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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流域生态补偿制度的建设是保护水资源，提高流域治理效率的重要举措。本文从完善制

度角度出发，探讨了我国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存在的问题和建议，希望可以促进我国流域生态补偿制度的完

善，实现流域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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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she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ystem in China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protect water resources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watershed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rfecting 
the system,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oblems and suggestions of watershe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ystem in 
China, hoping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watershe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ystem in China and realize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wate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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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面临着较为严峻的生态环境持续

改善压力，尤其是太湖、长江、黄河等关系国计民

生的关键性河流部分地区存在的水资源短缺、水污

染和生态系统退化等突出问题。为了保护和恢复流

域生态环境，我国一直在探索建立一套完善健全的

生态补偿制度。生态补偿作为一种经济手段，在督

促加强流域生态系统保护的同时，为流域内各相关

方提供了公平合理的补偿机制。本文通过借鉴国内

外的成功经验，结合国情，尝试提出一系列针对性

策略和措施，希望能够为我国流域生态补偿制度的

改革与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推动我国流域

生态环境治理高质量发展。 
1 当前我国流域生态环境存在问题 
1.1 流域治理相关法律法规尚待完善，监管力

度不够造成流域治理效率低下 
流域治理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是解决流域生态

环境问题的关键之一。尽管我国已经有了一些法律

法规用于保护和治理流域生态环境，但在实际执行

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订

相对滞后，未能及时跟上流域生态环境治理的需求。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环境压力的增加，流域生态

环境问题日益突出，需要及时制定和修订相关法律

法规来应对新情况、新挑战。然而，由于立法程序

相对繁琐和耗时，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订相对滞后，

导致无法及时解决当前流域生态环境问题。其次，

一些法律法规的具体细则和配套措施还不够完善，

导致实施时存在模糊和不确定性。法律法规的实施

需要具体的实施细则和配套措施来加以具体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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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目前在流域治理方面还存在一些缺失。例如，对

于流域生态环境的监测、评估和治理方法的具体规

定还比较模糊，缺乏统一的操作标准和指导文件。

这导致在实际实施中，不同地区和部门对法律法规

的理解和执行存在差异，治理效果不一致。监管力

度不够是导致流域治理效率低下的另一个关键原

因。尽管我国政府加大了对流域生态环境治理的力

度，但在监管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监

管部门的职责分工不明确，导致监管工作的重心和

力量分散。流域生态环境涉及多个部门和层级，但

目前监管部门的职责划分和协作机制还不够明确和

高效。这导致一些问题无法得到及时解决，治理工

作难以形成合力。其次，一些监管措施执行不力，

监督检查和处罚力度不够。流域治理需要对违法行

为进行监督和惩处，但目前在一些地区和领域，监

管措施执行不力，监督检查和处罚力度不够。一些

企业和个人对流域生态环境的破坏行为得不到有效

制止，导致流域治理效果不尽如人意[1]。 

 

图 1  排水管示意图 

1.2 流域治理体系尚不成熟 
流域治理体系尚不成熟。流域治理需要涉及多

个部门、多个地区和多个利益相关方的协同合作。

然而，目前我国的流域治理体系还不够完善，存在

部门之间协调不畅、信息共享不充分等问题。缺乏

一个统一的流域治理机制和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

导致流域治理工作难以顺利推进。流域治理涉及的

问题往往具有复杂性和综合性，需要多个部门协同

合作，但目前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还不够紧密。

部门间职责划分不清，工作推进缓慢，难以形成整

体的流域治理效果。此外，信息共享不充分也是流

域治理体系存在的问题之一。流域治理需要大量的

数据和信息支持，但不同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信息

共享机制，导致信息断片化，难以形成全面的治理

策略和决策。长期的流域治理效果较不稳定。流域

治理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涉及到生态系统的

恢复和调整。然而，由于一些外部因素的干扰和内

部因素的变化，流域治理的效果往往不够稳定。一

些治理成果在短期内可能会出现逆转，需要持续不

断地进行监测和管理，以保持流域生态环境的稳定

和可持续发展。 
1.3 流域治理相关专业技术、设施和人才缺失 
流域治理相关专业技术的缺失是流域生态环境

治理面临的一大挑战。流域治理需要应用现代科学

技术来解决复杂的生态问题，例如水质监测与净化

技术、土壤修复技术、生态系统恢复与保护技术等。

然而，目前我国在某些专业技术领域仍存在欠缺或

滞后的情况。首先，在流域水质监测与净化技术方

面，一些新兴污染物和微量化学物质的检测和治理

技术仍需进一步研究和发展。此外，针对不同流域

的特殊水环境问题，如水源地保护、湿地保护与修

复等方面的专业技术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和完善。其

次，土壤修复技术在流域治理中也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针对不同类型的土壤污染和退化问题，需要

开发出更多有效的土壤修复技术，并进行实地验证

和应用。此外，土地利用规划和管理方面的专业技

术也需要不断提升，以确保流域土地资源的合理利

用和保护。除了技术方面的挑战，流域治理还面临

着人才缺失的问题。流域治理需要专业的人才队伍，

包括流域管理、生态环境监测与评估、水资源管理

等方面的专业人才。然而，目前我国在流域治理相

关领域的高级专业人才相对不足，特别是在跨学科

综合研究和综合管理能力方面的人才供给相对不

足。 

 

图 2  污水排放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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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实践 
2.1 河流生态保护税 
美国作为拥有发达经济和完善环境保护制度的

国家，在流域生态补偿制度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具有代表性的是河流生态保护税制度。河流生态保

护税是一种对污染源和水资源使用者征收的税费，

主要用于河流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税费主要

根据污染物排放情况、水资源利用情况进行核算，

具有较高的灵活性和差异化。制度设计初衷在于通

过经济手段激励和引导各个主体落实好污染源减排

和水资源节约利用；所征收的税费被用于资助河流

生态保护项目，包括鱼类等水生生物保护、湿地修

复、水体环境质量改善等。力图通过税收制度来引

导、激发企业和个人的环保意识，促进全社会的生

态环境友好型生产和消费方式的转变。 
2.2 水资源利用费用分摊制 
欧洲在流域生态补偿制度方面也开展了系列实

践，具有代表性的是水资源利用费用分摊机制。制

度以“用户付费”为原则，向水资源使用者收费，

分摊水资源利用成本。相关收益同样用于水生态环

境改善、生态系统修复等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水资

源管理方面。与美国等其他实践不同，该制度具有

收费方式灵活，根据不同水资源和利用方式差异化

收费；资金用途明确，主要用于水生态方面；费用

使用公开透明，注重公众参与，鼓励公众监督[2]。 
2.3 其他案例分析 
流域生态补偿制度作为规范流域生态保护的重

要政策引导，诸多国家或地区都开展了相关实践。

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建立流域管理委员会，并制定

流域管理计划，实施相关保护；厄瓜多尔建立信用

基金补偿制度促进流域保护，由最初向生活用水、

工业和农业用水户征收，后在实践过程中逐步完善。

诸多案例均根据国情和地方特点进行谋划、实施，

过程中一般很注重政府引导和监管，并加强公众参

与和信息公开。同时，在制度的实施过程中也很注

重平衡各方利益，确保补偿的公平、公正和有效。 
3 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完善建议 
3.1 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建立健全流域生态补偿法律依据是开展补偿工

作，包括明确补偿目标、原则、方式等具体要求的

先决条件。一方面，统筹谋划、全面推进流域生态

保护补偿制度及相关领域改革，加强各项制度的衔

接配套。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包括完善市场交易机

制，拓展市场化融资渠道，探索多样化补偿方式；

完善相关领域配套措施，包括加快法治建设，完善

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发挥财税政策调节功能；制定

实施方案和细则，清晰界定各方权利义务，包括明

确补偿对象、规范补偿方式、设定补偿标准等，实

现受益与补偿相对应、享受补偿权利与履行保护义

务相匹配。另一方面，落实主体责任，履行各方义

务。建立健全流域生态补偿考评体系，加强考评结

果运用，严格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重点强化各

地政府主体责任意识，梳理正确的政绩观，压实生

态环境保护责任，严格实行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推动补偿改革任务落实落细。同时，生态保护地区

所在地政府应统筹流域保护补偿资源，杜绝边享受

补偿政策、边破坏生态环境；生态受益地区要自觉

强化补偿意识，积极主动履行补偿责任[3]。 
3.2 开展流域生态系统整体规划 
流域生态补偿的最终目的是保护流域生态系

统，因此必须着眼于维护整个流域生态系统的健康

和安全，综合考虑工业企业、农业、生活等各相关

要素可能对流域生态产生的影响。开展整体规划，

统筹实施相关保护举措已经逐步成为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的方式，尤其是国家提出美丽中国、碳中和碳

达峰等国家战略以来，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工作方式

成为重要工作理念。在市域尺度，一方面，流域生

态系统整体规划主要是指区县之间的协调治理、保

护，以及对治理目标的提出和考核，需要上级生态

环境、发改、财政等部门统筹协调；另一方面，流

域生态系统规划必定涉及周边工业园区、农田、居

民集聚区等要素的协同治理，因此需要综合考虑对

流域水生态环境有重大影响的社会、经济要素，将

其一并纳入规划中，才能确保规划的全面谋划、全

面保护、全面治理目标的达成。 
3.3 引导鼓励公众参与政策实施 
保障公众知情权，做好政策宣贯是推进政策落

地实施的重要环节。一方面，建立健全政策公开制

度。在地方政府网站及时公开流域生态补偿相关法

规、规章、政策性文件、政策解读、图解、视频、

政策问答等，确保信息的透明度和公开性，以及公

众可以清晰了解到补偿制度的原则、目标、实施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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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等，增加对政策的理解和支持[4]。另一方面，提

高公众的认知参与度。开展教育和宣传，如，举办

讲座、培训班、纪念日宣传活动等，向公众普及生

态补偿的政策内涵、重要性；开展公众听证会、问

卷调查等方式征求公众意见，引导其参与政策决策、

实施。“群众是最好的裁判员”，公众意见事关社

会整体发展和其切身生活，让公众参与政策决策，

才能让政策决策制定、政策实施更透明化。 
4 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流域生态补偿制度的建设是一

个复杂而艰巨的任务。通过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开展流域生态系统整体规划、引导鼓励公众参与政

策实施，可以逐步完善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实现生

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湘湖职称。希

望本文的思考和建议能够为我国流域生态补偿制度

完善提供有益的思考，为美丽中国建设、碳达峰碳

中和战略目标实现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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