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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徐晋涛研究员在“中国林业政策国际论坛”上畅谈

建立新型生态效益补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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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之路业已铺开，但补偿政策成功之路仍漫长。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

心副主任徐晋涛在提出—— 科学时报记者 王学健     随着我国保护天然林资源、退耕还林还

草等六大林业重点工程的实施，中国政府治理生态环境的决心和魄力已充分地展现在世界面前。 

    与此同时，在我国林业事业发展过程中，在实施重点环境治理工程过程中所产生的新问题也

凸显出来。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是我国政府为提高森林生态效益，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和

实践调查后所选择的一种重要手段。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之路业已铺开，但补偿政策离最后成

功之道仍漫长而遥远。对此，我国政府和学术界应引起重视和关注。”     这番话是中国科学

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徐晋涛在6月13日—14日举行的“中国林业政策国际论坛”上，在作

《对改善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议》报告时表述的。     所谓“生态效益补偿”，即面对近年来我

国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林农从事林业的积极性下降等局面，国家对于生态公益林的生产经营者所

进行的经济补偿。     我国政府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把全国30％的森林划分为生态公益林，

并规定把补助资金纳入国家每年的公共财政预算内。2001年财政部和国家林业局选择了11个省区

的658个县(单位)和24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作为生态效益补助资金的试点，从而正式拉开了中国

实施生态效益补偿政策的序幕。     据徐晋涛介绍，各国官员和专家认为：在现阶段，中国的

各级政府(主要是指中央政府)应该是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的提供者，即中国的各级政府是生态

效益的主要购买者。     据介绍，把生态效益进行商品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即使在美国

这样的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开展这一方面的工作也极其困难，而且交易成本较高，因此美国

政府在过去较长的时期内选择了“由政府购买生态效益、提供补偿资金”这样一种政策手段来提

高生态效益。     中国社科院农经所副所长李周博士也认为要把森林生态效益商品化提高到政

策层面还尚待时日，但今后可以探索多元化的道路。     徐晋涛说，目前中国的森林生态效益

补偿标准(5元／亩)过于单一化，今后应引入竞争机制来确定切合各地实际情况的补偿标准。有

些学者认为补偿标准要基于生态环境效益的改善量来制定，也有的学者认为由于效益的改善量难

以确定，所以建议根据各地的社会、经济、环境条件确定补偿标准，使补偿标准尽可能地接近于

进行生态保护所支付的机会成本。南京林业大学的温作民教授提出中国南北方地区的自然生态条

件之间的差异较大，从总体上而言南方开展生态保护的机会成本比北方要高，因此，对南北方地

区的补偿标准应有所差异。     还有专家表示要探索多元化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的筹资渠

道。目前中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的来源主要是中央预算内拨款，中国拥有世界上面积最大的

人工林，应该充分利用20多年的造林成果，应探索多元化的资金筹措渠道，如建立林权证交易市

场、征收生态税和公共捐款等。      徐晋涛说，美国、巴西和哥斯达黎加是三个成功地实施了

生态效益补偿政策的国家。     美、巴、哥等三国经验表明，政府虽然是生态效益的主要购买

者，但竞争机制依然可以在生态效益补偿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如美国)。巴西和哥

斯达黎加的成功经验还说明由政府提供补偿并不是提高生态效益的唯一途径，政府还可以利用经

   



济激励手段和市场手段来促进生态效益的提高。     徐晋涛表示，我国目前正在实施的森林生

态效益补偿政策将对林业的可持续发展进程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但目前正在实施的森林生态效

益补偿机制中没有引入竞争机制和市场机制，因此，建议今后在实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政策时应

引入市场机制，开展一些利用市场手段提高生态效益的试点工作。同时，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应该

与扶贫和地方发展相结合，应该让地方社区参与生态工程的管理。      徐晋涛还建议，我国要

加快研究几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解决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的来源问题，即谁是补偿者；还

要研究补给谁的问题，由于我国的森林所有者有国家、集体和个人三种，国有林的所有者是国

家，对国家进行补偿没有意义；个体林为个人所有和经营，补偿对象相对简单；而集体林的权属

关系比较复杂，所有者和经营者分离，两者都有可能成为补偿对象；同时还要解决补多少的问

题，目前的补偿思路是按机会成本补偿，但目前南北只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因此，应加强研究，

制定切实可行的补偿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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