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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家的主体功能区划是一次重大的实践，但是要解决的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区域划分和分工等追求发展
效率的问题，而是要同时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和区域与区域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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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体功能区划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区域生态补偿，而《主体功能区划与区域生态补偿问题研究》就是
探讨其基础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问题。

《主体功能区划与区域生态补偿问题研究》可供从事地理学、区域经济学、空间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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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相关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研究
生等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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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第一章 国家的主体功能区划第一节 国家出台“主体功能区划”第二节 主体功能区划的“限制开
发”色彩第三节 “区域生态补偿”:必要性及其制度创新意义参考文献第二章 限制开发区域:中国的生
态环境脆弱地区第一节 国家主体功能区划中的“限制开发区域”第二节 限制开发区域的生态环境脆
弱性问题第三节 限制开发区域的生态功能退化问题第四节 限制开发区域的“地表”与“地下”的矛
盾参考文献第三章 生态补偿第一节 生态补偿的涵义第二节 生态补偿克服“外部性”的机理及政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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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第三节 实施区域生态补偿所面临的体制机制问题第四节 实施区域生态补偿遭遇到的科学问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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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生态补偿的区域外部性原理第三节 从区域外部性到区域生态补偿参考文献第六章 建立健全我国区
域生态补偿的体制机制第一节 改进政府的体制机制推进区域生态补偿第二节 完善区域生态补偿的财
政制度第三节 加大中央政府的直接投资实现区域生态补偿第四节 建立土地利用的区域分工体制实现
区域生态补偿第五节 建设生态交易制度促进区域生态补偿第六节 农村人口城市化是根本意义上的区
域生态补偿参考文献第七章 完善主体功能区划生态补偿机制的政策建议第一节 关于落实主体功能区
划生态补偿政策的建议第二节 吉林省主体功能区划的区域政策研究第三节 关于吉林省十二五期间建
立生态环境与资源补偿机制的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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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克服外部性的两个政策思路 （一）“庇古税”思路 所谓“庇古税”手段，就
是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所表述的政策措施，即由于环境问题的重要经济根源是外部
效应，那么为了消除这种外部效应，就应该对产生负外部效应的单位收费或征税，对产生正外部效应
的单位给以补贴（沈满洪，1997）。
 “庇古税”的理论依据：导致市场配置资源失效的原因是经济当事人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相一致
，从而私人的最优导致社会的非最优。
因此，纠正外部性的方案是政府通过征税或者补贴来矫正经济当事人的私人成本。
只要政府采取措施使得私人成本和私人利益与相应的社会成本和社会利益相等，也就是内化其外部性
，则资源配置就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发达国家利用税收政策来加强环境保护始于20世纪70年代，许多国家的探索和实践表明利用税收手段
治理环境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征收“硫税”，从征收方法上看，根据主要能源产品的含硫量或排放量计
算征收。
“碳税”最早由芬兰于1990年开征，碳税一般是对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按其含碳量设计定额
税率来征收的。
荷兰的“土壤保护税”是由省级部门对抽取地下水的单位和个人以及从土壤保护中直接获益的单位或
个人征收的一种税，其目的是为保护土壤提供资金。
瑞典的一般能源税是对石油、煤炭和天然气征收的一种税。
在丹麦，对废物收税已经使垃圾填埋成本翻倍，使垃圾焚烧费用增加70％。
从最近的统计数字来看，家庭垃圾减少了16％，建筑垃圾减少了64％，其他方面的废物也平均减少
了22％。
废物回收率也大幅度增加，纸类增加77％，玻璃增加50％。
在美国，37个州中大约3400个地方社区对家庭垃圾征税，征税依据是家庭垃圾丢弃量，使得垃圾丢弃
量明显降低，回收率明显提高。
 在中国，向污染企业征收“环境税”、“排污费”、“环境恢复保证金”等，向采用清洁生产技术、
循环经济技术和设备的企业给予“补贴”等，这些都是“庇古税”思路的具体体现。
 庇古税的实施难点在于，在理论层面上，所征收的税额应当等于社会最优产出点上的边际外部成本，
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了解社会污染损失的准确货币值。
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只要对污染行为征税，就能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庇古税的作用，虽然税负不能完全等同于理论
上的理想水平，但若实际税负与之越接近，则作用越明显。
此外，征收税费和给予补贴的主体是政府，需要付出行政成本，因此政府部门的行政效率以及是否会
出现“寻租”现象等就成为关键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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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主体功能区划与区域生态补偿问题研究》可供从事地理学、区域经济学、空间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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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相关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研究
生等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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