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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探索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对于推动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调具有重要意义。从生态产品保护、价值转

化、保障机制等 3 个方面出发，构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成效的综合指标评价体系，全面探析长江流域 37 个典型城市（州）的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成效与存在问题。结果表明：该区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成效总指数平均为 70.48，保护成效、价值转化成效、保障

机制分指数分别为 83.48、57.61、70.32，生态产品保护成效较好，但价值转化效率偏低，相关保障机制也有待加强；上游各地区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总体成效优于中下游地区，中游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成效较好，下游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保障机制建设较好。据此，

提出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加强生态溢价开发，完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社会参与、推广及协调机制等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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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 products value realization mechanism and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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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ion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it is very necessary to explore and establish the value realization mechanism of ecological products. Starting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ecological  products  protection,  value  transformation  and  guarantee  mechanism,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evaluation system was constructed for the value realization effect of ecological products, and
the  effect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ecological  products  value  realization  in  37  typical  cities  (prefectures)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was  comprehensively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otal  index  of  value  realization
effect of ecological products was 70.48 on average, and the sub-indexes of protection effect,  transformation effect
and guarantee mechanism were 83.48, 57.61 and 70.32, respectively. The ecological products protection effect was
good,  while  the  efficiency  of  value  transformation  was  low  and  the  relevant  guarantee  mechanism  needed  to  be
strengthened. The overall effect of ecological products value realization in the upstream area was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the  value  transformation  effect  of  ecological  products  in  the  middle  reaches  was
better,  and  the  guarantee  mechanism  in  the  lower  reaches  was  better.  Accordingly,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strengthening  the
development  of  premium  value  of  ecological  products,  and  improving  the  guarantee  mechanisms  of  value
accounting, social participation, promo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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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 index evaluation
 

长江流域面积占全国的 21.4%，人口和生产总值

均超过全国的 40%，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区，

其经济社会发展亦对全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然

而，长江流域各地普遍存在生态保护投入大而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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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经济社会发展受到生态保护政策限制等难题，亟

需深入研究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为核心的生态经济

发展新模式。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推动长

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指出：“要加快建立生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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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凝练长江流

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探析各地实践成效及问

题，对于推动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与社会经济协调发

展，实现 2035 年远景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我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的不断

深入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型，中国学者在国外学者

提出的“生态系统服务”概念[1-4] 基础上，提出了具有

中国特色的“生态产品”概念，并从不同的角度对其

概念和内涵进行了解析[5-9]，生态产品大致可分为生

态公共产品、生态准公共产品、生态私人产品等。

优质的生态产品并非无限供给，而是自然生态过程

和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共同作用的结果，既体现着自

然界对人类生存发展的惠益，也蕴含着人类社会内

部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关系[5,10-12]。当生态要素成为稀

缺性资源时，基于优良的生态系统服务、凝结了人类

劳动的生态产品便从理论上具备了利用非市场或市

场化机制实现价值转化的可能性[13-15]。

实际上，“绿水青山—生态产品—金山银山”的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逻辑包含了 2 次转化过程。第一

次是“绿水青山”向“生态产品”的转化，这意味着要

提升生态产品供给能力，构建科学合理、运行有效的

生态保护、生态修复与环境治理机制，夯实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的物质载体。第二次是“生态产品”向“金

山银山”的转化，这意味着要提升转化效率，构建以

政府为主导、市场为主体，社会多元参与的价值转化

模式，联结生态供给和需求。从具体模式看：根据实

现手段不同，可分为生态补偿、产权交易、消费服务

模式[16-17]；根据外部性不同，可分为负外部性付费模

式、正外部性付费模式、外部性内部化模式[18-19]；根

据产业形式不同，可分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

“生态+服务业”[14]；根据实施主体不同，可分为政府

主导模式、市场主导模式、社会主导模式 [20-21]。在

2 次价值转化过程中，政府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既作为主导者，又作为参与者、服务者和监督者，面

对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中的市场失灵问题，可以通过

政策干预及一系列管理与保障机制，实现生态产品

外部性内部化[16,21-23]。

综上所述，学界对于生态产品的定义、价值内

涵、转化路径、保障机制等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多停

留于理论分析或定性总结层面，鲜有量化和实证分

析，也少见从实践成效角度来评价各地最新进展。

有学者提出，应加强对某个特定区域的实证调查和

分析，来总结和评述不同的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效

果[24]。笔者以长江干流流经的 37 个典型城市为例，

基于生态产品保护成效、价值转化成效、保障机制

3 个方面构建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实践成效评价体系，

综合评估其价值实现的现状、成效与问题，并提出优

化建议，以期为促进长江流域生态经济协调发展提

供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支撑。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成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1.1.1　生态产品保护成效

优质的生态产品是其价值得以充分实现的前提

和基础，空气、水、土壤、自然生态、人居环境等均是

影响生态产品是否优质的关键要素。由于生态系统

本底受到自然地理条件因素影响较大，若简单进行

区域间横向比较，不能科学评价其改善程度。因此，

在构建指标体系基础上，采用李克特量表评分法对

每项指标进行打分：达到一级标准则得满分 5 分；达

到二级标准且持续改善则得 4 分，未持续改善得

3 分；未达到二级标准但持续改善得 2 分，未持续改

善得 1 分（表 1）。其中，序号为 X1、X2、X3、X5 的指

标持续改善的标准为当年该项指标优于上一年指

标，其余指标为治理范围有所扩大或治理成效有所

提升。 

1.1.2　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成效

生态产品本身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以生态产品

的表现形态为核心来进行分类，能够较好地反映不

同的转化模式：1）物质型生态产品，是指人类有意识

地利用和改造自然，使之产出促进人类身心健康、有

利于环境和生态保护的物质产品，如经过生态认证

的农林牧副渔产品和水电、风电等生态能源产品等；

2）服务型生态产品，是指人类依托自然生态系统，在

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开发经营可满足人类亲近自然、

休闲康养等生态体验的服务产品，多种形式的生态

旅游是其典型代表；3）权益收益型生态产品，是指生

态产品的产权主体通过市场交易机制来实现生态环

境和资源外部性的内部化，如碳排放权交易等；4）金
融信贷型生态产品，是以生态资本为核心、以创新绿

色信贷方式实现保值增值的虚拟生态产品，如“两山

银行”等；5）生态补偿型生态产品，是指以生态系统

整体功能的发挥为核心而构建的跨区域生态补偿产

品。基于以上分类，构建了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成效

分指数的指标评价体系（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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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保障机制的建设成效

高效的保障机制与相应政策工具的合理运用是

提升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效率的关键。从制度、技

术、资金、政策奖惩、宣传推广等保障机制出发，以

《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为指

导，构建指标评价体系（表 3）。由于各类型保障机制

的具体内容、形式、实施程度均有所不同，难以一概

而论，因此，统一采取打分制对其进行评价。
 
 

表 3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保障机制分指数的指标评价体系

Table 3    Sub-index evaluation system of ecological products value realization guarantee mechanism

序号 指标 指标解释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Z1 制度保障
针对积极创建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农业农村部/
自然资源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等部委与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有关的试点示范，每开展1项得1分，最高5分

0 4 1.68 1.18

Z2 技术保障
针对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制度、网格化环境监测体系、生态
环境大数据云监测平台构建、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机制、加强智
力支撑与区域间研讨交流，每开展1项得1分，最高5分

1 5 3.27 1.02

Z3 资金保障 与生态保护及生态产业相关的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 0.02 0.35 0.11 0.08

Z4 政策奖惩
针对生态产品相关产业税费优惠、生态品牌建设奖补政策、领
导干部离任审计、引导建立社会公益基金等政策奖惩制度，每
建立1项优惠机制得1分，最高4分

1 4 2.41 0.90

Z5 宣传推广
主动宣传推广本地经典案例得1分、建立生态产品专题宣传平
台得1分，主动举办生态产品相关宣传活动得1分，被国家级/省
级权威媒体推荐得2分/1分，最高5分

1 5 3.38 1.42

 
 

1.2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成效评价方法

采用综合指标评价法对研究区域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成效进行评估。该方法通过构建多个不同维度

和层面的指标系统，将多个指标转化为一个综合性

指标来进行全面评价。建立指标体系之后，需要确

定各项指标的权重，合理的评价指标权重可以直接

影响到评价结果的可靠与否。在诸多确定权重的方

法中，熵值法是一种依据各指标值所包含的信息量

的多少确定权重的客观赋权法，某个指标的熵越小，

说明该指标的变异程度越大，提供的信息量也就越

多，在综合评价中起的作用越大，则该指标的权重也

越大。运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避免了主观赋权

 

表 1    生态产品保护成效分指数的指标评价体系

Table 1    Sub-index evaluation system of ecological products protection effect

序号 指标 一级评分标准 二级评分标准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X1 优良天数比例/% 90 80 1 5 3.73 1.22

X2 PM2.5平均浓度/(µg/m3) 35 50 1 5 2.46 1.19

X3 水质优良比例/% 90 80 3 5 4.57 0.69

X4 土壤环境质量 无受污染地块 有受污染地块但安全利用 3 5 3.92 0.60

X5 森林覆盖率/% 60（山区）、40（丘陵）、20（平原） 40（山区）、20（丘陵）、10（平原） 1 5 3.03 1.24

X6 污水处理情况 城镇和农村均得到有效处理 城镇或农村未得到有效处理 1 5 3.76 1.42

X7 生活垃圾处理情况 城镇和农村均得到有效处理 城镇或农村未得到有效处理 1 5 4.16 1.04
 

表 2    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成效分指数的指标评价体系

Table 2    Sub-index evaluation system of ecological products value transformation effect

序号 指标 指标解释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Y1 生态农产品建设情况 农林牧副渔总产值 15.45 1 803.33 339.53 335.07

Y2 生态能源产品建设情况 清洁能源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例 0 0.99 0.41 0.34

Y3 生态旅游产品建设情况 生态旅游收入占服务业总收入比例 0 2.28 0.52 0.48

Y4 生态权益产品建设情况
针对排污权、碳排放权、碳汇、水权、用能权、森林指
标、耕地指标等生态权益交易机制，每开展1项得1分，
最高7分

0 5 1.70 1.20

Y5 生态金融产品建设情况
针对“生态银行”、“两山银行”、产权抵押贷款、生态
溢价支付、生态信用等绿色金融支持机制，每开展1项
得1分，最高5分

0 2 1.00 0.62

Y6 生态补偿产品建设情况
针对森林/湿地/流域/耕地生态补偿、飞地经济等生态
补偿创新机制，每开展1项得1分，最高5分 1 5 3.43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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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受到人为因素影响较大的缺陷，能够更科学地反

映出各指标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成效的影响情况。

因此，在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的标准化处理基础

上，以熵值法来确定生态产品保护分指数、价值转化

分指数、保障机制分指数的权重（表 4），然后进行加

权平均得出 3 个分指数的值。
 
 

表 4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成效评价指标权重

Table 4    Index weight of ecological products value realization effect

序号 指标 权重 序号 指标 权重 序号 指标 权重

X1 优良天数比例 0.065 0 Y1 生态农产品建设情况 0.232 4 Z1 制度保障 0.213 7

X2 PM2.5平均浓度 0.088 4 Y2 生态能源产品建设情况 0.285 2 Z2 技术保障 0.140 4

X3 水质优良比例 0.107 6 Y3 生态旅游产品建设情况 0.190 5 Z3 资金保障 0.341 8

X4 土壤环境质量 0.118 8 Y4 生态权益产品建设情况 0.169 9 Z4 政策奖惩 0.158 5

X5 森林覆盖率 0.430 5 Y5 生态金融产品建设情况 0.084 8 Z5 宣传推广 0.145 6

X6 污水处理情况 0.126 7 Y6 生态补偿产品建设情况 0.037 3

X7 生活垃圾处理情况 0.063 0
 

指标 j的熵（ej）计算公式如下：

e j = −k
n∑

i=1

Pi jln Pi j （1）

式中：ej∈[0,1]；k=1/(ln m)，m为指标数；n为样本数；

Pij 为各指标标准化之后的值占其总和的比例。

根据 ej，可定义第 j项指标权重，计算公式如下：

w j =
g j

m∑
j=1

g j

（2）

式中 gj 为第 j项指标的差异系数，gj=1−ej，其本质是

利用该指标信息的价值系数来计算，其价值系数越

高，对评价的重要性就越大，或称权重越大，对评价

结果的贡献大。

计算出 3 个分指数后，根据生态环境部“两山指

数”等指标体系权重和各地实践经验，将 3 个分指数

相对于总指数的权重分别确定为 0.35、0.35、0.30，
通过 3 个分指数与其权重乘积求和得到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成效总指数。

在具体评价时，分别将各分指数和综合指数从

高到低依次设置 5 个评价等级（表 5），以此来反映各

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水平和成效。
  

表 5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成效总指数与分指数评级

Table 5    Index and sub-index grading of ecological
products value realization effect

指数取值 指数评级

[90,100] 优秀

[80,90） 良好

[70,80） 一般

[60,70） 及格

[0,60） 较差
 

1.3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长江作为亚洲和我国第一大河，流经地区横跨

我国东中西部 11 个省（市），地貌类型复杂，生态系

统多样，水资源量达 1.286 万亿 m3[25]，现有各类国家

级自然保护地 658 处[26]，是我国重要的生物基因宝

库、生态安全屏障区。长江经济带人口总数约占全

国的 43%，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例从 2015 年的

42.3% 提高到 2019 年的 46.5%[27]。近年来，长江“十

年禁渔”全面实施，生物多样性退化趋势初步得到遏

制，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同时，保护与发展矛盾仍然

存在，部分区域、领域生态环境问题和治理短板依然

突出[28]，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的典型案例时有发生。

以长江干流流经的 37 个城市作为典型样本城

市（州）进行分析，其中包括 35 个地级市和 2 个直辖

市（表 6）。由于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当年社
 

表 6    研究区域包含的城市（州）

Table 6    Cities（prefectures) included in the study area

省（区、市） 城市（州） 合计

青海 玉树藏族自治州 1
西藏 昌都市 1

四川
甘孜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攀枝花
市、宜宾市、泸州市 5

云南
迪庆藏族自治州、丽江市、楚雄彝族自治州、
昆明市、昭通市 5

重庆 重庆市 1

湖北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宜昌市、荆州市、咸
宁市、武汉市、黄冈市、鄂州市、黄石市 8

湖南 岳阳市 1
江西 九江市 1
安徽 安庆市、池州市、铜陵市、芜湖市、马鞍山市 5

江苏
南京市、扬州市、镇江市、泰州市、常州市、无
锡市、苏州市、南通市 8

上海 上海市 1

总计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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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经济数据出现较大波动，不能很好地反映近年平

均水平。因此，研究数据以 2019 年度为准，数据来

源于各市及所在省的社会经济发展公报、政府工作

报告、各类统计年鉴、各政府部门官方网站、环境质

量状况公报、财政预算与决算公报等。此外，研究采

用大数据分析方法，设置搜索关键词，从微博、微信

公众号、百度热点、抖音等互联网新媒体平台抓取

相关信息与材料，以期补充官方材料的缺失与

不足。 

2　结果分析
 

2.1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成效指数

长江流域 37 个城市（州）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成效指数如图 1 所示。
 

图 1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成效指数

Fig.1    Index grading of ecological products value realization effect
 

总体来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成效指数平均为

70.48，处于一般水平。从时间维度来看，由于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在国内实践时间较短，各地对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机制尚处于探索阶段，实施成效尚未充分

展现。从空间差异上看，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

最新进展多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浙江、福建

等地，已经涌现出了多种形式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创新机制。而长江流域各城市（州）总体上未能跟进

国内最新发展趋势，现有实践探索仍局限于在原有

的生态产业和绿色发展范畴内小修小补，距离东南

沿海地区还有一定的差距，生态产品的价值还有巨

大的挖掘潜力。

分区域来看，长江上游各地区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总体成效优于中下游地区（表 7），其中评级为良

好、一般、及格的城市（州）分别为 2、7 和 6 个，没有

评级为较差的城市；长江中下游地区大部分为一般

与及格评级，没有良好评级的城市，但各有 1 个较差

评级的城市。长江上游多为山区，兼具生态资源丰

富和生态系统脆弱性双重特点，经济社会发展较为

依赖自然资源禀赋，也受到更多的生态保护政策限

制。为了谋求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平衡，这

些地区始终注重生态产品的经营开发，总体成效也

更加显著。特别是重庆市，作为西部地区较为发达

的直辖市，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面做出了诸多有

益探索，总指数达到 80.09，位居各城市之首。而长

江中下游评级为较差的黄石市和铜陵市均为以矿产

资源开发冶炼为主导产业的老工业基地，产业绿色

转型升级略微缓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水平尚需进

一步提升。
 
 

表 7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成效指数评级分布

Table 7    Grade distribu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s value
realization effect indexes

区域 优秀 良好 一般 及格 较差 合计

长江上游 0 2 7 6 0 15

长江中游 0 0 4 3 1 8

长江下游 0 0 6 7 1 14

合计 0 2 17 16 2 37
 

2.2　生态产品保护成效分指数

长江流域 37 个城市（州）的生态产品保护成效

分指数如表 8 所示。从表 8 可以看出，生态产品保

护成效分指数远高于总指数和其他 2 项分指数，平

均值达到 83.48，环境空气和水质量明显改善，水质

优良比例逐年上升，森林覆盖率也明显增加，为生态

产品价值的充分实现创造了良好的自然本底条件。

玉树藏族自治州、昌都市、甘孜藏族自治州、迪庆藏

族自治州、丽江市、楚雄彝族自治州等城市（州）的优

良天数比例甚至达到 100%。相对而言，由于土壤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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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污染治理耗时长、见效慢、隐性作用难以预见等，

治理效果仍显欠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态产品

经营开发。此外，大部分城市（州）构建了完善的城

镇垃圾和污水处理体系，但农村生活污水和垃圾处

理体系亟需完善。农村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主战

场，特别是生态旅游、乡村旅游的兴起，游客数量高

速增长，在为农村地区带来可观的生态溢价的同时，

也因环境治理设施和治理能力较差而引起了新的环

境问题，成为影响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制约。

分地区来看，长江上游和下游地区生态产品保

 

表 8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分指数得分及评级

Table 8    Score and grade of the sub-indexes of ecological products value realization

城市（州）
生态产品保护成效 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成效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保障机制

分指数 评级 分指数 评级 分指数 评级

玉树藏族自治州 60.65 及格 59.85 较差 85.11 良好

昌都市 77.71 一般 48.50 较差 70.50 一般

甘孜藏族自治州 77.87 一般 56.55 较差 70.50 一般

凉山彝族自治州 85.22 良好 77.03 一般 63.42 及格

攀枝花市 92.55 优秀 64.82 及格 78.29 一般

宜宾市 82.92 良好 66.28 及格 78.03 一般

泸州市 73.03 一般 53.89 较差 74.86 一般

迪庆藏族自治州 98.74 优秀 55.88 较差 49.99 较差

丽江市 97.62 优秀 65.00 及格 66.07 及格

楚雄彝族自治州 92.06 优秀 81.09 良好 63.26 及格

昆明市 84.48 良好 60.16 及格 72.05 一般

昭通市 81.07 良好 62.02 及格 64.97 及格

重庆市 87.25 良好 69.56 及格 84.01 良好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97.62 优秀 60.44 及格 70.34 一般

宜昌市 94.56 优秀 85.41 良好 64.36 及格

荆州市 84.87 良好 70.19 一般 45.72 较差

咸宁市 87.25 良好 60.83 及格 70.86 一般

武汉市 66.35 及格 71.46 一般 63.42 及格

黄冈市 84.59 良好 73.24 一般 51.46 较差

鄂州市 68.73 及格 49.79 较差 63.26 及格

黄石市 75.18 一般 39.77 较差 48.53 较差

岳阳市 89.91 良好 52.32 较差 80.60 良好

九江市 91.14 优秀 64.40 及格 69.40 及格

安庆市 85.95 良好 53.14 较差 79.41 一般

池州市 96.93 优秀 41.43 较差 76.48 一般

铜陵市 71.19 一般 37.21 较差 69.38 及格

芜湖市 74.80 一般 40.54 较差 79.74 一般

马鞍山市 81.42 良好 33.40 较差 89.75 良好

南京市 94.56 优秀 65.23 及格 72.54 一般

扬州市 70.50 一般 54.30 较差 80.75 良好

镇江市 93.30 优秀 54.86 较差 71.19 一般

泰州市 74.80 一般 52.32 较差 69.64 及格

常州市 90.03 优秀 51.80 较差 75.02 一般

无锡市 94.78 优秀 55.37 较差 67.08 及格

苏州市 75.18 一般 47.57 较差 71.36 一般

南通市 74.80 一般 55.20 较差 76.83 一般

上海市 79.33 一般 40.69 较差 73.51 一般

平均 83.48 良好 57.61 较差 70.32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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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成效较好。上游大部分城市（州）为优秀和良好评

级，没有较差评级，下游大部分城市为优秀和一般评

级，没有及格和较差评级（表 9）。长江下游各城市经

济社会发达，人口密集，城镇化水平高，随着人们物

质水平的提升和生态意识的增强，也更加注重经济

反哺生态，对生态建设的重视程度大大提高，生态环

境得到了明显改善。长江中游地区重工业发达，生

态保护成效相对较弱，仅有 1 个城市为优秀评级（九

江市），而大部分城市（州）处于良好评级。武汉市及

鄂州市由于 PM2.5 平均浓度较高、森林覆盖率较低

等原因，不利于生态产品的进一步开发和价值的发

挥，仅获得及格评级。
 
 

表 9    生态产品保护成效分指数评级分布

Table 9    Grade distribu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s
protection effect sub index

区域 优秀 良好 一般 及格 较差 合计

长江上游 6 5 3 1 0 15

长江中游 1 4 1 2 0 8

长江下游 5 2 7 0 0 14

合计 12 11 11 3 0 37
  

2.3　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成效分指数

从表 8 可以看出，总体来看，生态产品价值转化

成效分指数平均值仅为 57.61，远低于总指数和其他

分指数，这表明研究区域生态产品的生态价值和经

济价值仍处于各自发展甚至互有冲突的状态，生态

产品价值转化机制尚未有效建立。一方面，传统的

生态农业与生态旅游业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市场

化机制，但价值转化效率仍然较低。生态农产品经

营规模小、市场认可度不高、生态认证体系繁杂，使

得当前市场上优质的生态农产品仍处于稀缺状态。

生态旅游重供给、轻需求，重一次性开发、轻持续性

服务，重基础建设、轻生态内涵，整体对经济带动作

用不明显，其占服务业比例偏低。目前，仅有丽江

市、楚雄彝族自治州等生态旅游发展比较迅速。另

一方面，国内外已涌现诸多创新性的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模式，但就长江流域各城市而言，各地生态补偿

机制较为完善，但诸如生态权益的指标交易、生态金

融产品的开发等创新模式多停留于政策文件层面，

少有真正落地实施，因而拉低了生态产品价值转化

分指数的数值。例如，仅有重庆市开展了森林覆盖

率指标交易，甘孜藏族自治州等 5 市（州）开展了用

能权交易，重庆市等 4 市建立了“生态银行”/“两山

银行”制度，武汉市等 4 市开展了生态信用/积分制度。

分区域来看，长江上中游地区生态产品价值转

化成效要优于下游（表 10）。上游地区始终寻求破解

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冲突难题，而中游地区则

面临着老工业基地产业升级转型与生态建设的双重

压力，均需要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为突破口，引领社

会经济实现绿色发展和良性循环，因而有着天然的

生态产品经营开发内在驱动力。但受限于资金、技

术等约束，中上游地区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水平较低，

没有充分发挥出优良生态系统的巨大优势。相较而

言，长江下游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而自然生态禀

赋较差，更倾向于发挥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的

比较优势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对于以自然资源

为依托的生态产品开发内在驱动不足，大多数城市

（州）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成效评级较低，马鞍山市、铜

陵市、黄石市等以工业为主导的城市评分位于最低档。
 
 

表 10    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成效分指数评级分布

Table 10    Sub-index grading distribu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s
value transformation effect

区域 优秀 良好 一般 及格 较差 合计

长江上游 0 2 1 7 5 15

长江中游 0 0 3 2 3 8

长江下游 0 0 0 1 13 14

合计 0 2 4 10 21 37
  

2.4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保障机制分指数

从表 8 可以看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保障机制

分指数的平均值为 70.32，与总指数基本持平，表明

各地针对生态产品价值的保障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完

善。随着社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日益重视，各地积

极创建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相关的试点示范活动，

如生态环境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

地、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

制试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

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全域生态旅游示范区”等，并以

此为契机，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各城市也逐渐

加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调查监测技术支撑，持续

加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相关的财政支出，出台了一

系列奖惩政策和宣传推广机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的管理与机制保障不断加强。但问题也一直存在：

由于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缺少统一、权威、普适性的

方法，大部分城市均未开展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工作，

长江流域仅有南京市等 6 市开展相关工作；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社会参与机制不完善，参与渠道尚未建

立，仅有玉树藏族自治州等 12 市（州）建立了专项公

益基金；多数城市（州）没有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专题宣传平台与渠道，对新媒体渠道与舆论宣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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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程度不够，仅有昆明市等 9 市举办过相关专题宣

传活动。这些问题导致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保障机

制分指数不高，因而也成为未来完善相关保障机制

的重点方向。

分区域来看，长江下游地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保障机制建设成效相对较好，上游次之，中游较弱

（表 11）。下游大部分城市处于良好和一般评级，没

有较差评级，而上游和中游各城市（州）评级集中于

一般和及格，且分别有 1 个和 3 个较差评级城市

（州）。这表明经济发达地区各项机制构建更加完

善，也更应加强与欠发达地区的联动合作，以更加有

效的新机制保障区域协调发展。
 
 

表 11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保障机制分指数评级分布

Table 11    Sub index grading distribu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s guarantee mechanism

区域 优秀 良好 一般 及格 较差 合计

长江上游 0 2 7 5 1 15

长江中游 0 1 1 3 3 8

长江下游 0 2 9 3 0 14

合计 0 5 17 11 4 37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1）长江干流各城市（州）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成

效指数平均为 70.48，生态产品的价值尚未充分显

现。上游地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总体成效优于中下

游地区。

（2）长江干流各城市生态产品保护成效分指数

平均达 83.48，为生态产品价值的充分实现创造了良

好的自然本底条件。上游和下游各城市生态产品保

护成效相对较好。

（3）长江干流各城市（州）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成

效分指数平均值仅为 57.61，表明生态产品的生态价

值和经济价值仍处于各自发展甚至互有冲突的状

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机制尚未有效建立。上中游

地区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成效总体优于下游地区。

（4）长江干流各城市（州）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保

障机制分指数平均值为 70.32，相关保障机制还有待

进一步完善。下游地区相关保障机制建设成效相对

较好，上游次之，中游较弱。 

3.2　对策建议

（1）以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理念为指导

进一步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夯实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的自然生态本底，要加强农村地区环境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建设，避免因生态产品经营开发带来新

的环境承载问题。特别是在长江中游地区，应重点

加强环境污染治理，协同推进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

协调耦合。

（2）加强借鉴国内外先进模式和实践经验，深入

挖掘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内在机理，因地制宜、分类

施策，探索创新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机制和模式。长

江上游地区生态资源丰富，对于传统的生态农产品

和生态旅游服务产品，要探索将良好的生态要素融

入生产经营过程中，体现出产品的生态溢价，促进生

态产品价值转化效率提升；进一步挖掘生态资本潜

力，开发生态权益指标与生态金融产品，储备更多绿

色金融政策工具来实现“点绿成金”。

（3）完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社会参与、宣传推

广、联动协调等保障机制。结合地区实际情况，改良

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方法，推动价值核算结果应用到

生态产品的经营开发之中，推动生态产品保护、转化

一体化发展。畅通社会多元参与的机制和渠道，引

导成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专项公益基金，推动全社

会生态福祉共建共享。搭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专题

宣传平台，及时发布地区生态产品建设成效与进展，

总结凝练实践经验，打造地区“生态名片”。推动长

江流域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强化生态利益联结，建立

全流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联动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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