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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生态文

明建设的重要方面①，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是激励

生态产品供给、推动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

措。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

体学习时强调：“要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

制，让保护修复生态环境获得合理回报，让破坏生态

环境付出相应代价”②。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生

态文明建设政策支持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深入推

进，美丽中国建设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建

设（王喜峰和姜承昊，2023）。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生态惠民、利民、为民，成为我们党和国家不懈努力

的目标。

基于以上研究背景，本文系统化梳理我国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的现状和特征，展示我国生态文明建

设的历史成就；针对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的价

值观念误用导致的“难度量、难交易、难抵押、难变

现”问题，以及实践中的功能困境、应用困境、协调困

境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政策措施，对于深化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机制探索具有重要意义。

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现状与特征
（一）生态产品要素内涵不断完善

1.生态产品的概念内涵得到深化。2010年，生

态产品概念由《全国主体功能规划》提出时，包含“清

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和宜人的气候”等自然要素，

也包括“吸收二氧化碳、制造氧气、涵养水源……”等

12个生态系统的调节和服务要素。此后，生态产品

由初次提出时的自然要素、主要功能方面，不断新增

了物质供给和文化服务等生态产品范畴。2020 年，

浙江省出台全国首部省级《生态系统生产总值

（GEP）核算技术规范陆域生态系统》，将这一概念进

行丰富，相应增加了洪水调蓄、负氧离子等调节服务

和生态旅游等文化服务内容③。2022年，《生态产品

总值核算规范（试行）》，对于物质产品的内涵进行了

更为细致地划分，并增加了“海岸带防护、局部气候

调节、休闲娱乐、美学体验”等新内涵，进一步丰富了

我国的生态产品内涵④。

2.生态产品的经济属性得到明晰。生态产品有

别于常规的物质产品与文化产品，其既可以满足人

类个体的基本生命支持，又足以承载人类文明的崇

高价值追求。2020年以来，自然资源部组织编写《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对我国各地的典型做法

进行总结和推广，并梳理了经营性生态产品、准公共

性生态产品、公共性生态产品的属性框架，明晰了生

态产品的消费属性及其经济学差异，为公共政策提

供经验依据和价值参考。2022年 3月，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国家统计局在系统总结国内外生态产

品总值核算理论研究成果和实践探索经验基础上，联

合印发《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规范（试行）》标准，为生态

产品生产总值核算工作提供了基础性支撑（施发启，

2023）。

内容提要：推进“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本文梳理中央

层面和典型省份的相关政策和经验做法，认为目前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方面存在功能困

境、应用困境、协调困境、价值困境等核心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应该坚持问题导向，完

善生态价值核算体系，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从市场和政府两手发力健全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机制设计；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进行统一，以生态权益统一大市场

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四大政策路径。

关键词：生态产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现实困境；政策进路

DOI:10.19851/j.cnki.CN11-1010/F.2024.02.027

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核心问题与政策进路

王喜峰 姜承昊

主要作者简介：王喜峰（1987-），男，汉族，河南驻马店人，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

院经济大数据与政策评估实验室研究人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研究方向：资源环境经济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一般项目“国家安全和高质量发展视角下水资源承载力提升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1FGLB093），中

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社会调研项目“关于浙江‘千万工程’经验在全国学习运用情况及问题的调查研究”（项目

编号：2024QNZX)。

①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纲要[M].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2:33.

②习近平.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J].求是,2022(11):1-5.

③ http : / / zjamr . zj . gov . cn / art / 2020 / 9 / 29 / art_1229047334_58814039 . html .
④ https : / / www . gov . cn / zhengce / 202403 / content_6935400 . htm .

网络首发时间：2024-04-08 08:41:16
网络首发地址：https://link.cnki.net/urlid/11.1010.f.20240403.1102.001



①https://www.gov.cn/zhengce/2015-05/05/content_2857363.htm.
②https://www.gov.cn/guowuyuan/2015-09/21/content_2936327.htm.

3.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理论基础有效发展。中国

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理论蓬勃发展，诞生了自然资

源负债表等重要的理论概念。2013年 11月，中共十

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编制自然资源负债

表的设想，此后出台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

案》《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试点方案》等相关政

策方案，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成为我国自然资源“摸

家底”的重要工具（史丹和王俊杰，2020）。

作为一项重要的理论和制度创新，自然资源资

产负债表有其创新性，但学界仍然存在不少分歧，主

要分为三类：对于资源类别的分歧、对于“负债”理解

存在较大分歧、对于价值核算方法存在较大分歧（王

俊杰，2022）。这与生态系统生态价值核算（GEP）等方

法有一定的相似。实际上，无论是“生态系统生态价

值核算（GEP）”，还是“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都属于

价值核算的工具。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理论建设，

不仅应该是工具性的研究，更要对价值理论本身进

行深入研究，以从根本上指导工具编制和使用（张林

波等，2023）。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核心，是关于其价

值理论的建设（王喜峰和姜承昊，2023）。

长久以来，西方经济学采用边际效用价值论作

为生态产品的主流价值理论，认为价值由供求双方

的主观感受而定，采用边际效用作为评价商品价值

量的主要方法，即商品价值量由最后一单位的物品

边际效用决定。“生态产品”的提出，厘清了生态产品

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四大主要环节的价值链

条。从生产上，生态产品概念强化了生态产品的物

质性，即物质供给和服务供

给均来自具体的自然物质

条件（王金南等，2018），不

存在天然适应人类一切发

展的自然环境，劳动则是创

造和改造这一物质条件和

形成生态产品的必然选择。

因此，从生态产品的生产

上，生态产品这一物质性的

概念进一步激发了其内在

的劳动价值论内涵。人类在

生态产品的价值形成过程

中并非超然事外，生态产品

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也取

决于人类在生态产品生产

中的参与程度（廖茂林等，

2021；孙博文和彭绪庶，

2021）。从分配上，良好的生

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

品，也是人民群众“生态蛋

糕”的分配来源（王晓丽等，

2024）。从流通上，良好的生态产品包含了更多的价值属

性，健全生态产品交易流通全过程监督体系，使生态产

品价值得到充分尊重和实现。从消费上，生态产品是最

普惠的民生福祉，其最终的价值导向，正是人民群众对

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王喜峰和姜承昊，2022）。因此，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念进一步强化了劳动主体和

劳动价值在生态产品生产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催

化了崇尚劳动、生态发展、尊重价值的逻辑链条，进

一步将生态价值、劳动价值、人民价值紧密结合。

（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制度体系逐渐发展

1.明确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发展方向。党的

十八大以来，我国制定了多项涉及生态文明建设和

生态环境保护的改革方案。2015 年 5月，《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

“要严格源头预防、不欠新账，加快治理突出生态环境问

题、多还旧账，让人民群众呼吸新鲜的空气，喝上干净的

水，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生活”①。2015年 9月，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

“健全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体系”的顶层设计②。

中央层面的意见和方案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体系的

建设打下了重要基础，进一步完善了“谁开发、谁保

护，谁受益、谁补偿，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修复”

的治理模式，对于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建设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2.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制度不断完善。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国不断健全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体系。

第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覆盖领域不断健全。例

如，2019年 12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

表 1 生态产品内涵



①https://www.ndrc.gov.cn/xwdt/ztzl/jljqstcpjzsxjz/djzw/202204/t20220429_1324193.html?state=123&state=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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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会议通过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提出

“鼓励发展木材、果品、燃料、工业原料等经济效益为

目标的商业林”和“对公益林实施森林生态效益补

偿”；2022年 6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提

出“推动农产品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

等细则，完善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法律法规体系。

第二，针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指导机制逐步完善。

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健全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提出生态产品监测、评

价、开发等为一体的指导体系。第三，地方层面出台

相关举措。例如，浙江省出台《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实施意见》，以中央文件为基础出

发点，提出“打造有利于生态产品供给的数字化新型

基础设施，营造多方共建共享局面，建立健全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机制”①。

（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探索

1.试点地区不断扩大。全国各地先后积极开展

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探索。自 2017年 9月

起，我国生态环境部先后命名六批“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包括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

产业园区、北京市门头沟区等在内的全国共计 187

个地区先后入选。我国自然资源部印发了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典型案例，在地区上涉及福建、重庆、浙江、

江苏、山东等数十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类型上涉

及森林、湿地、江湖、海岛等多种生态系统类型，还包括

矿山、采煤塌陷区等生态治理和综合开发案例。此外，

“地票”“森林生态银行”“森林覆盖率指标”等案例都

取得了较好进展。地区方面，各省也开始了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例如，2022年 2月四川省发展

改革委公布的《四川省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机制试点典型案例》②。试点地区

不断扩大，生态价值实现的理论研究

不断深入。

2.参与主体不断丰富。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机制的参与主体不断丰富。

从实现路径上，生态产品购买方既可

以是市场，又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

政府与市场混合购买。政府在购买服

务和财政转移支付中，作为主要资金来

源（蒋金荷等，2021），大众作为消费主

体享受生态产品及生态服务的价值。一

方面，通过引入市场配置和市场交易，由个人聚合而成

的大众、企业、社会组织等不同形式的主体都参与进

来，既缓解了财政支出的资金压力，也创造了人人参与

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人人受益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氛

围；另一方面，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积极作用，也使

得资源配置更优，从而激励生态保护和生态产品生

产，使得保护者受益、生产者受益，激励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机制永续发展，进而促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3.实现机制不断拓宽。一是生态产品直接交易

（沈辉和李宁，2021）。对于私人物品类型的生态产品

方面，针对木材、蔬菜、粮食等优质生态产品，国家通

过地理标志品牌建设、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生态产品

质量追溯等措施，提高了生态产品的供给质量和供

给水平，为高质量生态产品的经营者和生产者提供

了激励。对于具有俱乐部物品的生态产品类型方面，

针对景区、名胜等，各地先后创新发展康养、度假、研

学、露营、沉浸式旅游、夜景经济等方式不断探索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潜力。二是生态权益交易（张文

明，2020）。针对森林、草原等生态产品富集地区，不

同地区构建起碳汇（牛玲，2020）、碳交易及排污权等

生态权益体系，打通了资源向资产、资产向资本的转

化途径，助力我国温室气体减排和“双碳”目标实现。

三是生态溢价交易（丘水林和靳乐山，2019）。通过良

好生态带来的产品溢价，产自良好生态地区的产品

得到增值，发挥了市场对于创造良好生态产品行为

的激励作用。

三、建立健全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

主要问题
（一）实现机制

在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过程中，生态产品

交易包括三种分类：经营性生态产品、准公共性生态

产品、公共性生态产品。其中，部分公共性生态产品

可以通过行政命令（社会契约）进行形式规定，从而转

化为准公共性生态产品。但并不是所有的公共性生态

产品都适合纳入市场。目前，要解决我国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的难题，应主动探索多元化的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机制，避免将不同的生态产品“一刀切”。

（二）主要问题

生态产品的不同分类方式的发展不一，其中关

键的是按功能分类、按公益程度分类、按价值实现路

径分类（林智钦和林宏赡，2024；李宇亮和陈克亮，

2021）。一是按功能分类，其是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的

基础分类方式，用以进行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二是按

公益程度分类，一般分为公共性生态产品、经营性生

态产品和准公共性生态产品，用以区分产权和消费

表 2 依据公共性程度划分的生态产品内涵



者；三是按价值实现路径分类，分别是政府路径、市

场路径和政府—市场混合路径，用以分析生态产品

的价值流向（樊轶侠和王正早，2022）。

1.功能困境。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过程中，最为

贴近实践的是功能分类，常用于生态产品价值核算。

目前，各个省级甚至国家级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标

准中，对于生态产品的功能分类仍有较大差异。从

定义上讲，这些指南均一致承认了生态产品对于人

类生活以及经济影响的贡献，但中国的生态系统服务

分类体系的目标实际上主要集中于价值核算，而非尽

可能广地覆盖生态服务类型。从具体内容上，对比北京

市和浙江省发布的地方标准，可以看出，两者都承认

供给产品、调节服务、文化服务的分类方式。然而，就

整体的核算指标分类而言，两者存在较大差异。

在供给指标中，北京市的标准将“生态系统为人

类提供并被使用的物质产品”定义为供给类产品，即

物质供给①。而浙江省的标准将供给产品设定为“不

损坏自然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完整性的前提下，人类

通过直接利用或转化利用等方式从自然系统获得的

食物、药材、木材、水电等各种物质资源”②。北京市的

核算体系未包括水电功能，浙江省的核算体系则纳入

了水电功能。核算标准中的功能分类不同，核算结果

自然也不同，从而由分类差异导致了核算价值差异。

在调节服务中，水源涵养、洪水调蓄、固定二氧

化碳、空气净化、气候调节等在两个标准中都得到认
可。然而，对于面源削减、噪声削减、防风固沙、负氧

离子等部分，两个标准对其承认度不一。实际上，就

同一生态产品的定义，仍存在较大歧义。部分仅仅是

称呼不同，而其含义大致一致，例如文化服务中，北

京市分为旅游康养、休闲游憩、景观增值，而浙江省

则将之概括为生态旅游，并释义为“以自然生态系统
以及与其共生的历史文化遗存为主要景观……开展

的知识获取、休闲娱乐并获得身心愉悦的旅游方式”③。

甚至存在同名而不同含义的生态产品定义, 例如对于
固碳的定义，北京市标准将其定义为“生态系统通过

有机体吸收二氧化碳合成有机物质、水体溶解二氧

化碳”④，而浙江省标准则将其定义为“自然生态系
统通过植物光合作用吸收大气中二氧化碳合成有机

物”⑤。由于定义的不一致，两者的统计标准自然也就

相差甚远。这种模糊性，导致对于生态产品定义、分类

和核算的最终困境，也导致最终核算的高度分歧。

2.应用困境。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应用困境在

三种类型生态产品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第一是

经营性生态产品。经营性生态产品包括私人物品和

俱乐部物品。我国往往采用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业等

产业化方式促进生态产品的价值转化。其原因在于，

经营性生态产品的商品属性较为完全。经营性生态

产品面临的是产品同质化、附加值低、产业结构不够

优质、财政支出和社会资本的收益不确定等难题，以

及因此产生的对于产业发展可持续性的影响。第二

是准公共性生态产品。准公共性生态产品面临的问

题则要更为深刻，与公共性生态产品一样，尽管其解

决了一部分“度量、交易、抵押、变现”的难题，但仍难

以解决其价值目标（保护优先）和市场特性（利润最

大化）的背离。第三是公共性生态产品。现阶段我国

一般采用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的方法，计量公共

性生态产品的价值。然而，与其他两种类型的生态产

品相比，公共性生态产品未经或不适合通过“指标交

易”转化为准公共性产品。

公共性生态产品在我国也无法通过“市场交易”

转让其产权，往往存在以下难题：其一，公共性生态

产品一般由自然整体生成或部分人工修复，人类劳动

较少地参与其中，亟需生态价值理论对其做出阐释；其

二，公共性生态产品其使用价值往往也因为限制开发
而体现为“被动使用价值（即人们在知道某种资源存
在却可能永远不会使用此资源的情形下，对其存在

本身赋予的价值）”；其三，我国的公共性生态产品产
权多归属于国家，若对其本身进行市场交易，其交易

主体、交易过程和受益主体也都难以付诸实践。
3.协调困境。
———生态价值实现标准间的接驳问题。一是生

态产品价值核算的标准对接问题。面对不同地区的
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标准，跨地区间的生态产品价值
交易成本较高。二是生态产品合理价格标准机制建

设问题。生态产品的质量良莠不齐，如何简化高品质
高价值的生态产品认知、激励、变现环节，使保护生
态者、劳动生产者受益，是一项需要长期解决的现实
议题。目前我国采用的生态产品品牌建设及质量溯

源机制，将会进一步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权益主体的协商问题。由于生态产品的基

础理论体系尚待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实践也

需要进一步发展。在实践中，涉及政府、企业、集体、

社会组织、个人等多种主体需求，需要推进经营性生

态产品的产权保护、营销开发、质量提升等，推进准

公共性生态产品合理开发、妥善交易、预防风险等，

推进公共性生态产品永续发展等，推进生态交易双

方合理磋商和议价机制形成。

———生态与开发的协调问题。生态产品的开发

与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完整性如何协调，这关系到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基础性和科学性。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既是为了解决最广大人民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也是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将生态和发

展的价值逻辑统一化。应注意解决生态与开发的短

期和长期、局部与整体、安全与发展等问题的协调。

四、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政策进路
（一）坚持问题导向

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要以经济发展和生态

①http://bzh.scjgj.beijing.gov.cn/bzh/apifile/file/2023/20230410/541f78e5-a9f0-4370-9179-7d073b6c1a3f.pdf.
②https://zjamr.zj.gov.cn/art/2020/9/29/art_1229047334_58814039.html.
③http://bzh.scjgj.beijing.gov.cn/bzh/apifile/file/2023/20230410/541f78e5-a9f0-4370-9179-7d073b6c1a3f.pdf.
④http://bzh.scjgj.beijing.gov.cn/bzh/apifile/file/2023/20230410/541f78e5-a9f0-4370-9179-7d073b6c1a3f.pdf.
⑤https://zjamr.zj.gov.cn/art/2020/9/29/art_1229047334_58814039.html.



环境保护中的问题为导向，立足于解决实际问题。打

通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技术通路，降低生态产品价值

转化的交易成本，构建统筹保护和发展的长效机制，是

必须纳入公共政策考虑的现实问题。目前，生态环境

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日益凸

显，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了丰富的样本。

同时，针对文中提出的具体问题，给出以下建

议：一是完善生态价值核算体系。应坚持马克思主

义，推动中国特色生态经济学理论创新，加快中国特

色哲学社会科学理论话语体系建设。要深入研究并

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和时代化。要进一步发展生态价值核算体系，明

辨运用交换价值、使用价值、价值和价格概念，进一

步发展其基础理论；根据生态产品的具体分类，合理

使用市场机制；进一步发展生态价值核算体系，采用

更为科学合理的核算方法。二是拓宽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机制。首先，要注意生态产品功能分类应在统一

中发展，统一意味着“交易壁垒的降低”，而发展意味着

“功能分类不断发展完善，覆盖更广、更深、更全面”。其

次，要注意不断完善市场交易机制，提高生态产品流通

效率，对于无法实行市场机制的生态产品要给予补

偿。最后，要注意协调发展，不断促进生态价值核算

标准的互认互信，不断扩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参

与主体范围，不断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机制。

（二）坚持从市场和政府两手发力

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不仅要经得起市场的检验，

更要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生态产品价值核算

中的定价，绝不能是各种成本的拼凑和杂烩，既要注

重市场配置生态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将生态产品和

生态服务放到市场中以统一尺度进行衡量，又要坚

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将生态资源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统一起来。一是以政府为主导，结合我国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点领域，将具体的生态产品内

容合理纳入抽象的公共政策领域，降低交易成本，打

通交易壁垒，提高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二是以政府

为主导，完善生态产品市场交易制度，支持和保护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中的正当交易；三是政府主导打造

绿色金融工具，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赋能”，促进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

（三）坚持眼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的统一

在不同发展条件、发展水平和发展环境下，不能

用一个标尺衡量所有区域的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也

不能急功近利去追求超越代际的生态产品价值回

报，要坚持眼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的统一。一是全

国生态权益统一大市场引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在

全国层面开展生态产品调查监测、核算评估，设计一

个行之有效、全国通认、国际标杆的生态产品调查核

算体系；以全国生态权益统一大市场为引领，进行产

业化利用、生态补偿、市场交易等方面的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机制设计。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保障和推进

方面，要注重绿色金融创新和系统性风险防范的统

一、注重利益导向和责任约束的统一、注重理论总结

和实践试点的统一。二是要考虑保护和发展过程中的

诸多因素。要综合考虑生态产品价值开发和环境保护、

合理生产和促进消费、区域发展和协调联动（王宾，

2022）、当代公平与子代公平等问题。三是要求在开发

生态产品价值中，提前预设好“安全护栏”。要在试点大

规模推行前，加强生态红线设立和生态环境监督，坚

持守护国家自然资源永续利用的生命线。

（四）坚持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

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是生态环境保护和

经济发展相互促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由

之路。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的关键，就是建立起

生态产品市场交易的机制。首先，生态产品价值评估

应做到方法可评、过程可信、结果可认。评价方法要

科学、准确并具备可行性，要辅以更为细致的自然资

源调查监测体系；评价过程应可信，加强评价监督；

评价结果要可认，打造全国统一的生态产品交易大

市场，形成生态产品供需对接平台。其次，健全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的支持保障，用好绿色信贷等金融工

具，以绿色金融支持金融强国战略。最后，要建立起

严格的生态产品交易信用制度，遏制失信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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