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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黄寰编著的《区际生态补偿论》基于区域来研究生态补偿政策与管理的实现机制，其立足点是功能各
异的区域，而实现生态补偿的途径又是区际的。
即创新地以林区、牧区、流域、湿地、近岸海域、矿区、灾区、自然保护区等具体区域为整体研究对
象，研究其生态公共产品的外部性内部化，提出进行或纵向或横向区际生态补偿的形式，寻求环境与
经济、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和谐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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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1983年，针对采矿业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和破坏，云南省以昆阳磷矿为试点
，每吨矿石征收0.3元，用于采矿区植被恢复及其他生态破坏的恢复治理，这一政策是我国实施严格意
义上的生态补偿政策的开始。
随后，又有一些省份陆续开始征收针对矿产开发的补偿费用。
如1989年，江苏省制定并实施《江苏省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业收费试行办法》，规定对集体矿山
和个体采矿业开始征收矿产资源费和环境整治基金；1990年，福建省决定对国营、集体和个体煤矿征
收“生态环境保护费”；1992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开始对乡镇集体矿山和个体采矿企业实行排污费征收
制度。
 1989年，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正式颁发，其第二十八条规定“排放污染物超过国
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的企业事业单位，依照国家规定缴纳超标准排污费，并负责治理”
，第四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
”，将污染者的责任修改为“污染者治理”，即将污染者的责任范围扩大，不仅治理现有污染，还要
治理以前造成的污染，并负有预防污染的责任，还要对受污染者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
 1990年，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规定》中提出“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
谁利用谁补偿”和“开发利用与保护增殖并重”的环境保护方针，首次确立了生态补偿政策。
 1992年2月19日发布的《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关于一九九二年经济体制改革要点的通知》（国
发[1992] 12号）明确指出：“要建立林价制度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实行森林资源有偿使用”，
这是国家在相关文件中第一次提出了对森林资源的生态补偿。
 总体来看，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是我国生态补偿政策萌发并初步发展的阶段，实施范围主要是
针对矿产资源、森林等特定自然资源的生态影响而发起的。
从费率确定、补偿标准、实施管理办法、社会经济和环境效果等方面看，也都还有许多需要改进和完
善的地方。
该阶段可看做我国生态补偿的初步摸索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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