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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世纪交替的重要历史时刻，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总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提出了树立
科学发展观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作出了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建设社会主
义新农村等战略决策，相继推出了一系列“农业新政”和“区域新政”。
紧密围绕中央的战略思想和部署，加强对西部地区发展的研究，尤其是针对西部农业、农民和农村问
题开展深入、系统研究，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义不容辞的责任。
    历史悠久的西部地区，沉淀了丰富的文化宝藏；资源富集的西部地区，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同时出现了许
多新情况、新问题，诸多深层次的矛盾开始显现，人才、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增大，严重制约着农业
和农村经济的良性发展。
面对我国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如何立足西部地区的资源禀赋和优势产业的深度开发，探究西
部农业及农村经济发展规律，建立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西部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模式，引导西部农村健
康发展，是一项持久性和富有挑战性的重大课题。
解决这一重大课题，需要有新的视角、新的思路、新的办法和新的举措，需要我们不断地学习和实践
，在循环往复中求得真知。
作为中青年学者，更应该在这样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和富有希望的领域，大胆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探
索。
     陕西省能源开发水土保持补偿标准研究是在界定水土流失补偿的内涵和外延、水土流失补偿费与水
土流失防治费、森林植被恢复费等相关费种的联系和区别的基础上，分析了陕西省煤炭石油、天然气
能源开发对水土保持功能影响以及进行水土流失补偿的必要性，运用水土保持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评估
法和水土流失损失评估法对补偿标准测算，为确定陕西省煤炭石油天然气水土流失补偿费征收标准提
供依据，以期促进水土保持工作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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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2.1 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的伦理学基础众所周知，造成水土流失的因素很多，大致可以归纳为“自然因
素”和“人为因素”两大类（即水土流失的“二元性”）。
水土保持工作时时刻刻都描绘着一副人与自然相互适应、相互改造、相互依存的画卷。
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的目的也具有二重性：一是人类对生态环境的补偿，实现生态正义；二是人类社会
成员之问的补偿，实现生态责任和生态利益分配正义。
前者侧重于生态伦理，后者则侧重于人与人之问的伦理和道德。
3.2.1.1 人类对生态系统的补偿符合生态伦理学生态伦理就是指人类在对于自然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伦
理关系及其调节原则，这里的自然是包括人之外的一切生物及无生命自然环境在内的整个生态圈。
生态伦理的内涵包括两个紧密联系的方面：首先，它表征的是一种客观的关系，即人与自然之问的道
德关系；其次，它是用以调整相应的关系的积极手段，即生态道德。
其实质是如何在人与人之间分配自然资源和分摊环境责任，即环境权利与环境义务的对应问题。
生态与环境正义已经扩张为全球生态与环境运动的价值目标和现实动力。
生态环境不正义之所以发生，在理论上是由于生态环境的特性与经济人的自利性不谋而合，在制度上
是由于制度自身的欠合理性和落差促使其成为理所当然。
解决生态环境正义问题不仅需要价值上的诉求，而且需要制度上的设计。
生态伦理首先表征的是人与自然之间客观存在的道德关系，这是生态伦理质的规定性。
只有在存在道德关系的领域，伦理才是可能的，并且只要是道德关系存在的领域，伦理也是必然的。
因此，只有人与自然之间确实存在道德关系，生态伦理才有存在的必要、发展的可能。
当我们追究到道德产生的根源时，就可以确定地说道德关系在人与自然之间是存在的。
“道德根源于人的需要。
”这是传统伦理学对道德起源的揭示。
道德起源于人的需要，道德关系也是伴随着人的需要产生的。
那么生态伦理所说的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的道德关系又起源于什么呢？
事实上它也源于需要，但这时的需要就不再仅仅是人的需要，而是人与自然之间相互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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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中心承担陕西省水土保持局委托的重大研究课题的研究
成果。
该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研究中心和课题组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
在课题论证阶段，陕西省水土保持局聘请了陕西省法制办、财政厅、物价局、科技厅、水土保持研究
所、西安理工大学、榆林市水保监测总站的专家教授进行了两次论证；我们也组织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的教授召开了几次座谈会；就课题研究的内容、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其技术线路进行
了充分的研讨，许多专家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在此我们对各位专家、教授无私的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
在调研阶段，省水土保持局的工作人员积极联系调查对象并亲自引路，深入企业、厂矿，一路颠簸、
不辞辛劳，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完全可以这么说：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
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在此我们对他们的贡献表示深深地敬意和谢意！
在资料收集和整理阶段，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生承担了繁杂的计算与信息处理工作，正是
他们夜以继日的工作和出色的表现，为整个研究赢得了时间，对他们工作中表现出的顽强品质和聪明
才智表示赞赏。
在成果验收阶段，省法制办组织了省财政厅、物价局、科技厅、环境保护局、林业厅、省能源办及煤
炭、石油、天然气企业代表进行质询，他们从不同角度，代表不同利益阶层就补偿标准表达自己的利
益诉求，其中有些意见已被采纳。
当然，我们还要感谢省水土局张秦岭局长、宋晓强副局长、翟培宗副处长、省水土保持研究所的王郁
民总工程师，他们都直接参与了课题研究，论文的字里行间都留下他们辛勤的汗水。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陕西省能源开发水土保持生态补�>>

编辑推荐

《陕西省能源开发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标准研究》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陕西省能源开发水土保持生态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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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