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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皖江城市带是长三角区域的腹地和生态屏障，在长三角区域生态环境保护中起着关键作用。本文基于长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的背景，运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方法，测算2015~2020年长三角区域的生态服

务价值，确定皖江城市带8个城市的生态补偿优先级和生态补偿标准。结果显示，2020年长三角区域的

生态服务价值为28150.21亿元，比2015年下降5.14%。其中，皖江城市带降幅最小，为3.04%。在长三

角区域中，池州市、宣城市、安庆市、铜陵市和滁州市的生态优先级和生态补偿金额最高。马鞍山市和

芜湖市的位次也排在前列，只有合肥市处在中等水平。最后，提出在长三角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协作小组

的指导下，从产业协作、科技协作和金融协作三方面开展对口协作式生态补偿，推动皖江城市带的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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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rban belt of Wanjiang River is the hinterland and ecological barrier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
gion, playing a crucial role i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ecological and green integra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the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evaluation method, this paper calculates the ecological service value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from 2015 to 2020 and determines the priority and standards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for the eight cities in the urban belt of Wanjiang River.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cological service value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in 2020 was 28150.21 billion yuan, a decrease of 5.14% compared 
with 2015. Among them, the Wanjiang River urban belt had the smallest decline, at 3.04%. In the Yang-
tze River Delta region, Chizhou City, Xuancheng City, Anqing City, Tongling City and Chuzhou City had 
the highest ecological priority an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mount. Ma’anshan City and Wuhu City also 
ranked among the top, while Hefei City was at a medium level. Finally,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Yang-
tze River Delta regional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operation group, it is proposed to 
carry out the matching cooperativ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industrial co-
operati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and financial cooperation, so as to promote the eco-
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ork in the urban belt of Wanjiang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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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皖江城市带全称是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是国家在促进安徽省经济发展，尽快融入长三

角区域的重要举措。皖江城市带包含合肥、芜湖等 8 个城市，在安徽省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也是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重要一环。2016 年发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中，已经将皖江城市

带 8 地市纳入长三角城市群的发展规划中。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战略中，生态绿色一体化是其中的核心内

容。长三角区域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环境问题。皖江城市带处在长三角的上游和腹

地，长江从这里流向江苏省，支流流向浙江省的湖州市，新安江水系也由此流向浙江省的杭州市，皖江

城市带在长三角区域生态环境保护中起着关键作用。生态补偿是解决当下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但

是跨区域生态补偿由于没有直接的行政隶属关系一直难以推行。长三角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协作小组成立

以后，一直在国家相关部门的指导下，持续推进长三角区域的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安徽省和浙江省实施

的新安江生态补偿机制就是卓有成效的典型案例，已经作为跨区域生态环境的成功范例向全国乃至全世

界推广。 
生态补偿作为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国内外学者主要从生态补偿的内涵、生态补偿制度、生态补偿

标准、生态补偿模式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Allen 等(1996)、毛显强等(2002)、赵雪燕等

(2012)认为，生态补偿是一种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制度[1]-[3]。张海鹏(2018)、王会等(2020)和楚道文(2023)
分别从行业、区域和流域的角度研究了生态补偿制度的制定和完善[4]-[6]。饶清华等(2022)、官冬杰等(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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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排污量、生态足迹的角度，研究了生态补偿标准的制定[7] [8]。Muñoz-Pina 等(2007)、张伊华(2023)、
袁广达(2022)运用成本核算法和生态服务价值核算法对生态补偿标准进行了测算[9]-[11]。赵旭等(2020)、
Akter (2020)运用支付意愿法对生态补偿标准进行了测算[12] [13]。冯凌等(2020)、李倩娜等(2021)研究了

生态补偿模式[14] [15]。目前，针对皖江城市带生态补偿的相关研究结果很少，更缺乏结合长三角生态绿

色一体化背景探讨皖江城市带生态补偿的文献，这不利于皖江城市带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进一步深化[16] 
[17]。因此，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谢高地等(2015)众多专家确立的中国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

估单价体系为基础，从社会经济、NPP 和降水等方面进行调整，测算长三角区域的生态服务价值，在此

基础上确定皖江城市带 8 个城市的生态补偿优先级和生态补偿标准，探讨开展对口协作式生态补偿模式，

推动江苏省、浙江省和上海市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对皖江城市带的帮扶，这对于推动皖江城市带生态保

护工作、促进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都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18]。 

2.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一) 研究区概况 
皖江城市带源于 2010 年 1 月国务院颁发的《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其具体范围包

括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池州、滁州、宣城 8 市全境，以及六安市的金安区和舒城县，面

积大约 76,000 km2，2020 年 GDP 约 24,966 亿元，达到全省 GDP 的 65%。皖江城市带在承接长三角产业

转移中起着重要作用，是促进安徽省经济发展的领头雁，也是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重点开发区域。如图

1 所示，皖江城市带 8 个地级市在 2016 年正式纳入长三角城市群，全面融入长三角区域的一体化发展。 
 

 
Figure 1. Administrative map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图 1. 长三角区域行政图 

 
(二)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中的长三角区域土地利用类型数据分别为 2015 年、2020 年，来源于武汉大学杨杰和黄昕

教授团队发布的中国 1990~2022 年 30 米分辨率的土地覆被数据集。经济发展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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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农产品价格调查年鉴》。 

3. 研究方法 

(一)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估算 
本文采用基于单位面积价值当量因子的方法，是以谢高地等(2015)修订的中国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

量因子表为基础，从社会经济、NPP 和降水三个方面进行调整，从而确定研究区域的生态服务价值当量

系数[18]。然后再结合各类土地的面积，最终得到研究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区域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计算公式如下： 
n n

i ij
i=1 j=1

ESV A P= ∑∑                                    (1) 

其中：ESV 为区域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元)；A 为第 i 类土地利用类型面积(hm2)；P 为第 i 类生态系统的

第 j 类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元/hm2)；i 为生态系统类型个数；j 为生态系统服务个数。 
(二) 生态补偿范围的确定 
参照吴中全(2021)的研究成果，生态服务系统中，供给服务功能形成的价值已经通过市场货币化了，

已经得到补偿了[19]。而调解服务、支持服务和文化服务等功能，还没有市场化，需要补偿。由于气体调

节和生物多样性的受益范围是全球，因此无法界定补偿的主体。如表 1 所示，本文把气候调节等六项功

能的价值纳入补偿标准。 
 
Table 1. Ecosystem functions and benefit scope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表 1. 长三角区域生态系统功能及受益范围 

一级类型 二级类型 是否市场化 区域受益 全球受益 是否纳入补偿范围 

供给服务 

食物生产 √ √   

原材料生产 √ √   

水资源供给 √ √   

调节服务 

气体调节   √  

气候调节  √  √ 

水文调节  √  √ 

净化环境  √  √ 

土壤保持  √  √ 

支持服务 
维持养分循环  √  √ 

生物多样性   √  

文化服务 美学景观  √  √ 
 

(三) 生态补偿优先级估算 
由于各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差异，因此对生态补偿的迫切程度不一样。王女杰等(2010)提出生态

补偿优先级(ECPS)的概念，来衡量研究区域对生态补偿的迫切程度。ECPS 指某区域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

务的非市场价值与单位面积 GDP 的比值。供给服务功能形成的价值已经通过补偿得到，因此，只考虑气

候调节等六项功能未能得到市场化补偿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20]。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n

n

VAL
ECPS

GDP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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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ECPS 是生态补偿优先级； nVAL 是单位面积的未市场化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元/hm2)； nGDP 是单

位面积的 GDP (元/hm2)。 
(四) 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 
参照许丽丽等(2016)的研究结果，生态补偿标准是以区域生态补偿需求强度系数和生态系统服务价

值折算系数来确定的，其中生态价值折算系数取值 15% [21]。计算公式如下： 

nR VAL p k= × ×                                    (3) 

( )2arctan ECPSp π=                                 (4) 

式中：R 是生态补偿标准额， nVAL 表示研究区域未市场化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p 是生态补偿需求强度

系数，k 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折算系数。 

4. 实证结果分析 

(一) 长三角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系数 
 
Table 2. Ecological service value coefficient per unit area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ecosystem (Unit: yuan/hm2/year) 
表 2. 长三角区域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系数(单位：元/hm2/年) 

一级 
类型 

二级 
类型 耕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荒地 不透 

水地 灌木地 湿地 雪地 

供给 
服务 

食物生产 7767.36 1889.36 1609.45 5598.10 69.98 0 1329.55 3568.79 0 

原材料 
生产 1749.41 4408.50 2379.19 1609.45 139.95 0 3008.98 3498.81 0 

水资源 
供给 −9166.88 2309.21 1329.55 58010.27 69.98 0 1539.48 18123.84 15114.86 

调节 
服务 

气体调节 6227.88 14485.07 8467.12 5388.17 489.83 0 9866.64 13295.48 1259.57 

气候调节 3288.88 43385.24 22322.41 16024.55 349.88 0 29599.93 25191.43 3778.71 

水文调节 979.67 12595.72 7557.43 38836.79 1469.50 0 8956.95 25191.43 1119.62 

净化环境 10496.43 27010.81 16374.43 715436.67 839.71 0 23442.03 169552.33 49893.03 

土壤保持 3638.76 17634.00 10286.50 6507.79 559.81 0 12035.91 16164.50 0 

支持 
服务 

维持养分

循环 1119.62 1329.55 769.74 489.83 69.98 0 909.69 1259.57 0 

生物 
多样性 1189.60 16094.53 9376.81 17843.93 489.83 0 10986.26 55071.27 69.98 

文化 
服务 美学景观 559.81 7067.60 4128.60 13225.50 209.93 0 4828.36 33098.74 629.79 

 合计 27850.53 148209.59 84601.23 878971.05 4758.38 0 106503.78 364016.19 71865.56 

 
参照符艺文(2024)的研究结果，将长三角区域的土地类型分为耕地、林地、草地、不透水地等共九种

类型，其中，不透水地(即建设用地)的生态服务价值当量取值为 0 [22] [23]。以谢高地等(2015)提出的

中国土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表为基础，从社会经济、NPP 和降水三个方面进行调整。2015~2020 年，

长三角区域谷物产量平均为 6038 kg/hm2，全国谷物平均价格为 2.6583 元/kg，得到长三角区域 1 个单

位当量因子的经济价值量为 2576.35 元//hm2 [18]。NPP 调整因子和降水因子参照陈燕等(2022)的研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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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取值为 1.73 和 1.57。如表 2 所示，经过调整，得到了长三角区域各土地利用类型的单位面积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系数[24]。 
(二) 2015~2020 年长三角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Table 3. Value of ecosystem servic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from 2015 to 2020 (Unit: 100 million yuan) 
表 3. 2015~2020 年长三角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情况(单位：亿元) 

城市及区域名称 2015 年 2020 年 同比增减 比例(%) 

宣城市 1577.56 1562.08 −15.48 −0.98 

马鞍山市 553.14 507.37 −45.76 −8.27 

合肥市 1334.61 1298.31 −36.30 −2.72 

滁州市 1163.65 1104.80 −58.85 −5.06 

池州市 1236.76 1217.21 −19.55 −1.58 

铜陵市 489.03 476.75 −12.28 −2.51 

芜湖市 685.52 651.03 −34.49 −5.03 

安庆市 2126.19 2070.10 −56.09 −2.64 

皖江城市带合计 9166.45 8887.64 −278.81 −3.04 

湖州市 754.72 701.02 −53.69 −7.11 

舟山市 169.68 151.79 −17.90 −10.55 

台州市 1209.51 1179.19 −30.32 −2.51 

杭州市 2593.22 2529.10 −64.12 −2.47 

宁波市 1300.20 1199.93 −100.27 −7.71 

金华市 1277.62 1249.17 −28.45 −2.23 

嘉兴市 717.18 687.97 −29.21 −4.07 

绍兴市 1092.46 1042.04 −50.42 −4.62 

浙江省 8 城市合计 9114.59 8740.21 −374.38 −4.11 

盐城市 1367.92 1219.72 −148.20 −10.83 

镇江市 365.59 345.08 −20.51 −5.61 

泰州市 633.68 532.85 −100.83 −15.91 

无锡市 979.68 933.08 −46.60 −4.76 

南通市 678.72 640.83 −37.89 −5.58 

扬州市 975.21 926.74 −48.47 −4.97 

南京市 860.40 771.42 −88.98 −10.34 

苏州市 2707.56 2552.43 −155.12 −5.73 

常州市 617.63 535.50 −82.13 −13.30 

江苏省 9 城市合计 9186.39 8457.67 −728.72 −7.93 

上海市 682.78 619.11 −63.67 −9.32 

长三角区域合计 28150.21 26704.63 −1445.58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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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3 所示，长三角区域 2020 年生态服务价值为 28150.21 亿元，比 2015 年减少 1445.58 亿元，下降

比例为 5.14%，长三角区域的生态环境遭到了较大程度的破坏，而且各个区域以及各个城市的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因此，加大长三角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力度，协同推进长三角生态绿色

一体化是非常必要的。从省域层面来看，皖江城市带 2020 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 8887.64 亿元，比 2015 年

减少 278.81 亿元，比例为 3.04%；浙江省 8 个城市 2020 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 8740.21 亿元，比 2015 年

减少 374.38 亿元，比例为 4.62%；江苏省 9 个城市 2020 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 8457.67 亿元，比 2015 年

减少 728.72 亿元，比例为 7.93%；上海市 2020 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 619.11 亿元，比 2015 年减少 63.67
亿元，比例为 9.32%。从市域层面来看，宣城市下降幅度最小，为 0.98%。泰州市下降幅度最大，高达 15.91%。 

(三) 2020 年长三角区域生态补偿优先级和生态补偿标准 
1) 生态补偿优先级 

 
Table 4. Priority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in 2020 
表 4. 2020 年长三角区域生态补偿优先级情况 

城市名称 非市场化生态服务

价值(亿元) GDP (亿元) 生态补偿优先级 生态补偿标准 
(亿元) 

生态补偿标准占

GDP 比例(%) 

池州市 949.20 869 1.092 75.19 8.652 

宣城市 1202.51 1607 0.748 73.77 4.590 

安庆市 1702.81 2468 0.690 98.21 3.979 

铜陵市 405.72 1004 0.404 14.88 1.482 

滁州市 918.60 3032 0.303 25.81 0.851 

金华市 941.30 4704 0.200 17.75 0.377 

马鞍山市 432.40 2187 0.198 8.06 0.369 

湖州市 562.14 3201 0.176 9.33 0.292 

盐城市 1035.62 5953 0.174 17.03 0.286 

台州市 903.24 5263 0.172 14.66 0.279 

芜湖市 545.62 3753 0.145 7.52 0.200 

绍兴市 811.90 6001 0.135 10.43 0.174 

扬州市 810.10 6048 0.134 10.30 0.170 

杭州市 1972.26 16,106 0.122 22.95 0.142 

苏州市 2274.37 20,170 0.113 24.39 0.121 

合肥市 1112.68 10,046 0.111 11.72 0.117 

嘉兴市 602.82 5510 0.109 6.27 0.114 

泰州市 457.43 5313 0.086 3.75 0.071 

舟山市 120.99 1512 0.080 0.92 0.061 

宁波市 962.22 12,409 0.078 7.11 0.057 

镇江市 292.49 4220 0.069 1.93 0.046 

无锡市 819.36 12,370 0.066 5.18 0.042 

常州市 462.36 7805 0.059 2.61 0.033 

南通市 540.47 10,036 0.054 2.78 0.028 

南京市 663.50 14,818 0.045 2.84 0.019 

上海市 535.60 38,701 0.014 0.71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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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补偿优先级指数排在前五位的均位于皖江城市带，分别为池州市、宣城市、安庆市、铜陵市和

滁州市。马鞍山市和芜湖市的生态优先级指数也靠前，分别排在第 7 位和第 11 位。只有合肥市的生态优

先级指数较低。总体来看，皖江城市带的 7 个城市生态补偿优先级指数都比较高，应该优先得到补偿。

在 2016 年被国务院纳入新增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名单中，有青阳县、泾县、绩溪县、旌德县，分别属

于池州市和宣城市。而池州市和宣城市的生态补偿优先级排在第 1、2 位，也证明本文的结果是科学的。

从长三角区域总体来看，皖江城市带大多数城市的生态补偿优先级都比较靠前，浙江省的城市次之，上

海市的最低。 
 

 
Figure 2. Schematic diagram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prior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图 2. 长三角区域生态补偿优先级示意图 

 
长三角区域 26 个城市生态补偿优先级指数的平均值为 0.215，以平均值的 80%~120%为基础，划分

为三类。从图 2 可以看出，在皖江城市带的 8 个城市中，池州市、宣城市等 5 个城市的生态补偿优先级

指数大于 0.258，属于最需要补偿的区域。马鞍山市的生态补偿优先级指数在 0.258~0.172 之间，属于次

级需要补偿的区域。合肥市和芜湖市的生态补偿优先级指数小于 0.172，补偿的迫切程度最低。 
2) 生态补偿标准 
从表 4 可以看出，皖江城市带的 8 个城市在 2020 年不仅生态补偿优先级指数高，而且补偿金额也相

对较大。池州市、宣城市、安庆市的生态补偿金额均超过了 70 亿元，铜陵市和滁州市的生态补偿金额分

别为 14.88 亿元、25.81 亿元，马鞍山、芜湖市和合肥市的生态补偿金额相对较少。同期相比，浙江省、

江苏省、上海市等区域的生态补偿金额较少，最高的是苏州市，为 25.39 亿元，最少的是上海市，仅 0.71
亿元。 

从 2020 年生态补偿金额占 GDP 的比例来看，皖江城市带的 8 个城市不仅补偿金额也相对较大，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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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也较高。池州市、宣城市、安庆市的生态补偿金额占 GDP 比例在 3%到 9%之间，铜陵市和滁州市的在

1%左右。同期相比，浙江省、江苏省、上海市等区域的生态补偿金额占比较低，最低的上海市仅为 0.002%。 

5.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背景下完善皖江城市带生态补偿的措施 

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安徽省人均 GDP 仅仅 7.36 万元，远远落后于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

省。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只是一个经济圈，不是行政圈。跨区域的生态补偿，没有直接行政隶属

关系难以推行。因此，可以借鉴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生态补偿对口协作模式，由长三角区域生态环境保

护协作小组牵头，积极协调江苏省、浙江省和上海的受益地区，开展对皖江城市带相关地区的对口协作

式生态补偿，充分发挥苏浙沪地区经济、技术、资本、人才和市场优势，将传统的“输血式”补偿改变为

“造血式”补偿，才能使得皖江城市带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持续发展。 
(一) 产业协作 
1) 生态产业化 
江浙沪发达地区应该协助皖江城市带的生态保护地区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和人文景观，通过产

业化经营方式，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产业，将生态产品的价值附着于农产品、工

业品、服务产品的价值中，以可持续的方式经营开发和交易生态产品，既实现了经济价值，还提高了生

态环境质量[25]。 
2) 产业生态化 
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发展循环经济、推广清洁生产，用科技引领产业的生态化、智能化和数

字化发展，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降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积极向绿色低碳方

向转型。 
在生态保护地区大力发展新兴产业，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还可以建立产业园区，吸引当地相

关产业入驻，形成产业集聚效应，建立健全的利益分配机制，保障生态保护地区的合法权益。 
(二) 科技协作 
1) 建立绿色科技合作平台 
以 2022 年 8 月发布的《三省一市共建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行动方案(2022~2025 年)》为依托，建

立绿色科技合作平台，共享环境保护方面的科研资源、数据和成果，推动科技创新与应用的协同发展。

针对生态保护中的关键技术和难题，对口协作地区可以联合开展科技攻关，共同研发新技术、新方法，

提升生态保护的技术水平和效果，为生态补偿提供科技支撑。 
2) 加大环保人才培养力度 
共同开展环境保护方面的人才培养工作，如举办培训班、研讨会等，提升生态保护地区科技人员的

专业素养和技能水平，可以为生态补偿工作提供更多高素质的科技人才支持，推动绿色技术在生态保护

地区传统产业的应用。建立科技激励机制，对在生态保护科技合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

彰和奖励，可以激发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推动生态补偿工作的深入开展。 
(三) 金融协作 
1) 加强政策引领和协调 
以《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2024 年版)》为基础，制定统一的绿色金融体系标准，确定绿色金

融支持的行业范围，共同研究制定金融支持生态保护的政策措施，确保区域内政策的一致性和协同性，

推动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加强金融合作与交流，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服务长三角生态绿色

一体化发展协同机制，包括定期召开会议、共享信息、共同研究解决重大问题等，以促进区域内绿色金

融政策的协调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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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创新绿色金融产品 
对口协作双方可以共同设立绿色发展基金，通过政府引导和社会资本参与的方式，筹集资金用于支

持生态保护项目。金融机构可以根据对口协作地区的实际需求，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以满足生态保护

项目的融资需求。例如，可以开发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金融产品，为生态保护项目提供长期、稳定的

资金支持。此外，还可以探索绿色保险等风险保障机制，为生态保护项目的实施提供风险保障。 

6. 结论 

本文基于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的背景，运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方法，测算 2015~2020 年长三

角区域的生态服务价值，确定皖江城市带 8 个城市的生态补偿优先级和生态补偿标准。实证结果如下：

1) 长三角区域 2020 年生态服务价值 28150.21 亿元，比 2015 年减少 1445.58 亿元，下降比例为 5.14%。

从省域层面来看，皖江城市带下降幅度为 3.04%，浙江省 8 个城市为 4.62%，江苏省 9 个城市为 7.93%，

上海市为 9.32%。从市域层面来看，宣城市下降幅度最小，为 0.98%。泰州市下降幅度最大，高达 15.91%；

2) 2020 年生态补偿优先级指数排在前五位的均位于皖江城市带，分别为池州市、宣城市、安庆市、铜陵

市和滁州市。马鞍山市和芜湖市的生态优先级指数也靠前，只有合肥市的较低。从长三角区域总体来看，

皖江城市带大多数城市的生态补偿优先级都比较靠前，浙江省的城市次之，上海市的最低；3) 2020 年皖

江城市带的池州市、宣城市、安庆市的生态补偿金额均超过了 70 亿元，铜陵市和滁州市的生态补偿金额

分别为 14.88 亿元、25.81 亿元，马鞍山、芜湖市和合肥市的生态补偿金额相对较少。同期相比较，浙江

省、江苏省、上海市等区域的生态补偿金额较少，最高的是苏州市，为 25.39 亿元，最少的是上海市，仅

0.71 亿元。 
基于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的背景，可以在长三角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协作小组的指导下，协调江苏

省、浙江省和上海的受益地区，主要从产业协作、科技协作、金融协作三方面开展对皖江城市带相关地

区的对口协作式生态补偿，充分发挥苏浙沪地区经济、技术、资本、人才和市场优势，提升皖江城市带

生态环境保护水平，促进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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