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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志

财政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北京  100820

摘要   生态价值理论，即充分体现与增加生态价值是破解我国发展与资源环境约束的重要途

径。生态价值大体可归纳体现在矿产资源生态要素、清洁空气水土等环境要素以及生态系

统 3 个方面，但目前分别面临产权界定不清、交易计价模式不完善、生态修复动力不足等问

题。文章提出牢固树立生态价值理念，根据生态环境资源类型，遵循“界定产权、科学计

价、更好地实现与增加生态价值”的总体思路，通过完善矿产资源权能结构、健全生态价值

市场体系、实行生态修复等有针对性的措施，最大程度地实现生态价值，促进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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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生态价值理念扭曲甚至缺失，“资源无价，可无偿使用”“资源无主，

可谁采谁用”等观念盛行，消费使用环境资源的私人边际收益与社会边际收益、私人边际

成本与社会边际成本严重背离，导致生态环境恶化，衍生出“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

式。本文以生态价值为主线，阐述了生态价值的概念及研究现状，分析了在我国实现生态

价值的重要意义、面临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我国生态价值实现的机制、路径

以及未来研究和实践展望。

1 概念界定与研究现状

国内外生态价值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历程表明，生态是有价值的。古典经济学时期，

亚当 . 斯密、马歇尔等从自由市场的稀缺层面研究了经济与自然资源的关系，认为可通过价

格的形式体现稀缺资源的价值[1]，这一与稀缺性相对应的价值本质上表现为一种机会成本，

侧重于环境资源的经济价值。但在经历了工业文明时期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后，生态价

值的内涵和外延得到进一步拓展[2-4]，生态经济学、环境伦理学、人类可持续发展等研究将

生态价值概念从传统的经济价值进一步上升为哲学意义上的价值。钱俊生、彭定友认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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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价值是人类社会多样性价值体系中的一根极其重要的

价值标杆，它是自然物质具有的满足社会和人的需要的

能力[5]。程宝良、高丽认为生态价值的实质是满足人类社

会系统对自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客观需要的主观价值反

映，反映了人类社会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两个整体之间

的关系[6]。胡安水进行了进一步细化研究，认为生态价值

是指生命现象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依赖和满足需要的关

系，具体分为环境的生态价值、生命体的生态价值、生

态要素的生态价值、生态系统的生态价值 4 类。围绕自然

环境发生的价值现象，由生态和价值 2 个概念构成，生态

即生物及其环境之间的关系的整体或模式；价值包括 2 个

方面，一是生态系统及其要素作为环境对人和其他生命现

象的生态价值，包括自在价值、使用价值和审美价值；二

是人和其他生命对自然环境的生态价值，人类的生态价值

可以通过停止破坏环境、改善被破坏的生态系统、恢复系

统的生态功能及维护未被破坏部分的平衡等来体现[7]。卢

彪综合有关研究认为，生态价值是指生态系统存在的自身

价值及服务价值，从自身价值来看，主要包括 3 个方面：

（1）创生价值，即马克思强调的自然生产力，如气候、

水分、土壤、森林、矿藏等；（2）平衡价值，生态系统

是一个动态平衡系统，生态系统一旦遭到严重破坏，人类

就无法生存和发展；（3）自净价值，生态系统具有自我

组织性和自我调节的功能，对生态系统的持续存在和发展

至关重要。从服务价值来看，主要体现为物质循环和能量

流动，生态系统提供的食物和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

基础。他同时指出，生态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初级阶

段，生态建设更有效的途径是生态修复和生态创建[8]。

当前，生态价值仍是价值哲学的前沿研究领域，

生态价值的概念仍在探索和发展中，归纳起来，生态价

值即生态系统的总体性价值，是包括经济价值与环境价

值的有机整体。具体而言，既包括良好的生态产品的价

值，如空气、水土资源的清洁度所体现的生态价值，也

包括矿产资源所承载的生态价值，生态系统完整性所蕴

含的生态价值，还包括人类通过减少污染、修复生态等

行为而获得的价值。

生态不仅有价，而且价值能够测度与计量。20 世

纪30 年代，荷兰经济学家 Jan Tinbergen 提出了影子价

格法，运用数学线性规划来确定自然资源的最优配置价

格，即投入品的机会成本。Costanza 提出了生态服务定

价模型，并计算出全球自然资本价值总量超过国民经济

总量[9]。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探索建立自然

资源核算账户，1981 年挪威首次公布了自然资源核算数

据，并在 1987 年出版了自然资源核算报告，对 1978—

1986 年间的能源、鱼类、土地利用、森林和矿产资源进

行了核算。1997 年，联合国统计局将环境资源纳入国民

经济核算体系，形成环境经济账户（SEEA），随后，

多个国家相继建立了本国的经济和生态核算体系。20 世

纪90 年代以来，我国也不断探索自然资源价值核算的理

论和实践。1988 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开展了“自然

资源核算基期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研究。2004—

2006 年，国家环保部门和世界银行实施了“建立中国

绿色国民核算体系研究”的项目，并公布了部分核算结

果。谢高地提出了基于专家知识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化

方法，即通过对具有生态学背景的专业人员进行问卷调

查，得出森林、草地、农田、湿地、河流等生态系统价

值评估单价体系[10]。中国森林资源核算研究项目组对我

国森林资源资产进行了量化，研究表明，我国森林生态

系统每年提供的生态服务总价值 12.7 万亿元，相当于

2013 年全国 GDP 的 22%[11]。

2  实现生态价值的重要意义

当前，我国仍面临较为突出的环境问题，大气、水

土等污染较为严重，但同时，我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部分生态脆弱、欠发达

地区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诉求和压力长期存在。生态价

值理念及实践从根本上突破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之间的

对立，使环境保护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经济

发展成为环境保护的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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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实现生态价值能够构建新的经济增长点，是破解经

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的关键突破口

长期以来，由于生态价值理念缺失，保护生态难以

获得相应的价值激励，地方政府及市场主体将其作为负

担，政府环保投入少，且疏于监管，企业倾向于规避检

查、怠于利用科技手段减轻环境污染，造成资源浪费和

环境破坏严重。党的“十八大”报告把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明确提出生态价值概念，

要求“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建立反映市场

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

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生态有价，而且保护

生态能够实现价值，这一理念的转变，不仅使保护生态

环境不再是政府和市场主体的负担，而且成为经济发展

新的增长点，成为创造和获取价值的一种新路径，有效

破解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如生态旅游已

成为我国部分地区重要的经济与财政支柱。从国际上

看，据世界银行统计，2005—2010 年，全球碳市场价值

从 110 亿美元上升到 1 420 亿美元；据美国环保署统计，

排污权交易机制使工业部门在控制大气污染方面节省削

减费用 10 亿美元[12]。

2.2 实现生态价值是治理环境污染、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有效途径

近年来，我国立足生态文明建设，以改善环境质

量为核心，着力解决大气、水、土壤污染等突出环境问

题，取得了积极进展，但环境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可持

续发展仍面临较大、较多的威胁。2015 年《中国环境公

报》显示，全国 338 个地级以上城市中，空气质量超标

的城市数量达到 265 个，占比 78.4%；5 118 个地下水水

质监测点中，水质为较差级和极差级的监测点比例分别

为 42.5%、18.8%。此外，70% 以上的江河湖泊受到不同

程度的污染，土壤主要污染物点位超标率达到16.1%[13]。

面对严峻的环境形势，立足于实现生态价值有利于开拓

新的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路径，从国际经验看，这是根

治环境污染痼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例如，

针对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美国建立排污权交易机制以

促使企业为实现生态价值而努力，使污染环境的成本内

部化，提出在控制总量不超标的前提下，工厂可灵活治

理污染，并可将经核准“富裕”的排污削减量以信用卡

形式储存在环保署认可的银行账户中，在以后使用或用

于交易转让。据美国环保署统计，排污权交易机制不仅

限制了企业随意排污的倾向，还激励企业积极采取措施

减少污染排放。针对河流污染问题，美国最早于 1993 年

在卡茨基尔（Catskill）流域建立开展了流域上下游横向

生态补偿机制，纽约市出于保证饮用水质量与上游地区

谈判并建立补偿机制，由上游实施污染治理，纽约市承

担一部分成本，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2.3 实现生态价值是发展绿色经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的价值导向

环境问题本质上也是发展问题，立足于实现生态价

值能够有效倒逼和激励经济结构调整。

（1）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建立资源节约型、环

境友好型产业新体系。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随着全

球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等生态环境问题被提上重要

议程，国内外都在积极寻求新的经济结构安排，清洁能

源、节能减排等技术革命兴起，我国将生态修复、环境

保护等实现生态价值的做法纳入地方政绩考核体系，高

耗能、高排放、高污染等落后的生产力受到抑制，清洁

发展、节约发展、安全发展等先进生产要素受到激励。

在这一政策导向下，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明显加

快，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逐渐兴起。

（2）有利于缩小区域结构差距，建立东中西部协调

发展格局。改革开放 30多年来，我国发展速度快、已跃

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区域发展不平衡，东西部之间

人均 GDP、人均财政收入都存在明显的差距。西部地区

生态资源丰富，据刘春腊、刘卫东等人测算，内蒙古、西

藏、新疆等中西部省（区）的生态价值当量位居全国前

列，而天津、上海、北京等相对较小，这就意味着，实现

生态价值将有助于缩小东中西部省份之间的差距[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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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国生态价值实现中存在的问题

从国内外理论研究与政策实践看，实现生态价值一

般有 3 个维度。在矿产资源方面，多国法律制度规定了自

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制度，我国在矿产资源价值补偿方面也

出台了一系列指导原则。在清洁的空气、水土资源方面，

建立了排污权、碳交易等市场机制，我国从2007年开始在

浙江、江苏等省份启动了排污权交易试点，目前已有12个

试点省份。从 2011 年开始在北京、广东、上海等 7 个省

市启动了碳排放交易试点。在生态系统方面，探索出区域

间横向生态补偿机制，致力于生态系统修复，“十一五”

以来，我国已有 20 余个省份相继出台了区域间生态价值

补偿政策措施，探索了多种不同形式的补偿模式。

但总体上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上述 3 个

维度的生态价值都未能得到较好体现，尚未从根本上形

成激励地方和市场主体自主保护生态环境的内生机制，

实现生态价值还面临产权界定不清、交易计价模式不完

善、生态修复动力不足等多方面问题。

3.1 矿产资源生态价值实现面临的问题

（1）所有者不到位，权能结构不完整。现行自然资

源国家所有权制度在所有权体系结构中的价值选择和前

提假设上，秉承了传统所有权的私权性质，即保证所有

者享有排他的支配、使用、收益和处分等权利。而实质

上，自然资源同时具有经济功能和生态功能，具有天然

的公益性特征，使得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客观上具有私

权和公权的二重性，尤其需要注重其所蕴含的管理规划

等职能，这与现行私权特征的权能结构不一致。

（2）重经济价值轻生态价值。在现行法律制度框架

下，矿产资源名义上属于国家所有，但实际上，由于治

权和事权的纵向分配，使得各级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

成为矿产资源的实际享有者和受益者甚至决定者，部门

利益和地方利益更多注重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忽略了

矿产资源的生态价值，在地方追求当期经济利益最大化

的目标导向下，矿产资源的总体价值未能充分体现，尤

其是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所承载的生态保障及可持续发

展等生态价值未能得到足够考量，造成经济开发有余、

生态保护严重不足。

3.2 清洁的空气、水土等生态价值实现面临的问题

（1）赋予公众的享有清洁空气权等基本权利保护不

到位。R. H. Coase、董金明、刘超等人研究表明，产权

界定不清，既难以实现环境资源的优化配置，也无法形

成保护生态环境的内生动力和激励机制[15-17]。我国《宪

法》第二十六条明确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

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这就意味着，

《宪法》赋予了公众环境保护权、享受清洁空气权等基

本权利，即在进行经济社会活动中，所发生的空气、水

土污染等不能超出居民生活承受能力。但在实际操作过

程中，一些恶性污染事件和行为频发，甚至长期进行污

染，公众的环境基本权利未得到充分保障，亟需进一步

细化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2）排污、排放总量控制不严格，通过市场机制实

现生态价值的作用受限。由于未以充分保障公众清洁空

气权利等为前提，在开展碳交易、排污权交易过程中，

各地在排污和排放总量方面控制不严格，企业从一级市

场无偿获得排污权配额较为容易，从二级市场购买的必

要性和积极性降低，且多种行政控制污染手段交叉使

用，在很大程度上挤压了排污权的市场空间。

（3）碳交易、排污权交易等市场割裂，交易资源难

以优化配置。各地交易市场基于本地具体情况制定相关政

策，地区之间交易政策、衡量标准、监督主体等方面差异

大，交易成本高，阻碍了交易资源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

置。此外，有效的环境监测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清洁的空

气、水土等生态价值的重要前提，而目前监测环节还需要

进一步加强，而且市场交易机制的奖惩机制在实际执行中

的弹性空间较大，损害了市场主体参与交易的积极性。

3.3 生态系统生态价值实现面临的问题

（1）生态系统作为公共资源，没有明确的产权界

定和责任界定。长期以来，河流等生态系统是天然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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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资源，由于具有弥散性、流动性，跨区域特征明显，

无法清晰界定产权，且现行环境管理体制主要是属地监

管，不少流域上下游沟通不畅，工作效率不高，严重制

约了实施生态修复等治理效果。

（2）对生态系统整体的价值认识不够。姜春云

指出，对整个生物圈来说，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价值

每年在 16—54 万亿美元，平均为 33 万亿美元，相当

于 1999 年全世界 GDP（约 28 万亿美元）的 1.18 倍[18]。

然而，目前我国对生态系统价值的认识远远不足，生态

系统整体的价值未得到充分体现。

（3）实施生态修复与保护的投入不足，区域间协作

机制不健全。我国近年来陆续开展了流域上下游横向补偿

试点，但目前建立机制的流域还是少数，同我国当前加快

推动流域治理和保护的迫切要求还有不小差距；一些重点

流域上下游省份开展协商的主动性不够，还存在一定的观

望、等靠情绪；部分重点流域在一些具体条款上始终难以

达成一致，求同存异还不够，影响了机制建设的进度；在

试点初期，生态补偿仍然中央资金占比较大，长效机制尚

未有效形成；补偿方式主要是资金补偿，补偿模式较为单

一，产业转移、人才培训、共建园区等还有很大潜力。

4 促进我国生态价值实现的机制与路径

牢固树立生态价值理念，加快促进生态价值实现，

需要根据生态环境资源类型，遵循“界定产权、科学计

价、更好地实现与增加生态价值”的总体思路，采取有

针对性的措施促进生态价值实现，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

促进环境保护和生态改善，最大程度地实现生态价值，

促进绿色发展。

4.1 以健全所有权权能结构为核心，促进矿产资源生态

价值实现

（1）国家作为矿产资源所有者，应进一步优化资源

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的配置。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不

仅是重要的生产资料，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作为一种

生态要素，还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因此，国家作为自

然资源的所有者，在行使所有权的过程中，必须在自然

资源的双重价值中进行优化配置，既要通过合理有序开

发利用实现自然资源作为生产资料的经济价值，又要对

自然资源作为环境要素予以保护，以实现生态价值。

（2）立足生态价值目标，拓展自然资源所有权的权

能结构。借鉴法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经验，在保持现

行支配、使用、收益和处分等私权特征明显的权能外，

还应明确国家所有权包括管理权能。如《法国民法典》

明确国家所有权包括管理权能，日本国家所有权的权能

结构由管理权和处置权组成。具体到我国，国家所有权

的管理权能具体包括制定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战

略、进行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规划等等，对于生态价值大

于经济价值的自然资源，可考虑不予进行经济开发，而

充分发挥其生态价值功能，在法律上奠定国家所有权重

视自然资源生态价值的前提。

（3）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构建地方自

然资源利用的约束机制。逐步探索编制全国及分省区、

分市县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中央部门统筹规划使用，

并对地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同时，

建立绿色 GDP 导向的激励机制，加快促进自然资源核算

由实物核算向价值核算过渡，将资源环境损耗纳入政绩

考核体系，倒逼地方政府统筹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和生

态价值。

4.2 以健全市场交易机制为核心，促进清洁大气、水土等

生态价值实现

从保护赋予公众的环境保护权、享有清洁空气、水

土等基本权利出发，确保在公民可承受范围内，严格明确

污染物排放总量，借鉴国际主流经验，完善“总量控制—

交易”模式，实现经济发展与保护生态的激励相容。

（1）科学设置排放总量，合理确定初始分配方案。

在总量设置方面，鉴于目前我国排污权交易、碳交易仍处

于试点阶段，缺乏相关数据基础，可采用自下而上的总量

制定法；在试点积累了一定年限的经验之后，可采用历史

排放数据法，测量制定较为科学和严格的排放总量。在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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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分配方面，可借鉴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做法，采取先免

费分配、再逐步拍卖的方式。在最初几年的探索运行阶

段，采取免费分配配额的方式，最大限度地鼓励相关行业

与企业积极参与碳交易等市场机制，在碳交易等的第二阶

段或第三阶段开始逐步采用拍卖方式分配配额。

（2）加强环境监测和排放监管，完善信息网络平

台。开展环境监测、确保数据真实可靠是排污权交易、碳

交易等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础，要求企业必须在排污口安装

“环保黑匣子”和污染物自动监测仪等，使企业的排污行

为随时处于监控之下。加大监管力度，建立健全交易监管

体系，成立专门机构，专职负责交易的监测、核定等工

作，并事先明确违规企业的处罚机制。同时，加强市场信

息建设，建立统一的排污权交易、碳交易信息平台，为交

易各方提供价格及供求信息，降低交易成本。

（3）完善法律法规，促进统一市场建设。统一的

法律法规是保障排污权交易、碳交易合法性，构建全国

统一市场的前提。美国、欧盟碳交易、排污权交易的成

功，都是先通过制定和颁布相关的法律法规来确立碳交

易的合法性，并以法律规章来规范碳交易市场的发展。

为此，我国需要加强立法与政策研究，制定出台排污权

交易管理办法、应对气候变化法或碳交易管理办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在明确碳交易的法律依据的同时，为市场

的规范发展提供法律支撑。

4.3 以区域间补偿带动生态修复为核心，促进生态系统

价值实现

进一步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明确对生态系统保护与

修复的责任界限。

（1）进一步加大投入，完善区域间生态补偿机制。

我国地域广阔、发展不平衡，促进建立区域间横向生态补

偿机制，是化解当前我国水环境保护突出矛盾的有效举

措，是利用市场机制配置生态环境资源的重要制度保障，

是促进相关区域生态环境保护联防联治的重要政策杠杆。

同时，应创新补偿方式，可结合上下游地区具备的基本条

件、实际需求，并考虑操作成本，由双方协商选择资金补

偿、异地开发、技术援助、解决就业、对口扶贫等作为补

偿方式，充分调动地方保护生态系统的积极性。

（2）积极开展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提高重点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良好生态产品供给能力。长期以来，

受高强度的国土开发建设、历史欠账过多等因素影响，我

国生态破损退化严重。应以保障我国长远生态安全和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整体提升为目标，优先选择支持我国生

态重要性最高、生态系统最脆弱的地区，推动跨区域协

调联动，按照系统性、整体性原则实施重大生态保护修复

工程，全面开展矿山环境治理、水环境保护治理、土地整

治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建立政府部门协同推进工作

格局，真正改变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

的单纯护田的局面，推动生态系统得到整体保护和系统修

复。

5 结语

生态价值是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的重要领域，对我

国而言更是如此。就理论研究而言，生态价值是对生态

学、环境经济学、环境伦理学等地位和作用的哲学深化

和理论延展，在基本范畴和内涵外延界定，以及对各种

类型生态环境资源的量化研究等方面仍还有很大空间，

也将是重要的研究方向。在政策实践中，建设社会主义

生态文明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以树立生态价值理念、实

现和增加生态价值为主线，进一步优化明晰各种类型生

态环境资源的产权界定，逐步建立完善实现生态价值的

法律法规体系和环境监测机制，同时，要研究拓展市场

交易、政府与社会合作、政府公共性投入等实现生态价

值的路径，不断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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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aching Method and Mechanism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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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Academy of Fiscal Science, Ministry of Finance, Beijing 100820, China）

Abstract    The theory of ecological value indicates that reflecting and realizing the ecological value comprehensively is a significant 

approach to break the constraint relationship between development and the safety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The ecological value can be 

generalized into three elements—mineral resources, natural environments & atmosphere, and ecological system, which are confronted with 

several problems, such as fuzzy delimitation of property rights, imperfection trade pricing mode, and faulty capacity of recovery. This study 

raises the necessity of setting up the theory of ecological value. In order of that, according to different type of natural resources, by making 

a clear demarcation on property right, constructing a sound pricing mode, promoting the power and function structure of mineral resources, 

strengthening the market system of ecological value, and implementing some pointed measures to help ecology recovery can realize ecological 

value at the greatest extent and promote a gree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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