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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林生态补偿的理论分析

陈 钦
,

魏远竹

福建农林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

福州

摘典 首先
,

运 用枯利经济学理论论证 了公益林生 态补偿能够促进公益林保护从
“

非帕 双托改进
”
转化 为

“ 帕 家

托改进、其次
,

运 用产权理论论证 了我国会益林产权残缺
、

界定 困难
、

得不到有效保护
,

政府应 当在明晰公益林 生态

产权的基抽上
,

制定公益林生态补怡制度
,

捉进产权收益 实现 最后
,

应 用会平理论论证 了我国奋益林保护存在不 会

平砚象
,

必烦建立公益林保护 资用奋平分担机制
,

健使受益者对受扭者进行补偿

关 润 公益林 生态补偿 , 福利经济学卜产权 , 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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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二 。 , ‘ , 、
‘ 八

“ ,
二 家研究结果也表 明公益林的生 态效益大于经济效

毛运用福利经矜分析公益林生解卜

粼石荡瘫盆澡森赢赢盆盗瑟获
瓜 林保护的受益者对受损者的补偿

,

使任何人都不受

在具体经济分析方法上
,

传统福利经济学是在 损
,

但至少有一个人受益
,

促使公益林保护的制度变

效用理论的墓础上
,

提出了消费者剩余原则和“

希克 迁从
“

非帕累托改进 ”
转化为

“
帕累托改进

” 。

斯一 卡尔多 ”补偿原则〔 , 。

消费者剩余原则是用消
“

帕累托改进
”
的吸引人之处在于它一般不会遇

费者刹余的多少衡 社会福利
,

指出任何可 以增加 到阻力 , 而
“

非帕累托改进
”

的要害在于它会引起受

消费者剩余的方案均为帕爪托更优的
。 “

希克斯 一 损失利益集团的阻挠
。

如果能消除这种阻挠
,

事实

卡尔多
”
补偿原则是指 如果资源配置的结果使福利 上也就把

“

非帕爪托改进
”

转化为
“

帕爪托改进
” 。

实

受益者补偿福利受损者后
,

受益者的福利水平仍可 现这种
“

转化
”

的基本办法就是
“
补偿

”
或

“

赎买
”闭

,

以提高
,

那么这一配 就是最优配
。

在希克斯 也就是说
,

或是由政府出面
,

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把

和卡尔多 设想的基础上
,

后来发 制度变迁受益者的一部分收人用于补偿受害者的损

展为补偿原则论
,

又称新帕莱托标准闭
。

新帕累托 失 ,或是促使双方直接
“

交易
” ,

受益一方支付给受害

学派探讨了由于经济变化而处境改善的人 即受益 一方补偿金
。

经济学家们事实上把这种可由
“

补偿
”

者 能否补偿那些处境恶化的人 即受损者
。

如果 而实现的改进
,

也定义为
“
帕系托改进

”即
。

一个特定的改变使受益者的福利增进很大
,

以至于 在实践中
,

越接近
“

帕泉托改进
”的制度改革

,

越

在完全地补偿了受损者的福利损失后还有剩余
,

那 容易进行
,

所 引起的利益摩攘和社会展动就越小
。

么基于新帕爪托标准
,

这一改变就是一个潜在的社 反之
,

在制度变迁过程 中
,

若有人遭受损失
,

就属于

会福利改进
。

如果要把潜在的变成现实的
,

必须
“

非帕票托改进 ” ,

而且受损失的人数越多
,

受损者损

具备其它条件
,

例如必要 的制度安排
、

实施难度不 失数童越大
,

制度变迁 的阻力就越大 在现实生活

大
、

实施成本较低等
。

中
,

要对所有利益受损者进行足额的补偿
,

使制度变

虽然
,

现有公益林保护使公益林所有者和经营 迁过程中没有一个人利益受损
,

难以做到‘们 。

不过
,

者受损
,

不属于帕爪托改进
。

但是
,

公益林保护使广 通过补偿
,

使受损人数减少
,

使受损者损失数 减

大公众
、

相关单位和个人受益
,

具有受益者的福利增 少
,

阻力就会减少
,

制度变迁就会更顺利
。

可见
,

建

加显著大于受损者的福利减少 的特征 , 国内外专 立公益林生态补偿机制
,

对公益林保护 中的受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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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补偿
,

公益林保护制度变迁的阻力就会减少
,

保

护效果就会更好
。

运用产权理论分析公益林生态补偿

诺思指出〔 , “

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

理论中
,

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
,

这恰恰

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中所遗漏的所有因

素 制度
、

产权
、

国家和意识形态
。

马克思强调在有

效率的经济组 织 中产权 的重要作用 ” 。

德姆塞茨

指出
“

产权包括一个人或其他人受益

或受损的权利
。

⋯⋯产权是界定人们如何受益和受

损
,

谁应该向谁提供补偿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

则 》第 条规定
“

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 自

己的财产占有
、

使用
、

收益
、

处分的权利
。 ”

完备的产

权总是以复数名词 出现
,

它允许个人在权利所允许

的范围内以各种形式行使权利
,

即使用权 可 以享受

从事物中所获得的各种利益
,

即收益权 , 改变事物的

形态和内容
,

即支配权 可 以 出租或出售事物
,

即让

渡权等〔们 。

可见
,

产权是一组权利束
,

各种权利缺一

不可
,

否则就是残缺的产权
。

生态补偿有利于发挥公益林产权的激励作用

产权具有激励功能
、

制约功能
、

高效率配置稀缺

资源功能
。

通过产权的变更或者交易使资源的利用

向高收益方向流动
。

斯蒂格利茨认为〔 , “

产权既包

括所有者按他认为合适 的方式使用其财产的权利
,

也包括出售它的权利
。

⋯ ⋯产权向人们提供重要的

激励
,

它不仅使人们投资和储蓄
,

而且使他们的财产

得到最佳使用
。

⋯⋯产权失灵表现为未明确界定的

产权和有限制的产权
,

这往往导致多种形式的低效

率
。 “

我国公益林产权不 明晰
、

产权交易困难
、

产权

收益无法实现
,

也就是说
,

目前我 国公益林产权是有

限制的产权
、

残缺的产权
,

所有者没有收益权
,

起不

到激励作用
。

因此
,

这种产权不可能激励人们投资

造林和保护森林 担心被划为公益林
,

公益林的供

给数量和质量都受影响
。

如果对公益林产权主体进

行补偿
,

并且这种补偿是长期稳定的
,

就会激励林农

保护公益林
。

公益林生态补偿招要明晰的产权

产权的明确界定必须做到 〔幻 一是权利得到全

面分配
,

并且所有权利必须得到明确和有效的执行

二是权利是独 占的
,

即从资源使用 中获得的权益 和

发生的费用应直接地或通过他人 自然增加到所有者

名下 三是权利可转移
,

所有的产权都可以在一个所

有者与其他所有者之间转移
,

在通常被认为公正 的

条件下 自愿交换 四是权利必须是安全的
,

产权应当

得到保护
。

然而
,

对于公益林生态产权而言
,

以上 四

个方面我国 目前都难以做到 首先
,

许多公益林是国

有和集体所有
,

产权边界不清晰
,

而且产权纠纷时有

发生 其次
,

目前公益林生态效益无法独 占 第三 公

益林生态产权交易困难 ,第四
,

公益林生态产权不安

全
,

收益权得不到保障
。

所以
,

目前公益林生态产权

界定困难
。

必须设法建立公益林生态产权制度
,

界定产权

主体
,

明晰产权的各种权能
,

制定保护产权主体各种

权能的一系列行为规范
,

斌予产权主体行使权利的

范围
,

给其行为以受益的权利 必须利用政府权威
,

通过公益林产权登记制度等
,

明晰公益林生态产权
。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 》第十五条规定
“
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的经营者

,

有获得森林生态效

益补偿的权利
。 ”不过

,

规定不够具体
,

无法贯彻落

实
。

所以
,

政府必须制定实施细则
。

国家明确和详

细地界定公益林生态产权
,

还有助于市场机制在公

益林生态补偿中发挥一定作用
。

公益林产权保护的形式 —
生态补偿

产权明晰后
,

还必须得到保护
,

才有实际意义
。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第三条规定
“

森林
、

林木
、

林地的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
,

受法律保护
,

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

第七条规定
“
国家保护林

农的合法权益 ” 。

森林具有经济
、

社会 和生态效益
。

由于 目前公益林被禁伐
,

使所有者无法享有公益林

经济效益的收益权 虽然所有者享有社会和生态效

益的收益权
,

但是 由于公益林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

他性
,

其生态效益具有外部性
、

计量 困难性
,

其生态

产权的界定和保护 困难 等
,

使其收益权无法兑 现
。

因此
,

目前公益林产权收益没有保障
。

过去二十多

年
,

我国公益林区划调整 了几次
,

目前还在微调
,

面

对这种随时可能发生 的产权 限制
,

社会资本难 以流

向林业
。

林农没有免费提供生态产品的义务
,

政府

也没有权力强迫林农免费提供生态产品
。

政府强调

森林的公益性
,

而忽视了所有者的经济利益 政府墓

于生态建设的理由将人工林划 为公益林
,

并无限期

地禁止采伐公益林
,

林农的公益林木材采伐收益权

丧失
,

没有得到充分补偿
。

保护产权是我国社会 主

义市场经济的法则
,

该法则在林农 的公益林收益权

上却得不到体现
。

党的十六大提出
“

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

度气近几年
,

中央农村政策多次强调要保护农 民利

益
。

产权保护是政府的职能
,

但是 目前政府没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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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保障公益林产权收益的实现
。

必须强调政府立

法和执法对保障公益林产权的重要作用
,

制定保障

公益林生态效益收益权实现的具体措施
,

通过生态

补偿制度创新来保护公益林产权
,

斌予公益林所有

者向受益者收取生态补偿费的权利
。

在 成

员国
,

因为公共需求将私有林划为环境保护林
,

私有

林主将获得补偿闭
。

运用公平理论分析公益林生态补偿

公平是指有关经济活动的制度
、

权利
、

机会
、

分

配和结果等方面的公正和合理
。

公平理论起源于美国行为科学家亚当斯

等提出来的一种激励理论
。

亚当斯公平理

论的基本观点是 当一个人做出成绩并取得报酬以

后
,

他不仅关心 自己所得报酬的绝对
,

而且关心 自

己所得报酬的相对
。

因此
,

他要进行种种 比较来

确定 自己所获报酬是否公平
,

比较结果将直接影响

今后工作的积极性
。

所用的比较包括横向比较和纵

向比较
,

横向比较是指一个人投人 包括教育程度
、

所作努力
、

用 于工作的时间
、

精力和其它无形损耗

等 和收益 包括金钱
、

工作安排以及获得的赏识等

的比值与组织 内其他人的投人 和收益 的 比值相等

时
,

才是公平的 纵向比较是指把 自己 目前投人与 目

前所获得报偿的比值
,

同 自己过去投人与过去所获

得报偿的 比值进行 比较
,

只有相等时才是公平 的
。

目前公益林所有者进行横向比较时
,

觉得 自己投资

报酬率不如商品林所有者 由于部分公益林是近几

年刚划定或禁伐的
,

这些公益林所有者感觉到报酬

率不如从前
。

所以
,

他们认为这是不公平的
。

公平观主要解决社会资源分配中个人权利与责

任的关系问题
,

即个人在享有社会权利和承担社会

贵任时
,

与社会上其他人相比是否合理
,

也就是说个

人承担的贵任和享有的权利必须成正 比
。

这种公平

观也可以称为贡献律
,

即奖酬与贡献成正 比
,

也就是

多劳多得
。

公益林生态补偿按照这种公平观执行
,

质 好的公益林应该补偿更多
,

这有利 于促进公益

林质 的提高
。

影响社会公平感的社会因素主要是制度安排和

社会结构
。

制度安排决定着社会各个阶层利益的分

配原则和分配结构
,

决定着个人所能够获得的权利

和机会
,

决定着社会生活的规则体系
,

体现着社会正

义
。

要实现社会公平
,

就要形成从制度安排到规则

执行的一整套科学体系
。

政府的政策和法规对所有

公民都应该一视同仁
,

依据特定的规则
,

使社会成员

通过同样的规则被无歧视地对待
,

包括承认各人对

财产的所有权
,

并且按照 自己对生产所作出的贡献

大小取得属于 自己的收人份额
。

规则不公平主要体

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规则制定不公平
,

这是由规

则制定者所持有的标准决定的
,

是对各方面利益兼

顾不够造成的
,

例如同样是国家重点公益林
,

目前只

有部分重点公益林得到中央财政补助
。

另一方面
,

由于管理不善
、

人为操纵等情况
,

造成规则执行不公

平
,

例如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政策执行过程 中存在

不公平的现象
。

林农面临着承担提供全社会所需森林生态产品

的成本
,

让社会弱势群体为全社会直接承担生态成

本
,

而高收人群体没有承担
,

确实不公平 大部分林

区属于经济不发达地 区
,

禁伐又减少 了林区的财政

收人 林农收人低
、

生活水平低
,

公益林禁伐又使林

农遭受损失
。

因此
,

林农和林区地方政府公益林供

给能力都低
,

承受能力有限
,

无力长期承担公益林保

护和建设成本
。

李周通过实证研究得出〔 , ”

森林丰

富的贫困县往往防护林比重较大
,

用材林比重较小

森林丰富的贫困县与非贫困县的人均防护林蓄积

的差异显著大于用材林蓄积 的差异
,

说明贫困县

受到防护林面积大的影响
。

森林丰富但经济发展落

后的地区
,

通常存在问题之一是相 当一部分的森林

被国家划为防护林
、

又得不到任何经济补偿 大多

数林木为防护林
,

农民得不到任何经济补偿是林区

贫困的原因之一
。 “

公益林生态效益全社会受益
,

营

林者负担 富裕地 区受益
,

贫困地 区负担
,

这是极不

公平的机制
。

例如让长江上游贫困县建设公益林
,

下游经济较发达的江苏
、

上海等因此受益
,

却不要承

担任何费用
。

于是
,

哪个地方公益林越多
,

它们保护

公益林任务越重
,

导致培育和保护公益林越多的地

方和单位受损失就越大
。

这容易引起逆向选择
。

按照公平理论
,

首先
,

公益林保护的费用应该由

受益者共同负担
,

必须建立受益者支付公益林保护

费用的机制
,

使受损者能够获得补偿 其次
,

由于补

偿资金不足
,

目前公益林保护费用不能得到全部补

偿
,

因此
,

就涉及到公益林补偿资金在公益林所有

者
、

经营者或管护者之间如何公平地分配
。

参考文橄

〔幻胡肠钧
,

俞萌 环境经济研究的福利标准〔 复旦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一

〔 〕汉斯
·

范登
·

德尔
,

本
·

范
·

韦尔瑟芬
,

等 民主与福利经济

学〔 〕陈刚
,

沈华珊
,

吴志明
,

黄文红
,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

下转第 页



技术经济 第 卷 第 期

节控制应收账款的余额及其账龄
。

因此对企业关联

交易要予以重视
。

总之
,

时刻重视产品的销售
,

控制应收账款的增

长
,

做好应收赚款的预替
,

应视为企业一项长期
、

制

度化的工作
,

应引起企业领导的高度重视
。

企业领

导应将其看作是事关企业生死存亡
、

树立现代营销

观念的大事
。

社

〔〕贾风鸣 企业应收帐欲的风险理【 会计之友
,

〔 〕王静萍 浅谈如何加强对应收赚旅的事前控侧 〕科技情报

开发与经济
,

以 〕周椒琼 谈应收联欲的分析与 , 理 四川会计
,

〔 〕肖德长 应收殊欲管理研究【 」北京 中央财经大学
,

〔 〕姜海琼 加强应收帐欲事前控侧的探讨【 辽宁经济
,

今考文献

〔 〕葛家浦 应收帐狱 理与催收技巧〔 」北京 企业管理出版

“

, 一

以
, ,

加红 , 氏。 路
,

伴 , 朽

‘ 初 叱 伴
,

明 侧

诫 幼

卜 枯。 衍 俐 护 已

护 呀 卯

吧
,

州 犷 ”

众 , 公山 。 ,

上接第 页

学出版社
, 一

·

〔 〕李周
,

张艘新
,

肖平
,

等 中国天然林保护的理论与政策探讨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一

〔 〕盛洪 中国的过渡经济学〔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一

〔 〕带思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陈郁
,

罗华平
,

等 译 上

海 上海三联书店
, 一

〔 〕张军 现代产权经济学〔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

〔 〕斯蒂格利茨 经济学【 〕 版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一

〔 〕金勤献
,

文希罗 发展中国家环境 , 理的经济手段 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 〕刘 自敏
,

李丹
,

译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

版社
,

一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环境 理中的市场与政府失灵 扭地

与森林【 」杨柳燕
,

张红军
,

徐璐
,

译 北京 中国环境出版

社
, 一

知州的 , 哈 碑

,

电
, ,

加 知 ,

初 苗
一

,

山 ,

时
一 ,

, , ,

示

阵
, 城 , 。。

沐 比

山 心 ,

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