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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态补偿机制 , 就是以改善或恢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为目的, 以经济手段为主 , 调整相关利益者( 保护者、破坏者和受益者) 利益
分配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 ,生态补偿机制的实施有利于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和社会不公平问题 , 法律是生态补偿机制有效实施的重要
手段。从生态补偿机制的核心入手 , 分析了其实施法理基础和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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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ystem,which ai ms at i mproving or recovering the serving functionof eco-systemmai nly with means of economy ,is to
readj ust interest distributionrelationship amongthe respective interest-related party( protector ,destroyer and profit-receiver) .The i mplementation of ecologi-
cal compensation systemis beneficial to solving the issue onthe unbalance of regional economy and social inequality .Since lawis ani mportant means for
effective i mplementionof such system,the author woul d start withthe core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systemto analyze its legal pri nci ple and basic princi-
p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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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态补偿机制基本内涵

“生态补偿”一词包含两个含义, 一是指自然生态系统由

于外界活动而遭干扰或破坏后的自我调节、自我恢复; 二是

将生态补偿理解为对损害环境的行为进行收费, 加大该行为

的成本以激励损害行为的主体减少因其行为带来的外部不

经济性 , 或对保护资源的行为予以补偿或奖励从而达到保护

环境的目的。生态补偿机制是指一种为保护区域生态环境

和维护、改善或恢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调整相关利益者因

保护或破坏生态环境活动产生的环境利益及其经济利益分

配关系, 内化相关活动产生的外部成本, 具有经济激励作用

的制度安排。从本质上看, 生态补偿机制概念界定与国际上

的生态服务付费( Payment for Ecological Services) 和生物多样性

补偿( Biodiversity Offset) 的内涵有较大的相通性[ 1] 。建立生

态补偿机制就是要通过制度创新实行生态保护外部性的内

部化, 让生态保护成果的受益者支付相应的费用; 通过制度

设计解决好生态资源这一特殊公共产品消费中的合理价值

定位; 通过制度变迁维护好生态投资者的合理回报, 激励人

们从事生态保护投资并使生态资本增值。

2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必要性

2 .1 地区协调发展  我国自然环境复杂多样, 生态资源丰

富, 但人口众多 , 人均资源严重不足。尽管经济获得长足发

展, 但由于长期投入不足, 重开发、轻保护、粗放经营, 整体生

态环境长期超载、生态功能下降、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

减弱、灾害频发、危害强度增大。在传统发展模式中, 生态环

境价值往往不被考虑, 导致“环境无价、资源低价、商品高

价”, 助长了资源开发者把开发造成的生态破坏的外部不经

济性转嫁给社会。众所周知, 我国西部是江河源头。作为重

要的生态功能区, 脆弱的生态环境一旦遭到破坏, 整个生态

系统将受到严重破坏。这里的生态环境的变化必然会拨动

整个生态系统的神经。保护好了, 全国受益; 被破坏了, 殃及

全国。而这些地方恰恰多是少数民族地区, 居住着相当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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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贫困人口。他们受贫穷困扰急于摆脱贫困、改善生存条件

的种种努力 , 又往往直接构成对脆弱生态环境的破坏, 加重

当地生态破坏的压力[ 2] 。当没有更好的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可供选择时, 要求他们安于贫困、抑制思富求变的愿望, 接受

诸多限制是不公平的 , 也是难奏效的。

2 .2 实现社会公平  资源环境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 跨区

域的资源环境所产生的成本和效益应该由相应的地区承担

和享受, 受益地区应该为付出地区提供必要的资助。使用受

益者有责任对提供优良资源环境的地区和群众进行适当补

偿, 并承担相应的生态修复和污染消除责任。从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角度来看 , 妥善协调东西

部、上下游的利益关系是关键环节。国家应下大决心建立生

态环境补偿机制, 承认生态环境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 在经

济建设和市场交换中体现生态价值。补偿是社会矛盾、利益

差别、认识分歧的整合器, 补偿对行为具有明显的示范、定

向、塑造作用, 补偿可改变成本收益的时空、动态关系, 促使

有害行为的外部不经济性内在化 , 激励有益行为普及并社会

化且得到回报,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3  生态补偿机制的法理基础

我国是一个资源分布很不均衡的国家, 国家应对资源利

用进行平衡和调整, 这种平衡和调整指的就是生态补偿。环

境法意义上的生态补偿, 是指生态环境受益人、其他组织、国

家、社会对因保护生态环境而利益受到损害或者付出经济代

价者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 以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生

态补偿说到底是环境公平问题。所谓环境公平是指在环境

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上所有主体一律平等 , 享有同等的

权利、承担同等的义务。任何主体的环境权益都有可靠的保

障, 受到侵害时均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 对任何主体违反

环境义务的行为都要予以及时有效地纠正和处罚。从我国

生态补偿的实践来看, 主要是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补偿 ,

体现西部生态补偿机制的环境公平的内容除了环境保护法

规定的环境正义原则所包含的代内公平、代际公平、种际公
[ 3] 。就我国基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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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外，更为突出的特征是区域公平 
 
情而 



范制度、绿色消费鼓励制度、产品回收利用制度、循环经济发

展激励制度、相关的中介组织服务制度和公共参与制度, 逐

步将循环经济发展工作纳入制度化的轨道。

3 .5 完善政策  通过深化改革, 形成有利于促进循环经济

发展的体制条件和政策环境。要建立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

的机制, 结合投资体制改革, 调整和落实投资政策, 加大对循

环经济发展的资金支持力度。要进一步深化价格改革 , 逐步

使资源性产品的价格能够反映资源的价值和资源的稀缺程

度。研究并落实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价格政策和收费政策 ,

要完善财税政策, 加大对循环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 继续深

化企业改革, 研究制定有利于企业建立符合循环经济要求的

生态工业的经济政策。

3 .6  依靠科技 重点组织引进和示范有普遍推广意义的资

源节约和替代技术, 能量梯级利用技术, 延长产业链和相关

产业链接技术, 零排放技术, 有毒有害原材料的替代技术, 再

生资源的回收处理技术 , 以及绿色再制造等技术; 努力突破

制约循环经济发展的技术瓶颈, 积极支持建立循环经济信息

系统和咨询服务体系, 及时向社会发布有关循环经济的技

术、管理和政策等方面的信息。

3 .7 示范推广 要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工业园区和重点

乡镇开展循环经济试点工作, 要通过试点, 提出循环经济发

展的模式、重大技术领域和重大项目领域循环经济的综合评

价指标体系, 完善再生资源回收网络和促进再生资源循环利

用的法规政策和措施。要提出按循环经济模式规划建设和

改造工业园区以及城镇发展的思路。树立一批先进典型, 为

加快发展循环经济提供示范和借鉴。在企业全面推行清洁

生产, 为发展循环经济奠定基础。

3 .8  强化管理 加强企业资源环境管理是发展循环经济的

基础, 企业要建立健全资源节约的管理制度, 加强资源消耗

的定额管理、生产成本管理、全面质量管理, 要建立车间、班

主任岗位责任制, 改善计量统计核算制度, 建立有效的激励

和约束机制, 完善考核制度, 调动职工节约降耗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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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生态补偿机制的法理基础是公平。环境公平原则是生

态补偿的理论基础 , 生态补偿机制的本质是一种政治安排,

实施生态补偿需要中央与地方政府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制

度、建立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财政制度, 而环境伦理学从

提高认知程度、提供相关信息资料和参与研究与实践等方

面为生态补偿机制提供了支持。决策者、企业家、媒体、科

学家、公众等不同社会群体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与义务。

4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基本原则

4 .1  坚持保护者受益、损害者付费、受益者补偿的原则  

开发者不但要为其利用资源环境付出代价, 而且有责任和

义务对造成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损失作出赔偿。受益者

有责任和义务向提供优良生态环境质量的地区和人们提供

适当的补偿。针对资源和环境保护中三类主体 , 分别确定

其在生态补偿中的基本地位 , 并构成较为全面的生态补偿

相关主体框架。按受益者补偿的原则, 生态补偿的主体应

包括国家、社会和自身 , 具体可分为 : 国家补偿、社会补偿和

自我补偿。国家补偿是指中央政府对西部生态建设给予的

财政拨款和补贴。为保障西部生态建设有稳定的资金来

源, 中央政府应按国民收入的一定比例将西部的生态建设

拨款和补贴纳入财政预算, 按年度拨付。社会补偿包括以

下4 个方面 : 一是各种形式的捐助 , 包括国际、国内各种组

织和个人对西部生态环境建设的捐款。二是自然资源的开

发利用者对生态恢复的补偿。如采煤、采矿、水力开发等,

应给予当地生态补偿。生态环境资源具有价值 , 同时生态

环境资源又具有稀缺性 , 因而开发利用生态环境资源应支

付相应的经济补偿。这一经济补偿应主要用于生态环境资

源的保护、恢复、更新 , 以保证生态环境资源的永续利用[ 4] 。

此外, 环境受益者也有责任和义务对为此付出努力的地区

和人民提供适当的补偿。这样才能鼓励全社会共同为保护

生态环境做出贡献。三是资源输入地区对资源输出地区的

补偿。四是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的补偿。上游地区不仅对

生态保护进行了资金投入 , 而且限制了自身若干产业的发

展, 从中受益的下游地区应对上游地区进行补偿。自我补

偿是指西部地方政府对直接从事生态建设的个人和组织进

行的补偿。因为从长远来看, 西部地区自身将是生态建设

最大的受益者。但由于西部地区目前经济较为落后, 大部

分地区较贫困 , 自身进行生态建设的能力十分薄弱。因此,

现行的生态补偿政策应以国家和社会补偿为主, 自我补偿

作为补充的办法较为切实。

4 .2  可持续发展原则  可持续性发展原则的核心是要求

人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不能超越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然

而, 我国现实状况却是采用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

染”的发展模式, 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 , 已经远远超过

生态系统所能承载的能力范围。可持续发展只能是高效率

和高效益的发展 , 这种效益体现为经济社会和生态系统收

益统一的综合效益。生态补偿的效率性就是要求以最少的

劳动占用与消耗尽可能地获得生态系统内的物质、能量转

化效率可存量最大化 , 其目的在于实现人类对社会经济效

益和生态效益两个方面的追求。

4 .3  坚持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的原则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和实施生态补偿, 主要是通过创新政府管理制度, 完善政府

调控措施 , 以弥补市场调控的缺陷, 因此 , 必须坚持政府主

导的原则。同时 , 生态补偿作为一项经济制度, 有必要引入

并完善资源分配和利益调整等方面的市场运作机制, 从长

远来看 , 通过市场机制实施生态补偿将是生态补偿的重要

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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