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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购买是我国西北地区的强烈要求, 也是我国� 只能保证过程, 不能保证结果�生态建设模式反

思的结果。� 国有私营�生态购买初衷是政府收购生态建设的产品,既帮助脱贫致富,又确保生态建设产品

的形成、巩固和转化利用。生态购买以生态建设成果(生态产品)为投资管理的重点,确保生态产品形成效

率和转化利用速度,生态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生态购买不仅使生态产品商品化和货币化, 实现� 生态致

富� ,更为重要的是培育市场意识、思维、文化, 加速培育生态建设市场,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整合社

会资源和力量,增强生态建设的实力、能力、吸引力和竞争力。从经济角度和政策层面, 探讨生态购买的产

生背景、概念、内涵、原理、功能、方法、程序等,为生态购买的实施提供启发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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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 Purchase: A New Strategy for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in Wester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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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logical purchase is the requirement of ecolog ical const ruct ion in Western China. Ecological purchase

means that government purchase ecological products and help farmers to timely sell their product so that farmers

can make money and get rid of poverty . Ecological purchase can guarantee the form , consolidat ion, t ransforming

and utilizat ion of ecolog ical products. Ecological purchase can cult ivate m arket consciousness, thinking and culture

so as to accelerate cult ivat ion of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market, m ake use of market mechanism and unite social re-

sources and forces. The background, concept , connotat ion, theory, foundat ion, means and procedure of ecological

purchase are mainly discu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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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泽民同志指出: �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

下,加快开发西部地区,要有新思路,充分考虑国内外

市场需求的新变化, 按客观规律办事。�西部大开发,

生态建设要先行。

1 � 生态购买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需求

目前, 我国生态建设的弱点是生态建设结果(生

态产品)难以形成、巩固和转化利用, 即仅能保证过

程,不能保证结果。众多生态建设活动,在没有产生

产品和服务前,就失败;只有少数生态建设活动又有

过程,又有结果, 能产生一定生态产品和服务, 但是,

因为贫困、管理不善、人为破坏等因素, 这些生态产品

(生态建设结果)不易巩固,易被毁坏。西部地区农户

对生态建设顾虑重重, 等待观望; 如何让疑虑严重的

群众(农户)安心和专心地从事生态建设,激发广大农

户生态建设的欲望和激情,是我国生态建设面临的最

严峻挑战。目前,农户生态建设只有投入,没有产出,

尤其是生态林草, 造成极大的生活不便, 这是因为生

态建设投资大,投资期长, 风险大, 收益低, 长期的物

质、资金、生产资料沉淀, 没有收入,往往加剧生活贫

困,这在西北地区是十分普遍的现象; 许多�治沙英
雄�、�绿化大户�常因生态建设而负债累累。政府投

资的项目和工程, 与当地农户缺乏利益关系, 也未与

当地经济结构调整紧密关联; 因中间机构和环节繁



多,没有明确责任人, 管理成本巨大,腐败成风, 短期

行为和欺骗行为严重,造成严重浪费。项目工程的资

金因层层截留和挪用, 能用于实际生态工程的很少,

形成�层层剥皮,打水漂�的现象。
在政府直接投资生态工程的生态建设模式中,受

益者是中间环节和外地施工队,是当地权势人物, 而

当地贫困农户很少受益, 从而引发了当地贫困农户的

抵触和破坏。缺乏当地贫困农户参与、配合和支持,

政府直接投资的生态工程经常因破坏或者管理不善

而荒废,导致�边治理边破坏, 治理速度跟不上破坏速

度�,政府直接投资生态工程的模式实际上是� 高投
入,低效益�的模式, 既无法扭转西部生态恶化的趋

势,也受到西部地区群众和研究人员的质疑。有鉴于

此,应改变政府生态建设投资、管理的模式和重点,将

注重生态建设初始和过程的投资和管理模式改为注

重生态建设未端和效益的投资管理模式,以生态建设

成果(生态产品)为投资和管理重点,确保生态建设产

品的形成、维持、转化和利用, 确保生态效益转化为经

济效益,提高生态建设未端的质量和效率。通过生态

建设未端质量和效益的改善, 来带动生态建设初始和

过程的改善,进而提高整个生态建设过程各个环节质

量和效益,才能提高整个生态建设的质量、活力、速度

和吸引力。生态购买是实现这种转变的载体和途径,

是提高生态建设产品形成效率和转化速度的关键手

段和基础,是实现�生态致富�的平台。

2 � 生态购买的概念和内涵

生态购买是针对生态建设成果(生态产品)形成、

巩固、转化和利用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是指政府

创建生态银行、生态产品市场和生态购买机构组织,

适时收购生态建设者的成果, 让生态建设者适时收回

成本和投资,用于改善生活和扩大再生产;帮助将�产
品生态�转化为�商品生态�,通过生态买卖和�生态购

买�, 确保�生态致富�。

生态购买将产品生态商品化、价值化和货币化,

将生态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 确保物流、信息流、资金

流等周而复始地循环, 维持和扩大再生产;生态购买

可避免资金沉淀、资金周转困难, 避免因生态建设引

发的贫困。生态购买,就是国家为了生态环境的持久

安全, 在生态建设中实现国家市场经济,然后过渡到

市场经济,选择生态环境极端脆弱又具有全局意义的

地区, 成立专门职能机构和创建生态购买市场, 购买

生态,购买生态建设的产品:林草、基础公共设施和加

工转化企业;部分所有权、使用权仍归生态建设者拥

有,一次性或逐次付结生态建设者相应的货币和劳务

工资, 实现国家要� 被子�与农民要� 票子�的双赢效

益。随着生态购买的发展,企业、个人、外资竞相介入

生态建设, 将生态(产品)卖给政府,成为生态购买的

供给主体;也可能求购农户的生态产品, 再转手卖给

政府, 从中赚取差别, 成为生态购买需求主体, 从而繁

荣生态购买的市场。目前,政府为主导的生态购买系

统包括: ( 1) 生态购买条件和经费系统; ( 2) 生态购

买实施系统; ( 3) 生态购买支持保障系统; ( 4) 生态

购买监督系统等;每个系统又可分为几个要素。

3 � 产业化的�国有私营�生态购买

�国有私营�的产业化生态购买目的是借助社会

和企业的智慧和力量, 弥补政府能力和财力局限, 提

高生态购买的效率和市场化运营管理水平。生态产

品的习性和特征决定生态购买必须市场化和产业化,

走�国有私营�市场化运营管理道路;产业化生态购买

能使投资与生产形成规模效应,有效降低成本, 分散

风险,实现最大限度的盈利。生态建设成果(生态产

品)的形成、维持、利用和转化的规律和特点, 决定生

态购买,必须充分调动政府、农户、企业、民间资本、外

资、科研机构、金融机构的优势和积极性,形成生态购

买�各尽所能,优势互补,互惠互利, 共担分险�利益共

同体和接力与协力的群体。

生态产品的习性使企业和专业户不适宜在生态

建设初始和过程中介入,因为介入会造成巨大资本和

时间沉淀, 又面临病虫害、地质灾害、人为破坏等各种

风险;只适宜于从生态建设未端介入,从事生态产品

的加工转化和多级利用, 将产品生态转化为商品生

态,将生态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生态建设的�一分
建设, 九分管护�的特性,决定政府不可能包揽所有管

护活动, 只能让当地群众承担起管护的重任, 因为管

护投资是生态建设初期和过程投资几倍以上, 需要大

量劳力和闲散时间;这个特点正好可以利用农村大量

闲置劳动力,变劣势为优势,为剩余劳动力寻找出路。

产业化生态购买为资本和技术寻找投资机会和场所,

实现�政策、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资源要素的聚
合,整合和盘活社会资源和力量, 克服生态购买不同

主体的缺陷和弱点, 增强不同生态购买主体的能力、

实力和优势;例如, 在产供销一体化、农工贸一体化、

林纸一体化、�农户+ 基地+ 公司�等经营方式中, 农

户既可以使用部分生态建设成果,用于改善生活和扩

大再生产,又可以赚取劳务工资, 同时不为生态产品

的销路发愁, 农户的实力和资信明显提高, 易获得金

融机构和科技机构投资与扶持,从而有利于扩大生态

建设规模和速度;如我国东北林区曾经因为管护不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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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陷入困境,东北林区在市场化和产业化管护上大做

大章,充分调动林区职工和农户多种经营利用和发展

生态经济的积极性, 使管护变成有利可图的产业, 东

北林区逐步恢复生机活力。政府在产业化的�国有私
营�生态购买中的投资乘数效应巨大, 引发连锁性的

投资反应, 从而激发投资浪潮, 拉动�国有私营�生态

购买的需求和投资。

4 � 生态购买将引发我国生态建设革命

�国有私营�生态购买是�高投入,低效益�生态建

设模式转化为�低投入,高效益�生态建设的动力和枢
纽,是�把生态建设推向市场, 明确所有权,搞活管理

权,放开建设权�的关键基础和保障手段;是围绕生态

建设成果形成、维持、利用和转化,进行制度安排、政

策设计的平台和条件。生态购买, 标志着从生态建设

初始和过程要生态(效益)转为向生态建设结果要生

态(效益) ;从计划和项目要生态(效益)转为向市场要

生态(效益) ;从工程和技术要生态(效益) ,转为向制

度和管理要生态(效益)。生态建设成果(生态产品)

商品化和市场化,催生和培育生态建设成果形成、维

持、利用和转化的市场体系,加速生态建设投资市场、

期货市场、金融市场、产品市场、要素市场等发育, 吸

纳和聚集市场要素和主体, 整合社会资源和力量, 应

用市场力量和物质利益激励来激发和推动生态建设。

�国有私营�生态购买使生态建设成为预期稳定、利润
高、风险小、操作简易的产业和投资场所,激发农户和

社会资本的建设和投资的兴趣。

生态购买加速沙产业、草产业发展,拉长产业链,

形成产业群,大幅度增加附加值。更为重要的是, 生

态购买建设和完善生态建设的进入 � 退出机制、渠道

和救济保障机构, 减缓生态建设者和创业者后顾之

忧;在困难之际,生态建设者可以将生态产品卖出,变

现取回投资,不会因为生态建设失败而破产和贫困。

�国有私营�企业购买能给当地贫困群众带来实惠,帮

助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增强生态建设灵活性、吸引力、

动力和动机,例如,湖北省宜昌市为保护森林资源, 决

定向农民�买树�,并动员市民采资�买树�, 使贫困山

民不再依靠伐树卖木材为生,而以卖树致富。生态购

买�以质论价,以数量论英雄�, 强化激励 � 约束功能,

孵化和壮大生态建设能人、专业户和龙头企业队伍,

提高生态建设质量,扩大生态建设规模和速度。生态

购买不仅具有极强行为激励,而且具有心理抚慰、镇

静和激励功能,成为众生态建设者的心理依赖和精神

支柱, 改善生态建设心理素质, 增强抗干扰、抗压力和

自我调适能力,减少心理恐惧、紧张等不良心理反应

和不良情绪, 减少心理障碍和心理疾病; 同时提高和

稳定经济预期,增强风险偏好, 乐于接受各种风险的

挑战, 从而释放出巨大心理力量和精神动力。

�国有私营�生态购买是市场经济时代生态建设

重要战略制度安排。它的完善和实施需要三方面的

基础和条件: ( 1) 生态购买的法律和政策框架, 明确

生态购买的指导思想、精神、原则、要求、目标、标准、

数量、定价、步骤、程序、规则、对象、范围等; ( 2) 编

制生态购买的�技术手册�、�法律手册�、操作规范和

实施细则,以规范生态购买; ( 3) 生态购买配套制度

和运行环境的研究与建立; ( 4) 及早开展试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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