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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应用场景及其运行机制
———基于典型案例文本数据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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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因地制宜选择实现模式是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践行“两山理论”的重要举措。 利用自然资源部和生态环境

部推介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文本词频数据，采用随机森林分析方法，从自然资本、生态服务和参与主体三个角度，实证

总结了不同价值实现模式的应用场景及其运行机制。 研究表明：生态产业化经营模式主要是用于农地自然资本，通过市场手段

激励农户等经营主体参与，提升农地供给生态产品的功能。 生态资源指标及产权交易模式主要是用于林地自然资本，通过生态

权益交易，协调公共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利益，以保护森林的调节服务功能。 生态补偿模式主要是用于水域自然资本，通过建立

受益者和保护者之间的补偿机制，提升水域的调节和供给服务功能。 生态修复及价值提升模式主要是用于废弃工矿用地自然

资本，通过政府部门和市场主体联合开展修复整治，提升废弃工矿用地的文化服务和供给功能。 研究结果为因地制宜建立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推进机制提供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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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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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是“两山理论”应用于实践的制度条件，也是发挥生态比较优势、发展

生态产品第四产业［１］的制度保障。 为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引领保护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协同

的新风尚，各级政府部门高度重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模式探索，涌现出一批试点工程和典型做法，推动了生

态产品的市场建设和机制完善。 但目前对这些经验做法的理论性总结还有所不足，导致单一的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模式难以实现多元融合，单个地区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的示范效应难以实现以点带面。 造成这种问

题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开展实践的政府部门对其良好做法仅停留在文本描述层面，发挥其宣传功能，缺少系统

和理论层面的总结，进而转化成可借鉴的政策工具。
学术界也持续关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模式和案例研究：一方面，利用经济学理论解释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的背后机理［２—４］、探索将生态正外部性内化的优化模式［５—６］。 例如，高晓龙等［７］认为实现生态产品有效供

给需要考虑公众付费、公益组织付费、政府付费及多元付费四类实现模式；谢花林和陈倩茹［８］通过对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经济内涵的分析，提出“保值、转化和增值”不同目标下的实现模式。 另一方面，通过总结归纳多

种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案例，归纳总结实现模式运行所需的社会经济基础条件［９］。 例如，张林波等［１０］从生态产

品使用价值交换角度对国内外实现案例进行分类，并归纳出对应于不同生态产品类型的价值实现模式。 虽然

这些定性的研究总结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背后的机理，为地方实践提供了路径参考；但限于数据的可得性，仍
缺少对不同实现模式适宜应用场景的定量总结，影响实践经验的推广和普及。

为定量总结目前主要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所能应用的场景及运行的机制，本文利用文本分析技术，
提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的文本数据，实证检验生态产业化经营、生态资源指标及产权交易、生态补偿

和生态修复及价值提升等四种自然资源部推介的实现模式所适宜的自然资本类型、需要的参与主体、以及维

护或增进的生态服务类型。 归纳总结不同实现模式的理论作用机制和实际应用场景，有助于更广泛地推广典

型案例的成功经验做法，更好地提升各地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效率［１１］，对更好的利用生态资源和保护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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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方法

１．１ 　 理论基础

在传统经济学中， 生态系统一直以来都是经济系统的外生变量， 只是作为“自然要素”存在。 所有的生

态问题， 只是作为经济增长的外部性来研究， 并没有将生态作为经济的内生变量，更没有把生态作为能产生

经济价值的自然资本看待。 随着生态问题的产生和频发，挖掘并实现重要性和稀缺性日益凸显的生态资源和

生态产品的价值，是保护生态、实现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
生态系统的公共属性决定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通过价格机制和政策工具的有机结合，将生态的外部性

逐步内部化［１２］，这一内部化过程蕴含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资本维护、产品生产和收益分配三个方面。 生态

资本维护方面，自然资本（包括农地、林地、水域等）是生产生态产品最初的资本要素［１３］，保护利用自然资本

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基础。 科斯认为只要产权界定清晰，交易成本低，价格机制可以引导市场主体保护利

用自然资本。 但在现实中，自然资本的产权界定不尽完善，在其保护和利用中会存在一系列外部性问题。 例

如，我国的林地自然资本中，集体所有和国有的面积分别占 １７．８％和 ３７．９％［１４］，缺少明确的产权主体导致森

林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曾一度失序。 生态产品和服务生产方面，不仅包括农林牧渔产品、旅游文化等可以直接

在市场被交易的生态产品，也包括不能直接被交易的生态服务（例如碳汇）；而后者的价值实现需要解决保护

生态系统中的外部性问题［５—６，１５］。 最后是生态收益分配方面，将更多的生态产品价值增益分配给低收入群

体，具有正的社会外部性，但这与各方主体的利益相关。 解决以上资本维护、产品生产和收益分配三个方面的

外部性问题，需要依靠价格机制，也需要政府部门的干预。 政府部门将生态产品外部效应“内部化”有不同的

政策工具，包括直接投资或购买、法律或行政管控、技术支持和财税补贴等。 但在具体的实施当中，政策推行

也面临地方特色不突出、协调程度不足等问题［１６］。
为了增加政策实施效率，已有文献主要是从个别案例分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生态产品实现模式的

多样性和适用性有待深化的研究和分析。 根据市场和政府的相对参与程度，自然资源部提出生态产业化经

营、生态资源指标及产权交易、生态补偿和生态修复及价值提升等四种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 其中，生态产

业化经营模式是市场化的价值实现路径，通过对产品明晰的自然资本的开发利用，将生态的正外部性附着在

可直接交易的生态服务当中。 生态资源指标及产权交易模式将政府主导和价格机制相结合的价值实现路径，
政府部门通过限额管控等政策工具，创造自然资本的权益交易市场。 生态补偿和生态修复及价值提升模式是

政府主导的机制实现路径，生态补偿通过转移支付等直接购买型政策工具，重点保护产权不明晰的自然资本

和无法直接市场交易的生态服务类型；生态修复及价值提升主要是通过直接投资或产业发展规划等政策工

具，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治理，恢复自然资本功能。 因地制宜地推广和应用上述四种模式，就要进一步地总结实

现模式和具体的自然资本、生态服务和利益主体间的对应关系，归纳不同实现模式的应用场景，结合理论分析

和现实条件优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１．２　 数据来源与处理

为总结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和自然资本、生态服务和利益主体的对应关系，本研究使用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典型案例的文本词频数据。 首先是案例选择，我们选择 ３１ 个典型案例进行总结，其中 ２７ 个来自于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自然资源部推介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４ 个来自于 ２０２１ 年生态环境部推介的“生
态保护补偿典型案例”。 从实现模式看，生态产业化经营、生态资源指标及产权交易、生态补偿和生态修复及

价值提升四种模式分别有 １０个、６个、６个和 ９个。 从开始时间看（图 １），２０１２年之后开展的价值实现案例有

２４个，占 ７８％；２０１８年之后开展的价值实现案例有 ７ 个，占 ２３％；一方面说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生态文

明”建设的产物，另一方面说明设计良好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可以在短期产生效果。 从所在的区域看

（图 １），分布在东中西部的案例数量分别是 １６个、８个和 ７个；说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

平相关，经济发达的地区更具开发生态产品的经济基础。

８２８２ 　 生　 态　 学　 报　 　 　 ４４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图 １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时间和区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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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对案例文本信息的提取和量化，分词技术使得从非结构化的文本中提取词频数据来构建一些重要

的社会经济变量成为可能。 为获取上述案例文本中的数据信息，我们利用 Ｐｙｔｈｏｎ 的 Ｊｉｅｂａ 分词库对案例文本

进行分词处理。 由于 Ｊｉｅｂａ 分词库的原生词典库存在冗余词汇，不能根据研究情景进行智能筛选，其自主的分

词结果所包含的信息可能针对性不足、缺乏效率［１７］；因此我们根据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研究情景，删除一些中

性词汇，如“增加、减少、提升、推进”等，自定义词典进行分词，从而提升分词效率。 分词完成后，我们利用 ＴＦ⁃
ＩＤＦ（Ｔｅｒｍ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ｉｎｖｅｒｓ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方法统计词汇的重要性［１７］。 ＴＦ＿ＩＤＦｉ，ｊ ＝ ＴＦ ｉ，ｊ × ＩＤＦｉ ，其中：
ＴＦ ｉ，ｊ 表示特定文件 ｄ ｊ 中词汇 ｔｉ 出现的相对频次； ＩＤＦｉ，ｊ 表示逆文本频率指数，用来衡量词汇的普遍性。 ＴＦ和

ＩＤＦ的计算公式如下：

ＴＦ ｉ，ｊ ＝
ｎｉ，ｊ

∑ ｋ
ｎｋ，ｊ

；ＩＤＦｉ ＝ ｌｇ
Ｄ

ｊ：ｔｉ ∈ ｄｉ{ }

式中， ｎｉ，ｊ 表示文件 ｄ ｊ 中词汇 ｔｉ 出现的次数，∑ ｋ
ｎｋ，ｊ 表示 ｄ ｊ 中所有词汇出现的次数总和。 Ｄ 是语料库中的

文件总数， ｊ：ｔｉ ∈ ｄｉ{ } 表示 ｄ ｊ 中包含有 ｔｉ 的文件的数目。 ＴＦ⁃ＩＤＦ值越大，表示该词汇的重要性越大，也就

可以认为该词具有此类文本某些代表性的特征［１８］。 根据计算的 ＴＦ⁃ＩＤＦ值，我们绘制了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模式词云图，词云图的字体大小反映 ＴＦ⁃ＩＤＦ大小。
从词云图总体分布来看（图 ２）：在我们选取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中，“发展、保护、产品、产业、补

偿”等词汇出现的频率较大。 这些高频词汇的出现，不仅与上文理论框架中提及的在将生态正外部性内部化

中需要注重“资本维护、产品生产和收益分配”一致；也高度反映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成功实践中取得的共

识：“发展与保护相结合的理念、以产业产品为依托的方式、注重收益共享的策略”。 具体到各模式的词云图

分布，对于生态产业化经营模式，“产业、产品、发展、保护”等词汇的重要性较高，也就是说该实现模式主要是

通过保护和利用自然资源，发展生态产业、生产生态产品，实现生态产品的品牌价值。 对于生态资源指标及产

权交易模式，“森林、林权、产品、交易”等词汇的重要性较高，即该实现模式主要是实现林地等自然资源的生

态价值，通过对林权、碳汇等指标交易或林产品的开发，实现保护利用森林资源的目标。 对于生态补偿模式，
“补偿、保护、流域”等词汇的重要性较高，表明生态补偿模式主要是通过对保护者的补偿，实现保护水环境的

流域治理。 对于生态修复及价值提升模式，“修复、旅游、文化”等词汇的重要性较高，说明该模式主要是通过

对废弃土地的综合整治、修复，将其改造成旅游资源，提升其生态系统文化价值。
上述 Ｊｉｅｂａ 分词所得的文本信息仍然繁多，我们根据 ＴＦ⁃ＩＤＦ 值对每个案例的词汇取前 １００ 个；并根据研

究目标，从自然资本类型、生态服务类型和利益相关者类型三个方面，将相近的词汇归为一类。 以农地自然资

本为例，我们将“农地、农用地、梯田、基本农田”等和农地相关的词汇都归为“农地自然资本”，并将这些词汇

的 ＴＦ⁃ＩＤＦ值加总，得到农地自然资本的 ＴＦ⁃ＩＤＦ值，以反映 ＴＦ⁃ＩＤＦ农地自然资本在某个案例中的重要性。 除

了农地自然资本，我们根据典型案例中出现的自然资本类型，还关注了“林地、水域和废弃工矿用地”。 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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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不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的词云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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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服务类型，由于支持服务很少在所选的典型案例中提及，我们主要关注“供给、调节和文化”３ 类生态服

务。 至于利益相关者，２０２１年中办和国办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提出建立“政
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基于此我们选择“政府和企业”作为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中的利益相关者。 此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和自然资本的保护和利用息息相关，农户和集体作为自然资本

保护利用的重要参与者，其经济决策和利用方式对生态产品的供给有着重要的影响；因而在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的利益相关者中，我们还加入了“农户和集体”。 经过上述对文本信息的归类整理，我们得出自然资本、生
态服务和利益相关者的 ＴＦ⁃ＩＤＦ值

１．３　 分析方法

为实证总结不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的应用场景，我们首先运用最小二乘法（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ＬＳ）估计方法判断典型案例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和自然资本的对应关系，估计方程如下：

Ｙ ＝ ∂１ ＮＣ１ ＋ ∂２ ＮＣ２ ＋ ∂３ ＮＣ３ ＋ ∂４ ＮＣ４ ＋ ε
其中，被解释变量 Ｙ 是表示典型案例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的虚拟变量。 当分析生态产业化经营模式和自

然资本的关联时，Ｙ 为是否为生态产业化经营模式：如果案例属于该模式，Ｙ 取值为 １，反之为 ０。 类似的，当分

析生态资源指标及产权交易模式、生态补偿模式、生态修复及价值提升模式和自然资本的关联时，Ｙ 分别为是

否为生态资源指标及产权交易模式、是否为生态补偿模式、是否为生态修复及价值提升模式。 解释变量 ＮＣ１、
ＮＣ２、ＮＣ３ 和ＮＣ４ 分别表示农地、林地、水域和废弃工矿用地等词汇的 ＴＦ⁃ＩＤＦ值； ε 是回归中的随机干扰项。 ∂
是我们关注的系数，例如当 Ｙ 为生态产业化经营时， ∂１ 系数显著为正，且 ∂２、∂３ 和∂４ 系数为负或不显著，说明

农地自然资本和生态产业化经营模式有显著的正向关系。
而后，我们利用随机森林方法分别分析 ３种生态服务和 ４类相关利益主体变量对识别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模式的重要性。 随机森林（ｒａｎｄｏｍ ｆｏｒｅｓｔ）是机器学习常用的集成学习方法，它利用多个树分类器进行分类和

预测。 限于篇幅内容，我们对随机森林方法的原理不作介绍，其理论解释详见陈强［１９］。 相比于 ＯＬＳ 回归，随
机森林的拟合优度更高，对数据类型和样本数量没有严格的要求，并且可以通过交叉验证获取更为稳健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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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结果。 利用随机森林方法主要的操作步骤如下：首先使用自助法搅动数据，抽取子样本进行数据训练；其次

在决策树的每个节点进行分裂，选取部分变量作为候选的分裂变量，进行模型验证估计，至方差达到最小；最
后在分析变量重要性时，以生态服务中的供给服务 ＴＦ⁃ＩＤＦ值、调节服务 ＴＦ⁃ＩＤＦ值和文化服务 ＴＦ⁃ＩＤＦ值三个

变量为例，计算由其中一个变量所导致的残差平方的下降幅度，根据残差平方下降幅度，度量各个变量的重要

性，并将重要性排序后绘制变量重要性图。

２　 结果分析

２．１　 生态产业化经营模式应用场景及其机制分析

在我们选取的典型案例中，生态产业化经营模式主要应用于农地自然资本。 具体地，当因变量是生态产

业化经营模式时（列 １，表 １），“农地 ＴＦ⁃ＩＤＦ 值”的系数显著为正，其他自然资本 ＴＦ⁃ＩＤＦ 值的系数均为负；也
就是说随着词汇“农地”重要性的增加，生态产业化经营模式显性的可能性增加。 可能原因在于生态产业化

经营模式主要是实现生态系统的供给服务功能（图 ３），而农地自然资本主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在于产品供给。
在实现农地生态产品价值时，更多是需要选择生态产业化经营模式，通过激励经营主体对农地资源的保护性

耕作，生产绿色或生态农产品、农业旅游文化产品，发展“农业＋”产业。 这不是说林地、水域等其他自然资本

无法借助生态产业化经营模式实现其生态价值，也不是说农地只能采用生态产业化经营模式，模式的选择和

自然资本的产权及其所要提升的生态系统服务类型相关。

表 １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自然资本和实现模式的相关关系（ＯＬＳ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生态产业化经营模式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

生态资源指标及
产权交易模式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ｍｏｄｅ

生态补偿模式
Ｅｃｏ⁃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

生态修复及
价值提升模式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

（１） （２） （３） （４）
农地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１．１１８∗ ０．２４６ －０．４６１ －０．９０３∗

（０．６４６） （０．４２６） （０．５５１） （０．５２２）
林地 Ｆｏｒｅｓｔ ｌａｎｄ －１．０８０∗∗ １．６２９∗∗∗ －０．０１７ －０．５３２

（０．４５６） （０．３００） （０．３８８） （０．３６８）
水域 Ｗａｔｅｒ ａｒｅａ －０．２５８ －０．０３６ ０．５０５∗∗ －０．２１１

（０．２３９） （０．１５７） （０．２０４） （０．１９３）
废弃工矿用地 －１．１２１∗∗ －０．１３２ －０．３６５ １．６１８∗∗∗

Ａｂａｎｄｏｎｅ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ａｎｄ （０．５１１） （０．３３６） （０．４３６） （０．４１３）

拟合优度 Ｒ２ ０．３５９ ０．６１１ ０．３４８ ０．５５６
观测值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３１ ３１ ３１ ３１
　 　 ＯＬＳ：最小二乘法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Ｐ＜０．０１， ∗∗ Ｐ＜０．０５， ∗ Ｐ＜０．１

在利用生态产业化经营模式实现农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具体实践中，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

的决定性作用，保障好农户的利益至关重要。 图 ３的利益相关者 ＴＦ⁃ＩＤＦ值重要性分析显示，农户是生态产业

化经营模式中最重要的利益主体，其次是政府部门、企业和村集体。 这是因为承包到户的农地自然资本的产

权比较明晰，对于是否生产生态产品、生产怎样的生态产品，农户在不违背法律政策的前提下具有自主的决策

权；而影响农户决策的主要是价格机制。 但政府部门也并非旁观者，仍会在生态产业化经营模式中起到关键

作用。 在生产环节，需要政府部门采取信息、宣传等政策工具，使农户等生产经营主体了解生态农产品，愿意

参与到生态农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并控制质量。 在销售环节，需要相关的认证机构对生态农产品进行核认生

态标签，让消费者识别其所需求的生态农产品，实现农产品的生态增值。 此外，也需要政府部门规范收益分配

规则或用税收协同转移支付等手段，使得生态农产品的部分增益由农户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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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生态产业化经营模式所对应的生态服务和利益主体

Ｆｉｇ．３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

２．２　 生态资源指标及产权交易模式应用场景及其机制分析

目前的生态资源指标及产权交易模式主要应用于林地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 具体地，当因变量是生态资

源指标及产权交易模式时（列 ２，表 １），“林地 ＴＦ⁃ＩＤＦ值”的系数显著为正，且远大于其他自然资本的系数；也
就是说随着词汇“林地”重要性的增加，生态资源指标及产权交易模式显性的可能性增加。 主要原因在于林

地具有相对优势的生态系统服务是调节服务（如温室气体调节、水土保持等） ［２０］，而生态资源指标及产权交

易模式为增进生态系统的调节服务提供一个解决方案。 如图 ４ 所示，生态资源指标及产权交易模式和“调节

服务 ＴＦ⁃ＩＤＦ值”关联度最强，其次是供给服务和文化服务。
生态资源指标及产权交易模式运行的前提是产权清晰、资源可量化，产权确立和资源价值量化这些基础

性工作就需要政府部门主导，且林地产权改革趋向强化公有产权和统一经营［２１］。 因此在通过生态资源指标

及产权交易模式实现林地自然资本生态价值时，政府部门是重要的利益相关方（图 ４），将森林覆盖率等量化

指标转化为可交易的约束性资产指标，通过政府间的购买实现林地的生态价值。 另一方面，村集体和企业市

场主体也是重要的利益相关方，村集体可以在保护森林的基础上发展林下经济、木材加工等产业，通过对森林

资源的生态保护和开采利用，实现林地的生态产品价值。 但在目前的生态资源指标及产权交易模式运行中，
因为农户拥有的林地资源分散、规模效应不强等原因，农户的资源潜力和利益尚未被充分重视，挖掘农户的资

源存量、赋予农户应得利益是改进该模式的重点方向。

图 ４　 生态资源指标及产权交易模式所对应的生态服务和利益主体

Ｆｉｇ．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ｍｏｄｅ

２．３　 生态补偿模式应用场景及其机制分析

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是“落实生态保护权责、调动各方参与生态保护积极性”的重要手段，目前的生态补偿

机制主要是应用于水域自然资本的保护。 回归结果显示，当因变量是生态补偿模式时（列 ３，表 １），“水域 ＴＦ⁃
ＩＤＦ值”的系数显著为正，其他自然资本的系数均为负；也就是说随着词汇“水域”重要性的增加，生态补偿模

式显性的可能性增加。 这是由于水域自然资本的气候调节服务和水资源供给服务在流域内部属于公共产品，

２３８２ 　 生　 态　 学　 报　 　 　 ４４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但多数流域是由不同的行政单元组成的，各个行政单元有自身的环境效益或经济利益诉求［２２］。 为了调节上

下游不同行政单元的权责关系，将行政单元之间的外部性内部化到整个流域，克服“搭便车”行为，需要建立

了受益者付费和保护者受偿的跨行政区域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
在生态补偿模式的实际运行中，政府部门处于主导地位（图 ５）。 生态补偿旨在增进的生态系统服务是具

有公共物品性质的调节服务和供给服务，例如水土保持和清洁水资源供给，政府部门干预是解决公共物品外

部性问题不可或缺的。 自 ２０１２年首个跨省流域治理试点—新安江生态补偿机制建立［２３］，全国已有 １０ 个跨

省流域建立了生态补偿机制［２４］。 跨区域生态补偿主要是上下游的政府部门根据特定水污染指标签署“对赌

协议”：水污染指标如果低于协议值，下游政府给上游政府补偿（受益者付费）；水污染指标如果高于协议值，
上游政府给下游政府付费（污染者付费）。

但生态补偿模式的运作不是政府部门的独角戏，也需要企业和农户的参与（图 ５）。 首先是受政府规制的

污染企业面临着转型、减少污染物排放的问题，因为企业点源污染的集中度高，其治理相对容易。 其次是农户

的农业生产产生大量的面源污染，２０１７ 年的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数据显示，在主要的水污染物中，农
业源占化学需氧量（ＣＯＤ）、氨氮、总氮和总磷排放量的 ５０％、２０％、４３％和 ６２％。 分散的农业面源污染给生态

补偿机制的运行带来挑战，需要更多的探索。 总之，目前跨流域补偿不仅为其他流域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

供借鉴经验，也可以为其他领域（如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提供参考模式。

图 ５　 生态补偿模式所对应的生态服务和利益主体

Ｆｉｇ．５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

２．４　 生态修复及价值提升模式应用场景及其机制分析

以上生态保护和利用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形式［２５］，但我国仍有大面积的土地（例如废弃的工矿用

地）经过历史上的开发和利用处于生产能力低、生态功能弱的状态。 在这种现实情况下，生态修复及价值提

升模式有其特定的利用场景。 回归结果显示，当因变量是生态修复及价值提升模式时（列 ４，表 １），“废弃工

矿用地 ＴＦ⁃ＩＤＦ值”的系数显著为正，其他自然资本的系数均为负；也就是说随着词汇“废弃工矿用地”重要性

的增加，与其相关的生态修复及价值提升模式显性的可能性增加。
如图 ６所示，在实际运行中，由于废弃矿山等土地资源属于国有用地，前期投资量大，私人参与的积极性

不足，土地修复需要政府的投资。 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对放弃土地整体修复、前期开发

后，吸引企业等社会资本参与深度治理，发展旅游等产业，提升原废弃工矿用地的文化服务功能。 虽然政府直

接主导的生态修复及价值提升模式效率高、进展快，但也面临政府资金不足等问题，难以全面推动废弃工矿用

地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利用建设用地指标、产业开发规划、税收贴息等经济方式激励社会资本的参与，引导

市场投入，是生态修复及价值提升模式可能的发展方向。

３　 结论与讨论

３．１　 结论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是一个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过程，需要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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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生态修复及价值提升模式所对应的生态服务和利益主体

Ｆｉｇ．６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自然资源部先后推出三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提出“生态产业化经营、生态资源指标

及产权交易、生态补偿和生态修复及价值提升”四种主要模式。 及时总结这些实现模式的成功经验和应用场

景，有助于地方政府部门因地制宜地应用推广这些典型的价值实现模式。 本文利用文本词频数据，实证分析

了不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所对应的自然资本、生态服务和利益主体，主要研究结论如下（图 ７）。

图 ７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应用场景

Ｆｉｇ．７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ｖａｌｕ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

市场化的生态产业化经营模式比较适用于农地或其他产生可直接交易产品（或服务）的自然资本，价格

机制在生态产品或服务的交易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政府部门可通过技术支持、宣传培训、产品认证公共服务等

政策工具激励生产经营主体参与，达到保护农地自然资本、提升农地生态系统的供给服务功能。 政府和市场

结合的生态资源指标及产权交易模式比较适用于林地等产权集中、生态资源量便于核算的自然资本，政府部

门利用限额设定、创造产权交易市场等政策工具，协调森林等自然资本的严格保护和合理利用，提升其生态系

统调节服务功能。 目前政府主导的生态补偿模式主要应用于流域保护和治理，通过转移支付等政策工具建立

保护者受偿机制［２４］，以增进水域等自然资本的生态系统调节和供给服务功能。 另一种政府主导的生态修复

及价值提升模式，主要通过直接投资和市场激励等组合政策工具，对废弃工矿用地等待修复的自然资本开展

综合整治，打造旅游文化产业，提升其文化服务功能。
３．２　 讨论

探索可复制、可普及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是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研究的一个重点［２６］。 与其他研

究相比，本文更清晰的区分了各个价值实现模式所适用的自然资本，以及在不同模式中需要关注的群体和针

对的生态服务类型。 研究结果对于“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推进机制”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价值，相关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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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就可以根据土地利用类型和生态产品属性来选择借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
在具体实践中，针对特定情景和变化因素，上述生态产品价值模式的推广和应用需要因地制宜。 一方面，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改善，特定的自然资本也会衍生出其他新的生态产品或服务，需要组合利用上

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 例如，农业碳排放测算体系的开发和广泛应用［２７］，使得“农业碳汇”有望成为耕

地自然资本重要的调节服务功能，通过生态资源指标及产权交易或生态补偿模式，实现耕地的碳汇价值。 另

一方面，随着人们对生态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变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的应用范围更为广泛。 例如，乡村旅

游和文化服务的需求增加，使得生态修复及价值提升模式也能应用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和乡村旅游产品的开

发。 这就意味着相关部门在对自然资本及其蕴含的生态产品或服务的质量进行核算评价［２８］基础上，识别本

区域的生态比较优势，也就是具有比较优势的生态产品或服务。 建立更精确的资源保护利用机制，更好的判

别和灵活的运用政策工具，采取综合性、精准性的手段实现区域特色的生态产品价值。
另外，健全政策机制以协调不同利益主体的关系，尤其是保障小农户的生态收益，对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机制的持续运行至关重要。 目前的各个实现模式中小农户的参与仍然有限，更好的激发小农户参与仍是有待

探索的领域。 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实践中，可通过培训示范、政策支持等方式帮助小农户认识生态产品、生
产生态产品、获得生态收益。 培训示范方面，通过税收优惠或直接补贴激励相关企业开展生态产品种养示范，
“做给农户看、带着农民干”。 政策支持方面，通过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包括道路、网络和物流等），增进小农户

与外界市场的链接［２９］；通过建立小农户绿色金融支持体系，满足其必要的资金需求；通过建立公共保险服务

体系，帮助小农户分担生态产品生产和销售中遇到的风险；通过完善税收和再分配政策，制止生态产品开发经

营中的垄断现象［３０］，确保小农户得到应有增益。 总之，让小农户积极参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仅有助于农

民增收［３１］；也有助于建立牢固的基层生态保护体系。
最后，虽然本文利用实证方法试图总结可推广可借鉴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实践经验；但由于案例数量有

限的问题，研究结果还相对泛化。 结合实践中更多的典型案例，利用机器学习等大数据处理技术手段，更细化

的总结案例经验和实施问题，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未来的一个研究方向。 此外，利用实验方法或现实数

据进一步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助推方法或政策手段，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研究的重点。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 １ ］　 王金南， 王志凯， 刘桂环， 马国霞， 王夏晖， 赵云皓， 程亮， 文一惠， 於方， 杨武． 生态产品第四产业理论与发展框架研究． 中国环境管

理， ２０２１， １３（４）： ５⁃１３．

［ ２ ］ 　 詹琉璐， 杨建州． 生态产品价值及实现路径的经济学思考． 经济问题， ２０２２（７）： １９⁃２６．

［ ３ ］ 　 刘伯恩．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内涵、分类与制度框架． 环境保护， ２０２０， ４８（１３）： ４９⁃５２．

［ ４ ］ 　 王会， 姜雪梅， 陈建成， 宋维明． “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关系的经济理论解析． 中国农村经济， ２０１７（４）： ２⁃１２．

［ ５ ］ 　 谭荣． 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与治理机制创新． 中国土地， ２０２１（１）： ４⁃１１．

［ ６ ］ 　 石敏俊． 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路径与机制设计． 环境经济研究， ２０２１， ６（２）： １⁃６．

［ ７ ］ 　 高晓龙， 林亦晴， 徐卫华， 欧阳志云．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研究进展． 生态学报， ２０２０． ４０（０１）： ２４⁃３３．

［ ８ ］ 　 谢花林， 陈倩茹．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内涵、目标与模式． 经济地理， ２０２２， ４２（９）： １４７⁃１５４．

［ ９ ］ 　 赵晓迪， 赵一如， 窦亚权．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国内实践． 世界林业研究， ２０２２， ３５（３）： １２４⁃１２９．

［１０］ 　 张林波， 虞慧怡， 郝超志， 王昊． 国内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实践模式与路径． 环境科学研究， ２０２１， ３４（６）： １４０７⁃１４１６．

［１１］ 　 林亦晴， 徐卫华， 李璞， 王效科， 欧阳志云．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率评价方法———以丽水市为例． 生态学报， ２０２３， ４３（１）： １８９⁃１９７．

［１２］ 　 Ｌｕｄｗｉｇ Ｄ， Ｍａｎｇｅｌ Ｍ， Ｈａｄｄａｄ Ｂ．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０１， ３２： ４８１⁃５１７．

［１３］ 　 Ｂａｒｂｉｅｒ Ｅ Ｂ．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Ｏｘｆｏｒｄ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１９， ３５（１）： １４⁃３６．

［１４］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中国森林资源报告（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２０１９．

［１５］ 　 高晓龙， 张英魁， 马东春， 徐卫华， 郑华， 欧阳志云．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关键问题解决路径． 生态学报， ２０２２， ４２（２０）： ８１８４⁃８１９２．

［１６］ 　 熊曦， 刘欣婷， 段佳龙， 刘华欣， 张伏中， 张学文， 曲耀荣． 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政策的配置与优化研究———基于政策文本分析的视

角． 生态学报， ２０２３， ４３（１７）： ７０１２⁃７０２２．

［１７］ 　 祝永志， 荆静． 基于 Ｐｙｔｈｏｎ语言的中文分词技术的研究． 通信技术， ２０１９， ５２（７）： １６１２⁃１６１９．

５３８２　 ７期 　 　 　 李冬青　 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应用场景及其运行机制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１８］　 唐明， 朱磊， 邹显春． 基于 Ｗｏｒｄ２Ｖｅｃ的一种文档向量表示． 计算机科学， ２０１６， ４３（６）： ２１４⁃２１７， ２６９．

［１９］ 　 陈强． 机器学习及 Ｐｙｔｈｏｎ应用．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２１．

［２０］ 　 杨超， 张露露， 程宝栋． 中国林业 ７０年变迁及其驱动机制研究———以木材生产为基本视角． 农业经济问题， ２０２０， ４１（６）： ３０⁃４２．

［２１］ 　 王跃．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促进乡村经济振兴———评《全国林下经济实践百例》． 林业经济， ２０２１， ４３（８）： ９７．

［２２］ 　 Ｃａｉ Ｈ Ｂ， Ｃｈｅｎ Ｙ Ｙ， Ｇｏｎｇ Ｑ． Ｐｏｌｌｕｔｉｎｇ ｔｈｙ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 Ｕｎ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ｍａｎｄａｔ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６， ７６： ８６⁃１０４．

［２３］ 　 沈满洪， 谢慧明． 跨界流域生态补偿的“新安江模式”及可持续制度安排．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２０２０， ３０（９）： １５６⁃１６３．

［２４］ 　 孙宏亮， 巨文慧， 杨文杰， 赵越． 中国跨省界流域生态补偿实践进展与思考． 中国环境管理， ２０２０， １２（４）： ８３⁃８８．

［２５］ 　 韩宇， 刘焱序， 刘鑫． 面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生态修复市场化投入研究进展． 生态学报， ２０２３， ４３（１）： １７６⁃１８８．

［２６］ 　 张二进． 回顾与展望：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研究综述． 中国国土资源经济， ２０２３， ３６（４）： ５１⁃５８， ８１．

［２７］ 　 张俊飚， 何可． “双碳”目标下的农业低碳发展研究：现状、误区与前瞻． 农业经济问题， ２０２２， ４３（９）： ３５⁃４６．

［２８］ 　 欧阳志云， 朱春全，杨广斌，徐卫华， 郑华， 张琰， 肖燚，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概念、核算方法与案例研究． 生态学报， ２０１３． ３３（２１）：

６７４７⁃６７６１．

［２９］ 　 ＭｃＶｉｔｔｉｅ Ａ， Ｃｏｌｅ Ｌ， Ｗｒｅｆｏｒｄ Ａ， Ｓｇｏｂｂｉ Ａ， Ｙｏｒｄｉ Ｂ．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ｂａｓｅ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ｉｓｋ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ｂａｓｅｄ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ｉｓｋ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２０１８， ３２： ４２⁃５４．

［３０］ 　 ＭａｃＱｕｅｅｎ 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ｓｍａｌｌ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ｏｒ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ｂｅｓ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ＩＥＤ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Ｎｏ．２３．

ＩＩＥＤ， ２００８．

［３１］ 　 黄祖辉， 姜霞． 以“两山”重要思想引领丘陵山区减贫与发展． 农业经济问题， ２０１７， ３８（８）： ４⁃１０， １１０．

６３８２ 　 生　 态　 学　 报　 　 　 ４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