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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海洋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要素为主线，在总结国内外学术界和管理界科学研究和实践探索的基
础上，综合运用可持续发展理论、海洋生态学、环境经济学、管理学、法学、行政学理论和方法，对
海洋保护区生态系统服务的特点、海洋保护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估方法，以及海洋保护区生态补
偿标准的计算方法进行了系统研究；并结合国内海洋保护区生态补偿案例分析，提出了我国建立海洋
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的制约因素、动力机制、运作模式及保障体系。
本书可供海洋环境与生态、海洋经济、海洋管理等领域的科研、教育工作者和涉及海洋资源开发、规
划、管理、保护的政策、法规制定的政府部门及管理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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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生态补偿的基本性质　　基本性质是指生态补偿机制作为一种环境政策手段的属性及其调整的对
象和方向。
生态补偿机制所调整的对象和政策制定的方向应是：矫正生态环境保护或破坏行为产生的环境利益和
经济利益的分配关系，它是以经济激励为主要特征的环境经济政策和其他相关的制度安排。
　　生态补偿的外延问题　　外延问题左右着生态补偿机制的政策适用边界。
外延的确定需要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概念的基本定位和性质，二是与现有相关政策的关系。
外延过小，解决不了现实遇到的具有同质性的问题，并局限了实现生态补偿目的的政策手段；外延过
大，就会与现有相关环境政策产生重叠或矛盾，甚至会改变现有政策体系的结构，引起不必要的混乱
。
　　目前，在理论界和实践领域，对生态补偿机制理解过于宽泛和过于狭小的现象同时并存。
外延过大的表现是将所有的生态建设和保护行为及其政策，或将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收费等经济政策都
归属为生态补偿机制概念下面。
而对生态补偿机制做狭义理解的典型是仅指生态补偿收费。
　　根据我国现有环境政策体系的结构，生态补偿机制的主要作用对象是区域生态环境保护领域。
该领域有三个相关的重要特征：一是区域性，如重要生态功能区（包括保护区）、流域和矿产资源开
发中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二是涉及的责任（利益）主体数量多，而且有时不容易界定，如重要生态
功能区和大江大河的受益者问题。
虽然矿产资源开发主体容易界定，但开发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往往是大范围，具有鲜明的区域特征；
三是在多数情况下以生态保护为主，包括相关污染防治行为。
　　笔者从海洋环境保护的实践看，海洋生态补偿是受益者付费，保护者得到补偿。
其受益者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生态建设（保护）的受益者付费，保护者得到补偿；二是合法海
洋开发活动的受益者付费，保护者得到补偿。
做这样的外延界定，生态补偿相关政策就可以是对现有环境政策的完善和补充，避免了不必要的重叠
和交叉。
同时，可将其作为环境经济学“污染者付费”经典原则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延伸和应用，即“
受益者付费、破坏者付费”原则，与在环境污染防治领域已建立的污染收费等相关制度相并存。
　　生态补偿机制的内涵　　综上所述，生态补偿机制内涵包括：（1）生态补偿机制是以恢复、维
护和改善生态系统服务为目的，以调整相关利益者（保护者、破坏者和受益者）因保护或破坏生态环
境活动产生的环境利益及其经济利益分配关系为对象的，以内化相关活动产生的外部成本为原则的，
具有经济激励作用的一种制度安排；（2）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以内化外部成本为原则，对保护行为
的外部经济性的补偿依据是保护者为改善生态服务功能所付出的额外的保护与相关建设成本和为此而
牺牲的发展机会成本；对破坏行为的外部不经济性的补偿依据是恢复生态服务功能的成本和因开发行
为造成的被补偿者发展机会成本的损失；（3）实现生态补偿机制的政策途径有公共政策和市场手段
两大类；（4）生态补偿机制是一种有效保护生态环境的环境经济手段，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
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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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海洋局资助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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