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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对生态产品的三大特性(产品 

外部性、公共产品及生态资本性)进行了分析，从而为生态效 

益补偿机制的建立提供了一个较为客观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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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与地球自然 

环境系统之间冲突的现象正变得越来越明显。在我 

们身边，充斥着各种诸如森林缩小、土壤侵蚀、沙漠扩 

大、气温变暖、冰川融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新闻报 

道，环境问题也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生态 

与环境科技发展的研究也越来越受重视，可持续发展 

观更成为当代生态与环境科技发展研究的基本思想。 

从经济学角度看，环境是一种资源，它既是经济活动 

的载体，又是生产要素。而且随着社会发展，它的稀 

缺性日益明显，这种稀缺性体现了生态环境的经济价 

值。在我国。由于长期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 

生态资源的经济价值没有被充分认识，其价值的市场 

实现便成为一句空话，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以随意无 

偿占有和消耗，导致从事生态环境保护的经营者的生 

态效益权利得不到实现，权利与义务关系处于失衡状 

态，缺乏足够的经济动力。因此，急需建立崭新的生 

态效益补偿机制，创造可持续的发展生态资源的经济 

动力，在满足生态资源生产者和保护者自身效益的过 

程中，实现环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所谓生态 

效益补偿主要是指对生态功能或生态价值的补偿，包 

括对为保护和恢复生态环境及其功能而付出代价、做 

出牺牲的单位和个人进行经济补偿；对因开发利用土 

地、矿产、森林、草原、水、野生动植物等自然资源和自 

然景观而损害生态功能、或导致生态价值丧失的单位 

和个人收取经济补偿⋯，我国有关生态补偿理论的 

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研究重点主要集中 

在生态效益补偿依据、补偿标准、补偿范围、补偿办法 

等方面，并于2001年l1月开始在我国一些省份和自 

然保护区开展试点工作，这些理论的研究和政策的实 

践探索对于我国全面实施生态补偿制度意义非常重 

大，但是，由于国内理论界对于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 

经济理论以及效益补偿之间理论联接等问题研究较 

少，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进一步加强生态补 

偿机制有关经济理论的研究，对我国补偿政策的制定 

与实践具有积极的意义 。 

1 外部经济效应理论 

战后尤其是20世纪 60年代以来，由于工业化、 

城市化及环境污染等一些社会问题的不断加剧，外部 

性问题已成为经济学家炙手可热的话题。所谓外部 

经济就是指一些人的经济活动，如生产和消费某产 

品，给另一些人带来的收益和损失，那些得到收益的 

人无须付费，而蒙受损失的人无法得到补偿。如果一 

些人的生产或消费使另一些人蒙受损失而前者没有 

补偿后者就称为负的外部经济，或者称为外部成本； 

如果一些人的生产或消费使另一些人受益而前者无 

法向后者收费，称为正的外部经济，或者称为外部收 

益。因此，在存在外部性时，社会对市场结果的关注 

扩大到超出市场中买者与卖者的利益之外，还要包括 

受到影响的旁观者的利益，但在现实中，由于消费者 

与生产者在决定需求或供给时，很少考虑到他们行为 

的外部效应，所以在存在外部性时生态资源配置与利 

用很难达到最优状态。 

1．1 负外部效应分析 

为了便于分析，我们考虑一个特殊市场——钢铁 

市场 ]，由于钢铁的生产会使一定量的烟尘进人大 

气，而这种烟尘对那些呼吸空气的人会造成健康危 

害，因此它是负外部性，由于这种外部性，生产每一单 

位的钢铁，其社会成本就包括生产者的私人成本(生 

产者在经济活动过程中所支付的成本)加上由于污 

染原因所带来不利影响的旁观者的成本(如图1)。 

图 1中，社会成本曲线 ．s 在供给曲线 ．s。之上， 

是因为它考虑到了钢铁生产者给社会所带来的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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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污染与社会最适生产量 

Fig．1 Pollution and the suitable product of society 

成本，这2条曲线的差别反映了排放污染的成本 t，S。 

曲线与需求曲线D的交点 B为现实市场的均衡点， 

只考虑私人成本，忽视外部性，其均衡量为Q。；s 曲 

线与需求曲线D的交点既为最适点，它除了考虑到 

私人成本，还考虑到经济行为的外部性，其最适量即 

为Q。，从图2中可见，由于经济行为负外部性的存 

在，市场生产的量明显大于社会希望达到的量。 

1．2 正外部性效益分析 

正外部性的分析方法与负外部性的方法相似，假 

设修理和美化房屋能给邻居带来外部收益(如图2)。 

图2 外部收益 

Fig．2 External incoming 

图2中，s。曲线表示修理的私人成本，s 为社会 

成本，2条曲线的差别反映了外部收益水平，其中A 

点为现实市场均衡点，Q。为市场量 ，曰点为社会最优 

点，Q 为最适合量，从图2可见，由于经济行为正外部 

性的存在，市场生产量明显小于社会希望达到的量。 

分析可见，外部性的存在是社会环境资源很难达 

到最优配置，要解决这些问题，建立有效的生态补偿 

机制就至关重要，而要激励人们从事具有正外部性的 

生态保护行为，补偿机制更不能少，对于负外部性的 

物品，国家可以采取征税的办法予以限制，而对正外 

部性的物品则以补贴予以鼓励，只有这样，才能使外 

部性内在化，从而实现私人最优与社会最优的一致。 

2 公共产品理论 

按照微观经济学理论，社会产品可以分为公共产 

品和私人产品两大类。纯粹的公共产品是指当有人 

消费这种产品，不会导致别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 

与私人产品相比较，纯粹的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 

非排他性2个基本特性。生态产品在很大程度上属 

于公共产品，由于其非竞争性往往导致公共资源的过 

度使用，最终使全体成员的利益受损；其非排他性又 

会使人产生“搭便车”心理，没有人愿意提供公共产 

品，最终结果是谁也享受不到公共产品。要解决这种 

问题，政府管制和政府买单是有效解决公共产品的机 

制之一，同时，还应通过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相互补充， 

对公共产品市场提供和政府提供的效率进行分析，以 

确定其提供机制和成本补偿机制，使生态保护者能够 

象生产私人产品一样得到有效的激励。 

2．1 公共产品的市场提供效率分析 

如图3所示，D 为公共产品私人购买者的个人 

需求曲线， 为社会需求曲线，则两者的垂直距离为 

外部收益(公共产品一般情况具有的是正的外部效 

益)，供给曲线为|s。在社会效率准则下，根据社会需 

求等与社会供给的原则，则最佳产出水平为 Q。，此 

时，社会福利最大，效率最佳。如按市场提供，则在市 

场机制下，人们按本人获得的利益决定购买量，则市 

场只提供由D 与|s相交所决定的Q 产量，由于Q < 

Q。，即市场提供的产量小于社会最佳产量，则出现效 

率损失，其损失大小如图所示 |s (S表示面积)。 

口产量与需求量 

图3 效率分析 

Fig．3 The analysis of efficiency 

2．2 政府提供的效率分析 

其他条件与(2．1)相同，如由政府免费提供，利 

用税收以弥补其成本损失，则消费者购买量增加，如 

图3所示，直至边际收益 MR为零 ，此时消费量为 

Q ，Q >Q。，出现过度消费，也存在着效率损失，损失 

的大小为|s脚 。 

2．3 2种情况下的效率对比分析 

由上面分析可以知道，无论由市场提供还是由政 

府提供，都会导致效率损失，二者所造成的损失谁最 

小 ，即选择由谁来提供。而二者的效率损失，从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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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可以看出，主要由公共产品的外部性大小(即 和 

D 的垂直距离)和供给弹性来决定，在这里，为便于 

分析，假定产品的供给弹性不变情况下进行分析。如 

外部性很大，表现在图4上是社会需求曲线D ，如外 

部性小，则表现在图4上是社会需求曲线D 。 

图4 效率对比 

Fig．4 Comparison of the efficiency 

或需求量 

对于外部性大的公共产品，政府提供的效率损失 

为5肛 ，市场提供的效率损失为5ABc，后者大于前者， 

则应由政府提供；相反，外部小的公共产品，政府提供 

的效率损失为5。 由市场提供的效率损失为5。 ， 

前者大于后者，因此应由市场提供。但不管由谁提 

供，都会出现效率损失问题，因此就必须采取相应补 

偿机制来进行协调，如在市场提供的前提下，政府可 

以通过向企业提供财政补贴以使企业增加产量，使其 

达到社会最佳产出水平 Q。；而由政府提供则可以采 

取适当收费的方式，如图4所示，采取P价格提供公 

共产品，一方面鼓励人们增加消费，另一方面也有效 

的控制了过多的消费，从而达到有效的消费量。 

3 生态资本理论 

生态环境作为资源是有价格或价值的，其价值的 

大小受到稀缺程度和开发利用条件的影响，其价值一 

旦成为人们牟取利益的凭借，就成为可以带来价值的 

价值，被资本化了。生态资本作为资本的表现形态， 

具有资本的一般自然属性 ，依照资本的属性运行 ，即 

肯定是以赚钱为目的的，所以必须按照市场的规则运 

营，不可避免的要受竞争规律的支配；另一方面，生态 

资本又具有生态的基本属性 ，必须遵循生态规律。因 

此，在对生态产品的投资经营中，必须遵循资本收益 

递减和生态平衡双重规律，随着生态产品稀缺性的日 

益突出，人们意识到不能一贯向自然索取，而要投资 

于自然，但是，随着生态资本的增殖，而在生态投资者 

不能得到相应的回报，那么就会严重挫伤生态投资者 

的积极性，由此可见，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建立已不 

容忽视，只有通过补偿，解决好生态投资者的合理回 

报，才能激励人们从事生态保护投资并使生态资本增 

殖 。 

综上所述可见，生态补偿机制其实就是这样一种 

制度：通过一定的政策手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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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让“受损者”得到一定补偿；通过制度设计解决好 

生态产品这一特殊公共产品消费中的“搭便车”现 

象，激励公共产品的足额提供；通过制度创新解决好 

生态投资者的合理回报，激励人们从事生态保护投资 

并使生态资本增殖 。只有尽快建立这种制度，制 

定相应的政策和法律法规，并付诸实施，才能促进我 

国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和经济建设事业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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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Analysis of Eco-benefit Compensation Mechanism 

HUANG Li—hong， KE Qing—ming， LIN Wen—xiong 
(Institute of agroecology，FujiaIl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Fuzhou 350002，China) 

Abstract：Eco—benefit compensation mechanism has been an focus field in theory．This paper applies the related eco— 

nomic theories to analyze the three characters of ecologic goods(external，public goods and ecological capita1)，and 

provides an objective theoretical basis for eco—benefit compensation mechanism． 

Key words：eco—benefit compensation；external；public goods；ecological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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