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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补偿是社会公平问题：谁来补偿？补给谁？怎么补？ 

作者：谢念

文章来源   《中国青年报》 2005年5月17日 

  在国家公共政策实施的同时，结合天然林保护工程的推进，一些民间志愿者走“草根之路”，也陆续
开展了诸多生态补偿的有益探索。  

  “生态补偿说到底是个社会公平问题。”日前，在贵阳召开的中国西部生态补偿（国际）研讨会上，
“世界森林趋势”环境经济学家安德雷·维斯特认为，一些人多占有了环境资源，另一些人占有得远远
不够，国家应该在他们之间进行平衡和调整。  

  贵州省政府办公厅杨从明博士在会上说：“就制度设计而言，生态补偿资金由谁支付、交到谁的手里
以及怎样使用，是决定生态补偿成效乃至成败的3个绕不开的关键问题。”张惠远博士提交给会议的一篇
论文认为，目前我国的生态补偿呈现“三多三少”特点，即部门补偿多，农牧民补偿少；物资、资金补
偿多，产业扶持、生产方式改善少；直接的生态建设多，相应的经济发展、扶贫、农村能源结构调整
少。  

  文章中还指出，虽然“谁受益、谁补偿”、“谁破坏、谁恢复”、“谁污染、谁治理”的生态补偿原
则获得广泛认可，但涉及具体补偿行为时，补偿的主体和受体关系却并不明确。这个问题在国家层面实
施东西部区域间大跨度生态补偿时，更显突出。  

  配合“汪江突围”等案例的解剖，研讨会特意设计了两次虚拟对话。由与会者搭配的几个团队，分别
代表东部、中部、西部，或是农民、政府、企业的利益，围绕生态补偿资金该由谁出、谁该出得更多等
问题，展开激烈交锋。  

  “政府部门的许多资金，如扶贫款、退耕还林资金等，实际上包含生态补偿性质。建立生态补偿机
制，一个主要前提是首先要建立生态价值的评估机制，让其量化为实实在在、方便买单的东西。政府资
金的投入还应加强整合。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部门各投各的局面需要改变，以利于发挥资金综合
效益。”杨从明说。  

  该次研讨会的与会者共同呼吁，国家应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整合社会资源，构建全方位、全民参与的
生态补偿机制。  

  “‘汪江突围’从一个点展现了民间的力量。”贵州师范大学自然保护与社区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任晓
冬说，“如果政府的生态补偿实践，能以项目招标等方式更多引入这种志愿力量，我们有理由期待，生
态补偿的草根终将长成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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