未有的压力，地球进入“人类世”的新纪元［２—３］。 为缓解经济发展对生态的影响，２０１５ 年，联合国提出 １７ 个可

持续发展目标（ＳＤＧｓ），旨在通过自然和社会系统的力量，从单纯的环境保护转向结合生态、经济和社会知识

进行区域生态恢复和管理［４］。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区域发展一体化，人类对环境的影响从局地扩展到区域

甚至全球，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呈现区域性和综合性特征［５—８］。 传统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侧重种群生态和景

观生态，难以阐释宏观尺度区域生态问题，必须从区域综合性视角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因此如何

将生态学原理和方法应用到解决区域生态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６］。 在此背景下，生态学发展迫切需要

创建一门探讨基于区域尺度的生态系统管理理论与实践的系统学科———区域生态学，将研究尺度从局部扩展

到宏观，以研究区域生态系统的结构、过程与功能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演变机制，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

指导［９］。
区域生态学是研究区域内部生态结构、过程和功能，以及区域间生态要素耦合和相互作用机理的生态学

子学科，援引了地理学中的“区域”和生态学中的“生态学”的概念［９］。 区域生态学的起源可追溯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空间规模概念在生态研究领域的出现［１０］，科学家意识到部分生态问题具有区域性［１１—１３］。 国际上，区
域生态学的真正诞生时间应该是 ２００３ 年，Ｂｌａｃｋｂｕｒｎ 和 Ｇａｓｔｏｎ 撰写的英国生态学会第 ４３ 次年会会议记录，以
及 Ｋｅｖｉｎ Ｇａｓｔｏｎ 出版的《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Ｒａｎｇｅｓ》专著，标志着区域生态学作为一门学

科在解决具有区域地理特征问题中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认可［１４—１９］。 ２０１５ 年，高吉喜出版了国内第一本区域

生态学专著，探讨了区域尺度生态系统管理的理论与实践［９］。 在中国， 区域生态学的研究更注重解决经济发

展过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 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解决方案［２０—２２］。
流域以水为介质，是最为典型的生态区域，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载

体［２３］。 人类文明大多发源于流域，一些大型的流域如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都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重要的

经济地带［２４］，流域可持续发展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２５］，从长江流域的“共
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到黄河流域的“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均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下的新型

区域发展理念。 然而，随着人类不合理的开发和利用，我国流域人地关系日趋紧张［２６］，对流域的可持续发展

提出了新的挑战。 流域作为一个完整的生态功能体通过水循环以及伴生的土壤营养物将子流域内部连接成

为一个有机整体，有完整的区域表现，更关注以水为介质的上、中、下游在结构、过程和功能方面的生态完整性

和相互作用机制。 区域生态学侧重于立足区域整体、从全局角度分析问题，能为流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

指导。 因此在治理我国流域生态环境问题时，迫切需要将流域作为一个整体区域，运用区域生态学理论及方

法对其进行指导，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本文基于该考虑，通过引入区域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剖析了

妨碍我国流域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区域生态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区域生态学的流域可持续发展应对

策略，以引导我国流域的合理发展。

１　 区域生态学的关键问题

１．１　 区域生态学的研究对象

区域生态学以区域性为特点，研究对象包括供体和受体两种生态功能体，二者通过水、空气、资源等不同

的介质发生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进而形成流域、风域和资源域三类生态域［２２］。 主要包括以下三个研究

对象：
（１）生态域

区域的概念最早起源于地理学，地理区域主要指自然地理学体系中的区域实体［２２］。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

展和学科领域的拓展，区域的概念和内涵也在不断变化，已不仅仅只是空间的概念了，更强调不同地域之间因

某种联系而形成的共同体。 因此，生态学中也有了“生态域”的概念，即具有相对完整生态结构、生态过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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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功能的地域综合体［９］。
（２）生态介质

生态介质是生态区域的联系纽带和核心要素，因为生态介质的作用，才使一个区域不同单元之间联系起

来，形成完整的更大单元。 在流域中，生态介质是水，它将上游水源涵养区与下游居住区联系起来，形成一个

完整的生态域［９］。
（３）生态功能体

生态功能体指具有完整结构和功能的生态区域，是区域生态学研究的基本单元。 具有不同生态功能的地

域单元就形成了不同的生态功能体，可分为生态供体和生态受体。 其中生态供体指生态区域中提供水源涵

养、土壤保持、气候调节、防风固沙、提供产品等生态系统服务的生态功能体，其在保障区域生态安全以及促进

区域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生态受体指生态区域中接受生态系统服务的生态功能体［９］。

图 １　 区域生态学主要研究内容

Ｆｉｇ．１　 Ｋｅ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１．２　 区域生态学的研究内容

区域生态学的核心研究内容包括了如下四个方面

（图 １）：
（１）区域生态系统结构、过程与功能

区域生态系统结构包括区域生态系统的组分和空

间格局；生态系统过程是指生态区域内部各类生态要

素、生态系统和功能体之间的物质、能量循环转移的路

径；生态系统功能是指生态域基于其生态结构在生态过

程中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能力［９］。
生态结构⁃过程⁃功能三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联

系，构成“三位一体”的统一整体。 区域生态系统结构

变化决定和制约着过程和功能的变化，但过程和功能也

可以反作用于结构，过程是塑造结构的动因和驱动力，
生态结构和过程的相互作用会表现出不同的生态功能。
生态域内，探讨生态结构是否完整、生态过程是否连续、
生态功能是否匹配，从而揭示生态域内生态结构、过程

与功能的特点与规律，能更好地服务于区域间协调发展［２２］。
（２）生态供体⁃受体耦合

生态供体⁃受体耦合是指基于生态供体与生态受体的地⁃地耦合和人⁃地耦合的双耦合关系，是区域生态学

研究的核心部分［６］。 生态功能体的研究：一是侧重从区域整体视角研究内部生态系统的结构完整性、过程连

续性与功能匹配性，以评估生态供体与生态受体之间的协调性；二是研究不同生态功能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机

理和耦合机制，如生态服务、生态经济产品和能源资源在生态域之间的分配，以及生态供体和生态受体之间的

生态服务辐射、生态经济产品流转和能源资源流转［２７］。
地⁃地耦合是指生态区域中生态供体与生态受体在空间上的耦合。 在生态域内，生态功能体相互制约、相

互影响，不停地发生各种能量与物质的交换［６］。 解决区域协调问题的核心是统筹兼顾生态域内不同功能体

的自然条件与经济利益，实现生态供体与生态受体之间在格局上配置完整、过程中连续通畅、功能间互利

互惠。
人⁃地耦合是指生态域内自然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经济所构成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复杂系统之间的耦

合［９］。 生态供体提供的生态资源，以及各种生态系统的自我维持与自我调节能力，决定着受体区人居环境的

整体功能和质量，对整个生态域内人居环境、产业结构与布局模式有特定的约束性，是支撑人居与经济发展的

基础。 健康的人⁃地耦合关系，决定了人居生态适宜性与产业生态适宜性［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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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区域生态承载力与生态适宜性

区域生态承载力与生态适宜性评价是研究区域生态学的核心内容。 生态供体的生态承载能力的维系与

提升直接关系到整个生态域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对生态供体而言，主要评估生态承载力和生态服务供给力。
受体在接受供体提供生态服务和产品后，为确保经济开发和资源利用在区域生态适宜范围内，需开展人居适

宜性和生产适宜性研究，建立与生态域承载能力相适宜的产业结构和人居环境，因此生态适宜性是受体评估

的重要内容。 区域生态承载力与生态适宜性评价是探讨区域生态环境问题形成的基础，可为制定区域生态发

展战略提供科学依据［６］。
（４）区域生态协调与生态补偿

区域生态单元内不同生态功能体通过生态介质或人为因素产生联系，导致生态经济产品和生态服务的空

间流动，即生态资产的流转［９］。 因此建立区域生态协调机制、进行生态补偿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以流

域为例，流域上下游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通常情况为上游向下游提供清洁的水资源，但当上游受污染后，则
向下游排放污水。 因此，如何建立区域协调机制对保障整个流域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区域生态补偿是建立区

域协调机制的重要手段［２８］，通过建立生态补偿机制，能有效平衡生态区域内不同功能体之间或不同生态单元

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实现不同区域间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
１．３　 区域生态学的核心目标

区域生态学研究既关注生态区域内各个生态功能体之间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也关注不同生态区域之

间的协调发展，其最终目的是为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因此，服务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

区域生态学研究的最终目标［２９—３０］。
１．４　 区域生态学的研究尺度

对区域生态学而言，研究的尺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态介质的扩展范围和不同生态区域的环境状况。 从

空间尺度上来说，区域生态学的研究重点为中观尺度和局地尺度，从国家视角和地区视角研究区域综合体内部

和区域之间的生态分异与生态联系等。 区域生态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地球上各种类型或不同尺度的区域综合

体，是位于生态系统生态学和景观生态学之上、全球生态学之下的生态学子学科，居于较高的层次［３１］（图 ２）。

图 ２　 区域生态学的研究尺度

Ｆｉｇ．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　 区域生态学与流域可持续发展

２．１　 基于区域生态学的流域生态学研究对象和内容

（１）定义

流域在地理学中，是指一条河流（或水系）的集水区域，是具有水文功能的连续体［２０］，是最为典型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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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根据区域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流域生态学是以水为串联介质，研究生态功能体之间物质、能量、信息

等流动规律，以及自然要素与经济、社会等人文要素耦合发展的学科［３２］。
（２）研究尺度

流域具有清晰的等级结构，这种等级结构赋予它们灵活的尺度，因此流域面积可以为几十万 ｋｍ２的大流

域，也可以是几百 ｋｍ２的小流域。 流域生态单元（生态功能体）的划分是根据一定目的和要求，基于产汇流机

理，按照研究尺度和相应的自然分水线将整个流域划分成不同子区。 流域生态单元主要基于特定流域生态尺

度来建立，不同尺度上的划分结果构成逐级嵌套的等级体系，具有空间尺度效应。 在相对大的空间尺度上，流
域生态单元的划分要体现生态单元之间的差异；在相对小的空间尺度上，要体现生态单元内部结构和功能的

差异［９］。
（３）研究对象

从区域生态学的角度，一个完整流域的生态供体多为自然生态要素，主要包括水源涵养功能体、水土保持

功能体、洪水调蓄功能体、水环境净化功能体、生物多样性保育功能体等。 流域生态受体多为经济社会要素，
通常表现为人类聚集、经济发达的生产生活功能体，构成该功能体的多为经济社会要素，在纵向上主要包括各

级城镇体系，在横向上则包括工业、农业、交通、行政以及居住区等功能区块。 在流域上游源头区，海拔较高，
地势陡峻，林草覆被好，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人类活动胁迫较少，生态系统稳定性较高，通常作为水源涵养、
土壤保持和生物多样性保育功能体，具有供体特征。 中游海拔次高，多湖泊湿地和农田，有零星城镇分布，以
农业为主导产业，通常湖泊湿地作为洪水调蓄功能体，河湖周边的林草缓冲带作为污染物净化功能体，城镇作

为人居保障功能体，农田作为农产品提供功能体，中游兼有供体和受体的特征。 下游海拔最低、地势平缓、交
通发达、城镇密集，为人类集中聚居区或城市群，是流域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导，也有一

定比例的农田，通常作为城镇与产业发展功能体、农产品提供功能体等，具有受体特征。 水为联系供体和受体

的生态介质，通过水循环以及伴生的土壤营养物将上中下游连接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使得整个流域中的环境、
社会与经济等众多过程连结起来，形成一个系统性极强、整体性极高、协同性密切的生态域。

（４）流域生态供体⁃受体耦合

根据区域生态学的供体⁃受体双耦合理论，不仅流域中各自然和人文要素间联系十分密切，而且干支流、
上中下游、左右岸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影响［３３］。 流域受体的主要对象能够得以持续稳定发展，与流

域各种生态供体提供的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紧密相关，正是由于上游和中游水源涵养、土壤保持、洪水调蓄和

水环境净化等功能体的作用，下游生态受体才能通过介质传输，享有充足清洁的水源，避免河湖和水库泥沙淤

积以及富营养化，减少洪灾损失等。
（５）流域生态系统结构、过程与功能

基于区域生态学，健康的流域应具有结构完整性、过程连续性和功能一体性。 流域生态结构的完整性表

现在特定时空尺度下，内部生态功能体类型的齐全和相互之间的有机配置，流域格局完整性越高， 其稳定性

越好。 流域生态过程连续性，表现在水流动时发生的泥沙和营养物的迁移、积累，以及陆地坡面与水域之间的

物质与能量交换等生态过程连续通畅，上游供体为下游受体提供生态功能，没有阻碍。 流域生态功能则是流

域生态格局和生态过程相互作用的结果，人类经济社会获得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满足人类福利的基础。 流

域生态格局—过程—功能—服务是环环紧扣、紧密联系的统一的研究体系，一个环节发生变化，其他环节均会

有不同程度的响应。
２．２　 我国流域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区域生态问题

随着人类不合理的开发和利用，我国流域内生态格局破坏、生态过程被人为扰乱、生态功能下降、地⁃地耦

合失调、人地关系紧张。 基于区域生态学的视角，分析了我国流域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生态问题。
（１）生态格局遭到破坏，影响了生态过程和生态功能

区域生态学重视生态格局的完整性研究，流域生态功能体类型越齐全、结构越合理、格局越完整，流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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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稳定性就越好。 但流域内森林采伐、围湖造田、湿地破坏等不合理的人类干扰，改变了生态要素类型、结
构和格局，使得我国流域内原本合理的生态空间格局被破坏，进而影响整个流域生态过程的连续和生态功能

的稳定，引发一系列生态问题，表现为植被退化、湖泊萎缩、水土流失加重、洪涝与旱灾频繁、水污染加剧等。
如长江中上游由于过度放牧、陡坡地开垦、森林植被砍伐和湖泊湿地围垦等不合理的人类活动， 流域内生态

安全格局受到威胁，上中下游区域之间的协调被打破，并最终成为 １９９８ 年特大洪水灾害的重要原因之一［９］。
（２）生态过程被人为扰乱，带来了较大的生态风险

流域通过水循环把许多生物过程、物理过程和化学过程连结起来，只有保持生态过程的连续，上游供体为

下游受体提供的生态功能才没有阻碍。 但为了获得稳定的水资源供给，我国通过在流域内兴建水库、抽采地

下水、实施流域之间的引水工程等，虽然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严重洪水和持续干旱给人类带来的生态环境灾难，
提供了供水、发电、灌溉、水产、航运等多种服务功能［９］，但这些人类水资源的工程措施往往也人为地阻断了

流域内部的水文过程，导致流域中水量平衡失调、水文调节功能下降，对我国流域对环境或生态过程有负面的

影响。 有些流域无序建设水电站，上游的水量被截留，导致下游入境水量减少且单一化；同时开挖的弃土、废
渣直接倾倒或堆放在河道，给泥石流、滑坡的形成提供了很好的物质条件，一旦有强降雨，就可能诱发地质灾

害。 如黑河下游的额济纳绿洲是西北地区重要的生态防线，但从上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由于中游工农业的发展

和水利工程建设，中游来水量逐年锐减，有些季节甚至出现断流现象，使得本就气候干旱、降水稀少的额济纳

绿洲的生态环境逐渐恶化［３４］。
（３）生态功能下降，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严重

健康的流域除了需要格局完整性和过程连续性，更要注重维持流域生态健康和安全所需要的多种功能的

匹配。 但由于过度开发和生态破坏，我国流域生态功能下降，影响了可持续发展。 如黄河流域是我国西北和

华北地区的重要生态安全保护屏障，但黄河上游地区水源涵养功能退化严重，重要的水源补给地出现草地退

化、沙化和盐碱化等现象［３５］；中游黄土高原地区水土保持功能下降，水土流失的强度和治理难度都在增大，水
土流失的防治形势比较严峻；下游受到大型水利工程调蓄以及上中游地区工农业生产对水资源开发过度的影

响［３３］，入境水量越来越少，洪水调节功能和污染净化功能下降，造成洪灾频发、水污染严重，给下游地区的经

济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３６］。
（４）缺乏整体保护和系统开发理念，流域地⁃地耦合失调

生态区域中生态供体与生态受体在空间上互相耦合，无论哪一区域或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比如水资

源枯竭或者被污染，必将影响到整个流域的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地⁃地耦合是流域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
如果缺乏流域生态思想的指导，流域中任一生态功能体发生的变化，均会通过水的连接作用将这一变化扩散

到其他生态过程和生态功能体。 例如工业区污染物排放不仅直接造成水质下降，进而影响到水生生物、旅游

和人类健康等方面。 又如我国流域上游供体遭到强烈的人类干扰和过度开发，林草遭到破坏，通过生态介质

和生态过程，进而影响生态受体生态结构的完整性和功能一致性，导致中下游河湖和水库水质下降、河道导流

能力降低、洪峰流量增加从而诱发水灾等，流域上中下游之间原来合理的生态涵养区、调蓄区、居住区域在空

间配置上失衡，从而引起地⁃地耦合失调［３７］。
（５）脆弱的生态环境和过度的资源开发之间矛盾突出，人⁃地关系紧张

流域是一个由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构成的复合系统，具有适合生产生活所需的自然环境和各种资源，因
此资源开发力度普遍较强。 但与此同时，我国很多流域生态环境较为脆弱、水资源严重短缺、水土流失严重，
生态环境遭受严重威胁，造成了自然资源承载能力和资源供应力达不到发展的速度和要求，开发与生态保护

矛盾突出。 如黄河流域 ＧＤＰ 占全国约 １４％、人口占全国 １２％、耕地占全国 １５％，但径流量仅占全国的 ２％，人
均水资源占有量仅相当于全国人均水平的 １８％［３８］，目前的供水量已经远远超过黄河水资源的承载能力，并且

受城镇化和产业化发展的影响，该态势还将进一步加剧［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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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于区域生态学的流域可持续发展应对策略

本文基于区域生态学理论及方法，针对我国流域可持续发展中面临的主要区域生态问题，提出了流域可

持续发展的应对策略。
３．１　 坚持流域生态格局⁃过程⁃功能协调发展

系统分析我国流域内地理环境特征，梳理其主要生态问题，识别流域内分水岭、集水区域，打破行政界线，
考虑流域内的山水林田湖草沙等生态要素结构完整性、水循环过程、上游山林对下游影响范围与强度等，构建

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的一体化治理空间格局。 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对流域

中受到破坏的生态空间进行生态修复，宜林则林，宜草则草，构建要素齐全、结构完整、空间稳定的流域格局，
为生态功能的发挥奠定良好的基础。 减少工业、农业和生活对水体的污染，减少阻断流域的人类活动，保证生

态过程连续，确保上游供体能畅通地为下游受体提供生态功能。
３．２　 整体谋划、系统保护、协同治理，实现流域间的地⁃地耦合

利用区域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构建流域水陆统筹、江⁃湖⁃海联动、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对我国

流域进行整体性谋划、系统性保护、协同性治理，实现流域间的地⁃地耦合。 从流域全局视角出发，从系统的视

角如生态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等角度对全流域进行全盘规划［２４］，坚持不同生态区域

一体化保护和环境污染协同治理的理念，综合谋划我国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岸上岸下的整体系统治理方案，
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形成上游生态稳固、中下游生态宜居的生态安全格局［３５］。

根据流域不同的保护重点，进行分区分类治理。 上游地区由于地势较高、林草资源丰富，具有较高的水源

涵养和水土保持功能，一般在上游生态系统质量较高的山林、草场等区域设置生态功能保护区，不搞大开发，
稳步提升上游生态系统稳定性。 中游地区面临水土流失等问题，湖泊湿地较多，一般需要加强水土流失综合治

理，退耕还草、退耕还林，种植与当地气候条件相适宜的植被，保障河道生态过程连通性，维护其调蓄洪水能力。
下游地区地势平坦，是人类集中聚居区或城市群，主要功能为生产生活功能，面临较为严重的水污染和洪水灾害

风险，要减少污染物排放，在破碎化严重、功能退化的区域进行系统修复，做好河堤加固和维护，保障防洪安全。
流域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不同区域间的相互协调，需要以协同进化的思想开展各项治理工作，建立流域内

跨区域、多部门的协同治理机制，切实加强全流域联防联控、共保共治、联合执法，持续推动由低级协同向高级

协同演进，促进流域的均衡、绿色发展［３９］。
３．３　 构建与生态承载力相适宜的人居环境和产业结构，实现流域人⁃地耦合协调

流域是一个涉及社会⁃经济⁃自然的复合生态系统［３２］，人⁃地耦合是地球系统科学和区域生态研究的核心

领域，是流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４０］，只有当流域生态系统的“供”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达到平衡

时，才能实现人⁃地耦合协调发展。
利用区域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一方面根据生态供体提供的生态功能，构建与生态服务相适宜的人居生

态环境，开展流域人居适宜性、产业结构适宜性、产业布局适宜性等生态适宜性评估。 另一方面根据流域自然

环境特征、资源禀赋、环境容量以及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综合进行生态承载力评估，确定与资源禀赋和环境条

件相适宜的产业经济发展规模和密度，逐步建立与我国生态承载力相适应的产业结构，通过结构调整控制生

态破坏与环境污染，构建集约型、循环型、质量型产业发展方式，优化产业布局，引导区域空间的合理发展，促
进人地关系进入良性循环。
３．４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实现流域生态资产合理流转

流域是整体性极强的自然区域，流域内各自然要素的相互关联极为密切，地区间影响明显，特别是上、中、
下游地区之间在生态环境整治、经济开发上存在的实施主体与受益主体不一致的矛盾十分突出。 通过建立流

域生态补偿机制，从资源“供”、“需”角度出发，确定我国流域内资源流转的供体与受体，科学有效评估供体与

受体的资源能源和生态经济产品产出量及其经济价值，实现我国流域生态经济产品和生态服务等生态资产在

２６９４ 　 生　 态　 学　 报　 　 　 ４４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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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功能体之间或不同生态区域间的合理流转，实现流域内各区域或生态功能体的共赢和共享，从而促进我

国全流域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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