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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构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季燕霞 侯小凤 

南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探索推广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选择具备条件的地区开展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机制试点，探索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出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机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的实践抓手和物质载体。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作为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是新发展阶段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指导，对促进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强调我国决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而应履行好保护生态环境的责

任和使命，努力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取得了显著成效，极大地增进了广大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从发展的现实意义上说，生态环境保护不仅在于纠正以往经济发展中产生的各类环境污染、环

境损害问题，更在于探求绿色发展的新路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这一转化的关键。 

生态产品价值是区域生态系统为人类生产生活所提供的最终产品与服务价值的总和，主要包括生态物质产品供给、生态调

节服务、生态文化服务等。近年来，一些省市率先利用本地区打造的生态优势，在旅游、地方名特产品营销、人才引进等方面

取得了显著发展优势，值得借鉴。但应当看到，在跨省市更为广大的范围内，如何有效实现生态产品价值仍面临诸多现实难题。

例如，跨流域水污染治理、扬尘控制以及绿化景观建设等服务具有不可分割性，难以定价和市场交易；既往的巨大环保投入如

何以合理的方式获得回报；跨省市之间的生态产品供给如何补偿；等等。 

作为一种正外部性经济，生态产品价值往往不能通过市场交易直接体现，其中一些能在市场显现的生态产品价值一般都是

消费性的，具有直接使用价值，意味着生态产品或生态系统服务改善了消费者的福利，效用较高，人们愿意为生态产品带来的

福利改善支付相应的价格。对于这部分生态产品和服务可以通过适度提价直接拉动或其他途径的间接拉动来实现其价值。而对

那些难以得到市场识别和认可的生态产品和服务，则需要通过一定的机制设计，使其价值能得到合理显现。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仅能体现环境资源的有偿使用，还能使生态产品创造更多经济价值。近年来，江苏坚决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2020 年，空气优良天数比率达 81.0%，长江、淮河等重点流域水质明显改善，13 个设区

市及太湖流域县（市）建成区基本消除黑臭水体。在节能减排方面也取得显著成效，不仅已有污染企业得到整治，高耗能行业

的投资也逐年下降。全省建成国家生态园林城市 9 个，国家生态工业园区 22 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 16 个。各设区市

城市绿化覆盖率达 40%以上，城市（县城）公园免费开放率达 94%以上，这些生态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有效地铸就了江苏“绿水青

山”的生态优势。如何巩固已有的优势，促进生态产品价值更多、更好地实现，使之转化为“金山银山”的经济优势，这是新

发展阶段我们需要积极谋划的重要课题。 

完善生态补偿制度，处理好地区之间的环保投入与价值回报的关系。生态补偿是公共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方式，是有

效调节生态保护者和受益者之间利益关系的重要制度安排。目前，我省生态补偿方式以纵向转移支付为主，在地区间的横向补

偿实践还不多。需要继续加强统筹协调，发挥好财政专项资金对公共服务的调节功能，增加生态治理成效显著地区的财政补助



 

 2 

和奖励。同时，针对实际问题，按照“谁使用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原则，加快形成“纵向为主、横向为辅、纵横联动”的

生态补偿转移支付政策和制度体系。 

培育和壮大绿色新兴产业，发挥好绿色产业之间的联动效应。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思路，挖掘绿色产业的发展潜力，

发挥绿色产业之间的联动效应，谋求“1+1>2”的生态产品价值增值模式。实施绿色循环新兴产业培育工程，壮大节能环保、生

物技术和新医药、新能源汽车等绿色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围绕高效光伏制造、海上风能、生物能源、智能电网、智能汽车等

重点领域，培育一批引领绿色产业发展的新能源装备制造领军企业，提高绿色产业的价值增值能力。加快发展生态旅游文化产

业，积极创建国家级生态旅游示范区，打响“水韵江苏”品牌，大力促进大健康产业的发展，建设集健康保健、休闲养生、康

复养老、旅游度假于一体的康养综合体，拉长生态产品的价值链。 

扩大绿色产品有效供给，增强绿色产品的营销能力。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优质生态产品备受青睐。扩大生态产品、

绿色产品的有效供给，打造一批具有鲜明特色的绿色产品生产企业集聚区，支持符合条件的地区创建国家绿色产品认证试点城

市。加快建立统一的绿色产品标准、认证、标识体系，实行绿色产品领跑者计划，鼓励企业开展绿色设计、绿色改造、绿色采

购，大力支持企业生产环保、节能节水、循环低碳、再生有机等绿色产品。培育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特色优质农产品品牌，

推动绿色有机农产品的生产。加强质量和品牌监管，健全品牌培育、评价、宣传、营销及保护机制，培养一批市场信誉度高、

国内外影响力大的具有显著特色的生态精品品牌。 

优化生态环境公共服务，构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社会支持体系。生态环境公共服务不仅是各级政府的责任，也是社会的

责任。要切合地方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的实际需要，鼓励商业性银行开发绿色金融产品，完善环保项目贷款风险分担机制以及

绿色信贷风险监测评估机制，扩大政策性银行的绿色信贷。引导各类社会资本参与环境综合整治、污染场地修复、生态保护修

复项目，探索公益性生态项目盈利模式。开展全民生态教育，通过新闻媒体和互联网等渠道，加大对生态产品、绿色技术的宣

传力度，构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社会支持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