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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generally considered as a more effective system design to protec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he water source land in the world. From the aspects of connotation, subject and object defini-
tion, compensation standard and compensation mod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achieve- 
ment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Through the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 study of ecologi-
cal compensation started early in foreign countries and has entered the stage of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 Comparatively speaking, the study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n China is still 
in the stage of exploration, and the related research is late. At present, the domestic scholars have 
mostly studied the compensation for ecological protectors, and the research on the compensation 
for reducing the ecological saboteurs is relatively less. The problem of compensation for the es-
tablishment of water source protection area is mostly the compensation for reducing the ecologi-
cal saboteurs, such as land owners, enterprises and residents in the protected area. And the re-
lated research is still in the stage of the legal system and the theoretical policy, and there is no 
systematic and complet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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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世界范围来看，对水源地保护区进行生态补偿被普遍认为是保护水源地生态环境比较有效的制度设计。

本文从生态补偿的内涵、主客体界定、补偿标准和补偿方式等方面入手，对国内外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进

行了综述，通过分析发现，国外对于生态补偿的研究起步较早，已经切入到了理论应用和实证研究阶段，

相对而言，我国对流域生态补偿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相关研究起步较晚。目前国内学者们对于生态

保护者的补偿研究居多，对于减少生态破坏者的补偿研究相对较少，而水源地保护区的设立，所面临的

补偿问题多为对保护区内的土地所有者、企业和居民等这些减少生态破坏者的补偿问题，并且相关研究

基本还是处于法规制度和理论政策的探讨阶段，还没有形成系统、完整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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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内外对生态补偿的研究是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而展开的。由于西欧和北美的发达国家是较早进入

工业化的国家，这些国家的生态问题出现得相对较早，因此对于生态补偿方面的研究及其实践开始得也

比较早。早在 20 世纪下半叶，水源地保护就已经得到各国政府和公众的重视。在 1972 年第一次人类环

境会议之后，发达国家相继提出针对各国国情的水源地保护框架，在此背景下，诸如水源地规划管理技

术、水源地运作机制和利益保障模式，以及区域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研究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并成

为了社会各界的研究热点。 
相对而言我国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虽然已经涉及到了生态补偿内涵、主客体界定、标准以及方式等

各个方面，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矿产资源、森林、流域等方面，学者们主要针对其生态补偿的内涵、界定主

客体、标准测定、方式选择以及实践探索等方面展开的研究，不过目前为止尚未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体系。 

2. 对生态补偿内涵的界定 

生态补偿内涵的经济范畴始于欧洲，指的是如果批准的项目影响或损害了自然环境，为了确保生态

系统的稳定性，则要按照“没有净损失”(no net loss)的原则，实施修复或异地重建，以此来应对由于建

设基础设施而对自然生态系统产生的负面影响。Allen 等认为生态补偿是对生态破坏地的一种恢复或新建

[1]。后来 Wunder 从科斯理论视角界定了生态补偿的内涵，认为生态补偿是环境服务购买者与提供者之

间的一种自愿交易[2]。 
我国对于生态补偿涵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但由于生态补偿涉及多个学科，交叉

性较强，于是生态学、法学和经济学等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们，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和侧重点解释了生

态补偿的内涵，差异性较大，因此至今生态补偿的内涵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界定。 
1) 自发式生态补偿阶段 
最初生态补偿起源于生态学，专指自然生态补偿，指的是对于社会、经济活动造成的生态破坏，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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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生态系统有一种缓冲和补偿的作用。马世骏认为，自然生态系统各成分之间具有调节功能，即在一定

程度上他们之间是可以相互补偿的，但随着人类对自然系统的影响逐渐扩大，这种补偿和调节作用就有

了限度[3]。 
2) 惩罚性生态补偿阶段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至 90 年代中后期，学者们对生态补偿的研究进入到高峰期，并逐渐开始从

经济学角度研究生态补偿，从最初的自然生态系统的自发生态补偿，逐渐演变为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的经

济手段和机制。蒋中天等提出以“谁污染，谁治理；谁开发，谁保护”为原则，对农业环境的污染和生

态破坏给予补偿[4]。庄国泰等认为生态环境补偿的理论依据是生态环境价值，这是自然要素所固有的，

生态环境补偿费就是补偿由于环境破坏导致的生态环境价值损失[5]。 
这一阶段将生态补偿这一概念赋予了经济学的涵义，主要是强调生态环境的破坏者应该对其破坏行

为进行补偿，使破坏行为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直接损失得到补偿和恢复，此生态补偿的内涵与国际上通

称的“生态服务付费”或“生态效益付费”基本类似。 
3) 权益性生态补偿阶段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以来，社会各界对生态补偿内涵的关注更加深入，生态补偿的内容在前期研

究基础上发生了一些新变化。俞海等通过分析庇古福利经济学角度的外部性理论，认为生态补偿是一种

有效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手段，它可以将生态保护或损害的外部性内部化[6]。王鑫等认为流域生态补偿是

遵循一定市场规律下，受益者与保护者之间利益分配的法律制度，是生态受益者以多种形式的补偿来激

励生态保护者保护生态环境，从而实现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7]。 
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是强调生态补偿是一种有效的制度设计，不仅要对生态破坏者征收生态环境补

偿费，从而达到外部不经济内部化的效果，同时也应该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和建设者给予补偿，以此来

补偿他们为了提供生态服务而造成的损失。 

3. 对生态补偿主客体的界定 

生态补偿主客体的界定对于科学合理地制定生态补偿标准、创新生态补偿方式具有重要意义，是开

展生态补偿工作的先决条件。我国对生态补偿主客体的界定研究首先是开始于对公益林、防护林、水源

涵养林等的生态效益补偿，后来由于水污染和水资源短缺等问题日益严重，流域生态补偿随之成为社会

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1) 生态补偿中的主客体 
最初在界定水源地保护区生态补偿主客体方面，有的学者将补偿者和受偿者看作是补偿主体，李群

就认为生态补偿机制的主体应包括生态补偿金的受偿主体和补偿主体，而补偿客体应该是实施水生态环

境保护等措施的地区[8]。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生态补偿主客体的界定开始明晰起来，如马兴

华等认为补偿者和被补偿者应该分别为补偿主体和客体[9]。 
2) 从破坏和受益的角度来界定补偿主体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学者们通常是根据“谁破坏谁补偿”的原则，从“抑损性”角度界定生态补偿

的主体，主张生态破坏者要为其破坏行为付费，即生态补偿的主体就是生态环境的破坏者。从这个角度

来界定，生态补偿的主体就是指因其行为对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造成了污染或破坏，他们要对其破坏或

污染行为付费，用于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的治理、修复等。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随着对生态补偿内涵理解的深化，学者们在界定生态补偿的主体时，不仅考虑

了生态补偿的破坏行为，还将其受益这一客观事实考虑在内，根据“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大多数学

者从受益角度对生态补偿主体范围进行了界定，他们认为生态补偿主体应该包括从生态环境服务产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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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的单位和个人。如邓明翔以滇池流域为例，认为水源区生态补偿主体应该包括所有对滇池造成污染

的单位或个人，以及从滇池取水的、经营旅游等受益者；补偿客体则是滇池湿地的建设者、维护者和清

理者，同时还强调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应当承担起补偿主体和协调监督的责任[10]。石利斌通过对官厅

水库水源地的分析，认为生态补偿的主体不仅包括对水源地水质造成污染的群体，还应包括为从官厅水

库水源地保护中受益的群体，如中央政府、下游的北京市和怀来县[11]。 
3) 从保护和减少破坏等利益受损的角度来界定补偿客体 
目前学术界对生态补偿的客体(即生态补偿范围)的界定则侧重于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建设者和减少生

态环境破坏者等利益受损个人和群体的补偿。李森等以清水海水源区为研究对象，认为生态补偿的客体

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行为[12]。葛颜祥指出水源地保护区的生态补偿对象应该包括生态保护者和减少生态破

坏者[13]。 
4) 从法律的角度来界定补偿主客体 
生态补偿主客体的界定，涉及到各参与主体的利益问题，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法律问

题。姜曼认为生态补偿的主体是指负有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职责或义务的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和个

人；生态补偿的客体是指为了生态环境而使其正常的生活或者财产利用等受到了不利影响，应得到补偿

的社会组织、地区和个人[14]。 
综上，国内外学者从破坏和受益的角度、保护和减少破坏的角度以及法律的角度对水源地生态补偿

主客体的界定进行了研究，虽然不同地区的水源地其生态补偿的主体和客体不尽相同，但界定范围逐渐

明晰。将补偿主体界定为生态环境的破坏者和受益者，将补偿客体界定为生态环境的保护建设者、利益

受损者和减少破坏者，是目前学者们普遍认同的。如孟浩认为补偿的主体一定是受益者与破坏者，补偿

的客体则是保护者和利益受损者[15]。学者们在生态补偿主客体界定方面取得的丰硕研究成果，对生态补

偿实践以及生态补偿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理论保障。但是从这些研究成果来看，补偿主客体的界定

还缺少系统的科学理念指导，界定标准还存在不一致、不清晰等问题，而且在补偿实践中尚未对补偿主

客体的利益诉求及行为选择进行分析，缺少针对不同的补偿客体设计适合的补偿标准和补偿方式。 

4. 生态补偿标准方面的研究 

生态补偿标准的测算是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以及生态补偿政策制定和实施据以参照的核心问题和关键

点。因此，水源地保护区生态补偿作为流域生态补偿的重要内容，建立一套公平合理、科学可行的补偿

标准核算体系，是实施水源地保护区生态补偿的前提。 
在生态补偿标准方面，Pham 等认为依据实际机会成本来确定支付标准才是最有效率的生态补偿[16]。

Pagiola 等和 Munoz Pina 等则认为补偿标准应当介于机会成本与服务使用者获取的收益之间[17] [18]。除

此之外，生态补偿项目实施后对区域的影响成为近年来国外生态补偿研究的热点。Scullion 等利用现场调

查和遥感技术，评价了墨西哥科阿特佩克实施生态补偿的环境影响[19]。HAYES 等以哥伦比亚林生态补

偿项目为例，从农户视角上研究项目实施对农户的行为变化，以及资源可持续管理的影响[20]。 
目前国内学者们对水源地保护区生态补偿标准测算方面也有了一些成果和实践探究，具有代表性的

测算方法主要有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法、成本法、意愿调查法等。 
1)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法确定补偿标准 
该方法就是通过适当的经济学评估方法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进行货币化测算的过程。利用生态

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法确定水源地保护区生态补偿标准的研究成果以案例研究居多。在对水源地保护区的

生态补偿标准进行测定时，主要是对水源地保护区生态系统所提供的产品及服务的价值进行估算，按价

值形态来划分，可将其分为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徐琳瑜等以厦门市莲花水库工程为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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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计算出自然价值、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经计算得到所需生态补偿费为 1.29 亿元，且通过比较这个数

值是相对合理的[21]。黄一凡通过水量平衡法计算了辽东森林年涵养水源的总量，然后采用影子工程法估

算其生态服务功能经济价值，以此为基础，量化了大伙房水库上游水源保护区每年需要得到 2440 万元的

直接经济补偿，水源涵养功能价值为 389 元/hm2∙年[22]。 
2) 基于成本法确定补偿标准 
成本法是指通过可量化的指标，相对客观地对水源地保护区的生态补偿标准进行测算，其可行性与

操作性较强，因此运用较为广泛。水源地生态保护与建设的总成本可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其中，

直接成本是指那些相对比较容易量化的、通常有财务数据作支撑的，且在开展生态建设保护的各项措施

应必需直接投入的人力、财力、物力；间接成本又称为机会发展成本，指的是由于资源的有限性，为保

护水源地保护区的生态维护与水源涵养功能，而放弃的其他方案中最大经济效益的选择方案，包括当地

发展权受限导致的损失等。陈江龙等认为对于水源地保护区发展权损失的测算，实质上是对水源保护行

为投入产出效益的评价，保护行为的成本可以用机会成本法来估算，据此在地理要素修正的基础上，应

用区域比较法评价了太湖东部水源保护区的发展权价值损失为 423,868.5 万元，并以此作为生态补偿的标

准[23]。 
3) 基于意愿价值评估法(CVM)补偿标准 
意愿价值评估法又称为条件价值评估法，是是指构造一个假想市场，通过调查获知消费者对生态物

品的支付意愿或受偿意愿，实现非市场物品的估值方法。靳乐山等采用意愿调查法通过实地调研得出贵

阳鱼洞峡水库水源地下游用户总的支付意愿达 847 万元/年，同时还全面估算了上游龙里汇水区的生态环

境治理维护成本，认为生态补偿标准应该介于上游生态保护费用与下游支付意愿之间[24]。 
4) 其他方法 
耿涌等和邵帅认为现有的生态补偿标准测算方法或者模型对水资源评价的精确度难以控制和预测，

这些方法并未将人类的参与状况纳入考虑范围，而基于水足迹模型的生态补偿标准测算方法可以定量地

将虚拟水资源纳入测算范围中，这种方法可以全面反映某一区域水资源的占用情况，从而判断这一地区

水资源的安全状态，因此利用水足迹分析法计算出来的生态补偿额相对客观、准确，从而流域上下游之

间生态补偿的公平性和认可度能够得到提高[25] [26]。刘玉龙等以新安江为例，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借

助边际价值的概念，通过分析上游补贴、下游征税、谈判这三种实现流域帕累托最优的方法，核算出上

下游生态补偿额度应该在 5.2 亿元和 136 亿元之间进行选择，并建议采用谈判的方式在补偿额度上达成

一致，从而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27]。王爱敏等通过构建纳什均衡矩阵，分析了补偿者和受偿者参与生态

补偿的行为选择及其影响因素[28]。 
5) 生态补偿标准计算方法比较 
上述主要是针对目前学者们常用的有关水源地生态补偿标准的测算方法进行了总结，事实上，流域

生态补偿标准的不同核算方法都有其自身的优缺点(见表 1)，因此在实践中，可以根据流域生态补偿的具

体情况来选择适当的补偿标准测算方法。 

5. 对生态补偿方式和途径的探索 

水源地保护区生态补偿方式即如何进行补偿，是生态补偿制度的中心环节。在生态补偿方式方面，

Fennessy 认为通过土地征用补偿的方式，较好地解决了集水区保护与当地经济发展的问题，并为公众提

供安全饮用水发挥了关键作用[29]。Scherr 还指出政府购买补偿是当前世界各国采用的主要方式[30]。
Asquith 等通过研究指出面对不同的服务提供者应采取不同的补偿方式，而当补偿数额不大时，非现金补

偿方式的激励作用要比现金补偿方式更明显[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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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mparison of several calculation methods for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tandards in water source protection area 
表 1. 水源地保护区生态补偿标准几种测算方法比较 

测算方法 优点 缺点 

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评估法 

对生态服务赋予了可计量的经济价值，体现的是 
人类可以从生态系统中获得各种生态服务 

评估生态系统服务方法的不同会导致计算结果差别很

大，计算结果往往偏高，是目前比较有争议的方法 

基于成本法的 
测算方法 

充分发挥了水源地保护区的生态效益，对 
当地生态环境保护投入包括发展机会成本 
进行的补偿，补偿量核算依据易于接受 

机会成本的核算方法尚未统一，还存在争议 

意愿价值评估法 充分考虑了生态服务受益方的的支付意愿和能力， 
以及保护方的受偿意愿和生计 

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实际中可能存在 
调查数据与真实意愿不符 

基于水质水量 
指标的测算方法 

由水源供需双方共同决定水质水量， 
实行超标罚款，达标补偿，可操作性和适用性强 

主要用于跨流域上下游水质较差的区段，较少用于 
水源地保护区生态补偿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中 

 
国外在生态补偿模式上相对多样，如德国、墨西哥、哥斯达黎加等国家实施的生态补偿基金制度模

式，瑞典、比利时、芬兰等国家征收生态补偿税、区域转移支付制度和流域(区域)合作等模式。大致来说，

国际上的生态补偿模式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以政府为唯一补偿主体，以政府为主导、补偿模式多样化，

市场化运作为主体、多种实践模式相结合。目前国际上许多国家已经建立起了流域生态服务框架，政府

和市场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各国对生态补偿的做法各有侧重，不同国家由于国情不同，在生态补偿

过程中的做法也不尽相同，为了提高生态补偿的实施效率，目前很多国家致力于建立各种生态服务市场，

也出现了多种形式的经济激励机制。国际上这些生态补偿成功的实践经验，对我国制定和完善水源地保

护区生态补偿政策来说具有很好的借鉴价值。 
我国在水源地保护区生态补偿的方式和途径方面也有了较多的探索，按照不同的依据和准则其分类

不同。苏芳等通过分析张掖市甘州区各种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生计资产的影响，发现以农业生产为主的

农户倾向于选择技术支持和物质支持两种生态补偿方式，而以非农经营为主的农户则更倾向于资金支持

和政策支持两种补偿方式[32]。王青瑶等认为目前湿地生态补偿的方式过于单一，应该运用多元化的生态

补偿方式对不同的湿地保护模式进行补偿，也就是说对于湿地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

其生态补偿方式应有所不同[33]。 

6. 现有研究述评 

通过对已有研究文献综述后可以看出，国外对于生态补偿的研究起步较早，已经切入到了理论应用

和实证研究阶段，而我国在此方面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水源地保护区生态补偿作为流域生态补偿的

重要部分，虽然得到了国家的重视并在全国各地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可取的模式，但是从现有

的研究文献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学者们对于生态保护者的补偿研究居多，对于减少生态破坏者的补偿研

究相对较少，而水源地保护区的设立，所面临的补偿问题多为对保护区内的土地所有者、企业和居民等

这些减少生态破坏者的补偿问题，并且相关研究基本还是处于法规制度和理论政策的探讨阶段，还没有

形成系统、完整的体系。 
1) 对于水源地保护区生态补偿研究角度及补偿范围方面的研究 
从近年来学者们对水源地保护区生态补偿问题所进行的研究和探索来看，主要围绕着两个领域，一

是对生态保护者的补偿，二是对减少生态破坏者的补偿。学者们的研究大多是从水源地保护区生态保护

者的角度出发，对生态保护者的补偿标准和补偿方式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并对一些实践应用案例进行了

研究，取得了一些值得借鉴的模式和经验，但是对于那些生产生活方式受到限制，以减少对水源地保护

区生态环境破坏的一部分单位和个人如保护区内的土地所有者、企业和居民等，对其生态补偿及补偿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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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界定方面的研究较少。 
2) 对于减少生态破坏者生态补偿标准方面的研究 
目前在对减少生态破坏者的生态补偿标准的测算方法研究相对滞后，无法满足生态实践的需要。目

前学者们采用了基于成本、生态服务价值以及补偿意愿等多种方法用于确定具体的补偿额度，并在实践

上做了许多尝试性的研究和探讨，然而目前国内对于水源地保护区生态补偿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于生

态补偿机制的设计上，着重于总体层面的探讨，而针对减少生态破坏者的补偿标准的量化研究还处于探

索阶段，缺少一个系统而成熟的测算体系，对于如何制定补偿标准目前尚不统一，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待

于进一步完善。 
3) 对于减少生态破坏者的补偿方式方面的研究 
在补偿方式的研究上，目前学者们大多从生态环境保护者角度出发，提出了财政转移支付、生态补

偿基金、政策补偿、水权交易以及异地开发等模式，而对于保护区内的土地所有者、企业和居民等减少

生态破坏者的生态补偿方式研究较少。市场化的生态补偿创新方式较少，补偿资金还是主要依靠财政转

移支付来实现。 
4) 缺乏相关水源地保护区生态补偿的政策法规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我国对水源地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的设计上，目前还没有相关法律法规或者政

策依据，更多地是体现在“扶贫”的意义上。水源地保护区生态补偿的实质上是保护区当地政府，与上

下游地区政府之间财政收入的重新再分配过程，而当前在生态补偿资金的筹措和运作方面的相应体制和

政策支持缺乏，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补偿资金的筹集、运作和统一管理，加大了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 
我国目前在水源地保护区生态补偿方面的研究和实践仍处于初期探索阶段，相应的生态补偿机制和

制度安排的改革还需要一段时间。为了保护水源地的生态环境，迫切需要研究水源地一级、二级和准保

护区设立后对于减少生态破坏者的补偿范围、补偿标准以及补偿方式等问题，建立一套各利益主体能够

共同认可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生态补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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