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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外部效应及其公共风险防范的视野，建立一个基于外部效应与其公共风险防范分析的新的框架
，在此框架下将生态环境建设提升到纠正环境资源领域的外部效应、防范其产生环境公共风险这样一
个更高的层面来研究，从而就为生态环境建设为什么是而且必须作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提供了理论
依据，而政府防范和化解环境公共风险必然通过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来实现，由此展开生态环境建设
的财政补偿机制的理论研究。
本书进而在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状况分析的基础上全面论证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建
设作为全国性公共产品的属性，在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建设进程与其财政补偿机制的形成、
现状、问题及其原因进行考察分析后，提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的财政补偿机制规范框架
，最后提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建设财政补偿机制的调整与完善的总体思路和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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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的文章主要有《生态环境建设的财政补偿核算研究》、《论公共财政管理中的预算执行控制与
监督》、《西部民族地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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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1.2　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　　1.2.1
　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相互作用关系的理论分析　　一、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生态环
境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首先表现为自然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任何经济活动都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下进行的，并高度依赖于相关的环境条件。
总体来说，由于自然环境在提供生命支持、提供自然资源、接受废弃物和为人类提供居住条件等四个
方面具有的天然作用，经济学的研究一般把环境看做能够提供一系列服务的复合性资产。
首先，对于消费活动而言，自然环境能够直接为消费者提供所需的各类服务，如淡水、净化的空气、
吸收和接受消费过程中产生的生活垃圾、汽车尾气等废物。
其次，对于生产活动而言，自然环境既是原材料和能源等各种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提供者，
也是生产过程产生的各种废物、废料的接收者。
自然环境提供自然资源只能在一定限度内保持可持续状态，这取决于人类对自然资源利用的方式，对
可再生资源的过度使用会导致自然环境对自然资源的供给功能部分甚至完全丧失；而不可再生或可再
生的耗竭性资源的耗用则会导致资源减少的永远持续性。
再次，自然环境对于生活生产的垃圾和废物废料的吸收功能也是有限的，即按照热力学定律自然环境
存在一个阈值，超过该阈值的自然环境退化就成为不可逆转，以后的经济发展对此也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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