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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时代湖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

发展生态经济的内生动力

——以生态产品商品化为视角
1

谢 辉，秦武峰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0）

【摘要】：湖北省的重点生态功能区环境条件优越、自然资源丰富、人文积淀深厚，发展生态经济得天独厚，应

进一步在发展生态经济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在生态产品商品化下功夫，以此激发发展生态经济的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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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 言

早在 2005年，习近平就指出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优势，那么绿水青山也就变

成了金山银山。中共十九大提出，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

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湖北省具有良好的生态基础，湖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在发展生态经济提供生产产品方面创造了很多好的典型。比如“茶林

相间、路渠配套、节水灌溉、生态高效”的生态茶园种植模式；林菌、林药、林禽、林畜、林粮一体的林下经济发展道路等等，

为生态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但对于生态经济（ECO）的致富效应，却反映出发展生态经济的内生动力不足，有必要在实践上推

动体制机制创新，努力提升发展生态经济的内生动力。

2、发展生态经济内生动力不足原因

在《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将湖北的峡库区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大别山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秦巴生物多样性生态

功能区、武陵山区生物多样性与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列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2016 年 9月，又新增通城县、通山县纳入国家

重点生态功能区，湖北省主要的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就分布在这里，发展生态经济脱贫致富是一条可行路径，然而，现实情况是

生态经济的致富效应还没有充分显现，出现这样的情况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主要原因是认识上存在着较大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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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没有理清政府、社会与经营者的责任边界

在生态环境可承受的基础之上，在保证自然再生产的前提下扩大经济的再生产，实现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两者双赢。生态

经济具有时间性、空间性和效率性等三个基本特征，所谓时间性，应是一种代际公平，即当代人的发展不能以牺牲下一代人的

发展为代价，应该为子孙后代留下发展机会。所谓空间性。一个地区的资源开发或发展不应损害其他地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

所谓效率性，即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道路，主要以以技术进步为支撑。从以上的分析来看，生态经济的一些主要特征更

多的体现为一些社会责任，这些是政府职责范围内的事情，生态经济经营者与政府、社会三方在责任上不明确，从经济学的角

度来看，必然会导致内生动力的缺失。

2.2生态效益带来的财富效应长期被忽视

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具有直接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其直接经济价值只占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很小的一个

部分，这是生态经济三种效益的基础和前提。湖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承担着生态安全保障的重要职责，在水源涵养、土壤保持、

生物多样性保护、改善生态环境、维持生态平衡和保障区域生态安全等方面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例如，神农架拥有全球中

纬度唯一保存完好的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具有巨大的生态价值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见表 1）。首先，从政府层面来讲，虽然

采取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进行了生态补偿，但由于这种补偿没有从计量上与生态效益严格挂钩，更多的体现出福利救济性质，

表达的是一种对后发地区的扶贫或扶持，注重的是补偿的公平性，对生态补偿所产生的生态效果不够重视，因而造成了生态效

益与经济效益的分离。第二，从生态功能区人们的角度来看，他们所接收的同样是扶贫或扶持的信息，没有把生态补偿理解为

生态经济的生态效益所带来的财富效应。第三，从生态经济的经营者角度看，按照生态经济的要求而进行的技术改造、污染治

理等方面工作，使得生态经济的成本增加，利润减少，这直接影响了生态经济的致富效应显现和认可度。

表 1神农架林区森林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总价值表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因子 评估价值（108元） 所占比例

林副产品价值 0.13 0.01%

林木资源价值 20.18 1.51%

矿产资源价值 11.43 0.85%

涵养水源 10.68 0.80%

减少土壤废弃 0.04

保持土壤类 减少养分流失 730.55 54.77%

降低有机质流失 1.86

净化空气 吸收 SO2 0.2 0.60%

滞尘 7.76

固碳 441.07

固碳释氧 释氧 109.82 41.19%

旅游休闲价值 1.78 0.13%

生物多样性保护 1.8 0.13%

合计 1337.3 100%

3、生态经济新的内生动力源：生态广品向品化

3.1生态产品具有商品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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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辨析商品性质时使用了三对矛盾，即我们熟知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

马克思指出，物品的使用价值主要有三个方面，分别为满足物质生活需要、物质生产需要、精神生活需要，分别对应的是生活

资料类、生产资料类和文化类生活资料。根据马克思的定义，空气、阳光等不属于商品，即使他们有使用价值，但他们不是劳

动产品，因而不是商品，即马克思是从生产的角度进行的价

值分析，时至今天，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已有天壤之别。在内涵方面，生态产品有两类，一类是纯自然要素的产品，如空

气、阳光等，一类是人工自然要素的产品。同样，从需求方面分析，生态产品可以从生产角度定义，也可以而且更应该从需求

角度定义，当前人类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生态问题，比如，土地荒漠化、环境污染、物种灭绝、气候变暖、水源枯竭、森林减少、

植被破坏等，都导致了生态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商品是具有使用价值的劳动产品，生态产品具有广义价值，比如植树造林可以

减少水土流失，提供清洁水源，是一种对人类明显的环境价值。所以说，生态产品具有商品的基本特征。

3.2政府应发挥积极的主导作用

森林具有涵养水源、降低噪声、调节气候、保持水土、保护农田等作用，从对森林生态产品消费的角度来看，森林生态产

品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具有地域性。湖北省神农架林区的森林覆盖率达到 91.1%，保护区内甚至超过 96%，成片的原始森林

产生的碳汇，其发挥作用的范围总体上是有限的，即便如此，任何一个区域范围内的森林生态产品所产生的效益都会或多或少

外溢到其他区域。二是难以计量和分割。森林产品提供的新鲜空气，其消费都是自由公开的，不可能像物质产品那样分配或计

量。三是无形化。清洁的水源只有依附于水土保持或水源不被污染。四是公共性。是生态产品一般具有使用上的非竞争性和受

益上的非排他性。基于以上特性，由于向公民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属于政府职责的范围，所以，生态产品的购买者主要应当是

政府，政府在推动生态产品商品化过程中应当发挥积极主导作用。

3.3生态产品的商品化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推进生态产品商品化，生态功能区人们不仅可以从出售有形生态产品中获得经济效益，而且还可以出售无形生态产品如清

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适宜的气候等，并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生态功能区人们能够把生态系统涵养水源、水土保持、

固碳释氧、改善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的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生态功能区发展生态经济就会有强大的内生动力。

4、推动生态产品商品化的途径

4.1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在实施生态补偿中，要核算重点生态功能区人们的生态贡献，开展生态资产评估，明确重点领域生态补偿，进行生态补偿

政策设计，并以此作为生态功能区外部经济补偿、财政转移支付、市场等价购买的依据。当然，生态补偿的定量分析难度较大，

但目前各界已达成共识的绿色 GDP 核算指标值得借鉴。在试点的基础上，按照财政部出台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

法》，通过逐步明显提高转移支付补助系数等方式加大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生态功能区就可大力发展以

这几个指标为基础的生态经济。这样，上级政府通过垂直财政转移支付或平级政府通过横向转移支付所给予重点生态功能区的

生态补偿，就直接与生态功能区生态产品直接挂钩。从实施情况来看，要积极探索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基础上建立多元的筹

资机制，建立对生计的替代的支持，将居民的收入与省级指标纳入激励机制。

4.2建立区域性碳交易平台

碳交易是指合同的一方通过支付另一方获得温室气体减排额，买方可以将购得的减排额用于减缓温室效应从而实现其减排

的目标。2011 年以来，我国陆续在北京、上海、湖北等省市开展碳交易试点工作，碳交易实施的制度经验可以借用到生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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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化。我们可以尝试在发达地区和生态功能区之间，实行发达地区出钱向生态功能区购买碳汇指标。将森林碳沉降所形成的

碳排放权从无形产品中分离出来，通过排放权的资产化过程，使其有形化、市场化，从而进入有形市场进行交换实现其价值，

这样也就实现了生态公共产品商品化。当然，“模拟碳交易”需要良好的数据基础、复杂的制度设计、严格的法律保障，鉴于

建设全国性的碳交易市场会产生试错风险非常高的问题，完全可以总结我国的试点经验、借鉴欧盟、美国碳汇交易的机制和政

策，因地制宜地各自独立建设区域性碳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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