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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部牧区草地生态公共物品在效益外溢的情况下，消费者所支付的价格抵不上他们实际得到的福
利，于是，市场配置给草地建设的资源减少，草地状况不断恶化，产出不断减少。
为了提高草地生态公共物品供给的效益，必须对草地建设的个人给予适当的补助，以降低草地的边际
成本，具体金额应与外溢效益持平。
鉴于草地外溢效益的产权边界和份额很难界定，通过市场手段完成补偿困难重重，必须确立以国家为
主体的投资模式，在一定时期内由国家以转移支付或国债投资方式来购买西部牧区生态公共物品，以
换取全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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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向阳，男，管理学博士，1969年9月24日出生于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
参加和主持了世界银行和国家级、部级课题16项、现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
为三农问题、区域财政和民族地区财政。
曾在《人民日报》、《科技日报》、《中国金融》、《农业经济问题》等发表论文4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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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草地资源是一种生物资源，具有可再生性，因此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草地资源具有很大的地域性差异。
自然条件的地域分布差异决定了草地资源类型分布具有地域性，如在我国南方的热带地区、北方的干
旱地区、新疆的荒漠地区以及青藏的高寒地区所形成的草地资源，在类型上存在很大的差异，即使在
同一地区，由于海拔高度、坡度、坡向等的不同，草地资源的数量、品质、组合特征和生产性能也明
显不同，这就决定了草地资源在利用形式上的多种多样性。
　　第二，草地资源分布范围广。
草本植物通过长期的自然选择过程，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和抗逆性，因而其分布极为广泛，跨越多种水
平气候带和垂直气候带。
在陆地生态系统中，它往往伴随着植物群落演替的全过程，它既是裸地的最早入侵者，又是演替顶级
阶段陆地生态系统中植物群落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不仅是分布广，而且资源量也十分可观。
　　第三，草地资源数量的有限性和草地生态系统的脆弱性。
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技术条件下，人们能够利用草地资源的范围、类型和手段是有限的，当然，
人们也可以通过建立人工草地、培育优良牧草品种而提高光能利用率，通过改善草地生产条件来增加
与提高草地资源的数量与质量。
草地资源在自然与人为因素的参与下不断进行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草地资源的量和质都处于一种动
态的变化之中。
人们合理地利用，能使草地资源的数量和质量都得到提高；相反，人类的干预不当或对草地的利用超
过了草地生态系统弹性很小的阈值，就会导致草地生态系统的破坏，高产草地也会变成低产草地。
如我国乃至全球的草地退化现象，主要是由于人类过度利用所引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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