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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是保障流域生态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措施ꎮ 当前ꎬ中国流域生态补偿

机制还面临责任判定、标准界定、资金来源、跨区域协作等困境ꎬ应通过明确阐释流域生态补偿的涵

义ꎬ确定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理论基础包含流域资源的公共物品理论、流域生态保护的外部性理论和

社会公平理论等ꎬ从补偿主体、补偿客体、补偿标准、补偿途径等多路径实现中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

构建ꎮ
关键词: 流域ꎻ 生态系统ꎻ 生态补偿ꎻ 对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 Ｄ９２２.６:Ｘ１７１.１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２－４３４８(２０１７)０５－０４４３－０４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ｉｔｈ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Ｚｈｕ Ｄａｎ
(Ｌａｗ ＳｃｈｏｏｌꎬＦｕｊｉ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Ｆｕｚｈｏｕ ３５０１１８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ｓ ａ ｐｏｗｅｒｆｕ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ｓｕｓ￣
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Ｐｅｒｐｌｅｘ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ꎬ 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ꎬ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ｔ ｉｓ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ｍ￣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ｌａｒｉｆｉｅｄꎬ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
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ｄꎬ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ꎬ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ｊｕｓ￣
ｔｉ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ｒ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ꎬ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ｍ￣
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ꎬ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ｏｂｊｅｃｔꎬ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ｗａ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ꎻ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ꎻ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ꎻ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一、流域生态补偿的涵义

生态补偿机制是人类在长期使用自然资源的

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ꎮ 在现代社会ꎬ自然资

源的使用人(含生态利益受益者)在合法使用自

然资源的过程中ꎬ应当向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人

(含生态利益受损者)支付相应的对价ꎮ 因此ꎬ生
态补偿机制集中体现了自然资源的有价性ꎬ它的

实质是国家为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使用、维护生

态利益的公平享受而采用的一系列经济政策ꎮ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ꎬ流域是人类

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ꎬ而流域生态系统具有单向

和不可逆转的自然属性ꎬ常常导致在流域的上游

区域和下游区域呈现出显失公平的生态利益的分

配:为了实现下游区域可持续性地使用合理的水

量和良好的水质ꎬ上游区域在资源利用中不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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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植被、涵养水源以支撑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ꎬ
在污染排放中不得不调整产业结构、更新产业布

局以保证合理使用环境容量ꎮ[１] 从以上描述不难

看出ꎬ上游区域对自然资源的审慎使用和对生态

系统的保护伴随的是上游区域生态利益的受损甚

至牺牲ꎬ如果上游区域的受损利益无法得到公允

的补偿ꎬ势必会削弱上游区域保护和修复生态环

境的主动性与积极性ꎬ甚至出现滥砍滥伐、过度排

放以满足短期利益的行为ꎬ这不仅会破坏局部生

态环境ꎬ还将给全流域及流域周边地区的生态带

来毁灭性的损坏ꎮ
因此ꎬ为了维护全流域生态系统的经济安全ꎬ

下游区域生态利益受益者应当给上游区域生态利

益受损者支付合理的费用ꎬ降低上游和下游区域

在享受流域资源的过程中产生的差异性ꎬ弥补上

游区域在为改善和维护全流域生态系统做出重大

贡献的同时做出的必要牺牲ꎬ以激励上游区域持续

性地投入生态保护ꎬ维持生态资本的增值ꎮ
具体而言ꎬ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应当客观评估

上游区域的利益损失及中下游区域的受益程度ꎬ
设立专门的补助渠道ꎬ针对上游区域因水土保持、
自然保护区养护、产业结构升级、风俗习惯的改变

而产生的直接或间接损失ꎬ使用法律、计划、市场

等手段ꎬ通过资金补偿、实物补助、技术支持、政策

帮扶等途径补偿生态环境的守护者和生态利益的

受损者ꎬ以实现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并

进的最终目的ꎮ

二、流域生态补偿的理论依据

(一)流域资源的公共物品属性

公共物品的概念来自于经济学范畴ꎮ 在经济

学中ꎬ通常将产品分为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ꎬ作为

私人物品的对称ꎬ公共物品的特质表现出非排他

性与非竞争性ꎮ 非排他性强调使用者在使用公共

物品的过程中ꎬ并不能排除其他使用者对该物品

的同类使用ꎻ非竞争性强调使用者在使用公共物

品的过程中ꎬ并不能削弱其他使用者对该物品的

同类使用ꎮ[２] 具体考察流域资源ꎬ不难看出流域

作为一项公共物品表现出的属性:流域将其所赋

有的水源、环境容量、生态系统提供给全人类社会

共同享有ꎬ每个成员在流域这一开放空间的消费

过程中享受流域资源提供的生态效益ꎮ 而此种享

受并不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ꎬ“搭便车”的现象由

此产生ꎬ即为实现流域的可持续性使用ꎬ上游区域

牺牲收益养护流域生态ꎬ下游区域收取利益而未

支付相应对价ꎮ “搭便车”所产生的显失公平的

受益差ꎬ将削弱上游区域保护生态的积极性ꎬ最终

将导致流域资源的消耗和流域生态的毁坏ꎮ 因

此ꎬ破解恶性循环的关键在于政府的参与和社会

的帮扶ꎬ用以弥补和支付上游区域生态利益的损

失和生态保护的支出ꎮ
(二)流域生态保护的外部性

外部性理论来源于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庇

古ꎬ目前被广泛地使用在经济学领域ꎮ 考察流域

生态这一特殊空间ꎬ上游区域的生态保护者通过

折损自身利益产生出生态效益ꎬ由于流域的天然

属性ꎬ这些效益不可能被上游独享ꎬ而上游区域在

与下游区域共享生态效益的同时ꎬ甚至常常出现

效益的绝大部分被下游区域享用的局面ꎮ 因此ꎬ
对于上游区域而言ꎬ他们的生态保护和成本支出

表现出了极强的外部性ꎬ即流域生态保护的边际

私人成本与边际收益ꎬ相较于流域生态保护的边

际社会成本与边际收益产生偏离ꎮ[３] 我们可将上

游区域的利益受损称为外部不经济性ꎬ将下游区

域的受益称为外部经济性ꎮ 而经济外部性问题会

消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效率ꎬ随之而来的便是

市场失灵ꎬ若上游区域不参与生态保护ꎬ产生的水

质污染和环境破坏ꎬ将危及流域所涉地区的生存ꎮ
(三)社会公平理论

观察我国流域生态系统ꎬ流域源头区域因其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生态构成ꎬ通常被规划为重点

生态功能区ꎬ但也往往是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山

区ꎮ 实践可中看出ꎬ上游区域与下游区域在流域

资源配置和生态利益享受过程中往往出现发展权

利的不均衡ꎬ即上游的生态功能区被赋予了合理

使用流域资源、保护流域环境、重建流域生态的社

会责任ꎬ使当地的经济发展遭受政策的限制和机

遇的流失ꎬ最终加大了上、下游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的差距ꎬ导致上游区域难以兼顾经济发展和生态

保护ꎬ流域间的社会经济发展将无法公平实现ꎮ

　 　 三、流域生态补偿机制面临的主
要难题

　 　 总体来看ꎬ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在我国属于起步

阶段ꎬ很多补偿的判定、补偿的基准以及补偿的实

效性或多或少受到相关配套制度、技术发展情况等

４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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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约束ꎮ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责任判定方面

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构建涉及到不同的区域ꎮ
严格来说ꎬ不同区域在构建生态补偿机制的责任

上是有区分的ꎬ加上不同区域的政府部门、民间社

会对生态补偿的重视程度和认识程度不同ꎬ因而

在共同构建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过程中充满困难和

挑战ꎮ 责任判定成为其中最为核心的要素ꎮ 若责

任判定方面无法形成共识ꎬ即使生态补偿机制构

建起来ꎬ也是有名无实ꎬ必然无法形成合力ꎮ 因

此ꎬ责任怎么判定ꎬ如何在责任判定上达成共识ꎬ
进而建构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约束机制是当前的突

出难题ꎮ
(二)标准界定方面

补偿标准的界定是生态补偿的关键要素ꎮ 补

偿标准界定得是否科学合理ꎬ直接关乎到能否最

大限度地调动补偿主体和补偿受众对象的积极

性ꎬ若补偿标准偏离科学、人性化ꎬ可能严重影响

补偿的实际效果ꎮ 总体来看ꎬ目前生态补偿标准

的界定由于经济因素、环境因素以及民众环保意

识的不同而显得较为碎片化ꎬ没有形成有效整合、
科学统一的界定标准ꎮ 一般性的共识是ꎬ生态环

境的价值评估是生态补偿标准界定的重要依据ꎬ
但是由于在现阶段无法对生态环境的价值进行科

学缜密的核算(即便达到了科学程度ꎬ也难以为

不同区域所共同承认)ꎬ使得生态环境的价值评

估在现实中难以得到普遍性的推广应用ꎮ 由此造

成了现行的补偿标准界定的方式多是由参与区域

生态治理的多方主体共同协商和谈判而成ꎮ[４] 这

种形式虽然也发挥了一定积极的作用ꎬ但是由于

其容易受到不同利益主体的左右以及无法客观科

学反映生态补偿的内在需求ꎬ无法实现生态治理

的最大成效ꎮ
(三)资金来源方面

就现行运行机制来看ꎬ生态补偿的实践和推

进是通过补偿资金的运作来实现治理过程中生态

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ꎮ 通常来说ꎬ现在生态

补偿的资金主要来自政府间的拨款ꎬ但是政府间

的拨款遇到跨区域跨省市级资金转移支付时会遇

到天然壁垒ꎬ致使补偿资金的运作无法发挥最大

程度的作用ꎮ 因此ꎬ生态补偿资金来源的多元化

是发展的逻辑必然ꎮ 进一步说ꎬ多元化的渠道就

是激发社会力量尤其是社会资本参与到生态补偿

实践中来ꎬ这不但可以降低政府对生态保护的资

金投入压力ꎬ同时还可以很好地解决两个问题:一
是可以通过社会资本的运作ꎬ尽可能打通不同区

域政府间因重视程度不同而人为造成的壁垒ꎻ二
是社会资本的介入使得生态补偿资金的运作、监
督和管理等更为规范ꎮ 因此ꎬ推动补偿资金多元

化是生态补偿行之有效的关键因素ꎮ[５]

(四)跨区域协作机制构建方面

由于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呈现出跨区域的特

征ꎬ因此ꎬ在生态环境的治理上单打独战、各自为

政或独善其身变得越来越不可能ꎬ而是需要区域

内不同生态治理主体之间构建起有效的协同合作

机制ꎮ 区域内部不仅仅有如何实现多政府、多部

门之间破除壁垒ꎬ实现有效共同合作的机制问题ꎬ
还涉及到政府部门与社会力量尤其是社会资本之

间良性互动、共同治理的机制问题ꎬ这些都有赖于

在体制机制层面进一步深化改革ꎬ创新协作治理

方式ꎬ并在生态补偿机制建设的共识上达成一致ꎮ
但目前来说ꎬ跨区域协作机制构建的内部整合还有

一定难度ꎬ亟需国家层面作出顶层设计ꎮ

四、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

(一)科学认定流域生态补偿相关责任主体

这主要包含补偿主体和补偿客体ꎮ 从某种意

义上来说ꎬ补偿的主客体认定清楚了ꎬ才能更为科

学严谨地界定补偿的标准、评估补偿带来的效益ꎮ
关于补偿主体方面ꎬ应当严格遵循“谁受益、谁付

费”的原则ꎬ在生态补偿实践推进过程中的受益

者都应当为生态治理效益支付相关费用ꎮ 根据补

偿性质的不同ꎬ目前的流域生态补偿仍然由政府

主导来完成ꎬ在政府主导补偿范畴内ꎬ应当认真划

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补偿责任ꎬ同时还应对

流域中涉及的经济发达区域与不发达区域、生态

脆弱区与生态文明示范区的补偿责任做出细致划

分ꎬ并实现区际统筹和协调ꎬ只有这样ꎬ才能让生

态补偿、生态治理从政策制定走向贯彻落实ꎮ 当

然ꎬ由于社会力量已经呈现出越来越强的参与生

态治理的主观意愿ꎬ且生态治理可以实现生态效

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ꎬ因此ꎬ在认定生态补偿主体

时ꎬ可以留有适当弹性空间ꎬ允许社会力量参与

其中ꎮ
关于流域生态补偿客体ꎬ通常来说主要分为

两类ꎬ一类是指为保护流域生态环境而自觉牺牲

５４４



福建工程学院学报 第 １５ 卷

部分经济利益的区域、群体或个人ꎻ另一类是指因

为严重的环境破坏而自身无法承担流域生态修复

能力的区域、群体或个人ꎮ 除了上述两类之外ꎬ在
认定补偿客体时ꎬ还应适当考虑主动参与生态治

理的社会力量ꎬ因为根据其治理贡献对其进行相

应补偿ꎬ有利于引导社会力量形成生态保护和生

态治理的良好社会氛围ꎮ
(二)努力建构流域生态补偿评价体系

生态补偿标准和价格的科学界定是生态补偿

机制构建的关键点ꎮ 首要的任务在于构建一套科

学的生态补偿评价体系ꎬ这个体系既要包括有形

的经济投入ꎬ即为生态治理投入的经济成本ꎻ也要

考虑无形的经济投入ꎬ即为保护生态环境损失的

发展机会成本ꎻ同时还要涵盖发展性投入ꎬ也即是

生态治理过程中的生态资本增值性问题ꎮ 此外ꎬ
这个体系还应体现不同的经济支付能力、不同的

生态治理自觉意识以及不同生态环境情况而产生

的不同支付意愿等各方面的因素ꎮ[６] 换句话来

说ꎬ评价体系考虑得越为精细周全ꎬ补偿标准才能

得到更为科学合理的界定和执行ꎮ
由于理论与实践之间必然存在着偏差ꎬ因此ꎬ

在构建流域生态补偿体系过程中ꎬ一定要注意吸

收目前以谈判和协商为主的生态补偿标准制定方

法的有益经验ꎬ而不能给予全部的否定ꎮ 对于现

阶段中国发展实际来说ꎬ只偏重生态效益而不重

视经济效益显然是不切实际的ꎬ只有尽量在二者

之间取得动态平衡的基础上去建构流域生态补偿

评价体系ꎬ才会显得更切实可行和更为有效ꎮ
(三)拓宽流域生态补偿资金来源渠道

流域生态系统所需的补偿资金是实现补偿效

果的根本保障ꎮ 在政府层面ꎬ应恰当发挥政府作

用ꎬ通过设计和实施生态友好型的税费改革ꎬ利用

政策手段ꎬ将可持续性发展理念引入税收制度ꎬ用
以激励上游地区生态保护和生态重建ꎮ

与此同时ꎬ应积极发挥市场作用ꎬ创新补偿资

金的来源渠道ꎮ 一方面ꎬ针对流域中排污费和使

用费偏低的现状ꎬ在参照按量收费的标准的前提

下ꎬ建议对超过排污标准和过度使用行为执行高

额收费ꎬ收费标准应随着流域使用量的增多而提

高ꎻ另一方面ꎬ针对流域污染危机的突发性和破坏

性ꎬ可在设立流域生态安全保险金项目的前提下ꎬ
提前对流域的使用者和排污者征收相应比例的保

险金ꎬ专门用以水域内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和紧

急救助ꎮ
(四)完善流域生态补偿法律法规

我国已初步建立了生态补偿法律体系ꎬ但缺

乏系统性的流域生态补偿法律体系ꎮ 一方面ꎬ应
积极修订«水污染防治法»«水法»«水土保持法»
等法规ꎬ增设关于流域生态补偿制度的法律规定ꎻ
另一方面ꎬ由于流域生态补偿涉及各个领域的补

偿对象ꎬ并且涉及水利、环保、林业、财政等多个部

门ꎬ仅仅依靠目前的单行法很难完成流域生态系

统的整体性治理ꎮ 因此ꎬ可以颁布«流域生态补

偿实施条例»ꎬ该«条例»应配合我国现有的单行

法规针对流域生态补偿进行共同规制ꎬ对流域生

态补偿的法律执行做出系统而详尽的规定ꎮ 比如

明确补偿的责任主体和补偿对象ꎬ界定补偿标准ꎬ
确立补偿资金来源渠道ꎬ严格补偿资金的管理和

发放ꎬ建立生态补偿的监督机制等等ꎮ 总而言之ꎬ
通过法律法规明确国家、地方政府、流域生态保护

者、流域资源使用者等主体的权责ꎬ构建以政府主

导、市场参与、公众参与的多元化补偿路径ꎬ进而

建立生态补偿的长效机制ꎮ

参考文献:
[１] 孔凡斌ꎬ廖文梅.基于排污权的鄱阳湖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研究[Ｊ].江西财经大学学报ꎬ２０１３(４):８３－８５.
[２] 袁文华ꎬ孙曰瑶.流域生态补偿的品牌授权机制研究[Ｊ].江淮论坛ꎬ２０１３(２):９０－９５.
[３] 万容.水资源生态补偿模式分析与机制构建[Ｊ].社会科学家ꎬ ２０１０(２):８３－８６.
[４] 徐红霞ꎬ曹新.水资源及水环境保护的经济补偿制度[Ｊ].中共中央党校学报ꎬ２０１０(２):６２－６６.
[５] 王军锋ꎬ侯超波.中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实施框架与补偿模式研究———基于补偿资金来源的视角[Ｊ].中国人口资

源与环境ꎬ２０１３(２):１０３－１０５.
[６] 王军锋ꎬ侯超波ꎬ闫勇.政府主导型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对子牙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思考[ Ｊ].中国人口

资源与环境ꎬ２０１１(７):１２３－１２６.

(责任编辑: 王圆圆)

６４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