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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地理格局差异性背景下的公益林生态补偿模式

初探 — 以贵州省江口县为例 

王金艳 1，赵卫权 2，王稚敬 1  

( 1铜仁市国土资源局，贵州  铜仁 554300 ; 2贵州省山地资源研究所，贵州  贵

阳 550001 ) 

【摘 要】现阶段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仅仅是以国家财政补偿为主导，资金来源渠道和补偿方式单一，经济地

理格局的差异性导致的补偿标准地区间差距的存在，使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及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的林农对林木保护

的情绪极其消极。统计分析江口县三大公益林区调查问卷，根据林农的需求，探索性地建立“市场主导一政府干预

一林业搭台一部门唱戏一社会参与”的间接补偿模式，旨在加强间接补偿的力度，弱化政府直接支付补偿，提高林

农的自我发展能力，使林农的收入增加并且来源多元化，逐步降低他们对于政府直接支付补偿的依赖性，从根本上

实现由“被动输血”式补偿向“主动造血”式补偿的转变，实现公益林区经济、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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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

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森林资源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可再生资源，在调节气候、涵养水源、保护生物多

样性以及防风固沙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森林生态效益具有典型公共物品的性质，面临着较为严重的“搭便车”

现象，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实施旨在纠正市场配置森林产品和服务的效率，维持森林生态效益的不减性，争取实现森林的生态

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综合价值
[1]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相关研究毋容置疑是该项系

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要完善生态补偿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具有长远和现实的指导意义。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经济学家庇古（ A C Pigou ）对解决外部性问题的研究
[2]
。随后，福利经济学家

和环境经济学家利用该理论对环境问题进行了较为深人和广泛的研究，到了 20 世纪末期，有关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问题的研究

才逐渐的成熟和发展起来
[3]
。国外就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研究偏重于市场化的补偿模式、市场化补偿的条件以及影响因素等方面，

森林趋势组织 ( Forest 一 trends ）和卡通巴工作组（ Katoomba ）对森林生态效益的市场化交易潜力相关问题进行了大量

的研究，同时，对森林生态服务市场开发与建立所需的法律与制度环境、开发这一市场面临的关键问题与步骤等也进行了深人

探讨
[4]
。另外，一些学者也对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交易市场进行了总结和研究，认为市场机制是实现森林生态效益内部化的有

效手段
[5-8]

。通过对国外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方法的总结研究得出：国外森林生态效益补偿主要以市场化为主导，政府支付森林生

态系统服务费的主要补偿模式，同时，对森林生态效益直接受益部门征收补偿费，对营林造林者实行减免森林资产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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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相关研究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标准化、定量

化等。李金昌
[9]
计量和论述了森林生态系统的各项生态功能价值；刘璨

[10]
对固碳持氧功能的价值核算方面进行了研究；李文华院

士
[11]

等对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展开了系统的研究；谭荣等
[12]

建立了衡量森林生态效益的林业生产收益定量模型，并对林场补

贴政策进行了分析；姜文来
[13]
对森林涵养水源价值评估理论与方法开展了研究；赵同谦、欧阳志云等

[14]
采用了 13 项功能指标

构建森林生态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并对 10 类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直接经济价值、间接经济价值、生态经济价值进行了初步评价；

李文华院士等
[15]
综合相关文献，理清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概念和范畴，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机制与政策开展了研究和探讨；

唐英
[16]
以湖南泪罗江流域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项目为例就我国流域生态服务补偿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李芬等

[17]
以海南省为例对

森林生态系统补偿的标准和方法进行了探讨，通过计算得出我国应按照三个阶段执行生态补偿标准；张颖、张艳
[18]
以江西省瑞

昌市森林生态补偿调查为例进行研究认为生态补偿标准的制订应考虑农户的意愿、想法和意见；石玲、马炜等
[19]

以武汉素山寺

国家森林公园为例研究游客支付意愿下的生态补偿经济价值评估；张媛
[20]

从生态资本的角度，探讨了森林生态补偿的战略意义，

旨在挖掘森林生态补偿在保障森林生态服务总量不减，增量增加层面的价值。总体而言，国内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相关理论研

究尚处于探索阶段，缺乏公认、完善的核算方法体系，目前多借鉴国外的定价标准和方法，这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

相脱节，可操作性不强；现阶段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是以政府主导的直接财政转移支付为主，资金来源渠道和补偿方式单一，

再加上补偿标准地区之间的差距比较大，使得林农保护森林生态情绪消极。 

1 经济地理格局的差异性决定了生态补偿存在空间差异 

经济地理格局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表现形态，其总体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不同区域在生态补偿方面存在空间差

异
[21-22]

。经济发展水平及能力在生态补偿框架的搭建过程中具有决定作用，经济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在补偿方式、补偿标准、补

偿途径等方面存在差异。根据国家林业局网站及各省出台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相关文件，通过整理对比发现北京市森林生态

效益补偿的标准为 40 元／年 · 亩，在全国属最高标准，广东 18 元／年 · 亩，海南 17 元／年 · 亩，吉林、重庆、青

海 10 元／年 · 亩，而贵州、甘肃 5 元／年 · 亩，全国最低。就补偿方式而言，各省区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山西省主要是

煤炭资源开采的空气污染的生态补偿；北京市和青海省主要是对生态涵养区进行建设，在山区重点开展生态补偿；贵州省开展

跨流域生态补偿，在毕节市和遵义市之间实施水污染防治生态补偿。经济地理格局是生态补偿主体和受偿客体空间定位选择的

重要因素，一般选择经济影响大、资金使用效率高的区域优先选择实施生态效益补偿
[23]
，有关研究指出，流域生态补偿应优先

关注生态补偿效益成本相对较大的区域，草地生态系统的优先补偿主体主要选择在纯牧区，而林业区优先补偿生态公益林
[24-25]

。 

正是因为经济地理格局差异性的存在，使得贵州、西藏、宁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及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在生态效益补偿实

施过程中面临资金来源渠道、补偿方式和途径单一等困难，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掠夺式的经济发展方式依然存在。因此，如何

有效拓宽补偿的资金渠道和补偿途径，减轻国家财政负担的同时，又能给生态效益提供者以合理的补偿，是目前函待解决的核

心问题。本研究以贵州省江口县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为例，探索建立“市场主导一政府干预一林业搭台一部门唱戏一社会参与”

的间接补偿模式，提高林农的自我发展能力及意识，促进林区经济、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 

2 研究区概况 

江口县隶属贵州省铜仁市管辖，位于贵州省东北部，地处贵州高原向湘西丘陵过渡的斜坡地带。地理位置为东经 10830  00 

，-109 06 00和北纬 27 27 00，-27 58  00之间，东西长 52 km ，南北宽 55 km ，总面积 1 569 km
2 
，总人口 24 .3 

万（ 2014 年末） , 2014 年农村人均纯收人 5328 元。该县处在中亚热带中纬度地区，梵净山迎风坡向，属亚热带季风湿润

气候区，气候四季分明，无霜期长，雨量充沛，水热同期，光热同季，受梵净山的影响，小气候特点突出。年均气温 16 .2 ℃ ，

年平均日照时间 1 257 .3h ，无霜期 288d ，年均降水量 1369 . 6mm 。 

公益林是以保护和改善人类生存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保存物种资源、维护国土安全等满足人类的生态社会需要和可持续

发展为主体功能，主要提供公益性、社会性产品或服务的林地、森林和林木
[26]
。根据铜仁市林业局 2014 年林地变更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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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口县林业用地面积 132 028 .5hm
2
时，占国土总面积 70 . 67 % ，其中生态公益林面积 60305 . 57 hm

2 
（表 1 ) ，占林地

面积 45 .68 % ，涉及林农 9696 户，共 34 069 人。 

 

3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3 . 1 数据来源说明 

本文获取的调查数据来源于铜仁市林业局与铜仁市国土资源局在江口县“驻村帮扶”工作人员 2014 年 7 月的实地调查，

调查范围包括三大公益林保护区所在地太平乡、双江镇、坝盘乡、阂孝镇、德旺乡，共发放问卷 300 份，收回 290 份，有效

问卷 285 份。人口、行政区面积与农民收人等数据来源于江口县 2014 年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 《 贵州统计

年鉴 2014 》 ，林业方面数据来源于铜仁市林业局 2014 年林地变更调查数据。 

3 . 2 研究方法 

本文在对调查问卷数据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引人经济地理学经典区位理论分析该县三大公益林保护区经济发展

的优势及限制因素，根据当地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利用库兹涅茨法则构建区域产业结构图，寻找解决途径，构建模型。 

4 江口县公益林区产业发展现状  

4 . 1 三大公益林保护区调查问卷统计 

此次实地调查共下发问卷 300 份，收回 290 份，有效问卷 285 份，问卷的内容主要包括：林农对目前森林生态效益补偿

标准（ 5 元／年 · 亩）的满意程度，对保护好公益林提出好的建议，林农对生态移民的看法以及自身发展的需求等问题，其

中，林农自身发展的需求问题是本次问卷调查的主要内容。经过统计， 285 份有效问卷对当前补偿标准均不满意，建议提高标

准；为了全面了解林农的需求，对问卷进行分年龄阶段统计， 60 后普遍要求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包括通村道路的拓宽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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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田间道和生产道，在有灌溉条件的区域新增排灌设施，改善村小学硬件设施（翻修校舍、硬化操场），完善村级卫生所医疗

设备以及增派专业医护人员； 70 后和 80 后希望接受技能培训，包括瓜果蔬菜种植技术（江口县属铜仁市主要的西瓜产地），

养殖技术培训（野山菌、萝卜猪），并且希望政府部门牵线搭桥组织青壮年外出务工（最好是当地的企业或工厂） ; 85 ％的受

访者不愿意生态移民，不赞成甚至反对农村集中建房，不想离开已有的房屋及土地；从问卷中未获得对公益林保护提出的好的

建议，似乎林农并不关注对公益林的保护问题。从阂孝镇和双江镇两位村支书的访谈中得知，公益林保护区林农对补偿基金当

作是额外之财，能拿多少就拿多少，很少考虑自己对保护林木的责任，林农没有其他经济来源，国家的补偿标准远远的低于林

木生长本身的经济价值，林农只看重眼前利益，乱砍滥伐现象时有发生，屡禁不止，目前当地的青壮年闲置劳动力很多，如果

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让他们就业，不但能够提高家庭收入，还可以使他们的目光从公益林移开，避免对林木的破坏。 

4 . 2 公益林区产业发展结构分析 

经济地理学经典区位理论认为，特定的区位条件与相应的经济活动类型、规模是对应的，“因地制宜”是区域发展的主要动

力和目标
[27]
。江口县三大公益林保护区林农经济发展就要借助当地的资源享赋条件选择产业，干净的空气、清澈的水源、宜人

的环境以及奇特的自然风貌使梵净山自然保护区成为国家 SA 级旅游名胜区，年平均接待游客 345 万人次以上， 2014 年实现

旅游综合收人 28 . 3 亿元，梵净山及周边公益林区的林农已将发展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了旅游产业（餐饮、酒店宾馆、农家乐、

农副特产销售等）（图 1 ) ，从 2010 年起，该公益林区林农每年的人均纯收人高出江口县年均农村人均纯收人 1 350 元以上。

然而，由于公益林特殊的生态系统效益功能，国家及地方政府明文禁止发展第二产业，在不破坏林木的前提下有节制地进行农

业生产，太平河与阂孝河重点生态公益林与铜仁一遵义、江口一梵净山公路生态公益林区林农以传统有限的种植业为主（水稻、

玉米、烤烟、中药材）（图 2 ) , 2014 年人均纯收人为 4 260 元，低于本年度江口县农村人均纯收人 1 000 多元，滥砍滥伐

盗卖木材的事件在这两个区域经常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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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区公益林生态效益间接补偿模式探析 

5 . 1 江口县公益林区市场主导的补偿模式 

江口县公益林区生态效益补偿主要是以政府为主导的直接补偿，补偿方式包括财政转移支付、政策补偿以及生态补偿基金。

从当前补偿实践看，政府主导的直接补偿存在政策上的“一刀切”，补偿范围过窄，融资渠道单一，标准不合理及基础性支撑制

度缺乏等问题
[28]

。以市场为主导的森林生态补偿方式是基于森林生态服务价值的供给者和潜在使用者之间进行磋商，这种补偿

方式能够弥补政府主导补偿存在的问题，目前市场主导的生态补偿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碳汇、生态旅游、流域保护服务和

生物多样性服务
[29]
。然而，市场主导的补偿方式具有盲目性和滞后性等缺陷，必须给予政府在政策方面的干预，梵净山及周边

重点公益林区从 2013 年开始打造生态旅游路线，阂孝河与太平河及铜遵、江梵公里公益林区可以考虑开展科普旅游及休闲旅游，

向市场主导的补偿方式过渡。 

5 . 2 “林业搭台一部门唱戏一社会参与”间接补偿模式探索 

通过江口县三大公益林区调查问卷得出，政府主导“输血式”的补偿方式没有真正实现公益林区经济、社会、生态可持续

发展，经济地理格局的差异性导致的补偿标准地区间差距的存在，使得林农对林木保护的情绪极其消极。然而，林农非常渴望

改善生产生活环境以及提高自己的生存技能，因此，可以探索以改善林农劳作环境和提高劳动技能的间接补偿模式。 

林业部门是公益林的直接管理部门，根据林农的需求，可以尝试由铜仁市林业局牵头，教育、交通、水利、文化等部门参

与，在各自的职能范围内开展对公益林区林农的间接补偿（图 3 ) ，如国土局通过土地整理项目，改善林农的生产条件；教育

局通过项目或者其他途径对林区的小学校舍进行修善，对任教老师进行教学技能培训，改善林区小学生的学习环境；农业局安

排农艺师对林区愿意从事种植养殖的中青年劳动力进行技能培训；工业与信息化局组织江口县工业园区的企业（劳动密集型）

技术人员对林区期望外出务工的中青年劳动力进行技术培训，为他们提供就业岗位（ 2014 年工业园区新增就业 1 100 人），

通过走访工业园区几家农产品加工企业，他们非常乐意雇佣当地员工，并且为他们提供岗前培训；非政府组织是公益林生态效

益补偿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有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优势，他们的参与能够有效提高林农自我发展的能力；文化及

宣传部门通过电视、网络、手机短信等方式进行宣传报道，让林农认识到各方面条件的改善得益于他们放弃发展林业经济的机

会，对公益林的保护，最后引导林区闲置劳动力多途径就业，形成劳动力在空间上的流动（图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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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地理学认为，劳动力空间上的流动能够影响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
[30]

，上世纪 50 年代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库兹

涅茨认为产业结构的演进是有规律可循的，第一产业比重将持续下降，第二产业比重先上升、后下降，而第三产业则呈现持续

上升的态势（图 5 ）
[31]

。江口县公益林以及工业园区劳动力的相互流动是符合经典理论的，这样的流动不但能够解决公益林区

闲置劳动力就业，提高林农家庭收人，还能够促进江口县三大产业的发展更为合理，最终实现公益林区经济、社会、生态可持

续发展的目的。 

 

6 结论与讨论 

本文对国内外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在对江口县三大公益林区调查问卷分析的基础上，根据林农

的需求，探索性的建立“市场主导一政府干预一林业搭台一部门唱戏一社会参与”的间接补偿模式，旨在加强间接补偿的力度，

弱化政府直接支付补偿，提高林农的自我发展能力，使林农的收人增加并且来源多元化，逐步降低他们对于政府直接支付补偿

的依赖性，从根本上实现由“被动输血”式补偿向“主动造血”式补偿的转变（图 6 ) ，实现公益林区经济、社会、生态可持

续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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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本文是在对江口县公益林区林农的调查问卷结果分析基础上构建的间接补偿模型，具有地域上的局

限性，各个政府部门的介人还需要市一级政府机关出台相关的政策支持。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不同，该模式用于其他经济

发达地域是否可行，尚待进一步研究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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