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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是我国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战略选择。
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2006年3月14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
纲要》申明确提出：“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2006年4月17日，温家宝总理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讲话中也明确指出
：要完善生态补偿政策，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2006年10月13日国家环保总局发布的《全国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进一步提出：要“加快生态补
偿机制建立步伐”。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
可见，研究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已经成为我国一项十分紧迫的国家任务。
生态补偿机制是一种新型的资源环境管理模式，是有效解决生态环境保护资金供求矛盾的重要手段，
是新时期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创新的重要内容。
生态补偿机制研究是目前世界范围内生态环境建设领域研究的前沿问题。
生态补偿机制问题涉及公共管理的各个层面和各个领域，关系复杂，头绪繁多。
当前，迫切需要就建立和完善我国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和总结，
提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生态补偿政策建议，为我国适时建立一套可操作的生态补偿政策法律体系提
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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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生态补偿机制理论、实践与政策设计》以我国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政策因素为基础，
提出建立和完善我国生态补偿机制的历史和现实必要性，全面系统地分析生态补偿机制国内外理论研
究进展和主要政策实践经验，提出我国生态补偿政策的选择方向，首次比较全面地构建我国带有生态
补偿性质的政策法律制度体系，评价各政策法律制度的协调性和实施效率性。
在专题研究中，以生态公益林、退耕还林工程、流域和矿产资源等4个重要领域为研究对象，就各领
域生态补偿政策内容、实施绩效、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深入分析和评价，提出完善机制具体政策建议
。
综合流域生态补偿、林业重大生态工程生态补偿、矿产资源生态补偿研究成果，运用公共财政理论，
重点从生态财政的政府间责任、资金来源、资金整合、支出方向、重点领域以及管理模式等方面提出
我国生态补偿财政机制的总体思路和具体政策建议。
最后，以主体功能区规划和建设任务为背景，系统设计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实施机制和保障机制，为
全面建立我国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机制提供总体思路和实施方法。
本著作适于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环境科学、’生态学、农林经济管理学以及相关专业的本科生、研究
生阅读，也可以作为资源环境管理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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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环境污染的外部性。
环境污染是指人类活动产生的污染物或污染因素排入环境，超过了环境容量和环境的自净能力，使环
境质量恶化，从而影响和破坏了人们正常的生产和生活条件。
环境污染是由其外部性引起的。
表现在环境的外部性上就是让公众或自然环境（如环境的污染、生态的破坏）或公共资源（如无偿大
量占用和消耗资源）去分摊或全部负担本应计入私人成本的那一部分，把自己对环境和资源的成本部
分地或全部地转嫁给社会和公众。
（3）资源价格的扭曲。
自然资源的价值问题是资源经济研究中的一个根本问题。
一般认为，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在西方国家采用市场定价法，认为只要能买卖的东西就有价值。
在现实中，凡是没有价值的东西，都可以任意被取用，结果必将使宝贵的资源遭到巨大损失。
价值问题在理论上的尖锐性不亚于环境问题在实际生活中的尖锐性，因为这个问题不解决，任何环境
经济分析都无从建立。
不能合理确定环境资源的价值和价格，或者资源价格的扭曲，必然导致对环境资源的滥用，而不合理
开发利用环境资源，又是环境问题的根源。
环境资源具有效用性和稀缺性的特点，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增长，环境资源的需求已经超过自然
界自身的供给能力，因而环境资源已经成为经济学意义上的稀缺资源。
当环境资源成为稀缺的经济资源时，它就具有价值和价格，使用环境资源就得付出代价，也就是必须
付出相应的费用。
合理的资源价格是保障资源被合理利用的调节器。
长期以来，我国自然资源的市场价格被严重扭曲，人们普遍认为自然资源是无价物，或通过政府补贴
等手段，使资源价格严重偏离其真实价格形成“产品高价、原料低价、资源无价”的扭曲价格。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生态补偿机制>>

编辑推荐

《中国生态补偿机制理论、实践与政策设计》：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生态补偿机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