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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祁连山区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功能区、西北地区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水源涵养地，开展该区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对

摸清自然资源家底、指导地区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综合考虑土地资源、林木资源、水资源和矿产资源等要素，根据“先实物

量后价值量、先存量后流量、先分类后综合”的编制原则，构建“总表—分类表—扩展表—底表”的报表体系，对祁连山区自然资

源资产实物量和价值量进行综合评估并形成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结果显示：青海祁连山区自然资源资产自 2011 年以来稳中

有增，2011 年、2015 年和 2017 年总资产分别为 91 672.31 亿、91 674.95 亿、91 698.19 亿元，其中，土地资源资产占 99% 以上，其

次为矿产资源和水资源，林木资源价值最小。所构建的报表体系及核算结果对青海祁连山区乃至青海省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

制工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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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Qilianshan  Mountains  is  an  important  ecological  function  area  in  China;  also,  it  is  an  important
ecological safety barrier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rea in northwest China.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arry out the
balance sheet compil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this region to find out the natural resources background and guide
the  regional  green  development.  Factors  such  as  land  resources,  forest  resources,  water  resources  and  mineral
resources were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ed, and according to the compilation principle of "first physical quantity,
then value quantity, first stock, then flow, first classification, then synthesis", the reporting system of General table -
Classification  table  -Extended  table  -Basic  table  was  built,  to  comprehensively  assess  the  physical  quantity  and
value  quantity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Qilianshan  mountains  and  to  form  a  natural  resource  balance  sheet.  The
evaluation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natural  resource  assets  of  Qilianshan  Mountains  in  Qinghai  Province  had  been
increasing  steadily  since  2011.  The  total  assets  in  2011,  2015  and  2017  were  9  167.231  billion  yuan,  9  167.495
billion yuan and 9 169.819 billion yuan,  respectively.  Among them, land resource assets  accounted for  more 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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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followed  by  mineral  resources  and  water  resources,  and  forest  resources  value  was  the  least.  The  reporting
system  and  accounting  results  provided  important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wok  of  balance  sheet  compil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Qilianshan Mountains and even in Qinghai Province.
Key words　Qilianshan Mountains; evalu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 assets; reporting system; asset account; physical
quantity; value quantity; green development
 

自然资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

础，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是新时代中国生态文

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制度，对增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极为重要。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我国自然

资源资产评估及负债表编制工作，先后出台了《编制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试点方案》（国办发〔2015〕
82 号）[1]、《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制度（试行）》[2]、

《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办法（试行）》[3]、《领导干部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规定 (试行)》[4] 等一系列文

件，积极推进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实施领导干

部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工作，并组建自然资源部来进

一步加强对自然资源的管理。我国学者借鉴国际公

认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2008）[5]、环境经济综合

核算体系中心框架（SEEA2012）[6] 及其卫星账户试

验性生态系统核算框架（SEEA EEA）[7] 等权威核算

框架与方法，从不同领域探索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

编制工作，如封志明团队从资源科学的角度探讨了

土地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并从产权制度、表式结

构、负债核算、生态损益等方面进行了研究[8-14]；耿

建新团队从会计学的视角研究了土地资源、林木资

源、水资源和矿产资源等资产负债表编制 [15-19]；甘

泓、张颖、姚霖等团队也分别从水资源、森林资源、

矿产资源等方面探讨了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20-23]，

对推进我国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工作起到了关

键作用。但从目前发表文献来看，我国的自然资源

资产负债表编制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尚未形成统

一的概念与内涵界定，框架结构和账户体系也未达

成一致，核算结果缺乏空间的可比性和时间的连贯

性，对地区自然资源管理未能形成有力支撑。因此，

针对自然资源丰富地区，探索开展时间序列上的自

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案例研究，核算其自然资源的存

量变化及消耗状况，对我国未来自然资源管理工作

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祁连山地处青藏、蒙新、黄土三大高原交汇地

带，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功能区、西北地区重要的生态

安全屏障和黄河流域重要水源产流地，也是我国生

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涵盖森林、草原、冰川、荒漠

等多种生态系统类型。祁连山国家公园被列入中国

首批设立的 10 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之一，研究祁连

山区域自然资源资产在时间序列上的变化情况，将

为国家公园自然资源管理和应用提供重要支撑。笔

者基于《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试点方案》，结合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16）》(CSNA2016) 以及

SEEA2012 资产账户模式[6,24]，探索构建“总表—分类

表—扩展表—底表”的报表体系，并采用“期初存量+
本期增加量－本期减少量=期末存量”范式开展实物

量核算，采用基准地价修正法、市场价格法、影子价

格法等经济学模型开展土地、林木、矿产及水资源

的价值量核算，在此基础上形成自然资源资产负债

表总表并以祁连山区为例进行实证研究，以期全面

摸清祁连山区自然资源存量变化和消耗状况，为开

展干部离任审计、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及生态补偿等

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提供本底数据，也为其他地区开

展自然资源资产核算与负债表编制提供参考和示范。

 1　研究区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青 海 祁 连 山 （ 96°49′E～ 103°04′E， 35°45′N～

48°39′12″N）位于青海省东北部，东西长 870 km，南

北宽 100～200 km，由西北东南走向的平行山脉和宽

谷构成，以山地地形为主，山地平均海拔为 4 000～
5 000 m，谷地平均海拔为 3 000 m 左右。西部与青

海省海西州德令哈市毗连，东北部与甘肃省接壤，南

部隔黄河与甘肃省相对。覆盖 3 个州（市）及下辖

8 个县 (区)，即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门源回族自

治县、刚察县、海晏县）、海西州（天峻县）、海东市

（互助土族自治县、乐都区、民和县）。研究区范围与

高程如图 1 所示。

 1.2　研究框架与方法

 1.2.1　框架编制

结合 CSNA2016 以及 SEEA2012 体系模式，依

据《编制自然资产负债表试点方案》中“期初存量+本
期增加量－本期减少量＝期末存量”范式构建实物

量表，按照“先实物量后价值量、先存量后流量、先

分类后综合”的编制原则[25]，采用数据资料结合实地

调研的方法评估其实物量，采用基准地价修正法、市

场价格法、影子价格法等经济学模型评估其价值量，

在此基础上形成“总表—分类表—扩展表—底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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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报表体系。其中，总表是指研

究区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全面反映区域某一时点

的自然资源资产规模、构成以及变动情况，揭示人类

活动对自然资源的总体影响；分类表是指土地资源、

林木资源、水资源及矿产资源的实物量表和价值量

表，综合体现某一时点各类资源资产实物量及价值

量存量、体现一定时间内资源资产的变化量；扩展表

是指研究区 4 类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补充表格，

也是各类自然资源本底数据的汇总表格；底表是指

开展自然资源资产核算所需的各类本底数据收集表。

 1.2.2　价值测算方法

（1）土地资源资产价值

采用基准地价修正法评估土地资源资产价值。

因土地价格与土地质量和所处的区位密切相关，以

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PP）作为土地质量评价因子，以

城镇用地及其他建设用地面积占比作为区位评价因

子，从而获得待估土地的地价。计算公式如下：

Vland =

m∑
i, j=1

Pi j×S i j （1）

Pi j = Pi× fi×g j （2）
fi = Li/L （3）

g j = N j/N （4）
式中：Vland 为祁连山区土地资源资产价值，元；Pij 为
i县（区）j类土地的单价，元；Sij 为 i县（区）j类土地

L
N

的面积，hm2；Pi 为 i县（区）基准地价，元； fi 为 i县
（区）土地区位因子修正系数；gj 为 j类土地质量因子

修正系数；Li 为 i县（区）城镇用地及其他建设用地面

积占比； 为祁连山区城镇用地及其他建设用地面积

占比；Nj 为 j类土地植被 NPP 均值； 为祁连山区植

被 NPP 均值。

（2）林木资源资产价值

采用市场价格法评估林木资源资产价值

(Vforest)，计算公式如下：

Vforest =

m∑
i,x=1

Qix×Px （5）

式中：Qix 为 i县（区）x类林木资源（包括乔木林、灌

木林、竹林等）蓄积量，m3；Px 为 x类林木资源单位

蓄积的交易价格，元/m3。

（3）水资源资产价值

采用影子价格法计算水资源资产价值 (Vwater)，
计算公式如下：

Vwater =

m∑
i,y=1

Qiy×Py （6）

式中：Qiy 为 i县（区）y类水体水资源资产存量，m3；

Py 为 y类水体水资源价格，元/m3。

（4）矿产资源资产价值

采用市场价格法评估矿产资源资产价值 (Vmineral)，
计算公式如下：

 

图 1    研究区范围与高程

Fig.1    Range and elevation map of research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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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ineral =

m∑
i,z=1

Qiz×Pz （7）

式中：Qiz 为 i县（区） z类矿产的实物量， t 或 m3；

Pz 为 z类矿产的市场价，元/t。
 1.3　数据来源

2011 年、2015 年、2017 年的县级尺度生态遥感

监测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数据、植被 NPP 数据均由

青海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解译并提供，遥感数据源

为高分 1 号、资源 3 号卫星影像，分辨率为 2 m。土

地基准地价表来自青海省自然资源厅，农业统计数

据来自青海省统计局；林木资源县级尺度数据主要

来源于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提供的全国森林资源清

查、林业统计等数据；水资源存量及变化数据主要来

源于各级水文水资源部门以及水资源公报；矿产资

源实物量数据来自青海省自然资源厅，价值量数据

来自《青海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采矿权）》。

 2　结果与分析

 2.1　土地资源资产账户

 2.1.1　实物量账户

青海祁连山土地资源资产账户如表 1 所示。由

表 1 可知，青海祁连山区 2011—2017 年土地资源资

产存量保持平稳，各土地利用类型面积依次为草地>
未利用土地>林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耕地>城镇

村及工矿用地。从各地类资源变动情况来看，耕地

面积 2015 年较 2011 年减少 8 088.7 hm2，减少比例

为 2.8%；2017 年较 2015 年减少 1 013.3 hm2，减少比

例 为 0.4%。 水 域 面 积 2015 年 较 2011 年 增 加

4 284.3 hm2，增加比例为 1.1%；2017 年较 2015 年增

加 3 050.4 hm2，增加比例为 0.8%。城镇村及工矿用

地面积 2015 年较 2011 年有大幅增加，增加 15 119.7
hm2，增加比例为 20.8%； 2017 年较 2015 年增加

598.4 hm2，增加比例为 0.7%。林地、草地及未利用

土地面积研究时段内变化不大。但草地面积 2015
年较 2011 年减少 7  760.2  hm2， 2017 年较 2015 年

再减少 2 966.1 hm2，一方面可能是受气候因素的影

响[26]，另一方面是城镇村及工矿用地面积增加所致，

这也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及城镇化战略相吻合。

 2.1.2　价值量账户

青海祁连山区土地资源总价值变化不大，

2011 年、2015 年和 2017 年土地资源价值分别为

90 949.9 亿、90 880.4 亿和 90 822.6 亿元（表 1）。其

中，草地资源资产价值占比最高，2011 年、2015 年和

2017 年价值分别为 50 096.8 亿、49 978.2 亿、49 915.7
亿元，价值占比均超过 55%；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占

比较低，资产价值分别为 1 150.0 亿、1 164.1 亿和

1 171.9 亿元。各地类价值量从大到小依次为草地>
林地>耕地>未利用土地>城镇村及工矿用地>水域及

水利设施用地。

 2.1.3　核算结果可信度

数据来源一直是土地资源资产核算的限制因

素，全国层面开展了第一次全国土地调查（1987
年）、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2009 年）、第三次全国国

土调查（2020 年），但包括祁连山在内的全国很多地

方无法提供逐年数据，不同地区、不同时间节点往往

采用不同的数据源，从而导致数据缺乏时间上的可

比性。另外，学术界对土地资源价值也存在较大分

歧，如钟骁勇[27]认为耕地资源包括经济价值和生态

价值，姜微[28]认为森林和湿地资源资产分为存量资

产和流量资产 2 个部分，但将生态价值纳入核算增

加了结果的不确定性，限制后期核算结果在管理中

的应用。因此，更多学者从实用的角度出发，按照国

家统计局分类体系，仅对土地资源本身的经济价值

进行核算，核算方法包括市场比较法、收益还原法、

假设开发法、成本逼近法、基准地价修正法等。本

研究按照 GB/T 21010—2017《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表 1    青海祁连山区土地资源资产账户

Table 1    Stock and value of the land resource assets in Qilianshan Mountains of Qinghai Province

土地资源分类
实物量/hm2 价值量/亿元

2011年 2015年 2017年 2011年 2015年 2017年

耕地 289 663.9 281 575.2 280 561.9 10 700.0 10 415.8 10 369.0

林地 833 744.2 833 741.7 833 604.4 20 042.3 20 037.1 20 038.4

草地 4 173 144.4 4 165 384.2 4 162 418.1 50 096.8 49 978.2 49 915.7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401 569.7 405 854.0 408 904.4 1 150.0 1 164.1 1 171.9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72 838.5 87 958.2 88 556.6 2 149.0 2 517.9 2 550.0

未利用土地 1 003 161.6 999 609.0 1 000 076.9 6 811.8 6 767.3 6 777.6

合计 6 774 122.3 6 774 122.3 6 774 122.3 90 949.9 90 880.4 90 8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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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青海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遥感监测数据

（高分 1 号、资源 3 号卫星影像），将土地利用与土地

覆盖中地类归并为 6 类，即耕地、林地、草地、城镇

村及工矿用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未利用土地，

数据来源固定且具有时间上的可比性；同时，采用土

地基准地价修正法来核算土地资源价值，充分考虑

了土地生产力和土地区位因素的影响，结果具有较

高的可信度[29]。

 2.2　林木资源资产账户

 2.2.1　实物量账户

青海祁连山区林木资源资产账户如表 2 所示。

青海祁连山区林木资源蓄积量来源主要为乔木林。

由表 2 可知，2011 年林木蓄积量为 1 639.25 万 m3，

其中 ，天然林占比 90.24%，人工林占比 9.76%；

2015 年林木蓄积量为 1 418.01 万 m3，其中，天然林

占比 87.57%，人工林占比 12.43%；2017 年林木蓄积

量为 1 675.04 万 m3；其中，天然林占比 84.48%，人工

林占比 15.52%。青海祁连山区人工林蓄积量从

2011 年以来逐年增加，这与我国近年来实施的“三

北”防护林工程及加大生态保护力度密切相关。
  
 

表 2    青海祁连山区林木资源资产账户

Table 2    Stock and value of the forest resource assets in
Qilianshan Mountains of Qinghai Province

林木资
源分类

实物量/万m3 价值量/亿元

2011年 2015年 2017年 2011年 2015年 2017年

天然林
蓄积量 1 479.34 1 241.71 1 415.00 87.17 73.17 83.38

人工林
蓄积量 159.91 176.30 260.04 7.57 8.35 12.31

合计 1 639.25 1 418.01 1 675.04 94.74 81.52 95.69
 

2.2.2　价值量账户

青海祁连山区林木资源价值变化较大，2011
年、2015 年和 2017 年分别为 94.74 亿、81.52 亿和

95.69 亿元（表 2）。从乔木资源价值构成来看，

2011 年、2015 年和 2017 年天然林价值占比分别为

92.00%、89.76%、87.13%；人工林价值占比逐年上

涨，从 2011 年的 8.00% 增长到 2017 年的 12.87%。

 2.2.3　核算结果可信度

在森林资源资产方面，国家层面发布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国家森林资源连续清查

技术规定》（2014 年）和 GB/T 26424—2010《森林资

源规划设计调查技术规程》，各地定期组织全国森林

资源清查（一类调查）、规划设计调查（二类调查）、作

业设计调查（三类调查），但同样面临森林资源动态

更新数据与国家要求的编制指南存在较大差异的问

题；同时，国家层面要求的林木资源资产账户需要按

一级分类（天然林、人工林、其他林木）、二级分类

（天然林和人工林再分为公益林、商品林，其他林木

再分为疏林、散生木和四旁树）进行划分，对数据的

精细化程度要求较高，现有数据存在统计口径不一

致、精细化程度不高的问题。学术界对价值量核算

也存在不同理解，如丁娜娜[30] 将祁连山区森林资源

资产分为经济价值存在形式（如林地资源、林木资

源、景观资源、牧草资源等）和生态价值存在形式（如

水源涵养、土壤保持、调整气候等）；张颖等 [31]

将森林资源分为林地资源和林木资源 2 个部分；范

小杉等[32] 则将森林资源分为林地资源、林木资源和

林内生物资源，从数量、质量及变化 3 个方面进行核

算。为有效衔接国家自然资源资产核算工作，本研

究将林地资源价值并入土地资源部分，在林木资源

资产账户仅统计林木资源蓄积量，针对 2017 年林木

蓄积量数据缺失的问题，利用林地面积变化进行填

补；另外，因青海祁连山区各县林木市场并不成熟，

故采用全国林木市场价格构建祁连山区林木价格基

础信息表，对青海祁连山区林木资源价值进行评估，

其结果具有较高参考性。

 2.3　水资源资产账户

 2.3.1　实物量账户

青海祁连山区水资源资产账户如表 3 所示。由

表 3 可知，青海祁连山区 2011 年水资源资产量为

91.61 亿 m3，其中，降水量为 96.08 亿 m3，用水量为

6.15 亿 m3，经济社会用水回归量为 1.68 亿 m3。

2015 年水资源资产量为 89.73 亿 m3，其中，降水量

为 93.52 亿 m3，用水量为 5.14 亿 m3，经济社会用水

回归量为 1.35 亿 m3。 2017 年水资源资产量为

112.63 亿 m3，其中，降水量为 116.33 亿 m3，用水量

为 4.95 亿 m3，经济社会用水回归量为 1.25 亿 m3。

从年际变化来看，2015 年水资源资产较 2011 年减少

了 1.88 亿 m3，减少比例为 2.06%，主要是受到降水

减少的影响；2017 年较 2015 年水资源资产量增加

了 22.90 亿 m3，增加比例为 25.52%，主要是由降水

量的增加和用水量的减少导致的。

 2.3.2　价值量账户

青海祁连山区的水资源价值波动较大，2011
年、2015 年和 2017 年分别为 242.78 亿、237.78 亿、

298.46 亿元（表 3）。从价值构成来看，降水量占绝大

部分，是价值波动的主要原因；同时，用水量逐年减

少以及经济社会用水回归量逐年增加，使得 2017 年

水资源价值为历年最高。

 2.3.3　核算结果可信度

在水资源资产核算方面，杨艳昭等[33] 将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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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分为水量资产、水域资产，并计算了水环境损害

价值；王欣[34] 将水资源资产负债表分为资产类和负

债类 2 个部分，资产类仅核算水资源部分，并采用影

子价格模型、承载力水价模型、供求定价模型、模糊

数学模型、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 模型）等方法

测算水资源价值。本研究依据国家《自然资源资产

负债表编制制度（试行）》，采用《全国水资源调查评

价技术细则》中规定的水量平衡分析技术方法进行

核算。但祁连山区各县非用水消耗量全口径数据缺

乏监测统计，水资源存量、地表水出入境量等很难提

供准确数据，部分收集到的数据也难以确定数据来

源、数据测算方式等问题，多数县（区）没有建立地表

水与地下水监测体系，地下水调查基本为空白。考

虑到青海省有“中华水塔”之称，祁连山区是石羊

河、黑河、疏勒河三大内陆河的水源地，水资源极为

丰富，根据国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制度 (试
行)》建议——“水资源丰富地区的非用水消耗量可

简化计算”，因此本研究采用“水资源资产量=降水

量－用水量+经济社会用水回归量”进行简化处理，

并采用各级水资源公报确保数据来源可靠性与连续

性；同时，考虑到在完全市场条件下商品的影子价格

等于市场价格，因此，本研究以青海省公布的水资源

价格进行计算。

 2.4　矿产资源资产账户

 2.4.1　实物量账户

青海祁连山区矿产资源资产账户如表 4 所示。

由表 4 可知，青海祁连山区能源矿产资产主要为煤

矿，资源储量超 30 亿 t，且每年已探明储量还在不断

增加。2011 年、2015 年和 2017 年煤矿资源资产分

别为 34.29 亿、45.16 亿、45.98 亿 t。金属矿产主要

为铁矿，2011 年、2015 年和 2017 年铁矿资源储量分

别为 4 500.12 万、21 065.08 万和 21 202.83 万 t。其

次为硫铁矿，2011 年、2015 年和 2017 年硫铁矿资源

储量分别为 1 494.80 万、1 038.07 万和 1 038.07 万 t。
祁连山区铜矿、铅矿、锌矿 3 种金属矿产储量相对

丰富，并有少量的钨矿、银矿和金矿（表 4）。非金属

矿产资源资产中，化肥用蛇纹岩储量最多，约为

77.49 亿 t；其次为芒硝矿资源，约为 17.15 亿 t；电石

用灰岩约为 12.94 亿 t；石膏矿资源 8.29 亿 t，水泥用

石灰岩 3.93 亿 t，冶金用石英岩 0.78 亿 t，水泥用大

理岩 0.42 亿 t，玻璃用石英岩 0.22 亿 t 等。

 2.4.2　价值量账户

青海祁连山区的矿产资源价值变化较大，2011
年、2015 年和 2017 年分别为 384.99 亿、475.35 亿

和 481.64 亿元，其中能源矿产（主要是煤矿）占比最

高，2011—2015 年上升幅度达 31.72%，2015—2017
年上升幅度为 1.80%，这主要是因为煤炭已探明储量

的不断增加导致的（表 4）。金属矿产资源中，

2011—2015 年，铁矿资源资产价值从 2.34 亿元升至

10.95 亿元，上升幅度高达 367.95%；铜矿资源资产

从 1.63 亿元升至 2.54 亿元，上升幅度为 55.83%；金

矿资源资产从 3.06 亿元升至 3.63 亿元，上升幅度为

18.63%；银矿资源资产从 0.17 亿元升至 0.29 亿元，

上升幅度为 70.58%。但硫铁矿资源资产价值从

0.36 亿元降至 0.25 亿元，下降幅度为 30.56%。2015—
2017 年金属矿产资源资产变化幅度不大。非金属矿

产资源中，2011—2015 年，冶金用石英岩、玻璃用石

英岩均有不同程度上升；其中，冶金用石英岩增长幅

度为 223.83%，玻璃用石英岩增长幅度为 178.33%。

但水泥用石灰岩、水泥用大理岩、玉石等略有下降，

下降幅度分别为 2.94%、15.58% 和 25.35%。2015—
2017 年，玉石资源资产价值有明显提升，上涨幅度

 

表 3    青海祁连山区水资源资产账户

Table 3    Stock and value of the water resource assets in Qilianshan Mountains of Qinghai Province

水资源分类
实物量/亿m3 价值量/亿元

2011年 2015年 2017年 2011年 2015年 2017年

降水量 96.08 93.52 116.33 254.61 247.84 308.26

用水量

生活 0.40 0.42 0.52

工业 0.36 0.37 0.31

农业 5.33 4.20 3.83

人工生态环境补水 0.05 0.14 0.37

小计 6.15 5.14 5.02 16.29 13.62 13.11

经济社会用水回归量 1.68 1.35 1.25 4.46 3.57 3.31

合计 91.61 89.73 1 12.55 242.78 237.78 298.46

　　注：水资源资产量=降水量−用水量+经济社会用水回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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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54.99%；水泥用石灰岩、冶金用石英岩、玻璃用石

英岩、水泥用大理岩略有下降，下降幅度不大（表 4）。
 2.4.3　核算结果可信度

在矿产资源资产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

产资源法实施细则》所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结合

青海省矿产资源资产统计情况，选取能源矿产（主要

为煤矿）、金属矿产（包括铁、铜、铅、锌、银、金等重

要金属）以及非金属矿产（包括水泥用石灰岩、冶金

用石英岩、建筑用砂、芒硝矿资源、石膏矿资源、玻

璃用石英岩、水泥用大理岩、化肥用蛇纹岩、玉石、

电石用灰岩等）3 类矿产资源进行统计与价值核算。

学术界普遍认为，矿产资源资产核算主要有净现值

法、基准价核算 2 种方法[35]，并在露天煤矿矿区采用

直接法和间接法探索生态资产负债表编制研究[36]。

借鉴已有研究，仅对已探明矿产资源储量进行统计，

并采用青海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采矿权）

对价值量进行测算，所得结果对地方自然资源管理

具有指导意义。但矿产资源作为全球性战略资源，

其价格受到资源进出口市场和供需格局影响，具有

空间差异性和时间波动性，基于国家战略视角有待

深入研究。

 2.5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总表

自然资源资产核算和资产负债表编制等概念提

出较早，但我国首次将自然资源资产和资源资产负

债表作为一个整体提出，这既是我国对自然资源有

效管理的创新，也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实

践[37]。笔者对土地资源、林木资源、水资源和矿产

资源 4 个账户进行价值测算，综合形成自然资源资

产负债表（表 5）。从表 5 可看出，2011 年、2015 年、

2017 年青海祁连山区自然资源资产总量分别为

91 672.31 亿、91 674.95 亿、91 698.19 亿元，3 个年

度自然资源资产总量保持平稳。

本研究基于“总表—分类表—扩展表—底表”的

编制逻辑，形成了青海祁连山区 2011 年、2015 年、

2017 年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以及土地资源、林木资

源、水资源、矿产资源资产账户，受篇幅限制，未展

示扩展表、底表等相关表格。自 2015 年以来，国内学者

对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做了较多有益探索，但在自

然资源资产、自然资本、环境资产、生态资产以及存

量与流量等表述上尚未达成一致[36,38]。对负债的界

 

表 4    青海祁连山区矿产资源资产账户

Table 4    Stock and value of mineral resource assets in Qilianshan Mountains of Qinghai Province

矿产资源分类
实物量/亿t 价值量/亿元

2011年 2015年 2017年 2011年 2015年 2017年

能源矿产 煤矿 34.29 45.16 45.98 248.93 327.88 333.83

金属矿产

铁矿 4 500.122） 21 065.082） 21 202.832） 2.34 10.95 11.03

铜矿 21.272） 33.012） 35.452） 1.63 2.54 2.72

铅矿 13.652） 15.202） 17.512） 0.26 0.29 0.33

锌矿 10.592） 11.322） 11.882） 0.22 0.24 0.25

金矿 25.491） 30.251） 30.331） 3.06 3.63 3.64

银矿 133.881） 231.581） 243.901） 0.17 0.29 0.31

硫铁矿 1 494.802） 1 038.072） 1 038.072） 0.36 0.25 0.25

非金属矿产

水泥用石灰岩 4.05 3.93 3.93 3.24 3.15 3.15

冶金用石英岩 0.24 0.78 0.78 0.45 1.47 1.47

建筑用砂 1 704.202） 1 704.202） 1 704.202） 0.19 0.19 0.19

芒硝矿资源 17.15 17.15 17.15 38.59 38.59 38.59

石膏矿资源 8.29 8.29 8.29 21.56 21.56 21.56

玻璃用石英岩 775.00 2 157.04 2 156.04 0.23 0.65 0.65

水泥用大理岩 0.53 0.43 0.42 0.42 0.34 0.33

化肥用蛇纹岩 77.49 77.49 77.49 46.49 46.49 46.49

玉石 1.122） 0.832） 1.292） 0.03 0.02 0.03

电石用灰岩 12.94 12.94 12.94 16.82 16.82 16.82

合计 384.99 475.35 481.64

　　1）数据单位为t；2）数据单位为万吨；3）数据单位为万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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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则争议更大，有学者认为自然资源只能作为一种

资产进行提现，而不存在负债的部分[39]，然而多数学

者认为负债是存在的，但对负债内涵和外延存在争

议。本研究从减少分歧，为地方提供相对准确数据

的角度出发，未编制资产负债项并计算净资产；但从

资源资产负债表整体性考虑，在负债类、负债项等方

面有待深入探讨，这也是该领域未来的重点研究方向。

在自然资源资产评估过程中，部分自然资源资

产具有空间流动性、时间差异性和效应可变性等特

点，导致其产权边界难以准确界定。如水具有流动

性，产权界定和让渡难度极大[40]；水资源资产有时会

伴生山洪、水污染等“负资产”，给水资源资产的确

权带来一定的困难和挑战。本研究考虑到祁连山区

水资源丰富及流动性的特征，在利用水量平衡计算

水资源量的过程中，未计算河流的流入、流出问题；

同时受限于现有数据的匮乏，未探讨水资源的负资

产问题，未来应结合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确权登记工

作开展深入研究。另外，生态系统服务是否纳入自

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也是学术界争议的焦点，有

学者主张宽口径核算，将生态价值纳入自然资源资

产负债表编制体系[26-27,30-32]；也有学者建议窄口径核

算，在核算过程中只考虑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将生

态系统服务等难以变现的价值排除在外。笔者认为

生态系统服务是自然资源固有收益，是评估自然资

源质量及负债的重要依据，也是开展自然资源有偿

使用和生态保护补偿等制度制定的重要参考[41]。但

生态系统服务具有较大的空间流动性，由此带来的

产权主体及产权边界更加难以界定，这也是未来亟

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3　结论与建议

（1）按照“先实物量后价值量、先存量后流量、

先分类后综合”的编制原则，采用数据资料结合遥感

解译的方法评估实物量，采用基准地价修正法、市场

价格法、影子价格法经济学模型评估价值量。在此

基础上，形成青海祁连山区“总表—分类表—扩展

表—底表”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报表体系，对摸清

祁连山区自然资源资产本底、推动自然资源有效管

理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也为我国自然资源资产负债

表编制提供了案例。

（2）青海祁连山区自然资源资产稳中有增，

2011 年、 2015 年和 2017 年分别为 91  672.31 亿、

91 674.95 亿、91 698.19 亿元，约为祁连山区生产总

值总量（2017 年为 385.14 亿元）的 238 倍。其中，土

地资源资产占比 99% 以上，其次为矿产资源和水资

源，林木资源资产占比最小。

自然资源资产核算是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

制、生态保护补偿、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基础，

但作为一项理论性强、技术性高的工作，自然资源资

产核算在国内的研究和实践仍存在很大挑战。建议

未来应加强经济学、生态学和资源学等多学科联合

研究，进一步理顺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概念及内涵，

推进研究框架与方法统一；运用现代网络技术、遥感

技术、数据建模技术、大数据平台等先进技术，规范

和统一自然资源资产核算数据来源；开展多层次、多

角度、多方法的对比研究，并与国际研究接轨；加强

科研与政策的结合，推动结果在地方政策决策中的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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