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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多元化生态补偿制度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旅游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构建有助

于丰富和完善中国生态补偿制度体系。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梳理和生态经济分析框架，在总结政府主导型、社区参

与型等旅游生态补偿实践的基础上，明确了旅游市场化生态补偿的内涵特征、利益主体，并探索其运行的内在机

制。结果表明：旅游市场化生态补偿形成生态旅游供需对接平台，具有以市场交易实现生态资源价值、内生性和循

环性、参与主体多元性等特征；主要涉及游客、旅游企业、社区居民、当地政府等利益主体；其运行机制是社区居民

和旅游企业在有机合作和投入建设基础上，将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生产转换为生态性旅游产品，游客通

过付费购买生态旅游产品和服务，形成对旅游企业、社区居民、目的地生态系统的直接和间接补偿，从而构建可持

续的“交易—获利—激励—再交易”市场化补偿路径。这一市场化机制运行的前提是自然资源产权的确定，关键是

资源生态价值的实现，核心是生态服务功能交易的互动激励，而多方博弈中政府的调节是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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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

补偿制度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工程的重要任务；

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建立市场化多元

化的生态补偿体制。2018年12月，国家发改委等9

部门联合印发《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

机制行动计划》[1]，再次强调要完善生态保护补偿市

场体系。一系列的政策支持为中国市场化生态补

偿机制的建设提供了有效指导，使之逐渐成为推动

中国自然生态保护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

中国幅员辽阔，各类陆地生态系统齐全，拥有

大面积的保护用地。以自然保护区为例，《2018年

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截至2017年底，中国

共建有 2750个各种类型、不同级别的自然保护区，

总面积约 147.17万 km2。其中，自然保护区陆域面

积142.70万km2，占陆域国土面积的14.86%[2]。这些

保护地环境优美，资源丰富，具有特殊生态价值，对

生态系统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缺少社会

资金，中国自然保护区的生态补偿主要依靠政府的

财政转移支付。据统计，2017年中国仅用于森林生

态补偿、退耕还林还草、草原生态保护、轮作休耕的

财政支出就高达 957.2 亿元，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

力，亟需开展市场化的补偿方式。

旅游业的发展为各类自然保护地提供了一种

有效、可持续的生态资源利用方式。目前中国已经

有超半数的自然保护区开展了生态旅游活动，游客

量逐年增多[3]，为保护区解决资金短缺、社区发展矛

盾等问题提供了新途径，成为实现生态保护补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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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手段。作为一种市场化的生态补偿方式，“旅

游生态补偿”也成为旅游学、生态学领域的热点研

究问题。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就开展过

旅游生态补偿实践活动，例如青城山风景区征收

30%的门票用于森林生态系统的保护[4]。随后，武当

山、武夷山、普达措等国家公园、风景名胜区陆续开

始实施旅游生态补偿。然而，旅游地生态环境恶化

和资源退化的问题却日益凸显[5]，可见现有的旅游

生态补偿制度尚未实现充分的生态保护。探究其

原因，主要在于现有的旅游生态补偿制度未能将市

场经济的利益调节作用和生态补偿的激励作用结

合在一起，导致旅游发展过程中生态系统保护与相

关主体的经济利益脱节，难以形成高效的生态保育

激励。

目前，关于旅游生态补偿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实

证案例研究，侧重于对补偿标准的核算[6-8]和补偿方

式[9,10]的分析，仅有部分文献对旅游生态补偿机制进

行了探索，涉及到森林旅游生态补偿机制[11-13]、乡村

旅游生态补偿机制 [14]、山地旅游生态补偿机制 [15]

等。这些补偿机制的研究多是围绕补偿主体、补偿

客体、补偿标准、补偿方式 4个要素构建，形成了包

含政府、旅游者、企业、社区居民、生态系统等多个

主客体在内，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旅游生态保护

建设成本和机会成本为标准，通过政府财政支持、

市场购买、居民补贴等途径实现补偿的综合性旅游

生态补偿机制。但是，现有的研究缺乏对补偿要素

之间相互作用机理和实现路径的剖析，且政府依然

在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辅以市场运作的途径进行

补偿[16]，市场化补偿元素引入较少。在国际上，已经

有不少国家和组织建立了成熟的市场化生态补偿

机制，例如美国建立的土地信托与保护性地役交易

制度，土地所有者将土地委托于专业人员进行规划

管理，并从中获得经营利润，减少破坏性开发[17]；澳

大利亚的生态保护企业股权融资制度，将企业募资

和资源保护相结合，通过股票购买的方式支持企业

保护环境[18]；欧盟、中南美国家（地区）的产品认证制

度，对生态友好型产品授予生态标志，使其能够获

得更高的市场交易价格，弥补因生态保护带来的产

量下降[19]；以及美国、澳大利亚的环境信用额度交易

制度等，通过市场购买生态服务信用额度的方式为

生态保护筹措资金[20]。这些实践均为国内生态补偿

的发展提供了借鉴。面对日益严峻的旅游生态环

境形势以及财政补偿资金压力，解析旅游生态补偿

的市场化理论机理，建立旅游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

十分必要，对生态旅游资源的持续利用和生态旅游

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在梳理中国旅游生态补偿实践和特征基

础上，根据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旅游活动的特点，

通过对旅游产业链中市场交易活动的分析，重点研

究旅游生态补偿的内涵特征、利益主体，并探索构

建旅游市场化生态补偿的概念模型，解析其运行机

制及关键性架构因素，试图解决现有旅游生态补偿

机制中内生性、激励性不足的问题，以期为中国市

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制度的建设提供借鉴和启

示，并促进旅游业和生态保护的协调发展。

2 中国旅游生态补偿现状
20世纪 80年代末，中国生态旅游起步发展，为

生态资源保护提供了新路径，旅游生态补偿随之应

运而生，至今已有 30多年的发展历程。起初，旅游

生态补偿发展较为缓慢，仅有少数旅游地采取了生

态补偿措施，如青城山风景区、西双版纳自然保护

区等，且补偿方式单一，依赖政府主导实施。进入

21 世纪之后，实施生态补偿的旅游地数量明显增

多，尤其是 2006年国务院颁布《风景名胜区条例》，

规定风景名胜区应当缴纳风景名胜资源有偿使用

费之后，武夷山、神农架等旅游地纷纷建立起生态

补偿制度，旅游企业、社区居民等主体也逐渐纳入

生态补偿体系中，旅游生态补偿逐渐朝着多元化、

规范化方向发展。但总体来看，中国旅游生态补偿

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以旅游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为

代表的政府主导型机制依然是主要的补偿方式。

表1列举了中国部分旅游生态补偿实践。

从表 1可以看出，政府主导和社区参与是目前

中国旅游地采用较多的两种补偿机制。其中，政府

主导机制是指以政府为主体主导实施的生态补偿，

在旅游生态补偿领域主要体现为资源有偿使用制

度，属于“庇古型生态补偿”，由政府主导实施，提取

景区的部分经营收入用于生态保护，从而实现外部

效应内部化。社区参与机制则是从社区居民的视

角出发，通过直接补偿、间接补偿等多种方式引导

社区居民参与当地旅游发展管理以及旅游经济利

益分配，补偿居民在旅游发展过程中的机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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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居民是旅游生态补偿中重要的利益主体[22]，因

此对社区居民的补偿和利益保障是旅游生态补偿

实践中的重要内容。通过对现有两种机制的对比

发现（表2），目前的旅游生态补偿存在以下问题：①
现有的补偿资金通常根据旅游企业的经营收入按

比例征收，补偿标准更多依赖于企业的经营情况，

未形成统筹游客、旅游企业、社区居民、地方政府等

多元主体的补偿合力；②生态补偿的运行更多地依

靠政府和制度等强制性保障，难以形成高效的自我

保育激励。虽然现有的两种机制实现了补偿资金

来源的市场化，具有一定的市场化补偿特征，但是

尚未在利益相关主体之间搭建起市场交易平台，有

必要补充完善，建立市场化生态补偿运作机制。

3 旅游市场化生态补偿的内涵特征与

模型构建
3.1 内涵和特征

所谓旅游市场化生态补偿是指将旅游发展过

程中需要进行生态补偿的生态资源和服务通过产

权市场化的过程纳入到市场运作平台中，补偿双方

在明确生态资源和生态服务市场价值的基础上，

以价格为指导，通过直接交易等市场经济手段调

节旅游发展所涉及的生态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

系，最终实现保护生态环境、促进旅游业可持续发

展的目的[26]。与政府主导、社区参与两种补偿机制

相比，旅游市场化生态补偿具有以下特征：

（1）体现生态资源的价值。市场化补偿以价格

为指导，通过市场交易的过程实现，因此价格成为

补偿相应生态服务的核心要素。价格基于价值决

定，反映了生态资源和生态服务的市场价值，从而

在生态资源价值和生态补偿标准之间建立起联

系。生态资源的价值越高，在生态旅游市场中的交

易价格越高，获得的生态补偿越多。

（2）具有内生性和循环性。一方面，市场化补

偿方式能够在补偿主客体间建立供求关系，社区居

民、企业和游客进入到因生态保护形成的利益格局

中。出于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目的，这些市场主体

会自觉调节自身行为，保护环境，建立内生性的生

态补偿；另一方面，市场交易活动为社区居民带来

持续的资金，缓解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矛盾，转

变资源利用方式，使生态补偿能够循环持续进行。

（3）参与主体多元化。市场化生态补偿以开放

的市场作为基础平台，其参与主体应当多元化 [27]。

表1 中国代表性旅游生态补偿实践

Table 1 China’s representative tourism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practice

时间

20世纪80年代

—20世纪末

21世纪初期

旅游地

青城山风景名胜区

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

九寨沟自然保护区

玉龙雪山自然保护区

天目山自然保护区

普达措国家公园

武当山森林公园

神农架自然保护区

补偿内容

将青城山门票收入的30%用于森林保护

建立景区旅游收益缴纳及反哺制度；建立“社区共管”模式

针对生态系统设立科研保护资金；针对社区居民提供直接资

金补偿、特许经营补偿以及间接就业补偿

设立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由景区收入和政府专项资金共同构成

设置资源保护费和特许经营费

主要对社区居民进行补偿，包括旅游经营服务项目补偿、征地

补偿等直接补偿和就业、特许经营等间接补偿

旅游资源有偿使用费

风景名胜资源有偿使用费

补偿对象

森林资源

生态资源

社区居民

森林资源

社区居民

生态资源

生态资源

社区居民

生态资源

生态资源

补偿机制

政府主导

政府主导

社区参与

政府主导

社区参与

政府主导

政府主导

社区参与

政府主导

政府主导

注：以上资料根据文献[21，23]整理而来。

表2 现有旅游生态补偿机制对比

Table 2 Comparison of existing tourism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s

补偿机制

政府主导

社区参与

补偿主体

政府主导

企业补偿

旅游企业

补偿客体

以生态环境

为主

以社区居民

为主

补偿方式

旅游资源有

偿使用制度

直接补偿

间接补偿

优势

强制性；容易推进实施

维护居民利益，调动居

民参与的积极性

劣势

征收对象不明确、补偿标准不统一、管理不透明、效

率低[21,24]；忽视居民利益

被视为协调企业和社区经济利益的手段，较少考虑

生态保护效果，有悖于生态补偿的目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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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市场化生态补偿将游客、旅游

企业、社区居民、政府等主体共同统一在因生态旅

游而形成的利益格局中，改变现有旅游补偿机制中

以单一补偿主体为主的现状，实现补偿主体的多

元化。

3.2 利益主体分析

旅游生态系统中的利益相关者可以分为 5类，

即社区居民、游客、旅游企业、政府和生态系统[28]，这

些利益主体也构成了生态补偿的主客体。此外，市

场化生态补偿的主体可能还涉及公益性的个人和

组织，由于这些主体以及生态系统并不具备市场利

益关系，因此重点对前 4类利益主体进行分析。结

合其市场角色以及“谁利用谁补偿，谁受益谁付费”

的原则，探讨各主体在市场化机制中的作用。

（1）社区居民。社区居民是当地生态资源的传

统使用者和保护者，长期依托当地的生态资源和环

境繁衍生息，承担了保护生态环境的重任，为生态

旅游的发展作出了贡献。随着生态旅游的开发，居

民利用当地自然资源的权益受到限制，不得不转变

生计策略，承担机会成本和发展成本，是生态旅游

发展中的受损者，理应受到补偿 [29,30]。建立市场化

补偿机制之后，社区居民凭借自己所拥有的生态资

源成为市场供给者，根据一定的价格进行市场交易

后获得经济回报，弥补因生态保护带来的经济损

失，实现利益协调。

（2）旅游企业。旅游企业在生态补偿中具有双

重性质，一方面旅游企业利用生态资源开展经营活

动获得经济效益，是生态保护的受益者；另一方面，

旅游企业的开发建设活动会增加当地的生态负担，

是生态环境的损害者。因此，旅游企业理应成为生

态补偿的主体[31]。作为生态资源的利用者，旅游企

业在市场交易中扮演着需求者的角色，通过多种支

付方式为资源供给者社区居民提供资金，实现对生

态环境的补偿。

（3）游客。与旅游企业相同，游客同样具有双

重性质，既满足了旅游体验需求，也造成了不同程

度的资源破坏，是重要的补偿主体[29]。在市场化生

态补偿中，游客不仅要对旅游产品付费，还要对附

加在旅游产品中的生态价值付费；既可以购买社区

居民提供的旅游产品对其进行直接补偿，也可以通

过旅游企业间接补偿。

（4）政府。市场经济依托经济规律进行调节运

转，因此政府在市场化机制中需要转变地位，由政

府生态补偿中的主导作用转变为辅助作用，以保障

市场化生态补偿的正常运行[27]。政府的主要职责是

搭建市场交易平台，建立交易规则，提供相应的市

场配套措施，通过其调节作用和支持作用提高市场

运行效率，促进生态旅游和生态补偿的持续发展，

而不是过度干预微观的经济活动。

3.3 模型建立的难点与重点

市场化机制依赖自身协调运转，相比于政府主

导机制和社区参与机制，在连续性和循环性方面对

整个补偿体系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打

通市场交易各个环节的壁垒，建立可循环的“交易

—获利—激励—再交易”的市场化补偿路径是市场

化补偿机制研究的重点和难点。首先，清晰的产权

界定是市场经济运行的首要前提[32]，而生态资源和

生态服务长期以来都被人们认知为公共物品。如

何对其进行产权界定，把生态资源转化为社区居民

所拥有的生态资产，是市场交易前期所需要解决的

问题。只有把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资产，才能按照

市场规律流入经济社会领域。

其次，生态资产只有盘活之后，才能成为增值

的资产，经过经营管理实现其市场价值，获得利益

回报，完成生态资产到生态资本的转化。因此，在

市场交易的中期需要重点考虑如何将生态资源和

生态服务融合在旅游产品之中，从而在交易中体现

其市场价值。再者，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不仅要建

立市场化的交易路径，更重要的是将市场调节利益

的杠杆作用和生态补偿的激励作用相结合，促进自

我保育激励的形成。在市场交易后期建立一个公

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最后，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和市场

主体的逐利性都意味着政府的监管必不可少。政

府的监督贯穿市场化补偿的全过程，也是市场机制

建设的重要内容，既要充分发挥政府的服务作用，

又要避免其过度干预。

3.4 旅游市场化生态补偿概念模型构建

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游客需求逐渐由观

光旅游向生态旅游、休闲度假旅游转变，追求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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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体验。越来越多的生态资源和生态服务被开

发为生态旅游产品，例如，生态系统中所蕴含的丰

富的自然景观被开发为生态景区、生态公园等，为

游客提供审美价值、休闲价值；所提供的物质服务，

如食物、纤维、药材，为旅游餐饮、购物、住宿等提供

绿色原材料。相比于其他旅游产品，这些生态旅游

产品凝聚了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价格也应该更

高。在生态旅游市场中，社区居民提供生态旅游资

源，经过旅游企业开发后形成生态旅游产品，游客

购买体验生态旅游产品，从而实现生态服务付费，

对当地生态环境进行补偿。旅游企业在交易中获

得经济收益，为社区居民提供福利和补偿，激励其

保护环境，不断提升生态旅游产品质量。三者在购

买交易的互动激励中实现生态补偿。

根据上述逻辑，本文构建了旅游市场化生态补

偿模型(图 1)。其中，社区居民作为市场的供给方，

是最初的生态资源供给者；游客作为市场的需求

方，是最终的旅游产品消费者；旅游企业作为中间

方，是连接居民和游客的纽带，完成生态资源到旅

游产品的转换。该模型展示了旅游发展过程中社

区居民、旅游企业和游客三者之间的交易活动和补

偿实现路径：①社区居民经过自然资源产权核算之

后，根据生态资源价值以转让、租赁、托管的方式将

生态资源流转到旅游企业进行集体的运营开发，或

自身依托自然资源开展旅游活动，实现生态资源资

产化；②旅游企业将集中流转的生态资源开发建设

成生态旅游产品，并通过生态标签、旅游门票、生态

价值附加销售、生态溢价等方式将生态系统服务的

价值折算在产品中，通过市场交易实现生态价值；

③游客通过旅游消费活动购买生态旅游产品后形

成目的地的旅游收益，这些收益通过利益分配机制

合理划分给旅游企业和社区居民，提供旅游收益补

偿，激励其保护环境；④以上经济活动均发生在统

一的市场平台中，政府在平台中发挥调节、监督、支

持等辅助作用，统筹旅游发展的生态效益、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促进生态补偿的循环运行。

需要指出的是，旅游地作为一个复杂的生态系

统，可能涉及到多个层面的生态补偿，图 1 所提出

的旅游市场化生态补偿模型是基于旅游发展的典

型模式对旅游地内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对微观

的分析，是区域内部的旅游生态补偿，其目的在于

调节区域内部因旅游业发展而产生的生态利益关

图1 旅游市场化生态补偿模型

Figure 1 Market-based tourism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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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33]。若从区域之间的角度来看，旅游生态补偿不

仅包括区域内部旅游业对当地居民和生态环境的

补偿，还应该包括外部区域对旅游区域整体的补

偿。在国内，部分旅游区地域辽阔，不少旅游地的

生态保护还具有国家层面的战略意义，其生态环境

获得改善后，受益的不仅仅是该区域，周边地区甚

至整个国家都将享受到该区域因发展旅游业带来

的生态红利。从这个角度讲，旅游生态补偿的利益

相关者还应包括国家政府、其他地方政府、公益个

体及组织等，而这些主体作为资源供需方之外的利

益相关者，难以运用市场经济模拟之间的利益交

换，因此有必要补充其他类型的补偿机制。相比于

区域之间的旅游生态补偿，区域内部生态补偿的利

益关系、产权界定更加明确，更适合作为旅游市场

化生态补偿实践的先行领域。

4 旅游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运行的条

件因素
4.1 旅游市场化生态补偿的前提：资源产权及价值

的确定

目前中国生态资源存在产权不清、布局分散、

碎片化等问题，难以统计核算，无法进行系统的保

护利用，导致生态资源的经济效益和规模效益不能

显著呈现[34]。产权的模糊界定使生态资源具有公共

物品的属性，容易引发生态外部效应；而资源的分

散使社区居民缺少其他合理利用的方式，再加上居

民自身运营管理能力有限，只能采用粗放的资源利

用方式，进一步加剧资源的破坏和环境的恶化。旅

游业具有资源产权较易界定、受益主体较为明确等

特点[29]，并且通常有成熟的旅游企业进行开发经营，

能够在市场运行过程中有效地解决上述两个问

题。生态资源市场交易的第一个环节是建立产权

登记和资产评估制度，实现自然资源的确权核算。

对于能够确定产权的生态资源，鼓励拥有资源产权

的社区居民通过转让、租赁、托管等方式将资源流

转给旅游企业进行旅游开发，减少破坏性利用方

式；对于无法确定产权的国有资源或集体资源，通

过集体流转的方式转化其相对公共物品属性。同

时核算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作为市场交易协商以

及旅游收益分配的依据。

科斯定理认为，世界上并无绝对的公共品，通

过产权的界定可以实现“公物品”与“私物品”之间

的转换，从而使外部效应内部化[24]。在旅游开发之

前，当地的部分生态资源，如水域资源、山地资源、

林业资源等，归国家或集体所有，但当地居民实际

共同拥有资源的占有权和使用权。在这样的情况

下，这些生态资源属于社区居民共有的公共品，容

易产生外部效应。通过集体流转之后，社区居民将

生态资源的使用权让渡给企业进行旅游开发，生态

资源也由社会居民共有的“公共品”转化为相对企

业、游客来说的“社区私物品”。社区居民作为资源

的所有者，通过使用权的交易将生态资源的使用价

值转化为交换价值，实现资产保值增值。此处需要

说明，生态资源的使用权交易不同于传统的用益物

权，社区居民在让渡土地、森林等有形用益物权的

同时，附着在土地、森林上的无形生态资源也被让

渡，如大气调节、水土涵养等基础生态系统服务，与

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密切相关。因此，旅游企业在

获得生态资源的使用权之后，也应承担起维持生态

资源价值的义务，定期对生态资源维护修复，实现

对生态系统环境的直接补偿。

在明晰产权之后，需要进一步对生态资源的价

值进行核算，建立动态的生态资源数据库，定期对

社区居民的生态资源进行考核评估，构建以生态资

源价值为基础的补偿协商制度。生态资源的市场

交易价格和补偿资金应该以生态资源的价值为基

础，价值越高的资源在市场交易中占优势，获得的

补偿越多，从而体现社区居民生态保护的经济价

值，避免“一刀切”的补偿标准。

4.2 旅游市场化生态补偿的关键：资源生态价值的

实现

旅游市场化生态补偿是通过市场交易活动实

现的，因此生态旅游产品的市场价格就是生态补偿

的直接体现。价格即为价值的货币表现，根据这一

逻辑，生态系统的生态价值变现成为市场化生态补

偿的关键因素。生态系统所提供的资源与服务只

有折算在旅游产品的价格中，才能在交易活动中获

得游客的付费补偿，转化为相应的货币资产。生态

旅游产品不仅包括以自然资源为本底开发的旅游

景观产品，同时也包括采用绿色生态环保理念开发

的其他旅游要素产品，如绿色餐饮食品、绿色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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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商品、养生酒店等。不同于大众旅游产品，这

些生态旅游产品的开发依托于当地优良的生态环

境，凝聚了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联合国千年生态

系统评估计划将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分为 4 种类

型：支持服务、供给服务、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 [35]。

不同服务的经济价值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其在生态

旅游发展过程中的市场化实现方式也存在一定的

差异（表3）。

4.3 旅游市场化生态补偿的核心：基于生态资源服

务交易的互动激励

在经过产权界定以及资源生态价值实现之后，

社区居民所拥有的生态资源经历了由生态资源转

化到生态资产，再到生态资本的过程，并在游客的

旅游消费活动中获得了旅游收益。这些收益的获

得源自于市场中游客对生态旅游产品的需求，这种

绿色生态的旅游偏好在游客、企业和社区居民之间

建立了隐形的契约关系：当居民和企业保护生态系

统，提供生态旅游产品时，游客愿意以更高的价格

购买其旅游产品和服务。在价格信号的引导下，补

偿主客体双方的市场交易活动形成激励作用，旅游

企业和社区居民作为理性经济人，通常会在利益杠

杆的作用下调节自身行为，企业会减少破坏性旅游

开发，居民则会约束自身行为，自愿保护生态环境，

形成生态保育激励机制。

但是，市场交易活动的激励作用能否发挥还在

于旅游收益的分配是否公平合理，社区居民和旅游

企业得到的经济回报能否弥补其在生态保护中投

入的经济成本和机会成本。利益分配机制的建设

是市场运行机制后期的重点任务，也是建立自我保

育激励，促进生态补偿的保障。在旅游收益形成的

过程中，土地的生态景观、劳力的投入、投资者的资

本、管理者的经营知识均具有一定的贡献，尤其是

当地的生态景观，这是实现旅游产品的基础。在先

前自然资源价值评估的基础上，借鉴股权收益分担

机制，将社区居民所拥有的资源资产折合成股份，

以生态资源入股的方式将社区居民纳入到旅游企

业中。旅游企业通过分红的方式将旅游收益分配

给社区居民，为居民带来持续性的资产性收入。在

股权收益分担机制下，社区居民的补偿不仅与企业

的经营收益有关，同时与自然资源的价值有关，资

源价值的动态评估使居民的收益与生态环境的质

量密切相关，进一步激励其提高生态环保意识。此

外，经济增长的收益需要向社会建设或社会福利进

行转换，这关系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36]。

为社区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允许社区居民参与旅游

经营活动，这些都是社区分享旅游发展成果的体

现。社区居民获得旅游企业安排的工作岗位，解决

自身就业问题，再在参与企业的管理服务工作后按

劳取酬，获得工资收入；以及凭借自身的商业意识

和经营能力，依托景区游客，从事民宿经营、生态食

品、生态旅游工艺品售卖活动，获得营业收入。在

这样的利益分配机制下，社区居民能够从生态保育

表3 生态系统服务市场价值的旅游实现方式

Table 3 Realization of the market value of ecosystem services through tourism

服务类型

供给服务

文化服务

调节服务

支持服务

主要生态服务功能

由生态系统产生或提供的

物质性服务，如食物、原材

料、纤维、淡水等

由生态系统提供的非物质

性服务，如审美价值、教育

价值、休闲价值等

由生态系统的调节功能所

得到的收益，如大气调节、

气候条件、疾病调控等

保障其他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所必须的基础服务，如

土壤形成、养分循环、初级

生产等

实现方式

生态标签：生态旅游产品在经过第三方独立机构对其生产、销售环节

验证后，获得生态认证标志，从而实现产品生态信息透明化，消除市

场摩擦，促进交易；其价格通常高于未获得认证的产品

旅游门票：产权界定后，旅游开发商建立景区、度假区等旅游场所，进

行市场化经营，通过售卖门票获得收益；

生态价值附加销售：以影像、图书等媒体或物质产品附带实现无形

价值

生态溢价：生态系统的调节服务和支持服务难以剥离出来独立交易，

需要依托其所在的土地实现价值。良好的调节服务和支持服务能够

改善周边的生态环境，带动土地溢价，以土地为载体实现资源的生态

价值

转换的旅游产品

旅游餐饮、旅游购物

生态旅游景区、度假区、

公园、场馆、旅游影视、

旅游纪念品等

旅游住宿、森林氧吧、雾

浴养生等康养度假旅游

产品

注：以上资料根据文献[24]整理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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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获得资产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和营业性收入等复

合性激励，缓解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冲突，

从而使生态补偿行为由一种外部强制行为转化为

内部自主行为，建立起循环的自我补偿机制。

4.4 旅游市场化生态补偿的保障：多方博弈中政府

的调节

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的实现是多方博弈的结

果，离不开政府在其中的斡旋引导。首先，旅游市

场化生态补偿的运行需要构建一个连接各利益主

体的市场平台，将社区居民、旅游企业、游客的经济

活动统一在平台之中。在现行的管理体制下，政府

应充当起平台发起者的角色，利用政府信任背书，

构建旅游生态补偿市场交易信用体系。目前，中国

生态补偿实践中已经探索过多种市场平台模式，如

福建南平的生态银行模式、浙江青山的基金信托模

式等，为旅游生态补偿市场平台的建设提供了借鉴

意义。政府搭建市场平台不仅方便运作管理，改善

生态补偿多头管理的弊端，同时有助于提升融资能

力，吸引外部资金入驻，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增强旅

游生态补偿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其次，政府要充分发挥其调节作用、监督作用

和支持作用。旅游生态补偿中涉及到游客、旅游企

业、社区居民等多个利益主体，在市场经济中，各主

体均具有逐利性质：游客希望通过更少的花费获得

旅游体验，企业希望付出更少的补偿保障自己的收

益，居民则希望获得更多的补偿和话语权。然而，

由于信息不对等、自身能力弱等因素的影响，社区

居民通常在旅游业发展中处于边缘地位，很难从旅

游业发展中分得一杯羹。在这样的情况下，居民无

法获得相应的经济利益，补偿双方的互动激励作用

消失，生态补偿机制循环失败。因此，市场化的生

态补偿并不是政府完全放任不管，而是要转变职

能，由政府生态补偿中的主导作用转变为辅助作

用，以保障市场化生态补偿的正常运行。一是要调

节社区居民和旅游企业之间的关系，帮助双方建立

信任关系，保障居民的利益，避免其在旅游发展中

边缘化，促进生态旅游开发中资源产权的顺利流

转。二是要作为独立第三方发挥其监督作用，监督

旅游企业的经营发展状况和职责履行状况，让社区

居民能够及时、全面地了解生态旅游发展情况，督

促旅游企业履行相关义务，保障居民福利；监督生

态旅游产品的生产经营状况，对符合生态理念的产

品给予生态认证，保障游客在消费过程中的知情

权。三是要通过多种措施为生态旅游的发展提供

支持，为旅游市场化生态补偿的建设提供良好的市

场发展环境。例如为社区居民提供教育支持和技

术支持，实行社区增权，提高居民地位；为旅游企业

提供金融支持和税收支持，减轻生态旅游领域的投

资风险，提高其参与积极性；为市场化生态补偿机

制的建设提供制度支持，建立自然资源产权价值核

算制度、旅游收益分配制度等。

5 结论与展望
5.1 结论

旅游生态补偿机制体系的建设是一项系统且

复杂的过程，目前国内的实践主要以政府主导机制

和社区参与机制为主，尚未形成完善的市场化运行

机制。本文在总结现有实践和研究的基础上，明确

了旅游市场化生态补偿的内涵特征和利益主体，并

初步探索了其内在运行机制，分析了这一机制运行

的条件因素，为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制度的建

设提供借鉴。

（1）旅游市场化生态补偿就是将自然资源和生

态系统服务纳入到生态旅游供需对接平台中，通过

生态旅游产品和服务的直接交易等市场经济手段

调节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生态保育和

旅游发展相互协调的生态补偿方式。这一补偿机

制通过市场交易实现生态资源价值，具有内生性、

循环性、参与主体多元性等特点，主要涉及社区居

民、旅游企业、游客和政府等利益主体。其中，社区

居民是生态资源的据有和供给者，旅游企业和游客

是生态旅游资源和产品的需求者，政府则在供需双

方之间进行调节，保障市场化生态补偿的正常

运行。

（2）旅游市场化生态补偿实现的内在机制是，

社区居民和旅游企业在有机合作和投入建设基础

上，将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转换为生态性

旅游产品，实现生态资源资产化；游客通过各类旅

游消费活动对生态旅游产品和服务付费，形成目的

地的旅游收益；这些收益层层分配给旅游企业和当

地居民，激励其主动保育当地景观生态系统，从而

形成可持续的“交易—获利—激励—再交易”的市

场化生态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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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这一市场化机制的运行需要 4个条件性因

素的支撑：前提是资源产权的确定，通过产权登记

确权和产权价值评估，实现自然生态资源的价值核

算；关键是资源生态价值的实现，主要借助旅游门

票、生态标签、生态价值附加销售、生态溢价等形

式，将生态系统服务转换为旅游产品从而实现生态

价值；核心是基于自然生态服务交易的互动激励，

形成多层次复合性补偿，从而有效激励旅游企业和

社区居民主动保育自然生态系统；而以上过程中政

府对多方博弈的调节是基础保障，要充分发挥其协

调、监督和支持作用。

5.2 展望

目前，关于旅游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仍

处于探索阶段，本文也仅是在理论上对其一般机理

进行了解析。在实践中，不同旅游地面临的发展情

况不同，所建立的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也应有所差

异。旅游资源类型和品级、旅游目的地发展阶段、

社区的旅游参与程度等，均是影响旅游市场化生态

补偿机制建立和运行的重要因素。不同发展模式

下，旅游业内部的利益主体和利益分配格局也不

同，进而影响到市场化生态补偿的实现路径和效

果。因此，未来应选择不同的案例地加强对旅游市

场化生态补偿的实证研究，并从实践总结上升到理

论，逐步完善现有的理论框架，丰富旅游市场化生

态补偿的路径和模式，进一步深化认知其内在机理

与运行机制。此外，不同类型和规模的旅游地可能

存在多层次的生态补偿，并不是所有的补偿都可以

通过市场化的途径实现。在中国现行体制机制下，

政府主导机制和社区参与机制仍将在很长一段时

间内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有必要考虑将市场化补偿

机制纳入进来，加强三者之间的综合运用研究，针

对不同旅游地建立多元化、更完善的旅游生态补偿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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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ization path of tourism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FENG Ling1, GUO Jiaxin1, WANG Lingen2

(1. School of Tourism Sciences,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24, China;

2.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a diversifie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ystem is an important task

of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Developing a market-oriented eco-

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for tourism contributes to enriching and improving China’s eco-

logical compensation system.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and an ecological-economic analysis

framework, this study summarized the government- led and community- based tourism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nd clarified the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stakeholders of tourism market-ori-

ente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We then explored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tourism market-ori-

ente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ourism market-oriented ecological compen-

sation forms an ecological tourism supply-demand docking platform, which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alizing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resources through market transactions, endogenousness and

feedback loops, and diversified participants. Tourists, tourism enterprises, community residents,

and local governments are the main stakeholders of the platform. Its operating mechanism is that

based on cooperation and investment, community residents and tourism companies convert the nat-

ural resources and ecosystem services into ecological tourism products, then tourists purchase the

eco-tourism products and services to form direct and indirect compensation for the tourism enter-

prises, community residents, and destination ecosystem, thereby developing a sustainable market-

oriented compensation path of“transaction–profit–incentive–transaction”. The prerequisite of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is to determine the property rights of resources, the key is to realize the

ecological value of resources, the core is the interactive incentive for the transaction of ecological

service functions, and government regulation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in the multi-party game.

Key words: tourism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arketization; stakeholders; conceptual model; op-

eration mechanism

18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