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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生态补偿在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中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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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北京　 １００１９３

２ 中国生态补偿政策研究中心， 北京　 １００１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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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补偿作为环境政策工具在环境保护和修复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也将起到支撑作用。
通过梳理政府出资的生态补偿、市场化生态补偿以及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生态补偿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的作用、
实现的方式、适用的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类型等，认为：政府出资的生态补偿，是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的基础

资金来源，尤其是针对在生态保护红线以内进行的生态保护与修复活动，市场主体无法通过生态保护与修复而实现营利，这时

主要靠政府出资的生态补偿来实现生态保护与修复。 市场化生态补偿是政府主导的生态补偿之外的重要手段，主要适用于能

创造经济效益的生态保护与修复项目，它对于缓解财政支出压力，拓宽生态修复资金渠道和增加资本市场投资渠道都具有重要

作用，是生态保护与修复融资的重要发展方向。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可以充分发挥政府的统筹协调作用与市场的资源配置作

用，各取所长，相互配合，共同致力于生态保护与修复。
关键词：生态补偿；生态保护补偿；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生态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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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补偿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是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重要路径。 生态补偿一般分为

由政府出资的生态补偿和市场化生态补偿这两种基本类型，以及基于以上两种基本类型而衍生出的混合类型

等。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生态补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融资途径。
国内关于生态补偿的研究，从理论探讨到实践应用，都取得显著进展。 关于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

复的研究，自习总书记提出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以来，学者对该理念进行了不少探讨和分析。 文献主要

集中在理论内涵与实践特征的讨论，指出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密化，山水林田湖草各要素之间联系普遍化，保护

机制空间化、综合化，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系统化、整体化［１⁃３］。 地方在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实

践中，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探索出了生态保护修复的治理理念、模式和路径，对生态保护修复工作起到重要作

用［４⁃５］。 山水林田湖草理念在流域［６⁃７］、湖区［８］、牧区［９］ 生态补偿中的实践，都提出将山水林田湖草作为整体

目标开展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 也有学者以山水林田湖草理念为指导，研究完善生态补偿及其市场化途径，
以最终达到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１０⁃１２］。 然而，针对不同类型生态补偿在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中作

用的研究较少。 本文系统分析不同类型生态补偿在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中的作用，可为生态系统保

护与修复可持续融资提供更多借鉴。
下文将分别分析政府出资的生态补偿、市场化生态补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多元化生态补偿等 ３ 种

生态补偿途径在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中的作用。

１　 政府出资的生态补偿在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中的作用

政府出资的生态补偿是指生态保护与修复资金来源于财政资金的利益协调行为，既是保障国家生态安

全，和生态服务供给的重要途径，也有助于区域协同发展、社会公平和提高区域治理能力。 包括纵向生态补

偿、横向生态补偿、政府对单位或个人提供补偿 ３ 种类型。 具体实施路径见图 １。

图 １　 政府出资生态补偿实施路径

Ｆｉｇ．１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ｃｏ⁃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１．１　 政府出资的生态补偿类型

纵向生态补偿，是指上一级政府对下一级政府为生态保护与修复而实施的财政转移支付。 根据资金拨付

０１７８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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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可细分为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两种形式。 一般转移支付以重点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为代

表，是中央财政对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所在县的地方政府财政的纵向生态补偿；专项转移支付的种类较多，
包括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天然林保护补助、草原保护补助奖励机制、湿地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等。

横向生态补偿是指一级政府对另一个平行同级政府为生态保护与修复而实施的财政转移支付，通常适用

于生态利益关系密切、不具有行政隶属关系的地区之间，参与各方通过自主协商确定“权、责、利”对等［１３］。
以解决跨流域、跨区域的生态补偿问题为主，针对性、目标性较强。 在一定程度上能很好地体现出“谁受益，
谁补偿”的原则。

政府对单位或个人的补偿是指政府支付一定的资金给具体实施生态保护和修复活动的单位或者个人，以
补偿其为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所做出的努力和投入。 它是调动生态保护修复者积极性的重要手段。
１．２　 政府出资的生态补偿的实践及成效

政府出资的生态补偿是目前我国生态补偿实践的主要组成部分。 根据中国生态补偿政策研究中心的不

完全统计，截止到 ２０１６ 年正在实施的生态补偿案例总数为 １５７ 个，生态补偿投入资金由 ２０１１ 年的 １０５６ 亿快

速增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１８００ 亿，补偿领域涵盖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水流、耕地、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覆盖

区域占据我国绝大多数省份［１４］。 其中，纵向生态补偿、横向生态补偿、对单位或个人的补偿，３ 种补偿类在国

内实践和投入情况，详见表 １。

表 １　 政府出资的生态补偿类型及实践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ｙｐ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ｃｏ⁃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生态补偿类型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政策名称
Ｐｏｌｉｃｙ ｎａｍｅ

实施年份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累计投入资金 ／ 亿元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ｏｎｅ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ｙｕａｎ）

纵向生态补偿 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 年 ４４２０［１５］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第一轮退耕还林 ２００２—２０１５ 年 ４０５６．６［１６］

新一轮退耕还林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年 ３９１．１［１６］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 ２００１—２０１７ 年 １３２６．８［１５］

天然林停采补助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年 ３１６．７［１５］

草原生态奖补 ２０１１—２０１８ 年 １３２６［１７］

横向生态补偿 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 ２０１１—２０１８ 年 ３６［１８］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ｅｃｏ⁃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东江流域生态补偿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 １５［１９］

汀江⁃韩江流域生态补偿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 １２［２０］

九洲江流域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 １５．２［２１］

滦河流域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 １８［２２］

赤水河流域 ２０１８ 年 ８［２３］

潮白河流域 ２０１８ 年 ７［２４］

对单位或个人的补偿 退耕还林 ２００２—２０１７ 年 ４４４７．１［１６］

Ｅｃｏ⁃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ｕｎｉｔｓ ｏｒ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草原禁牧 ２０１１—２０１８ 年 １３２６［１７］

政府出资的生态补偿项目对我国的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起着重要的作用，且取得了比较显

著的成效。 森林生态保护与修复方面，全国已有 ２９ 个省（ 直辖市、自治区） 建立了地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

度，政策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补偿标准因地制宜地作出调整［１４］。 第一轮退耕还林项目完成退耕地造林

９２６．７万 ｈｍ２，配套荒山荒地造林和封山育林 ２０６０ 万 ｈｍ２，涉及 ０．３２ 亿农户、１．２４ 亿农民，新一轮退耕还林安

排退耕还林 ２５７． ９ｈｍ２ ［２５］。 草原生态保护方面，草原面积稳定在 ２６１９ 万 ｈｍ２，草原综合植被覆盖度达到

５５．３％，较 ２０１１ 年提升 ４３％，草原超载率、鼠害虫害发生率、火灾发生率较 ２０１０ 年分别降低 １８．３％、３９％、
６９％。 流域生态补偿方面，投入资金累计增加，全国主要流域均已引入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流域生态保护与修

１１７８　 ２３ 期 　 　 　 靳乐山　 等：不同类型生态补偿在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中的作用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复效果显著［１７］。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力度持续加大，截止到 ２０１８ 年享受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

支付的县达到 ８１８ 个。 湿地生态保护于修复也于 ２０１４ 年展开试点工作，截止到 ２０１７ 年国家累计投入湿地生

态保护修复资金 ５５．６ 亿元［１５］。 耕地、海洋、荒漠生态补偿属较新领域，中央及地方政府也都展开了生态保护

补偿相关的工作并取得一定的成效。
１．３　 政府出资的生态补偿存在的问题

尽管政府出资的生态补偿在多年来的实践中取得显著成效，但仍面临诸多困境。
从资金来源渠道来看，我国生态补偿资金来源单一，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支持。 据中国生态补偿政策研究

中心统计，２０１６ 年中央财政投入的生态补偿资金占全部生态补偿资金的 ８７．７％，地方财政资金占比为 １２％，
其他资金来源占比不到 １％［２５］。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需要庞大的资金量，仅《水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水十条”） ［２６］、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大气十条”） ［２７］、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土十

条”） ［２８］，所列投资需求总计高达 ７．６４ 万亿元，仅仅依靠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显然难以支撑。 近年来，尽管各

级财政用于生态补偿的资金不断增加，但目前每年约 １８００ 亿的生态补偿资金［２９］，与生态保护修复的资金需

求相差甚远。
从补偿资金的去向和覆盖领域来看，不同领域支持力度失衡。 政府出资的生态补偿的实践案例和投入资

金量虽呈逐年递增趋势，但从案例和资金量的覆盖情况来看，主要偏重森林、草原、流域、重点生态功能区等领

域，湿地、耕地、海洋等重要领域的财政支持力度相对薄弱。
从补偿效果来看，政府出资的生态补偿在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过程中，效率低下［３０］。 具体表现

为：主要以政府“行政管控”为主，灵活性较低，虽可降低交易成本，但效果较差；政策涉及部门多、资金量大，
沟通协调过程造成效率低下；在政策实施过程中，靶向性较差，往往会出现重复补偿或者补偿不到的情况，难
以完全达到政策预期。

２　 市场化生态补偿在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中的作用

随着生态资源的稀缺性、增值性和产权条件日益显化，许多生态资源成为可以带来一定收益的经济资产。
在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中引入市场机制，探索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既是顺应党的十九大报告“建
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的应有之义，也是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突破方

向。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委联合印发《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行动计划》（以
下简称《行动计划》） ［３１］，提出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的九大重点任务，为建立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提

供了行动指南和方向。 当前，国内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的市场化手段主要包括土地优惠政策吸引、
水权交易、林业碳汇、绿色标识、绿色金融等模式，国际市场化生态补偿手段比较成熟模式的有美国湿地银行。
具体实施路径见图 ２。

图 ２　 市场化生态补偿实施路径

Ｆｉｇ．２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ｂａｓｅｄ ｅｃｏ⁃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２．１　 市场化生态补偿在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中的应用模式

利用土地优惠政策吸引社会资金参与生态保护和修复，是市场化生态补偿的一种常见形式。 例如天津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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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区为保护和修复天津水源地于桥水库及其南岸区域，引进新城公司，负责拆迁南岸 ４３ 个村庄，复垦原建设

用地，获得建设用地指标［３２］。 新城公司用一部分指标安置拆迁户，另一部分指标有偿出让，获得安置房的建

设资金。 同时，水库南岸复垦的 ４６．６ｈｍ２ 土地用来种植国家储备林、生态观赏林、经济林等也能取得一定的

收益。
水权交易可有效促进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和优化配置，通过国家源头调控配额和消费终端调节流通，实现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东阳⁃义乌水权交易是我国水权交易的首次尝试，经济增速较快的义乌地区从水资源丰

富的东阳地区协议购买取水权，满足义乌地区用水需求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帮助东阳地区获得经济发展。 全

国范围内也积极推动水权交易开展，截止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由水利部牵头成立的中国水权交易所平台，促成 ８８ 单

水权交易，累计实现交易水量 ２２．６ 亿 ｍ３ ［３３］。
林业碳汇交易具有适应与减缓气候变化，促进可持续发展［３４］，保护生物多样性、改善环境和自然景观、提

高林区农户经营收入等多重效益［３５］。 我国林业碳汇项目可以参与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两

种类型的碳市场交易。 河北丰宁千松坝林业碳汇项目，将公司、农户手中分散的林地与市场化生态补偿有机

结合，兼顾农民增收、林业增效、森林可持续利用。 千松坝林场项目 ２０１４ 年上市交易，截止到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获

得碳汇收益金 １５０ 多万元［３６］。 我国碳交易市场从 ２０１３ 年开始在七省市试点，到 ２０１７ 年形成全国统一市场，
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２０１８ 年全国碳市场配额二级市场现货累计成交总量 ２． ６３ 亿 ｔ，交易额达到 ５３． ７９
亿元［３７］。

农产品及其加工品的绿色标识制度，是保护产地生态环境，利用市场机制保护修复生态系统的重要手段。
消费者通过直接支付高于常规产品价格的溢价，间接支付了绿色食品产地生态环境保护的费用。 既关注农产

品质量安全，又关注生态环境保护，已成为推动我国安全优质农产品的主要力量［３８］。 《行动计划》也强调要

完善绿色标识制度，完善绿色产品的标准、认证、推广和监管体系，发挥绿色标识在促进生态系统服务中的重

要作用。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底，全国“三品一标”获证单位总数为 ５８４２２ 家，产品总数 １２１７４３ 个，其中，绿色食品、有
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总数 ３７７７８ 个［３９］，例如黑龙江的有机大米、云南省哈尼梯田保护与生态农业发展

模式、普洱有机茶叶等。
绿色金融是保障生态保护产业化和产业发展生态化的重要手段，包括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信贷、绿

色基金等绿色金融工具。 绿色金融可以投资于特色生态农业发展、森林康养、乡村旅游、垃圾或秸秆发电、碳
汇林营造、湿地银行、潮汐发电等，从而成为产业生态化的催化剂和生态产业化的助推器［４０］。 国家发改委《绿
色产业发展目录（２０１９ 年版）》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绿色产业、低碳领域的支持。 绿色金融发展势头迅猛，绿
色债券发行量呈明显上升趋势，截止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我国 ２１ 家主要银行绿色信贷余额达到 ８．２２ 万亿元，２０１７
年中国绿色债券的发行量达 ２４８６ 亿元， 中国约占全球绿色债券发行规模的 ２２％，在世界排名第二［４１］。

美国使用湿地银行这种市场化的方式来修复和保护湿地。 美国在 １９８８ 年提出湿地“零净损失”的目标。
土地开发使用者在尽量减少占用湿地的条件下，如果仍不得不占用湿地，这时，经政府部门批准，占用湿地的

土地开发使用者可以购买“湿地信用”来抵消对湿地的占用。 另外一些专业企业则专门出资修复或恢复湿

地，经政府部门认证获得“湿地信用”，用于出售给占用湿地的土地开发使用者，这样就构成了“湿地银行”。
截止 ２０１８ 年美国建立 ３３６５ 家湿地银行，近年年度交易额约 ３６ 亿美元［４２］。
２．２　 市场化生态补偿的适用条件

不同的市场化生态补偿模式适用条件不尽相同，但总体而言，市场化生态补偿依托于市场机制，其本质是

一种市场交易行为，必须有交易的卖方和买方，就某一种特定的生态服务或产品，基于自主协商和自愿的原则

达成交易。 卖方必须拥有一种或多种生态服务或产品，对买方而言是一种稀缺性的资源，需要通过购买获得

或购买成本远远低于自身努力获得而付出的机会成本。
就具体的市场化生态补偿模式适用条件而言，除需满足基本的市场机制条件外，还需满足一些特定的条

件。 水权交易模式，适用于相邻或相近，且水资源相对丰富和匮乏的两个区域，通过水权交易，水资源匮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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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用水得以满足并且不会影响水资源丰富地区的生产、生活、生态用水。 林业碳汇模式，适用于森林资源丰富

或拥有再造林条件的地区，把森林固碳的核定当量用以出售给需要强制性节能减排的企业。 绿色标识模式，
适用于生态环境良好地区的农产品销售，通过“三品一标”标识，提升农户农产品的附加值。 绿色金融模式，
适用于绿色企业的发展，凡是符合我国绿色发展产业名录的企业，均可通过绿色金融模式获得融资，提升企业

发展力和竞争力。
虽然我国市场化生态补偿在不断探索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目前我国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所

需的资金来源仍主要以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为主，通过市场化生态补偿筹集到的用于生态保护修复的资金较

少，离生态保护修复整体目标的实现仍有很大差距。 主要原因是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还不健全，未形成公众

广泛参与的格局；缺乏法律层面的支撑，相较于市场化生态补偿的实践，相关立法滞后；缺乏管理机制和统一

的核定标准；市场激励机制不足、市场行为不规范，难以吸引社会资本参与。 因此，《行动计划》对我国市场化

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进行了顶层设计，说明发展市场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对山水林田湖草

生态保护与修复必将起到决定性支撑作用。

３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多元化生态补偿在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中的作用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可以充分发挥政府的统筹协调作用与市场的资源配置作

用，政府利用引导资金并设计互利共赢的商业模式，可以吸引社会资本，共同致力于生态保护和修复。 它是政

府出资的生态补偿与市场化生态补偿这两种基本补偿形式的各类混合模式，包括在生态保护与修复领域的政

府与社会资本合作（ＰＰＰ）、政府购买服务等。 具体实施路径见图 ３。

图 ３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多元化生态补偿实施路径

Ｆｉｇ．３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ｂａｓｅｄ ｅｃｏ⁃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ＰＰＰ 适用于经济效益较好的私人产品性质的或者准公共产品性质的生态保护与修复项目。 目前 ＰＰＰ 模

式开展比较多的领域主要是水处理和水环境治理。 例如，长江生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体中标岳阳市中心

城区污水系统综合治理 ＰＰＰ 项目，项目总投资约为 ４４．４５ 亿元［４３］；湖北汉江环境和启迪桑德联合体中标湖北

襄阳乡镇污水收集处理工程，标底价 ４３ 亿元人民币［４４］；四川能投集团中标遂宁市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全市统

一打包建设运营 ＰＰＰ 项目，标底价 ４０．０４ 亿人民币［４５］。 以上项目的成功落地，是市场机制吸引社会资本介入

到全域垃圾污水系统治理过程中，提高整个治理的能力和水平，同时改变政府目前的治理方式，用考核付费的

办法提高使用效率。
政府购买服务，是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另一种重要方式，它是指政府将本应由自身承担的公共服务职

能通过委托、置换、赎买等方式交给社会力量承担并按效付费的项目运作模式，适用于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

与修复中纯公益性产品性质的公共服务。 企业或个人等社会力量参与防沙治沙，植树造林等商业性经营行

为，通过政府的考核标准，达到政府购买服务的要求，可以获得相应的资金补偿，既能维护相关权益主体的合

理利益，又能达到生态保护与修复的目标。

４１７８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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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比较和结论

生态补偿 ３ 种主要类型在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各自在适用条件及

局限性等方面又各有不同。 政府出资的生态补偿适用于公益性生态公共服务，但存在资金来源单一、效率低

下、监管成本高等问题。 市场化生态补偿适用于经济效益较强的准公益性生态公共服务，但目前还面临市场

机制不健全、生态保护修复领域难覆盖、交易成本较大等困境。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多元化生态补偿适用

于经济效益较弱的准公益性生态公共服务，但有赖于政府引导和监管（表 ２）。

表 ２　 生态补偿 ３ 种主要类型在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中的作用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ｔｙｐｅ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生态补偿类型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适用对象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ｔａｒｇｅｔｓ

发挥作用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局限性
Ｂｏｕｎｄｅｄｎｅｓｓ

政府出资的生态补偿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公益性生态公共服务

政府是出资方，负责主要生态
保护修复作用

资金来源单一，效率低下，监管
成本高

市场化生态补偿
Ｍａｒｋｅｔ ｂａｓｅｄ

经济效益较强的半准公益性
生态公共服务

企业是出资方，市场负责主要
生态保护修复作用

市场机制不健全，保护修复领域
难覆盖，交易成本较大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多元化生态
补偿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经济效益较弱的准纯公益性
生态公共服务

企业是主要的出资方，政府是
监管者和服务购买者

需要政府引导和监管

生态补偿是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的重要融资途径。 ３ 种主要生态补偿类型中，政府出资的生态

补偿是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的基础资金来源，尤其是针对在生态保护红线以内进行的生态保护与修

复活动，市场主体无法通过生态保护与修复而实现营利，这时主要靠政府出资的生态补偿来实现生态保护与

修复。
市场化生态补偿是的生态补偿之外的重要手段，主要适用于能创造经济效益的生态保护与修复项目，它

对于缓解财政支出压力，提高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以及拓宽资本市场投资路径都具有重要作用。 要使生态

保护与修复能产生经济效益，这依赖于制度设计和政策激励。 政府在其中的作用就是制度和激励机制的设计

者。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可以充分发挥市场化生态补偿的作用，解决目前生态保护与修复资

金来源单一和不足的困局。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可以充分发挥政府的统筹协调作用与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各取所长，相互配合，

共同致力于生态保护和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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