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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强西北生态补偿机制之动因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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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北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地理位置重要，不仅是中国的“江河源”和“生态源”，还是中国乃至东半球气

候的“启动器”和“调节区”，是中东部地区乃至全国的生态屏障。但是，西北地区地处偏远，地势高峻，生态脆弱。
近年来，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还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急需修复和补偿。因此，补强西北生态补偿机制显得重要而

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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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美丽中国的需要

美丽中国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体国人的愿

景。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 “把生

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

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

美丽中 国，实 现 中 华 民 族 永 续 发 展”( 胡 锦 涛，

2012) 。党的十八大报告不仅独立成篇论述生态文

明建设，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新目标，而且把生态文

明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使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格局正式形成。

这是党总揽国内外大局、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

项新部署，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继承和新

发展。美丽中国的提出，一方面是我们党“面对资

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

势”，“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顺势选择;

同时，也是因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

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 胡锦涛，2012) 。显然，

十七大把建设生态文明提到发展战略的高度，十八

大报告则再次论及生态文明，并将其提升到更高的

战略层面，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生态建设的高度重

视。

美丽中国建设无疑包括美丽西北建设或者说重

点在美丽西北建设。因为西北地区不仅是中国( 甚

至包括南亚、东南亚地区) 的“江河源”和“生态源”，

还是中国乃至东半球气候的“启动器”和“调节区”，

是中东部地区乃至全国的生态屏障。毫无疑问，西

北地区是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重点区域和确保我国

生态安全的关键地区，也是我国解决沙漠化、水土流

失和沙尘暴等生态问题的主战场。而且，西北地区

的生态环境变化将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发展与社

会稳定，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全国的可持

续发展。但长期以来，西北地区生态的重要性并未

得到足够的重视。在粗放式的发展模式下，乱采滥

挖资源及对森林草地的破坏，导致西北地区的植被

覆盖率迅速降低，江河出现断流，许多地方严重缺

水。甘肃省的中东部地区、宁夏的西海固地区以及

陕西的陕北地区成为全国最严重的缺水地区，这里

的年降雨量只有 200mm ～ 300mm，而蒸发量却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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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mm ～2000mm( 黄文清，2011 ) 。生态的退化大

大地降低了西北地区的水源涵养功能和气候调节功

能。显然，西北生态急需修复和补偿，只有补强生态

补偿机制，美丽西北和美丽中国的愿景才能成为现

实。

二、传承华夏文明的需要

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华夏蛮貊，罔不率

俾”。所谓中国“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有礼仪之

大，谓之夏”。华夏文明是炎黄血统、诗书礼仪和中

华疆界的统合，是一种非常古老而又辉煌的文明，也

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华夏文明以诗书礼

乐为文明源泉，以独特的道德礼仪为其主要特征，易

学是华夏文明博大精深的根本。史传，中华民族的

始祖伏羲氏在渭河畔仰天俯地，一画开天，推演八

卦，开启了华夏文明; 周、秦、汉、唐诸王朝也是在渭

河流域孕育而生、发展壮大并走向辉煌。显然，古老

而又神奇的华夏文明起源发展于西北地区。

西北地区曾是气候温暖、山川秀美之地，非常适

合人类的生存。地跨陕、甘、宁三省的黄土高原，在

一个很长的时期里都是森林密布、山清水秀、草场丰

美( 吴传钧，1998) 。而且，直到近代以前，新疆的地

表植被依然良好，野生动物众多; 青海省也是“森林

之多，无地不有”( 王致中、魏丽英，1996 ) 。古代的

西北地区不仅生态环境良好，在北宋之前也是经济、

政治、文化中心。西周、秦、西汉均建都西北，良好的

生态和丰裕的物产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西北地

区长期以来亦是文化中心，中国文化以汉文化为主

体，而汉文化最先发祥于包括渭河、泾河等支流的黄

河流域( 马端临，1985 ) 。即使到了今天，西北地区

仍然是华夏文明遗迹及留存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

2013 年，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获国务院批复正式落

户甘肃。甘肃将打破行政界限，统筹全省文化资源，

把华夏文明的保护、传承与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给

全国起到示范作用( 李琛奇，2013 ) 。华夏文明内涵

丰富，自然包括博大精深的生态文明，西北地区在历

史上不仅山川秀美也孕育了极有“现代”气息的生

态文明( 如藏族传统生态文明) 。所以，传承华夏文

明首先需补强西北生态补偿机制，再造秀美西北并

光大西北地区优秀的生态文化，将西北地区建设成

为宜居之地、幸福之地。

三、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的需要

小康一词源于《礼记》，原指自然经济条件下生

活比较宽裕的社会。今天，我们所说的小康社会是

指经济发展、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环境优

美、生活殷实、人民安居乐业和综合国力强盛的全

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社会。1979 年邓小平指出，

中国现代化所要达到的目标是小康社会，小康社会

就是“中国式的现代化。”1997 年，江泽民在十五大

报告中提出“建设小康社会”的新任务。此后，十六

大、十七大对小康社会都有新的论述。党的十八大

报告指出，我们要建设的小康社会是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生态文明全面发展的社会，是一个更高层

次的小康社会，其目标是: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

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

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

重大进展 ( 胡锦涛，2012 ) 。显然，小康社会有一个

从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除了强调

物质生活的提高外，还特别强调民众的精神生活、权

利保障及环境改善等方面。

正如前文所言，西北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及经

济、政治、文化中心地位的丧失，极大地弱化了西北

地区发展的优势; 西北地区在中国历史进程中，除了

军事地位比较突出外，其他方面则被彻底边缘化了。

其实，经济社会的发展影响生态环境的变迁，生态环

境的变迁又强烈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西北地区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起源地和发展地，曾是那么的

富庶、繁荣，但由于开发得早，遗留下来的生态环境

债务过于沉重，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

严重障碍。到了近现代，西北地区甚至成了中国最

为贫穷落后的地方。从 2012 年全国各省人均 GDP

的统计情况看，除了陕西省之外，西北各省均未达到

全国平均水平( 全国人均 GDP 为 38353. 52 元，其中

陕西为 38608. 55 元，宁夏为 36410. 64 元，新疆为

33799. 55 元，青海为 33178. 52 元，甘肃为 22036. 66

元) 。而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苏、内蒙古人均

GDP 已超过 1 万美元，已进入发达状态或者说已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当然，西北地区其他的现代化指

标诸如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社会生产力、医疗服

务和公共教育费用、汽车普及率、城市化和农业劳动

力比重、人均教育费用及信息费用、能源使用效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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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大多也处于全国后列。西北地区小康社会的建设

重点需放在生态建设方面，因为生态环境是经济社

会发展的基础。补强生态补偿机制，加强生态建设，

是西北地区同步建成小康的前提。

四、巩固边疆稳定的需要

我国边疆地区多与民族地区高度重合。西北边

疆地处我国北部安全战略区的西部，包括西藏自治

区的阿里地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甘肃省毗连国界

的地区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的阿拉善盟和伊克昭盟，

地域辽阔( 约 247 万平方公里) ，纵深宽广( 李世勇，

2012) ，多民族杂居。“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

务”，对西北边疆地区而言，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显

得尤为重要。因为，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社会组织

无法正常运转，群众生活得不到安宁，更可能危及国

家安全。

西北地区生态脆弱，经济滞后，民众对林草等自

然资源的依赖程度高，加之生活习惯使然，乱砍滥伐

时常发生，形成了“贫穷———破坏生态环境———更

贫穷”的恶性循环。虽然西北的生态问题已引起有

关方面的高度重视，且实施了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

还林工程等大规模的生态修复计划，但也仅仅是局

部在改善，整体依然在恶化当中。由于缺水，甘肃省

民勤县、青海省三江源地区、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东

南缘的且末县等地生态退化加速，出现生态难民。

不仅如此，西北地区生态环境恶化，使本地区经济发

展更加困难，贫困区脱贫难度更大。而经济状况和

利益冲突又是影响边疆地区稳定的重要因素。所

以，维护西北边疆地区的稳定，急需补强生态补偿机

制，推动西北地区经济、社会、生态的协调和可持续

发展。

五、规范区域合作的需要

西北地区矿产资源丰富，矿产资源潜在价值达

33. 7 万亿元，占全国的 36. 4%。以能源资源为例，

西北地区煤炭储量为 3 009 亿吨，占全国总量的

30% ; 石 油 储 量 为 5. 1 亿 吨，占 全 国 陆 上 总 量 的

23% ; 天然气储量为 4 354 亿立方米，占全国陆上总

量的 58. 5%。另外，铬铁等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和

贵金属以及钾盐、钠盐等化工原料都极为丰富。当

然，这些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在近几十年的发展过程

中，国家本着全国“一盘棋”的构想，通过“西煤东

运”、“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等途径，将“廉价”

的资源从西部“调”到中东部地区，极大地支持了东

部的腾飞和中部的崛起。在此过程中，西北地区的

经济社会建设依然非常滞后，而且植被减少，生态恶

化，气候“干化”，江河源头水量锐减，其负面影响延

扩至全流域甚至全国。东西部差距拉大背景下西北

生态环境的恶化，对东部经济及全国经济的冲击破

坏力也非常严重。但长时间里，西北生态恶化仅被

看作是西北的问题而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西北开发

报告，2010) 。

邓小平在 1985 年强调，“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

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

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 邓小平，

1985) 。现在，中东部地区特别是东部地区已经“富

起来”了，理应帮助曾经大力支持他们的西北地区。

换个角度，中东部地区帮助、支援西北地区是还债行

为( 中东部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充分利

用”西北地区自然资源的基础上的) ，是法理的必然

要求。同时，建立跨省、跨区域的生态补偿机制，加

大横向补偿的力度，其实是中东部地区在帮助自己，

在为自身的发展以及良好的环境进行必要的投入。

显然，规范区域合作，补强生态补偿机制，不仅有利

于西北生态的恢复，也有利于中东部自身发展环境

的改善，可谓双赢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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