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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耕地资源外部性价值基本理论及其内部化、外部性价值的空间异

质性、外部性价值测算与补偿等方面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归纳发现：通

过财政转移支付方式给予耕地保护主体一定数量的补偿，可有效提升农户耕地

保护积极性；国内在补偿标准理论基础、补偿标准测算等方面研究成果丰硕，但

存在需深入探讨的问题。未来应充分考虑耕地资源外部性价值的空间异质性，

综合测算正负外部性价值量，制定符合区域实际的差别化生态补偿策略，提升

补偿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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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补偿，国外称之为生态或环境服务付
费，最早研究出现于１９５０年代。随着农田生态
环境的不断恶化，生态补偿问题已经成为国内

外业界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

不少国家和地区采用政府购买［１］、财政补

贴［２－３］、收取生态补偿费等手段对生态补偿进

行了大量实践，但其运行效率饱受诟病，其中存

在的问题包括补偿对象、补偿资金来源、契约设

计合理性［４－６］和补偿标准的科学性等［７－１０］。我

国高度重视生态保护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环境就是民生，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华民族永续

发展的千年大计，“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

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１１］。以上论

断正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资源、环境、生

态制约加剧和出现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做出的。

“人的命脉在田”，耕地生态系统是与人类关系

最密切、受人类影响最大的生态系统，它是人类

最重要的食物来源之基，对保障国家安全和维

护社会稳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拥有

十四亿人口的我国来说，耕地生态补偿制度的

建立和完善显得尤为重要。在这种背景下，梳

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系统评估关于耕地资

源外部性价值及其补偿问题的最新研究进展和

动态，可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生态补偿制度，科学

开展耕地生态补偿实践，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

参考。鉴于此，本文拟通过梳理国内外主流期

刊相关研究文献，从耕地资源外部性价值及其

内部化、外部性价值空间异质性、外部性价值测

算方法等方面，系统评估最新研究进展和动态，

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生态补偿制度、科学开展耕

地生态补偿实践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参考。

　　一、国外研究现状

１．耕地资源外部性价值及其内部化
“外部性”这一概念最早由新古典经济学

创始人马歇尔［１２］在 １８９０年出版的经典著作
《经济学原理》中提出。此后，福利经济学之父

庇古［１３］等在对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差异研究

中指出，外部性产生的原因在于边际私人成本

和边际社会成本不对等，当后者大于前者时，会

产生正外部性价值；当前者大于后者时，会产生

负外部性价值。由于市场机制无法消除外部

性，可通过对正外部性价值给予补贴、对负外部

性价值进行征税的方法将其内部化为供给主体

的收益或成本，以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

进［１４］，这一思路对于公共物品供给尤为适用。

对耕地保护外部性价值的研究可追溯至１９７０
年代，Ｇａｒｄｎｅｒ等在对农田生态环境问题研究中
提出，耕地资源外部性价值包括保护净化空气、

提供野生动物栖息空间等，这一观点引起了众

多学者［１５－１８］的关注。此后，相关研究不断深入

并逐步达成共识。大多学者认为，耕地资源总

价值可分为市场价值和非市场价值。非市场价

值即外部效益，主要包括传统乡村生活方式的

保存、文化遗产的保护等社会效益，以及生物多

样性维持、水源涵养与保护等环境效益和乡村

就业等发展效益［１９］等。

在对耕地资源外部性价值内部化的研究

中，Ｌ．Ｔｗｅｅｔｅｎ［２０］提出，应对耕地资源正外部性
价值予以货币补偿，使农民受益，从而有效防止

农地流失；Ｌ．Ｌｉｂｂｙ等［２１］通过构建数理模型分

析了资源配置效率与耕地外部效益的关系，结

果显示：耕地资源正外部性价值供给存在市场

失灵现象，为保证正外部效益不断提升，必须通

过政府干预方式，根据外部性效益的类别和大

小给予不同额度的补偿，否则将会导致耕地面

积供给不足；有文献［２２］指出，为避免大量耕地

转为建设用地，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应根据边际

社会效益给予正外部效益提供主体一定数量的

经济补偿，确保耕地保护主体有利可图，否则将

导致外部性效益供给不足，影响社会整体福利

的提升。

由此可见，国外学者对于耕地资源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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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内涵及其具体内容已达成共识，绝大多

数学者认为，忽视耕地资源外部性价值将会导

致市场失灵和耕地资源外部性效益供给不足。

这些研究为耕地保护、生态补偿提供了重要理

论依据。

２．耕地资源外部性价值的空间异质性
空间异质性是指系统及其属性在空间上的

复杂性和变异性［２３］，其最早研究始于１９９０年
代生态学领域，如 Ｊ．Ｗｕ等［２４］将空间异质性定

义为生态系统的缀块性和环境的梯度变化。近

年来，相关研究开始拓展到土地科学领域，主要

围绕土地景观生态、土地市场、土地利用、房地

产市场等问题展开。例如，Ｓｃｈｌｅｓｉｎｇｅｒ等［２５－２８］

对农田土壤理化性质、土壤养分的空间异质性、

变异特征与影响因素等进行了大量研究，指出

土壤理化性质空间差异性明显且影响因素各

异；Ｂ．Ｌ．Ａｎｄｒｅ［２９］通过对城市空间结构和异质
性的识别，指出影响区域生态安全的主要因素

包括生态保护意识、文化凝聚力等，据此进行城

市景观规划和设计；Ｄ．Ｊ．Ｃ．Ｐａｒｅｄｅｓ［３０］运用配置
估计法对城市房价进行研究发现，住宅价格指

数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特征；Ｊ．Ｐ．Ｌｅｓａｇｅ
等［３１］利用空间自相关和空间误差模型分析了

住房价格的空间交互影响，认为空间数据分析

方法可有效分析影响因素差异性问题；Ａ．Ｓａｅ
ｆｏｄｄｉｎ等［３２］以印度尼西亚的万丹省为例，通过

建立ＧＷＲ模型研究发现，土地等级、土地开发
状况等变量对土地价格影响最为显著。总体来

看，对于定量数据，研究多以遥感或ＧＩＳ景观图
为基础，采用变异、相关指数、变异指数等空间

统计学方法；对于定性数据，多采用聚集度、均

匀度、分维指数等空间分析方法［３３－３４］。

可见，国外对于空间异质性的研究起步较

早，且主要集中在土地景观生态等领域，采用定

量方法分析耕地资源外部性价值空间异质性的

研究则相对薄弱。

３．耕地保护生态补偿
国外对耕地生态补偿的实践始于１９３０年

代，集中于美国和欧盟等国家。基于不同的理

论基础，大致可将其划分为三类：科斯理论指导

下的市场主导型、庇古理论指导下的政府主导

型、超越科斯和庇古理论的混合型。三者的共

同之处在于，均强调通过激励达到耕地生态环

境保护的终极目标；不同之处在于，不同理论指

导下强调的各社会主体在耕地生态环境保护中

所扮演的角色不同。三者的研究焦点主要聚集

在：其一，外部性价值的定量核算。耕地生态价

值的核算是耕地生态补偿的基础，不少学者都

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例如，Ｌ．Ｄｒａｋｅ［３５］提出假
想生态价值市场存在，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测

算供给方和购买方的 ＷＴＰ和 ＷＴＡ，从而测算
出瑞典农田的景观价值约为９７５克朗／ｈｍ２；Ｆ．
Ｈａｃｋｌ等［３６］采用 ＣＶＭ研究方法对澳大利亚农
地旅游价值进行研究后发现，消费者愿意支付

的价值远远高于当地的农业环境补贴；Ｊ．Ｍ．
Ｄｕｋｅ［３７］运用关联分析法评估公众对农地非市
场服务的偏好程度，结果表明农地资源的外部

效益在０～１０００美元之间；Ｂ．Ｌ．Ｍａｈａｎ［３８］利用
特征价值法对湿地资源生态价值进行研究后发

现，湿地周边居住价值与湿地面积、距离湿地的

距离成正比；Ｒ．Ｃｏｓｔａｎｚａ等［３９］综合利用多种方

法对全球生态系统价值进行综合评估发现，生

态服务的价值量是全球ＧＮＰ的１．８倍。其二，
生态补偿效率测算。通过评价已有耕地生态补

偿政策或环境服务付费政策的执行情况与效

率，可判断政策的成败得失，明确进一步改进的

方向［４０］。Ｓ．Ｅｎｇｅｌ等［４１］采用 Ｆａｒｒｅｌｌ效率分析
法对美国马里兰州农地保护面积进行研究后发

现，改变补偿机制、提高补偿标准等措施，有利

于农地面积最大化和农地地力最优等目标的实

现，进而抑制农地、林地等大面积流失；Ｒ．Ｅ．
Ｈｅｉｍｌｉｃｈ等［４２］认为农户与政府间信息不对称

的存在，导致农户不愿与政府签订长期农地保

护契约，特别是当农产品价格上涨时，农户极易

受到道德风险的困扰，为谋取短期经济利益而

产生掠夺性行为，土地所有者反保护情绪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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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使得生态补偿效果大打折扣。也有学

者［４３－４４］认为，尽管农地生态补偿会对经济发展

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这种影响远低于其所

产生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补偿可在一

定程度上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改善其

福利状况，从而实现帕累托改进。

　　二、国内研究现状

１．耕地资源外部性价值及其测算
国内学者对耕地资源外部性价值的关注始

于１９９０年代中后期，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
耕地资源外部性价值的划分有所不同。有学者

从功能属性角度将其分为经济、生态和社会价

值，也有学者从价值类型角度将其分为市场价

值和非市场价值。马文博等［４５］综合分析已有

研究成果认为，耕地资源外部性价值可从总体

上分为市场价值和非市场价值，前者主要是指

经济价值，后者主要是指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

非市场价值即为耕地资源外部性价值，其来源

于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外溢。有学者［４６－４７］

将研究视野聚焦于正外部性价值测算上，而随

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一些学者逐渐认识到耕

地资源不仅能带来正外部性价值的生态效益和

社会效益，提高社会整体福利水平，还会因不合

理使用而破坏生态环境，产生负外部效应；蔡银

莺等［４８］认为负外部性主要是指片面追求产量

增加，过度施用化肥、农药和灌溉水等而引起的

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可见，国内学者在对耕

地资源外部性价值进行分类的基础上，采用不

同的定量分析方法测算了其正外部性价值，而

对其负外部性价值的研究则有待深入开展。

２．耕地资源外部性价值的空间异质性
国内对于空间异质性的相关研究由于对象

不同，采用的方法也各异。张俊峰等［４９］以武汉

城市群为例，构建能反映土地质量、结构、数量、

禀赋等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法和Ｔｏ
ｂｉｔ模型对武汉城市圈土地资源价值的空间异
质性及其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结果显示，城市化水平、人均 ＧＤＰ和第三产业
比重对异质性具有显著影响；王亚运等［５０］研究

表明，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和生态功能区

等不同用地分区土地流转影响因素具有空间异

质性，受家庭禀赋与生计方式、户均经营规模与

农业企业信赖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较为显著，应

充分考虑不同分区的空间差异，制定符合区域

实际的差别化流转策略；张孝宇等［５１］以武汉市

耕地非农化地块数据为例，采用地理加权 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模型验证了耕地资源非农化驱动力的空
间异质性，并对其空间分布规律进行了分析，研

究表明，受产业布局、经济和城市发展特点等的

影响，耕地非农化驱动力的异质性在空间上呈

现出一定规律性；胡喜生等［５２］认为，土地生态

服务价值测算必须考虑空间异质性、社会发展

阶段和资源稀缺性等因素，并考虑生物量等修

正区域差异对生态服务价值的影响，构建生态

价值动态估算模型，测算出福州市生态服务的

动态价值为３８９．４８亿元，静态价值为２７０．３２
亿元，研究结果更加符合区域实际，有利于生态

环境保护制度的建立；苑韶峰等［５３］采用地理加

权回归模型（ＧＷＲ）对全国３１个省市耕地非农
化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东、中、西部

耕地非农化影响因素各有不同，提出应根据影响

因素的空间异质性，采用优化产业结构的方式等

措施，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用地矛盾。另外，

关注主体功能区、区域经济水平、比较优势理论、

产业集聚等差异化和非均衡化的研究，可视为空

间异质性在土地科学领域中的间接运用，研究中

提出的差别化政策体系，有利于提高政策运行效

率，降低政策执行成本，而直接围绕耕地资源外

部性价值空间异质性的研究较为少见。

３．耕地保护生态补偿
补偿标准被公认为耕地生态补偿机制的核

心所在，但其测算方法尚未达成统一。谢高地

等［５４］在其经典文献《青藏高原生态资产的价值

评估》中，参考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等人的研究成果，根据
森林、草地等不同用地类型，建立我国陆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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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当量表，并以此为基础，对青藏高原不同类

型生态服务价值进行了测算，该研究成果得到

了众多学者的认同并采纳。例如，杨欣等［５５］结

合武汉城市圈的实际，以修正后的区域农田生

态服务价值估算公式，从县级层面对跨区域的

农田生态补偿额度进行了测算；刘利花等［５６］将

功能价值法和当量因子法相结合，并综合考虑

政府支付能力等，对补偿标准进行了修正，以提

升补偿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樊鹏飞等［５７］以

“虚拟耕地”为载体，对我国耕地生态补偿的支

付区、受偿区及其补偿额度进行了测算，提出应

明确资金来源，建立多元化补偿模式，同时构建

生态环境检测体系等，以保障补偿制度的有效

开展。此外，生态足迹法、ＧＤＰ贡献度法、农田赤
字和盈余法、区域农田输入／输出系数模型、机会
成本法、经验法、成本效益分析法和工业发展机

会成本法、碳税法、市场替代法、影子价格法

等［５８］方法也被广泛运用。而“谁受益谁补偿”被

视为确定耕地生态补偿主体的原则之一，从不同

的角度出发，有补偿资金由政府与使用者共同承

担的观点，也有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跨区域财政

转移支付观点，均有理据，各有千秋。

　　三、研究述评与展望

综上所述，耕地生态补偿作为遏制生态环

境恶化、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关系的

重要途径，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通过

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给予耕地保护主体一定数

量的资金补偿，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户收入，

提高其耕地保护积极性，同时可有效减少抛荒、

撂荒与耕地滥用现象，在西方发达国家得到了

广泛应用和良好评价。国内对于耕地生态补偿

的研究起步较晚，众多学者虽对生态价值外部

性测算、补偿标准的确定等进行了大量研究，但

尚存在以下需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１．耕地资源生态价值负外部性测算
能否将保护或破坏耕地资源生态价值外部

性的行为转化为行为人的收益或成本，是补偿

标准测算的依据，但由于外部性价值错综复杂，

对其量化多集中于正外部性价值的内涵挖掘和

测算上，而对于负外部性价值的关注则相对较

少。未来应充分考虑农药、化肥等现代农用产

品滥用对生物多样性维持、水源涵养与保持等

生态价值的影响，综合考虑生态价值的正负外

部性，测算更加符合实际的生态价值，以保障补

偿的有效开展。

２．耕地资源生态价值空间异质性研究
学术界对于空间异质性在土地资源利用与

管理中的普遍存在基本达成了共识，但已有研

究多是针对土地资源利用或管理的局部问题如

景观生态变化、土地利用强度等单项指标空间

差异进行了研究，而对耕地资源外部性价值空

间异质性测度的研究尚不多见。未来应借鉴地

理学等相关学科研究方法，充分考虑耕地资源

的空间依赖效应和空间异质现象，运用探索性

空间分析、地理加权回归等研究方法，定量分析

耕地资源外部性价值的非均衡性，厘清各因素

在不同空间位置的不同影响，为补偿标准的测

算提供依据。

３．差别化耕地资源生态价值补偿策略制定
当前对于耕地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补偿

标准的测算方法、补偿资金的来源、补偿对象的

确定与补偿机制的建立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

究，但较少考虑空间异质性对补偿标准的影响，

而统一的补偿标准有利于提高有限补偿资金的

运作效率。未来应以耕地资源生态价值空间异

质性为基础，充分考虑区域、资源禀赋等因素对

生态价值的影响，综合采用服务价值法、选择试

验法、市场比较法、潜在分类模型法等主客观相

结合的方法，测算均质区域内不同异质区耕地

资源的生态价值，制定差别化补偿策略，提高补

偿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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