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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理学以环境—社会—人类动态的综合思维，以区域综合、区域间的相互关系、尺度

间的相互转换等系统研究地球表层的性质和运动规律，“人—地”地域系统是其研究核心。生

态补偿是一个典型的地理学研究命题，具有“人—地”地域系统的半开放性、非稳定性以及

或然性特征。本文分析了生态补偿作为地理学研究命题的一般特征及其内涵。对于生态补偿

是一个地理学研究命题的判断，依据在于自然地域系统厘定了生态补偿参与主体的基本关

系、经济地理格局决定了生态补偿的空间差异、地域人文环境影响了生态补偿政策的制定及

其补偿形式、地理学方法为生态补偿提供了技术与平台。区域是解读生态补偿问题的突破

口，区域结构是制定生态补偿政策的重要参考、区域发展外部性是开展生态补偿的科学依

据、地理要素资源的区域权属是确定生态补偿主客体的依据，生态补偿研究具有“区域—差

异—尺度”的地理学分析范式。生态补偿的地理学特征表现在区域性、差异性、综合性、动

态性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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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研究地球表层地理环境的结构、特征、形成、演化过程、区域分异规律及人类

适应和利用，研究区域的差异性及区域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以区域综合、区域间的相互关

系、尺度间的相互关联与转换等动态观察世界，以环境动态、环境-社会动态、人类—社

会动态的综合思维，并采用空间图像、空间语言、空间数学、空间认知等表述方式，研究

地球表层的性质和运动规律，区域性、差异性、综合性是其基本特征，尺度关联与尺度转

换是其研究视角[1-4]。

生态补偿作为人类影响下的生态环境变化格局、机理及影响系统的重要研究对象，以

“人—地”关系为视域，有利于将生态补偿的终极目标与生态—经济流量关系的调控联系

起来[5]。从内涵上看，生态补偿重点回答补给谁、谁来补、补多少、怎么补等核心问题，

即补偿的主客体、补偿的标准、补偿的方式、补偿的尺度等等，目的是弥补地理空间上生

态环境和经济利益的不平衡[6]，涉及到人际补偿与人地补偿[7]。在生态补偿实践中，区域

的生态补偿能力、生态补偿成本、生态补偿意愿均与其自身地理资源禀赋及区域结构等密

切相关[8,9]。区际生态补偿机制是区域间协调发展的关键之一[10]。基于地理要素运动的区域

发展外部性，导致了各区域之间在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不平衡[11,12]。区域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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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自然—经济空间格局、区域本底性质和区域结构等方面是分析生态补偿问题的重要地

学基础要素，生态补偿核心问题的解决必须以这些地学要素的基本特征为出发点[13]。地理

学对区域发展问题的研究，为解决区域内的发展与生态环境问题以及区域之间的生态补偿

提供了科学依据[14-15]。一方面，从地理运动的角度出发，根据生态物质地理运动的不同载

体、空间分布和运动方式，可以较好地明确生态获益者和生态受损者，从而为确定生态补

偿主体和受偿客体提供科学依据[16-17]。另一方面，生态补偿的补偿成本、补偿能力和补偿

效益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从地理学角度深入探讨这种空间差异的格局与特征，具有重要

的科学意义和实际价值[18]。同时，生态补偿是实现环境改进和城乡发展双赢的策略，可将

生态补偿和区域协调发展结合起来统筹考虑[19]。

综上所述，从地理学的区域性、综合性、尺度关联性角度探讨生态补偿问题，已经成

为生态补偿研究的焦点之一。参考生态补偿研究的已有成果[20-24]，本文认为，生态补偿一

般是指围绕着水资源、土地资源、环境资源等的污染、破坏、保护等问题，在区域内部及

区域之间展开的对受影响的生态系统“服务”进行以经济、政策行为等为补偿手段的人类

社会经济活动，是一个典型的地理学研究命题，地理学是生态补偿研究中，解决其“区域

（对哪些对象进行补偿？在哪里开展补偿？）—尺度（补偿标准尺度？补偿区域尺度？）—

差异（补偿主体的差异？补偿客体的差异？补偿标准的差异？补偿尺度的差异？补偿形式

的差异？）”难题的突破口，生态补偿具有地理学研究的一般特征及内涵。

1 生态补偿与“人—地”地域系统

1.1 “人-地”地域系统

地理学是一门典型的关于“人—地”地域系统的形成、结构、关系和发展变化（人

—地关系动力学）的学科。地球表层系统（包括生态资源环境系统）的急剧变化，集中体

现在“人”和“地”的相互作用方面，“人—地”地域系统是地球表层系统研究的主体和

关键，具有半开放性、非稳定性以及或然性特征[1,25]。

1.2 生态补偿具有“人—地”地域系统的一般特征

生态补偿具有“人—地”地域系统的半开放性、非稳定性以及或然性特征。

（1）生态补偿是一个“生态—环境—经济—社会”复合系统，就其内部关联及与外界

的关系来说，是半开放的系统。补偿主体、补偿客体、补偿标准、补偿渠道、补偿机制等

任何一个子系统的内部关联构成了系统的不同特征，但同时又都与外部进行物质、能量和

信息交流，这构成了生态补偿区域之间的差异性和相互联系，成为半开放系统[26-27]。比

如，由于地理条件、资源产权、人文政策环境等的差异性，不同国家不同区域之间的生态

补偿系统在补偿利益体、补偿标准、补偿机制与补偿重点等方面存在相互差异，各自可成

为相对独立的系统，但同时各个区域之间由于资源环境的相互关联、社会经济发展的相互

耦合等，相互之间必然发生生态补偿的物质、能量与信息交流，构成了生态补偿半开放系

统[28-29]。

（2）就生态补偿系统的稳定程度而言，是非稳定系统。该系统内，一个或一组要素的

变化（比如补偿标准的变化、补偿主体的变化、补偿政策的变化、外部环境的变化等）就

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的变化，甚至导致系统运行方向的改变[30-31]。以中国生态补偿系统而

言，补偿标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补偿主体由政府补偿为主日益发展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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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和市场补偿相结合的补偿格局，补偿领域也广泛深入到森林生态补偿、草地生态补

偿、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湿地生态补偿、垃圾处理生态补偿等多方面，相应地补偿政

策也日益出台，进而促进中国生态补偿系统日益向市场化、社会化、多元化以及其他与人

类发展密切相关的纵深领域拓展[20,32-33]。

（3）就生态补偿系统的变化机制来说，即从系统的发展因素和趋势考察，属或然性系

统（probabilistic system）。要素相互作用的变化及要素自身变化对于系统状态的影响，不

受决定论支配，但生态补偿系统所涉及因素之间的作用仍具有方向性、幅度性、概率性等

规律，比如趋于生态稳定性、社会公平性、资源使用的有偿性与相对等价性等。比如，受

生态资源禀赋、社会经济发展、区域人文环境等多要素的综合影响和相互作用，生态补偿

的标准、重点、机制、格局及发展变化等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及转型国家均各具差

异，但追求生态稳定、社会公平、资源有偿使用与相对等价等是其共同规律[34-35]。

2 生态补偿是一个地理学研究命题

关于生态补偿的地理学属性，已有相关学者在其研究成果中提及[36,37,38-41]。在实践中，

全球各个尺度[42-45]的地理空间均开展了生态补偿工作[27,34-35] （表1），且不同尺度间的生态补

偿关系具有宏观与微观之分、总体与局部之别，全球高于国家、国家高于区域、区域高于

地方，同时，全球与国家、区域、地方之间又相互关联，形成密切联系的整体。

参考已有观点[31,46]及实践中生态补偿的概况，本文按照地理学的分析框架，从自然地

域系统、经济地理格局、地域人文环境、地理技术方法等方面对生态补偿作为地理学研究

命题的判断依据阐述如下。

2.1 自然地域系统确定了生态补偿参与主体的基本关系

由水文、土壤、大气等自然地理因子组成的自然地域系统，已大体决定了生态环境资

源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基本态势，而不同区域自然地理条件下的不同生态系统具有不同的生

态服务功能，相互之间通过大气、水流等自然地理要素的运动，产生了生态服务的空间关

系，因此也就确定了生态环境的空间格局，并基本明确了各主体间的生态利益关系。比如

北京市周边的密云、延庆、怀柔、房山、平谷、昌平、门头沟7个山区县由于处于首都的

重要生态区，为保障北京城区的生态用水、生态休闲等生态服务需求，自然而然成为生态

资源的提供者和生态补偿的接受者，北京需要为其提供一定的生态补偿。此外，在确定最

有效的补偿区域或生态服务供给者时，亦需要考虑非均质自然生态环境等区域条件或个体

差异[47]，高退化风险区(生态脆弱区)、重要生态功能区应作为优先补偿区[48]。

表1 不同尺度地理空间的生态补偿实践案例

Tab. 1 Practical cases for eco-compensation on different scales of geographic space

地理尺度

全球尺度

国家尺度

区域尺度

地方及以下尺度

生态补偿案例

欧盟排放交易方案(EUETS)；京都议定书；栖息地保护公约

中国的退耕还林项目(SLCP)；墨西哥的水文环境付费项目(PSAH)；美国渔业与野生动物保护方案

(FWS)
尼泊尔自然保护区景观保护；长江三角洲流域生态补偿；日本和哥斯达黎加流域下游对上游的生

态补偿；中国西部地区生态补偿

伯利兹城保护区信托(洪都拉斯首都)；湖北神农架林区生态补偿；北京山区生态涵养发展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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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经济地理格局决定了生态补偿的空间差异

经济地理格局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形态，其总体特征大体决定了不同区域在生

态补偿方面的空间差异[49-51]。经济发展水平在生态补偿框架中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经济

发达地区和经济落后地区在生态补偿能力、补偿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补偿标准核算方式

的选择、环境意识的差异等因素也是导致补偿标准差异的原因，但经济地理格局是其主导

因子[52-54]）。以森林生态补偿标准为例，根据国家林业局政府网的资料及各省出台的森林生

态补偿文件，作者通过整理对比发现，北京市森林生态补偿标准已达到40元/年·亩，江

苏达到 20 元/年·亩，广东达到 18 元/年·亩，海南为 17 元/年·亩，福建为 15 元/年·

亩，吉林、辽宁、河北、重庆、四川、云南、青海为 10元/年·亩，而新疆、西藏、甘

肃、贵州仍仅为5元/年·亩。在补偿方式上，也存在省际地域差异，比如，北京通过生态

涵养发展区的建设，重点在山区开展生态补偿工作；天津重点开展森林生态补偿、湿地生

态补偿以及垃圾处理生态补偿；山西主要是煤炭开采及污染的生态补偿，还涉及森林生态

补偿及跨省区的流域生态补偿。在补偿主体和受体空间选择定位上，经济地理格局也是重

要因素，一般会选择资金使用效率高、经济影响大的区域优先实施生态补偿[55]，有研究表

明，草地生态系统的优先补偿主体主要分布在纯牧区，而半农半牧区、林业区和农业区则

为非优先补偿区[48]；流域生态补偿应优先关注生态补偿效率成本比相对较大的区域[56]。

2.3 地域人文环境影响生态补偿政策的制定及其补偿形式

地域人文环境既包括地区传统文化习俗及观念，也包括区域发展的人文政治环境及其

在大区域乃至国家发展格局中的政治地位及特殊性。这对于生态补偿形式的开展及其政策

的制定具有深刻影响。比如，对少数民族地区及相对落后的边远地区等特殊地域而言，其

生态补偿的优惠政策更加全面，补偿形式不仅包括资金补偿，还涉及教育、就业、技术等

方面的综合补偿，且补偿力度较大、补偿时间较长，短期内的生态补偿以“补血”为主，

再逐步过渡到生态产业培育、生态经济发展等自身“造血”阶段。又如，中央政府在实施

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中，将少数民族人口比例与生态重要性、经济发展程度等因素共同

考虑；四川牧区是少数民族分布最集中的地区，整体贫困程度较深，已通过生态保护补助

奖励机制促进了牧区草原生态补偿；青海、四川、重庆同处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区，其生态

补偿的重点均包括森林生态屏障建设；山东的海洋文化比较独特，海洋生态补偿是其工作

重点；贵州苗寨的生态补偿工作从民间突围；西藏农牧文化底蕴决定了其生态补偿必须从

农牧民的实际需要出发。

2.4 地理信息技术、计量地理方法等为生态补偿提供了技术平台与方法支撑

地理学技术与方法在生态补偿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运用中大有用武之地。地理信息技术

具有数据综合、模拟、分析评价、展示与管理等能力，已运用于生态补偿的资源环境效应

分析、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管理、生态补偿的空间均衡性分析等方面。比如，Herzog运用

地理信息技术对瑞士生态补偿区的生物多样性效果进行了评价[57]；刘益军等应用 3S技术

构建了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管理系统[58]；高瑞利用GIS平台对土地生态补偿因子的空间分

布及其均衡性进行了分析和表达[59]。计量地理方法主要运用统计推理、数学分析与模拟等

工具，凭借计算机技术，可用于分析生态补偿中的各种自然和人文地理要素，在生态补偿

的标准测算、效应评估、对象选择等方面均提供了较好的方法支撑。比如运用聚类分析法

研究生态补偿对象的空间选择[48]，运用最小数据方法[60]、地理要素禀赋当量法[37]确定生态

补偿标准，运用地理统计分析和环境经济学方法评估生态补偿的效果[61]。地理信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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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地理方法等为提升生态补偿的针对性、有效性和科学性提供了技术平台与方法支撑。

3 区域是解读生态补偿问题的突破口

3.1 区域结构是制定生态补偿政策的重要参考

区域结构是区域内部诸要素的空间状态及组合形式，地理学所涉及的区域结构包括地

域空间结构、产业结构、城镇体系结构、资源环境结构、人口结构和就业结构等诸多方

面[62]。在生态补偿中，区域的生态补偿能力、生态补偿成本、生态补偿意愿等均与其自身

区域结构存在必然联系[8-9]。比如，一个以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区域，所能提供的资

金及生态技术能力就相对较大，因而对于资金援助、生态技术扶持这一补偿方式而言，其

所具有的补偿能力与其他补偿方式（如生态移民、生态开发等）相比就相对较强，生态补

偿对其区域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也就相应较小，这类地区在制定生态补偿政策时就应该倾

向于生态技术及资金的补偿输出。相反，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地区，其生态补偿输出

政策就应该侧重于向其他地区提供生态移民。根据区域结构，可提出在不同区域之间实施

有针对性的生态补偿政策，促进区域间的协调发展。

3.2 区域发展外部性是开展生态补偿的科学依据

区域发展外部性是指由于地理要素的空间位移所导致的某一区域对其他区域产生的影

响，是区域关系和区域功能的重要载体。基于地理要素运动的区域发展外部性，导致了各

区域之间在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不平衡[11-12]。对于生态资源优势区，其区域外部

性表现为生态服务的外部性，即通过向其他区域提供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并可作为其他

地区的生态屏障，提供清洁水源、保持水土、防止生态危害的外部扩散。对于经济发展较

好的区域，其区域发展外部性表现为经济开发的外部性，即吸纳域外资金和劳动力，与此

同时，在发展相应产业中由于废气、废水等污染物的排放及扩散对生态环境产生破坏。

正、负外部性的产生导致了不同地域之间生态、环境和经济利益的不平衡。基于区域经济

活动的外部性及地理要素的运动，地理学对区域发展问题的研究，为解决区域内的发展与

生态环境问题以及区域之间的生态补偿提供了科学依据[14-15]。

3.3 地理要素资源的区域权属是确定生态补偿主客体的依据

从地理运动的角度出发，根据生态物质地理运动的不同载体、空间分布和运动方式，

可以较好地明确生态获益者和生态受损者，从而为确定生态补偿主体和受偿客体提供科学

依据[16-17]。比如，同一流域上游的水污染必然对下游的生产、生活、生态造成影响，进而

产生区域间的生态补偿。流域水土流失、水体污染等不可避免，而水体又是泥沙、污染物

等地理元素的最基本的搬运体之一，因此一个区域的水污染、水土流失必然沿流域向外部

空间扩散，上游区域对河流水、土等资源的利用也必然影响到下游区域的资源数量。所

以，根据地理区域形成的空间权属分割，水、土等资源的使用、管理及其权限边界就比较

容易确定，从而有助于明确生态补偿中有区别的责任主体。

同时，环境资源产权在地理空间上初始分配的不均，造成了区域间发展权利事实上的不

平等，需要一种补偿来调整这种权利的失衡[63]。区域间的环境资源关系已经成为影响区际关

系和社会团结的重要因素，建立科学的区际生态补偿机制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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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态补偿的“区域—尺度—差异”分析范式

关于生态补偿的区

域性、差异性、尺度性

等的判断，学者们已有

相关论述 [5- 19]。基于此，

本研究在地理学的“自

然—经济—人文”构架

基础上，侧重“结构—

发展—权属”的区域视

角，从“自然地域系统

—经济地理格局—地域

人文环境—区域结构—

区域发展外部性—资源

区域权属”6个层面对生

态补偿研究框架进行归

纳（图1），这也符合地理学的“区域—尺度—差异”分析范式。

区域是开放的多尺度地理空间系统，一个区域的生态环境发生任何变化，都会对其他

相邻区域乃至整个外部地域系统产生影响。而地域管理体制决定了不同地域空间“生态资

源”的地理边界是非常清楚的，协调区域之间在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关系是生态

补偿的焦点[64]，也是地理学理论用于指导区域空间管治的重点。

补偿尺度与生态补偿格局和过程紧密依附在一起，不同的生态补偿格局和过程在不同

尺度上发生。对于地理学视角的生态补偿研究而言，首要任务就是选择与生态补偿现象

（格局与过程）发生规模相当的观测尺度。若观测尺度与实际尺度相差甚远，研究结果的

可信度就会较差。其次，选择的生态补偿研究尺度应尽可能是自然界的实体单位或与行政

管理单位相衔接[42-43]。

同时，生态补偿不仅只考虑保护本地生态环境的目标，更应考虑全局性、长远性生态

补偿方式的设计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还要兼顾不同地区生态补偿的实际差异。生态

补偿是实现环境改进和城乡发展双赢的策略，可将生态补偿和不同尺度的区域协调发展结

合起来统筹考虑[19]。

5 生态补偿的地理学特征

生态补偿问题是一个典型的地理学研究命题 [44-46,49-50]，亦具有地理学研究的区域性、差

异性、综合性、动态性等特征。

5.1 区域性

在地域空间上，生态补偿涉及同一区域内部不同地点间的补偿，亦涉及不同区域间的

补偿，具有典型的区域性[65-68] （包括自然区域、行政区域）。在同一区域内部，生态补偿可

发生在两个地点之间（图2-A-1），亦可涉及三个或多个不同地点（图2-A-2）；在不同区域

之间，亦存在两个区域间的生态补偿（图 2-B-1）和多个区域之间的生态补偿（图 2-B-

图1 生态补偿的地理学研究框架
Fig. 1 Framework for geographical study on eco-compensation

注:“补偿差异”指的是补偿机制的差异，包括补偿主体的差异、补偿客体的差

异、补偿标准的差异、补偿尺度的差异、补偿形式的差异及不同区域间生态

补偿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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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生态补偿物的流向上，存在区域内部不同地点间的“一对多”式补偿（图2-A-3）、

“多对一”式补偿（图 2-A-4）及其不同的组合；这种关系亦可适应区域之间的生态补偿

（图2-B-3、图2-B-4） (表2)。这种区域内部、区域之间生态补偿的区域关系的转换，亦是

地理学的地区、地点间的尺度转换视角。对于不同区域类型的生态补偿问题，需要实施不

同的补偿政策、补偿标准及补偿形式。

5.2 差异性①

国际上比较注重生态补偿的区域差异 [53,70-71]。生态补偿首先是一个自然资源环境问

题，涉及到不同类型自然生态资源的价值评估及补偿；同时，生态补偿必须和地域主体及

①“差异性”指的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差异、自然资源的差异、生态环境的差异和地域归属的差异，而产生的不同区域

条件下生态补偿机制的差异性，比如补偿主体的差异、补偿客体的差异、补偿标准的差异、补偿尺度的差异及补偿形

式的差异等。

图2 基于地域特征的生态补偿类型划分
Fig. 2 Eco-compensation type division based on geographical characteristic

表2 基于地域特征的生态补偿类型的实例

Tab. 2 Examples of eco-compensation types based on geographical characteristic

代码

2-A-1

2-A-2

2-A-3

2-A-4

2-B-1

2-B-2

2-B-3

2-B-4

区域特征

同一区域内部两个地点之间的生态补偿

同一区域内部三个或多个不同地点之间的生态补偿

同一区域内部不同地点间的“一对多”式生态补偿

同一区域内部不同地点间的“多对一”式生态补偿

不同区域之间(两个区域)的生态补偿

不同区域之间(多个区域)的生态补偿

不同区域之间“一对多”式生态补偿

不同区域之间“多对一”式生态补偿

生态补偿实例

浙江省东阳市与义乌市的水资源使用权交易

中国的森林生态补偿；纽约市与上游地区的清洁水支付机制

广东省对境内东江等流域上游的生态补偿；法国毕雷矿泉水公
司为保持水质付费

三江源地区的生态补偿

北京市与河北省境内之间水源地之间的水资源保护协作

世界银行组织的小流域补偿；中美洲的开发环境服务付款项目

北京市为获得清洁饮用水，对河北、湖北、内蒙等地支付生态补
偿金

北京、河北、张家口等地对官厅水库的生态补偿

资料来源:参考了文献[3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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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人文—经济活动密切关

联，同一自然资源在不同区

域人文—经济条件下，其付

出（或得到）的生态补偿量

存在较大的差异。在社会经

济的差异性、自然资源的差

异性、生态环境的差异性、

地域归属的差异性等综合影

响下，生态补偿产生巨大的

差异性，进而形成生态补偿

综合影响体的框架（类似于

地域自然—经济—人文综合

体）（图3）。

5.3 综合性

生态补偿理论与实践

问题的综合性[72-74]包括地域

空间的综合性 （不同行政

区域体）、作用媒介的综合

性 （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系

统）、补偿背景的综合性

（区 域 社 会 经 济 活 动 系

统）、补偿形式的综合性

（经济、政策、实物…）、

补偿时间的综合性 （一次

性、短期、长期…）、其他

自然—经济—人文因素的

综合影响等，以及各种因

素间的相互耦合联系及相

互影响，并可从相互作用

的深度、广度以及联系度

三方面表现出三维的综合特征（图4），也可能出现四维乃至更高维度作用机理的转化。

5.4 动态性

由于生态补偿与自然环境条件以及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因此，生态补偿的主

体、客体、价格标准等方面都可能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11,28,75]。比如，随着社会经济水平

的提升，价格的普遍上涨，生态资源的价值补偿也应随之提升。广东省森林生态补偿标准

从1999年的2. 5元/亩提高到2012年的18元/亩（图5）；福建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由每亩5

元提高到 2009年每亩 7元，2010年起省级以上重点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调整为每年每亩

12元；湖南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以前每年每亩补偿5元，2011年提高到10元，2012年又

增至 12元；广西 2006年森林生态补偿标准为每亩５元，2010年提高到 10元/亩；海南生

态公益林补偿标准从 2006年的每亩 10元提高到 2011年的每亩 17元。云南 2011年省级集

图3 生态补偿的差异性特征及其框架
Fig. 3 Framework for eco-compensation characteristic of difference

图4 生态补偿的综合性及其体系框架
Fig. 4 Comprehensiveness of eco-compensation and its systematic 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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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公益林补偿标准从原来的每年每亩5元提高

到10元。

生态补偿的领域可能随着社会发展而不

断拓展，从实物生态资源拓展到虚拟性生态

资源、由自然生态补偿拓展到与社会经济发

展密切相关的领域（表 3）；同时，生态补偿

的领域，主、客体亦会随着生态-经济-社会系

统内其他因素的变化而发生关系的转换、范

围的拓展，并随尺度变化而相互交叉。

6 对基于地理学视角的生态补偿研究思索与展望

本文从地理学的角度探讨了生态补偿作为地理学研究命题的基本特征及内涵。①

“人—地”地域系统是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命题，生态补偿具有“人—地”地域系统的一般

特征，即半开放性、非稳定性以及或然性特征。② 生态补偿是一个地理学研究命题，自

然地域系统厘定了生态补偿参与主体的基本关系、经济地理格局决定了生态补偿的空间差

异、地域人文环境影响了生态补偿政策的制定及其补偿形式、地理学方法为生态补偿提供

了技术与平台。③ 区域是解读生态补偿问题的突破口，区域结构是制定生态补偿政策的

重要参考，区域发展外部性是开展生态补偿的科学依据，地理要素资源的区域权属是确定

生态补偿主客体的依据。④ 生态补偿具有地理学研究的“区域—尺度—差异”一般性分

析范式。⑤ 生态补偿具有区域性、差异性、综合性、动态性等地理学典型特征。

生态补偿是地理学研究的命题之一，应充分发挥地理学科的独特视角，开展生态补偿

的科学研究与实践运用，尽快搭建一个基于地理学特征的生态补偿综合研究及补偿框架，

本文提出一个初步的框架结构（图6）。
一方面，应以地理要素为背景开展生态补偿的多角度系统研究分析。生态补偿具有地

域性和层次差异性，这正是从地理学途径解决生态补偿问题的突破口。可参照国家主体功

能区划等理念，按国家标准对照生态破坏大小及其评价指数对生态补偿进行功能分区，制

定相关指导政策，把生态补偿问题在地理学的层面上分解，这对查找问题根源有一定的帮

助。但对今后生态补偿的布点设计及其政策制定是否也能提供一条途径，还有待深入的研

究。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区域发展规划指导生态补偿问题的协调。比如，在全国层面可开

图5 1999-2012年广东省森林生态补偿标准变化
Fig. 5 Forest eco-compensation standards of Guangdong

province in 1999-2012

数据来源：国家林业局政府网

表3 不同时期中国生态补偿领域的重点及变化

Tab.3 Key points of eco-compensation at different stages in China

时间段

21世纪以前

2000-2010年

2011年以来

生态补偿领域

重点关注森林生态补偿、流域生态补偿等领域

扩展到区域生态补偿、湿地生态补偿、野生动物资源生态补偿、农业生态补偿、旅游生态补偿、
矿产资源生态补偿等领域

出现海洋生态补偿、社区生态补偿、生态资源权力转换生态补偿、区际生态补偿、海岛生态补
偿、灾区生态补偿等领域

资料来源：依据《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中的文献，作者以“生态补偿”作为关键词，按照时间顺序，

对文献进行整理后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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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全国生态补偿发展

规划”，对不同地域、不

同流域、不同地带的生

态补偿进行系统研究，

并制定相关发展政策，

从空间上对生态补偿全

局进行管治。

同时，要结合已有

的实践案例，深化理论

研究。比如，开展生态

补偿的地域空间格局研

究、地区间生态补偿的

优化机制研究、生态补

偿的地域类型识别研

究、生态补偿的地域发

展典型模式研究、不同主体功能区的生态补偿途径研究、生态补偿的地理空间差异对比研

究、不同地带的生态补偿特征研究、生态补偿典型样带的地理学分析、生态补偿的地理模

拟与空间调控研究等可成为该方面的研究重点。并与其他学科携手合作，共同深化生态补

偿科学问题的探索，促进协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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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compen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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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ography studies the nature and movement law of earth surface in a systematic

way that involves perspectives of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regional interactions, a synthesis

of environmental, societal and human dynamics, and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spatial scales.

The discipline takes human-land territorial system (HLTS) as its hard core of studi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eco-compensation is a typical geographical issue and presents similar fea-

tures of the HLTS, such as semi-opening, instability and random. Based on such an argu-

ment, the paper examines the geographical features and implications of eco- compensation.

First, the physical side of the HLTS determines the fundament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differ-

ent stakeholders in eco-compensation; second, patterns of economic geography play a criti-

cal role in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eco-compensation; third, regional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ffects the form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eco- compensation policies and

measures; and fourth, geographical methods provide techniques for formulating eco-compen-

sation.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region is a key to studying eco-compensation issues, regional

structure is a major reference for formulating eco- compensation policies, externality is the

scientific basis to carry out eco-compensation, and ownership of geographical elements and

resources is a key factor to distinguish different stakeholders in eco-compensation. As such,

eco-compensation studies should take a geographical research paradigm of “region-differen-

tiation-scale”. In short, the geographical features of eco-compensation can be best manifest-

ed by such terms as regionalization,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comprehensiveness, and dynamics.

Key words: eco- compensation; geography; features; implications; human- land territori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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