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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资源。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由于自然、历史和认识等方面的原因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没有摆脱围绕高产生产的高投入、高能耗、低效益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
，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针对全国资源能源和生态环境面临的严峻形势，为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1995年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开始探索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和途径，提出开展生态
示范区建设工作。
从1999年开始，在国家环保总局的倡导和推动下，全国部分省区陆续开展“生态省”建设试点。
目前，全国已形成“生态省一生态市一生态县一环境优美乡镇一生态村”的生态示范建设的系统工程
，至今已有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了生态省（区、市）建设。
全国有500多个县（市）开展了生态县（市）建设，其中11个县（市、区）达到国家生态县（市、区）
标准，全国环境优美乡镇达629个。
与此同时，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积极推动粗放式
的经济发展模式向“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转变。
经过十多年的研究和实践，循环经济的内容得到了丰富和发展，逐步成熟并趋于完善。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面临的资源约束和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制约着农业和农村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并影响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
研究和运用循环经济理论指导农业生产，创新农业生产模式，转变传统农业增长方式，实现人与自然
的和谐共处，是当前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发展循环农业是全国农业发展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必然选择，而从省域空间看，发展循环农业则是生态
强省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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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目前，福建省的流域生态补偿管理体制尚不健全，尤其是缺少跨省份、跨市县、跨流域、跨部门
的协调体制，解决跨省份之间、跨市县之间、上下游和行业之间生态环境补偿问题还存在着许多困难
。
另外，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环境审计体系尚未建立，区域环境变化对相邻地区经济和社会财富增
长的影响和作用还不能清晰的揭示和表达，区际生态补偿机制缺乏依托主体。
　　五、完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议　　虽然福建省早在1993年就展开生态补偿机制的实践活动，
自2003年逐步开始对闽江、九龙江、晋江等全省主要江河及以莆田东圳水库为重点的10个水库水源地
实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工作，并于2007年由福建省政府出台《福建省江河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森
林生态效益补偿方案》，经过多年来的努力，福建省的主要江河、水库的水质得到了明显提升，水源
地的水土流失态势得到有效遏制，使得原本生态环境脆弱地段的森林植被也得到一定的恢复，取得了
一定的成效；但是，目前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尚处于探索阶段，存在着诸多问题，建议从以下几方
面进一步加以完善：　　（一）加强流域上下游之间的协商机制，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福建省
现行的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体制是以流域为单元、以各行政区分包治理为特点，行政区内部自上而下的
纵向垂直管理具有较高效率，但行政区际的横向协商和管理明显不足，流域上下游地区政府分别作为
补偿的主体和客体，迫切需要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
基于水资源的自然流域特性和多功能属性，应当以流域生态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的一体化管理为目标，
由流域所属政府牵头，采取俱乐部机制，实行&ldquo;一市（县、区）一票、多数决定&rdquo;的投票
原则，定期举行会议，就流域的防洪调度、水资源分配、生态补偿、重要水工程建设、重大投资项目
等事宜进行磋商和谈判，在民主协商机制下对各行政区用水、环保等合约以及违约惩罚方法等作出决
策，尤其是对区际补偿方式、依据、原则、程序和实施细则等明确规定，通过长期合作的动态博弈，
增加相互间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以逐步弱化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
同时，建议全面征收矿产资源补偿费、水资源费，建立矿山自然生态环境治理备用金制度，严格实行
排污收费制度；将各类资金整合起来，健全公共财政体制，运用转移支付形式，加大对生态脆弱区、
重要生态功能区的投资力度。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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