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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促进发展方式转变

 文 本刊评论员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生态和环境问题已经成为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近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生
态建设，采取了许多措施，并取得明显成效，但生态环境承载发展的能力与容量仍然有限，区域发展不平衡，保护生
态的外部环境不经济，因此，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十分必要。

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举措。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有利于解决经济社会发
展和生态总量统筹兼顾的问题，有利于解决经济发展与生态容量协调、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也有利于解
决生态保护区人民群众的生存与发展问题。

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体制保障。建立健全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有利于形成生态环境的受
益者付费、破坏者赔偿、建设者和保护者得到合理补偿的良性运行机制，从而提高社会各界的生态环境意识，促进
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为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提供体制和政策保障。

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是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的内在要求。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关系国家生态安全和农
产品供给安全，关系到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提高和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加快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对这些地
区为保障国家生态安全作出的贡献给予合理补偿，是推进主体功能区形成的关键，是推进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的
内在要求。

近年来，我国各级财政部门在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方面积极发挥职能作用，生态补偿机制政策体系不断完善、资
金投入力度加大、试点工作扎实推进。1999—2009 年，我国累计投入 7000多亿元启动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天然林
保护、京津风沙源治理等重大生态建设工程，其中用于补助性质的支出达 3000多亿元 ；开展了大规模的水污染治理
工作，加大了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累计安排重点流域水污染治理和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投入 2000多亿
元 ；自2001年设立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以来，已累计投入资金 200多亿元。同时，中央财政通过提高环境保
护支出标准和转移支付系数等办法，加大对青海三江源、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以及部分天然林保护区等中央生态补偿
机制试点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一些地方财政部门也通过加大投入、实施奖补政策、创新补偿模式等方式不断推动生
态补偿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对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产生了很大推动作用，但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是一项全新的战略任
务，各项工作刚刚展开，还存在着补偿范围不明确、标准不科学、模式比较单一、资金来源缺乏等问题，需要不断完
善。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为
财政部门进一步支持建立与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指明了方向。

一是支持扩大生态补偿机制试点范围。继续支持做好青海三江源、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等中央生态补偿试点工
作，条件成熟时再选择有代表性的跨省区流域、主要矿产资源、重要生态功能区开展生态补偿试点。进一步扩大森林
生态效益补偿覆盖范围，不断提高补偿标准。同时，鼓励地方根据实际，通过资金补助、定向援助、对口支援等多种
方式，对生态功能区因加强生态保护建设造成的利益损失开展补偿试点。

二是支持完善符合生态补偿理念的区域政策体系。结合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按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原则，
完善公共财政政策和投资政策。在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转移支付中增加用于生态保护和修复的支出。国家安排预算
内基本建设投资，重点支持生态功能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扶持适宜产业发展。积极研究完善有利于生
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财税政策，引导商业银行资金和社会资本投向生态环保领域及生态功能区项目建设。

三是进一步支持建立生态补偿科技支撑体系。目前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技术还处在起步阶段，要加大对环保科
技的投入，鼓励和引导企业加大环保技术和产品的研发应用投入，逐步建立完备的生态补偿科技支撑体系。一方面，
支持集中攻克一批具有全局性、带动性的生态补偿关键共性技术 ；另一方面，支持生态补偿政策等环保软科学研究。

四是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资金保障体系。按照建设公共财政的要求，加大对生态环保的预算内财政投入。大力
整合资金，本着“横向整合、集中投入”的原则，将不同部门管理的环境保护资金，在职能分工和管理渠道不变的前提下，
由相关部门按照国家环境保护规划要求，集中投向生态补偿重点项目，形成资金使用的规模效益。灵活运用贴息、奖
励和采取 BOT、TOT等多种融资形式，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逐步形成政府引导、社会参与、企业为主的环保投入
机制。加强监督检查，督促各地加快生态补偿项目建设，尽快发挥效益。积极探索因素法、集中打捆转移支付等多种
资金分配方式，进一步提高资金分配的公平性和科学性。积极开展绩效评价，建立完善的环保资金考核、评价体系，
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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