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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流域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研究》包括一个总论，8个专题报告。
总论部分界定了生态补偿机制和流域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内涵，阐述了建立流域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
理论基础和政策法规依据，提出了建立省际间流域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总体框架和政策建议。
专题报告包括：国内外与流域生态环境补偿相关的理论与方法研究综述；我国与流域生态环境补偿相
关政策评述；国内流域生态环境补偿的案例与启示；国外有关生态环境补偿的实践；海河流域京冀间
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框架；流域生态环境补偿政策框架设计；国内流域生态环境补偿调研报告和德国流
域生态补偿考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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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论篇 第一章我国流域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研究 一、生态补偿机制及流域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内涵 二
、建立流域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依据 三、国内外流域生态环境补偿的实践 四、流域生态环境补偿机
制框架研究 五、建立流域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分论篇 第二章流域生态环境补偿的
理论与方法综述 一、关于生态补偿的基础理论及其分类 二、关于流域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研究 三、建
立流域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难点 参考文献 第三章我国流域生态环境补偿的法律与政策评述 一、国家
有关流域生态环境补偿的相关法规与政策 二、地方政府实施流域生态环境补偿的相关政策 三、流域
生态环境补偿存在的主要问题 参考文献 第四章国内流域生态环境补偿的实践研究 一、我国流域生态
环境补偿概况 二、政府主导型的流域生态环境补偿模式 三、准市场型的水资源和水环境补偿模式 四
、推进流域生态环境补偿需解决的重点问题 参考文献 第五章国外流域生态环境补偿的案例分析及启
示 一、国外流域生态环境补偿概述 二、国外流域生态环境补偿的实践 三、国外流域生态环境补偿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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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利用现状 三、流域生态环境恶化 四、流域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理念 五、海河流域生态环境补偿机
制的实践与探索 六、海河流域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基本框架研究 七、海河流域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分析 
八、关于生态环境补偿标准的探讨 九、主要研究结论与建议 参考文献 第七章流域上下游生态环境补
偿的政策框架研究 一、流域生态环境补偿的实质与利益均衡过程 二、约束下游地区用水需求过快增
长的政策 三、弥补上游地区保障下游供水而导致损失的政策 四、保障流域生态环境补偿行为常态化
的政策 五、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流域生态环境补偿政策工具体系 参考文献 第八章海河流域京冀间生
态环境补偿现状、问题及建议 一、京冀间存在极为密切的水缘关系 二、京冀生态补偿现状及存在问
题 三、加快建立海河流域京冀间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建议 参考文献 第九章德国流域生态建设、补偿及
启示 一、莱茵河流域及德国水环境保护相关情况 二、德国水源保护区的建设与补偿 三、欧洲流域合
作机制 四、对我国建立流域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启示 附录 附录一官厅水系水源保护管理办法 附录二
北京市密云水库怀柔水库和京密引水渠水源保护管理条例 附录三国务院关于永定河干流水量分配方案
的批复 附录四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 附录五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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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三）江苏太湖流域水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 2008年1月，江苏省物价
局、省财政厅和省环境保护厅联合印发《江苏省太湖流域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指标有偿使用收费管理办
法（试行）》的通知，对COD等主要水污染物实行有偿使用作出了明确规定。
江苏省还制定了《太湖流域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指标有偿使用试点方案》，确定2008年在江苏省太湖流
域率先开展化学需氧量（COD）排污权初始有偿出让，即尝试建立排污权一级市场；2009年在太湖流
域适时推进氨氮、总磷排污权有偿使用试点；2008—2010年逐步建成排污权动态数字交易平台，即建
立排污权交易平台，也就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交易市场。
 2008年8月，国家财政部、环保部和江苏省政府在无锡市举行仪式，正式启动太湖流域主要水污染物
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旨在通过改革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分配办法和排污权使用方式，建
立排污权一级、二级市场和排污权交易平台，逐步实现排污权由行政无偿出让转变为市场方式有偿使
用，推进建立企业自觉珍惜环境，减少污染排放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加快太湖流域污染物排放总量削
减目标的实现和水环境质量的好转。
此次试点范围包括太湖流域内的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和丹阳市的全部行政区域，以及句容市、高
淳县、溧水县行政区域内对太湖水质有影响的河流、湖泊、水库、渠道等水体所在区域。
试点对象为太湖流域国控及省控工业废水重点污染源，接纳污水中工业废水量大于80％（含80％）的
污水处理厂，以及从试点方案实施起，报批环评报告书的新增排污量的新、改、扩建项目排污单位。
江苏省制订的初始排放指标具体收费价格，COD为4500元／（年·t）[污水处理厂为2600元／（年·t
）]。
沿太湖的苏州、无锡、常州、南京、镇江5家排污企业与沿湖5市环保局签订了共计购买817t化学需氧
量排污指标的申购合同。
这5家企业将以每吨化学需氧量指标4500元的价格（首批申购执行80％优惠价），向当地财政部门支
付295万元的有偿使用金，标志着环境资源有偿使用时代的开启。
 四、推进流域生态环境补偿需解决的重点问题 通过对我国流域生态环境补偿的案例分析，透过各案
例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和遇到的难点和障碍，可归纳总结出推进流域生态环境补偿工作需重点解决的几
个问题。
 （一）界定流域生态环境补偿主体和补偿对象 从公平的角度考虑，流域上下游都具有平等利用水资
源和水环境的权利，也同样具有保护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义务。
从上面的案例分析可以看出，明确补偿主体与补偿对象，即解决“谁补偿谁”的问题是建立流域环境
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关键。
必须明确界定哪些地区、行业和群体是流域水环境的受益地区和受益主体；哪些地区、行业和群体是
流域生态保护的贡献地区和主体；哪些地区、行业和群体是流域生态破坏的地区和主体。
只有明确补偿主体和受偿主体，政策设计才具有针对性。
由于流域生态服务功能的外部效应具有公益性，以及生态服务消费中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上游地
区实施生态建设，整个干流经过地区的企业、居民和政府都是流域受益主体。
对于受益主体较多，且不容易界定主要受益者的生态环境补偿，应发挥财政政策的力量；对于有明显
受益主体和客体的，可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政府给予必要的引导和扶持来建立流域生态环境补偿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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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流域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研究》是在“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课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撰而成
的一部学术著作，根据需要删减了部分内容，对某些章节进行了修改，并增加了近两年国家开展省际
间流域生态环境补偿试点实践和政策等内容。
《流域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研究》可供从事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研究和管理者使用，也可供大专院校师
生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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