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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国，过去20年政府是主要的流域管理者，这种依赖公共资源来维持健康的水生态环境使得中
国政府的财政压力巨大，而且由于没有其他相关利益集团的参与，效率和可持续性较低。
20世纪90年代后期，草地退化、森林减少、洪旱等自然灾害、逐渐加深的环境意识等一系列因素促使
政府探究更有效的促进环境保护的途径，环境补偿的概念迅速得到认可和支持。
为了防止生态环境的退化，1998年以来国家先后实施了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还草项目和森林生
态效益补偿项目等大型环境补偿项目，对生态环境服务进行国家补偿。
其中，退耕还林还草项目对在坡耕地上种植树木的农户进行种粮、种苗和管理补贴；天然林保护工程
依据飞播造林、封山育林、人工造林情况补偿标准不同，同时通过补贴实现林厂职工由伐木向护林转
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项目的补偿标准是每年每亩5元。
除此之外，在国家层次上的项目还有水土保持项目、重点地区湿地保护项目、野生动植物和自然保护
区建设、三北与长江上游防护林工程和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等项目。
由于国家经济补偿能力有限，市场导向对流域管理和生态服务的维持变得日益重要，在中小流域越来
越多的私有资金投入到流域管理中，流域补偿市场得到了初步发展，出现了多种形式流域补偿的实践
和创新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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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研究在国内外流域生态服务补偿实践与研究回顾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流域生态服务补偿的适用性
、可行性及其发展阶段。
通过对四个不同类型典型流域的实地调研与分析，剖析了中国流域生态服务补偿的机制、标准、驱动
力与障碍等，为构建中国流域生态服务补偿政策框架和下一步的工作和试点提供了借鉴，并据此提出
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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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中央、地方财政收入的增加也为流域生态服务补偿支付提供了经济基础。
与之同时，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也逐步提高，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及投资也随之增加，在浙江、福建
和广东等经济发达省份，已经自发地实施了水权交易等多种生态补偿模式。
　　另外，虽然流域生态服务补偿法尚没有出台，但在一些资源法与环境保护法（：Resources Act and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ct）中已经体现了生态补偿的内容。
例如先后出台的《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防沙治沙法》等；专项条例（Special Rules by
State Council）包括《基本农田保护条例》《退耕还林条例》《自然保护区条例》等和政策性文件
（Policy and regulations by State Council andrelated departments）如《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
的若干意见》（国发[2002]19）。
　　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法律条件准备的前提下，同时加上中国目前环境产权和责任不清、资源短
缺、环境恶化以及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均衡已经成为目前极为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影响了我国科学
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实现，生态补偿已成为中国重要的环境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之一，社会、经济、
环境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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