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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城乡自然资本增值研究 

——以重庆市江北区为例 

莫燕 屈二千
1
 

【摘 要】：在对自然资本内涵和增值方式梳理基础上，总结近年来江北区在城乡自然资本增值过程中的系列做

法和存在的问题，并从制度供给、规划体系建设、生态保护修复、节约集约与高效利用、国土绿化行动、基础设施

建设等方面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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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本是影响人类生产和生活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自然资源被掠夺式开发，利用效率低下，引发了一系列的生态环

境问题，给人类可持续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是人类对自然资源价值认识存在一定的偏差。因此，充分发挥城乡

自然资本的“生态”和“经济”属性，加快城乡自然资本增值，既有利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也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本研

究通过对江北区近年城乡自然资本增值实践的总结分析，探讨该区城乡自然资本增值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 

1 内涵和增值方式 

1.1内涵 

自然资本实质上是对经济学中“资本”含义的拓展，是经济学和生态学思想的整合。1990 年，英国学者皮尔斯和特纳在著

作《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中首次提出了“自然资本”这一概念。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自然资本是在一定的时空下，由生

态系统提供的自然资源（如水、森林等）和生态服务（如水循环等）的总称。 

1.2自然资本增值的方式 

目前国内外主要通过加强自然资本保护与修复，科学的规划编制和实施，集约化发展和利用，推行自然资本市场机制，完

善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技术进步提高自然资源利用效率和水平，创建示范品牌等方式，促进城乡自

然资本增值。而自然资本的增值方式，具体到某种自然资源，可能是多元、复合的，包含经济的、社会的和生态的增值，既要

考虑数量的增加，也要考虑质量、效率的提升，其最终价值体现可能是多种方式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关注自然资本增值的同时，

也要注意自然资本贬值的情况，如资源低效或闲置利用、生态环境破坏、生态功能退化等，都会导致资源价值降低。浙江湖州、

衢州，深圳盐田，武汉江夏等地，探索建立生态环境资产（GEP）核算方法、发布城市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体系等，其核心理

念就是科学测算自然资本的增值变化情况，防止自然资本贬值。 

2 研究区城乡自然资本增值利用概况 

2.1江北区自然资本增值的主要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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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江北区重点围绕城市和乡村两大基本面，实施城市品质提升工程和乡村振兴战略，开展了一系列城乡自然资本增

值利用的实践。一是开展自然资源清查统计与确权登记，夯实产权基础；二是通过“多规合一”规划体系，优化空间布局；三

是推进城乡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挖掘增值潜力；四是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投入，提升增值潜力；五是打造多业态产业模式，畅通

利用途径；六是注重生态保护与修复，助力保护性增值。 

2.2江北区自然资本利用存在的问题 

2.2.1增值利用意识不到位。 

目前仍存在诸多注重利用不注重保护、注重经济效益不重视生态效益的做法。垃圾前端分类未落实、农村厕所革命选址规

划不合理、破坏山脊线河湖岸线等情况时有发生，且自然资源利用政策的协同实施层面，尚未将城乡自然资源与资本市场、乡

村振兴、产业发展等联系起来做深度谋划，没有形成多渠道增值变现路径。 

2.2.2规划编制对自然资本增值引导不足。 

当前规划工作较多关注城镇土地资本的用途管制和增值利用，对与城市具有共生关系的山水林田湖草等生命共同体关注不

够，大量的城乡自然资源缺乏应有的规划引导，导致其资本价值被低估。加之受当前政绩考核和招商引资形势影响，政府普遍

存在重招商、轻规划现象，难以实现规划引导自然资本增值的最大化。 

2.2.3资产增值利用覆盖面不足。 

目前自然资源价值核算、利用权限边界和交易机制建设滞后，城乡自然资源核算体系不完善，自然资本交易缺乏相应的价

值参考；农村自然资源由于产权薄弱、权能受限等问题，资产增值缓慢；“三权分置”改革中，自然资源不动产统一登记尚未

同步跟进。 

2.2.4城乡自然资源利用供给引导短板明显。 

当前，江北区建成区几乎进入存量用地改造的城市更新阶段，城市建设用地层面更多的是对边角地、口袋地、无主地的改

造利用，以及对绿化空间改造提升、城市眺望空间与天际线整饬、风貌区整治修缮、桥城景融合提升等城市形态的打造。农村

层面，尤其是东部区域的铁山坪镇街等的自然资源利用层面，其特色的自然资源优势、生态要素利用率较低，未切实将其转化

为经营性的资源产品。 

2.2.5交通基础设施对自然资本增值支撑不足。 

部分镇街乡镇道路、管网等基础设施仍较薄弱，特别是铁山坪等原生态资源本底丰富的区域更为突出，自然资源可达性不

高，大量好山好水、自然风光依旧知名度不够，阻碍了自然资本的增值步伐。 

3 江北区城乡自然资本增值利用的建议 

3.1加大制度供给，实现制度改革型增值 

明确的产权制度能使人们在自然资源资本化运营过程中认识到自然资源的价值，这就需要对自然资源进行产权界定，使其

转化为自然资产。因此，建议健全实物量统计和价值量核算的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和评估工作，完善市场化交易运行机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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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生态保护与修复相衔接的政府绩效考核制度，健全自然资源监管体系。 

3.2加快编制以国土空间规划为主的规划体系，实现规划引领型增值 

以国土空间规划为总抓手，开展面向全域、全要素的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国土空间格局，统筹和平衡全民所有自然

资源资产保护使用规划、重点生态保护区专项规划、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等各相关专项领域的空间需求，做好城乡自然资本

的战略布局，促进“三生”（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和谐发展。积极探索编制历史文物与特色街区专项保护规划，提升历史

文物资源价值。同时细化编制铜锣山、明月山等全民所有自然资源保护使用规划，规划提升河道岸线与滨江资源。 

3.3注重生态保护修复，实现资源保护型增值 

一是坚持城乡自然资源“生命共同体”系统性修复理念。以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为指引，将区域内的山水林田湖草作为

一个生命共同体统一保护、统一修复，构建起山上林间、山下田间的立体化生态价值转移补偿。二是推进废弃采矿用地复垦利

用，通过入市、盘活利用等方式，联动周边土地、水域、森林、山石等自然资源价值，鼓励其进行多元复合利用，打造出集农

耕种植、文化体验和休闲避暑于一体的新型用地业态模式，将符合复垦条件的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经生态修复后形成的减少建设

用地指标进行“指标”交易。三是统筹抓好“建”“治”“管”“改”等各项措施，严守三条红线（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

农田和城镇开发边界），加强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统筹管护，实现绿色资产保值增值。 

3.4注重节约集约与高效利用，实现挖潜式增值 

一是采取差别化管理、创新性利用的综合用地方式，提升城乡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率。通过保障“高效产业用地、盘活淘汰

产能用地、开发未利用地和开展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途径，差异化管理四类地，实现高质量用地。此外，创新“工

业用地供应方式、立体综合开发模式、城市更新方式、立体式城市交通建设”等四方式，实现高效率节地。对边角地、口袋地、

无主地的改造利用，可通过划拨方式或等面积置换方式与周边用地联合打造，配套建设城市应急救助、城市夜经济场所、社区

体育公园等。二是积极盘活利用农村建设用地，允许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将村庄土地整治等节约的建设用地和部分农用地，以入

股联营等方式，与社会资本共同参与乡村振兴项目，大力发展农村电子商务，打通农村自然资本数字化增值通道。切实发挥市

场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生态要素向生产要素、生态财富向物质财富转变。 

3.5实施国土绿化行动，为城乡自然资本复绿增值 

一是实施国土绿化行动，实施滨江水岸绿化提升工程，开展植树造林和森林经营，加快实施嘉陵江长江防护林、库周生态

林和退耕还林还草等重点工作，秀出美丽江北城区。二是根据居民住宅区域实际情况，结合闲置地块等的分布，打造适宜居民

使用的园林绿色公共空间。三是推进商圈、重要交通节点、人行天桥、隧道口等绿化美化工程，大力实施立体绿化，对坡地等

绿化“秃斑”进行“增绿”，加强沿江高架桥、立交桥、轨道桥墩等基础设施的绿化美化。 

3.6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区位提升型增值 

统筹考虑实现自然资本增值的可达性、便利性、及时性，打通山体、水体、植被、岸线等景观资源增值利用的“最后一公

里”，努力通过区域优势整体提升来带动城乡自然资本增值。一是提升轨交道路、水上交通、滨江步道路网通达度和道路密集

度，构建休闲娱乐、观光旅游的闭环线，为消费者创造“隔日”消费、“留夜”消费创造机会。二是完善交通配套服务，进一

步完善轨道、公交、码头、山城步道等交通设施的接驳换乘体系，进一步疏通城市道路体系的“骨干”和“毛细”血管，让城

市生活更美好。三是深入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推进水电气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启动乡村公路改造，提升通畅能力，加

快形成从城市到乡村、从市场到田头畅通便捷的交通网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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