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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战略地位出发，通过对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补偿方式及存在问题的

研究，提出资金补偿是完善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补偿建设的重要方式。必须加大中央财政

支付力度，设立西部生态补偿的中央专项资金；协调地方经济补偿政策体系的配套资金

运转；加强横向区域间支付，在区域间生态建设合作投资的基础上建立区域间生态转移

支付基金；积极调整现行税制，恢复征收生态环境补偿费，规范系列专项生态税。从而

在最大程度上实现西部生态资金补偿的有效性。  

As t he key eco—fragile and eco—protecti ve screen aren ，west Chi na 

urgently needs ecologi cal co mpensati on mechani s m．Ho wever ，t here are s 

o me proble ms duri ng t he process of eco—co mpensati on i n t he west ，s 

uch as t he mode of co mpensati on i s monotonous ，t he i ntensity of co 

mpensati on i s weak ，res ulti ng i n da mages to t he co mpensati on functi on 

．Fro m t he strategi c stat us of ecologi cal envi ron ment i n west Chi na ，by i 

nvesti gati ng current sit uati on and proble ms wit h t he co mpensati on for m，

it put for ward t hat fi nanci alco mpensati on an i mportant way to perfect 

ecologi cal co mpensati on s yste m．Several s uggesti ons were gi ven ，s uch as 

to enhance t he central fi nanci al transfer pay ment ，to set up t he poli cy s 

yste m of local fi nance ，to strengt hen cross transfer pay ment bet ween regi 

ons ，and to refor m t he exi sti ng tax s yste m．As a res ult ，effecti veness of 

ecologi cal co mpensati on can be reali zed i n west Chi 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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