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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

理论与方法》一书于 2021 年 7 月由科学

出版社出版，集成了中国科学院生态

环境研究中心欧阳志云研究团队对生

态资产与生态系统生产总值（也称生

态产品总值，GEP）研究的成果，系统

介绍了生态资产与生态系统生产总值

的内涵、评估方法及其在不同地理区

及行政区的应用。笔者在认真研读的

基础上，收获良多，现谈谈阅读体会。

一、《 生 态 系 统 生 产 总 值

（GEP）核算理论与方法》的主

要创新

（一）明确了生态资产与生态系统

生产总值的内涵

尽管学术界、管理决策部门对生

态资产展开了大量研究，但对于生态

资源、生态资产、自然资源、自然资

源资产等多个类似概念尚无明确界定

和区分。《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

核算理论与方法》将生态资产定义为

能为人类提供生态产品的各类自然资

产，包括自然生态系统和以自然生态

过程为基础的人工生态系统两大类。

生态资产为人类提供的粮食、工业原

材料等物质资源及水源涵养、土壤保

持、洪水调蓄、水质净化、固碳等生态

调节服务，统称为生态产品。2013 年

本书作者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

心欧阳志云研究员和时任世界自然保

护联盟（IUCN）中国代表的朱春全博

士提出 GEP 的概念 ：生态系统在特定

时间内（通常为一年）为人类福祉和经

济社会提供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生态

产品）价值的总和，主要包括物质产

品价值、调节服务价值和文化服务价

值三大类，通常以行政区划为地区单

元和自然年度为时间单元进行核算。

（二）明确了 GEP 核算指标和核

算方法

GEP 核算指标体系由物质产品、

调节服务、文化服务三大类 17 项功能

指标构成。其中，物质产品指标 7 项，

分别为农业产品、林业产品、畜牧业

产品、渔业产品、水资源、生态能源、

装饰观赏资源等其他产品 ；调节服务

指标 9 项，分别为水源涵养、土壤保

持、防风固沙、洪水调蓄、空气净化、

水质净化、固碳释氧、气候调节、病虫

害控制 ；文化服务指标 1 项，为休闲

旅游。

GEP 核算的思路源于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评估与国内生产总值（GDP）

核算，只核算生态产品的使用价值和

最终生态产品价值。GEP 按照先功能

量再价值量的顺序进行核算。功能量

用生态产品产量表达，基于最新的调

查统计数据和遥感影像等各项监测数

据，采用生态评估模型和生态生产函

数的方法核算生态产品功能量，如农

林牧渔产品产量、水资源量、污染净

化量、土壤保持量和生态旅游游客量

等，其优点是直观明确，但由于计量

单位与量纲不同，其缺点是不同类别

的生态产品产量无法加总。价值量用

统一的货币单位表达，先采用直接市

场法（如市场价值法、费用支出法、收

益现值法等）、替代市场法（如机会成

本法、重置成本法、影子价格法、旅行

费用法、享乐定价法等）和模拟市场

法（如条件价值法、选择实验法、群体

价值法等）等确定每类生态产品的价

格，然后与相应的生态产品的功能量

相乘得到其价值量。最后将各项生态

产品价值加总得到一个国家或地区在

特定时期内的 GEP。

目前，在内蒙古、青海、贵州以

及广东深圳、浙江丽水、云南普洱、吉

林通化、海南海口、内蒙古阿尔山、浙

江德清等全国不同生态地理区开展了

GEP 应用示范核算。如广州深圳建立

了包括一个统领（《深圳市生态系统

生产总值 <GEP> 核算实施方案 < 试

行 >》）、一项标准（《深圳市生态系统

生产总值核算技术规范》）、一套报表

（《深圳市生态系统生产总值 <GEP>

核 算 统 计 报 表 制 度 <2019 年 度 >》）、

一个平台（深圳市生态系统生产总值

在线自动核算平台）在内的“1+3”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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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体系，为全国其他地方开展 GEP 核

算与应用提供了借鉴。从目前已开展

核算的地区来看，已形成了基本一致

的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方法，有关调查

统计数据基本可以满足 GEP 核算工

作，可操作性较强。随着我国生态环

境监测系统的完善和监测数据的共

享，以及各类软件、平台的开发应用，

GEP 一键式核算更趋成熟，将有利于

未来实现更大范围的核算。

二、GEP 核 算 对 自 然 资 源

资产核算的启示

生态资产中的森林、灌丛、草地、

湿地、农田、人工林、城镇绿地和水库

等，分别属于自然资源资产中的森林、

草原、土地和水资源资产，生态资产和

自然资源资产既有区别又有密不可分

的联系。笔者近年来一直在开展自然

资源资产的核算研究，本书中的 GEP

核算理论、方法，为全面推进和优化完

善自然资源资产核算提供了有益的启

示。笔者的具体思考和建议如下 ：

一是核算制度建立方面，《中共中

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明确提出“加快建立国家统一的

经济核算制度”“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

产负债表”等改革方向。由于自然资

源资产的禀赋差异等原因，相对于一

般资产具有复杂性和特殊性，目前尚

未建立统一的核算制度，需要从国家

层面建立一套统一的制度体系，明确

标准和方法，对各类自然资源资产进

行核算。自然资源资产核算可借鉴深

圳等地已制定和发布的 GEP 核算技术

规范，通过“地区先行探索→分步总

结推广→全国统一规范”的“三步走”

模式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核算制度，

逐步统一和规范自然资源资产核算的

技术流程、指标体系与核算方法。

二是核算平台建设方面，目前自

然资源资产核算尚未建立统一的核算

平台，未打通各部门、各地区自然资

源调查统计等数据信息，核算的统一

性、精确性和及时性不够。深圳市生

态系统生产总值在线自动核算平台是

我国乃至全世界首个针对城市生态系

统价值核算的自动化平台，实现了 100

多项核算数据在线填报、核算结果一

键得出，极大地提高了核算精度和效

率。自然资源资产核算可借鉴深圳市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在线自动核算平台

建设的经验做法，将自然资源调查、

确权登记、行政审批等信息平台的数

据进行整合，推进统一的自然资源资

产核算平台建设，降低信息获取成本，

减少核算和汇总的中间环节，提升核

算效率。

三是价值量核算方面，自然资源

资产相对于其他资产的特殊性主要

是实物的一元性和价值的多元性，其

价值量核算存在一定程度的主观性

和不全面性。目前自然资源资产价值

量核算以经济价值核算为主，对生态

价值和社会价值等核算偏少。如自然

资源资产中的矿产资源资产有相对

活跃的交易市场，其价值量核算主要

体现为经济价值 ；森林、草原、土地

和水资源等自然资源资产没有活跃

的交易市场，按照社会经济属性来划

分，其中较大部分属于公益性资产，

不属于经营性资产，可不考虑经济价

值，但因为其提供了水源涵养、气候

调节等生态调节服务，具有较高的生

态价值，其价值量核算可运用 GEP

核算的理论、方法，通过“先功能量

后价值量”的核算模式，充分体现其

生态价值。

四是具体标准制定方面，2021 年

3 月自然资源部正式颁布了《自然资

源分等定级通则》和《自然资源价格

评估通则》两项推荐性行业标准，规

范了自然资源分等定级的基本原则、

技术路径、工作组织和成果要求，明

确了自然资源价格评估基本原则、技

术路径、影响因素、基本评估方法和

应用要点，但在具体标准制定层面自

然资源实物量统计分类和价值量核算

方法尚未形成统一标准，标准不一致

易导致各类自然资源数据差异较大。

GEP 核算已基本建立了统一的生态资

产分类分级及价值量核算标准和方法

体系，实物量按各类生态资产的类别、

质量等级统计的数量进行确认，价值

量按各类生态资产最终产品与服务的

价格乘以实物量进行确认。因此笔者

认为自然资源资产核算也可按各类自

然资源资产制定、完善分等定级和价

格评估的具体标准，在考虑各类自然

资源差异性的前提下确保核算指标、

方法和标准的统一。如在生态保护区

内的自然资源，应按生态质量评价结

果，分等定级制定量化其生态价值的

标准 ；在农业开发区内的自然资源，

应以农业生产能力为主导，分等定级

制定价格评估的标准 ；在城镇建设区

内可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应根据市

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

害成本等因素，分等定级制定价格评

估的标准。

综上所述， GEP 核算理论与方法

的建立和试点的推广为我国进一步推

进和完善自然资源资产核算提供了可

借鉴可推广的经验，将有助于摸清生

态资产和自然资源资产家底、科学合

理为绿水青山定价估值、加快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和努力打造青山常在、绿

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美丽中国！

  （作者单位 ：中国地质调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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