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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蚌埠市在构建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体系中,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水更清”,“水更清”需要开展水生态文明建设等方式达成,

而在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的各类手段中,建立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可以说是极其有效的一种方式。本文结合蚌埠市水资源和水质状况,提出蚌埠市

开展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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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蚌埠市基本情况 

1.1蚌埠市河流状况 

蚌埠市地处淮河中游下段,境内河流、湖泊众多,均为淮河流域,分属

淮河干流水系和怀洪新河水系。蚌埠市境内共有水库53座,其中中型水库1

座,即五河县的樵子涧水库。 

其中涉及到跨界河流的主要为浍河、澥河、北淝河、涡河、茨淮新河

等河流。浍河、澥河与宿州市存在跨界生态补偿；北淝河、涡河与亳州市

存在跨界生态补偿、茨淮新河与淮南市存在跨界生态补偿。而蚌埠市出水

主要都是经淮河、怀洪新河流出至江苏省。 

1.2蚌埠市水资源状况综述 

根据《2017年安徽省水资源公报》,2017年蚌埠市降水量为1018mm,

地表水资源量为17.51亿m
3
,地下水资源量为9.67亿m

3
,不重复量为6.11亿m

3
,

水资源总量为23.62亿m
3
。其中地表水源供水量为12.05亿m

3
,地下水供水量

为2.50亿m
3
,其他水源供水量为0.10亿m

3
,总供水量为14.65亿m

3
。在总用水

量中农田灌溉、林牧渔畜、工业、城镇公共、居民生活、生态环境用水量

分别为9.93、0.37、2.38、0.41、1.36、0.20亿m
3
。人均综合用水量为433.8m

3
,

低于全省平均水平464.1m
3
。 

蚌埠市共有水功能区21个,纳入评价的水功能区共有19个,达标13个,

达标率为68%。 

1.3蚌埠市地表水断面生态补偿 

根据《安徽省地表水断面生态补偿暂行办法》,蚌埠市所属的地表水

断面生态补偿断面表和有着相关联的地市的地表水断面生态补偿断面表

相关水质目标如表1： 

补偿断面水质年度目标根据省政府与各市政府签订的《水污染防治目

标责任书》确定,未列入目标责任书的断面,水质年度目标根据《全国重要

江河湖泊水功能区划(2011-2030)》确定。 

蚌埠市涉及到跨界河流的主要为浍河、澥河、北淝河、涡河、茨淮新

河等河流。浍河、澥河与宿州市存在跨界生态补偿；北淝河、涡河与亳州

市存在跨界生态补偿、茨淮新河与淮南市存在跨界生态补偿。而蚌埠市出

水主要都是经淮河、怀洪新河流出至江苏省。 

表1  安徽省地表水断面生态补偿断面表 

序号 所在水体 断面名称 上游入境断面 断面性质
2020 年

水质目标

89 淮河 蚌埠闸上 考核 Ⅲ

90 淮河 沫河口 新城口 考核、市界 Ⅲ

91 怀洪新河 五河 考核、省界 Ⅲ

92 浍河 蚌埠固镇 考核 Ⅳ
 

2 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2.1水质补偿标准的核算 

根据《安徽省地表水断面生态补偿暂行办法》,按照断面属性,以环保

部、省环保厅确定的监测结果,每月计算污染赔付、生态补偿金额。跨市界

断面由上、下游市分别进行污染赔付和生态补偿,其余断面由责任市、省

财政分别进行污染赔付和生态补偿。左右岸分属2个责任市的断面,污染赔

付、生态补偿金额平均分配。 

污染赔付金额根据断面污染赔付因子超标情况进行加和计算。断面污

染赔付因子共3项,分别为高锰酸盐指数(适用水质年度目标达到或优于Ⅲ

类的断面,其余断面采用化学需氧量)、氨氮和总磷,标准限值为水质年度

目标类别对应的指标浓度。当断面污染赔付因子监测数值超过标准限值时,

由责任市对下游市或省财政进行污染赔付,污染赔付金为3项因子指标污

染赔付金之和。 

考虑蚌埠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及其河流对生产生活的重要性,污染

赔付标准暂定为：断面水质某个污染赔付因子监测数值超过标准限值0.5倍

以内(含0.5倍),责任市赔付50万元,超标倍数每递增0.5倍以内(含0.5倍),

污染赔付金额增加50万元,单因子指标污染赔付金每月最高为300万元。 

核算污染赔付金额时,河流上游入境的省(市)界断面及下游出境的省

(市)界断面水质指标均超过目标值时,按上游入境断面指标影响系数计算

下游出境断面的指标浓度值。 

2.2水量补偿标准的核算 

严格按照当地的环保建设要求,开展施工的工作,有效结合先进的施工技

术来降低施工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对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废弃物严格按

照相应的处理规范进行处理,按照排放标准进行排放,同时,在施工过程中

合理采用降噪技术和方式,降低施工噪音,避免对当地居民的生活和工作

产生影响。另外,作为环保部门,需要加强当地的环保监测工作,在水利水

电工程建设过程中,需要对施工企业的污水、废弃物、噪音、有害气体的

处理进行抽查,做好环境监督的工作,从源头做好环境保护质量控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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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水量补偿标准的核算步骤为：(1)核算50%、75%和95%来水频率下

的流域水资源价值；(2)根据步骤一得出的各来水频率下的流域水资源价

值,结合相应来水频率下的流域地表水资源量(扣除河道内和河道外水资

源量的重复量)计算得到相应来水频率下的流域地表水资源的单价；(3)

根据步骤二得出的各来水频率下的沙颖河流域地表水资源的单价,结合分

水协议中规定的各来水频率下的省界断面下泄水量,并考虑上下游地区用

水量,分别核算P=50%来水频率、P=75%来水频率、P=96%来水频率的按量下

泄、超量下泄和减量下泄情境下的水量补偿标准。 

2.2.1不同来水频率水资源价值评价 

水资源价值包括水资源经济价值和水资源生态价值。本研究中考虑

的水资源生态价值主要包括河道外水资源生态价值和河道内水资源生

态价值。 

其中水资源经济价值根据各用水部门的用水量和相应的水资源理论

价值(元/m
3
,以下统称理论单价)核算。河道外水资源生态价值的核算方法

与水资源经济价值的核算方法一致,可采用河道外生态用水量与相应的理

论单价核算。河道内水资源生态价值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水资源价值、

成本这三个角度分别核算,并在谈判协商的基础上进行价值量的确定。 

(1)水资源经济价值的核算 

根据流域社会经济生活用水量、工业用水量、农业用水量及相应的水

资源理论价值进行水资源经济价值的核算,核算公式为： 

R=R工+R农+R生 

R工=Q工×C工 

R农=Q农×C农 

R生=Q生×C生 

式中：R为总的水资源经济价值,R工、R农、R生分别为工业、农业、生活

用水价值；Q工+Q农+Q生分别为工业、农业、生活用水量；C工+C农+C生分别为工

业、农业、生活用水的理论单价。 

其中工业、农业、生活用水的水资源理论价值按照影子价格模型确定。

影子价格是指当社会处于某种最优状态时,能够反映社会劳动消耗、资源

稀缺程度和对最终产品需求情况的价格。 

(2)水资源生态价值的核算 

水资源生态价值的核算包括河道外水资源生态价值和河道内水资源

生态价值。本研究中河道内水资源生态价值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水资源

价值、成本这三个角度分别核算,并在谈判协商的基础上进行价值量的确

定。因此水资源生态价值的核算公式为： 

V=Vw+(Vg,Ve,Vd) 

式中,V为流域水资源生态价值,Vw为河道外水资源生态价值量,Vg为河

道内水资源生态价值(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角度),Ve为河道内水资源生态价

值(水资源价值角度),Vd为河道内水资源生态价值(成本角度)。  

2.2.2水量补偿标准的核算方法 

关于省政府、上游市政府、下游市政府之间的基于水权的博弈关系,

超量下泄情景下,由于上游节约了用水,应获得补偿,补偿主体由省政府和

下游政府承担,补偿金额的确定顺序为：首先根据下游收益进行横向转移

支付额的确定,由下游政府进行生态补偿,额度不能超过其收益上线,不

足部分由省政府承担。减量下泄情境下,补偿相关者只有上游政府和下

游政府。 

依据河流分水协议中的相关指标,分别进行P=50%来水频率、P=75%来

水频率、P=95%来水频率相应的水量补偿标准核算。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受到各个因素影响较多,计算复杂,为了简化

计算过程,本文建议以最小生态流量作为水量补偿的基准进行核算。即分

别从多年平均、P=75%来水频率、P=95%来水频率相应的径流量计算不同来

水频率的最小生态流量,并进行相应的补偿。考虑到来水频率的不同,最小

生态流量多年平均情况下按照径流量的8%来考虑,P=75%来水频率按照径

流量的10%来考虑,P=95%来水频率按照径流量的12%来考虑。在实际操作中,

各个不同来水频率的最小生态流量可参照此区间进行考虑。 

3 结语 

蚌埠市在开展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创建工作中很重要的一条就

是探索建立淮河流域水污染联防联控和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本文是在此基

础上开展相应的研究,笔者建议不仅仅是要考虑到水质的生态补偿,还要

考虑到水量生态补偿,只有这样才是全面可行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笔者

在文中提出生态补偿水质、水量补偿标准的核算方法,生态补偿实施模式,

但未细致全面分析核算蚌埠市水资源的水质和水量补偿标准,这还有待于

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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