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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部地区生态补偿机制构建研究》通过对西部生态重建中的生态补偿进行研究，以外部性理论、公
共产品理论、生态系统服务及其价值理论、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论、可持续发展等理论
为理论基础，以西部地区的生态现状为现实基础，对国内外生态补偿实践进行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
构建一个新的生态补偿机制，以此促进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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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森林具有重要的生态意义和经济意义，为了促进森林资源的保护与发展，哥斯达黎
加对森林进行了补偿。
它对森林的补偿也是逐步探索的，直到1996年才最终确定了森林生态补偿的基本制度。
 哥斯达黎加的森林生态补偿制度主要涉及森林生态服务提供方、生态服务支付方和国家森林基金
（FONAFIFO）三类主体，其中，森林生态服务提供方是指国内私有林地的所有者；生态服务支付方
是指为森林生态服务支付一定金额对价的私有企业（电力公司、饮料生产企业等）、国家政府基金（
主要来自化石燃料税）和一些国内国际组织或个人（主要来自组织或个人的捐赠）；而国家森林基金
是指根据《森林法》成立的专门负责管理和实施森林生态补偿制度的一个公共部门，主要用于补足支
付方提供的资金缺口，同时，对生态补偿制度的实施过程进行管理。
在三方主体中，国家森林基金是森林生态补偿制度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管理机构和驱动力。
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国家森林基金负责与生态服务的支付方进行谈判，筹集资金，并与生态服务提
供方签订生态补偿合同。
生态服务提供方应当履行合同中约定的造林、森林保护、森林管理等义务，并有权请求国家森林基金
按照合同约定的支付方式履行支付，森林生态补偿制度由国家森林基金（FONAFIFO）负责执行。
根据《森林法》规定，私有林地的所有者向森林基金提交申请，请求将自己所有的林地加入到国家的
生态补偿制度中，森林基金根据法律的规定受理申请，与符合要求的林地的所有者签订生态补偿合同
。
森林基金在合同约定的支付期限内，按照约定的金额支付环境服务费用，而林地的所有者则应当按照
约定，在其所有的土地上履行造林、森林保护、森林管理等义务。
在1997——2003年期间，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国家森林基金与林地所有者之间签订的生态补偿合同
可大致分为四种：（1）森林保护合同，这是森林生态补偿制度的优先选择，国家森林基金总投资额
的80％被用于森林保护合同，保护面积达到32.68万公顷；（2）造林合同，这是森林生态补偿制度的
第二选择，占用了国家森林基金投资的13％，保护面积为2.19万公顷；（3）森林管理合同（2003年时
取消），在2003年之前，这是森林生态补偿制度的第三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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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部地区生态补偿机制构建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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