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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通过分析已有的生态补偿研究的具体实例 , 探讨生态补偿主客体的界定和生态补偿标准的核算方法 , 为进一步开
展实质性的生态补偿研究提供科学依据。在界定生态补偿主客体概念内涵的基础上 , 强调生态补偿主客体的界定应根据
利益相关者在特定生态保护、破坏事件中的责任和地位加以确定。文章将我国的生态补偿的客体归纳为四类 , 即为生态
保护做出贡献者、生态破坏的受损者、生态治理过程中的受害者和减少生态破坏者。根据利益相关方分析 , 所涉及的生
态补偿主体范围较广 , 目前在我国生态补偿具体实施过程中 , 生态补偿的主体主要是各级政府。研究表明 , 目前有关生
态补偿的核算方法主要有按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按生态保护者的直接投入和机会成本、按生态破坏恢复或修复成本、
按支付意愿和受偿意愿 , 以及基于生态足迹确定生态补偿标准等。在实践中 , 应在充分考虑生态系统的特征和地区特点
的基础上 , 选取适宜、综合的方法 , 以便构建兼顾各利益相关方的补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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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existing eco - compensation case studies, this paper analyses identification of p rovider and receiver for
eco - compensation and methods of compensation standard calculation, and which would p rovide the scientific foundation for further
substantial studies on eco - compensation mechanism. According to the definition the p rovider and receiver for eco - compensation,
this study forces on identification of p rovider and receiver based on an interested party responsibility in specific ecological p rotect
and damage instances. The eco - compensation receiver would b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viz. the contributors for p rotecting eco2
system, the losers as a result of ecological damage, the casualties because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the destroyers due to de2
crease ecological damage. According the interested party, the eco - compensation p rovider covers wide area, which lead to the
main p rovider is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t all levels at p resent. The study indicates that the methods of eco - compensation
standard calculation include in ecological value, in ecological p rotectoral direct investment and opportunity cost, in ecological resto2
ration cost, in pay willingness and accep t willingness, and in ecological foot - p rint. In p ractice, in order to establish eco - com2
pensation mechanism catered to various interests, the suitable and compositive methods would be chosen based on the ecosystem
p roperty and region characteristic.
Key words: eco - compensation; identification of p rovider and receiver; methods of compensation standard calculation

1引言

生态补偿 ( eco - compensation) 是当前生态经济学

界的热点问题 , 也是世界各国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而广泛

采用的政策措施 [ 1 ]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 我国生态和

环境问题已经成为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为使生态

效益及相关的经济效益合理分配 , 促进生态和环境保

护 , 构建和谐社会 ,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

年规划纲要 ”中明确提出我国在 “十一五 ”期间要建立

生态补偿机制 [ 2 ] 。

2006年中国生态补偿机制与政策研究课题组在 “中

国生态补偿机制与政策研究 ”的课题研究报告中明确给出

了生态补偿的定义 , 即 “生态补偿是以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生态系统服务为目的 , 以经济手段为主调节相关者利益关

系的制度安排 ”。对生态补偿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生态补偿既包括对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保护所获得

效益的奖励或破坏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所造成损失的赔

偿 , 也包括对造成环境污染者的收费。狭义的生态补偿则

主要指前者。同时 , 课题研究报告中分析了建立生态补偿

机制的理论依据 ———生态环境价值论、外部性理论和公共

物品等理论 ; 确定了生态补偿责任的原则 ———破坏者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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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使用者付费原则、受益者付费原则和保护者得到补

偿等 ; 总结和分析了我国流域、森林生态效益、矿产资源

开发和自然保护区等重点领域的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状

况 ;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实施生态补偿的政策建议 [ 3 ] 。通

过生态补偿课题组对我国生态补偿机制系统地研究和总

结 , 明确了生态补偿的概念、内涵、原则、理论依据等理

论基础 , 为我国进一步开展生态补偿实质性的研究提供了

理论依据。

进一步开展生态补偿机制实质性研究的关键和重点 ,

是明确生态补偿的利益相关方———即界定生态补偿的主客

体和确定生态补偿的标准。虽然目前大量的研究给出了生

态补偿主客体的界定原则和生态补偿标准核算的理论依

据 [ 4～5 ]
, 但在具体的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 , 实施起来比较

困难。因此 , 本文通过研究目前已有的生态补偿的具体研

究实例 , 分析生态补偿主客体界定的依据和生态补偿标准

的核算方法 , 为生态补偿的进一步研究和具体实施提供科

学依据。

2生态补偿主客体界定的分析

主客体的界定是开展生态补偿实质性研究的重点 , 是

实施生态补偿的关键。温家宝总理在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

大会上明确指示 : 要按照 “谁开发谁保护 , 谁破坏谁恢复 ,

谁收益谁补偿 , 谁排污谁付费 ”的原则 , 完善生态补偿政

策 ,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 6 ] 。我国相关法律也确立了 “谁开

发 , 谁保护 ; 谁污染 , 谁治理 ; 谁破坏 , 谁恢复 ”的原则 ,

生态补偿主客体的确立应依据这些原则。但由于没有具体

的可操作性法规 , 生态补偿实施起来存在一定的困难。因

此 , 目前主客体界定的原则虽然确定 , 但具体实施还是很

复杂 , 更多的补偿主体是不明确的 , 生态补偿还处于机制

探索阶段。

211生态补偿中主客体内涵

一般认为 , 生态效益补偿的主体就是生态服务的受益

者 , 而生态效益补偿的客体就是生态服务的提供者。具体

而言 , 在不同情况下 , 生态补偿的主体可能是受益的个人、

企业或者特定的区域受益的全体公民以及区域公民利益的

代表———各级政府 (包括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 ) ; 而

生态补偿的客体应该是提供生态服务功能的生态系统 , 以

及为保护生态系统的个人或者在特定区域由于保护生态系

统而利益受损的群众。

212生态补偿主客体界定的具体研究实例分析

对我国流域生态系统、矿产资源开发、森林和湿地生

态系统和自然保护区等重点领域的研究实例中主客体界定

的分析归纳如表 1。

表 1表明 , 相对于生态功能较为单一的流域生态系统

或所涉及利益相关方较少的矿产资源开发或自然保护区保

护 , 主客体相对容易界定。如青岛的崂山流域和广西的东

江源流域 , 生态补偿的客体主要是保护水源地的当地居

民 , 补偿的主体主要是流域下游良好水质的受益者 ; 甘肃

安阳的石油开发 , 生态补偿的客体主要为资源所在地的地

方政府和人民 ; 对于江苏省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

生态补偿的客体为保护区所在地 , 主体为国家。但相对于

生态功能较为复杂的生态系统的恢复和保护 , 主客体较难

界定。祁连山水源涵养林、洞庭湖湿地和鄱阳湖湿地均是

依据生态系统的主要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来确定生态补偿的

主客体。由于目前有关生态功能价值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

段 , 所以依据生态功能的价值来确定主客体难免会出现遗

漏或重叠。

根据表 1, 将目前我国生态补偿研究中主客体确定归

纳为以下种类 :

(1) 生态补偿的客体。

第一类 , 为生态保护做出贡献者。如地处水源地或重

要生态保护区的居民或政府 , 为了保护生态系统 , 会进行

生态投资 , 如植树造林 , 或停止一些污染企业的招商引资

等。由于生态保护是一种公共性很强的物品 , 完全按照市

场机制是不可能满足需求的。既然是公共物品 , 就存在生

产不足甚至产出为零的可能性 , 这就需要利用生态补偿机

制来解决这一问题。

第二类 , 生态破坏的受损者。如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 ,

对矿产资源所在地造成的生态破坏 , 只有对受损者进行生

态补偿 , 才能激发受损者生态恢复的主动性。由于这类客

体是生态破坏中的受害者 , 给受害者以适当的补偿符合一

般的经济原则和伦理原则。

第三类 : 生态治理过程中的受害者。如在流域治理或

生态系统恢复过程中 , 为保护与恢复生态停产或搬迁的企

业 , 或搬迁的居民。这些企业或居民只有通过生态补偿机

制 , 才有可能继续生存。

第四类 , 对减少生态破坏者给以补偿。有些生态破坏

确实是人们迫于生计而为之 , 是 “贫穷污染 ”所致。在

这种情况下 , 如果不能从外部注入资金和机制就不可能改

善生态环境。因此 , 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者也不得不给以

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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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生态系统生态补偿主客体界定依据与现实操作状况 (或研究建议 )

Table 1　 iden tif ica tion of prov ider and rece iver for eco - com pen sa tion and actua l sta te ( or research suggestion)

生态系统 主客体确定依据 确定主体与客体的具体案例 现实操作状况或研究建议

流 域 生
态系统

“受益者付费 ,

保护者得到补
偿”

青岛崂山流域 [ 7 ]

主体 : 下游用水居民、各企事业单位、游
客及与崂山水库相邻的各区市

客体 : 崂山库区内搬迁的农民、为保护与
恢复生态而牺牲利益的停产的企业

在实际操作中 , 各类生态建设受益者的补
偿额度难以量化。因此 , 现阶段补偿主体
主要是青岛市和崂山区两级政府

东江源流域 [ 8 ]

主体 : 国家、江西省、广东省、香港地区

客体 : 东江源的源区三县 (赣州市寻乌、
安远和定南县 )

研究建议 : 当前东江源区生态补偿方式以
政府主导的公共支付 (包括中央政府、广
东省政府和江西省政府 ) 为主

矿 产 资
源开发

“一切单位和个
人都有保护环
境 的 义 务 ”,

“受益者补偿”

甘肃省安阳地区石

油开发 [ 9 ]

主体 : 国家和采矿权人 (包括法人和自然
人 )

客体 : 资源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和人民

研究建议 : 国家对于资源开发所造成的历
史与现实问题都负有责任。采矿权人应当
采治理自身污染 , 而且应补偿当地居民和
政府

森 林 生
态系统

依据森林生态
服务功能价值
确定

祁 连 山 水 源 涵

养林 [ 10 ]

主体 : 林业旅游部门、国家、全球、林区
河流排污的企业

客体 : 林区农户

在实际操作中 , 主要由政府补偿。对保障
移民的基本生活和恢复迁出地的生态环境
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 但与移民的损失还有
差距

湿 地 生
态系统

依据湿地生态
服务功能价值
确定

洞 庭 湖 湿 地 生 态

系统 [ 11 ]

鄱 阳 湖 湿 地 生 态

系统 [ 12 ]

主体 : 湖区旅游部门、向鄱阳湖排放污水
的企业、整个区域、国家以及世界

客体 : 退田还湖中移民农户

主体 : 湖区旅游部门、向鄱阳湖排放污水
的企业、国家、世界

客体 : 退田还湖的农民。

研究建议 : 征收生态补偿费和生态补偿
税 , 政府补偿补贴 , 推广优惠信贷 , 开展
流域范围内的补偿 , 可借助国外基金

研究建议 : 向受益部门收缴湿地补偿税 ,

建立湖区替代产业发展基金 , 推广小额信
贷模式 , 借助国家和世界性的湿地基金

自 然 保
护区

“保护者得到补
偿”

江苏省大丰麋鹿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 [ 13 ]

主体 : 整个国家

客体 : 保护区所在地江苏省大丰市

研究建议 : “输血型”包括政府补贴和借助
国内外基金 , “造血型”包括国家可出资建
设产业基地或完善大丰市基础设施建设

　　上述四类补偿中 , 第一类和第二类属于保护者补

偿 , 这两类补偿普遍存在补偿不足、覆盖面有限的问

题。特别是当上述四类主体发生重合时 , 政府采取的是

最低化补偿标准原则 , 对主体的生态保护贡献者角色重

视不足 , 影响到环境保护效率 [ 14 ] 。但在具体实施补偿的

过程中 , 我国往往只考虑第三和第四类补偿 , 结果造成

补偿不足。

(2) 生态补偿的主体。

依据表 1中的实例分析 , 可以明确虽然有些生态补偿案

例中主体较易于界定 , 如在崂山流域的生态受益者包括下游

用水居民、各企事业单位、外地到青岛观光的游客及与崂山

水库相邻的各区市。但在实际操作中 , 各类生态建设受益者

的补偿额度难以量化 , 因此现阶段崂山流域的生态补偿主体

主要是青岛市和崂山区两级政府。东江源的案例非常类似 ,

政府是主要的生态补偿主体。对于补偿主体不易确定的生态

系统 , 如湿地恢复、水源涵养林保护、自然保护区保护等 ,

有多项生态功能 , 其中一些生态功能 (改善气候、减少水土

流失、保护物种多样性等 ) 为区域、全国乃至全球提供 , 享

有这些价值的主体代表仍为政府。因此 , 在我国现阶段 , 由

于生态补偿机制不太完善 , 还处于不断探索研究过程中 , 生

态补偿的主体主要是各级政府。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明确 , 虽然主客体的界定可以按照

利益相关者在特定生态保护、破坏事件中的责任和地位加

以确定 , 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存在一定的困难。对于生

态补偿的客体 , 特别是为生态保护做出贡献者和生态破坏

的受损者 , 在进行生态保护和恢复过程中 , 由于也享受到

生态系统带来的利益 , 因此在补偿中容易被忽略 , 它们在

生态保护和建设的积极性受到影响。对于生态补偿的主

体 , 由于所涉及范围较广 , 各类生态建设受益者的补偿额

度难以量化 , 因此现阶段的补偿主体主要为公民利益的代

表 ———各级政府。但是单纯依靠政府来实施生态补偿 , 由

于资金等问题 , 难免会带来补偿不足或缺乏延续性 [ 15 ] 。

因此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应在界定生态补偿主客体的基础

上 , 对其所享受或付出的利益进行深入分析 , 为利益的量

化奠定基础。同时 , 通过分析这些研究也可以得出 : 目前

我国生态补偿主客体的界定均以 “人的利益 ”为主 , 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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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生态补偿标准确定依据与补偿核算方法分析
Table 2　the eco - com pen sa tion standard founda tion and the m ethods of com pen sa tion standard ca lcula tion

确定依据 生态补偿的方法 相关案例

按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计算
主要计算方法有直接市场价格法、影子工
程法、模拟实验法、炭税法、造林成本法等

熊鹰等 [ 11 ]计算洞庭湖湿地恢复后产生的湿地生态服务功能

价值约为 107 290167 ×104元 ;钟瑜等 [ 12 ]计算鄱阳湖退耕还
田后湿地的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约 402 096万元

按生态保护者的直接投入和机
会成本计算

主要根据生态恢复地区的产业产值、当地
生产净收益率以及物价指数计算出损失
收益

钟瑜等 [ 12 ]计算退田还湖农民的收益损失为 5 179. 44万元

按生态破坏恢复或修复成本
计算

在生态补偿研究中 ,可以根据生态环境污
染物的治理或恢复成本计算生态补偿 ,一
些修复或恢复数据 ,一般需要实验方法
确定

虞锡君 [ 16 ]用这些方法计算出太湖流域水生态修复成本

支付意愿和受偿意愿确定补偿
标准

根据生态保护贡献者的接受补偿意愿作为
生态补偿的标准 ,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统
计法

甄霖等 [ 17 ] 、杨光梅等 [ 18 ]分别调查了海南自然保护区和锡林
郭勒草原地区居民的补偿意愿

基于生态足迹确定的生态补偿
标准

主要构建模型计算不同国家或区域之间消
费的生态赤字 /盈余来确定生态补偿

陈源泉等 [ 19 ]以中国不同省份为例 ,用生态足迹法研究了不
同区域之间的生态补偿问题

有考虑到自然生态系统。对于需要治理或恢复的自然生态

系统 , 生态补偿机制中应充分考虑自然生态系统这一主要

的生态补偿对象 , 才能实现生态重建的目标。

3生态补偿标准核算方法分析

依据目前的研究 , 生态补偿标准一般依据生态系统服

务的价值 , 生态保护者的投入和机会成本的损失 , 生态受

益者的获利 , 生态破坏的恢复成本、支付意愿和受偿意愿 ,

生态足迹等途径进行核算。虽然目前对于这些方法的实用

性仍然存在争议 , 但这些方法对于生态补偿机制的完善和

生态补偿的具体实施仍为有益的探索。表 2对这些方法的

确定依据和具体算法进行了总结。

表 2列出了目前主要生态补偿标准的核算方法及其案例

研究。其中 , 依据生态系统功能服务价值来计算生态补偿标准

的方法经常用于计算生态功能较为复杂的生态系统 (如森林、

湿地等 ) 的生态补偿标准。但大多数研究认为 [3, 20 ]
, 就目前

的实际情况 , 由于在采用的指标、价值的估算等方面尚缺乏统

一的标准 , 且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现实的补偿能力方面有较

大的差距 , 因此 , 一般按照生态服务功能计算出的补偿标准只

能作为补偿的参考和理论上限值。此外 , 目前采用这种方法估

算的价值并没有以生态系统为主要研究对象 , 主要是以人能享

受到多少生态服务功能为估值的依据。这样就容易偏离生态补

偿的初衷———恢复和保护生态环境。因此 , 今后的研究应该

更加深入、具体 , 要在了解维持生态平衡能流和物流的基础上

开展生态功能价值的研究 [21 ]。

按生态保护者的直接投入和机会成本计算的生态补偿

的方法目前在大量研究中被普遍认可。由于生态补偿要与

地区经济发展相结合 , 所以生态补偿不仅包括补偿生态恢

复和建设的投入 , 还应包括为生态保护做出贡献者丧失的

机会成本 , 比如在调整产业结构、改变传统生产生活方式

的各种投入 [ 22 ] 。从理论上讲 , 生态保护的直接投入与机会

成本之和应该是生态补偿的最低标准 , 是对生态保护做出

贡献者的最低保障。但这种方法的不足之处是计算过程中

如果仅仅考虑当地居民丧失的经济损失 , 不考虑以后当地

的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恢复后如何持续管理和经营 , 将会

使这种生态补偿只有短暂效果 , 而不能保证恢复后的生态

环境不再遭受破坏 [ 21 ] 。

基于生态修复和基于补偿意愿确定的生态补偿标准 ,

可以说只是为目前生态补偿标准的确立作了一些补充。开

展生态补偿的初衷是保护和恢复生态环境 , 所以生态修复

是生态补偿的前提 , 由于在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的技术

较为成熟 , 所以生态修复需要的资金相对比较容易计算。

生态补偿意愿是公众参与的重要体现 , 是开展生态补偿的

重要组成部分 , 因为生态补偿研究要充分考虑开展生态补

偿地区的实际状况 , 使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 , 让生态补偿

政策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

生态足迹是指现有生活水平下人类占用的能够持续提

供资源或消纳废物 , 具有生物生产力的地域空间 , 它可以

清晰分析不同国家或区域之间消费的生态赤字 /盈余。综合

运用生态系统服务和生态足迹的理论和方法 , 可以较好地

解决宏观尺度的生态补偿的量化问题。但生态足迹理论本

身的假设太多 , 在运用这一方法时如何进一步改进 , 使理

论更加符合实际 , 是今后研究探索的重点。

上述核算生态补偿标准的方法虽然都存在一定不足 ,

但在研究中如果将这些方法相互结合 , 取长补短 , 则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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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较为合理的补偿标准。例如 , 对于保护良好、易于恢复

的生态系统 (如森林、湿地等 ) , 计算生态补偿标准时 ,

就需要将计算生态系统功能服务价值、生态保护者的直接

投入和机会成本与基于生态补偿意愿计算的生态补偿方法

相互结合 , 充分考虑维持生态系统所需资金、生态保护者

的机会成本以及补偿意愿等 ; 对于已经遭受破坏 , 需要恢

复和重建的生态系统 , 应将基于生态修复和基于补偿意愿

确定的生态补偿标准相结合 , 一方面充分考虑恢复或重建

的费用 , 另一方面充分考虑当地居民的承受能力 ; 对于较

大区域的生态补偿 , 则应将生态足迹、生态修复和补偿意

愿确定的生态补偿标准方法相结合 , 首先可以通过生态足

迹法将区域之间的补偿量化 , 其次也要充分考虑跨域的生

态修复和支付意愿的具体情况。总之 , 在生态补偿核算方

法研究过程中 , 应充分考虑生态系统正常运行的条件、所

提供的服务功能、所处区域 , 以及当地居民的支付意愿等 ,

采用合适的方法来计算生态补偿的标准。

4结论与讨论
根据以上分析 , 在我国目前的研究以及实践中 , 生态

补偿客体的界定较容易 , 大致可分为四类 , 即为生态保护

做出贡献者、生态破坏的受损者、生态治理过程中的受害

者和减少生态破坏者。在具体实施补偿的过程中 , 我国往

往只考虑第三和第四类补偿 , 结果容易造成补偿不足。由

于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功能较多 , 生态补偿的主体较难界

定。在我国现阶段 , 由于所涉及范围较广 , 各类生态建设

受益者的补偿额度难以量化 , 所以现阶段补偿主体主要为

公民利益的代表———各级政府。在目前研究和实践中 , 均

以 “人的相关利益”来界定主客体 , 并没有考虑到生态补

偿的主要对象———自然生态系统 , 这样势必会对自然生态

系统的治理或恢复产生影响。因此 , 生态补偿机制中应充

分考虑自然生态系统这一主要的客体 , 以实现生态重建的

目标。

目前的大量研究已提出了不同的核算生态补偿标准的

方法 , 主要有按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 , 按生态保护者的直

接投入和机会成本 , 按生态破坏恢复或修复成本、支付意

愿和受偿意愿 , 以及基于生态足迹确定生态补偿标准的方

法。在实践中 , 如果将这些方法相互结合 , 取长补短 , 则

会得出较为合理的补偿标准。此外 , 在采用或研究生态补

偿核算方法过程中 , 应充分考虑生态系统的特征、所提供

的服务功能、所处区域的特点 , 以及当地居民的支付意愿

等 , 使生态核算的方法能充分体现生态系统的特点和地区

的特性 , 在实践中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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