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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贵州省不断在探索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致

力于改善辖区内重点污染流域的水质状况，保护清水江

上游的重安江水环境质量。经过多年的治理工作，重安

江上游水质持续好转，2018 年重安江大桥断面已经出现

了不稳定达标。1

1.研究目的

本文以重安江（福泉段）流域的特征污染物总磷

（TP）为研究因子，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对流域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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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控制单元，通过对控制单元内污染源的总磷进行矢量

化分析，确定重安江（福泉段）流域控制单元内水环境

容量，运用环境总量法和环境成本法进行核算，综合考

虑上游的生态建设和保护投入，针对新形势下建立合理

的纵向、横向生态补偿模式，构建适合于重安江流域经

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相协调的新的生态补偿机制。

2.流域污染控制单元划分

控制单元的概念在美国的水质规划中被提出，主要

是以流域为控制区域，为使区域内的污染物浓度和总量

得以削减，提出一定措施，达到改善和恢复区域内水环

境质量的目的。划分控制单元是对流域分区进行生态补

偿的基础工作和水环境容量的基础计算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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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控制单元划分思路

为了便于后期对污染监管、布设重点污染治理设施

以及合理的进行生态补偿的分配，本次研究对流域进行

污染分区，考虑到乡镇无污染的监管和生态补偿分配职

能，将不考虑行政格局，此次利用重安江（福泉段）流

域上 1 个国控断面，9 个市控断面，从支流汇水区域出发，

按照监测断面和自然汇流格局进行划分。

（2）污染分区的划分结果

以重安江（福泉段）流域监测断面为基础，结合汇

入支流及汇水区状况，在上游划定 1 个控制单元（黑塘

桥控制单元）；中游由 4 条支流汇入，划定 4 个控制单元

（吴家桥控制单元、五里桥控制单元、川恒排口控制单

元、越都取水口控制单元）；下游由 3 条支流汇入，划定

3 个控制单元（羊昌河控制单元、凤山桥边控制单元、出

境控制单元）。

3.流域控制单元生态补偿成本分析

生态资金的分配比例应该按照对流域的生态环境保

护贡献大小来确定，以各控制单元预留的总磷环境容量

价值（剩余环境容量和总磷削减量）以及水环境恢复成

本来核算。本次研究将理想水环境容量中除去 TP 实际入

河量，作为剩余容量。总磷削减量则假设每一个控制单

元都是在入境水质满足Ⅲ类水质标准下对控制单元污染

物进行削减。水环境恢复成本采用影子工程法进行核算，

主要是以建造新工程的成本和治理运行费用来替代原有

的生态价值，计算为恢复已被破坏的生态环境而投入的

治理费用。

同时参考 2015 年出台的《黔南州乌江流域水污染防

治生态补偿实施办法（试行）》中总磷标准，结合黔南州

经济发展状况，将 TP 补偿标准确定为 10000 元 / 吨。生态

补偿成本如下表

重安江（福泉段）流域年生态补偿成本表　单位：万元

控制单元

TP 环境容

量价值

（万元）

环境恢复

成本

（万元）

生态补偿

成本

（万元）

黑塘桥控制单元 K1 20.16 0 20.16

吴家桥控制单元 K2 238.46 1125.2 1363.66

五里桥控制单元 K3 9.49 671.9 681.39

川恒排口控制单元 K4 11.5 542.2 553.7

越都取水口控制单元 K5 3.871 0 3.871

羊昌河控制单元 K6 301.69 1310 1611.69

凤山新桥控制单元 K7 59.1 57.52 116.62

出境控制单元 K8 74.59 340.9 415.49

总计 718.861 4047.72 4766.581

上表可知：重安江（福泉段）流域获得的生态补偿

成本为 4766.581 万元，其中：羊昌河控制单元分配的生

态补偿成本最多，为 1611.69 万元；越都取水口控制单元

分配的生态补偿成本最少，为 3.871 万元。

4.生态补偿政策的优化建议

（1）建立完善的生态补偿法律体制

生态补偿工作的顺利开展要依赖于完善的法律制度，

流域环境改善的相关规划、方案、计划陆续出台，但流

域的生态补偿办法和要求仍然依据原有生态补偿方案，

其不适应性已经逐渐凸显出来，政府的财政压力巨大、

企业的治理动力不足、公众的参与力度弱化等，要解决

这一困扰，需要地方政府结合区域实际情况、因地制宜，

切合实际制定适合于重安江（福泉段）流域的生态补偿

法律法规，完善生态补偿原则、生态补偿方式、生态补

偿标准等，制定针对辖区内污染治理、磷石膏利用等企

业的补偿制度以及市场及公众参与的激励机制，以确保

生态补偿机制的顺利实施，提高生态补偿效率，达到政

府履职、企业负责、公众自觉参与的目的。

（2）建立辖区分区生态补偿模式

重安江（福泉段）流域污染主体分布不均，治理重

点和效果存在差异性，以有利于区域整体提升生态环境

保护效益为目的，在对流域进行分区的基础上，建立分

区补偿模式。

生态补偿成本最高为吴家桥控制单元和羊昌河控制

单元，单元内以工业水环境治理项目为主，在促进企业

长远、有序、可持续的发展基础上，提升企业实行利用

清洁能源、对污染物深度处理、综合利用废弃物、推行

清洁生产等方式改善流域内生态环境的积极性，在国家

支持节能、节水优惠税收政策的基础上，因地制宜，进

一步提升对实施清洁生产、利用废弃物生产、提高污染

治理技术的企业的支持力度，给予税收政策的优惠或税

收返还。

流域内以畜禽治理为主体的单元，企业资金较为薄

弱，生态环境保护的主动性不足，在调动企业积极性的

同时，应以资金补偿、技术帮扶、科技入股的方式引导

企业形成市场化的运作模式，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以生活源和农业面源治理为主体的单元，仍然以政

府为主导，通过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和资金融资模式介入

来达到政府与市场共建的补偿模式。同时为促进上下游

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建立上下游之间直接性生态补

偿模式，平衡上下游之间发展机遇不同而带来的经济社

会差异。



166

环境与发展4卷4期
ISSN: 2661-3735(Print); 2661-3743(Online)

（3）建立多渠道的生态补偿核算体系

重安江（福泉段）流域现有补偿核算主要基于跨

境断面水质进行核算，方法较为单一，不能全面、系

统、详细地反映流域水质整体状况。为了更合理、更

有效的进行生态补偿核算，首先建立生态效益指标，

不单独的以一个浓度指标来反映状况，建议引入环境

效果、治理成本、公众满意度等指标，从改善成效和

达到的效益出发，整体地、系统地进行补偿核算；其

次建立更加完善的监测体系，目前监测体系的设定主

要为了体现重点几条支流中某一个点的污染或改善情

况，覆盖面不广、监测的指标不全面。建立完善的监

测体系是生态补偿核算的数据依据，也是建立健全新

的生态补偿机制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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