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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管理学术文库·经济类·草原生态建设补偿机制：基于中国西部地区的研究》基于中国西
部地区草原生态建设的现实，对草原生态建设补偿机制和配套政策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主要内容如下：阐释了草原生态建设补偿机制的特征和运行现状，说明在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下设计
生态建设补偿机制的原因及其设计方式；评价了草原生态建设补偿机制的绩效，在此基础上寻找建立
和完善草原生态建设补偿机制的新途径；并运用相关性分析和Tobit模型分析，揭示出草原生态建设补
偿机制需要与其他政策一起配套实施才能确保草原生态建设全面、协调开展和草原生态系统服务供给
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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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③草原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分布特征。
理解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分布是确定潜在的受益者、供应服务所需要的制度安排以及与供给有关的交
易成本的关键。
空间分布描述服务的双向流动及其规模，也就是收益产生的地理范围。
例如，在草原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分布图中，气候调节是一种全方位的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收益的服务
，具有高度的空间流动性。
相比较而言，水供给服务则是一种定向服务流，并且是在一个区域，如水域范围的下游产生收益。
生物多样性服务，例如，野生生物栖息地，具有地方的、区域的和全球范围的效益。
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分布不同，供给服务的管理对策也不同。
通常来说，服务范围越具有全球性，交易成本就越高。
因为每个人都从全球性服务中受益，因此不存在范围明确的购买者群体，这导致谈判和协议费用高昂
。
因此，在草原生态建设和保护中，我们可以按照所恢复和保护的草原生态系统服务的受益者范围来确
定相应的制度安排。
　　④尽管对自然资本进行了投资，且这种自然资本有可能自我维持（也就是说，一旦对草原生态建
设和保护进行投资，并且也建立了可持续管理草原资源机制，那么自然资本将不需要进一步用货币投
资来继续供给生态系统服务），但是最初的投资回报可能相当低。
今天进行的例如种树、种草等草原生态建设和保护措施，可能几年内都没有什么收益。
因为不管投人多少努力来种植并加以保护，自然资本随着时间的推移是以既定速率供给生态系统服务
的。
相比之下，供给生态系统服务的草原可能会被资源利用者转换为一切经济生产所必需的原材料投入以
便快速生产经济收益（例如，作为畜牧业生产所需的饲草料、采矿等）。
即便是草原生态建设和保护投资的长期收益可能远大于舍弃自然资本而追求短期利益所得的收益，但
是生活在贫困线边缘的西部牧区群众往往不能够为了未来更大的消费而献出今天的消费，无论是多么
高的回报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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