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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陈娆、蔡倩编著的《北京沟域生态要素商品化与补偿机制研究》内容涵盖了沟域生态要素商品化相关
理论、沟域生态要素商品化系统、北京沟域生态要素商品化的动因、北京沟域生态要素商品化的条件
、北京沟域经济生态要素商品化SW0T分析及发展模式、北京沟域生态要素商品化发展模式及对策、
沟域生态要素商品化评价体系、沟域生态要素商品化存在问题及政策思考、沟域生态要素商品化补偿
理论综述、北京沟域生态要素商品化补偿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北京沟域生态要素商品化补偿现状以及
构建适应北京生态资本经营的生态服务补偿机制等主要内容。
本书的创新点在于站在一个全新的角度上来研究沟域生态要素商品化评价体系，引用了多个分析指标
，构建了全面、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从而能够对沟域经济生态要素商品化的相关内容进行比较全面
的分析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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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市场主体 市场主体是生态经济开发的微观实践主体，是直接与生态资源发生关系
的各关系人，主要是企业和个人。
 从与生态资源的关系角度看，可以分为生态资源的破坏者、培植者和维护者，不同的主体对生态资源
的影响和开发的效应是不同的。
从生态利益关系的角度看，可以分为生态受益者、受损者及公共主体的利益分享者。
对于企业来说，根据其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无非就三种情况：一是生态产品的生产者，即生态正
效应的提供者，这种提供既可能是在有经济利益下的提供，又可能是在没有经济利益条件下的提供，
即存在经济利益行为和社会福利行为之分；二是生态破坏者，即在生产过程中或其产品在使用中必然
造成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与污染；三是独立关系者，即企业的生产过程和产品的销售、消费既不会造成
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又不会给生态环境带来正向的效应。
事实上，无论是生态环境保护还是污染，最主要的还是由企业的生产行为和其产品的消费方式引起的
。
对于个人来说，也有三种情况：一是从生产行为上给生态环境造成影响（正的或负的），如是植树造
林还是毁林开荒；二是从行为习惯上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即是不随地吐痰等的良好行为习惯还是乱
扔垃圾的损害环境的行为习惯，事实上，“非典”就是对人们的某些行为习惯的一个警示；三是从消
费行为上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也就是说人们能否形成一种普遍的接受环保产品拒绝污染产品的消费
偏好。
 3.生态资本经营受收益率递减规律作用 抑制资本收益递减的有效办法，一靠资本形态创新，二靠技术
手段创新。
经营生态资本，一方面，要不断地发现新的生态要素可以资本化，发明新的生态技术，降低成本，提
高产品的生态品位，维持较高的收益率；另一方面要不断提高公众环境意识，扩展绿色消费市场。
企业收益率的提高可支付资本市场较高的利息以吸引资本市场更多资本品的供给，形成资本需求与供
给良性循环。
同时，资本市场诱使公众牺牲当前的消费或放弃奢侈的高消费，把节省下来的积蓄通过资本市场增加
资本存量，而公众从资本市场获取收益，这样就形成储蓄与收益的良性循环，最终实现整个社会经济
生活的生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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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北京沟域生态要素商品化与补偿机制研究》的创新点在于站在一个全新的角度上来研究沟域生态要
素商品化评价体系，引用了多个分析指标，构建了全面、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从而能够对沟域经济
生态要素商品化的相关内容进行比较全面的分析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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