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Ｎｏ.２ꎬ２０２１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　

黄河流域生态补偿研究进展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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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功能区ꎬ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ꎮ 生态补偿作为保护流域生态环

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手段ꎬ在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ꎮ 本文从流域区段、评价方法、影响

效应、优化思路、保障机制等方面对黄河流域生态补偿的理论和实践成果进行了综述ꎬ同时提出加强多学科协同攻关、构

建具有区域特征的生态补偿模式、加快建立以海定陆的生态补偿机制、注重生态损害形成机制和程度评估、加强构建多

元化生态补偿保障体系等未来研究中需要深化和完善的几点建议ꎬ以期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黄河流域生态补偿

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提供启示和借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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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ꎬ流经青海、四川、甘肃、
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及山东 ９ 个省区ꎬ
是连接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的生态廊

道ꎬ也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屏障与经济地带ꎮ 黄河

流域各省份 ２０１９ 年底总人口为 ４ ２ 亿ꎬ占全国的

３０ １％ꎬ地区生产总值为 ２４ ７ 万亿元ꎬ占全国的

２４ ９％ꎮ 多年来由于过度开垦、滥砍滥伐等高强

度的人类活动ꎬ加上地形、气候等自然因素的综合

作用ꎬ导致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压力加大ꎬ生态功能

逐渐退化ꎬ并在不同区段表现出不同类型和不同

程度的生态危机ꎮ 与此同时ꎬ流域内矿产资源开

发强度过大ꎬ局部环境污染形势严峻ꎬ既限制了流

域内的经济社会发展ꎬ也对流域生态安全产生重

要威胁ꎮ
２０１９ 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

升为国家战略[１]ꎬ成为黄河流域发展的重要机

遇ꎮ 然而ꎬ黄河流域的重要生态功能区往往与少

数民族聚居区、欠发达地区相重叠ꎮ «中国农村

扶贫开发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所列出的全国

１４ 个集中连片的特困地区中ꎬ其中有 ５ 个涉及黄

河流域ꎬ这些地区一方面缺乏足够的支撑资金进

行生态环境的修复与重建ꎬ另一方面摆脱贫困的

需求又十分迫切ꎬ如果为了带动经济发展而过度

开发资源ꎬ将会对流域生态安全产生威胁ꎬ陷入生

态恶化的恶性循环ꎮ 因此ꎬ如何创造性地缓解流

域生态危机、促进高质量发展成为极其重要和迫

切的研究课题ꎮ

１　 深入开展生态补偿研究

研究生态补偿ꎬ建立生态补偿机制ꎬ是理顺上

下游的生态关系与利益分配、促进全流域可持续

发展的有力措施ꎮ 生态补偿ꎬ是指以生态环境为

立足点ꎬ根据“受益者付费”和“破坏者付费”原

则[２]ꎬ将生态消耗与环境破坏的外部性内部化ꎬ
对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进行

重新分配ꎬ以期有效解决生态环境产品的“公地

悲剧”问题ꎮ 流域生态补偿需要明确生态补偿主

体ꎬ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等为价值核算标准ꎬ明确

流域上游承担生态保护的功能定位ꎬ享受水量水

质保障等权益ꎬ下游为上游的生态环境投入提供

资金技术等补偿ꎬ同时可以对由于上游用水过度

和水污染导致的权益受损提出受偿ꎬ实现流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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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的共担共享共治[３－５]ꎮ 黄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

的建立ꎬ有利于解决水资源破坏与生态退化问题ꎬ
促进人地关系走向和谐ꎬ有利于补偿因自然禀赋

和生态功能定位而发展受限的区域ꎬ有利于促进

流域经济协调发展ꎬ最终实现不同利益主体之间、
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和谐发展ꎮ 基于此ꎬ
对黄河流域生态补偿相关文献进行研究与综述ꎬ
梳理已经取得的理论与实践成果和仍需加强的部

分ꎬ对进一步开展黄河流域生态补偿相关研究具

有启示意义ꎮ

２　 黄河流域生态补偿研究进展

多年来ꎬ黄河流域(包括区段)生态补偿问题

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ꎮ 目前ꎬ国内相关学者的

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生态补偿的涉及区

段、评价方法、影响效应、优化思路和保障机制等

方面ꎮ
２ １　 生态补偿涉及区段

随着黄河流域环境污染的加剧ꎬ流域之间上

游、中游和下游的经济利益冲突日渐凸显ꎬ不同区

段环境污染状况和生态功能价值特征的时空差异

较为显著ꎮ 目前国内相关研究多根据不同区段相

应的差异特征对其生态补偿进行研究[６－７]ꎬ其中

戈银庆[８]、郝文渊等[９] 以黄河流域上游为研究区

段ꎬ通过对甘南牧区进行生态现状研究和分析ꎬ结
果表明其生态退化较为严重、资源外部性问题日

益突出ꎬ在生态补偿可行性分析和利益博弈分析

的基础上ꎬ提出实现生态补偿机制的有效措施ꎬ提
高了甘南牧区居民生计的可持续性ꎻ陈艳萍等[１０]

以黄河流域上游的甘肃段和宁夏段为例ꎬ分别对

上游企业参与生态补偿的行为及水质水量的生态

补偿标准进行分析ꎬ结果表明企业参与度与企业

规模、周边环境等多种因素有关ꎬ而宁夏段水质水

量破坏问题较严重应给予适当资金补偿ꎮ 另外ꎬ
葛颜祥等[１１]、接玉梅等[１２] 以黄河流域下游为研

究区段ꎬ通过对山东省相关居民的生态补偿意愿

及支付水平能力的调查研究ꎬ发现其与受教育水

平及收入水平等因素有关ꎮ 张珮纶[１３] 以黄河下

游濮阳滩区为例对其居民贫困原因进行分析ꎬ探
究了进行滩区生态补偿的必要性ꎮ

２ ２　 生态补偿评价方法

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是生态补偿机制顺利实

施的重要一环ꎬ但选择的方法不同会导致研究结

果的差异ꎮ 因此对黄河流域生态补偿的研究方法

也颇为多样ꎬ多数学者是在实地调研数据的基础

上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和价值评价方法对黄河流域

的生态补偿进行分析研究[１４－１６]ꎮ 例如赵雪雁

等[１７]通过实地调查并运用二项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对甘

南黄河水源补给区生态补偿的农户参与意愿进行

分析ꎬ发现不同牧区的农户参与意愿存在差距且

受客观条件、生产方式等多种因素影响ꎻ吴渊

等[１８]、韩美等[１９]分别运用机会成本法、市场价值

法等多种方法对黄河流域生态补偿价值进行评

价ꎬ并以此为依据制定了多种生态补偿标准方案ꎮ
此外ꎬ苏杨[２０]、宗鑫等[２１] 分别基于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价值法、有限理性非对称博弈模型等方法对

黄河流域上游宁夏隆德县和青藏高原区的生态补

偿标准和策略进行研究ꎬ为黄河流域生态系统的

优良发展提供支持ꎮ
２ ３　 生态补偿影响效应

由于受自然条件和人为因素影响ꎬ黄河流域

生态系统破坏较为严重ꎬ实施生态补偿是保护生

态、促进良性生态循环的有利方式ꎬ同时也给实施

区域带来多种影响和挑战[２２]ꎮ 侯成成等[２３]、
赵雪雁等[２４]、张丽等[２５] 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

为例ꎬ通过调查甘南牧民家庭全面评估了生态补

偿对牧民社会观念及农户生计的影响ꎮ 结果发

现ꎬ生态补偿对于牧民维权意识和监督意识的树

立产生了较好的影响ꎬ并且在生态补偿以后ꎬ农户

的生计方式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ꎬ生计方式趋

于多样化ꎬ但不同种类牧区的生计资本依然存在

差距ꎮ 另外ꎬ葛少云[２６]探究了生态补偿机制对甘

肃甘南藏族自治州黄河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

可持续发展的影响ꎮ 研究表明ꎬ为了促进水源涵

养的持续改善和生态功能的可持续发展而建立的

生态补偿长效机制对甘南地区减轻草原生态压

力、提高经济效益、发展林业产业等方面起到了积

极作用ꎮ
２ ４　 生态补偿优化思路

生态补偿是一个系统性很强且内容广泛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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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综合过程ꎮ 相关学者在充分掌握研究区域生态

补偿的优势、经验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ꎬ进一步提

出适合本区域的实现生态补偿路径和建议ꎬ以期

产生更好的生态补偿效果ꎬ促进黄河流域经济和

生态的良性发展ꎮ 党维勤等[２７]、董素等[２８] 分别

对当前黄河流域生态补偿进行调查和研究ꎬ认为

黄河流域应在建立多元化水土保持生态机制的基

础上加快进行水土保持的基础工作和试点研究ꎬ
推动有关宣传教育等ꎬ同时需要完善黄河流域的

湿地生态系统管理ꎬ在确保湿地生态补偿机制的

前提下为其提供资金支持ꎮ 韩艳利等[２９]、赵彦彦

等[３０]对黄河流域与水有关的生态补偿框架和内

容进行了综合探讨ꎬ在详细阐述其生态补偿框架

的基础上ꎬ认为应加强重点领域的基础研究ꎬ为
进一步开展黄河流域水生态补偿提供有力的理

论支撑ꎮ
２ ５　 生态补偿保障机制

不少研究认为ꎬ黄河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多存

在标准偏低、监管不合理及公众参与度低等一系

列问题ꎮ 为构建合理的黄河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和

机制ꎬ相关学者尝试从多种途径入手建立相应的

生态补偿保障机制[３１－３２]ꎮ 赵雪雁等[３３]、赵海莉

等[３４]、李绚[３５]均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研究

范围ꎬ探究了该地区对于生态补偿方式的满意程

度ꎬ同时对其生态补偿机制建构进行探讨ꎬ结果显

示该地区牧民对其生态补偿方式不甚满意ꎬ因此

提出了应从完善制度法规、建立财政机制和标准

体系等多方面入手的政策建议ꎮ 此外ꎬ赵建军

等[３６]、王艺璇等[３７]、李建文[３８]分别对黄河三角洲

的高效生态区、盐碱地棉花种植及湿地生态补偿

政策与机制问题进行了探讨ꎬ在基于各区域实际

情况、明确生态补偿各方利益和原则的基础上ꎬ提
出生态补偿机制需要系统推进政府支持、制度建

设、税收调节等多个方面ꎬ建立相关的生态补偿机

制平台和监管平台ꎬ在保证当地生态环境的前提

下推动经济发展ꎮ

３　 研究展望

针对未来黄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ꎬ建
议在明晰黄河流域生态问题形成机理的基础上ꎬ

充分考虑流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自然基础条

件ꎬ明确生态补偿的利益相关者和责任主体ꎬ选择

符合区域特征的生态补偿模式ꎬ形成科学合理的

生态补偿标准ꎬ以达到有效促进黄河流域上中下

游之间生态损害与经济补偿之间的协调ꎬ保障黄

河生态系统健康发展的目的ꎮ
３ １　 加强多学科协同攻关综合研究

黄河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ꎬ黄河

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最终目的是推动区域的

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ꎬ其中涉及经济、社会、
生态环境等多个方面ꎮ 黄河流域生态与经济协调

发展问题的综合性和复杂性对多学科的研究提出

了要求ꎬ需要环境科学、生态学、经济学、管理学、
地理学、地质学、水文地质、海洋学等多学科专家

的共同参与ꎬ协同开展多领域、多学科、多层次联

合攻关ꎬ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水资源持续利用、
农业生产、能源开发、土地利用等问题开展深入研

究ꎬ科学促进生态补偿体系的建立ꎮ
３ ２　 构建区域特色的生态补偿模式

黄河流域的上中下游具有不同的自然水文特

征ꎬ由此产生的生态问题也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

性ꎬ沿黄九省区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与生态问题影

响下面临的问题和压力也各不相同ꎬ应一一区分

上游、中游和下游各自的权责ꎮ 对跨省区流域的

生态补偿应更加注重横向生态补偿ꎬ强调整个受

益地区对做出了一定牺牲的保护地区进行补偿ꎬ
避免由上到下的逐级补偿模式ꎬ尤其需要在生态

脆弱性较高、水资源开发利用矛盾突出、受破坏程

度较高的重要生态功能区建立流域横向生态保护

补偿机制ꎬ强化开发地区、受益地区对保护地区、
受损地区的补偿ꎮ
３ ３　 以海定陆的生态补偿理念需要尽快建立

目前关于生态补偿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黄河流

域本身ꎮ 黄河汇入渤海莱州湾ꎬ渤海对黄河入海

水质、水量均有具体的内在需求ꎮ ２０１８ 年ꎬ黄河

春季入海水量为 ２０１６ 年的 ５ 倍ꎬ莱州湾鱼卵密度

增大为 ２０１６ 年的 ３ 倍ꎬ说明黄河入海水量与海洋

生态环境和资源密切相关ꎮ 然而ꎬ在入海污染物

浓度总体持平的情况下ꎬ莱州湾Ⅰ类、Ⅱ类水体比

例由 ２０１６ 年的 ６１ ７％降为 ２０１８ 年的 ４１ ６％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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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超标因子为无机氮ꎬ说明黄河入海总氮通量必

须进行削减ꎮ 因此ꎬ以入海水量和水质(特别是

总氮指标)为重点ꎬ陆海统筹建立全流域横向生

态补偿需要尽快推进ꎮ
３ ４　 注重生态损害形成机制和程度评估研究

流域生态损害事件发生的原因有两方面ꎬ一
是本区段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资源粗放开发、生
态环境恶化等问题ꎬ二是上游地区、开发地区经济

社会发展带来的环境负外部性影响ꎬ本区段作为

下游地区的权益受到了一定的损害ꎮ 因此ꎬ对于

生态损害的形成过程与机制的分析和界定ꎬ应该

明确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责任ꎬ解析和界定生态

补偿制度的责任主体ꎬ并构建和完善黄河流域生

态损害数据库ꎬ通过科学合理的生态损害测算和

评估指标体系的评估ꎬ识别生态损害事件对区域

资源环境造成的破坏程度ꎬ建立科学合理的补偿

体系ꎮ
３ ５　 加强构建多元化生态补偿保障体系研究

生态系统具有公共物品属性ꎬ现阶段黄河流

域生态补偿的实践主要以政府为主导ꎬ补偿主体

较为单一ꎬ以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ꎮ 这种补偿机

制会导致补偿效益较低、补偿时效较长的问题ꎮ
因此ꎬ需要拓宽公众参与渠道ꎬ加强构建政府、市
场、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黄河流域生

态补偿责任分担机制ꎬ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

作用ꎬ动员全社会协同参与流域生态保护ꎬ发挥多

主体作用和多种补偿方式作用ꎬ科学解决黄河流

域生态补偿过程中“谁来补、补给谁、怎么补、补
多少”这一核心问题ꎬ建立流域生态补偿长效科

学机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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