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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对西部地区生态建设补偿机制、配套政策和评价体系进行研究，运用公共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和
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明确界定了生态建设的含义，构建了生态建设补偿的理论框架，梳理了西部地区
生态建设补偿及相关政策实践的概况，总结其特征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本书运用博弈论的方法，揭示了机制构建中应妥善处理的东部与西部、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农户之间
的利益关系；基于上述理论和实证分析，构建了一个相对系统、完善的西部地区生态建设补偿机制，
并提出了该机制建立和运行所需的配套政策体系，以及评估补偿政策的基本框架。
主要研究结果如下。
1.生态建设补偿机制的理论框架生态建设所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的公共物品特性，决定了市场上理性
的“经济人”或是缺乏提供这种服务的动力，或是提供这种服务的动力不足。
生态建设能否实现生态系统保护和恢复的目标，关键在于农户、企业等私有产权主体和社会、地方政
府和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之间利益的协调。
1生态建设补偿机制的实质是，一定时期，在既定宪法秩序和规范性行为准则下，基于公益、公平原
则，通过中央（地方）政府对私有产权主体和地方政府因提供超越产权或财政分权所界定的责任和义
务范围以外的生态系统服务而遭受的权益损失和承担的额外支出的补偿，及生态系统服务正外部效益
的补贴，改变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成本和预期收益，使私有产权主体收益率、地方政府收益率不断接
近社会收益率，从而激励其参与、合作进行生态建设的一种制度安排。
2生态建设补偿的主体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补偿的对象是农户、企业等私有产权主体和地方政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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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借鉴国内外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生态系统服务分类与相应制度安排为切入点，创建了生
态建设补偿的理论框架，结合西部地区实施的各项生态建设项目，深入分析相关补偿政策及实践的特
点和存在的主要问题，运用博弈论的方法揭示了机制构建中应妥善处理的各种利益关系。
基于上述理论和实证研究的结果，本书构建了一个相对系统、完善的西部地区生态建设补偿机制，并
提出了该机制建立和运行所需的配套政策体系，以及对补偿政策进行后评估的基本框架。
    本书适合相关专业的高校师生、负责生态建设的各行政主管部门、相关法律制定部门以及对我国生
态建设补偿感兴趣的其他读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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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既重视资源的总量，更重视人均量；既珍惜不可更新资源，更保护可更新资源既重视资源的经
济功能，又重视资源的生态功能（成升魁等，2003）等科学资源观的逐步形成，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
施，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更是得到了党和国家以及各级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
法律法规的建立健全，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措施的实施、投入的持续增加，有力推进了我国的环境保
护和生态建设工作，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但我国环境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现环境保护部）（2005）对我国生态总体形势的评估是：“早期生态问题有所
好转，新的生态问题在急剧发展；人工生态有所改善，原生生态在加速衰退；单一性生态问题有所控
制，系统性生态问题更加严重；浅层次的生态问题有所解决，深层次的生态问题更加突出。
从总体上看，生态系统呈现出由结构性破坏向功能性紊乱演变的态势。
局部地区生态退化的现象有所缓和，但生态退化的实质没有改变。
生态退化的趋势在加剧，生态系统更不稳定，生态服务功能持续下降，生态灾害在加重，生态问题更
加复杂化，生态状况不容乐观。
”就环境污染而言，“在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快速发展的20
多年里集中出现，呈现结构型、复合型、压缩型特点。
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工业污染物排放日趋复杂，农业面源污染和生活污染比重上升，持久.生有机污染
物增加，环境突发事故增多，环境隐患增加，生态系统功能不足”。
就生态破坏而言，水土流失量大面广，部分地区水土流失加剧；大江大河源区生态质量日趋下降，水
源涵养等生态功能严重衰退；北方重要防风固沙区植被破坏严重，沙尘暴频发；江河、湖泊湿地萎缩
，生态系统退化，调蓄功能下降；森林质量不高，生态调节功能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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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部地区生态建设补偿机制及配套政策研究》是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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