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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目标不止于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的转化，而是要在可持续规模下推进全民福祉

提升，发挥生态产品作为要素参与分配、再分配的作用。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目标的研究将进一步拓展对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认知，为多目标下的地方实践提供理论参考。在稳态经济愿景下，可持续规

模、公平分配、有效配置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三个重要目标，且重要性有先后之分。可持续规模的实现主

要依靠规制、税收、补贴、许可证交易控制生态空间占用、资源利用、环境容量利用强度等政策工具；公

平分配需要完善国有及集体产权制度、创新利益调整机制、建设信托基金等；有效配置要借助政府、市场

作用，清晰界定价值形式及适用范围，通过建立交易平台、推进第三方认证等消除造成市场失灵的因素。此

外，还要通过培育市场参与主体、发展本地特色产业建立“政策—产业”传导机制以促进生态产业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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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愿景、目标及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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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Vision, Objectives, and Pathways to Realize the Eco-Product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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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100085, China)

Abstract: The goal of eco-product value is not only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eco-value to economic value, but to promote the well-
being of the whole people in a sustainable scale, and play the role of eco-products as factors to participate in distribution and 
redistribution. The research on the goal of realizing the eco-product value will further expand the cognition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realizing the eco-product value,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local practice under multiple goals. Under the vision 
of steady state economy, sustainable scale, fair distribution and effective allocation are the three important goal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eco-product value, and the importance is priority in order. The realization of sustainable scale mainly relies on policy tools such 
as regulation, taxation, subsidy and permit trading to control the occupation of eco-space,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capacity utilization intensity. Fair distribution requires improving state-owned and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innovating 
interest adjustment mechanism, building trust fund. Effective allocation should make use of the role of government and market, clearly 
define the form and scope of value, and eliminate the factors causing market failure by establishing trading platforms and promoting 
third-party certification. In addition,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policy-industry" transmission mechanism by cultivating market 
participants and developing local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co-industrialization.
Keywords: the realization of eco-product value; sustainable scale; fair distribution; effective allocation; "policy-industry" transmiss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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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并保护自然资本、促进人类福祉提升是当

今世界的重要议题之一。为建设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现代化，我国深入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

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示范，在理论与实

践层面进一步丰富了生态产品的内涵。生态产品在

决策支撑、生态修复、产业联动、利益分配中的作

用也愈发凸显。作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生态产品

成为生态文明区别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主要标

志。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成为完善体制机制、增

强内生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社会多元力量共同

参与的系统性工作。

国外率先提出将生态产品价值纳入决策，在

保护、修复生态系统的同时重视减贫、生计持续

改善[1-3]。此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目标也更加多

元，成本效益、公平、治理等也纳入目标的考虑范

围[4]。这与人类从生态系统获得的福祉（安全、维

持高质量生活的基本物质需求、健康、良好的社

会关系、选择与行动的自由）等高度契合[5]。近年

来，各地也都将共同富裕、产业振兴、善治等作为

发展定位写入试点方案，但在政策设计、机制建设

过程中还未能妥善处理多目标之间的协同与权衡。

国内外研究与实践表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应局

限于资源向资产、资本、资金的转化，对“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的解读应跳出“转化”的藩

篱，按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要求重新反思行动的

初衷。

1 愿景：稳态经济

新时期，全社会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可持

续发展理念一脉相承，而又有所深化，尤其是在复

合生态系统理念深入人心的21世纪。所以在分析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目标之前需要进一步明确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的愿景或预期，以便加深对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的认识和理解。

20世纪70年代，马世骏等便提出了社会－经

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理念[6]。经济社会发展的

规模不可能无限制增长，重视生态产品的贡献、促

进优质生态产品供给、改善居民福祉，应从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出发反思人类的未来，维持区域、全

球生态系统的稳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可以作为人

类趋向稳态经济的重要机制，即社会经济系统与支

撑它的生态系统保持动态平衡，用质的发展或改进

来取代数量的增长（图1）[7]，这需要全球各国一致

行动。所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多尺度、多目标

的系统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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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稳态经济

2 三个重要目标：可持续规模、公平分
配、有效配置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需要系统性框架及解决方

案，是交叉学科关注的热点问题。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不应成为目标本身，而是需要从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价值观入手反思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目的。

生态产品的价值显化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是通过成本、收益的外部性内部化，消

除市场失灵、成本过高等影响因素，实现以可持续

规模支撑经济社会福祉改善，促进产权在利益相关

方之间公平分配，发挥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

作用，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生态资源环境约束趋紧背景下，经济社会不能

无限增长，当人类消耗资源、占用生态空间的作用

力趋近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即阈值，原本免费的

资源变得稀缺，就成了有价值的资本。所以这首先

是规模问题，其次是产权的分配问题，即明确自然

资源权利层级及归属，确定产权分配形式及内容。

以碳排放权为例，只有完成对碳排放配额的初次分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愿景、目标及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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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才能在二级市场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但并非

所有的生态产品都可以商品化，消费的非竞争性和

非排他性是大多数生态产品的固有属性，尚需要发

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

所以，生态产品价值有三个重要目标：首先

是可持续规模，为经济社会持续改善提供缓冲的空

间；其次是公平分配，明晰产权并规范分配秩序；

最后才是有效配置，降低交易成本，消除信息不对

称，发挥政府和市场在配置中的作用，实现有为政

府与有效市场的结合[8]。

3 重要目标实现路径

宏观目标的实现需要微观政策及实践，而且每

一个独立目标的实现需要一揽子政策工具，毕竟一套

工具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在保

护与发展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探索目标实现的。

3.1 可持续规模目标实现路径

可持续规模要求社会或集体将生态空间或资源

环境流量限制在生态系统稳定、吸收及资源再生能

力的范围内。规模是经济系统相对于包含和支撑的

生态系统的物理大小，是可持续理念下多学科研究

的重要问题。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生态产品可持续

规模有着内在联系，毕竟在低影响的世界里，生态

产品并不稀缺，不会成为人类关注的重点。

在可持续规模的实现方面，主要的政策工具包

括规制、税收、补贴、许可证交易等[9]。可持续规

模是人类划定经济社会发展的“天花板”，对生态

系统的影响应尽可能低于承载力的阈值，资源的枯

竭及再生应在合理范围内，但规模的度量存在着较

多不确定性。

规制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限制规模的主要政

策工具。规制的应用领域可分为生态空间占用、资

源利用、环境容量利用。生态空间占用主要通过划

定生态保护红线、设立各类自然保护地等保护生态

系统的完整性、原真性。重点生态功能区、禁止开

发区域的划定是典型的政策应用。资源利用主要通

过控制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保证资源持续更新、降

低资源枯竭速度，比如确定海洋捕捞总量、划定水

资源三条红线等。环境容量利用是确保人类生存发

展不受危害、自然生态平衡不受破坏的前提下，生

态系统所能容纳污染物的最大负荷值。随着经济社

会发展强度提高，环境容量变得稀缺。限制污染物

数量和设置企业或个体污染物排放水平成为避免超

过生态承载力的必要手段。面对全球气候变化及产

业结构调整压力，我国积极推进“碳达峰”“碳中

和”，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方

略。在重大问题和关键时刻，规制在达成共识和控

制规模方面具有直接、明确、方便执行等优点，但

也同时存在监督成本高、缺乏激励的问题。

理想条件下，价格机制作用下社会生产能达

到均衡状态，但市场并不能很好地调节具有负外部

性的生态产品供给，需要征收税费刺激供给方或需

求方对生产、需求作出调整。庇古税是负外部性内

部化的典型工具，要求征收数额等于边际外部成本

的税。除了缴纳环境保护税，企业还要承担减排成

本，要对污染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进行赔偿，总成

本的提升可以进一步降低污染物的产生。我国推进

环境保护费改税后，排污企业承担必要的污染治理

和环境损害修复成本有了法律依据，“多排多缴、

少排少缴、不排不缴”的税制设计也进一步发挥了

税收杠杆的绿色调节作用。此外，自然资源领域通

过征收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开垦

费、森林植被恢复费等实现负外部性内部化[10]。

补贴是对供给具有正外部性生态产品成本或

收益的支付，关键要建立起供给方与受益方之间的

时空关联。对于影响范围界定清晰、利益相关方明

确、直接受益方诉求明确的情况，可以通过协商谈

判等方式推进土地流转、生态修复、共建产业园等

直接受益人支持的生态保护补偿项目；而对于影响

范围大、利益相关者众多的情况，需要政府代表土

地所有者进行转移支付或者同级政府间协商解决，

比如退耕还林、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等。减税可

以补贴正的外部性，信贷津贴也可以发挥补贴的作

用。当具有正外部性的项目投资不足时，比如矿山

修复、流域治理，较低的利率或信贷额度的提升可

以提高投资主体的积极性。在不同尺度、不同领域

的实践中，补贴政策结合其他工具衍生出水基金、

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补偿收益权抵押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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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等模式。

许可证交易是对可以分配的生态空间占用、资

源及环境容量总量的配置，适用于取水权、碳排放

权、排污权等交易。规模总量限定后，许可证或配

额可以拍卖或免费发放。配额具有产权意义，配额

的所有者拥有了生态系统污染物净化能力或资源使

用权。提供生态产品，且生态成本或经济效益表现

较好的生产者或土地所有者可以从其他参与者手中

购买许可证或配额，能够以更低的社会成本保护自

然资本[9]。湿地缓解银行模式与之稍有差异，只有

开发商购买到足够的湿地占补平衡指标或信用才能

够获得土地开发许可。为减少污染物或资源使用量

总规模，政府可以配套抵消机制，比如碳汇交易。

政府、公益组织或其他社会力量也可以购买许可

证，从而减少年终清缴的数量。

3.2 公平分配目标实现路径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仅要发挥生态产品作为要

素在初次分配中的效率，更要发挥在二次分配、三

次分配中的作用。由于大多数生态产品属于公共物

品，优质生态产品持续供给首先要解决产权问题，

还要推进改革，让更多人共享发展成果。

进一步完善自然资源权属制度。森林、草地、

耕地等生态资产所有者不到位及所有权边界模糊等

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

为解决国有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主体虚置问题，正

加快建立部－省－市三级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机

制，规范国家和集体所有权的实现形式，而集体所

有资产应完善使用权、经营权，并规范集体资产管

理过程。研究表明，将权力下放到有代表性的地方

组织，建立明确的产权制度，能够加强生态环境管

理。公平不仅关乎成本或收益的分配，参与同样重

要[2]。类似于职工持股计划，如果社区居民能够参

与集体资产的管理决策、共享收益，那么集体资产

所有权人的关注将更加多元。为扩大规模和发挥示

范带动作用，政府可以通过补贴、购买、混合所有

制等途径来推进改革。“强村公司”、合作社等集

体经济参与主体的建立与管理成为壮大农村集体经

济的关键。

依托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建立生态产品供

给区与受益区的成本共担、惠益共享机制。对优质

生态产品的需求将倒逼解决洪水调蓄、土壤保持、

气候调节等生态产品的产权分配问题。经济社会

发展的不均衡需要国家通过财政转移等进行统筹协

调，生态产品在时间、空间尺度上的差异更需要政

府完善分配制度，保障生态产品主要供给区享有共

同的发展权益。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保

基本的同时，建立以水、风、声等媒介的供给区、

受益区识别方法，规范潜在生态产品、最终生态产

品统计核算制度，建立跨区域、跨部门沟通协商长

效机制，为长江、黄河等区域均衡发展提供新的解

决方案[11-12]。

信托基金是解决自然资本代际分配问题的重要

路径。在部分决策中已经引入贴现值将代际分配问

题转化为配置问题，但对于消耗的资源、占用的生

态空间来说，可以将配额销售收入、自然资源资产

政府收入（所有权收入、监管权收入等）、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等资金汇入信托资金池，建立基金并规

范运作、监管及考核，利用基金激励生态产品生产

和生态友好生活方式，将自然资本收益转化为生态

环境持续改善的动力。

另外，还要发挥公益组织等非政府组织在资金

融通、理念宣传、试点示范中的作用。作为政府机

构的重要补充，公益组织可以完善政府在参与性过

程中的工作，推广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

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以及在水源地、生

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引入水基金、公益自然保护地等

模式，改善社区治理能力，助力共同富裕。

3.3 有效配置目标实现路径

有效的或者低成本的配置应是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追求目标的重要组成。对于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

生态产品来说，其价值核算、评估、交易仍然处于

试点阶段。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已经有了相

对科学的评估方法及规范[13]，但金融机构等市场主

体对生态系统显化“价值”的认可度不高。所以要

明确整体与个体的区别与联系。GEP与单一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在价值评价体系、实现方式等方面存在

明显差异。基于当量因子法、生产函数法等方法核算

的GEP应属于使用价值范畴，用于评价生态系统对人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愿景、目标及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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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效用的多少，可以作为是否对特定区域生态系统进

行开发的决策依据，是目前生态系统评价主要应用的

场景[2]。而要实现单一生态产品或服务在利益相关方

之间的交易，需要基于方法学实现生态产品的产品

化，并建立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易机制，比如用水

权、碳排放权、雨水信用等[14]。单一产品化的生态产

品的价格可以借鉴我国资产评估工作常采用的市场

法、收益法或成本法。所以，GEP以福利经济学为理

论基础，适用于生态效益评价；而单一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适用于生态产品价值的外部性内部化。以空气

净化功能为例，特定区域可以选择采用污染物排放量

或空气净化能力作为实物量，运用替代成本法核算

生态系统对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等污染物的

净化价值，但价值转化存在障碍。要实现空气净化的

价值，可以结合目标总量法、容量总量法确定允许排

污总量，完成初始分配后允许相关方在二级市场交易

排污配额。参与主体可以权衡减排成本与配额价格做

出交易决策。

市场配置方式不完善，存在信息不对称、交

易成本过高等问题，对交易产品的属性具有较高要

求。随着生产力提高及劳动力外流，大量零散、有

利用价值的土地和林木等资源闲置。碎片化、潜在

风险高等问题阻碍产业集约化经营。非标准债权资

产由政府搭建平台，通过赎买、租赁、委托管理等

形式实现对山水林田湖草沙等资产的收储和提升，

为社会资本进入提供可能，有利于供给方与需求

方、资源方与投资方精准对接[15]。为方便用水权、

碳排放权、排污权等资源环境权益交易，各级各

类交易平台也相继建立健全配套管理制度，为资

源在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配置提供了具有成本－

效益优势的平台，为未来推进分级分类交易中心

建设积累了经验。解决有机农特产品、生态旅游

服务供给不足问题，一方面可以通过宣传、教育

等方式向消费者、供给者传递信息，改进种养、

服务方式，促进供给决定需求；另一方面可以通

过第三方认证、供应链管理识别对生态环境友好

的产品或服务获得生态溢价，为建立稳定的供应

链关系提供激励机制[16]，比如区域公用品牌开发、

中国森林认证、跨国公司全球采购等。

4 建立“政策—产业”传导机制

虽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三个重要目标在某种

意义上是独立的，但它们都必须以一种综合的方式

得到满足，才能实现稳态经济的愿景[7]，那就是建

立“政策—产业”传导机制。生态优良的欠发达地

区仅以“输血”方式维持地方生态改善、经济社会

发展，民生福祉提升属于“靠天吃饭”，导致陷入

人口外流和经济衰退的恶性循环。所以应重视培育

市场参与主体、发展本地特色产业。

4.1 培育市场参与主体

除了在产业生态化要求下需要开展排污权、

用水权、碳排放权等交易的企业外，开展生态修

复、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的企业都是现代经济体系

的重要组成，尤其是小农户和经济合作社等群体。

要鼓励农户以承包的集体土地经营权、林木等资源

所有权量化或作价入股，发展股份合作社等新兴经

营主体，形成生态产业化经营的利益共同体，采取

出租或分红等模式保障集体和农民合法权益。通过

投资补助、贴息贷款等优惠政策，依托专业大户、

家庭农场、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新兴经营主体发展

林下种养、旅游休闲，把物质产品、文化服务等产

品“捆绑”经营，获得合理收益[17]。将小农户等群

体吸引到现代经济体系里是培育“生态+”新型业

态、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4.2 发展本地特色产业

产业生态化是处理人类生产、生活对生态系统

的负外部性，而生态产业化则是将生态系统对人类的

正外部性规模化、商品化。生态产业化的发展要吸取

产业生态化的经验和教训，通过政策制定并加强顶

层设计以理顺市场主体相关权利与义务。在不影响生

态系统完整性的前提下，按照社会化和市场化理念开

展生态资本化经营，推动生态要素向生产要素、生态

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促进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

良性循环。对于以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为

主的欠发达地区，应在摸清家底的基础上对区域产

业链进行诊断，明确适应本区域、具有明显特色的产

业方向，培育生态产业化市场主体，建立生态产品产

业项目库，加强同科研院所、金融机构对接，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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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金融政策、数据平台等方面同步推进，强调区

域协作，避免同质化、低效竞争，为提升区域竞争力、

增进民生福祉等贡献力量[18]。

5 结论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具有

多重目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应仅局限于价值转

化，还要重视在实现规模、分配等方面的作用。增

长或利用的阈值倒逼人类对规模的控制，在土地利

用方式转变、资源开发、生态产品供给等领域，可

以通过管制、税收、补贴、许可证交易等实现规模

可持续。生态产品等公共物品的分配是配置前的重

要工作，是发挥市场等资源配置方式的关键。利用

“生态系统资产－潜在生态产品－最终生态产品－

生态产品价值”的级联关系推进建立成本共担、利

益共享机制，进一步完善国有及集体产权制度，推

进信托基金建设，发挥非政府组织等过程性参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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