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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扶贫是生态产业发展、生态移民安置、生态系统保育与扶贫开发相结合的一种扶贫模式。 贫

困人口参与生态扶贫活动不仅可以得到生产经营或劳务收入，还可以得到生态扶贫成果带来的生态

红利，实现脱贫致富与可持续发展相统一，脱贫攻坚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协调。 生态扶贫与其他扶贫相

比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它的成果是具有乘数效应和溢出效益的公共物品，可以由广大国民共享。 创建

生态成果共建共享机制，是将共建共享发展理念落到实地的具体举措。

《中国生态扶贫共建共享机制研究》一书是浙江农林大学孔凡斌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重点项目“建立我国生态扶贫共建共享机制研究” （项目批准号：１８ＡＪＹ００６）的最终研究成果。

该书研究框架完整，布局合理，方法得当，数据可靠，从理论实践和制度政策两个方面对我国生态扶贫

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做了系统研究，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两个生态扶贫重点区

域入手对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和扶贫绩效机制做了系统评价，并对生态产业扶贫、生态保育工程扶贫、

生态移民搬迁扶贫、森林生态补偿扶贫等生态扶贫重要领域做了专题研究，在此基础上集成提出我国

建立巩固拓展生态扶贫成果长效机制的具体政策措施。 该书运用经济计量和空间地理统计分析模型

方法，分别从整体上分析评价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及转移支付政策生态扶贫成

效以及主要影响因素，明确了效应机理和关键影响因素。 基于大样本农户调查数据，采用经济计量模

型，实证检验了不同贫困程度农户退耕还林收入及扶贫效应机制，以及退耕程度和时机对退耕农户收

入的影响及扶贫效应，明确了效应机制，厘清了关键影响因素。 该书关于生态扶贫中政府、乡村社区、

贫困人口、社会企业和消费者的精准识别和博弈分析，乡村社区和农村贫困人口共同参与生态文明建

设的行为策略与路径分析，丰富和发展了我国脱贫攻坚的理论；构建的生态扶贫共建共享机制研究的

理论框架和方法体系，具有较好的学术参考和应用价值；提出的生态扶贫共建共享机制的对策建议与

政策措施，可为各级政府建立健全生态扶贫长效机制的规划和政策制定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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