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06 ( 下旬刊)

一、生态补偿的定义

生态补偿(EcologicalCom pensation) 是 当 前 生 态 经 济 学 界 的 热

点问题之一。国内外对生态补偿有不少定义,但由于侧重点不同及

生态补偿本身的复杂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Cu-

perus等( 1996) 将生态补偿定义为“对在发展中造成生态功能和质

量损害的一种补助”。毛显强等( 2002) 将生态补偿定义为:“通过

对损害(或保护)资源环境的行为进行收费(或补偿),提高该行为的

成本(或收益),从而激励损害(或保护)行为的主体减少(或增加) 因

其行为带来的外部不经济性 (或外部经济性), 达到保护资源的目

的。”结合上述定义,本文认为生态补偿的内涵应当从两个方面去

理解,一是对自然的补偿,即对已经遭受破坏了的生态环境进行恢

复与重建,对面临破坏威胁的生态环境进行保护,如退耕还林、污染

治理等;二是对人的补偿,即对在生态环境的直接补偿的活动中做

出贡献者和利益损失者所进行的经济补偿,如对退耕农民的钱粮补

贴等。本论文对生态补偿的讨论侧重于其第二层含义,即对在生态

补偿活动中的贡献者和利益损失者的经济补偿。

二、建立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的必要性

多年来,为了保障流域的生态安全、保证流域水资源的可持续

利用,大多数河流上游地区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然

而,我国大多数河流的上游地区往往是经济相对贫困的区域,很难

独自承担保护流域生态环境的重任,同时这些地区摆脱贫困的需求

又十分强烈,导致流域上游区域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环境的矛盾十

分突出。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沿用行政解决生态的思路,即在水源地

生态保护区利用行政手段强令地方政府和居民进行水源保护,但任

何一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如果减少了政策实施者的利益,这项政

策往往是很难推行的。作为整个社会系统中平等的个体而言,在为

社会做出牺牲的同时,如果不能得到应有的补偿,首先是不公平的,

同时这种行为也是难以持久的。

生态补偿作为一种水源地保护的经济手段,其目的是调动水源

地生态建设与保护者的积极性, 是促进水源保护的利益驱动机制、

激励机制和协调机制的综合体。

三、水库水源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

( 一) 补偿定量研究

1.基于上游发展权限制损失的补偿

补偿是相对于损失而言的,水源地保护对保护区人民所造成的

损失主要表现在发展权限制的损失。由于水源地保护政策,实行限

制发展工业和第三产业,造成库区人民的直接经济损失,如粮食减

产,收入减少等,下游受益地区应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偿。

利用相邻县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水库流域人均可支配

收入对比,估算出相对相邻县市居民收入水平的差异,从而反映发

展权的限制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作为补偿的参考依据。补偿测算

公式如下:

V( 年补偿总额度) =( 参照地区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库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库区城镇居民人口+ ( 参照地区

的农民人均纯收入- 库区农民人均纯收入) ×库区农业人口

2.补偿费分摊率的确定

人们对生态价值的认识变化及为之支付的意愿的变化特征可

以用直角坐标系中的 S 形生长曲线加以描述。因此,可以借用罗吉

斯(Logistic)生长曲线模型来探讨人们对生态价值的支付意愿。

把反映人民生活水平的恩格尔系数(Engel's) 的倒 数 用 来 代 表

时间坐标轴 t(横坐标),并进行必要的转换( T = t+ 3)( 见图 1) ,以

确定现阶段社会对生态价值的认可程度即支付的意愿。

因此,根据恩格尔系数 Eni、生态价值支付意愿模型来确定各

受益对象的支付意愿 W i。

W i=yi=1/(1+e-(1E ni-3))

然后考虑各个区域的 G D P 值,对 W i进行修正,则补偿费

W i'为:W i'=piW i/ΣpiW i

式中,pi为各个受益区域的 G D P 值占所有受益区域 G D P 值总

和的比值。

有了上述结果,可以计算各地区应支付的补偿金额 V i:

V i=W i'×V

式中,V 为年补偿总额度。

( 二) 生态补偿的资金来源

生态补偿资金可以从不同的渠道进行筹集:

1.受益区政府应考虑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在进行财政资金

的再分配时,每年对水库水源保护区进行适当的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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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根文件系统

从 www.busybox.net下载使用 BU SY BO X 软件进行功能裁减,产

生一个最基本的根文件系统, 再根据自己的应用需要添加其他程

序。默认的启动脚本一般都不会符合应用的需要,所以就要修改根

文件系统中的启动脚本, 它 的 存 放 位 置 位 于 /etc 目 录 下 , 包 括 :

/etc/init.d/rc.S、/etc/profile、/etc/.profile 等, 自动挂装文件系统的配置

文件 /etc/fstab,具体情况会随系统不同而不同。

建立应用程序的 Flash 磁盘分区

一般使用 JFFS2 或 Y A FFS 文件系统, 这需要在内核中提供这

些 文 件 系 统 的 驱 动 , 有 的 系 统 使 用 一 个 线 性 Flash ( N O R 型 )

512K B～32M B ,有的系统使用非线性 Flash( N A N D 型) 8～512M B ,

有的两个同时使用,需要根据应用规划 Flash 的分区方案。

开发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可以放入根文件系统中, 也可以放入 Y A FFS、JFFS2

文件系统中,有的应用不使用根文件系统,直接将应用程序和内核

设计在一起,这有点类似于 μCO S-II的方式。

编写内核、根文件系统、应用程序

发布产品

五、开发嵌入式 Linux 的几个问题

Linux 的移植。如果 Linux 不支持选用的平台,就需要把 Linux

内核中与硬件平台相关的部分改写,使之支持所选用的平台。

内核的裁剪。嵌入式产品的可用资源比较少,所以它的内核相

对嵌入式系统来说就显得有点大,需要进行剪裁到可利用的大小。

桌面系统。现代的操作系统如果没有一个友好的界面是没有说服力

的。现在的台式机 Linux 系统使用了传统的 X W indow 系统的模式

-Client/Server结构。和硬件有关的部分即是 Server 端,实现一个标

准的显示接口;应用程序通过对 Server 的服务请求,实现程序的显

示。在此之上,实现窗口的管理功能。但 X W indow 对于嵌入式系统

来说显得很庞大。现在国内有 M iniG U I,国外有 M icroW indow ,都在

致 力 于 嵌 入 式 Linux G U I 的 开 发 。 适 用 于 嵌 入 式 Linux 上 的 X

W indow 的工作也在进行。

驱动程序的开发。Linux 内核更新的很快,许多最新的硬件驱动

很快就被支持。但嵌入式系统应用领域是多种多样的,所选用的硬

件设备也不同,并且不可能都有 Linux 的驱动程序,因此,设备驱动

程序的开发也是重要的工作。

应用软件的开发。

中文的支持。

六、结束语

Linux 的使用可以延伸到计算机应用的一系列产品,从 IBM 微

小的 Linux 腕表到手持式装置(包括 PD A 和手机)和消费性娱乐系

统到资讯家电产品、电话网络设备等。因为 Linux 以开放的和自由

的原始码的形式存在,它的许多差异性和结构及支持的软件,都使

Linux 逐步发展,以满足市场和各种应用所需的多变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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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考虑适当的增加原水的价格, 把增收的水费作为生态补偿

金,反馈到水源保护区。

3.每年可以从排污费、农业发展基金等资金中提取一部分作为

生态补偿金。

4.接受社会各界的生态补偿捐助。

5.在远期可以考虑向受益单位部门征收一定的税费;以及对生

态环境产生或者可能产生不良影响的生产、经营、开发者征收一定

的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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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用生长曲线和恩格尔系数计算人们对生态价值的支付意愿

1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