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李庆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负

责人在关于《条例》的答记者问

中表示，目前，我国基本建成世

界上覆盖范围最广、受益人口最

多、投入力度最大的生态保护补

偿机制，覆盖森林、草原、湿地、

荒漠、海洋、水流、耕地等生态环

境要素。

在中国生态补偿政策研究

中心执行主任、中国农业大学人

文与发展学院教授靳乐山看来，

此次《条例》的出台，是我国总结

过去 25年来生态保护补偿政策
实践经验、提炼生态保护补偿有

效做法、稳定生态保护补偿各方

利益关系、明确各级政府和其他

相关方生态保护补偿责任的重

要立法成果，具有里程碑意义。

靳乐山说，《条例》的颁布使

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针对生

态保护补偿全面立法的国家。与

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已是生

态保护补偿力度最大、补偿领域

最全、政府投入最多、保护贡献

最显著的国家，同时也成为补偿

法治化进程最快的国家。

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

副司长王心同曾指出，生态保护

补偿涉及领域多、涵盖范围广、综

合性强，长期以来存在补偿周期

不明确、协调机制不健全等问题。

在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

院副院长贾文龙看来，生态保护

补偿存在三大难点。首先是确

权，确定生态保护补偿的主体，

谁来补偿谁。对于不同的资源门

类来说，公共产品易明确归属主

体，而一些经营性产品不易确定

主体。其次难在确定补偿范围。

以林地为例，树木不仅有生态价

值，本身还有一定的经济价值，

有景观效应的森林公园可能获

得一定的收益，涉及的补偿范围

更为复杂。如何核算生态价值与

经济价值也是难点，而且核算直

接涉及补偿标准，地区之间、部

门之间差异较大。

《条例》对这些难点作出了

回应。《条例》明确，“国家推进自

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完善生态

保护补偿监测支撑体系，建立生

态保护补偿统计体系，完善生态

保护补偿标准体系，为生态保护

补偿工作提供技术支撑。”

《条例》明确了八大领域的

分类补偿，即森林、草原、湿地、

荒漠、海洋、水流、耕地和水生陆

生生物资源。对于补偿的具体范

围、补偿方式，《条例》规定，“应

当统筹考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财政承受能力、生态保护

成效等因素分类确定”。

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已实践多

年。发源于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

东入浙江省杭州市千岛湖的新安

江流域，是全国首个跨省流域生

态保护补偿机制试点地区。按照

“谁受益谁补偿、谁保护谁受偿”

原则，两省约定，年度水质达标，

浙江拨付安徽 1亿元；反之，安徽
拨付浙江 1亿元。2012年以来，通
过三轮生态保护补偿，新安江的

跨省界断面水质从Ⅳ类水提升至
连续 11年稳定在Ⅱ类水。
“一江共护”“一域共富”的模

式在多地得到推广。2021年，山
东、河南两省签署黄河流域首个

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最终，山

东省作为受益方，兑现拨付河南

省生态补偿资金 1.26亿元。今年，
山东河南两省再度“续约”。

《条例》首次给出了“生态保

护补偿”的官方定义：“通过财政

纵向补偿、地区间横向补偿、市

场机制补偿等机制，对按照规定

或者约定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

和个人予以补偿的激励性制度

安排。生态保护补偿可以采取资

金补偿、对口协作、产业转移、人

才培训、共建园区、购买生态产

品和服务等多种补偿方式。”

靳乐山认为，该定义界定了

生态保护补偿的内涵范围，更加

明确了“保护者得到补偿”的基

本原则，把生态保护补偿界定为

激励性制度，而不是惩罚性制

度，从而把生态保护补偿与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区别开来。这一定

义使我国的生态保护补偿概念

和国际上的生态系统服务付费

概念更加接近。

靳乐山表示，《条例》的出

台，使得各级政府财政纵向补偿

有了法律依据和责任，地区政府

横向补偿有了法律框架和规范，

市场机制补偿有了发展方向和

空间。

《条例》中涉及的财政纵向

补偿、地区间横向补偿都是由政

府出资，市场机制补偿则不仅是

资金，也可通过碳排放权、排污

权、用水权、碳汇交易、生态产业

发展、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等方式

进行。

在贾文龙看来，过去我国生

态保护补偿方式以政府主导的

直接补偿较多，这次国家层面要

求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生态保

护补偿中的作用，并鼓励、引导

社会资金建立市场化运作的生

态保护补偿基金。

王心同曾表示，制定出台

《条例》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

现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有利于

提升生态保护主体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贾文龙表示，建立这些

机制后，良好生态环境的供给方

如果得到合理的、足额的补偿，

就会有积极性来进一步改善环

境，周边的老百姓也都会受益。

《条例》的出台是真正实现从绿

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中迈出

的一大步。 （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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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补偿条例》6月1日起施行

我国对生态保护补偿全面立法

2023年接受捐赠13.76亿元，全年公益事业支出11.6亿元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发布 2023年度报告

《生态保护补偿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近日颁布，自

2024年6月1日起施行。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八项制度之

一的生态保护补偿，结束了没有系统立法的历史。

近日，中国乡村发展基金
会 发 布 2023 年 度 报

告。 报告显示，2023 年中国乡村
发展基金会捐赠收入达 13.76 亿
元，全年公益事业支出达 11.6 亿
元，两者均创历史新高。 2023 年
受益人数为 658.53 万人次，深度
帮扶 1830 个村庄，共有 12.82 万
名志愿者参与公益服务 。 截至
2023 年年底，中国乡村发展基金
会累计筹措资金和物资 117.12
亿元，累计受益人口和灾区民众
达 7318.21 万人次。

持续聚焦乡村振兴

2023年，中国乡村发展基金
会业务持续聚焦乡村振兴，优先

向 160 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县
倾斜。在整体的业务规划和具体

的公益实践中，基金会持续聚焦

产业发展、人才发展、乡村建设、

乡村社会事业、社会动员五大方

向，携手多方伙伴共同发力，助

力乡村振兴事业的推进。

2023年，中国乡村发展基金
会在产业发展、人才发展方向新

增项目最多。

年报显示，在产业发展方

面，百美村庄项目、产业助农项

目（善品公社）、农机社会化服务

项目、富民车间项目等全年筹集

善款超 1.19 亿元，项目支出近
1.35亿元。在人才发展方面，新
农人合作社理事长培训项目、基

层干部培训项目、能工计划项

目、乡村工匠项目、新长城科技

小院助力计划等共筹集善款

2672.17万元，项目支出 3892.77
万元。

2023年，中国乡村发展基金
会在乡村建设方向筹集善款超

4.14 亿元，项目支出超 2.88 亿
元。其中，灾害救援项目，京津

冀、东北等地洪涝灾害救援，积

石山地震救援项目，减防灾项

目，河南水灾救援项目等救灾项

目的筹款和支出占比较高。

京津冀、东北等地洪涝灾害

救援项目筹集款物达 1.31亿元，
惠及河北、天津、北京、黑龙江、

吉林等 6 省（市）36 县（区、市）
128乡镇（街道）的 1550个村（社
区、安置点），受益人数达 109.13
万人次。

积石山地震救援项目筹集

款物 1.19 亿元，通过应急响应
（包括食品饮用类、保暖类、生活

保障类、设备类共 4 类物资援
助）、过渡安置等方式支援受灾

地区群众。惠及甘肃、青海两省 6
县 33个乡村（街道）110个村（社
区、安置点），受益人数达 5.84万
人次。

此外，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

生态林建设项目 2023年筹集款
物 1.22亿元，为包括低收入群体
在内的群众提供造林育林工作

机会，项目支出 1.05 亿元，惠及
内蒙古、宁夏、甘肃、陕西、山西 5

省（区）13 县（区、市），受益人数
达 16.2万人次。

从年度支出来看，教育、救

灾、儿童发展等仍是机构业务的

“基本盘”。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

秘书长陈红涛表示，中国乡村发

展基金会在灾害应急工作方面

积极把多年积累的乡村振兴常

态项目经验融入到灾后重建工

作中，同时加强对脆弱乡村的灾

前减防灾能力的建设，让两项工

作互相融入、互相促进。

广泛开展社会动员

2023年，中国乡村发展基金
会开展广泛社会动员，基金会以

组织培育和社会倡导为基础，积

极搭建平台、拓展渠道，发挥桥

梁和纽带作用，链接社会组织、

专家学者、企事业单位、公众个

人，大力营造社会力量参与乡村

振兴的浓厚氛围。

互联网公益让点滴爱心汇聚

成爱的海洋，也是中国乡村发展

基金会与社会各界沟通的桥梁。

年报显示，2023年，该基金会
通过公益宝贝、公益网店及公益

直捐等形式在阿里巴巴公益平台

筹集善款 9456.56万元，汇聚超
14亿笔公益捐赠；通过腾讯公益
平台筹集善款 9457.88 万元，超
401万人次参与捐赠；通过支付宝
公益平台筹集善款超 5000万元，
2808.38万人次参与捐赠；通过字

节跳动公益平

台 筹 集 善 款

6720.08 万元 ，
7067.59 万人次
参与捐赠。

记者了解

到，中国乡村发

展基金会为社

会组织提供互

联网募捐平台

以及能力建设

等支持的人人

公益项目，2023
年 筹 集 善 款

7010.16 万元，
支出 5095.04万
元，惠及贵州等

31省（区、市）
392县（区、市），
受 益 人 数 达

28.7万人次。
此外，中国

乡村发展基金

会还开展了社会企业创新、消费

推动慈善、外企乡村振兴聚力行

动、大爱无国界等项目，持续探

索社会动员创新有效路径。

除国内公益项目外，中国乡

村发展基金会也积极响应“一带

一路”倡议，秉持大爱无疆、民心

相通的理念和需求导向、尊重当

地的原则，继续瞄准消除贫困、零

饥饿、健康福祉、优质教育、清洁

饮水、体面工作等六项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目标，在“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开展国际减贫合作项目。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理事

长郑文凯表示，“我们面向欠发

达地区，聚焦低收入群体，在产

业发展、人才发展、乡村建设、乡

村社会事业和社会动员等方向

推进项目转型升级，既注重不断

夯实拓展援助型项目，又注重探

索创新发展型项目，努力做到更

具影响力、公信力，更好满足乡

村低收入群体的实际需求，更有

力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