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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总结国内外与“生态补偿”有关的基本理论、环境经济政策的各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我国
生态补偿的各类实践进行了归纳，从地理学的视角出发讨论在区域之间进行生态补偿的基本原理，讨
论与“区域外部性”相关的一些科学问题，并结合我国即将实行的主体功能区划提出实施生态补偿将
要面临的体制机制问题。
针对我国各地在流域上下游地区之间和部分资源开发地区所遇到的生态补偿问题进行集中的研究。
    由于我国的主体功能区划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大创新，协调区域关系是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的
一个重大命题，“生态补偿”作为其中的一个政策手段，许多基础理论问题和体制机制建设问题亟待
探讨，所以本书将对各级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帮助。
    本书可以作为高等院校地理学、环境科学、区域经济学以及环境经济学等专业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
，也可作为从事相关科学研究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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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生态补偿问题的提出第一节 实践中遭遇到的生态补偿问题一、生态补偿概述（一）生态补偿
的概念及发展历史的简要概述1.有关生态补偿概念的界定虽然早在20世纪30年代，国际上就出现了最
早的流域生态补偿的案例，并不断有类似的尝试，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生态补偿问题才真正引起了
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并且许多发展中国家也积极地投入到其研究和实践尝试中来。
生态补偿问题之所以能够成为研究热点，主要是由于：一方面，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生态问
题开始逐渐显露。
如水资源枯竭和污染加剧，全球CO2排放量不断上升加剧了温室效应，生物多样性和自然景观遭到不
可逆转的破坏等，这些成为全世界面临的重要危机；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为过去两百年的经济高速发
展付出了巨大的生态代价，需要支付的生态恢复费用也十分高昂。
如果能够通过市场配置生态资源的补偿制度同时解决生态保护和贫困问题，那么，这就为发展中国家
避免重蹈发达国家的覆辙提供了激励可能。
目前相关学术研究中在界定有关生态补偿的概念时，许多学者都将其等同于国际上通用的环境服务付
费（payment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PES）和生物多样性补偿（biodiversity offset）。
从实践本质上看，生态补偿与这两种类型的补偿内涵都有着较大的相通性。
生态服务付费主要强调对生态服务的经济补偿，生物多样性补偿则更强调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破
坏后的恢复性补偿行为。
我国的生态补偿概念基本上包含了这两者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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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主体功能区的生态补偿研究》可以作为高等院校地理学、环境科学、区域经济学以及环境经济学等
专业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也可作为从事相关科学研究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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