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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中小企业参与水生态补偿意愿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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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对天津市水敏感型中小企业的电话调研与深度访谈,研究了天津市中小企业参与水生态

补偿意愿的关键影响要素、倾向采取的途径方法以及其他相关问题。 结果表明:天津市中小企业最

倾向于选择传统的资金途径向水源地提供补偿,最希望获得政府在政策倾斜方面的激励。 企业的

规模、主体地位、相关立法的完善性等因素都对企业的参与意愿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同时,企业对

水生态补偿机制的了解水平非常低下,严重影响了参与意愿。 相关部门应当加大水生态补偿机制

的推广力度,完善与补偿途径和激励机制相关的法律法规,并尽快制定基于科学计算的补偿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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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analysis of Tianjin small and medium鄄sized
enterprises爷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PES
QI Shanna1, HOU Guanghui1, DUAN Meng2,ZHANG Fang1

(1. School of Geology and Geomatics, Tianjin Chengjian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4, China;
2. North China Municipal Engineering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Co. , Ltd. , Tianjin 300074,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elephone surveys and in鄄depth interviews with small and medium鄄sized water鄄sensitive
enterprises in Tianjin City, we studied the key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se enterprises爷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PES, the methods of compensation, and other related problem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se enterprises prefer
capital compensation to the water source area, and they look forward to political support from the government. The
enterprises爷 scales and subject positions, as well as the completeness of legislation affect their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to different extents. Simultaneously, their knowledge of the PES mechanism is quite limited, which
weakens their willingness significantly. Related authorities should strengthen the promotion of the PES mechanism,
improve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regarding compensation methods and stimulation mechanisms, and formulate
compensation standards based on scientific calculation as soon as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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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天津市自 2009 年开始与水源地河北省建立初

步的水生态补偿关系,每年 3 000 万元额度,用于 20
余项水源污染产业的清理,这一机制运行至 2014
年[1]。 目前天津市与河北省就水源的保护问题仍

然存在较大矛盾,水源地经济、社会发展严重受限,
而用水地得到的水质又难以令人满意[2]。 “亿元对

赌水质冶是财政补偿模式运用到极致之后的无奈之

举,并未针对水源地产业受限、人民生活水平低等问

题对症下药。 实际上在各地的实践经验中,水生态

补偿完全可以不限于政府财政拨款这个唯一来源。
在天津市针对蓟县于桥水库水源地的小规模实践

中,就曾经建立过多种补偿模式,如市区水费抽成,
蓟县向泰达开发区定向输送劳动力,部门下乡送物

品,等等。 这些模式的核心是打破财政拨款的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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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满足水源地的实际需求,从而实现补偿的目的。
从各类生态补偿的实践经验来看,围绕企业主体构

建水源地与用水地之间市场化的水生态补偿模式,
是破解财政拨款补偿困境的较好出路之一[3鄄6]。

Pagiola 等[7]研究表明,针对需求方的支付意愿

调查中,支付额的最大值对应获益情境与环境服务

情境的最大值,针对供应方的受偿意愿调查中,支付

额的最小值对应生态服务情境与获益情境的最大

值。 这意味着水源地与用水地的公众对水资源实现

的价值观点对立程度极高。 既然目标是发动用水地

的企业主体,实际解决水源地的经济、社会发展难

题,势必需要在这中间的市场化补偿模式上入手,为
双方寻找到一个能够认可的平衡点。 如此才能在未

来构建水生态补偿机制时,最大化发动企业主体的积

极性,实现相关政策机制的高效率运转。 受限于客观

条件,笔者将研究的主体限定为中小企业,这一群体

的经济实力不足以自行支撑一项水生态补偿机制的

运转,而在统一的引导之下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

1摇 研究思路设计与概况

1. 1摇 研究思路

本次研究的目的是获知天津市水敏感型的中小

企业参与水生态补偿机制的意愿影响要素,经过前

期文献研究,课题组确定的调查内容具体化为中小

企业在水生态补偿机制中将要承担的义务、可能获

得的鼓励以及可能存在的关键问题。 为此将企业主

体作为基点,围绕关键问题 3 大要素设计问卷。 考

虑到相关要素的庞杂,为了避免缺漏,课题组通过专

家走访与借鉴国外同类研究结果[8鄄11],在 3 大要素

之中选择目前已经确定会对中小企业参与水生态补

偿意愿起到一定影响效果的具体要素作为核心要

素。 再根据天津市目前水生态补偿机制的实际运转

模式,结合本次调查的客观需要,对要素体系进行扩

充和完善。 最终,通过统计不同类别、不同具体要素

的权重,得知不同类别的影响要素中天津市中小企

业的关注重点及意愿所向,为未来制定适应中小企

业需求、能够充分发挥其能动作用的水生态补偿政

策提供参考。
1. 2摇 问卷结构

根据研究思路,课题组最终确定的问卷格局为

15 个问题,包括单选题与开放式题目,单选题每题 3
~ 4 个选项。 经过完善,最终课题组使用的问卷包

含了 3 级要素体系,较好涵盖了可能对中小企业参

与水生态补偿意愿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的绝大部分

要素(表 1)。 一级要素中的提供补偿路径和获得政

府鼓励路径各自设置了一个问题,选项为其包容的

二级要素的内容;每个二级要素都对应一个问题,其
中的选项为其包容的三级要素的内容。 在这一结构

下,每个选项可单独视为一个影响企业参与积极性

的要素,而其上游指标之间又存在有机联系。 统计

三级要素出现的频数即可以得知该要素在所属二级

要素中的重要性,统计二级要素的比例则可以进一

步归纳企业的意愿影响要素。
表 1摇 问卷结构中的三级指标体系

一级
要素

二级要素 三级要素

向
水
源
地
提
供
补
偿
的
路
径

物质援助

技术援助

商业援助

资金援助

向水源地输出产品

面向水源地招标项目

面向水源地招聘

对水源地同类企业提供无偿技术指导

向水源地借调其需要的技术人员

为水源地有需要的企业提供培训机会

与水源地合作开发项目

将自身项目转包于水源地

为水源地提供商业咨询或市场开发经验

企业自行向水源地水源养护项目拨款

政府收取水生态补偿税提高政府财政收入

相关部门提高水价按比例抽取补偿资金

相关部门收取水生态补偿费充实水源地生态
摇 补偿金

获
得
政
府
鼓
励
的
路
径

物质鼓励

技术帮助

商业帮扶

政策倾斜

在公众媒体上将企业参与水生态补偿的信息
摇 予以宣传

政府设立奖项颁发给表现积极的企业

政府牵头使企业获得更为经济的原料和设备革新

政府牵头为企业带来获取商业项目的机会

优先获得政府提供的技术升级改造机会

获得政府组织的技术人员培训机会

加入到政府组建的企业人才流动平台

在政府指导下优化企业运营结构

在政府帮助下促进企业之间、企业与其他部门
摇 的合作

获得政府主导的仅提供给水生态补偿参与者
摇 的定向项目

在企业一般税费上获得减免

政府帮助扩大产品市场份额

对于企业贷款提供一定便利

对于企业行政事项的审批给予一定优先权

其
他
影
响
要
素

企业规模

政府在水
生态补偿
机制中扮
演的角色

可能 / 已经
产生的限
制性因素

A:注册资金5000 万以上、营业额年均 2000 万
以上、员工数 200 人以上

B:注册资金 1 000 万 ~ 5 000 万、营业额年均
500 万 ~ 2 000 万、员工数 100 ~ 200 人

C:注册资金 100 万 ~ 1 000 万、营业额年均 50
万 ~ 500 万、员工数 50 ~ 100 人

D:注册资金 100 万以下、营业额年均 50 万以
下、员工数 50 人以下

由政府来全权主导与水源地之间的水生态补
摇 偿事项

政府牵头开展水生态补偿,政府进行辅助协调

政府牵头开展水生态补偿,政府负责监督不法行为

参与水生态补偿的过程过于繁琐

不同途径进行的补偿难以统一衡量

获得的回报不明确

相关法律制度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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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要素体系相关的问题之外,设置了“目前对

水生态补偿机制有了一定了解后,您的企业是否愿

意参与其中冶的问题来统计有效问卷中企业的参与

意愿(选项为一定参与,考虑参与,需要观望,不参

与);设置了“您对于水生态补偿机制还有什么意见

和建议冶的开放式问题以收集企业反馈信息(开放

式问题为选答,回答与否不影响问卷有效性)。 结

果证明这两项问题的设置弥补了问卷涵盖要素的不

足,并额外反映了企业的一些意愿特点。
1. 3摇 主要调查问题与选项设计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问卷的主要调查问题是企

业愿意以何种途径对水源地进行补偿,以及何种政

府鼓励能够最有效地令企业参与到水生态补偿机制

之中,其他影响要素则是在这两项主要调查问题之

外,其他可能对企业的参与意愿产生影响的因素内

容。 此 3 类问题综合起来将清晰突出天津市中小企

业对水生态补偿机制相关重点的关注情况,也可以

从侧面发现可能出现的问题,整体来说有助于未来

天津市水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尤其有利于鼓励民

间主体参与其中。
1. 4摇 问卷的发放与回收情况

由于电话访问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为保证问

卷调查的结果的科学性与有效性,课题组在 2014 年

11 月到 2015 年 4 月间进行了 1 次预测试调查和 1
次正式问卷调查。 在预测试调查中,根据调查对象

的反馈,课题组逐步调整访问的措辞,对问题的顺序

和表达方式进行调整,比如将二级比例的调查放到

了三级比例之后,以避免调查对象不清楚二级要素

的具体内涵。 在正式问卷调查中基本排除了由于语

气、措辞的问题导致的拒绝情况,提高了反馈信息的

真实性。
问卷投放的对象主要为天津市用水量较大或者

对用水质量要求较高的中小型企业,包括林木、水
产、花卉、医药等类别,涉及公有、私营、合资、集体等

各类型。 抽样方式为按照工商企业名录,采用普查

方式获取样本。 对象所处地区包括天津市区、滨海

新区、环城四区、典型郊县等。 本地调查共发放问卷

506 份,回收 506 份,其中有效问卷 100 份。 回收率

100% ,有效率近 20% 。 调查主要通过电话调查、实
地走访与小型座谈的方式进行。
1. 5摇 整体情况

国外对水源地生态补偿的相关研究已经从概念

研究进展到普遍的案例研究[12鄄14],但在我国目前可

查的文献之中,类似调查研究却相对较少,针对企业

进行的更是凤毛麟角。 概因企业对此类环境管理措

施的了解度与参与度皆有限。 而且企业对调查的配

合度极低,样本的筛选与调查进行得非常困难。 这

些特征在本次调查中都有较为明显的体现,比如课

题组一共拨打了 1000 余家企业电话,但其中 500 家

左右皆为空号或无应答,这一部分并没有计算在数

据之中。 而在应答了电话的 500 余家企业之中,又
有很大一部分表示对水生态补偿并不了解因此毫无

兴趣。 本次调查受限于项目的结题时间,最终获得

的有效样本数量有限,但质量相对较高。 对于实地

走访的企业,皆与其高层管理者沟通完成问卷,提升

了最终统计数据的真实性。

2摇 调查结果

2. 1摇 中小企业向水源地提供补偿的意愿补偿路径

如表 1 所述,企业向水源地提供补偿的路径涉

及 1 个一级要素,4 个二级要素,13 个三级要素,在
问卷中映射 5 个问题。 笔者统计了在每一个二级要

素项下的三级要素比例分布(三级比例),以及一级

要素项下的二级要素的比例分布(二级比例);以此

来得知中小企业在向水源地提供补偿的路径上,倾
向于选择何种类型路径,又倾向于选择何种具体方

式使之实现(表 2)。
表 2摇 企业向水源地提供补偿路径的选择比例

补偿路径 三级比例 / % 二级比例 / %

物质援助

输出产品 33
输出项目 31

吸纳劳动力 36
19

技术援助

无偿指导 30
借调人员 19
帮助培训 51

22

商业指导

合作开发 44
转包项目 15
介绍经验 41

26

资金援助

自行拨款 41
单行收税 10
提高水价 36
单行收费 13

33

摇 摇 注:三级比例为每个三级要素在其所属的二级要素中占的比例,
每一个二级要素项下的三级要素比例之和为 100% ;二级比例为每

个二级要素在其所属的一级要素中占的比例,每一个一级要素项下

的二级要素比例之和为 100% 。

由表 2 可见,二级要素中选择最多的是传统的

资金援助,其二级比例达到 33% ;在资金援助中,自
行拨款(企业自行向水源地水源养护项目拨款)方

式的三级比例达到 41% 。 从企业反馈可知,这种捐

款方式的弹性较大,各个层次的企业都能接受,并且

在心理上捐款的企业存在着对环境做出贡献的道德

满足感,更希望以此能在公众中树立企业良好的形

象;其次能被接受的是提高水价(相关部门提高水

价按比例抽取补偿资金),受访企业表示附加生态

水费比较公平、合理,收费标准可以根据企业用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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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一定比例收取,多用多补偿,其他几种方式相对

比较随意,补偿多少比较难衡量。 商业指导占样本

总比例的 26% ,其中选择企业合作开发和市场开发

经验介绍分别占到 44% 、41% 。 选择比例相对比较

小的物质援助和技术援助分别占 19%和 22% 。
2. 2摇 中小企业获得政府奖励方式的意愿

如表 1 所示,政府对企业参与水生态补偿机制

的鼓励措施涉及 1 个一级要素,4 个二级要素,14 个

三级要素,在问卷中映射 5 个问题。 笔者统计了在

每一个二级要素项下的三级要素比例分布(三级比

例),以及一级要素项下的二级要素的比例分布(二
级比例)。 以此来得知中小企业希望获得哪一类政

府鼓励,又希望此类鼓励以何种方式实现(表 3)。
表 3摇 中小企业获得政府奖励方式的意愿

政府奖励方式 三级比例 / % 二级比例 / %

物质鼓励

媒体宣传 17
颁发奖项 18
原料设备 26
引入项目 39

26

技术帮助

技术改造 24
帮助培训 38

建立人才交流平台 38
22

商业帮扶

优化结构 15
促进合作 35
定向项目 50

24

政策倾斜

税费减免 9
产品推广 20
企业贷款 33
审批优先 38

28

摇 摇 注:三级比例为每个三级要素在其所属的二级要素中占的比例,

每一个二级要素项下的三级要素比例之和为 100% ;二级比例为每

个二级要素在其所属的一级要素中占的比例,每一个一级要素项下

的二级要素比例之和为 100% 。

由表 3 中可见,涉及政府鼓励措施的 4 项二级

要素的二级比例基本持平,这说明 4 种鼓励途径各

自存在对企业的鼓励作用,影响力相近。 三级比例

的差异较大,说明对于具体的鼓励措施企业的倾向

性比较明显。 比如在物质鼓励中,引入项目(政府

牵头为企业带来获取商业项目的机会)占据了较大

比例;在商业帮扶中,定向项目(获得政府主导的仅

提供给水生态补偿参与者的定向项目)则占据了一

半以上比例,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政策倾斜中的企

业贷款(对于企业贷款提供一定便利)、审批优先

(对于企业行政事项的审批给予一定优先权)被多

家受访对象单独提出详细询问,表示了强烈的关注,
有的企业甚至表示不需要其他鼓励,只要给提高贷

款额度就愿意参与水生态补偿。 技术帮助的二级比

例最低,政府组织培训和参与政府组建的人才流动

平台两项的三级比例持平,整体关注度不高。

2. 3摇 其他影响要素的统计结果

“其他影响要素冶中的 3 个二级要素本身并不

属于同类内容,只是不属于前两个一级要素,出于问

卷结构需要统一纳入其他而已。 这部分映射 3 个问

题,为了加强研究的严密性,将企业规模与企业当前

参与水生态补偿机制的意愿进行了交互式研究。
2. 3. 1摇 企业规模与参与意愿的关系

a. 统计结果。 根据《企业规模划分标准》,将企

业的规模按照注册资金、职工人数和年营业额多少

划分为 A、B、C、D 等级(表 1)。 经过统计,当前 A、
B、C、D 级企业中愿意参与(选择了“一定参与冶和

“考虑参与冶两个选项)到水生态补偿机制中的比例

分别为 33郾 3% 、26郾 1% 、25郾 8% 、38郾 2% ,从整体来

看随着企业规模减小愿意参与的比例也减小。 绝大

多数企业选择了“需要观望冶,占到总样本的 65% ;
规模小的企业不愿意参与的比例相对比较高,但整

体不愿意参与的比例占 4% ,相对比较低。
b. 结果分析。 表 4 非常明确的表现了企业规

模对企业参与水生态补偿机制意愿的巨大影响,较
大企业的环境意识与社会意识一般都较为敏锐,企
业发展的稳定性保证其有足够的视野来关注潜在

的、可能为企业长远发展带来好处的政策措施。 而

对于规模很小甚至只有数名员工的企业而言,往往

不关注那些与企业主营业务不甚相关的事项。 当

然,受限于调查条件,笔者统计的样本本身也没有做

到每一种规模的企业保持同样数量,因此这一结果

只能体现一种趋势,而不能作为决定性的论据。 尤

其是受访的 D 类企业数量最少,但其中有几位管理

者非常热衷于环保公益事业,这应计入特殊情况,不
能代表普遍特征。

表 4摇 企业规模与当前参与意愿之间的关系 %

企业规模 愿意参与比例 需要观望比例 不愿意参与比例

A 33郾 3 66郾 7 0
B 26郾 1 69郾 6 4郾 3
C 25郾 8 71郾 0 3郾 2
D 38郾 2 55郾 9 5郾 9

摇 摇 注:表格中的比例为该规模中选择该选项企业的数量 / 该规模企

业数量。

受访企业当前参与意愿的问题被设置在问卷末

尾,目的是获知企业对水生态补偿具备了一定的了

解度之后的意愿。 31% 的企业选择愿意参与,说明

水生态补偿机制的内容还是颇令企业管理者感兴趣

(尤其是与整体发放样本情况做比较,详见 3郾 3)。 未

来在制订相关政策措施时,如果能够顺应中小企业的

需求,给出一些其迫切需要的条件,机制运行过程中

企业参与的积极性应该可以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平。
2. 3. 2摇 政府在水生态补偿机制中扮演的角色

对于水生态补偿机制中政府应该扮演何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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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40%的企业认为应当由政府完全处于主导地位;
41%的企业认为政府应当承担辅助协调工作,由企

业作为补偿的主体;只有 19%的企业认为企业应当

承担绝大部分补偿事项,政府只负责监督不法行为

即可。 这一结果与之前企业选择补偿路径的倾向符

合,即倾向于选择自主性较高和风险较小的参与模

式。 这一统计结果也证明了中小企业具有参与甚至

主导水生态补偿机制的热情,在适当的环境之中,将
中小企业纳入水生态补偿机制,甚至作为重要主体

是可行的。
2. 3. 3摇 可能 / 已经产生的限制性因素

限制性因素旨在获知受访对象参与水生态补偿

机制可能 /已经遇到的重大问题,45%的受访对象认

为法律制度的匮乏将严重影响水生态补偿机制的实

现,对这一问题的担忧甚至远远超过了企业对自身

回报不确定的问题。 而相对于过程的繁琐问题,只
有一成企业担忧自身做出的补偿行为难以被衡量。
笔者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较多受访对象都倾向于鲜

明易懂的资金补偿途径,并未考虑到其他途径可能

带来的衡量难题;另一方面是当前相关法律制度的

极度匮乏,受访对象认为相比较之下补偿衡量只是

个细节,并不是决定性的问题。
2. 4摇 开放式问题获得的反馈结果

大部分受访者并未填写开放式问题,填写开放

式问题的受访对象一般对问卷的某项内容具有浓厚

兴趣,或者自身有想法要表达。 统计发现,有 3 项内

容是开放式问题获得的主要反馈信息:淤对于银行

贷款的迫切需求;于认为应当按照用水量和用水性

质分配补偿义务;盂对水质要求高 /用水量巨大的企

业,愿意配合相关部门共同建设水资源保护项目。
这一结果进一步佐证了前文的分析,在此不再赘述。

3摇 结论

3. 1摇 企业选择水生态补偿途径的意愿倾向

企业自行拨款是如今处于理论层面、并未正式

实施过的水生态补偿方式,其三级比例最高说明企

业高度认可自主型的补偿路径。 资金援助是天津市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即开始实施的水生态补偿方式,
表现形式为从水费中抽取一定比例(0郾 03 元 / t)用

于补偿当时天津市的水源地蓟县[15]。 调研结果证

明这一模式至今仍然被许多企业认可。 虽然企业自

行拨款由于其高弹性的特征而最受青睐,然而三成

企业仍然担忧补偿过程的公平性,更倾向于抽取固

定比例水费用于水生态补偿,以自身用水多少来决

定最终付出水费的金额,因此同样存在公平性忧虑

的其他两种资金援助方式比例极低。

在商业指导中,合作开发、介绍经验两种方式的

比例近似,显示绝大多数企业期望通过和其他地区进

行项目合作、分享产业发展经验来扩大自身的影响

力。 出于同样的目的,企业乐于帮助水源地的企业进

行人员的培训。 然而企业不认可单方面的付出,因此

无偿指导和借调人员的三级比例极低。 物质援助的

二级比例最低不足两成,部分受访企业表示这类援助

涉及的影响因素过多,最终实施的概率不大,表现出

企业对补偿机制长久稳定运行缺乏信心。
3. 2摇 企业认可的政府激励措施

企业无论是接受访问时的直接表态,还是在开

放式问题中的额外补充,都表示了对政策倾斜的特

殊关注。 而政策倾斜项下的 4 个三级要素中,审批

优先与企业贷款的高比例说明,比起税费的减免和

产品推广,中小企业对于快速发育的需求更为迫切。
这一点从“物质鼓励冶中的“引入项目冶,以及“商业

帮扶冶中的“定向项目冶拥有的绝对高比例也可以体

现。 企业更希望获得直接的、价值突出的激励。 如

果能够针对这一点制订激励方案,其效果应当较为

卓越。
技术帮助整体关注度较低,无论是技术升级改

造还是人员培训、人才流动,都不能算是直接、突出

的近期利益,这与受访企业的整体需求相匹配。 另

外,受访企业对媒体宣传和颁发奖项关注度较低,这
意味着中小企业并未将自身形象视为高价值的直接

利益。 这样的观点不利于未来基于公众参与的企业

环境管理,应当予以一定的引导。
3. 3摇 其他对企业产生影响的因素

虽然不在所设置的要素体系之中,但是电话访

问的结果表明,天津市中小企业的决策者对水生态

补偿的认知程度极低。 在 100 份有效问卷中,受访

企业对水生态补偿了解非常少,而且,本次调查产生

的 400 余份无效问卷中,绝大部分是在听到“水生态

补偿冶之后便表示“不了解,没兴趣冶,或者做问卷途

中表示不能理解问题和选项而放弃。 也就是说,企业

对水生态补偿机制的不了解使之产生了较高抵触情

绪。 如果将无效问卷和有效问卷的比例也纳入考虑,
那么了解程度影响意愿的重要性将显著高于所设置

的要素。 所以,极低的认知度是当前阶段阻碍中小企

业参与到水生态补偿机制中的明显问题。
企业的规模和类型对其参与意愿有较大的影

响,规模大的企业资本比较雄厚,决策层的环境认知

度普遍比较高,愿意与相关部门建立水生态补偿合

作项目,整体参与意愿较强;小型企业规模比较小,
部分企业表示还顾及不到这方面而拒绝参与,但大

部分企业表示如果政府有可行方案出台可以考虑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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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希望与政府合作为水生态做出贡献的同时促进

企业自身的快速发展。 对水质要求高、用水量大的

企业参与意愿更强。
从限制性因素的反馈结果可以看出,完善水生

态补偿相关法律、法规、标准等规范性文件,是获取

中小企业信任,鼓励其加入水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

步骤。 此外,应当明文规定参与企业的权利与义务,
简化企业参与的流程,并做好对企业补偿方式的统

一衡量标准。

4摇 建摇 议

4. 1摇 加大水生态补偿理念的宣传力度

理念的普及并非一日之功,当政府牵头吸纳中

小企业进入水生态补偿机制时,如果能够得到企业

发自内心的积极参与,开展两地民间主体之间多层

次、多渠道的沟通,其效果将远好于仓促之间通过物

质鼓励或硬性强迫企业参与其中。 相关部门可以有

计划、分层次地在不同类型企业中开展水生态补偿

理念的宣传,明确这一环境管理工具的“双赢冶特

性,以及未来可以为天津及其水源地带来的长久利

益。 实际上,在本次调查中,有不少企业管理者对天

津的水环境保护表示了相当程度的关注,甚至表示

即使没有奖励也希望能为之贡献一份力量。 可见,
在适当的宣传与普及之后,水生态补偿理念是比较

容易被广大中小企业管理层所接受的。
4. 2摇 由政府主导计算水源地生态服务功能价值

对于两地民间主体的经济沟通而言,政府应该

是一个引导者而非决策者,更不应该是一个代表。
就如同碳交易在政府大力支持下,开始时成交量巨

大,但随着时间推移,最终仍然要依靠市场机制自身

的力量维护运行。 水生态补偿机制是水源地与用水

地之间“服务换回报冶的过程,这一机制的“基石冶是
水生态服务的真实价值。 从国外经验来看,这一价

值的精确计算涉及的不仅是水源地自然系统的类型

与简单的核算,还涉及下游用水地的社会经济指标

以及水质水量等相关数据。 如此复杂的过程需要方

方面面的投入与汇总,并非民间主体能够自行完成。
因此,政府作为引导者,对这一块基石的奠定是责无

旁贷的。 应当立刻组织相关部门、学者,开展相关数

据的整理与计算,尽快获得水生态服务功能价值,并
按其建立水生态补偿的标准及整体机制框架。
4. 3摇 明确权利义务,细化补偿方式

当前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还维持着纵向环境管

理的特征,即与环境相关的工作被一揽子交由政府

环保部门负责承担。 然而国内外经验表明纵向环境

管理模式并不利于鼓励民间主体参与到环境管理之

中。 行政管理重义务轻权利,且公权力承担了过多

职能导致效率较低,有碍激发民间主体的积极性。
如果想要打破传统的资金补偿模式,改由多途径实

现水生态补偿,就必须强调个体的权利。 从本次调

研结果也可以看出,企业乐于通过自己认可的途径

对水源地进行补偿,然而对于政府能否公正衡量贡

献水平却信心不足。 因此,水生态补偿的途径与衡

量方法应该突出个体性,改变“一刀切冶的标准制定

思维。 基于详细的前期调研成果,针对企业的类型、
规模等要素建立符合企业诉求的补偿路径与衡量标

准,打消企业的疑虑;如此有利于鼓励企业的参与,
有利于引进民间资金和力量,真正解决水源地的经

济、社会发展困境,可以很大程度上增强生态补偿机

制的“造血功能冶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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