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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当前我们主要从“人”与“地”两个方面来做事情。
首先，是限制、约束、引导和鼓励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其次，通过工程、技术或经济等手段，强化
资源环境建设，增强其对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承载能力。
“生态补偿”（ecologicalCom-pensation）也是在“人”和“地”这两个方面做事情，并成为实现人与
自然和谐发展的一个基本途径，且日益受到学术界和政府的重视。
因此，在人地关系的研究视角下，我们理应关注生态补偿问题。
　　在区域经济学和地理学的“区域视角”下，区域关系成为人地关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本书
提出区域生态补偿的问题，即关注“区域”在生态补偿问题中的角色，通过生态补偿的手段来协调区
域关系，进而优化人地关系。
　　“主体功能区划”是地理学参与实践的一次重大创新，并成为统筹区域发展的国家战略。
本书所有关于区域生态补偿问题的讨论都是由“主体功能区划”引起的，但是最初只是注意到一些显
而易见的区域矛盾，而且高度集中在限制开发区域的发展权利、发展机会等问题上，认为必须建立健
全“生态补偿”机制，以保障主体功能区划的实施。
显然，区域生态补偿不只是主体功能区之间的关系问题，还是一个涉及人与自然环境（人地关系）及
各类区域与区域之间关系的复杂问题。
　　区域生态补偿就是要从“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等关注的人地关系中看到“区域关系”
，即人与自然的和谐（人地协调）、区域与区域的和谐（区域协调），而本书就是探讨“区域视角”
下的基础理论和实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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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区域经济学和地理学的“区域视角”下，区域关系成为人地关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区域生态补偿的基础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提出区域生态补偿问题，即关注“区域”在生态补偿问
题中的角色，通过生态补偿的手段来协调区域关系。
全书内容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提出“区域生态补偿”问题，对生态补偿的概念、含义、认知脉络进行阐述，并提出入地关
系视角下对生态补偿本质的理解。
第二部分探讨区域生态补偿的基础理论，其中的核心问题是“区域外部性”，认为在自然环境区域系
统与经济区域系统之间存在着“冲突”，并形成事实上的区域产权，导致区域之间生态、环境和经济
利益的失衡。
而区域外部性是《区域生态补偿的基础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的一个理论贡献，在多个方面指导着区
域生态补偿的实践，是其重要的理论基础。
第三部分探讨实践问题，重点研究了“主体功能区”制度下的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建设。
《区域生态补偿的基础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可供从事空间规划、地理学、区域经济学、环境科学、
生态经济学的专业研究人员，从事区域政策研究的政府工作人员，以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高年级本
科生、研究生等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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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地理学是一门研究地球表层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相互作用关系及其时空规律的科学。
对人地关系的认识素来是地理学研究的核心，也是地理学理论研究的一项长期任务，并始终贯穿于中
国地理学发展的各个阶段（吴传钧，2008）。
人类活动和地理环境的关系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阶段，人对自然界的依赖性强，受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制约明显，因而曾有
片面夸大地理环境作用的倾向，天命论和环境决定论占统治地位。
在工业化阶段，随着科技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人类对自然界的作用增强，又存在着过分强调人类能
动作用的思想。
由于片面地按照人类的主观意志或需求去改造自然、开发资源，往往违背客观规律，酿成环境恶化和
资源枯竭的苦果。
在工业化后期，人类社会才开始反思，认识到人类要作自然的朋友，人与自然只有和谐发展才能实现
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郑度，2008）。
　　我国的基本国情是“地大、物博、人众”，国土虽然辽阔，但实际可利用的空间却十分有限，全
部陆域国土面积中有22％为难以承载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荒漠、高山、戈壁、冰川、永久冰雪以及
西藏北部的高寒荒漠。
人口众多使得我国在总量上相对丰富的各类资源分摊到人均层面就显得异常稀缺。
由于长期以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加之人口高速增长，资源供应失调、生态功能退化、环境
质量恶化以及城市空间高速蔓延等全球或局地尺度的问题日益凸显，导致人地关系矛盾异常尖锐。
因而，从当前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之间的现状关系来看，人地关系研究具有巨大的紧
迫性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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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区域生态补偿”是在人地关系视角下探讨区域协调发展问题。
“区域生态补偿”的基础理论是“区域外部性”，《区域生态补偿的基础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做了
相应的探讨，形成了一些基本的认识。
“区域生态补偿”与国家主体功能区划的实施关系密切，《区域生态补偿的基础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
》提出了一个系统的区域政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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