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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情况



2017年

引 言    

2005年

2007年

2012年

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和五中全会对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提出
明确要求。

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深化对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要求，提出要建立
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
补偿”的原则，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党的十七大强调要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建立健全资
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制度。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
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



我国第一个以国务院名义出台的生态补偿领域
的文件

为推动出台生态保护补偿条例奠定扎实基础

标志着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正式迈入了法制
化阶段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深改组第
22次会议审议通过

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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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纵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一、纵向生态保护补偿

我国第一个冠以生态补偿字样的制度

2004年

修订《森林法》时正式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写入了法律1998年

财政部安排专项资金开展补偿试点2000年

中央财政正式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

2001年 2010年 2013年 2014年 2016年 2019年

集体和个人
所有的国家
级公益林

5 10 15 15 15 16

国有的国家
级公益林

5 5 5 6 8 10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标准变化情况表
单位：元/亩·年

一、纵向生态保护补偿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

2011年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牧区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

补偿范围：

草畜平衡奖励：

禁牧奖励：

13个省份的268个县 14个省份的273个县

第一轮
（2011-2015）

第二轮
（2016-2020）

6元/亩·年 7.5元/亩·年

1.5元/亩·年 2.5元/亩·年

一、纵向生态保护补偿



湿地生态效益补偿

2014年起，中央财政启动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试点工作，主要用
于在国家重要湿地、湿地类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湿地生态
效益补偿，提高湿地及周边社区群众对湿地、候鸟保护的意识。

一、纵向生态保护补偿



耕地轮作休耕制度

2016年农业部、中央农办、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10个部门联
合印发《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方案》

重点在东北冷凉区、北方农牧交错区等地开展轮作试点，在地
下水漏斗区、重金属污染区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开展休耕试点。

2019年，实施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面积3000万亩。

一、纵向生态保护补偿



沙化土地封禁保护

2013年中央财政建立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补助制度，

主要任务是将暂不具备治理条件和因保护生态需要不宜开发利
用的干旱、半干旱地区低盖度植被和人为活动较为频繁的沙漠
周边、戈壁划定为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实行封禁保护。

目前，在内蒙古、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7个
省区，建设了100多个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封禁保护面积约
170万公顷。。

一、纵向生态保护补偿



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制度

享受重点生态功能区补偿的县

2010年国务院印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

年度补偿资金额度

全国重点生态功能区分布图

60亿元—811亿元

436个—819个

一、纵向生态保护补偿



二、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流域上下游

2016年，我委与财政部、环境保护部、水利部联合印发《关于
加快建立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的指导意见》

明确了建立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
对流域生态补偿的基准、补偿方式和补偿标准等提出了要求，
强调应当根据流域生态环境现状、保护治理成本投入、水质改
善收益、下游支付能力、下泄水量保障等因素综合确定补偿标
准，指出应由流域上下游地方政府自主协商建立补偿机制，中
央财政给予引导支持。

二、横向生态保护补偿



长江流域

2018年，我委与财政部、环境保护部、水利部等部门印发《中
央财政促进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修复奖励政策实施方案》

明确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对长江流域相邻省份协商签订补偿
协议、省级行政区域内建立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流域
保护和治理任务成效突出的省份予以奖励，奖励资金安排与绩
效评价结果挂钩。

二、横向生态保护补偿



黄河流域

2020年，财政部等四部门印发《支持引导黄河全流域建立横向
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实施方案》

提出在2020—2022年试点期间，中央财政专门安排黄河全流域
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激励政策，紧紧围绕促进黄河流域生态环境
质量持续改善和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两个关键，支持引导
沿黄九省加快建立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对水质改善突出、
良好生态产品贡献大、节水效益高、资金使用绩效好、补偿机
制建设全面系统和进展快的省（区）给予资金奖励，推动黄河
流域的系统性保护。

二、横向生态保护补偿



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

2012年，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试点正式启动

中央支持资金

浙江省资金

安徽省资金

安徽省

组
建
基
金

安徽省水质达标

浙江省

+
水质未达标

二、横向生态保护补偿



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

二、横向生态保护补偿

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资金情况表
                                                                                                    （单位：亿元/年）

 
第一轮

（2012-2014）
第二轮

（2015-2017）
第三轮

（2018-2020）
资金划拨

中 央
财 政

3 
第一年4亿
第二年3亿
第三年2亿

0 全部拨付给安徽省

安徽 1 2 2 年度跨省断面水质达
标，全部拨付安徽，
年度水质不达标，全
部拨付浙江。浙江 1 2 2



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

二、横向生态保护补偿

2016年3月

九洲江流域

粤-桂（两轮）

汀江-韩江流域

闽-粤（两轮）

2016年10月

东江流域

赣-粤（两轮）

滦河流域

 津-冀（两轮）

2017年11月2011年11月

新安江流域

皖-浙（三轮）

赤水河流域

云-贵-川

2018年2月

潮白河流域

京-津

2018年11月2012年1月

渭河流域

陕-甘

酉水流域

湘-渝

2018年12月

滁河流域

苏-皖

2019年4月

渌水流域

湘-赣

2019年8月



三、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

2018年，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
等9个部门印发《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行动计
划》
重点在资源开发、排污权、水权、碳排放权抵消、生态产业、
绿色标识、绿色采购、绿色金融、绿色利益分享等9大领域建立
市场化补偿机制。
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正式启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范围不断扩
大；水权交易流转形式日益丰富，全国水权交易资金规模已达
16亿元；全国超过一半的省（区、市）开展了排污权有偿使用
和交易试点，通过市场手段促进污染物减排。

三、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



四、下一步重点工作

 加快出台生态保护补偿

条例



四、下一步重点工作

核心是要通过制度设计协调生态保护利益相关方的权责关系

钱给谁
怎么给，给多少

拿钱后履行什么义务

谁给钱
怎么筹，筹多少

付钱后拥有什么权利

付得起

有激励

加快出台生态保护补偿条例

生态受益方 生态保护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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