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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农业生态补偿典型案例剖析

王国成"唐增"高 静
#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 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甘肃 兰州

?!##9#

$

摘要!作为一种将生态环境外部的#非市场化的价值转化为对当地环境服务提供者的财政激励的创新性手段"生

态补偿为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了新途径$美国是世界上实施生态补偿较早的国家"在实施生态补偿方面建立了

完善的体系和方法"而我国在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因素方面与美国具有相似特性"因此"分析美国的农业生态补

偿对我国发展生态补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美国农业生态补偿的初衷是稳定农产品市场价格"在长期的发展

过程中"其已建立了健全的法律保障体系#动态的管理体系以及针对不同区域环境状况的差异化补偿标准$同

时"依据特定区域的环境指标进行层次明确#重点突出的优先补偿措施"也保证了其实现单位补偿资金效益最大

化的发挥"这些都为我国发展生态补偿提供了重要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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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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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

年代由于大规模土地开发造成的

黑风暴事件以来!美国政府逐渐认识到人类活动而

引发的环境问题的加剧!不断加强对自然资源和生

态环境的保护力度(

"

)

'美国农业部在保护和恢复森

林*农田及草地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与其他组织及

私人土地所有者合作!共同保护着美国
5(9$

亿
DR

9

的农场*牧场和私人林地(

9

)

'其下设的农场服务局

#

YKOR1EOT;CE,

F

E=C

M

!

Y1,

$和自然资源保护局

#

)KJBOK'+E<&BOCE<.&=<EOTKJ;&=1EOT;CE

!

)+.1

$

是实施生态补偿项目的主要机构!管理着全国近
5#

个与生态补偿有关的项目(

!>8

)

'

农业部实施的农业生态补偿措施主要包括
8

个

方面%在耕土地项目!退耕*休耕项目!农业用地保护

项目!以及湿地保护项目'本文以
8

类保护措施为

依据!分别以其对应的典型生态补偿项目为例!从项

目概况*补偿标准和效益分析等不同方面进行分析!

总结出美国农业生态补偿的机制*特点*经验和存在

问题!以期为我国发展生态补偿提供借鉴'

?

!"#$%&'()

?(?

!

项目概况
环境质量激励项目#

3=T;O&=RE=JK'ZBK';J

M

2=>

CE=J;TE<*O&

F

OKR

!

3Z2*

$是一项通过与实施水土保

持措施的农业生产者签订合约!向其提供资金和技

术支持的自愿性项目!由
"77$

年的+联邦农业促进

和改革法案,授权实施(

5

)

'其目的是促进农业生产

和林业管理*改善生态质量和优化环境效益'

3Z2*

是美国规模最大的针对在耕土地的农业生态补偿项

目!

9#"9

年授权财政资金达到
"?(5

亿美元(

$

)

'其

激励项目主要包括
8

个方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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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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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激励项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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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类型
-

MU

E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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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E

主要措施
[K;=

U

OKCJ;CE

空气质量激励

,;OZBK';J

M

2=;J;KJ;TE

减少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粉尘传播及温室气体排

放!节约能源!防止空气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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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KOJ;CB'KJERKJJEOK=Q

F

OEE=>

D&B<E

F

K<E<K=QC&=<EOTEE=EO

FM

(

种植覆盖作物*建设防风林*实施营养管理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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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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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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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RE=J

U

OKCJ;CE<(

农用能源激励

H=>YKOR3=EO

FM

2=;>

J;KJ;TE

降低农业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提高能源使

用效率'

+EQBCEE=EO

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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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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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F

O;CB'JBOK'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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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U

O&TEE=EO

FM

EPP;>

C;E=C

M

(

制定农业能源管理计划或进行农业能源核

查!提出节约能源的建议'

\ETE'&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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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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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O;CB'JBOK'3=EO

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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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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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

C&=<EOTKJ;&=OEC&RRE=QKJ;&=<(

季节性管道设备建设

激励

1EK<&=K' ];

F

D -B=>

=E'2=;J;KJ;TE

延长作物生长期!提升作物和土壤质量!减少养

分富集和农药使用!减少运输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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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生产者设计并建造具有架空管道*钢架

结构和塑料覆盖的农业生产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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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作物种植激励

HO

F

K=;C2=;J;KJ;TE

减少有机作物生产对环境的威胁!提高生产过

程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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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于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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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Z2*

规定!参与项目的土地必须为农业用地'

具有合格土地的生产者需要提交一份保护计划!以

获得项目补偿(

4

)

'通过分析项目效益!

)+.1

设定

优先权以科学地对不同程度环境问题的解决进行排

序!并以此为基础设定相应指数对项目执行机构的

资金进行分配'依据各州技术委员会的建议!执行

机构确定补偿资金优先分配区域*分配方案*保护措

施以及不同地区的补偿标准'申请通过后!

)+.1

与参与项目的生产者签订
5

#

"#

年的合约!并以此

为基础进行补偿资金的发放(

7>"#

)

'

?(E

!

补偿标准

3Z2*

的补偿由成本分担*技术扶持和资金激

励
!

部分组成!其中成本分担是最主要的部分'农

业部支付不超过保护措施
?5_

的成本!并适当提高

对弱势群体的支付比例'项目并未对生产者获得的

技术补助数量进行规定!而资金激励则是为鼓励生

产者实施土地管理措施而给予其一定数量的必要奖

励(

""

)

'

除面临环境问题的单位和个人外!

3Z2*

还对

实施创新性保护措施且至少一半的配套资金来源于

非政府组织的机构给予补助(

"9

)

'同时!参与项目的

土地所有者如果收入结构和水平超过一定限制或接

受其他保护项目资助!便不再享有接受
3Z2*

补偿

的权利(

"!

)

'目前!每个单位或个人通过合约所能得

到的最高补偿金额为
!#

万美元'

?(F

!

效益分析

3Z2*

为低收入生产者提供了较高的补贴和

成本分担!并在节约能源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方

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促进了农牧民生产生活条

件的改善'而在环境效益方面!其在改善土壤*水

质和野生动物栖息地方面也达到了良好的效果(

"8

)

#表
9

$'

E

!"*+,()

E(?

!

项目概况
环保 休 耕 项 目 #

.&=<EOTKJ;&= +E<EOTE*O&>

F

OKR

!

.+*

$是一项通过提供补偿鼓励农民自愿采

取措施改善植被质量!并实行临时退耕的保护项目!

由
"745

年通过的+食品安全法案,设立'项目设立

之初主要为应对当时农产品市场的低迷状况和日益

严重的环境问题!后来逐步上升到保护国家自然资

源的战略层面(

"5

)

'

.+*

被分为
5

个不同的子项目

#表
!

$!其中普通签约项目占有较大比重(

"$

)

'目前

.+*

休耕规模约
""4$

万
DR

9

!年资金预算近
9#

亿

美元!占所有政府资助的土地保护和休闲项目的近

"

"

!

!是最大的由联邦政府资助的农业生态补偿项

目(

"?

)

'

!!

.+*

每年有一次开放申请机会!合格土地生产

者需提交申请以获得补偿(

"4

)

'

"77"

年后!为保证项

目实施的公正性及项目目标的实现!

.+*

引入环境

效益指数#

3̀2

$对候选土地进行评分!同时!基于对

不同地区环境状况建立不同的评价标准!并依此排

序以确定补偿资金的发放次序(

"7>9#

)

'此外!项目规

定即将到期的土地具有优先加入权!农民可以选择

到期续约或未到期终止合约!但违约需返还政府给

予的成本补偿并支付年租金
95_

的罚款(

9"

)

'

表
E

!

@

A

#B

主要环境效益

C%:6'E

!

G%+9'9D+3,97'9(%6:'9'-+(&,-@

A

#B a"#

$

DR

9

主要效益

[K;=E=T;O&=RE=JK'NE=EP;J<

年份
bEKO

9##4 9##7 9#"# 9#"" 9#"9

改善水质的土地

0K=QK

UU

';EQJ&;R

U

O&TEXKJEO

^

BK';J

M

5(77 5(4? 5(?5 5(4? $(8?

改善土壤耕地

.O&

U

'K=QK

UU

';EQJ&;R

U

O&TE<&;'

^

BK';J

M

9(9? "(78 "(78 "(4$ "(78

保护和改善资源基础的放牧地和林地

AOKS;=

F

K=QP&OE<J'K=QK

UU

';EQJ&

U

O&JECJK=Q;R

U

O&TEJDEOE<&BOCENK<E

$(48 $(7$ ?(#4 $($# $(5$

提升鱼类和野生动物栖息地质量的非联邦政府土地

)&=>YEQEOK''K=QK

UU

';EQJ&;R

U

O&TEP;<DK=QX;'Q';PEDKN;JKJ

^

BK';J

M

"(78 9("# 9(8! "(78 9(#9

资料来源于美国农业部
9#"9

年度预算'

1&BOCE

%

/(1(\E

U

KOJRE=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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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

!

$HB

子项目

C%:6'F

!

0):

8

3,

2

3%7&,-$HB _

子项目类型
!!

1BN

U

O&

F

OKR<J

MU

E

!!

主要对象
!!!!!

[K;=&N

:

ECJ

!!!!!

占签约总数

1;

F

=;=

F

OKJ;&=

占签约面积

,OEKOKJ;&=

占支付金额

*K

M

RE=JOKJ;&=

普通签约项目

AE=EOK'1;

F

=B

U

某一农场的全部土地或整个农场

@D&'EP;E'Q<&OE=J;OEPKOR<(

5#(# 44(# ?5(#

续约项目

.&=J;=B&B<1;

F

=B

U

位于需要优先采取保护措施区域的土地'

0K=Q<'&CKJEQ;=XDEOED;

F

D>

U

O;&O;J

M

C&=<EO>

TKJ;&=

U

OKCJ;CE<KOE=EEQEQ(

8#(# 4(! "5(#

环保休耕强化项目

.&=<EOTKJ;&= +E<EOTE 3=DK=CE>

RE=J*O&

F

OKR

农民的部分或全部土地'

*KOJ;K'P;E'Q<K<XE''K<XD&'EP;E'Q<(

7(# !(5 4(5

可耕作湿地项目

YKORKN'E@EJ'K=Q*O&

F

OKR

位于湿地或缓冲区地带的土地'

0K=Q<'&CKJEQ;=XEJ'K=Q&OO;

U

KO;K=NBPPEO<(

"(# #(9 "(!

紧急森林环保休耕项目

3REO

F

E=C

M

Y&OE<J.&=<EOTKJ;&=

+E<EOTE*O&

F

OKR

墨西哥湾因飓风灾害而遭受木材损失的土

地所有者'

0K=Q&X=EO<XD&'&<JJ;RNEO;=JDEAB'P&P

[EV;C&QBO;=

F

DBOO;CK=E<(

6 6 #(9

资料来源于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局网站'

1&BOCE

%

/(1()KJBOK'+E<&BOCE<.&=<EOTKJ;&=1EOT;CEXEN<;JE

!

DJJ

U

%""

XXX(=OC<(B<QK(

F

&T(9#"!(#9(

E(E

!

补偿标准

.+*

的补偿由土地租金和成本分担两部分构

成'其中土地租金基于各县的地租水平和相关土地

产量决定!而成本分担则根据实施项目的具体成本!

由政府补给农民不超过实施植被保护措施成本

5#_

的资金补偿(

99

)

'

.+*

预算的主要部分为支付

给农民的地租!

"74$69##?

年!年平均地租支付占

据资金总量的
48(5_

'目前!

.+*

项目的平均地租

水平约为每
5#

美元-

DR

69

(

9!

)

'同时!为鼓励在项

目土地上实施促进资源发展的合理措施!

9#"9

年农

业法案规定开始对
.+*

提供激励补偿(

98

)

'

E(F

!

效益分析

.+*

的效益主要体现在环境效益和休闲效益

分析上'在环境效益方面!项目修复湿地面积自

9##?

年以来始终维持在
4#

万
DR

9 以上!有效保护

了野生动物栖息地'据
Y,1

估计!

.+*

使项目区

域内野生家禽的数量得到明显提升'同时!休耕在

减少水土流失及污染物质排放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

用(

95

)

'到
9#""

年!加入
.+*

项目的土地达到

"954($

万
DR

9

!这些土地每年减少水土流失
!(95

亿
J

!使氮*磷排放及沉积物减少约
45_

!同时吸收

了
88##

万
J.H

9

(

9$

)

'

在休闲效益方面!

.+*

为人们提供登山*狩猎

和钓鱼场所!并对
.+*

以外的区域产生外溢影响'

据估计!加入
.+*

的每公顷土地能够产生近
"5

美

元的休闲价值'

"7796"775

年!

.+*

每年产生的休

闲效益达到
5(55

亿美元(

9?

)

'

F

!-./01*2()

F(?

!

项目概况
农牧场土地保护项目#

YKORK=Q+K=CD0K=Q<

*O&JECJ;&=*O&

F

OKR

!

Y+**

$起源于
"77$

年由+联邦

农业促进和改革法案,设立的农田保护项目#

Y**

$!

目的是通过资助合格机构购买私有土地的地役权!

保护那些在城市化过程中受到威胁的高产*优质*高

效土地(

94>97

)

'主要特点在于
)+.1

并不直接参与

对土地地役权的购买!而是为其他机构购买保护地

役权提供便利及配套资金(

!#

)

'到
9##?

年!已经有

分布于
87

个州的
8##

多家机构共
9"($

万
DR

9 土

地加入了这一项目(

!"

)

'

)+.1

通过资助合格的机构对地役权的购买来

实施
Y+**

!并对合格的土地和机构进行了严格的

条件限制(

!9>!!

)

'为通过审核!合格的机构必须制定

与保护项目一致的管理计划!维持监督和执行保护

地役权所需的能力和资源!并制定保障项目正常运

行的政策和程序!同时接受农业秘书处每
!

年一次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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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审核!与合格机构签署限定其使用成本分担资金

的协议(

!8

)

'

F(E

!

补偿标准

Y+**

主要利用资金补偿的形式进行地役权购

买'农业法案规定!秘书处应向合格机构提供成本

分担扶助!以帮助其购买合格土地的农用价值及其

他保护价值'其中!

)+.1

出资不能超过地役权及

其他权益市场价值的
5#_

!合格机构出资不能少于

95_

!其余由土地所有者承担'农业法案将项目规

模限制在
$(44

万
#

"!(?$

万
DR

9

!资金限制在
!5##

万美元以内(

!5

)

'

F(F

!

效益分析

Y+**

的效益主要体现在对优质农业用地的保

护方面#表
5

$'目前!每年得到项目保护的高产*优

质*高效的美国耕地面积达到
98###DR

9

!而自

9##4

年以来!项目保护的美国优质耕地已累计达到

"#

万
DR

9

'通过对现有农业土地的维护!项目稳定

了农产品的供给和市场价格水平!促进了美国农业

的发展'

I

!31*2()

I(?

!

项目概况
湿地保护项目#

@EJ'K=Q+E<EOTE*O&

F

OKR

!

@+*

$

由+食品*农业*保护及贸易法案,设立(

!$

)

!是一项通

过购买地役权来限制危害湿地环境的自愿性项目'

)+.1

对加入项目的土地进行严格的条件限制!要求

地役权必须和保护计划相一致!允许合理的利用项目

土地!但禁止对野生动物栖息地进行开发(

!?

)

'自

"779

年计划实施以来!年加入
@+*

计划的土地数量

以每年超过
8

万
DR

9 的速度稳定增长(

!4

)

'

土地所有者申请加入
@+*

有
!

种选择%永久

地役权*

!#

年地役权*恢复成本分担协议#表
8

$'收

到申请后!

)+.1

会实地收集数据!进入排序程序!

并制定保护计划(

!7

)

'以永久地役权方式加入项目

的土地享有优先加入权利(

8#

)

'

@+*

规定每个县加

入项目的土地数量不能超过
"#_

'秘书处有权与

各州*政治分部*公共或私人组织及其他个人签订合

作性的协议!以促进
@+*

的实施(

8"

)

'

表
I

!

JHB

加入方式

C%:6'I

!

C>'

8

%3(+5+

8

%(+,9-,37,-JHB _

加入方式
!!!

*KOJ;C;

U

KJ;&=P&OR

!!!

主要对象

[K;=&N

:

ECJ

签约比例

1;

F

=;=

F

OKJ;&=

面积比例

,OEKOKJ;&=

支付比例

*K

M

RE=JOKJ;&=

永久地役权

*EORK=E=JEK<ERE=J

停止耕作*放牧*林业等活动!而采取永久性

契约规定措施的土地'

0K=Q< X;JDQOKX PO&R PKOR;=

F

!

OK=CD;=

F

!

K=QP&OE<J;=

F

;=J&C&=<EOTKJ;&=

U

OKCJ;CE<(

??($ 47(4 ?8(5

!#

年地役权

!#>

M

EKOEK<ERE=J

至少休耕
!#

年的土地'

0K=Q<OEJ;O;=

F

PO&RK

F

O;CB'JBOEP&OKJ'EK<J

!#

M

EKO<(

"!(! ?(7 "!(?

恢复成本分担协议

+E<J&OKJ;&=C&<J><DKOE

最短为
"#

年!与土地所有者签订合约来重

建退化和失去功能和价值的湿地'

,J'EK<J!#

M

EKO<

!

J&OEE<JKN';<DQE

F

OKQEQ&O

'&<JXEJ'K=QPB=CJ;&=<K=QTK'BE<(

7(9 9(8 ""(4

I(E

!

补偿标准

@+*

支出水平由加入项目的土地规模决定'

)+.1

根据各州上一年度的项目表现和环境状况等

指标进行资助资金的分配'作为保护地役权的补

偿!秘书处应支付土地市场价值*参照区域的土地价

值水平或土地所有者要价的最低者(

89

)

'对期限短

于
!#

年的地役权和恢复成本分担协议提供
5#_

#

?5_

的成本分担!而对永久性地役权提供
?5_

#

"##_

的成本分担'少于
5#

万美元的地役权支付在

!#

年内平均支付&超过
5#

万美元的在
5

#

!#

年内

支付'依据成本分担协议!每年支付给个人或合法

团体的资金不得超过
5

万美元(

8!

)

'

I(F

!

效益分析

@+*

的效益主要体现在生态方面!它减少了水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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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9#"8

土流失!提高了土壤质量!降低了化学元素对河流的

污染!提升了水质'自
9##4

年以来!项目累计修复

湿地近
!###

万
DR

9

!实现了良好的生态效果'同

时!

@+*

使得项目区内土壤及植物的汇碳能力大大

提升!并起到调节径流和存蓄水源的作用!降低了洪

水灾害的发生'此外!

@+*

还为野生动物提供了栖

息的场所!保护了许多濒危的野生动物和水鸟'

];CW<

(

88

)和
]KOO;<

等(

85

)的研究认为!通过
@+*

项

目建设的不受干扰的湿地环境与天然野生动物栖息

地具有同样效果'

K

!456-789:;()<=>

K(?

!

美国农业生态补偿机制解析
美国农业生态补偿项目始于

"7

世纪
!#

年代的

土地休耕!经过
4#

多年的发展!目前已建立了比较

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图
"

$'

图
?

!

美国农业生态补偿机制

L+

2

/?

!

G'5>%9+&7,-./0/%

2

3,4'5,6,

2

+5%65,7

8

'9&%(+,9

!!

美国农业生态补偿项目主要是由每
5

年修订一

次的农业法案设立的!同时由联邦及各州环境法案*

规章保证实施'通过农业部下设的分支机构与其他

组织和私有土地所有者合作!以契约的形式限定土

地的使用和发展权!将土地用于有利于环境保护的

生产方式'项目执行机构设定项目目标和区域!并

进行实地调查!参照由技术部门指导制定的环境评

价标准对环境和项目实施状况进行评价'一方面依

据市场和土地生产水平及生产者的机会成本和发展

成本制定针对不同区域的补偿标准!按照执行机构

设定的方式进行资金支付!另一方面对当前环境状

况进行反馈以确定下一个农业法案的补偿项目目

标!最终实现补偿机制的良性循环'

K(E

!

美国农业生态补偿项目的特点及主要经验
美国农业生态补偿是为应对经济危机引发的农

产品市场价格下降和大规模的沙尘暴而通过休耕的

形式发起的!目前!虽然其主要作为生态保护项目而

存在!但仍是农业部稳定农产品市场的重要工具!并

受到美国农业政策的影响#表
5

$'通过联邦农业法

案与地方环境法规的有机结合!其建立了健全的法

律体系'而自愿加入的原则和竞争申请机制!使得

政府在掌握项目主动权的同时!提高了公众参与的

积极性'同时!通过遍布全国的办公网络对项目实

施状况进行及时监控和反馈!并参照联邦及各州技

术委员会等部门的建议!制定相应的评价标准对项

目实施效果进行评价!建立以效益为核心的评估体

系和违约惩罚体系!使得美国农业生态补偿项目建

立了动态的管理体系!保障了项目的顺利实施(

8$

)

'

此外!针对不同区域环境问题和社会状况!在不

同历史时期形成的各个美国农业生态补偿的典型案

例也各具特色#表
$

$'对补偿范围和对象设定不同

的条件限制!有针对性的因地制宜采取多样化的补

偿方式和标准!充分保障了项目运行的科学性'同

时!在生态敏感区域的土地得到优先补偿的同时!引

入相应评价指数对土地进行评分排序!提高了补偿

标准的时效性和规范性!有效提高了单位补偿资金

的实施效率(

8?

)

'

#7""



#$

"

9#"8

草
!

业
!

科
!

学 #第
!"

卷
#$

期$

表
K

!

美国典型农业生态补偿的相同点

C%:6'K

!

0+7+6%3+(+'&,-./0%

2

3,4'5,6,

2

+5%65,7

8

'9&%(+,9(

<8

+5%65%&'&

类项
2JER

!!!

相似点
1;R;'KO;J

M

法律体系

0E

F

K'<

M

<JER

以联邦农业法案为基础!各州相应环境法案支撑'

K̀<EQ&=PEQEOK'PKORN;''

!

<B

UU

&OJEQN

M

JDEC&OOE<

U

&=Q;=

F

<JKJE<E=T;O&=RE=JK'OB'E<(

项目目的

A&K'

保护生态环境!稳定农产品市场价格'

*O&JECJJDEEC&'&

F

;CK'E=T;O&=RE=J

!

WEE

U

JDEK

F

O;CB'JBOK'RKOWEJ

U

O;CE<(

评价体系

3TK'BKJ;&=<

M

<JER

参照联邦及各州技术委员会等部门的建议!制定相应的评价标准对项目土地和实施效果进

行评价和监控'

+EPEOJ&JDEOEC&RRE=QKJ;&=<&PPEQEOK'K=Q<JKJE-ECD=;CK'.&RR;JJEEK=Q&JDEOQE

U

KOJ>

RE=J<

!

QETE'&

U

K

UU

O&

U

O;KJEETK'BKJ;&=CO;JEO;KJ&ETK'BKJEK=QR&=;J&OJDE

U

O&

F

OKR<c'K=QK=Q

EPPECJ(

参与方式

*KOJ;C;

U

KJ;&=XK

M

生产者自愿加入!以合约的方式对土地生产方式进行限制'

*O&QBCEO<

U

KOJ;C;

U

KJE;=JDE

U

O&

F

OKRT&'B=JKO;'

M

!

X;JDJDEC&=JOKCJ<J&';R;JJDEXK

M

&P

U

O&>

QBCJ;&=&P'K=Q(

表
M

!

美国典型农业生态补偿项目的不同点

C%:6'M

!

!+--'3'95'&,-./0%

2

3,4'5,6,

2

+5%65,7

8

'9&%(+,9(

<8

+5%65%&'&

类项
!!

2JER

!!

环境质量激励

项目
3Z2*

环保休耕

项目
.+*

农牧场土地保护

项目
Y+**

湿地保护
!!

项目
@+*

!!

适用范围

+K=

F

E&P

K

UU

';CKJ;&=

所有在耕土地

,'''K=Q;=PKOR;=

F

环境敏感区域的耕

地*草地等

3=T;O&=RE=JK''

M

<E=<;>

J;TEKOEK<(

优质土地

];

F

D

^

BK';J

M

'K=Q<(

与耕作有关湿地

@EJ'K=Q<K<<&C;KJEQ

X;JDPKOR;=

F

(

补偿方式

.&R

U

E=<KJ;&=

XK

M

成本分担!资金*技术

补偿

.&<J><DKOE

!

P;=K=C;K'

K=QJECD=;CK'C&R

U

E=>

<KJ;&=

地租补偿*成本分担

+E=J C&R

U

E=<KJ;&=>

.&<J><DKOE

资金补偿

Y;=K=C;K'C&R

U

E=<KJ;&=

地役权购买*成本分担

3K<ERE=J

!

.&<J><DKOE

补偿依据

.&R

U

E=<KJ;&=

NK<;<

保护措施成本

*O&JECJ;&= REK<BOE<

C&<J

土地产量及市场价值

*O&QBCJ;&=K=QRKOWEJ

TK'BE&P'K=Q

土地机会成本

H

UU

&OJB=;J

M

C&<J&P

'K=Q

土地机会*保护措施成本

H

UU

&OJB=;J

M

K=Q

U

O&JECJ;&=

C&<J

运行机制

H

U

EOKJ;&=

RECDK=;<R

)+.1

负责管理

,QR;=;<JEOEQ

N

M

)+.1

Y,1Y

负 责 管 理!

)+.1

给予技术支持

,QR;=;<JEOEQN

M

Y,1

!

)+.1

F

;TE<JECD=;CK'

<B

UU

&OJ

)+.1

为机构取得地

役权提供支持

1B

UU

&OJEQN

M

)+.1

)+.1

直接参与地役权购

买

)+.1

U

BOCDK<EJDE

EK<ERE=JQ;OECJ'

M

K(F

!

美国农业生态补偿项目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美国典型农业生态补偿案例的研究可以

看出!经过
4#

多年的发展!美国农业生态补偿建立

了完善的体系!并在稳定农产品价格的同时达到了

环境保护的效果'但是在充分发挥作用的同时!也

存在一些局限!具体表现在%

首先!自愿的加入方式和市场化的补偿方法容

易受到农产品市场价格和农业政策的影响!引起项

目规模的较大波动'过去
!

年!美国农业部通过作

物保险*农业信贷等农业扶持政策向农民支付了近

!9#

亿美元的资金(

84

)

!严重限制了补偿项目对生产

者的吸引力(

87

)

'

9#"9

年!

.+*

有
9$!

万
DR

9 的项

目土地将到期!受农产品市场价格变化的影响!如果

这些到期土地退出计划!将对美国农业造成很大影

响!并使好转的生态环境再次面临威胁'

其次!由于实行较高的补偿标准!并在补偿项目

"7""



*+,-,./0-/+,01.23).3

#

%&'(!"

!

)&(#$

$

#$

"

9#"8

的实施过程中!动态的管理监控体系和运行机制需

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维持运行!导致项目

成本的大幅提高!给美国财政带来一定程度的压力'

由于财政赤字!奥巴马政府
9#"!

年的预算中!保护

项目的资金比上年减少约
?

亿美元'而未来
"#

年!

美国政府预计将减少
!9#

亿美元对农业的直接支付

以降低赤字(

5#>5"

)

'这不仅影响到项目实施!而且大

量申请积压的状况也会打消参与主体的积极性'

再次!受制于技术水平的限制*项目实施对农产

品市场价格影响的不确定性(

59

)以及生态保护项目

外部性的不可测性!虽然对补偿项目环境效益的某

些方面进行量化已经实现!但还无法对项目实施的

整体效果进行准确地评价'如景观层面相关地理信

息的缺失!使得
@+*

缺乏对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

污染物质降解等复杂项目效果的准确评估(

5!

)

'

最后!虽然推行多样化的补偿方式!并制定了较

高的补偿标准!但受经济体制和社会发展状况的影

响!美国农牧民的土地规模存在较大差异!这必然导

致补偿资金向大农场主富集!进一步加剧农牧民之

间的经济不平衡!引发社会分配不公等问题(

58

)

'

M

!?@

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了包括草原生态补偿制

度*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水资源和水土

保持生态补偿机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制

度及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责任制度在内的生

态补偿制度框架!使我国生态恶化态势得到初步

遏制'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生态补偿条例和专

门性法律法规的缺失!补偿机制的运行缺乏市场

化的操作方法!统一性的较低补偿标准缺乏对补

偿区域农牧民机会成本和发展成本的考虑!片面

追求规模化而缺乏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域的优先保

护!以及缺乏动态的管理监督体系和评价体系等

问题依然突出!使我国生态环境.局部改善!整体

恶化/的状况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扭转'目前!我国

生态补偿建设刚刚起步!通过借鉴美国等发达国

家在实施生态补偿过程中的经验和不足!有助于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解决这些问题!实现补偿资源

的合理配置!并最终促进生态资源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实现'同时!也应看到!我国与美国在市场化

水平与社会体制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在总体把握

美国农业生态补偿运行机制的基础上!必须对其

补偿方式*标准和监管体系等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以总结经验!探索出符合我国国情和客观发展实

际的补偿模式!最终建立健全的生态补偿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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