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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当今时代发展的主旋律，生态补偿制度是解决环境污染和保护生态

环境的有效抓手之一。本文梳理了国外生态补偿实践案例，调研了国内生态补偿案例，提炼出以政府

主导、市场主导及政府与市场联合的三类生态补偿运行模式，探索性地从资金可持续性和生态补偿运

行效率方面分析了国外经验对我国生态补偿机制建设的启示，以推动我国生态补偿运行模式的发展与 

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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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4 月，《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意见》印发，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目

标愿景、重点任务、制度体系，并提出要健全资源

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

国内学者为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陆续开展

了国外经验探索借鉴、生态补偿模式、标准核算等

方面的研究。在生态补偿模式方面，主要从补偿主

体、资金来源、补偿方式等角度来界定生态补偿模

式，周宇和李兆华 [1] 从生态补偿的主体出发，将生

态补偿模式分为政府补偿模式、市场补偿模式和社

会补偿模式，认为三类模式联合作用能够发挥更好

的效益；潘娜等 [2] 认为现阶段流域生态补偿的模式

主要包括政府补偿模式、市场模式和准市场模式，

且不同补偿模式下又有多种形式。在生态补偿标准

核算方面，学者们结合研究地区的不同实际情况选

取了不同的标准计算方法，大多基于以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为依据 [3]、以成本为依据 [4]、以支付意愿和

受偿意愿为依据 [5-6]，以及建立生态足迹模型 [7] 来

进行计算。在国外生态补偿经验探索借鉴方面，吴

立超 [8]、赵晖 [9] 等人将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与国内

碳排放交易体系进行对比，发现欧盟更关注市场化

建设，我国则更关注实体企业减排成本与减排效率。

张越和陈晨曦 [10] 通过对欧盟生态标签制度的研究，

认为我国的生态标签制度在产品标准制定、政策协

调等多个方面还有提升空间。武靖州 [11] 则通过国

外生态补偿基金方面的研究对生态补偿的政府与市

场两种补偿模式进行了分析，认为需要构建生态补

偿基金的运作机制，引入社会资本，使生态补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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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展。邓琳君 [12] 和荣冬梅 [13] 基于美国湿地银

行制度的研究提出建立我国湿地市场化生态补偿机

制的可能。梳理国内外经验发现，学者们的研究大

多从具体领域或单一模式出发提出我国可以借鉴

的方面，缺少整体视角下可以借鉴的经验和实施 

路径。

本文以国外生态补偿实践案例为基础，从经

济可持续性和生态补偿运行效率方面分析了国外经

验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探索适合我国实际

的生态补偿路径，推动我国生态补偿模式的发展与 

优化。

1 国外生态补偿案例分析

经梳理，国外生态补偿实践发展较好的国家为

美国、澳大利亚、德国和英国等，这些发达国家的

生态补偿起步早且较为成熟，日趋推行并创新符合

本国实际的相对严谨的生态补偿实践方法。例如，

反向拍卖、建立缓解银行、捆绑交易等。表 1 汇总

了国外生态补偿的典型案例，主要从支付方、被补

偿方、受益者等方面对案例进行了对比，明确了补

偿相关主体、资金来源、核算标准与补偿方式，发

掘了各种模式运行的内在逻辑。从运行模式上，可

分为以政府为主导、政府和市场联合及以市场为主

导三大类。

表1  国外生态补偿案例对比

案例 
名称

美国农用地
保护

美国得克萨斯
州爱德华兹含
水层保护

澳大 利亚塔 斯
马尼 亚 森 林保
护基 金 反向拍
卖计划

德国泥炭地碳存储及
碳排放权

美国湿 地 缓 解
银行

德 国 布 鲁 亨 德 斯
斯 坦 堡 草 原 生物
多样性

英国西部乡村
河流信托基金
上游思考计划

英国森林固
碳绿色保险

支付方 美国农业部 圣安东尼奥市
及其周边社区
200 万居民

塔 斯马尼 亚 森
林保 护基 金代
表公众支付

购 买 碳 排 放 权 的 企
业、个人和联邦自然
保护署联邦环境部

从事开发 活 动
并对生 态 环 境
造 成 损害的 开
发者

施 莱 斯 威 - 霍 尔
斯 泰 因自然 保 护
基金

西南水公司 绿色保险公司

被补
偿方

合 格 的 土 地
所有者

含水层集水区和
补给区土地所有
权人或农民

土地所有者、使
用者

泥炭地所有者或拥有
用益物权使用者

建 立和 缓 解 银
行 的 私营企 业
及土地所有者

生物 多 样 性 保 护
牺牲了一定经济收
益的牧民

农民 农场主

受益者 普通公众 圣安东尼奥市
及其周边社区
200 万居民

普通公众 普通公众 普通公众 普通公众 普 通 公 众、西
南水公司

普通公众

中介
主体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大 学、政 府 管
理 机 构、其 他
环境组织

供应商、财务
人员、认证方

补偿
标准

基 于 该 土 地
的农业租金

依照土地价格
而定

通 过保 护 价 值
指 数 和 投 标价
格确定

以产量为基础，支付
水平以土地湿化及产
生一个标准碳排放指
标的成本为基础

基于生 态 信用
产品类型、生产
成 本及 对 该 类
型 生 态 产品的
需求

基 于 牧 民 对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的产
出 及 投 标 价 格 共
同决定

基于农民农业
机会成本及改
变某些作业方
式的成本

以 固 碳 指 标
为 计 算基 础，
也 考 虑 农 场
主 禁 牧 和 植
树造林成本

补偿
方式

政 府 部 门 代
表 普 通 公 众
支 付 相 应 保
护款（政府直
接发放）

税收 森 林保 护基 金
反向投标

固碳的碳信用额 生态产品
信用证

每 年定 额 奖 金 投
标分配

基金投标分配 保 险 类 碳 排
放权

核算
方法

无 制 定了保 护 价
值指数

定量估计法 基于面积或
功能

无 无 无

资金
来源

反向拍卖 增加居民税收 基 金 所拥 有的
土地买卖、社会
捐赠方面

固碳的碳信用的交易 生 态 信用产品
的交易

基金，投标分配，
基 金 资 金 来 源于
基 金 会 拥 有土 地
地租、资本利息、
欧盟、德国联邦及
州 政 府 生 物 多 样
性保护项目预算及
社会捐赠

基金，投标分配，
基金资金来源
于西南水公司

固碳权的
交易

运作
模式

政府主导型 政府主导型 政 府与 市场 联
合型

政府与市场联合型 政 府与 市场 联
合型

市场主导型 市场主导型 市场主导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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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政府主导型

1.1.1  美国农用地保护储备计划

美国农用地保护储备计划 [14-16] 是一个全国性的

土地轮休计划，美国政府在该计划中向土地所有者

提供奖励，鼓励他们改变易受侵蚀、环境敏感性较

高的农田或牧场的土地用途，以确保区域的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图 1）。该计划最初旨在减少土壤侵

蚀和恢复土地生产力。自计划实施以来，这些目标

已扩大到“提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如地表水和

地下水质量改善、空气质量改善、碳储存等。该计

划采用“反向拍卖”竞争性招标程序，利用一对多

的形式，提供的资金按照投标人以最低成本提供最

大服务的优先级顺序分配，投标人的选择不断进行

直到可用资金耗尽为止。

图 1  美国农用地保护储备计划运行图

1.1.2  美国得克萨斯州爱德华兹含水层保护

美国得克萨斯州爱德华兹含水层是美国得克萨

斯州重要的淡水水源，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自流含水

层之一。爱德华兹含水层是岩溶含水层，雨水通过

孔隙渗入地下洞穴，岩溶含水层无法有效地净化自

身，污染物可能会迅速扩散很难再次被过滤掉，因

此需要对含水层进行保护 [17-18]。该项目借助提高当

地居民销售税的方式提供补偿资金，项目的发起和

组织工作由政府作为中介主体承担，整个运行过程

形成了“支付—保护—受益”的闭环，被补偿方将

支付方的“绿色税”补偿资金用于对含水层的保护，

由于支付方与受益者范围趋同，此种方式提升了支

付方支付相关费用的意愿（图 2）。

图 2  美国得克萨斯州爱德华兹含水层保护运行图

1.2 政府和市场联合型

1.2.1  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森林保护基金反向拍卖

计划

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近 30% 的森林是私有

的，成立塔斯马尼亚森林保护基金是为了促进私有

土地所有者或使用者对森林的保护。森林保护基金

采用了“反向投标—固定报价—循环基金”的运行

模式 [19-20]。该计划首先通过竞争性投标的方式运作，

私有土地所有者或使用者可以申请资金来保护他们

的森林。在竞标过程中，提出的申请会经过评估，

其中包括一个“保护价值系数”的评估。这个系数

用于衡量森林保护的价值，以确定适当的补偿金额。

较高的保护价值系数表示更高的保护价值。对于那

些拥有大面积和高比例高树龄森林的土地，基金会

将提出较高的固定价格要约，以鼓励他们参与保护

计划。这些价格要约是根据申请的竞标结果和保护

价值系数来确定的。一旦达成协议，森林保护基金

将用于保护森林。此外，该基金还会扩展到其他符

合保护目标的对象中，以最大程度地提高保护效益。

在森林保护期间，基金会将提供严格的监测、管理

和中介服务，以确保森林得到有效的保护。第三方

的评估显示，相对于简单地按照申请接收顺序资助

的方式，森林保护基金反向拍卖计划显著提高了保

护效益（超过 50%）。

此外，该计划还建立了一个“森林保护循环基

投标 交易

愿意交易的生态服务价值

是 提供资金

筛选最低成本最大服务

否

再
次
寻
找
合
适
投
标
者 

排序优先级

支付方(一个)

 美国农业部 

被补偿方(多个)

合格的土地所有者

支付方(受益者)
圣安东尼奥市及其
周边社区200万居民

运行合伙人:
美国自然保护协会、绿地联盟、爱德华
兹含水层管理局、私营部门合作伙伴

项目运行阶段:
第一阶段:购买、捐赠--->土地
第二阶段:建模--->确定目标土地

“绿色税”
保护含水层

保护

被补偿方
含水层集水区和补给区
土地所有权人或农民

中介主体(发起者、组织者)
政府、圣安东尼奥市

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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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旨在收储具有高保护价值的土地，也可以在

市场上将其出售。出售土地后的收益将返还给该基

金，从而允许购买更多的土地。通过这种方式，该

基金实现了“保值”与“循环”（图 3）。

图3  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森林保护基金反向拍卖计划运行图

1.2.2  德国泥炭地碳存储及碳排放权 

泥炭地是全球陆地生态系统中碳存储能力最强

的区域之一。只要泥炭地保持湿润状态，碳基本上

可以永久地存储在其中，这有助于固碳并防止温室

气体的排放。为实现泥炭地的固碳效益，德国推出

了“碳信用额（MoorFutures）”[21-22] 这一新型工具，

将泥炭地保护与碳排放权联系起来。MoorFutures

于 2010 年首次在梅克伦堡 - 西波美拉尼亚州引入，

并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自愿市场上销售的泥炭地重

新湿润的碳信用额。通过出售这些碳信用额，公司、

组织和个人可以抵消其不可避免的碳排放，从而为

泥炭地再湿润提供资金支持。再湿润资金来自两部

分：联邦自然保护署环境部和被补偿方。被补偿方

售卖 MoorFutures 给需要碳信用的公司、组织或个

人（支付方）。为了保障泥炭地再湿润项目的资金，

MoorFutures 在再湿润项目实施前出售：买家投资

于一个将在一定时间内（项目寿命）实现一定量固

碳减排的项目，这些信用额需要在地区级别的行政

机构注册审批。碳信用额的时间限制为 50 年，如

果项目持续时间更长，可以根据需要在 50 年后进

一步发布信用额。在项目验证过程中，可能会发现

实际生成的信用额数量与事前估计和销售的信用额

数量有所偏差。如果固碳减排效益小于预期，之前

销售的多余信用额必须通过缓冲账户进行补偿。如

果确认信用额颁发过于保守，额外的信用额将被放

入缓冲账户，可用于补偿其他项目的意外失败。随

着项目数量的增加，将积累设置正确缓冲信用额的

经验，并可以制定有关如何处理多余缓冲信用额的

规则。多余的缓冲信用额可以投资于额外的项目，

也可以遵循来自保险业的标准，通过余额分派方法

来升级已发行的信用额。MoorFutures 2.0 还量化了

水土保持、区域水及气候调节、增加生物多样性等

额外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泥炭地重新润湿和保

护提供了额外的资金（图 4）。

图 4  德国泥炭地碳存储及碳排放权运行图

1.2.3  美国湿地缓解银行

美国湿地缓解银行项目 [23-25] 是一种基于“支付

方—被补偿方—审批监管部门”三方运行的生态补

偿机制，通过购买生态信用产品的方式抵消开发者

对生态环境的损失，并实现生态资源的“零净损失”。

被补偿方通过销售“湿地信用”给购买方，并承担

相应的修复保护湿地的责任，帮助支付方履行补偿

的义务，以消除因开发湿地对湿地带来的影响，是

一个以政府为主导，并加入市场等多元化手段进行

的湿地保护项目（图 5）。

支付方
塔斯马尼亚森林保护基金

保护价值系数 资金补偿反向投标

现场官员

协同制定投标草案

确定接受永久契约
土地所有者

协助制定提案

收储 签订契约
土地所有者

转移
循环基金

固定报价

高保护价值土地

服务提供商
塔斯马尼亚土地保护协会

被补偿方
土地所有者、使用者

保护私人森林

监测和管理
塔斯马尼亚初级产业、
公园、水和环境部

资助联邦自然保护署
联邦环境部

泥炭再湿润项目

碳排放指标
Moor futures1.0碳排放
Moor futures2.0碳排放+生态系统服务

资金

碳排放证支付方
购买碳排放的企业和个人

被补偿方
泥炭地所有者/拥有

用益物权使用者

监测、评估
格雷夫斯瓦尔德大学

环境卫生部
可持续发展部

补
偿
资
金

(1)减排<预测
          盈余信贷-->缓冲账户
(2)减排>预测
          继续购买

抵消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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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美国湿地缓解银行运行图

1.3 市场主导型

1.3.1  德国布鲁亨德斯斯坦堡草原生物多样性保护

德国布鲁亨德斯斯坦堡草原生物多样性项目 [17]

是一个“结果导向”的生态补偿项目，它旨在奖励

能够持续保持草地生物多样性的牧民。该项目每年

由施莱斯威 - 霍尔斯泰因自然保护基金（Schleswig-

Holstein Nature Conservation Foundation）提供一定

预算，以促进草原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它对牧民没

有直接的生态管理要求，而是通过评估草原生物多

样性结果来奖励牧民。基于生物多样性水平，项目

优先考虑牧民投标的最低出价者，然后是高出价者，

若有剩余，再分配剩余奖励。这确保了奖励分配的

低成本性和公平性。牧民可以通过投标参与项目，

提供草原详细信息，由生物学家对草原生物多样性

进行调查，然后基于调查结果分配奖励。奖励的关

键标准是具体的指示物种，如特定地区的指示物种，

例如，布谷鸟剪秋罗、地杨梅或蓝铃花。这些指示

物种通常具有高生物多样性价值并易于识别。

施莱斯威 - 霍尔斯泰因自然保护基金会为布鲁

亨德斯斯坦堡草原生物多样性项目提供了长期的资

金支持。施莱斯威 - 霍尔斯泰因自然保护基金会资

金来源多样，如基金会土地的租金收入，基金会资

本利息收入，欧盟、德国联邦政府、施莱斯威 - 霍

尔斯泰因州政府及社会捐赠等。布鲁亨德斯斯坦堡

草原生物多样性项目是多方参与的为数不多的以生

态产品定价的生态补偿项目（图 6）。

图 6  德国布鲁亨德斯斯坦堡草地生物多样性运行图

1.3.2  英国西部乡村河流信托基金上游思考计划

英国西部乡村河流信托基金上游思考计划保护

和改善了英格兰西南部的水体 [26]。该项目中农民通

过改善土地管理措施减少水的富营养化及污染，会

得到相应的补偿。支付方与被补偿方通过中介进行

沟通，建立信任后进行交易。作为被补偿方的农民

受益于农业基础设施和土地管理的改善，支付方西

南水公司减少了水质提升的成本，该项目还提高了

生物多样性，降低了洪水风险（图 7）。

图 7  英国西部乡村河流信托基金上游思考计划运行图

1.3.3  英国森林固碳绿色保险项目

在森林固碳绿色保险项目中，“林地碳代码”

是通过造林项目产生标准的碳信用，企业或个人购

买相应碳信用以抵消其产生的碳排放 [27]。保险公司

购买了终生固碳信用，将其作为汽车保险的一部分

销售给客户，客户用固碳信用平衡相应的汽车碳排

最小原则 补偿原则

补偿性缓解原则

避免原则

审批监管部门
其他利益相关方 湿地缓解银行运行流程

支付方
对湿地造成伤害的开发者

开发利用湿地造成破坏实际生态补偿承担者

被补偿方
银行建设者、生态修复公司 转移补偿责任

交易“湿地信用”

支付方
自然保护基金会(非政府组织)

预算分配
自然保护基金会

调查(物种计算+价格是否合理)
生物学家、牧民

评估(提供关于田地的细节)
牧民

投标(期望获得的奖励基金)
牧民

受益者
普通公民

被补偿方
牧民

分配方式
优先级1:最低投标
优先级2:最高投标

组
织
方
基
金
员
工

支
持
推
广
基
金
牧
民
协
会

中
介

受益

受益

支付方
西南水公司

资
金
补
偿

措
施

减少水污染
提高水质

被补偿方
农民

沟通
建立信任(1)大学

(2)政府管理机构
(3)其他环境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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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该项目需要得到英国政府承认的森林碳编码的

认证，认证后进行监测，监测方需要确保森林树木

的生长速度与项目固碳预期相一致。若森林增长、

固碳不如预期，则被要求采取相应措施，其中供应

商负责交易的合同谈判，英国林业委员会充当项目

的财务人员（图 8）。

图 8  英国森林固碳绿色保险项目运行图

2 生态补偿模式

生态补偿在某一层面可理解为一种资源环境保

护的经济刺激手段。国外与之相关的概念主要有环

境服务付费、生态系统付费、环境服务补偿等。从

生态补偿机制运行主客体和资金来源方面，经分析，

国外生态补偿可分为三种模式①以政府为主导的生

态补偿模式；②政府与市场联合的生态补偿模式；

③以市场为主导的生态补偿模式。

2.1 以政府为主导的生态补偿模式

以政府为主导的生态补偿模式是以政府为核心

进行补偿活动。在该模式下，政府的相关部门是生

态资源的监管者、生态产品价值的评估者，也是生

态补偿标准的制定者，更是生态补偿资金的出资者。

政府部门利用公权力，使用行政手段对生态产品供

给所产生的正外部性提供补偿的方式，也可以理解

为政府出资购买生态产品。在该模式下的补偿标准

一般可以通过基于生态保护的成本或生态产品价值

的评估进行确定。

2.2 政府与市场联合的生态补偿模式

政府与市场联合型模式，是指政府与市场共同

作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主导

的示范作用，以达到缓解财政压力、盘活有限资源、

激活市场的生态补偿模式。在该模式下，政府更多

的是充当监察者的角色，对自然资源进行评估，对

于补偿金额进行厘定，相关政策的颁布以及后期的

监督审查工作。与政府主导模式不同的是，联合模

式中的政府不必过多关注资金，其资金主要由相关

企业或个人承担，大大减轻了政府的财政压力，增

加了生态补偿实践项目的经济可持续性。

2.3 以市场为主导的生态补偿模式

以市场为主导的生态补偿模式将生态补偿完全

市场化，将生态补偿中的受偿主体转变为市场交易

中的受益者，受偿客体转变为支付者，通过市场的

手段对生态产品提供区进行补偿，从而构建一个良

好的可循环的交易市场；同时还可以进一步改善生

态环境活动，既能促进生态产品价值有效实现，又

能够激发广大生态产品提供者生产生态产品、维护

生态环境的积极性。以市场为主导的生态补偿模式

根据生态产品的类型进行划分，部分实物类生态产

品，例如，野生动植物产品、天然水资源、可再生

资源等（依附于农产品、工业品价值中，可以直接

市场交易的产品）纳入产品市场主导模式中，部分

产权类生态产品，例如，水权、林权、排污权、碳

排放权等为权益市场主导模式。

3 生态补偿借鉴与启示

资金是生态补偿的血液，决定了生态补偿的实

施力度与广度，资金的可持续是生态补偿机制运行

的关键，生态文明背景下生态补偿规模将快速扩张，

资金可能面临不足。借鉴国外生态补偿运行模式，

认证方
第三方评估机构

财务人员
英国林业委员会

供应商
森林碳公司

中
介

合同谈判

被补偿方
农场主

资金补偿

间接收益

售卖支付方
绿色保险公司

受益者
客户

(直接受益者)

监测
碳生长=预测  继续进行
碳生长<预测  进行生态
                        环境改造行动

认证
认证文件:长期目标、管理计划
项目保护:法律、创建健康
                    项目缓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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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要从以下两方面创新。

3.1 生态补偿模式转化与形式创新

我国生态补偿实践以政府主导模式为主，虽然

政府主导模式有较强的执行力，但资金的可持续性

较差，需要纳入市场手段，一方面增加融资渠道减

轻政府的财政负担，另一方面利用市场手段弥补政

府调控可能的失灵，充分发挥“政府调控 + 市场激

励”的两只手作用，转移政府生态补偿主导职责，

不断向市场化模式发展。

在政府与市场联合的生态补偿模式中，政府

与市场都有各自明确的定位，我国目前已有政府

与市场联合型的生态补偿实践实例 [28]。例如，北

京房山区史家营乡“矿山修复 + 景区转变”的生

态补偿案例。但实地调研发现，该案例有投资周

期长、投资回收慢的问题，“矿山修复 + 景区转变”

的投资是建立在企业家回馈家乡情怀的基础上，

市场的投资积极性不高。美国的湿地缓解银行为

我国政府与市场联合型生态补偿模式的发展提供

了思路，我国可以建立相似理念的“生态修复银

行”。政府部门负责监管审批生态修复银行的建

立；生态修复银行的建立者负责修复生态，并销

售相应的“生态修复信用”；开发者在开发建设

过程中产生的生态环境污染或破坏可通过购买“生

态修复信用”抵消；针对开发者遗留的生态环境

污染或破坏可建立相应的生态修复银行，因生态

修复产生的“生态修复信用”也可以销售给其他

开发者。这样，生态修复银行的建立者可以一边

修复生态，一边销售“生态修复信用”，回笼资金。

“生态修复信用”使生态修复的主体责任通过市

场化的手段分散到众多开发者中，缩短了项目周

期，加快了资金的流动性及可持续性。

我国以市场为主导的生态补偿模式中较为典型

的是碳排放权市场 [29]，碳排放企业可购买碳信用额，

抵消超额的碳排放。目前仅从“减排”的角度产生

碳信用，可借鉴德国泥炭地碳存储及碳排放权项目

及英国森林固碳绿色保险项目，从增加碳汇的角度

产生碳信用，激活碳交易市场，促进碳中和。此外，

市场模式可能由于信息不对称影响公平，可借鉴英

国西部乡村河流信托基金上游思考计划，建立健全

中介组织。例如，政府监管机构、专业评估机构、

认证机构、生态环境保护组织等，以确保交易的公平。

3.2 支付方与受益者的范围协同

支付方与受益者所涵盖的主体范围影响生态补

偿模式运行效率与资金的可持续性，针对支付方与

受益者重叠情况有如下分类：支付方 = 受益者、支

付方 > 受益者、支付方 < 受益者。

我国政府主导模式中一般需要更多的人为生态

补偿买单，例如，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 [30] 资金分

为三轮，前两轮中中央财政拨付的资金占主导地位，

中央财政代表的公众比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受益的

公众范围更广泛，支付方与受益群体范围不对等有

失公平性，政府模式的支付方 > 受益者并不是最优

解。资金来源的稳定性直接影响生态补偿效率，美

国得克萨斯州爱德华兹含水层项目资金通过增加圣

安东尼奥市及周边社区 200 万居民的税收方式获得，

受益者也是纳税者本身，即“支付方 = 受益者”，

能够得到支付者的认可且规避了不公平现象。在我

国政府主导模式的生态补偿实践中，应当规避支付

方远大于受益者的情形，将其发展为支付方 = 受益

者运行的模式，最大程度保障支付方和受益者双方

利益，让资金来源更加稳定。

我国政府与市场联合模式、市场主导模式的生

态补偿实践正外部性显著，大多是支付方 < 受益者

情况，碳排放权交易中支付资金的是温室气体排放

企业，主要通过配额的限制和交易影响企业进行更

高能的减排技术研发。此过程中支付方是小范围企

业，而受益的是大范围普通公众。因此需要建立健

全我国的碳交易市场，让更多的受益者参与到碳交

易中。例如，增加碳汇的碳交易通道，扩大能参与

碳排放交易的企业范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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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讨论

本文梳理了国外生态补偿典型案例，对照我国

生态补偿实践 [25，28]，通过实地调研发现，我国生

态补偿机制的建立还处于初级阶段，特别是在生态

补偿运行模式的市场化改革道路上，要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建立健全生态产品生

产、定价、流通、消费、监管的市场机制。

针对我国生态补偿项目资金可持续性不足、运

行效率不高的问题，本文借鉴国际经验，认为生态

补偿模式应由政府主导向政府和市场联合，乃至市

场主导的运行模式转变。在生态补偿形式上，针对

我国生态补偿面临的补偿形式单一、僵化的问题，

借鉴国际生态补偿成熟的方式方法，可发展生态产

品信用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基金的定额奖励、生

态保护基金的反向投标分配等多种形式，激活我

国生态补偿市场。在支付方与受益者的范围控制

上，对于政府主导的生态补偿，支付方要尽可能

缩小范围以扩大公平性、提高生态补偿运行效率。

对于政府与市场联合和市场主导模式，要通过市场

化的手段尽可能扩大支付方的范围，扩展生态补偿

资金来源。

本文梳理的生态补偿案例涵盖了主要的生态补

偿标的物，例如，农用地、森林、草原、水资源、

湿地、生物多样性、碳汇森林及泥炭地、碳排放权等，

但仍可能有疏漏之处，后续将对各类生态产品的生

态补偿机制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进行分类、深

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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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lightenment of foreign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operation modes

LYU Guowei1, DU Yamin2, ZHOU Sitong1, QI Xiaoyu1

（1. College of L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3, China;
2. Land Consolid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Center,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 for Land 

Engineering,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Beijing 100035,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the main stream of China's current society, and the system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s one of the effective measures to protect ecological environments and addres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By studying the foreign practice cases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nd investigating 
domestic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cases, this paper identifies thre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operation modes: 
government led, market led, and the joint of government and market. In particular, the paper analyses the 
enlightenment of foreign experienc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in China from the 
sustainability of funds and the operation efficiency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China's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odes.
Keywords: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operation mod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