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指导原则4：避免环境影响并投资于自然

基础设施建设对环境的不良影响应减少到最低，同时，应最大限度地增强自然

资本。基础设施的开发应当尽量避免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地区或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高的地区。实体基础设施的开发应当完善和增强，而非取代大自然所提供

的供水、净水、防洪和碳汇等服务。因此，基础设施开发时，应当优先考虑基

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厄瓜多尔设立
水利基金促进
基于自然的解
决方案制度化

实践中的综合方法——《可持续基础设施的国际良好实践原则》的配套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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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厄瓜多尔的供水从根本上依赖于其敏感的生态

系统的平稳运转。该国许多人口密集的定居点，包括

首都基多和昆卡，都是从安第斯山脉获得供水，那里

的云雾森林和草原可以调节水流，并有助于在旱季保

持湿度（Echevarria，2002年）。然而，这些生态系

统不仅受到气候变化的威胁，还受到与有形基础设施

发展（包括道路网）有关的土地退化的威胁。这些基

础设施发展有可能降低自然为社区提供关键服务的能

力：清洁水供应。旨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水利基金是参

与性机构，具有优先考虑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金融

机制。

水是厄瓜多尔的生计和经济活动的基础，但

也具有重要的社会和文化价值。事实上，2008年 

写 入 国 家 宪 法 的 安 第 斯 土 著 哲 学 “ 美 好 生 活 ” 

（buen  vivir）致力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平衡，并倡导

创立以社区为基础的治理体系，以管理水资源等自然

资源（Fatheuer，2011年）。水利基金在此背景下设

立，以解决环境压力和政府财政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对

水日益增长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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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基金

自2000年以来，厄瓜多尔在全国各地逐步设立

了水利基金，包括基多、昆卡、瓜亚基尔以及该国中

部和南部区域。这些基金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来

确保水安全，通过将用户付款投入保护工作中来确保

可持续的水管理和供应。因此，水利基金旨在促进环

境可持续性，同时通过创新筹资机制和参与性治理结

构，解决可持续性的其他问题。此外，厄瓜多尔的水

利基金是一个大规模的（覆盖整个城市或地区供水的

集水区，并有机构参与协调）基础设施“系统”，而

非单独的水管理基础设施项目。

保护自然以提供优质服务

保 护 自 然 是 水 利 基 金 提 供 基 础 设 施 服 务 方

法 的 核 心 。 以 基 多 为 例 ， 该 市 8 0 % 的 水 来 自 三

个 保 护 区 ： C a y e m b e - C o c a 保 护 区 、 A n t i a n a
保护区和Cotopaxi国家公园（Arias、Benitez和

Goldman，2010年，第1页）。尽管这些地区处于受

保护状态，但人类活动仍然威胁着保护区内生态系统

的完整性，损害了当地植被的蓄水和缓慢释放淡水能

力。当周围冰川积雪融化，或低层云雾在林冠间缭

绕时，海绵状的草地和云雾森林可以保持湿度并调

节水流（Browder等，2019年）。植被和土壤捕获

了降水，也吸收了污染物，并储存它们或将其转化为

危险性较低的物质（Calvache、Benítez和Ramos， 

2012年）。维护这一“自然基础设施”可以长期留存

淡水，并将其缓慢释放到水体和湿地中，随后将水输

送给不同用户。

最初拟议改善水质和供水的解决方案是建立净

水厂等人工建成的基础设施，但这并未解决问题的根

本原因（即生态系统日益退化）（Arias、Benitez和

Goldman，2010年）。相反，水利基金提供了一种

优先考虑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方法，其中包括重

新种植本地植物、建造河岸围栏和购置保护用地，

从而维护和改善保护区流域的功能。例如，在五年

内，厄瓜多尔南部区域水利基金（FORAGUA）就

建立了174,028英亩的市政保护区，保护并恢复了为 

432,196人供水的流域生态系统（Paladines等，日期

不详，第10页）。

水利基金改善了当地的供水和水质，同时保护

了安第斯生态系统的固有价值。例如，在不受基多水

利基金（FONAG）管理的周边地区进行的比较分析

显示，与同期（2014-2017）受水利基金管理的地区

相比，不受水利基金管理地区水中悬浮固体显著增加 

（拉丁美洲水利基金伙伴关系，2018年）。清除沉降

物的高昂成本凸显了这种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经济

效益。同一项研究比较了20年来的预计保护成本，发

现每投资1.00美元，就会获得2.15美元的投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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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保护与普惠金融相结合

区域和基多水利基金是作为80年信托基金建立

的，它从用水者、公共事业、公司和非政府组织获

得收入，以资助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Kauffman， 

2014年）。就厄瓜多尔所有的水利基金而言，独立的

信托管理人员将基金的资产投资于金融市场，并将收

入分配给不同的利益相关方群体，以资助保护和流域

管理活动，这在基金合同中有详细说明。董事会决定

资金流向，董事会通常有地方政府、用水者和其他利

益相关方的广泛代表。合同安排确定了成员之间的关

系并规定资金的使用方式。

信托机制的长期性确保了稳定的财务安排，

可进行规划并鼓励其他实体投资（联合国水机制， 

2011年）。因此，水利基金成功地将环境可持续性与

财务可持续性结合起来。其包容性融资机制利用用户

资金支持确保为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提供资金，而非

仅依赖外部资金。同时，该机制避免了厄瓜多尔水资

源控制的私有化；从“美好生活”角度和该国政治背

景来看，这是一个重要要求。

治理与系统视角

厄瓜多尔的水利基金不是特定地点的单独基础设

施项目，而是一个更大规模的由资产、基于自然的解

决方案和机构构成的系统。最初，在厄瓜多尔设立水

利基金时遇到了障碍，一项关于公共融资的法律禁止

政府机构（包括当地的供水公司）投资这种金融机制

（Browder等，2019年）。不过，对这项法律的修改

为国家层面水利基金的设立提供了赋能环境。

水利基金本身由分散的治理结构组成，可包含

广泛的利益相关方。尤其是新近设立的水利基金，它

们已经建立了联系机构，如通古拉瓦的“水议会”，

它能提供监督，确定优先事项，并确保保护活动的实

施。这种参与性、系统性的角度有助于在该国各个地

区发展更有效的供水系统（Kauffman，2014年）。 

此外，水利基金以基层社会基金会为基础；例如，瓦

基金的设立经过了该省三场土著运动中的详细协商

谈判（Kauffman，2014年）。因此，这些基金往往

一开始就反映了当地的认知和偏好，这有助于建立

一种可持续且包容的“水文化”（联合国水机制，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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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复制性

水利基金自成立以来，已扩展到厄瓜多尔各地，

其最初的基金模式正不断发展，以适应当地情况。事

实上，第一个水利基金是在城市一级设立的，事实证

明，这种模式足够灵活，能适用于区域一级，只是相

关安排和保护活动需略作调整。水利基金目前也设立

在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墨西哥等拉丁美洲国

家。它们为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提供了一个具有财政

可持续性的体制框架。在政府财政日益紧张、不平等

加剧的全球背景下，这一点至关重要。由于水利基金

是参与性的——由当地利益相关方构成和塑造——顾

名思义，水利基金不会出现一刀切的做法。因此，水

利基金可在世界上具有类似政治经济的其他地区，根

据当地情况进行复制。

关键洞见

>  水利基金是一种分散的参与性治理结构，在设计中纳入了对当地的认识，有助于保护优先生态系统服务。 

>   基多水利基金的投资回报翻了一倍多，改善了流域功能、供水和水质。优先考虑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可

同时改善经济和环境成果。

>   水利基金的普惠金融机制利用用户资金支持。拨款决定由董事会作出，董事会拥有广泛的利益相关方代

表，这可以促成长期的问责制和健全的财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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