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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进展



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从理念走向具体行动 CAEP

2005 年 2010 年 2012 年 2015 年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2021 年 2022 年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
平同志在安吉首次提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科学论断

《全国主体功能区
划》首次提出生态
产品的概念

党的十八大提出
“增强生态产品生
产能力”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的意见》 , 把“坚持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这一重要理念
正式写入了中央文件

将“增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
识”写入党章 ;
《关于完善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制度的若
干意见》：江西、贵州、浙江、青海四
省作为生态产品市场化先行试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座谈会上明确指出“积极探索推广绿水青
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选择具备条件
的地区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
提出 , 要建立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机制 , 完善市场化、多
元化生态补偿

《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机制的意见》，将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从地方试点
上升为国家战略，全面系统
部署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相关
工作

《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
，提出培育发展全国统一的生态环境市场
；
党的二十大，提出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机制，完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

2016 年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福建）实施方案》明
确福建为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的先行区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海南）实施方案》 :
生态价值实现机制试验区 ;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关
于支持浙江丽水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
点的意见》

2020 年



科学探索阶段

欧阳志云系统评估中国陆地价值（ 1999 ）
谢高地构建中国当量因子表（ 2008 ）
傅伯杰对中国生态系统价值进行空间分析
（ 2009 ）

中科院生态中心提出 GEP 核算体系
（ 2013 ），
并与 2021 年被纳入最新的 SEEA 环境经济核
算框架。

实践推进阶段1997 年 2012 年 深化拓展阶段2021 年

据张林波等 (2022)

 Costanza （ 1997 ）开展全球生态价值
核算引发学术界热潮

 中国学者在借鉴国际研究基础上开展
自主研究

 研究范围逐渐覆盖多尺度和不同生态
系统类型

 “两山”理念逐渐深入人心
 生态环境部等大力推动核算试点工作
 各地自主开展 GEP 核算工作
 发布单一生态类型核算技术导则

2021 年中央出台《关于建立健全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鼓
励各地开展生态价值核算，表明此
项工作正式进入推广状态。

 十余省份出台相关实施方案和意见
 各地围绕各自行政区域出台技术手册
 核算流程初步得到共识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统计局印发

《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规范（试行）》



绿色 GDP （ EDP) ：真实金山银山 
Green GDP: invaluable assets

生态产品总值（ GEP) ：绿水青山
GEP: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经济生态生产总值（ GEEP) ：
绿水青山 GEP + 真实金山银山 EDP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 invaluable assets

绿色 GDP 发展历程（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
院）



环境退化核算
PDA

环境退化核算
PDA

环境退化成本 EnDC 生态破坏成本 EcDC

水
环
境
污
染

水
环
境
污
染

大
气
环
境
污
染

大
气
环
境
污
染

土
壤
环
境
污
染

土
壤
环
境
污
染

环
境
污
染
事
故

环
境
污
染
事
故

环境退化成本
EnDC

环境退化成本
EnDC

绿色 GDP
（ EDP ）

绿色 GDP
（ EDP ）

传统
GDP
传统
GDP

生态破坏成本
EcDC

生态破坏成本
EcDC

生态破坏核算 EDA生态破坏核算 EDA

森
林
生
态
破
坏

森
林
生
态
破
坏

草
地
生
态
破
坏

草
地
生
态
破
坏

湿
地
生
态
破
坏

湿
地
生
态
破
坏

农
田
生
态
破
坏

农
田
生
态
破
坏

绿色 GDP 核算 1.0 版本框架 (E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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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 GDP 核算 2.0 版本框架 ( 包括了 G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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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Grizzrtti, et al.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23









Wang, et 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22

 在充分考虑地表产流服务（ WY ）驱动因子空间效应的前提下，

揭示了 WY 驱动因子的直接和间接驱动机制 .

 最后通过空间计量经济学分析，定量评价了气候、社会经济和土地

资源等要素对地表产流服务（ WY ） 的影响。



水生态系统价值（ W-
GEP ）核算技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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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Services

• 固碳释氧
• 调节气候
• 净化环境
• ……

受益 Benefits

• 人体健康
• 舒适环境
• 愉悦身心
• ……

水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

产品 Goods

识别与分解
功能量化

(存量 +流

量 )

服务量化
(定量 +定

性 )

货币化

(直接市场 +间接市

场 )

社会整体
Society 
in Whole

目标人群
Targetin
g People





功能类别 核算项目 功能指标 价值核算方法

产品供给

水产品 以相关水产品的产值进
行表征

市场价值法

水资源 以用水量进行表征

调节服务

气候调节 水面蒸发降温增湿价值
水面蒸发降温增湿价

值

水源涵养 蓄水保水价值 水库建设成本替代法

洪水调蓄 洪水调蓄价值 工业制氧替代法

水质净化 污染物去除价值价值 清淤工程替代法

文化服务 水生态景观休
闲旅游

景观游憩价值 旅行费用法 UV = （ CC + CS） *γ

功能类别 核算项目 功能指标 价值核算方法

产品供给

水产品 以相关水产品的产值进
行表征

市场价值法

水资源 以用水量进行表征

调节服务

气候调节 水面蒸发降温增湿价值
水面蒸发降温增湿价

值

水源涵养 蓄水保水价值 水库建设成本替代法

洪水调蓄 洪水调蓄价值 工业制氧替代法

水质净化 污染物去除价值价值 清淤工程替代法

文化服务 水生态景观休
闲旅游

景观游憩价值 旅行费用法 UV = （ CC + CS） *γ



水生态系统价值核算 (W-GEP) ：在水态系统产品与服务

的功能量基础上，核算水生态系统产品与服务总经济价值。

 W-GEP ：水生态系统总值； wEPV ：水生态系统产品价值， wERV ：水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 wECV ：水
生态文化服务价值

 EPi ：第 i类生态系统产品产量， Pi ：第 i类生态系统产品的价格； ERj ：第 i类生态系统调节服务功能

量， Pj ：第 j类生态系统调节服务功能的价格； ECk ：第 k类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功能量， Pk ：第 k类生

态系统文化服务功能的价格



P —— 第 i 类水产品价







湖泊

沼泽

河流

水库

Cfml =e4.924×A1.128×N

Cfmr =Ct×0.35(N=460 ， R2=0.810)

Cfmm =S×H×10-2



依据水污染物浓度是否超标而选择不同的方法

水质净化指湖泊、河流、沼泽等水域湿地生态系
统吸附、降解和转化水体污染物（ COD、氨氮）

替代工程方法

水体污染物净化量，分别乘以单位
化学需氧量与氨氮处理的费用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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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GEP 核算应用



2017 2018

 全球 W-GEP 约为 100 万亿美元， 2017~2018 年约占全球 GEP 的 66.5% 和
65.5% ，占当年 GDP 的 1.24 倍和 1.21 倍。

水产品供给
3 %

气候调节
61 %

水源涵养
32 %

洪水调蓄
3 %

水文化
2 %

水产品供给
3 %

气候调节
58 %

水源涵养
34 %

洪水调蓄
3 %

水文化
2 %



 从国家分布来看，巴西、美国、俄罗斯、中国、印度尼西亚等地 W-GEP 相对较高

2017 2018



 





2018 2021

 中国 W-GEP 约为 60 万亿元， 2018~2021 年约占全国 GEP 的 66.4% 、 64.5% 、 64.7%

和 66.0% ，占当年 GDP 的 64.6% 、 60.2% 、 52.5% 和 52.2% 。
水产品供给

5 %

气候调节
67 %

水质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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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流动调节
22 %

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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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品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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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调节
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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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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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水文化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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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文化： 2018-2021 年全国水流动调节服务价值分别为 39.36 万亿
、 47.43 万亿、 24.88 万亿元和 36.06 万亿元，年均增长率为 -
2.87% 。



 2021 年，我国森林和草地的水源涵养价值为 6.3 万亿元，其中，森林生态系统的水源涵养价值为 5.0 万亿元，草地生态系统的水
源涵养价值为 1.3 万亿元，我国单位面积水源涵养呈现自东南向西北递减的空间趋势，从水源涵养价值总量来看 2021 年四川
（ 0.59 万亿元）、云南（ 0.53 万亿元）、西藏（ 0.47 万亿元）、广西（ 0.44 万亿元）、内蒙古（ 0.44 万亿元）、湖南
（ 0.39 万亿元）、江西（ 0.31 万亿元）、广东（ 0.30 万亿元） 8 个省份的水源涵养价值较大 ，占全国水源涵养价值的 
55.1% 。

 2021 年，我国湿地生态系统的洪水调蓄价值 为 6.7 万亿元。

 从 31 个省份的水流动调节看， 2021 年江西（ 1.14 万亿元）、湖北（ 0.96 万亿元）、云南（ 0.92 万亿元）、四川（ 0.84 万亿元）
、江苏（ 0.81 万亿元）等 5 个省份的水流动调节价值最大，占全国的 35.9% 以上。这 5 个省份中，江西、湖北和江苏水流动调节主
要来自湿地生态系统的洪水调蓄贡献，云南和四川的水流动调节服务主要来自森林和草地生态系统的水源涵养贡献。其中，云南和四川
两个省份森林生态系统的水源涵养价值占水流动调节的比重都在 50% 以上。

 从各地市来看，江西九江市和上饶市、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西藏那曲地区水流动调节服务
价值较高，均在 2000 亿元以上。

2021 年不同生态系统的水流动调节价值 2021 年我国 31 省市自治区水源涵养价值



GEP 相对较

高，均超过 3

万亿元

2020 2021



布调节服务 产品供给服务 文化服务 苏北 苏中 苏南









水生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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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大气温度
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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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010 2019

 湖北省水生态系统总值约 4 万亿元， 2010 、 2015 和 2019 年分别占全省 GEP 的

61.6% 、 59.2% 和 54.4% ，占当年 GDP 的 2.59 倍、 1.41 倍和 0.85 倍













 从空间分布上看，怒江州四个县市中贡山县水

生态系统总值最高，达到 286.60 亿元，占全州

的 36% 。其次是福贡县，而兰坪县最小，为

133.95 亿元，占全州的 16.90% 。

 2017 年怒江州 GEP 总量达到 6217 亿元。
 怒江州 W-GEP 为 794.78 亿元，占全部怒江州 GEP

的 12.78% ，是当年 GDP 的 5.6 倍。
 从怒江州水生态系统总值的分类来看，调节服务是

三大服务类别中价值量最大的，达到 620.97 亿元，
其次是文化服务，达到 140.57 亿元。



重点领域
和案例

2 、水生态产品、水资源权益市场交易1 、水生态产业领域

3 、水生态补偿机制领域4 、水生态系统修复治理领域

生态效益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典型案例



1 、水生态产业
相关案例

水生态旅游产业开发

水生态品牌培育
通过品牌体系设计，形成生态产品生产与销售
的规模效应，大幅提升了生态产品的附加值。

挖掘自然资源和乡村人文风情潜力，大力发
展乡村旅游，开发旅游产业，促进乡村资源

融合发展。

浙江“丽水山泉”、“丽水山耕”、“丽水山景”品牌溢价 福建省珪后村美丽乡村
水生态建设

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典型案例分析



溧阳位于长江三角洲西南部的苏、浙、皖三省交界处，通过节水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源头监管、提高水资源利

用率和用好水价杠杆等措施，全力推进国家节水型城市的创建，开创了生态调节服务生产经营和交易新模式。

建立生态容量评价与生态产品估价体系。将水质净化、水源涵养

、水土保持和文化旅游四类重要生态服务产品纳入交易市场。

设计第四产业的交易原则和模式，推动“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

的双向转化，确立生态容量约束作为生态产品的供给原则。

研发第四产业交易平台，建立生态容量精准测算、经营主体系统

监测、工程扩容效益评估、生态产品交易四大技术保障体系。

以容量为约束性指标开展生态产品第四产业交易，促使生

态参与资源配置，打通生态治理与绿色资本的衔接通道。

天目湖秀美风光

生态产品交易平台



广陵区古运河夜色   通过“工业遗存 + 产业园”模式，让“工业锈带”变“生态秀带”。



石羊河流域
水权交易

石羊河流域用水户可将节省下来的水，以一定的价

格在水权交易所售卖，水权的需求方通过水权交易所

购买自己所需数量的水权。

通过产权赋能、赋
利，使其成为可抵
押、可融资的生态
资产，将水生态产
品的非市场价值转
化成市场价值。

2 、水生态产品、水资源权益市场交易相关案例



同级政府间针对水质提升、水资源供给、
水源涵养等功能开展横向补偿。

（ 1 ）纵向生态补偿
国家生态补偿转移支付资金不断增加
，初步统计，自 2003 年以来，中央财
政累计投入生态补偿资金达 6000 多亿
元。

（ 2 ）横向生态补偿
新安江、汀江—韩江、九洲江、东江、引滦入
津、赤水河以及密云水库上游潮白河等流域

多针对生态功能重要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予以补偿

 新安江流域水环境补偿
 九洲江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

 汀江 - 韩江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
 东江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
 引滦入津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
 赤水河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

 密云水库上游潮白河流域水源涵养区横向生态补偿

国家推动的横向补偿

3 、水生
态补偿案

例

 陕甘渭河流域生态补偿
 河北子牙河流域生态补偿
 江苏太湖流域生态补偿
 浙江义乌 - 东阳水权交易

 ……

 ……

 ……

自发实践的横向补偿



内蒙古乌梁素海大力改善整个湖区水流条件和湖水
富营养化状态，减缓湖区沼泽化进程，促进湖泊向

良性发展，提升水质标准。

4 、水生态修复治理相关案例

福建长汀持续推进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及生态文明建设

，建设全国水土流失治理的示范区。



2008 年以来，泗洪县累计投入 10 多亿元资金完成了洪泽湖湿地修复。泗洪县政府和洪泽湖湿地保护区管

理处联手探索“ 2+6+N” 共建共管机制，推动湿地保护合力。湿地生态修复成功入选《长江流域十大生态保护与

修复案例 2022 》。

洪泽湖鸟类戏水

洪泽湖鸟类飞翔

 洪泽湖水系得到进一步疏通，增强了防洪抗涝能力，水体透明

度、 COD 、氨氮等指标得到显著改善，水质由进水 IV 类净化为出水

Ⅲ类。

 大面积植被恢复后，鸟类等野生动物种类和数量得到明显增加，与

2013 年专项调查相比，洪泽湖湿地保护区内的鸟类种类由 147 种增加

到现在的 226 种，现有国家一级保护鸟类种类增加了 1 倍，国家二级

保护鸟类种类增加了近 3 倍。

 进一步提升区域生态产品文化服务水平，年接待旅客攀升至 120.7 万

人次。 2022 年实现旅游收入超 6 亿元，较 2013 年有较大幅度提升。



常熟 2009 年启动南湖湿地修复工程，打造“生态修复—生态产品开发—生态产品增值”生态资本增值模式。

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了乡村湿地“三生融合”、社区湿地“五共一体”模式，为小微湿地保护提供案例经验。

 建设生态渗滤岛
 构建草本沼泽湿地
 重建森林沼泽湿地

 水质从劣Ⅴ类提升为Ⅲ类
 生物多样性水平大幅度提升

主要做法

南湖湿地

实践成效

案例：探索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NBS 的生态产品增值模式

 服务业占比提高 5%
 现代农业产品面积提高 10%

经验启示

4 、水生态修复治理相关案例



推进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大力发展第四产业的思考建议



如何培育？充分发挥水生态环境比较优势，着力打造水生态产品服务“第四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绿水
青山转化金山银山”，实现绿色发展。

水生态产品第四产业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各地应借助自身优势大力进行培育

水生态产品产业化路径 九江市芳兰湖水生态产品产业化模式设计水生态产品转换机制模式



 水生态产品调查评价是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基础条件。在现有水资源调查评价、
利用规划、水流确权登记等制度基础上，强化水生态产品及水生态资源调查与评价
，明晰水生态产品本底情况，丰富水生态资源资产使用权类型，厘清所有权和使用
权边界以及权责归属，确立生态用水地位和基本份额。

 建立水生态产品及水生态资源动态监测机制，及时跟踪掌握数量分布、变化情况、
质量等级、功能特点、权益归属、保护和开发利用情况等信息，建立水生态资产负
债表。完善取水许可和有偿使用制度，强化水生态用水管理。

开展水生态资源调查

 构建国家水生态相关调查、监测技术标准统筹、区域
流域技术监督、地方推进落实、社会共同参与的生态
监测网络

 推进水生态环境多源遥感与地面观测相结合的监测网
络标准化建设

水生态产
品监测





 分区分类组织实施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地方试点

 完善以国际湿地公园、国家湿地公园为主体的水生态保护

体系，提升“精品”的水生态产品价值

 建立健全保护地特许经营收益分配机制及反哺模式

 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

 修复提升区域水生态产品供给质量

 加大对生态修复绩效优良地区和保护地生态产

业发展的扶持力度

 与生态扶贫与可持续发展结合

分类开展试点

加强水生态保护与修复

    ……黄渤海、东海等海域

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
、青藏高原、黄土高原
、祁连山、太行山、南

方丘陵山地

水生态保护红线

自然保护区相关

风景名胜区

重要水源地

森林公园

    ……

重要湿地

重
要
的
水
生
态
空
间

建议四 : 加强保护修复，全面提升优质的水生态产品供给和资产增值



 山东日照水库作为日照市水源地，受上游
河流来水污染以及周边农业面源污染影响
，饮用水源地水质不稳定。为解决这一问
题，通过实施河口湿地修复及入河口固废
拦截工程和农田面源污染防治工程提升了
水源地水质。

 之后依托改造后的良好生态环境一方面引
进专业设计、运营团队，打造旅游与康养
休闲融合发展的生态旅游开发模式；另一
方面采取人放天养、自繁自养等原生态种
养模式，科学运用先进技术实施精深加工
，拓展延伸生态产品产业链和价值链。





广陵区古运河风光 

洪泽湖鸟类嬉水 丽水松阳水墨小港



生态补偿新安江模式全面推广



福建光泽“水生态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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