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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一一以新疆和静县和沙湾县为例

摘要

新疆作为我国主要牧区之一，气候干旱，草原生态环境非常脆弱，尽管近年来新疆

草原保护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草原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形势仍然相当严峻，仍面l临着

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沙尘暴、荒漠化、水土流失等危害日益加剧，严重影响了新疆社

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随着人们对草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重要性的认识更为深入，促进草地生态安全屏

障保护与生态服务价值增值，加快落实生态补偿机制使草地生态服务的受损者得到补

偿，可以有效提高人们草原保护的积极性。实践表明。要从根本上保护新疆草原生态系

统，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遏制草原退化，加快草原生态补偿步伐，变单纯的放牧经济为多

元化草场经济，支持和鼓励牧区更多地承担保护草原生态的责任。

本研究通过对新疆巴州地区和静县和塔城地区沙湾县牧民的现场调查，了解了当地

牧民的基本情况、家庭情况、草场流转及利用情况、参与草原建设项目情况以及其参与

补偿意愿情况。在此基础上，通过Logistic模型回归分析，来研究牧户的认知变量和

社会经济变量对其参与草原建设保护行动的影响。本文提出了新疆草原生态补偿应坚持

的原则，构建了新疆草原生态补偿机制，对新疆草原生态补偿主体、补偿对象、补偿方

式、补偿标准作了详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策建议，有利于新疆草原生态服务的

补偿政策的设计和完善。

关键词：草原；生态补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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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into The Eco．compensation Mechanism of Graslands in

XinJiang

----a Case Study of Hej ing County and Shawan County

Abstract

Xinjiang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astures，，the climate is very dry，and the grassl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very fragile．Although grassland protection of Xinjing has acquired some effect in recent

years，but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grassl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ituation is also very severe，faced with

a lot of questions needed to solved．The harm of Sandstorm，desertification，soil erosion and other disasters

is more and more serious，which affec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ocial and economic hardly．

Along with human’S understanding for the importance ofgrassland ecological system service function

becomes more profound．Promote the value for protection of grassland ecological security and ecological

service．Acceler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mechanism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made the damaged of

grassland ecological service receive compensation．It can improve the activity of grassland protection．

Practice shows that，if wants to protect Xinjiang grassland ecological system，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ission is to curb grasslands erosion．Accelerate the pace of grasslan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Change

single gazing economy into multiple grassland economy．Support and encourage pasture to bear mole

responsibility ofprotecting grassland ecology．

This paper is based on field investigation of pastoralists in Hejing County Bayangol Mongol

Autonomous Prefecture and Shawan County TaCheng area,making US know the local herdsmen’S basic

living conditions，family situation，pasture circulation and utilization，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grassland construction project and Eco-compensation．On this basis，by use of the Logistic model for

regression analysis to further study pastoralists’cognitive，social and economic variables on the influences

oftheir participation in grassland construction protection actions．The paper puts forward principles which

should be insist about Xinjiang grassl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construct mechanism ofXinjiang grasslan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detailedly analyze the main subject of Xinjiang grasslan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the compensation object，compensation mode，compensation standard．On this basis，puts

forward personal suggestions，and it is good for designing and perfecting the policy of Xinjiang grasslan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Key words：grassland；ecological compensation；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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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疆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1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1．1．1研究背景

第1章绪论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生态系统的要求越来越高，而纵观全球，随着全球人

口的增加和不合理的人类活动，整个生态系统都有一个退化的趋势，严重影响经济社会

的发展，成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瓶颈，生态补偿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应运而生。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在世界属于前列，但是我

国的经济发展质量不高，针对这种情况我国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

学发展观。当前我国正处在从粗放型的经济发展向集约型发展的转变，但是长期以来我

国经济发展方式主要还是依靠消耗大量的资源，这必然对自然生态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影

响“1。我国的草原退化、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锐减的等环境退化现象已经很严重，所

以，合理利用生态资源，实现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显得非常有必要犯1。目前正是我国

经济发展改革的关键时期，而生态环境却在持续恶化，利用经济、行政等手段解决环境

问题越来越重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生态补偿成为国内外一个不断升温的热点问题

[叼

新疆草原面积辽阔，具有非常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貌结构，然而，在自然和人为因

素的影响下，新疆的草原面积和植被覆盖度不断下降，退化非常严重，影响了新疆草原

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新疆的草原生态补偿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

1．1．2研究意义

在看到新疆草原保护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更应该认识到新疆草原生态保护还存在

着许多问题，这些问题越来越明显，严重影响了新疆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新疆的草原

退化已经非常严重，而新疆草原畜牧业经营粗放、管理落后，尤其是近年来，草原地区

人口、家畜数量不断增加，草原的生态功能在“超载过牧”和不合理的放牧方式的压力

下严重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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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显示，要从根本上保护草原生态系统，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遏制草原退化。其

中非常重要一个方面就是要进行草原生态补偿体制和机制创新，这样才能达到更好的

保护和持续利用草原生态系统的目的，促进新疆草原畜牧业的良性发展。在当前情况

下应支持和鼓励牧区更多地承担保护草原生态的责任。总之，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的研

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2国内外研究综述

1．2．1国外研究现状

1．2．1．1国外生态补偿宏观政策思想

依据对环境保护中市场和政府的定位不同，主要有政府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两类不

同的生态补偿思想。市场有时候无法有效解决环境问题，那么环境治理和保护的任务只

好由政府承担”1；市场主导将外部性看作是市场失灵的表现，提出将外部性内部化的建

议：或者是对环境产生危险的企业直接付费，或者是公共体共同买单，消除困境。

1．2．1．2生态补偿主体研究

国外的生态补偿主体比较多样化，不单单是国家，地方政府、企业、社区都会有所

参与。世界各国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多种主体参与的生态补偿服务机制瞄1。

美国政府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购买生态敏感土地以建立自然保护区，同时对保护地以

外并能提供重要生态环境服务的农业用地实施“土地休耕计划”(Conservation Reserve

Program，CPR)等生态建设项目。德国对于历史遗留下来的老矿区，专门成立矿山复垦

公司专司此项工作，复垦所需资金由于政府全额拨付，并按联邦政府占75％，州政府占

25％的比例分担。高彤等认为在开发和复垦过程中，政府制定了严格的环保法规和标准，

并经常进行专项检查，有利于确保复垦工作落到实处【61。

1．2．1．3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综合运用生态系统服务的理论和方法，可以很好地解决宏观尺度的生态补偿的量化

问题，但具体实践中以机会成本为计算基础的生态补偿标准可行性较强盯3。

1．2．1。4国外生态补偿研究的偏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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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森林生态效益理论的不断完善，研究者对具体补偿机制的研究逐渐增加，国外

的研究偏重于市场化的补偿模式陋1，市场化补偿的条件以及影响因素等方面，一些专家

学者对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交易市场进行了总结和研究，有的学者还对排污权交易的

市场途径进行研究。

1．2．1．5总结

由于造成牧区草场退化的行为主体的分散性和复杂性，针对牧区草场退化的补偿机

制研究还十分薄弱，迫切需要相关学者在这一领域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深入地探讨。国外

的生态补偿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其生态补偿的实践和经验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体现在：

完善的法律法规对生态补偿的成效有重要作用，政府补偿与市场补偿都具有重要作用，

财政制度是生态补偿资金的主要保障，产权的重要性等。

1．2．2国内研究进展

国内学术理论界对于生态补偿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学习西

方经济学相关研究成果，结合中国生态补偿政策实践不断深入研究，并逐渐由概念探讨

阶段到理论与政策研究阶段再转入定量化研究阶段，从20世纪开始逐渐成为公众关注

的热点悖1。

1．2．2．1生态补偿概念研究

毛显强等从外部性理论出发，认为生态补偿是指通过对损害(或保护)资源环境的

行为进行收费(或补偿)，提高该行为的成本(或收益)，从而激励损害(或保护)行

为的主体减少(或增加)因其行为带来的外部不经济性(或外部经济性)，达到保护资

源的目的“⋯。吕忠梅从环境政策出发，认为生态补偿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

生态补偿是一种采用经济手段、行政手段等方式实现社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体制

安排。

1．2．2．2生态补偿主体和对象研究

孔凡斌等认为生态补偿主体通常为生态服务的受益者、环境资源的使用者、损害者，

体现“谁受益，谁分担”的市场原则；按照权利义务对称原则，生态补偿对象应当为环

境资源的所有权入或使用权人、保护建设与管理者，即体现“谁占有、补偿谁”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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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生态补偿的一个原则是“谁污染、谁付费；谁保护、谁受益；谁受益、谁付费”，

按照这一原则可以确定生态补偿的主体和对象，新疆草原生态补偿的主体为新疆草原生

态系统服务的利用者和受益者，很显然中央政府和受益地区的地方政府都是补偿主体：

另外，应按照新疆草原生态系统服务和受益范围来进一步确定生态补偿主体，这样，私

人企业、旅游产业、城市人口都有可能成为补偿主体。按照“谁保护、谁受益：谁受益、

谁付费”的原则，新疆草原生态补偿的对象应为新疆草原生态建设保护的主体。

1．2．2．3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补偿标准是生态补偿的核心，关系到补偿的效果和可行性，其研究内容包括标准的

上下限、补偿等级划分、等级幅度选择、补偿期限选择等“”。目前，生态补偿标准的测

度方法是多样的，所依据的理论也各不相同，主要是从机会成本和生态价值评估角度出

发，一般认为生态功能价值难以实现，而支付机会成本相对容易实现。根据不同学者的

测算，生态补偿的最终标准存在非常大的差异，所以有时候测算值更多的是理论值和参

考值，还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有选择的采用和确定。

1．2．2．4生态补偿方式研究

国内对生态补偿的方式的研究呈现出不同的看法，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分为不同的补

偿方式。羊绍武等认为，根据补偿主体不同，进行国家补偿和区域间补偿；按补偿的内

容不同，可进行实物补偿、现金补偿、产权补偿和生态移民补偿”“。洪尚群根据补偿主

体的数目多少提出单个补偿主体的补偿和多个补偿主体的补偿方式“”。

由于草原生态服务的既得利益者有可能会否认自己受益的事实，不愿意支付补偿资

金，政府补偿过程中可以通过其权威性和实施一些行政手段使这一问题得到解决，同时

政府的权威性也可以减少搭便车的现象。我国的草原生态补偿，应该是以政府为主导的

草原生态补偿建设。但是由于政府补偿的成本高、监督不足，在生态补偿实施过程中普

遍存在低效率的行为，有必要在生态补偿中引入市场交易，主要包括一对一的市场交易、

可配额的市场交易、生态标志、协商谈判机制等“””1。所以，在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制定

和实施过程中，也应该充分重视市场手段的应用。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来看，它们并不

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当前的草原生态补偿建设，应是以政府为主导，同时应充

分发挥市场的作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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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5总结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生态补偿研究还相对比较落后，问题也比较明显，而对于

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更是十分薄弱，迫切需要在这一领域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深入地

探讨。国内外生态补偿研究的侧重点不相同，发达国家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研究重点

在于补偿资金的有效配置，以使生态补偿的投入能获得更大的受益；而我国目前的研究

仍停留在补偿资金的筹集方式和相关政策的制定方面，生态补偿领域也比较有限，财政

转移支付是生态补偿的主要形式，但还是给国家财政造成一定负担。由于各国国情不同，

发达国家的生态补偿政策未必完全适用于我国，但是许多方面还是值得借鉴的。

1．3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

1．3．1研究目标

总体目标是针对草原退化的严峻形势，从草原生态补偿方面进行草原恢复与保护

的体制和机制创新，寻找应对草原退化的高效的经济机制以及政策和制度突破口，为

国家相关部门从根本上恢复与保护新疆草原生态环境提供有益的决策参考。具体目标

如下：

第一，根据草原恢复与保护的具体要求和草原生态系统的特点，从补偿标准确定、

补偿意愿、补偿对象识别和补偿方式优化等方面创新应对新疆草原退化的核心机制。

第二，从建立草原生态补偿法律法规、优化草原生态补偿经济制度等角度进行创新，

促进补偿的公平合理，实现草原生态补偿的市场化、规范化、制度化，有利于提高新疆

草原生态补偿效率和补偿政策实施效果。

第三，除了经济激励机制以外，分析其它相关政策对于提高牧民积极性的作用，以

及牧民的草原生态补偿意愿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1．3．2研究方法

1．3．2．1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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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应对新疆草原退化的补偿机制时，既要通过实证分析，对新疆生态补偿现状

及特点进行客观描述，又要根据规范分析，对新疆生态补偿存在的问题作出理性判断，

从而得出可信的结论。

1．3．2．2案例分析方法

本文通过设计调查问卷，将新疆和静县和沙湾县作为典型地区，进行问卷调查，对

牧民的一些情况以及草场情况有了较多了解，对当前的新疆草原生态补偿政策有了更多

熟悉，有利于研究进展“⋯。

1．3．2．3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

定量分析有助于对各种变量的把握，以便更加准确的进行分析，为宏观上进行定性

分析提供可能。而定性分析能减少定量分析的复杂性，更好的把握生态补偿的运行态势，

包括与之相关的经济、社会与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

1．3．2．4比较分析方法

环境保护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生态补偿是环境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生态补偿的

研究和探索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相比我国，发达国家在这方面比我们走的更好更远。

虽然各国国情差异，问题表现不同，但发达国家的草原生态补偿对我国也有一定的借鉴

作用。本研究采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能够使研究成果既有一般性，又考虑到特殊性，

即根据其它国家的生态补偿的特点，结合我国实际，进行比较分析和研究”⋯。

1．4研究内容

第一部分是研究的背景，提出研究目的、意义，拟解决的主要问题和研究要点。然

后对国内外生态补偿的研究进行综述，并作出总结，然后指出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

第二部分是分析了新疆牧民参与草原生态补偿的意愿。描述了调研地区自然地理概

况和社会经济概况，介绍了当地实施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现实状况，通过现场调查了解

了当地牧民的基本情况、家庭情况、草场流转及利用情况、参与草原建设项目情况以及

其参与补偿意愿情况。通过采用相关分析，Logistic模型回归分析，确认哪些因素会影

响牧民的参与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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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主要论述新疆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的原则，以及新疆草原生态补偿主体和对

象分析。新疆草原生态补偿机制原则的关键是“谁污染、谁付费；谁保护、谁受益；谁

受益、谁付费”，核心是以人为本。分析新疆草原恢复与保护的行为主体性质，划分出

草原生态建设者、草原生态破坏者以及两者的复合型，并分类识别补偿对象，有针对性

地进行草原生态补偿。

第四部分主要是确定新疆草原生态补偿标准。指出新疆草原生态补偿标准的存在问

题，核算基础与方法，并计算了新疆草原生态补偿标准，有利于建立和完善新疆草原生

态补偿机制。

第五部分是应对新疆草原退化的补偿方式研究以及政策体系的建议。根据新疆草原

恢复与保护的行为类型，探讨适合各种草原特色的补偿方式，并探讨如何把政府机制和

市场机制结合起来，有效改变与草原生态紧密相关的各博弈方的收益，使博弈达到利于

草原生态建设的共赢，而政策体系的建立也有利于提高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效率。

第六部分是结论和建议。对文章作了总结，并就如何解决新疆草原生态补偿机制存

在的问题提出建议。

1．5拟解决的主要问题及研究要点

1．5．1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是对整个新疆草原的恢复与保护的补偿机制建设以及实施方案进行系统地研究，

整合现有的分散措施，追求总体目标效果的最大化，即系统性；二是紧密围绕前沿理论

和先进做法，从生态补偿的角度提出解决新疆草原退化问题的最新研究依据，即前瞻性：

三是结合我国典型地区的案例分析和理论验证，为新疆如何解决草原退化问题提出具有

显著实际价值的补偿机制建设方案与相关政策建议，即实用性。

1．5．2研究要点

第一，对新疆草原生态建设补偿机制进行构建。本文从对新疆草原生态补偿原则、

补偿方式、牧民意愿、相关政策体系等提出了一些想法。该机制的构建有利于促进新疆

草原畜牧业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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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注重研究视角的转换。考虑到其它因素对牧民生态保护行为的影响，而不仅

仅是经济激励机制，相关政策体系的提出有利于建立和完善新疆草原生态补偿机制。

第三，本研究在完善草原生态补偿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体系的前提下，注重结合

新疆草原退化的具体情况作了较多分析，将在新疆草原恢复与保护的补偿标准估算、

补偿主体和对象识别和补偿方式优化等方面深入探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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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理论基础

2．1．1生态学理论

第2章草原生态补偿机制概述

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生态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它对于领导者和执政者解

决环境问题具有重要指导，自然生态系统是一个十分开放复杂的系统。如果将生态服务

看作主体，人类则是客体并享受到服务，实际上，生态系统服务可以看作是自然生态系

统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支持。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价是非常必要的，有着重要的意义，

如：有利于政府和企业的科学决策，有利于促进对环境保护措施的科学评价，有利于完

善国民经济绿色核算体系，有利于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该理论还提醒我们将自

然生态环境看作是一个整体，从全局的角度进行生态补偿机制的设计和完善，从而有利

于整体利益的协调和平衡发展““。

2．1．2公共品理论

公共物品就是那些具有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和服务”“。生态环境具

有公共物品性，仅仅依靠市场无法实现生态环境资源的最优配置，也不能促使人们去自

发地保护生态环境，最终会出现供给不足、拥挤和过度使用等问题。这便是市场的缺陷

所在，这样的效率缺失现象称之为市场失灵，为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由政府承担提供公

共物品的任务。

2．1．3外部性理论

外部性可分为正的外部性和负的外部性。草原生态建设及其生态服务具有正的外

部性，它不仅改变项目实施地区的生态环境，也有利于改善整个区域的生态环境，实现

畜牧业可持续发展。所以外部性理论也是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的理论基础。⋯。

2．1．4生态经济学理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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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生态经济的要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要实现良性协调发展，要建立一个健康

的复合型生态系统，生态补偿的目的在于保护和可持续的利用生态系统服务，必须充分

认识到，发展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GDP的增长，也必须考虑到环境的承载能力，而

环境保护关系到能否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所以生态补偿理论可以看作是生态经济的

重要研究成果”“。

2．1．5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生态补偿机制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和体制安排，目的在于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态服务

系统所提供的服务价值，主要采取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等方式，协调各相关方的利益，

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它是通过构造政治、经济和社会相互关系的一系列约束，

设计出的规则。

2．1．6博弈论

生态补偿机制的制定必须统筹安排好各利益相关方的利益，能够更好的实现各方利

益，这样才是长久的有效的制度，对生态补偿进行博弈分析的现实意义在于，它揭示了

个人理性可能导致集体非理性，同时它提供了促成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相统一的途径

f26]a

2．1．7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是既能够满足当代人，又能够满足后代人的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

个重要方面就是对生态环境保护，也只有对生态环境实行保护，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草原是牧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其生态价值也是巨大的，应建立一种有效的机制合

理可持续地利用草原资源，可持续发展理论为生态补偿机制提供了理论基础啦”。

2．1．8生态文明观

生态文明观以把握自然规律、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

和谐共生为宗旨，发展要建立在资源环境的承载力的基础之上，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的建

立对于调整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都是非常有益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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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的相关内容

2．2．1草原生态补f尝机制的概念

生态补偿包括生态意义上的概念和经济意义上的概念，生态补偿机制是一种调节利

益相关者的制度安排，通过综合运用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等手段，来实现各利益相关方

的利益协调，通过外部效应内部化，促进当代人的和谐和代际之间的和谐发展的环境经

济政策”⋯。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是一项复杂的任务，它的建立可以有效解决生态产

品消费的搭便车现象，能够更好的维护牧民的切身利益，也有利于草原畜牧业可持续发

展。

2．2．2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的主要研究对象

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草原生态补偿的原则，这是构建草原补

偿机制的实施基础和方向；其次是草原生态补偿的主体、对象，这是草原生态补偿政策

得以实施的根本保障；再其次是草原生态补偿方式，只有选择适合的草原生态补偿方式，

才能够确保草原生态补偿效率和效果；最后是草原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这是草原生态

补偿的核心，也是促进草原畜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方面。

2．2．3建立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的意义

草原生态系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为草原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保障，但草原生态

系统极其脆弱，由于诸多自然原因和人为原因的影响，新疆草原生态系统退化比较严重

[301。新疆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不少牧民生活贫困，新疆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

和完善有着巨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如：有利于提高牧民生产生活水平，改善草原生态

环境，提高公众对草原生态系统的关注和牧民进行草地保护的积极性。总之，建立草原

生态补偿机制有利于促进草原生态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

2．2．4草原生态补偿机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在实施生态补偿的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引

起重视，如：草原生态补偿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草原生态补偿标准的计算方式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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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改进，当前的草原生态补偿政策是临时性政策而非长远的，对牧民利益的关注度较低，

草原生态补偿政策不能够完全照顾到各方利益，草原生态补偿的方式还需要改进，缺乏

完善的财政支撑体系，在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的设计过程中有时候会忽略牧民的选择权

等。这些问题应当引起重视，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建立科学完善的草原生态补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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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新疆牧民参与草原生态补偿的意愿分析

我国实行西部大开发，草原生态建设一直都是重要战略内容，新疆作为西部大开发

的重点地区，国家作了较多投入，西部大开发不仅是体现在经济方面，也体现在社会、

环境等各个方面。由于自然和人为原因，新疆草原退化较为严重，阻碍了新疆草原畜牧

业的发展，国家为了改善新疆草原畜牧业环境，实施了一系列草原生态保护工程，取得

了一定的效果，草原生态补偿便是一项重要的政策。本研究对牧民的生产生活情况进行

调查，对影响牧民草原保护行为的因素作了分析，了解牧民的草原生态补偿意愿和影响

因素，有助于建立和完善新疆草原生态补偿机制““。

30!新疆草原生态补偿现状

新疆草原面积辽阔，具有非常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貌结构，是我国五大牧区之一，

丰富多彩的草地类型为新疆草原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然而，在自然和

人为因素的影响下，新疆的草原面积和植被覆盖度不断下降，退化非常严重，影响了新

疆草原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总之，当前新疆草原畜牧业问题较多，如生产方式粗放，

牧民收入较低，牧区经济发展落后，草原生态补偿不足等，这些问题不利于新疆草原畜

牧业的健康发展。

针对这些问题，自治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退牧还草工程、建设人工草料地、禁

牧休牧等，这些措施重在改变传统畜牧业生产方式，优化牧区产业结构，对于遏制草原

退化，保护草原生态系统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总体上看，我国草原生态补偿起步较晚，理论研究相对薄弱，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

诸多问题需要解决。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新疆实施生态补偿政策以来，已经收到了良好

的效果，对于遏制草原退化和改善牧民生产生活水平起到了一定作用。与此同时，新疆

的草原生态补偿还需要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要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并结合

新疆的实际，更好的建立和完善新疆草原生态补偿机制，改善新疆草原生态补偿的效果。

万方数据



新疆草器生态{b偿枫钠研究

3．2调研地区基本概况

和静县处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西北地区，靠近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全县有5个牧

场，拥有著名的巴音布鲁克大草原，该县是新疆重要的畜牧业生产地区，该县是新疆重

要的畜牧业生产基地，在开都河流域的宽谷地带生长着多种优质牧草，为发展畜牧业提

供了优越的条件。

沙湾县位于新疆天山北麓，隶属伊犁州塔城地区，沙湾县自然资源丰富，草场面积

广阔，有着良好的发展畜牧业的条件，沙湾县政府也特别重视畜牧业的发展，采取一系

列措施促进畜牧业发展，畜牧业在当地生产结构中的地位也越来越显现出来。

为了具体分析新疆牧民生态补偿的意愿及其相关因素，根据新疆草原牧区的资源特

点、地域特点、民族特点和开展草原保护项目的特点，选取了新疆巴州地区和静县的一

个乡、一个镇以及1 1个村和塔城地区沙湾县的一个乡，一个镇，一个牧场的9个村为

主要调研区。调研采用随机抽样、整体抽样和典型调查相结合，因此样本总体上具有较

好的代表性。本次调研共发放调查问卷220份，经过整理后获得有效问卷206份，问卷有

效率93．64％。具体有效样本分布为：巴州和静县共收回问卷108份，塔城地区沙湾县

共收回有效问卷98份。调查内容主要包括被调查牧民的基本特征，牧民的家庭情况特

征，被调查牧民的草场利用及流转情况，被调查牧民参与草原建设项目情况，被调查牧

民参与补偿意愿情况，牧民对气候风险的认识等。

3．3牧户基本特征分析

牧民的基本情况统计如表3．1，样本总量为206，大多数牧户(占54．37％)的年龄

在20～40岁年龄段，并且大多数牧民为纯牧户，除了畜牧业，不从事其他方面的工作。

牧民的文化程度相对较低，小学及以下的牧民占据的比重比较大，为57．28％，中专以

上学历的人只占了牧民总数的12．62％。由于牧民的居住区域一般离集市、县城等较远，

因此交通不便利，生活饮水，用电等问题都相对比较突出。其中人畜饮水方便的牧户仅

占70％左右，除了少数居住在城镇的农牧户可以饮用自来水外，其余牧民均自建机电井

14

万方数据



薪疆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解决饮水问题。在调研区域，只有65％的牧民可以经常使用电力，其余只能利用风能等

比较落后的方式发电，这些限制性因素严重束缚了新疆畜牧业的发展。

表3-l牧户基本特征分析

数据来源：调研数据分析所得。

3．4牧户家庭及经济状况

牧户的家庭及经济情况如表3．2，通过调查发现，大多数的牧民家庭年收入一般在

10001．10万元之间，占牧民总数的95。15％，家庭年收入达到lO万元以上和低于1万的

牧户极少，仅占4．85％。牧民主要是通过经营畜牧业获得收入，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牧

户通过外出打工或做些小生意获得收入，一般是在5万元以下，但非牧业收入在1万元

以上5万元以下的仅占7．77％。经过调查发现，完全依靠除牧业以外的其他方式就几乎

不存在了。牧民获得的收入大多用于畜牧业的循环发展，用于生活支出的比重较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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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牧民每年生产生活支出在5万元以下。因此，新疆牧区的多数牧民处在资金紧张的

状态，少数处在负债的困境。但在实施草原保护建设项目后，牧民的生产投入较之前有

所增加，虽然，地方政府在实施草原保护建设项目后为农牧民提供了一些相应的补贴资

金，但是仍旧无法补偿牧民因此而投入的成本，再加之一些偏远地区的补偿政策未落实

到位，不但没有给牧民应有的补助，反而加大了牧民的经济负担。

表3-2牧户家庭及经济情况

zkq  2016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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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3．2牧户家庭及经济情况

数据来源：调研数据统计所得。

3．5草场利用及流转情况

牧民草场利用及流转情况的统计结果如表3．3。牧户牧平均拥有草场面积分别为

3258．76亩，其中牧场面积超过平均数的牧户数占总数的41．75％。拥有草场的牧户目前

经营的草场全部属于自有草场的占82．53％，少部分租赁的占16．50％，几乎不存在将大

部分或全部草场租赁出去的现象。大多数的牧民在租进或租出草场时，都是自愿的，占

到83．5％左右，并且转包年限一般在4．5年不等，大概70％的牧民会选择把自家草场租

赁给自家亲戚或近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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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草场利用及流转情况

3．6牧户参与草原建设项目情况

牧民参与草原建设项目情况统计结果如表3．4。通过调研可知：牧民参与草原生态

建设的积极性比较高，但参与的种类比较少。参与了一项或多项草原保护建设项目的牧

民占了95％。主要参与围栏封育、禁牧等项目，但是约有一半的人对草原保护建设项目

的实施效果不满意，甚至有牧民认为其实施效果比较差，大约占了4％，这个比例比较

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因此，地方政府主要采取实物补贴的方式来补贴牧民，因而牧

民得到的资金补贴非常有限，且补贴金额较少，一般在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不

仅如此，有些牧民连这些补助资金都拿不到，占了3．88％。综合以上叙述可知：牧民通

过参与草原建设的获得的优惠较少，因此牧民参与其中的积极性也会相对下降，不利于

政府草原生态补偿工作的开展。

1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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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牧户参与草原建设项目情况

数据来源：调研数据统计所得。

3．7被调查牧民参与补偿意愿情况分析

牧户对草地资源的认识和参与草原生态补偿意愿统计结果如表3．5。调查牧户约

14．57％认为自有草场退化很厉害，约一半牧民认识到有些退化或中度退化，而约33．98％

的牧户认为自有草场健康。通过调研可知：造成草地退化成因有多种，包括气候变化、

超载过牧、乱挖滥垦和草原开矿等人为因素。约33．98％的牧户认为治理后可完全恢复，

而大约一半牧户认为治理只能好转，剩余的则没有信心恢复。大部分牧民(68．93％)认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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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该强制保护，愿意自发进行草原保护的约占14．56％，不愿意参与保护的约为

16．51％。可惜只有18．45％的牧户认为自己应该成为保护建设的主要责任人；约60．19％

的牧民认为应该由政府和个人共同作为保护主体，21．36％的牧民认为政府应承担全部保

护职责。

表3-5牧民参与补偿意愿情况

3．8 牧民对气候风险的认识

表3-6牧民对气候风险认识情况

数据来源：调研数据统计所得。

考虑到畜牧业是受气候影响较大的产业，所以本文将牧民对气候风险的认识作为调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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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内容。统计结果如表3—6。从调研表可看出，88．35％的牧户认为气候变化对草原畜牧

业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大部分牧民会关注气候变化。牧民对气候变化判断的主要依据是

天气预报(83．5％)，其余的则通过经验和邻里消息来判断，这样的判断方式并不是十

分准确。对于极端气候，大部分牧民(96．12％)会提前做好准备；少部分牧民(0．97％)

存在侥幸心理，认为可以出现了再说，另有2．91％的牧民不知道如何应对。

3．9牧民与草原生态补偿意愿的相关性分析(Spearman)

表3—7影响牧民参与草原生态保护建设意愿的相关性分析表

数据来源：调研数据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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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牧户参与草原生态保护建设意愿，即影响牧民参与草原生态保护建设积极性的

各因素间的分析，可以迅速判别和确定牧民参与草原生态补偿的积极性的影响因素婚“。

根据数据需要，应用简单相关分析方法(Spearman)进行分析。分析过程中，牧户继续

参与草原保护建设意愿分为“愿意”和“不愿意”两种；“愿意”选项指愿意自主保护

或在政府强制监督下进行草原保护的牧户，“不愿意”选项则是不愿意参与草场保护的

牧户。

根据表3．7分析结果来可知：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的牧业收入、纯收入牧户拥

有的草场面积大小、牧民目前参与的草原保护建设项目数量等指标与补偿意愿存在一定

的正相关；牧民对草地的健康评价、草地保护意愿、草场流动意愿以及牧民对气候风险

的认知水平与补偿意愿存在显著负相关；其余变量，即草场使用权、草地保护信念及负

债相关问题与补偿意愿不存在相关关系。

3．10牧民参与草原生态补偿的意愿计量模型

3．1 0．1计量模型设计

Logistic回归模型是用来预测具有两分特点的因变量概率统计方法，Logistic回归分

析适合于因变量是分类变量时的回归，回归分析中可以直接预测观测量相对于某一事件

的发生概率碑⋯。牧民参与草原生态补偿的意愿属于二分类变量，分析农牧民参与补偿意

愿程度，可采用Logistic模型对各影响因素与农牧民参与草原生态补偿意愿之间的关系

进行预测。

在已有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根据牧民参与和接受草原生态补偿意愿的分析假

设，本研究将影响牧民意愿的变量分为6类，分别是：牧民家庭人口情况、牧民家庭经

济状况、草场利用与流转情况、牧民参与草原建设项目情况、牧民参与草场建设的意愿、

牧民对气候风险的认识。为了检验牧民接受草原生态补偿意愿影响因素的分析假设，根

据以上变量的分类，牧民参与和接受草原生态补偿意愿可用以下函数形式表示：

Y=F(X1，X2⋯Xll，X12)+I．t (3—1)

(3．1)式中，因变量Y表示牧民参与草原生态补偿的意愿。自变量xl，x2⋯x⋯x12

分别表示牧民的年龄、文化程度、牧业收入、纯收入、使用草场面积、参与项目的数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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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有草地健康的评价、草地自主保护意愿、气候变化、草场流动意愿、牧业支出、草

原保护主体等，肚表示随机扰动项。

本研究考察的是牧民参与草原生态补偿的意愿，结果分为愿意参与和不愿意参与，

因变量属于二分类变量”“，适合于逻辑回归模型分析方法。牧民接受草原生态补偿的意

愿与各影响因素间存在线性关系，故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将因变量的取值

限制在[O，1]之间，并通过最大似然估计法对其回归参数进行估计。回归模型为：

logitP=In南2 6b+61工1+b2x2+．．’+bkXk (3—2)

其中，LogitP的取值是．∞_+∞，符合线性回归的适用要求。P表示牧民愿意参与草

原生态补偿即Y=I的概率，1一P表示牧民不愿意参与草原生态补偿Y=0的概率；k表示

影响草原生态补偿落实的变量个数，本文将影响因素确定为12个(各变量的定义见表)；

bo表示回归截距；bk是表示第k个因素的回归系数。

表3_8牧民补偿意愿二元Log st i c回归模型各变量的定义

变量名称 变量类型 变量定义 预期方向

补偿意愿c Y， 定类变量j!票塞茎耋萎墨轰辜萎霁毒
年龄(x1) 定序变量1=20．40岁；2=40．60岁；3=60岁及以上 +／．

文化程度c黝 定序变量蓦喜；誉喜≥葚帆4镐中 +

划芟入(X3) 定t|宇变量万1=：1淼蜀?3_2‘5死4_5。10万一-1 0。20
+

纯收入(x。) 定序变量万1=；1淼聂?3_2。5瓦4_5‘1呖一-1 0。20
+

使用草场面积(x5) 连续变量实有草场面积数 +／-

参与项目的数量(x6)定序变量1=1；2=2：3=3；4--4：5=5 +／．

对自嚣芝健康评定序变量1_健康．2铠龇3啪龇4靴的厉害 +

草地保护意愿(x8) 定序变量l=自发保护；2---管理部门监督下保护：3=不愿参与 +

气候变化(X。) 定类变量1=有；2=无 一

草场流动意愿(x】o) 定类变量1=主动流转；2=被迫流转 一

牧业支出(x11)
定序变量万1=：1 76J：以下2。万：及2=以1-上2万；3．2-5万；4=5-1。万；5=1。_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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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2模型估计结果

利用SPSS21．0统计软件，对新疆牧民草原生态补偿意愿进行回归分析。

表3-9牧民参与草原生态补偿意愿Log st c模型估计结果

毅掰采振：调计数话分斩所得。

模型输出结果： (1)模型结果检验：对数似然值(-2LL)=33．120，伪决定系数

(Nagelkerke R2)=0．782： (2)综合性检验：卡方检验值(Chi—squre)=1 10．104，自由

度(df)=12； (3)+}}表示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木}表示在O．05的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0．1的水平上显著。

从模型的运行结果看，模型拟合优度检验中，对数似然值为33．120，伪决定系数

Nagelkerke R2值为0．782，接近80％，表明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回归结果具有较高的

可信度。牧民草原生态补偿意愿各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作用方向及显著性如下：牧民

的牧业收入、草地保护意愿等因素对草原保护建设投入意愿有极显著(p<0．01)的影响；

牧民的文化程度、纯收入等因素对其草原保护建设投入意愿影响较显著(p<0．05)；牧

民的草场流动意愿、草原保护主体、气候变化等因素对其草原保护建设投入意愿影响显

著(p<0．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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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结论

通过对新疆巴州地区和静县和塔城地区沙湾县的206户牧民参与草原补偿生态意

愿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在国家号召开展并落实草原生态补偿的前提下，牧民参与草原生态补偿的意

愿主要受到了牧业收入、自主意愿、文化程度、牧业支出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因素的影

响程度和方向各不相同，但总体上接受和参与草原生态补偿的影响因素较多。与参与草

原生态补偿的关系呈正相关关系的因素有牧业收入、自主保护意愿和草原保护主体等因

素；呈负相关关系的因素有草原流动意愿、牧业支出、气候变化和草场状况等因素。

第二，新疆部分牧区的生活环境不理想，自来水、电气、电视信号等的覆盖面非常

有限，近几年，为了改善牧民的生活条件，政府部门大力投资建房，推动游牧的牧民定

居点建设，取得一定成效，但由于未能解决牧民生活问题，牧民参与草原生态补偿的积

极性并不高。牧民有关草场及牲畜方面的投入与产出未达到平衡的状态，所以，许多牧

民不再是专门从事牧业，一部分牧民开始向外出打工或从商等工作转移。

第三，牧民绝大多数仍在从事草原畜牧业，草场以全部自营和小部分租赁为主，家

庭总收入比较高，但是由于生产和生活成本高，纯收入并不高。政府部门关于牧民的补

偿项目很多，包括：牧业补贴、病虫害补贴、牧区生态保护补贴、牧民培训补贴等，但

是，由于多种原因，这些补贴并不能按时如数的发到牧民手中，无法满足牧民渴望受偿

的心愿，虽然有心出资建设自有草场，但是来自资金方面的压力仍是一个解决不了的难

题。

第四，影响牧民参与草原生态补偿意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牧民自身的情况，

如年龄、文化程度等；牧民的家庭收入及放牧带来的收入及预期收入以及牧民对草场的

管理方法、理念、意愿和其对气候环境的认知等，所以在设计利用经济手段激励牧民采

用草原保护行动的方案时需要考虑一些列复杂的因素。

第五，将草原保护活动与提高牧民的生产生活水平联系起来，不可否认有的是牧区

基础设施还很落后，不少牧民的生产生活水平还比较低，这必然会影响牧民草地保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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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性，只有将草地保护活动和提高牧民的生产生活水平联系起来才能够更好的提高牧

民的草地保护信心，提高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效果。

第六，政府部门落实草原保护政策时，应切实了解牧民的需要，发挥牧民的自主选

择权，提供其最需要的服务，不仅有利于提高牧民的积极性，收到更好的草原生态补偿

效果，也有利于新疆畜牧业健康向上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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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新疆草原生态补偿机制基本原则的构建

4．1 “谁污染、谁付费刀的原则

生态保护行为具有正的外部性，如果不对生态污染者给予一定的惩罚，对生态保护

者给予一定补偿”⋯，则必然会加剧搭便车的行为，降低生态保护者的积极性。牧民自身

就具有双重角色，既是草原保护者又是破坏者。草原生态环境的破坏者付费必然可以遏

制草原生态破坏，而如果草原生态保护者和建设者也成为受益者则会激发人们的草原保

护动力，受益者付费也有利于改善草原生态环境。在新疆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实施过程中

受益者要对牧民实施补偿，这样才有利于建立科学有效的新疆草原生态补偿机制。

4．2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原则

草原生态保护要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就是一方面要充分考虑新疆畜牧业发

展方式对草原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影响船“；另一方面要注重草原生态补偿机制与新疆社会

经济发展的相互协调。如果忽视了草原生态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密切关联，不仅

会造成草原环境保护与社会发展的脱轨，也不利于草原畜牧业的长远发展。只有充分考

虑到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才能制定出能够实现良性循环的新疆草原生态补偿机制。

4．3以人为本原则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的重要阶段，我国提出了以

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而草原生态补偿正是科学发展的要求，人的

全面发展、人的利益、人受到尊重是草原生态补偿机制设计的核心目标，一切以人为本，

从人的利益出发，才能切实维护牧民和生态补偿受损者和保护者的利益。

4．4公平合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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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原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草原生态补偿的建设地区和受益地区要实现

同步发展，应当给予生态建设者一定的补助““；另一方面，生态补偿要实现同代人的公

平，也要确保代际之间的公平。这是实现草原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所在。

4．5政府主导与市场补偿相结合的原则

当前我国生态补偿发展较晚，补偿机制还不健全，在当前我国的国情下，实行的是

以政府为主导的生态补偿，市场交易的巨大作用没有充分得到体现，随着市场经济的快

速发展，在生态补偿建设中逐渐引入市场机制，必然有利于提高新疆草原生态补偿政策

的实施效率和效果，建立和完善科学合理新疆草原生态补偿机制。

4．6发展优先、突出特色、循序渐进的原则

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是一项及其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

程，新疆地域面积广阔，各地区草原特征、社会经济特征、发展水平各不相同，所以应

该有针对性地采取补偿措施，切不可“一刀切”，要突出体现各地区的特色；而所谓发

展，不仅是经济的发展，也是生态环境、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以及草原畜牧业的可持

续的发展，所以要发展稳定的切实维护牧民利益的草原畜牧业，这是建立草原生态补偿

机制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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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新疆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的主要内容分析

5．1新疆草原生态补偿主体

由谁负责补偿也就是确定生态补偿的主体㈨。生态补偿的一个原则是“谁污染、谁

付费：谁保护、谁受益；谁受益、谁付费”，按照这一原则可以界定生态补偿的主体定

位，即草原生态系统正外部性的享受者，或者是负外部性的产生者。对于受益对象明确

的，应由这些受益的企业或个人承担相关的生态补偿费用；对于受益对象不明确的，应

由受益地的代表，受益地的政府来承担相关的生态补偿责任m3。

按照生态补偿这一原则，新疆草原生态补偿的主体为新疆草原生态系统服务的利用

者和受益者，很显然中央政府和受益地区的地方政府都是补偿主体。另外，应按照新疆

草原生态系统服务和受益范围来进一步确定生态补偿主体，这样，私人企业、旅游产业、

城市人口都有可能成为补偿主体。至于牧民，总体看由于牧民生活条件并不富裕，甚至

好多牧民生活贫困，而休牧禁牧等生态建设项目也对牧民的经济来源造成一定影响，他

们为草原保护作出较多贡献，所以作者认为，尽管牧民也是草原生态补偿的受益者，但

是牧民不应该支付生态建设费用，这样才能提高牧民的生态补偿积极性。所以，如果政

策的实施要求牧民支付较多费用，对牧民而言是不公平的，总之，在新疆草原生态补偿

过程中要更多的考虑牧民的利益。

5．2新疆草原生态补偿对象

生态补偿制度是通过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协调，通过补“人”的方式最后实现的

是补“物”，就是对自然的补偿。受偿对象实际上就是提供正生态服务的一方。从总体

上说，政府部门是生态公共产品的供给者，私人部门以税费形式补偿了政府提供生态公

共产品的成本。同时，不同级政府或不同区域政府之间也按此原则相互补偿““。

按照“谁保护、谁受益；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新疆草原生态补偿的对象应为

新疆草原生态建设保护的主体“引。很显然，牧民应当成为新疆草原生态补偿的对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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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们是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主体，需要承担各种项目举措和项目实施带来的对

自身生产生活的影响，并且项目实施效果也会影响他们的生态保护动力。

其次，在新疆草原生态保护实旋过程中，需要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实施地区地方政府

支付一定的补偿资金，这样会减少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而地方政府对政策实施效果也发

挥着重要作用；加上新疆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某些地方政府财政匮乏，所以，地方政府

理应成为新疆草原生态补偿的对象。

5．3新疆草原生态补偿方式

5．3．1政府主导的生态补偿

由于草原生态服务的既得利益者有可能会否认自己受益的事实，不愿意支付补偿资

金“⋯，政府补偿过程中可以通过其权威性和实施一些行政手段使这一问题得到解决，同

时政府的权威性也可以减少搭便车的现象。政府也是公正的代表，通过法律和行政管制

保护弱者的利益。同时，由于草原生态补偿项目会涉及到第三方利益，即除受益者和受

损者之外的全体国民，政府主导的生态补偿可以有效实现当代人和自然的和谐，以及代

际之间的公平，也能够平衡不同利益群体的需求。政府也可以通过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

度，扩宽生态补偿筹资渠道，实施有效的生态税，加强生态管理体系建设等方式确保生

态补偿政策的效果。总之，新疆的草原生态补偿，应该是以政府为主导的草原生态补偿

建设。

5．3．2基于市场交易的补偿

由于我国的国情，当前我国的生态补偿是以政府为主导的生态补偿，但不可否认的

是，由于政府补偿的成本高、监督不足，在生态补偿实施过程中普遍存在低效率的行为，

比如：生态补偿标准存在“一刀切”的现象；资金使用过于分散：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

等等¨“。

由于上述原因的存在，有必要在草原生态补偿中引入市场交易。实践表明，发达国

家生态补偿过程所应用的市场手段，如生态税的应用；生态补偿保证金制度；生态标志

制度都非常好的提高了生态补偿效率和效果，是值得借鉴的。所以，在新疆草原生态补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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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也应该充分重视市场手段的应用。

5．3．3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纵观世界各国，有的国家的生态补偿以政府为主，有的国家以市场为主，但就政府

与市场的关系而言，它们并非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在政府主导的生态补偿实践，

亦可充分利用市场手段、发挥市场作用，以提高生态补偿效益。而在以市场为主的生态

补偿实践中，也可以发挥政府的指导监督作用，确保市场稳定运行。政府与市场是可以

同时发挥作用的，目的都在于更好的实现生态补偿效果。新疆的草原生态补偿建设，应

是以政府为主导，同时应引入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以提高新疆草原生态补

偿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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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新疆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的标准

草原生态补偿标准是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的核心，它与草原生态补偿原则、草原生态

补偿主体、补偿对象以及补偿方式共同构成了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的主要研究对象。草原

生态补偿标准的合理制定关系到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效果，关系到广大牧民的切身

利益。而目前，新疆草原生态补偿标准的许多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也没有明确的规范，

补偿标准比较随意，严重影响新疆草原生态畜牧业发展。所以，确立合理的新疆草原生

态补偿标准是必要的和紧迫的，这有利于建立和完善新疆草原生态补偿机制，促进新疆

草原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

6．1新疆草原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原则

6．1．1制定新疆草原生态补偿标准的原则的必要性

草原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是一项复杂系统的工程，是一项繁琐的工作，同时草原生

态补偿标准的确定直接关系到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实施的效果，它是建立和完善草原生态

补偿机制的关键。⋯。草原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方法很多，所依据的原理也不相同，为了

使这些方法更好的确定补偿标准和更具有现实可操作性，有必要在确定新疆草原生态标

准时遵循一定的原则。

6．1．2动态变化原则

第一，经济是不断发展的，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良好生态环境的需求

会越来越增加：第二，草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草原生态环境特征是不断改变的“”；第

三，通过加强宣传教育，并真正考虑到牧民的利益，牧民的环保意识也是不断提高的。

所以，新疆草原生态补偿标准应是不断动态变化调整的，只有遵循这一原则才能制定出

可持续合理的新疆草原生态补偿标准。

6．1．3公平平等原则

所谓公平平等原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要公平地对待各利益相关方，尽力做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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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使补偿主体和补偿对象都能够接受，既要考虑受偿者的意愿，也要考虑补偿者的意愿：

二是草原生态补偿的建设地区和受益地区要实现同步发展，应当给予生态建设者一定的

补助；三是生态补偿要实现同代人的公平，也要确保代际之间的公平“⋯。

6．2新疆草原生态补偿标准的内容

新疆草原生态补偿标准的内容之一为，新疆草原生态补偿成本，所谓成本就是生态

补偿项目实施过程中损失者的保留效用，它是生态补偿标准制定的基础。生态补偿成本

又包括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发展成本“⋯。直接成本分为直接投入和直接损失，直接投

入是为保护和修复环境而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直接损失就是保护草原生态环境给

牧区政府和牧民带来的损失。机会成本被认为是目前确定草原生态补偿较为合理的方

法，主要就是补偿新疆草原由于实施草原生态保护政策而使得牧民和地区经济发展受到

的限制造成的损失。发展成本即为保护草原生态环境而牺牲的发展机会。

新疆草原生态补偿标准的内容之二为，新疆草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它是以

生态环境价值为基础的，以所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来确定生态补偿标准。可以从三

个方向确定补偿标准：提供者所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受益者所享受的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环境破坏者破坏的生态环境价值渤1。

新疆草原生态补偿标准的内容之三为，影响草原生态补偿标准的因素是多元的，也

是不断变化的，比如经济发展水平、民众的环保意识等，所以草原生态补偿标准是动态

发展的。

6．3新疆草原生态补偿标准存在的问题

第一，草原生态补偿的的影响因子是多样化的，它是生态效益、社会发展、经济运

行的协调，目前新疆的草原生态补偿标准的理论研究还比较薄弱，相关研究较少，对草

原生态补偿标准还缺少一个具体的规范，从整体看，草原生态补偿标准偏低，而偏低的

原因在于：补偿模式单一；补偿标准的一刀切现象的存在：对补偿依据认识不足；而补

偿主体和对象的不确定性和范围的不确定性也加剧了补偿标准确定的难度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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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新疆草原生态补偿标准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计算方法，主要是政府行政定价，

对于草原生态补偿标准的研究也不充分，目前新疆普遍存在草原生态补偿标准偏低的问

题，不合理的草原生态补偿标准也严重影响了草原生态补偿效果，不利于新疆畜牧业的

稳定发展。

第三，补偿资金的不足也是新疆目前草原生态标准标准存在的比较现实的问题，我

国的生态补偿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的。“，而新疆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地方政

府财政收入难以满足各种财政支出，新疆目前的生态项目基本都是采用财政支出的方式

补偿，依靠政府有限的财政资金只能投资非常有限的生态项目。

6．4新疆草原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基础与核算方法

新疆草原生态补偿一般是以货币方式衡量的，而确定草原生态补偿标准的重要参考

依据是草原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通过对目前草原生态补偿标准的分析，得出当前草

原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基础主要包括三种理论：价值论、市场理论、半市场理论。价值

理论主要是以生态环境价值为基础的，市场理论则以供求关系作为基础的，半市场理论

则是利用市场供给和需求分别确定标准。

新疆草原生态补偿标准的核算方法比较常见的主要包括三种，即机会成本法、市场

价格法以及重置成本法““。根据市场存在与否，可以将生态服务划为已经市场化的产品

和服务、准市场化的服务和无市场化的服务。已市场化的产品和服务的常用评估方法是

市场价值法，主要采用生产要素价格法；准市场化的服务通常的评估方法是替代市场价

值法，主要包括机会成本法、影子价格法、防护费用法、恢复费用法、资产价值法、旅

游费用法等几种具体评价方法；无市场化的服务主要采用假象市场价值法，具体评价方

法是条件价值法”“。

6．5新疆草原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

草原生态补偿的标准的确定是建立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的重点，而不同核算方法所计

算的生态补偿标准由于所依赖的理论方法的不同，其计算结果是有区别的拍“。若采用不

同的指标和不同的计算方法来估算新疆草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计算结果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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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谢高地提出的方法，见表6．1，新疆天然草地面积约为5725．88万公顷，占全

疆土地总面积的34．44％，其中可利用草地总面积4800．68万公顷，共分11个草地类，

25个草地亚类，131个草地组，以荒漠类草地面积最大，其次为低平地草甸类草地，计

算结果得出新疆草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约高达153．87亿美元”“。

表6-1 新疆草原生态价值估算

数据来源：“单位面积价值”般自谢高地辱．自然资源学，201l。

而如果根据Costanza等的方法，按照我国每公顷草地生态价值232为美元／年，则

新疆草原总价值为132．84亿美元。

若采用巩芳等提出的机会成本法测算，新疆的发展权限制的机会成本约为1039．24

亿元，新疆的可利用草场面积为76670．7万亩，所以新疆草原生态补偿标准约为每年每

亩135．55元。

综合以上计算结果得出，按照不同方法计算结果是存在一些差异的，所以应当将生

态服务价值作为参考值，并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对新疆草原生态补偿标准的上限和下限

都有一个评估。在实践中比较可行的选择是：将最低补偿标准确定为实施草原生态补偿

政策的机会成本和草原生态保护的人力、物力投入之总和，将最高补偿标准确定为草原

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与此同时要综合考虑新疆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牧民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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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现状以及草原生态环境的特征，不断对新疆草原生态补偿标准作出动态变化和调

整，以确定更加科学合理的新疆草原生态补偿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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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结论

第7章结论及建议

通过对新疆巴州地区和静县及沙湾县的实地调研，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入了解新疆生

态补偿各个方面的基本情况。

第一，通过对牧户的基本特征的分析了解到牧户的生活环境相对比较恶劣，生活水

平相对较低，如在交通、生活用水、电力使用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困难，牧户所在区域

交通不便利，离乡镇较远，部分牧户还用不上自来水，仅有65％的牧户用上了长电等。

第二，牧民的家庭收入多集中在1．10万元不等，其中有1．5万元要用于投资畜牧

业，主要用来购买饲料或其他等。与此同时，牧户用于日常生活及子女入学等生活方面

的支出也比较多，因此，部分牧民处于负债的状态。

第三，大多数牧民参与了政府组织的一项或多项草原保护建设项目，如禁牧、休牧

等，但牧民对项目的实施效果并不认同。牧民参与项目，通常得到的是实物补贴，很少

得到资金补贴，且补贴资金的金额较小，不能达到牧民的要求，对缓解牧民的经济困难

仅有较小的作用。这是牧民参与草原生态补偿的意愿较低的一个原因，而且由于牧民对

现有的草原问题认识不足，只有极少数的牧民愿意自发的去保护草原。

第四，通过Logistic模型具体分析了影响牧民参与草原生态补偿意愿的因素，其中

牧业收入、自主保护意愿和草原保护主体等因素与参与草原生态补偿的关系呈正相关关

系；草场流动意愿、牧业支出、气候变化和草场状况等因素与参与草原生态补偿意愿的

关系呈负相关关系。

第五，通过相关文献的积累可知：我国的生态补偿以政府为主导，但政府在生态补

偿存在办事效率低，监管不力等问题，因此需结合以上情况，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引

入市场交易机制，在政府指导和市场交易的相互作用下提高新疆草原生态补偿的效益。

第六，虽然我国关于生态补偿还未形成一个确定的标准，但研究借鉴国内外学者的

研究经验，确定参照Costanza等提出的方法，估算了新疆草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通

过现有的研究可知，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与实施是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需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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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员、牧民在信息公开的条件下共同努力。因此，为确定更为科学合理的新疆草原生

态补偿标准，一方面要对草原生态补偿的测算方法作更多的探讨和研究，同时要多方位

考虑相关因素，以原有研究为铺垫，深入探讨新疆草原生态补偿的具体标准和促进完善

新疆草原生态补偿机制。

7．2建议

第一，生态补偿政策需要继续完善，科学制定和落实有效的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系

统评价和诊断现有的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有效性和可行性，系统分析影响新疆草原生态

补偿建立和实施的各方面因素，仍然是今后新疆草原生态补偿政策落实的重要内容和努

力方向。

第二，将产业政策不断融入到生态补偿机制中，会达到更理想的生态环境治理效果。

草原草原生态补偿实质上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的重要手段，我国已提出了生

态经济、绿色GDP、循环经济等发展概念，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

的有机融合，在以后的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中有必要给予极大的关注。

第三，薪疆的生态环境相对比较脆弱、草原退化严重，因此，有效的草原生态补偿

政策是新疆畜牧业发展迫切需要的。有必要对现行的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

评价，对相关政策的有效性进行诊断，综合考虑自然、社会、经济等各方面因素并系统

分析，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现有政策的好坏缺少有效的评价体系，所以，应当建立一

个有效的评价系统来评价已有的生态补偿政策实施的效果。

第四，完善草原生态补偿法律法规。实践表明完善的法律法规是生态补偿政策有

效实施和取得效果的重要保障，由于我国立法环境的不完善和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

当前的法律法规难以为生态补偿提供完全有效的法律支撑。应该完善现有的草原保护

法律法规，以法律形式确定新疆草原生态补偿的形式、标准；以法律的形式确保各利

益相关者的权益，尤其是牧民的切身利益。总之，完善的法律法规有利于新疆草原生

态补偿更加规范、科学，补偿效果更加明显。

第五，优化草原生态补偿的经济制度。新疆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新疆草原生态补

偿也需要地方政府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给地方政府带来一定压力，资金不足和资金

3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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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单一是阻碍新疆草原生态补偿的重要因素。以下措施有利于解决新疆草原生态补

偿的资金问题，有助于实现新疆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一是建立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二是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三是实施有效的生态税政策，四是落实草原生态环境保

护奖惩制度，五是加大利用市场交易对草原生态补偿的力度，六是发展草原生态循环

经济。

第六，切实关注牧民利益。生态问题与民生问题是息息相关的，通过调研了解到，

牧区牧民的生活条件恶劣，生活环境较差，生活水平不高。而草原生态补偿政策虽给

当地牧民带来了额外的收益，但同时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因此，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应

更多的注重改善牧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使牧民真正认识到自己的草地保护行为是有益

的，使草原生态补偿真正给牧民带来利益，这对于改善当地的民生问题会有积极促进

的作用。总之，切实关注牧民利益是建立科学合理的新疆草原生态补偿机制所必须的。

第七，激发牧民参与草原生态补偿的积极性。牧民是保护草原的主体，其参与草

原生态补偿的行为很重要，直接关系到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成效。遗憾的是，新

疆草原生态补偿项目常常会忽视了牧民的作用，牧民对草原补偿方案的设计、制定的

参与度特别低，造成这一现象一方面由于我国的生态补偿项目多是以政府主导的：另

一方面由于新疆牧区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牧民环保意识较差。因此政府应提供一

些奖励措施或通过一些培训等来提高牧民的素质，提高牧民的生态环保意识，在项目

涉及及实施过程中要赋予牧民更多的话语权和自主选择权，从而提高牧民参与的积极

性，以提高新疆草原生态补偿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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