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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举措。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转化探索实践的不断深入，围绕生态产品供给和价值实现形成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生态产品

产业有望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模式。本文基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论和实践，

首次提出了生态产品第四产业的概念及内涵特征，初步分析了生态产品第四产业的形成机制和构成要素。结合

不同市场属性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路径，初步梳理了生态产品第四产业形态，界定了其产业范围，设计了衡量

生态产品第四产业核算与发展指标体系，并从供给、消费、交易和利益分配等维度提出了促进生态产品第四产

业的政策保障。研究认为，我国生态产品第四产业发展具有很好的基础和前景，应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

导，加快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让生态产品第四产业发展成为我国新时期的朝阳绿色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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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生态环境本身就是一种

生产力，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破坏生态

环境就是破坏生产力”。2020 年 8 月 15 日，在“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以下简称“两山”）理念提出

15 周年理论研讨会上，王金南首次提出将生态产品服

务产业大力培育为“第四产业”，提高生态产品供给

能力，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成为推进美丽中国建

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增长点、支撑

点、发力点 [1,2]。2021 年 4 月 26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机制的意见》，提出“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

加快完善政府主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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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将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进行了系统化、制度化阐述，为构

建“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政策制度体系

指明了方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的本质就是让生

态环境与土地、劳动力、技术等要素一样，作为现代

经济体系的核心生产要素，纳入生产、分配、交换和

消费等社会生产全过程，实现生态环境保护效益外部

化和生态环境保护成本内部化 [3-5]。

人类活动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影响不断扩大，生态

经济学家 Herman Daly 曾提出，当前的经济“稀缺”

模式已经由自然资本和资源丰盛而人造资本和劳动力

稀缺，转变为人造资本和劳动力过剩而自然资本稀缺

的模式 [6]。高质量生态产品越来越成为稀缺品，“社

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成为地球生物圈的

主导系统”[7]。因此，随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实

践探索的不断深入，围绕生态产品供给和价值实现形

成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与传统三次

产业有着本质区别的生态产品第四产业形成条件基本

成熟。从需求侧来看，生态产品对维持人类生存发

展、自然生态平衡、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具有难以

估量的价值，为生态产品第四产业奠定了坚实的需求

基础 [8]。从供给侧来看，我国生态资源丰富，通过不

断打通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制度通道、交易通道和产

业通道，盘活优质生态产品，不断提升生态产品第四

产业的供给能力 [9,10]，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有望成为培

育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力、塑造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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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引领保护修复生态环境新风尚、打造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新方案的重要力量。本文基于“两山”理念

的相关理论和实践，提出了生态产品第四产业内涵特

征、形成机制、构成要素，初步界定了生态产品第四

产业范围、核算体系，并提出了发展生态产品第四产

业的政策保障机制。

1 理论框架

“生态产品”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概念。《国

务院关于印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通知》（国发 
〔2010〕46 号）首次在政策文件中明确了“生态产品”

的内涵。生态产品的生产以自然生态系统的生态生产

为主，即生态产品的核心“提供者”是自然生态系统

本身，而不是人类，人类更多的是从自然生态系统

“租借”生态产品。结合生态产品相关理论研究 [11,12]

及 浙 江 丽 水 等 地 实 践 [13,14]， 生 态 产 品（Ecological 
Products）可定义为：生态系统通过生态过程或与人

类社会生产共同作用为增进人类及自然可持续福祉提

供的产品和服务。依据产品的人类参与程度，生态产

品可分为生态系统直接生产的初级生态产品及基于

初级生态产品的市场开发经营形成的衍生性生态产

品 [15]。依据产品的市场属性（竞争性和排他性等特

征），生态产品可分为纯公共性生态产品、准公共生

态产品、经营性生态产品三种类型 [10,16]。从市场属性

来看，生态产品中的生态调节服务大多属于公共产

品，而生态物质产品、生态文化服务更多属于公共资

源类产品。生态产品多具有正外部性，外部性会导致

市场失灵，解决办法主要在于将其外部性内部化，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则是解决环境外部性、保护生态系统

功能和完整性的重要机制，因此形成的产业也具有正

外部性特征。

1.1 产业内涵

生态产品第四产业是指以生态资源为核心要素，

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相关的产业形态，从事生态产品

生产、开发、经营、交易等经济活动的集合。狭义上

的生态产品第四产业主要指通过生态建设提升生态资

源本底价值的相关产业及通过市场交易、生态产业化

经营等方式将生态产品所蕴含的内在价值转化为经济

价值的产业集合，包括生态保护和修复、生态产品

经营开发、生态产品监测认证、生态资源权益指标交

易、生态资产管理等产业形态。广义上的生态产品第

四产业还包括围绕传统产业的资源减量、环境减排、

生态减占，即产业生态化形成的产业集群 [17]。

生态产品第四产业生产函数如下：

Q E K N T= ε α β γ

式 中，Q 为 生 态 产 品 总 产 出， 具 有 实 物 量

（Biophysical Value） 和 货 币 形 式 表 现 的 价 值 量

（Monetary Value） 两 种 形 式， 后 者 即 生 态 产 品 总

值（Gross Ecological Products，GEP）；E 为 生 态 资

源（Ecological Resource），是主导生产要素，在生态

产品的生产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包括“山水林田湖草

沙”等自然资源要素、野生动植物等生物性资源，以

及人类活动长期形成的融入自然生态系统且相互协调

的生态文化资源等 [18]，生态资源投入基本符合边际报

酬递增规律；K 为资本（Capital），主要包括人力资

本（Labor Capital）、人造资本（Built Capital）和资金

投入（Invested Funds）等，进入“人类世”时代，人

类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已无处不在，人类劳动保护、恢

复及建设对保障生态系统的生产能力至关重要 [19,20]；

T 为技术（Technology），主要包括生态建设相关技术

和开发生态产品的生态科技，可大幅提高生态产品溢

价；N 为土地（land），指从事生态产品经营开发所占

用的狭义概念的土地；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主要通过

提高生态资源本底价值间接提升生态产品产出或基于初

级生态产品开发经营直接提高生态产品产出，且资本、

技术、土地要素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相互之间具有一定的替代性；α、β、γ、ε为常数系数，

且 α、β、γ ＜ 1，ε ＞ 1。

1.2 产业特征

新时代生态文明背景下，价值的本质是对地球及

其所有居民的可持续福祉的贡献，生态系统显然是价

值创造者的核心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并没有融入我

们的经济体系中 [19]。生态产品第四产业将生态资源作

为核心生产要素纳入经济体系，将生产活动从人类扩

展到生态系统。因此，将生态系统视为价值创造者并

将其纳入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现代经济体系是

生态产品第四产业的本质特征。

生态产品第四产业与传统三次产业在服务对象、

价值创造、主导生产要素等方面具有本质区别（表1）。 
首先，传统三次产业均是以满足人的需求为核心价

值，而生态产品第四产业以包括人类与自然生态系统

在内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服务对象，以促进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增进人类福祉和生态系统服务保值增

值为根本目标。从主导生产要素来看，传统三次产业

主要以资本、劳动力等为核心生产要素，而生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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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产业则以生态资源为核心主导要素。生态产品第

四产业的发展水平可作为生态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1.3 产业形态

生态产品本身具有多样性、复杂性特征，同时不

同市场属性的生态产品也有着不同的价值实现路径

（如图 1 所示），决定了生态产品第四产业不同的产业

形态 [10,11,14]。

纯公共性生态产品的产权是区域性或共同性的，

难以通过市场交易实现经济价值，主要依赖政府路径

实现。价值支付形式有转移支付、生态补偿及定向支

持生态保护的政府性专项基金等。

准公共性生态产品在政府管制下可通过税费、构

建生态资源权益交易市场实现价值。部分公共性生态

产品在满足产权明晰、市场稀缺、可精确定量 3 个条

件时，可通过收取税费或开展生态资源权益交易等方

表1 生态产品第四产业和传统三次产业比较

维度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生态产品第四产业

产业内涵
直接从自然界中获取

产品的行业

对第一产业的产品或

本产业半制成品进行

加工的行业

生产物质产品以外的行业 生产生态产品的行业

根本目标 增进人类福祉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产业形态
农业、林业、畜牧业、

渔业
工业、建筑业 服务业 生态产品产业

核心产品 农业产品 工业产品 服务产品 生态产品

服务对象（需求方） 人类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自然生态系统、

人类及一切生物

时空属性 一般主要服务于当代人的需求
跨时空属性，不仅满足当代人的需要，

也满足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创造价值 物质需求 物质及精神需求
人类福祉（社会属性）+ 生态系统服务

保值增值（自然属性）

主导生产要素 土地、劳动力 资本、劳动力 资本、数据等 生态资源

生产属性 以人类生产为主 以生态生产为主，人类生产为辅

主导文明 农业文明 工业文明 信息文明 生态文明

主导消费观念 主要关注产品使用周期的效用 蕴含全生命周期绿色消费理念

图1 不同类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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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实现价值 [12]，价值支付形式为生态环境资源税费及

相关权益的市场交易价格。

经营性生态产品通过市场交易直接实现价值，支

付形式为产品自身价格，包括生态物质产品及生态产

业化经营形成的生态服务。生态物质产品的生态溢价

一般需要有公信力的第三方认证评价及品牌培育推广

才能顺利实现。国家公园、风景名胜区等公共资源性

生态产品通过明晰产权、直接经营、委托经营等方式

交由市场主体提供终端生态产品服务，具体表现为生

态旅游、生态康养、生态文化服务等，价值支付形式

为门票、会员费等相关生态产业化经营收入。

1.4 产业范围

从生态产品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维度梳

理生态产品第四产业范围，主要包含生态产品生产、

生态反哺（分配）、生态产品开发服务、生态产品交

易服务 4 大类，清洁空气、干净水源等 26 小类，见

表 2。

2 生态产品第四产业发展机制

生态产品第四产业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包括生态资

源调查、生态系统生态生产、生态资源资产化、生态

资产资本化、生态资本经营、生态建设反哺等 6 个环

节，生态资源、初级生态产品、生态资产、生态资

本、终端生态产品、生态现金流等节点就是产品价值

对应的 6 个载体。产业参与主体主要有自然生态系统、

政府、社会公众、生态产品市场经营开发商、生态环

境综合服务商为代表的企业、生态产品交易平台、产

业支撑服务企事业单位共 8 类，分别承担着供给者、

需求者及产业服务方等不同角色。

表2 生态产品第四产业范围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初步范围

生态产品生产

清洁空气 空气净化、释氧

干净水源 水源涵养、水质净化

安全土壤 土壤保持

清洁海洋 海岸防护

适宜气候 气候调节

物种保育 为动植物提供生态空间

减灾降灾 防风固沙、洪水调蓄等

碳汇 固碳

生态责任指标 绿化增量责任指标交易、清水增量责任指标交易

生态资源权益
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用能权等生态资源权益交易，森林覆盖率等指

标交易等

生态休闲农业 农业观光、展览业等经营

生态旅游
强调对自然景观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旅游服务，国家公园、自然风景

区、风景名胜区管理

生态康养 基于生态产品优势开发的健康养老服务

生态文化 生态文化产品、生态文化服务

生态园区运营 生态农业园区、生态工业园区运营

生态农产品 生态农业、生态林业、生态畜牧业、生态渔业

生态能源 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

生态水源 非地下水资源开发、矿泉水等

生态反哺（分配）
生态建设 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等

生态修复 山水林田湖草环境综合治理等

生态产品开发服务

生态产品综合开发
基于生态导向的生态产品综合开发经营，如“生态 + 光伏”“生态 + 充电

站”、田园综合体等

生态金融 基于生态产品价值的金融服务

生态产品监测核查 生态产品调查监测、价值核算服务

生态咨询服务
生态资产（碳资产、排污权等）管理服务、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项目勘查、

设计、技术咨询等

生态产品交易服务

生态产品认证推广 生态产品溯源认证、信息平台、品牌推广服务

生态产品交易平台
生态物质产品及碳排放权、排污权、用能权、水权、绿证等生态资源权益

交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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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产业形成的关键环节

生态资源是生态产品第四产业的主导生产要素，

也是产业形成的起点。生态资源作为生态产品的自然

本底和生产载体，可以理解为生态系统经过长期历史

积累形成的具有生态生产功能的存量，而经生态系统

的生态生产过程产出的生态产品则可视为生态资源存

量生产出的流量 [22]。生态“资源—资产—资本”转

化是产业形成的基础。生态资产是具有稀缺性、有用

性及产权明确的生态资源，具有经济的一般属性 [23]。

生态资源资产化是生态资源存量生产出的初级生态产

品，在经济稀缺性和产权界定的双重前提下可转化为

生态资产 [24]。生态资产资本化是将生态资产投入市场

获得经济效益，从而实现自身的良性循环。

生态资本经营是产业形成和发展的核心环节。生

态资本经营指产业运营方等市场主体通过人力、技

术等要素投入开展生态产品的开发管理、市场化经

营，最终形成面向终端消费者或可在生态市场实现交

易的生态产品和服务，并通过对价支付形成可持续的

现金流收入，以实现生态资产的增值和主体投资的 
退出。

生态保护与建设是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生态建设主要包括生态保护、修复及可持续生态系统

管理。通过生态产业化经营和市场交易变现的一部分

产品价值以实物、技术、资金等形式再次投入到生态

保护恢复和生态建设中，从而实现生态反哺，是打通

生态产品价值产业链闭环，实现生态资本持续增值、

生态产品可持续再生产的关键和保障 [25]。

2.2 产业链的形成主体

生态产品第四产业参与主体主要包括产品供给

方、产品需求方、产业服务方等，围绕生态产品开

发、经营、交易、支撑服务等技术经济关系形成的关

联关系形态称为生态产品产业链。

2.2.1 产品供给方

产品供给方主要包括生态系统、政府、企业。其

中，生态系统是生态产品第四产业的核心供给方，政

府是制度供给的关键主导方，企业是核心的市场供给

者。社会公众通过个人对生态保护的贡献也可成为生

态产品的供给者。

（1）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生

物及环境通过能流、物流、信息流形成的功能整体，

包括各类“山水林田湖草沙”自然生态系统及以自然

生态过程为基础的人工复合生态系统，如森林、草

地、湿地、荒漠、海洋、农田、城市等。生态系统作

为初级生态产品的生产主体，是生态产品第四产业的

核心供给方。

（2）政府。首先，政府是生态产品第四产业的核

心推动主体和制度保障主体，如生态资产确权登记、

权益流转经营制度、交易市场构建等机制。其次，政

府是生态产品第四产业的规范引导主体，通过产业政

策予以引导激励，在生态产品监测、核算、认证等环

节需要标准规范。最后，政府是生态产品第四产业的

直接投资主体，中央及地方政府是国有或集体生态资

产所有权的代表主体，是依法向社会企业、组织或个

人出让生态资产使用权的第一投资主体 [26]。

（3）企业。生态产品市场经营开发商在通过政企

合作、特许经营等方式获得生态资产经营及使用权的

前提下开展生态产品开发、生态资产管理、生态资本

运营，实现生态资本持续循环、保值增值，是生态产

品第四产业的核心市场主体。其通过生态环境导向的

开发（Ecology-Oriented Development，EOD）等模式

实施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项目，实现生态环境优化及生

态系统服务增值的生态环境综合服务商，在产业链中

具有支撑作用。

2.2.2 产品需求方

产品需求方主要包括社会公众和自然生态系统，

其中社会公众是产业的主导需求方，自然生态系统既

是核心供给者，也是重要需求方。

（1）社会公众。社会公众是生态产品第四产业的

消费主体和受益主体。社会公众作为产业的终端消费

者，可享受到更优美的生态环境，更绿色的生态物质

产品，更丰富的休闲旅游、健康养老等服务。同时，

社会公众通过消费生态产品可直接或间接地支持生态

产品第四产业，增强产业的整体效益，带动更多社会

资本投入生态产品第四产业，形成良性循环。

（2）自然生态系统。由于产业经营产生的部分现

金流通常以生态反哺形式流入生态建设和保护修复，

自然生态系统不仅是生态产品的核心供给者，也是生

态产品第四产业的最终受益主体之一。

2.2.3 产业服务方

产业服务方包括促进生态产品交易、服务生态

产品供给保障的资金、技术等相关支持者，主要有

生态产品交易平台、技术支撑服务单位、绿色金融机

构等。

（1）生态产品交易平台。生态产品交易平台是生

态产品服务供需双方重要的交易场所。除了物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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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也包括人为界定的生态资源权益及绿化增量责

任指标、清水增量责任指标等配额指标的交易，是生

态产品价值变现的最后一环。

（2）技术支撑服务单位。技术支撑服务单位是在

生态产品监测核查、价值核算、认证推广、生态资产

管理及交易等领域提供基础支撑和技术服务的企事业

单位，如生态资产（碳资产、排污权等）管理技术咨

询服务、基于互联网提供的软件服务（Software-as-a-

Service，SaaS）、生态产品交易服务、溯源认证、品牌

推广等，是生态产品第四产业的基础支撑。

（3）绿色金融机构。绿色金融机构是助力生态资

产实现资本化、为生态产品第四产业市场主体提供资

金支持的重要力量。基于生态产品价值的信贷、基

金、保险等创新型绿色金融产品是打通自然生态系统

与经济社会系统的重要媒介，也是盘活存量生态资源

价值、畅通生态产品第四产业链的关键路径。

3 生态产品第四产业核算与发展指标体系

通过科学的核算方法，给无价的生态系统服务贴

上“价格标签”，建立生态产品第四产业统计评价指

标体系，是解决生态产品第四产业“度量难、抵押

难、交易难、变现难”的第一道关口。

3.1 核算基本框架

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生

态系统资产存量变化，导致生态系统和生态系统服务

流量的变化；二是生态系统服务流量变化给人与自然

系统带来的效益变化。根据目前的研究基础，生态产

品第四产业核算可以用生态产品总值 GEP 来衡量，具

体核算框架参考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印发的《陆域生

态系统生产总值 GEP 核算技术指南》。生态产品价

值核算指标体系由供给服务（Ecological Provisioning 
Value，EPV）、 调 节 服 务（Ecological Regulating 
Value，ERV）和文化服务（Ecological Cultural Value，
ECV）3 大类构成。其中：供给服务主要包括农业产

品、林业产品、畜牧业产品、渔业产品、生态能源和

其他；调节服务主要包括水源涵养、土壤保持、防风

固沙、海岸带防护、洪水调蓄、固碳、氧气释放、空

气净化、水质净化、气候调节和物种保育；文化服务

主要包括休闲旅游和景观价值。

3.2 核算主要方法

生态产品核算方法包括实物量核算方法和价值量

核算方法，具体的核算方法如表 3 所示。基于资源环

境经济学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核算的理论方法体系，

采用遥感解译技术、机理模型、实地监测法、统计分

析法、现场调查法、环境经济学等方法体系，可以对

表3 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方法 [27]

服务类别 核算指标 实物量核算方法 价值量核算方法

供给服务

农业产品

统计调查 市场价值法

林业产品

畜牧业产品

渔业产品

生态能源

其他

调节服务

水源涵养 水量平衡法、水量供给法 替代成本法

土壤保持
修正通用土壤流失方程（Revised Universal Soil Loss Equation，

RUSLE）
替代成本法

防风固沙 修正风力侵蚀模型（Revised Wind Erosion Equation，RWEQ） 恢复成本法

海岸带防护 统计调查 替代成本法

洪水调蓄 水量储存模型 影子工程法

空气净化 污染物净化模型 替代成本法

水质净化 污染物净化模型 替代成本法

固碳 固碳机理模型 替代成本法

氧气释放 释氧机理模型 替代成本法

气候调节 蒸散模型 替代成本法

物种保育 统计调查 保育价值法

文化服务
休闲旅游

统计调查
旅行费用法

景观价值 享乐价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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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草地生态系统、农田

生态系统、城镇生态系统等不同生态系统的产品供给

服务、生态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的实物量和价值量进

行核算。

3.3 产业发展指标体系

基于生态产品分类和生态产品总值核算，本文提

出衡量生态产品第四产业发展的指标体系，具体指标

见表 4。

4 生态产品第四产业发展政策保障

生态产品第四产业尚处在产业形成期，需要从顶

层设计层面进一步厘清生态产品第四产业的内涵、范

围、发展定位和发展路径，同时也亟须政府部门从生

态产品生产、消费、交易、分配全流程制定和完善政

策，促进生态产品第四产业健康发展。构建政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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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生态产品第四产业形成的重要

基础。开展生态产品第四产业统计核算试点，可作为

衡量地方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及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建设成效的重要参考依据。

4.1 着力提高生态产品供给能力

建立健全生态产品的供给体系要求从制度上打通

生态资源进入生产要素体系，并协同资金、技术、人

才等要素的支撑作用，大力培育生态产品市场供给主

体，提升生态产品供给质量和效率。一是以生态空间

管控保住生态资源存量，以保护修复提高生态资源增

量；二是建立生态产品调查监测机制，完善资源确权

和流转配套制度；三是建立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规范和

评价体系；四是培育生态产品市场经营开发主体，形

成一批综合性、创新性、专业性的龙头骨干企业；五

是积极开展生态环境保护修复与生态产品经营开发

权益挂钩等市场经营开发模式创新，实施生态环境治

理和产业综合开发等经营模式试点示范；六是构建生

态产品第四产业财税金融支持政策体系，开展基于生

表4 生态产品第四产业发展指标

代码 指标 指标解释 计算公式

1 生态产品总值（GEP） 由 EPV、ERV 和 ECV 三部分组成 GEP = EPV + ERV + ECV

2

衍生生态产品总值

（Ecological Extension 

Products，EEP）

指促进生态产品交易、保障生态产品供给资金、技术等产业

服务方，包括生态产品交易平台（EPM）、技术支撑服务单位

（ERF）、绿色金融机构（ECT）等

EEP = EPM + ERF +ECT+…

3 生态产品结构指数

是 EPV、ERV 和 ECV 与 GEP 的比值，反映生态产品内部结

构。供给服务和文化服务作为初级生态产品，其占比越高，

区域生态产品市场化程度越高

Rpv=EPV/GEP

Rrv=ERV/GEP

Rcv=ECV/GEP

4 绿金指数（RGE）

指“绿水青山”价值与“金山银山”价值比值，反映“两

山”的结构与关系。“绿水青山”价值用 GEP 表征，“金山银

山”价值用 EDP 表征。EDP 是指经生态环境因素调整的国

内生产总值（GDP），即 GDP 扣减掉人类不合理利用导致的

生态环境损失成本，包括生态破坏成本（EcDC）和环境退

化成本（EnDC）

R

       =

GE =
GEP
EDP

GDP EnDC EcDC− −
GEP

5 生态产品初级转化率（RE）
指初级生态产品与 GEP 的比值，反映初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程度
RE =

EPV ECV
GEP

+

6 公共性生态产品指数（RERV）

指公共性生态产品与 GEP 的比值。公共性生态产品占比越

高，说明区域生态功能突出，且生态产品的市场化程度相对

较低，需要依赖政府和市场的共同作用实现价值

RERV =
ERV
GEP

7 经营性生态产品指数（REE）

指经营性生态产品与 GEP 的比值。经营性生态产品是指

EPV 和 ECV 中已被完全市场化的部分，通过 EPV 和 ECV 与

其市场化比重 r 的乘积进行反映

REE =
（ ）EPV+ECV r

GEP
×

8 生态产品总值增长率（RGEP）
指当年 GEP 和上年 GEP 的差值与上年 GEP 的比值，反映我

国“绿水青山”价值的年度变化情况
RGEP =

GEP GEP
GEP

t t−

t−1

−1

9
第四产业的产业集聚度

（CR5）

用规模最大五个生态产品指标的价值的和［∑ i

n

=1
（GEPi）］

占全部 GEP（∑ i

N

=1
GEPi ）的份额进行度量，反映第四产业

的产业集聚程度
CR 5 = ∑

∑

5

i

i

N
=

=

1

1

GEP

GEP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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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产品价值的绿色金融产品服务创新；七是加强生态

技术创新应用，包括生态系统保护、恢复和可持续管

理技术及生态产品开发技术，提高生态产品的溢价能

力；八是加强生态产品开发经营及管理人才培养，尤

其是生态建设、产业开发、绿色金融等交叉背景的人

才培养。

4.2 培育壮大生态产品消费需求

壮大生态产品消费基础的核心是在终端消费需求

为导向的生态产品基础上，协同推进全社会形成绿色

生活方式和绿色消费模式，带动全社会对生态产品的

消费需求。一是构建生态产品政府采购优先机制，综

合考量生态产品质量、产品产地等因素，确定优先采

购的生态产品名录，建立完善的采购平台，规范采购

流程、竞价机制和采购标准，不断加强对政府采购行

为的监督和约束，完善政府采购供应商诚信体系建

设。二是着力培育绿色消费理念、规范消费行为，激

励引导居民践行绿色消费，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

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加强生态产品的宣传

推广和推介，提升生态产品的社会关注度，在全社会

厚植绿色消费的社会风尚。三是构建生态产品品牌培

育管理体系，扶持形成一大批类似“丽水山耕”“丽水

山居”“丽水山泉”“赣抚农品”“武夷山水”等特色鲜明

的生态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提升生态增值溢价。

4.3 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交易体系

健全生态产品交易体系的关键在于通过搭建多元

化的交易平台和精准化的生态产品供需对接机制，不

断降低生态产品交易成本，从而推进更多优质生态产

品以便捷的渠道和方式开展交易。一是建立生态产品

质量追溯机制，健全生态产品交易流通全过程监督体

系，完善生态产品信用制度和统一的生态产品标准、

认证和标识体系，推进区块链等溯源新技术的应用

推广，实现生态产品信息可查询、质量可追溯、责任

可追查，解决生态产品信息不对称、促进产品交易的

信任基础。二是丰富公共性生态产品的交易渠道，强

化相关顶层设计，完善相关交易机制，扩大市场交易

量，通过政府管控或设定限额的形式，创造权益交易

的供给和需求，开展绿化增量责任指标交易、清水增

量责任指标、碳排放权、碳汇权益、排污权、用能

权、水权等各类生态资源权益交易。三是建设生态产

品交易中心，定期举办生态产品推介博览会，组织开

展生态产品线上云交易、云招商，推进生态产品供给

方与需求方、资源方与投资方高效对接。

4.4 不断完善产业利益分配体系

产业利益和产品价值分配体系的关键在于建立生

态产品保护者受益、使用者付费、破坏者赔偿的利益

导向机制，真正实现“让保护修复生态环境获得合理

回报，让破坏生态环境付出相应代价”，实现生态产

品第四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一是建立生态产品价值考

核机制，让地方充分认识生态系统同样是价值主体，

也是经济价值分配主体。二是构建自然资源有偿使用

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充分反映市场供求状况、资源

稀缺程度、生态环境损害成本，让原住民从保护生态

环境、保障优质生态产品供给中受益，让提供生态产

品的地区和提供农业产品、工业产品、服务产品的地

区同步发展。三是保障参与生态产品经营开发的村民

利益，鼓励将生态环境保护修复与生态产品经营开发

权益挂钩，建立生态建设反哺机制，确保生态产品开

发经营实现的经济收益要按一定的比例反哺村民，反

哺生态保护—恢复—建设，从而确保村民获益的同时

实现生态系统服务保值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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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ramework Research of Theory and Its Practice of the Fourth Industry 
of Ecological Products

WANG Jinnan1,2, WANG Zhikai1, LIU Guihuan1*, MA Guoxia1, WANG Xiahui1, ZHAO Yunhao1,2, CHENG Liang1, WEN Yihui1,  
YU Fang1, YANG Wu2

(1. Joint Laboratory of Ecological Products and Natural Capital, Chinese Academy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Beijing 100012, 
China; 2. College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the value realization mechanism of ecological products is a key measure to practice Xi Jinping's 
thoughts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transformational exploration practice of ‘Green is Gold’, new industries 
and new models formed around the supply and realiza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s are emerging. The ecological product industry is 
expected to become a new driving force for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 new model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realizing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products, this paper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the 
fourth industry of ecological products and its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analyze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the components 
of the fourth industry of ecological products. Combined with the value realization path of ecological products of different market 
attributes, the fourth industry form of ecological products is combed, its industrial scope is defined, the index system for meas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ourth industry of ecological products is designed, and the policy guarantee of promoting the fourth industry 
of ecological products is put forward from the dimensions of supply, consumption, trading and benefit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ourth industry of ecological products in China has a good foundation and prospect. It should be 
guided by Xi Jinping’s thought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o speed up the improvement of the value realization mechanism of ecological 
products, so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ourth industry of ecological products becomes a sunrise green industry in the new period of 
China. 
Keywords: ecological products; value realization; the fourth industry; development framework; ecological product indicato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