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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研究综述

【摘     要】 主体功能区规划对我国稳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为加强其科学性，本文针对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机制进行研究，并明确指

出当下生态补偿中存在的问题，以期可以为相关工作者研究提供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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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体功能区规划持续推进的背景下，其生态补偿机制逐
渐受到社会的关注。通过不断优化生态补偿能够促使不同主体
功能区协同发展，该点对我国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主体功能区研究进展

主体功能区是我国特色理念，其不仅符合我国国情，而且
还能促进我国健康发展。目前，国外尚未出现与主体功能区相
关的政策及理论，因此国外不存在该方面研究成果及资料。但
主体功能区核心理念是对空间结构等进行科学利用，促使不同
区域能够协同发展。该理念与国外空间发展规划具有较高的相
似度，因此在对主体功能区进行研究时，我国学者可适当参考
国外国土空间规划相关理论，从而加强我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
科学性。

1.国外国土规划发展
不同国家对国土规划的定义存在明显差异，但其具体战略

目标均为对区域进行合理规划，以此促使社会经济能够具备协
调性。根据相关资料显示，可发现西方国家对国土进行规划的
思想多是起源于古希腊等时期，例如雅典即具有较为完善的城
市规划，该点对西方国家现代国土规划具有促进作用。从现实
角度出发，可发现国土规划是人类与土地密切关系的表现形式
之一，其能够准确代表二者关系的现状以及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
此后，为满足时代发展需求，国外有相关学者对国土规划进行
研究，并逐渐转变其内容及目标等，促使其具备更强的合理性。
在百余年的发展背景下，国外国土规划理念与现今社会已具有
极高的契合度。

2.我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研究
为有效解决我国人口经济与资源协调性较低以及国土开发

失衡等多项问题，我国在充分参考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主
体功能区规划概念。自该理念提出，我国相关学者即围绕其理
论等多方面内容进行研究，并成功取得良好的研究成果。

(1)主体功能区规划理论
主体功能区规划不仅是我国国土规划及管理的伟大举措，

而且也是我国实现各区域协同发展的唯一途径，其在一定程度
上，代表着我国区域发展决策已发生转变。针对该种治理模式，
我国许多学者开始尝试以自身研究领域为基础，对主体功能区
规划进行全方位解读，并尝试以此构建出具备合理性的理论体
系，其主要包括学科有地理学以及经济学等。有学者从地理学
角度出发，围绕其理论展开详细探讨，其认为由于主体功能区
规划相关理论包括多个学科，故而其本质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工
程，而空间有序性法则是其核心内容。陈妍 [1]认为与区域发展
具有密切联系的相关理论可同时作用于主体功能区规划，为该
项理念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撑。由此可以发现，在深入挖掘主体
功能区规划的过程中，应对区域经济发展等内容进行综合考虑，

以此才能为主体功能区规划提供可靠依据。
(2)主体功能区规划体系
针对主体功能区规划而言，现今我国所采取的体系主要包

括以下几点：①国家在区域划分中采用的“9+1”体系。此类
体系突出强调以单项指标分类为基础，对国土空间各项评价指
标进行创设；②将现有开发密度等多方面内容视作为一级指标，
并以此为基础，对其他指标进行选择，将其与一级指标进行融合，
以此构建出具备科学性的指标体系。此后，相关人员应灵活运
动多种赋值方法，将指标权重进行确定；③通过相应的数学模
型对主体功能区规划体系进行构建。王雯雯 ,叶菁 ,张利国 ,魏超 ,
张红伟 ,刘寒寒 [2]为此进行研究，并成功对主体功能区方法及
状态进行划分与判定。

(3)绩效评价考核
据相关资料显示，主体功能区评价考核机制具有较强的针

对性，其不仅能够围绕区域发展做出差异性评价，而且还能对
主体功能区开发进行引导与控制。为此，有相关学者进行研究，
其从多个角度对评价指标进行构建，并灵活利用网络构建出具
备可行性的评价模型，促使不同主体功能区均具有不同的评价
指标。陈传明 ,侯雨峰 [3]从其他视域出发，并在综合考虑功能
区所存在的差异性后，根据其特点构建出涵盖多项指标及方法
的评价体系。

二、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研究进展

由于主体功能区概念为我国特色，故而国外暂时不存在主
体功能生态补偿相关研究及理论。针对我国学者而言，其研究
方向多为主体功能区与生态补偿之间存在的关系、生态补偿方
法及内容、相关理论等多个方面。

1.相关理论
我国多数学者认为公共物品等理论是对生态补偿机制进行

研究的理论基础；张化楠 ,接玉梅 [4]从其他角度出发，认为该
机制法理基础应是自然正义等理论。
在以主体功能区为基础对生态补偿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

国多数学者认为区域分工等理论是该研究过程中的重要理论基
础，其认为各学科理论对生态补偿机制研究具有奠定基础框架
的重要作用，而相关均衡理论对革新生态补偿运行模式更是具
有积极的促进意义。但有部分学者对此存有不同观点，例如有
学者在对功能区权利等进行分析时，将权利义务相关理论视作
为生态补偿重要理论依据。另有学者认为行政补偿等理论是生
态补偿研究应进行参考的理论依据；在构建生态补偿机制的过
程中，应将公共产品交易等理论视作为理论基础。

2.主体功能区与生态补偿的关系
(1)保障作用
具备科学性的生态补偿机制能够为我国顺利进行主体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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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祥 ,接玉梅 [6]认为，由于个别主体功能区层次过高等多方面
原因，故而在实践过程中应采取具有主导地位的垂直补偿模式；
若主体功能区为省级，相关工作人员应采取结合多种补偿方式
的生态补偿模式。另有学者认为，可通过财政转移等方式对功
能区格局进行改变。此外，若政府在补偿方面中存在缺陷，则
应采取自立补偿模式，以此达到有效补充的目的。张盉儆 [7]通
过研究，将生态补偿细化为两类渠道，即政府渠道与社会渠道。
其认为国家不仅应对功能区提供资金补偿，而且还应根据区域
实际情况，创设出具有特色及内涵的文化产业。

三、现有研究评述

自主体功能区概念提出，即迅速引起各领域学者的关注。
我国学者相继对其进行研究，并成功取得良好的研究成果，该
点对我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具有促进作用。根据相关资料显示，
我国学者研究方向多为其理论基础、体系以及补偿方法等。但是，
由于学者出发角度及视域存在不同，故而其所依据的理论基础
均存在明显差异，从而导致我国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各环节难
以实现统一。此外，虽然我国诸多学者针对省级或市级主体功
能区进行研究，但其对低层次功能区的研究力度相对较弱。因此，
我国在实际发展中，必须充分参考国外国土规划相关理念及经验，
并在国家级或省级主体功能区的基础上，对功能区规划的科学
性进行探讨与研究。以此为基础，我国对功能区领域的研究力
度将显著加强 [8]。此外，由于我国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方式及
资金来源欠缺科学性，故而我国相关学者应积极加强该方面研
究力度，以此为我国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四、结语

综上所述，自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提出，我国学者即相继
对其进行研究。但通过研究资料可发现，学者对主体功能区理
论基础以及生态补偿方式等多方面的研究力度及成果有待提升。
针对该点，相关学者必须采取相应措施，从而加强我国主体功
能区生态补偿的科学性。

课题 :促进主体功能区战略格局在皖江城市带精准落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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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规划提供保障。从现实角度出发，可发现主体功能区规划是
我国为满足时代需求与国情，从而提出的创新性概念，其能够
促进资源环境协同发展，为我国国土开发提供思路。生态文明
建设是我国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基础
全面推动该项理念，是我国当下的首要任务。但主体功能区规
划本身不具备“平衡性”，相关政策及定位导致我国功能区发
展及经济出现明显差异，该点对平衡我国区域经济利益等方面
极为不利。以此为基础，我国对生态补偿机制的需求正在日益
增长。针对该点，我国相关人员必须正确利用生态补偿机制，
以此平衡各主体功能区之间存在的矛盾。
此外，生态补偿机制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积极的促进

作用。我国有学者认为，导致我国限制生态建设积极性降低的
主要原因是资金存在问题，因此我国当前应将解决融资渠道等
问题视作首要任务，以此满足生态补偿机制的基本需求。黄征学 ,
潘彪 [5]认为：实施主体功能区规划对平衡我国区域利益极为不利，
其导致开发区承担不必要的损失，而生态补偿机制是有效解决
该项问题的重要途径。

(2)主体功能区规划对生态补偿的保障
现今，我国正在全面推动以主体功能区为基础的国土空间

构建，该点对我国相关工作者优化生态补偿制度具有奠定基础
的作用。正确进行主体功能区规划是完善生态补偿内容的先决
条件，因此从主体功能区规划视域出发，对相关政策进行完善，
不仅能够加强环境与发展之间的联系，而且还能为生态补偿机
制优化工作提供保障。即在主体功能区规划顺利实施后，区域
主体功能定位将得到明确，该点能够为实施相关政策提供便捷性。
在成功构建能够协调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共赢机制后，不仅生态
补偿机制将具备长效性，而且区域将实现可持续发展。
自我国重大会议中明确生态文明相关理论后，我国正在全

面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在这其中，主体功能区相关战略能够为
我国实现绿色生态提供基本保障。此外，二者之间存在相互促
进的密切关系。现今，我国对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基础的国土
空间构建给予高度重视，并在参照其理论等内容构建出空间布
局框架的同时，创设出相关研究平台。由此可发现，对功能区
生态文明建设补偿等方面进行研究，能够有效推动我国生态文
明建设。

(3)生态补偿方式
生态补偿方式在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中具有重要地位，其

能够对补偿效率及质量产生直接影响。针对该点，张化楠 ,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