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
““丽水路径丽水路径””

■本报记者 张李杨 通讯员 蔡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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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投集团投资建设的大平山光
伏发电项目得益于缙云大洋镇优越的生
态环境，光伏发电板的电池使用寿命比
雾霾重、酸雨多的地区延长近 5 年，年发
电量增长超10%。

基于项目良好的“生态溢价”，投资
方与大洋镇生态强村公司协商一致并签
订调节服务类生态产品购买协议，分年
度向大洋镇生态强村公司支付购买资金
279.28万元。

同样，落地在云和、青田等地的生
态 项 目 ，也 为 良 好 的 生 态 环 境 付 费 。
这笔收益专项用于区域生态环境保护
与修复、生态产业培育等，进一步促进
区 域 生 态 环 境 与 生 态 经 济 的 相 互 转
化。

800亩山地的水土空气“卖”了279.28
万元。在丽水，这样的例子已不鲜见。
早在几年前，遂昌县高坪乡举办了一场
别开生面的“空气拍卖会”，三个山村一
年的休闲养生承包权拍出了 174 万元的

“天价”，成为遂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
“第一拍”。回首村民们守着大山过穷日
子的过往，感受在好生态中捧上金饭碗
的当下，很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思考：究
竟是什么样的力量，书写出了这样精彩
的绿色奇迹？

这不是自然伟力下的沧海桑田，而
是生态自觉下的价值转化。滴水穿石数
十载，我们既看到了党委政府一任接着
一任干的持之以恒，也看到了干部群众

“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生态”的信心与决
心。生态文明的信念朴素而又深刻——
有好生态，才有好日子。

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化——当下
的丽水，发展的底气更足，发展的思路更
明。丽水人一以贯之呵护每一片绿色，
也更加懂得从绿水青山之中找寻发展的
金钥匙。随着对生态文明理解的不断深
化，我们有理由期待一个“生态美、百姓
富”的新丽水——现在，我们用绿色赶走
贫穷，未来，我们还将依靠绿色拥抱更加
灿烂的生活。

生态好 文明兴 百姓富
■本报记者 张李杨

这是一份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
2018 年丽水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从 2017 年的 4672.89 亿元

增长为 5024.47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增幅 5.12%，GEP的GDP转化率
为 29.15%；预测今年可实现 40%的试点目标，实现GDP和GEP协同较
快增长、GEP向GDP高效转化。

这张亮眼成绩单，诠释着丽水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积极探索。
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重要萌发地之一，丽水先

试先行，探索开展全国首个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建设，建立健
全GDP和GEP双核算、双评估、双考核机制，构建形成包括生态资产
产权制度和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政府采购、市场交易、质量标准认证
在内的一整套科学管用的制度体系，加快变生态要素为生产要素、生
态价值为经济价值、生态优势为发展优势。让山、田、林、水，甚至空
气都成为有价之宝，探索实现生态资产保值增值可度量，致力于让高
颜值的生态环境与高水平的经济发展，服务并统一于人民群众对高
品质美好生活的追求。

护好“生态底”

2018年 4月 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
谈会上充分肯定了丽水工作，对选择具备条件地区开展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机制试点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2019年 1月，国家长江办发文批准丽水作为全国首个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机制试点市。

为什么是丽水？这得益于丽水市委市政府一以贯之地创新实践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传递好绿色发展“接力棒”；

为绿色发展，丽水“凤凰涅槃”取消GDP考核，实行绿色生态发展
差异化考核；

为绿色发展，丽水“聚沙成塔”绘就“绿色地图”，1163万亩公益林
造就了“天然氧吧”；

为绿色发展，丽水“锲而不舍”发展“生态产业”，坚定不移守护
“绿水青山”；

为绿色发展，丽水“壮士断腕”保护环境，“生态保卫战”一刻不放松；
为绿色发展，丽水“时不我待”推进“五水共治”，治出美丽幸福新

丽水。
历届政府的一以贯之，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实行绿色生态发展

差异化考核、保护生态环境、种植生态公益林、发展生态经济……
一组数据，形象地展现出丽水对于生态保护的的重视：
——将全市 1.73万平方公里的市域面积严格区分为禁止准入区、

限制准入区、重点准入区和优化准入区，其中 95.8%的市域面积划入
自然生态红线区、生态功能保障区和农产品环境保障区，划定生态保
护红线面积占全市国土面积的 31.8%。

——全面治理和修复生态环境。在全省率先剿灭了劣Ⅴ类水，跨
行政区域交接断面水质达标率 100%，全市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市区空气常年优良率超过95%，率先实现了省级生态县全覆盖。

——在完成全域 1:2000“污染源地图”绘制的基础上，运用物联
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技术，启动实时在线、覆盖全域的“花园
云”大数据工程建设，并依托城市大脑，完成环保、国土、水利等平台
的数据整合，以标准化推动全域生态保护数字化、系统化、实时化。
归集全市各类生态数据信息约 1500万条。

——将GEP和GDP双向转化纳入县（市、区）综合考核指标体系，
并为全市 9个县（市、区）订制特色个性化考核标准。同时，建立领导
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实施细则，全面开展乡镇（街道）主要领
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责任审计试点，将自然资源资产实物量和生态
环境质量状况内容纳入领导干部离任交接事项范围，并在年度考核

中规定，目前，已确定 22个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
审计项目，其中 10个审计项目作为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机制审计试点项目。
数据背后，则是丽水生态环境的

全面优化：2019 年，地表水环境
质量综合指数为 2.8355，其中

Ⅰ类水质断面从 2018 年的
15 个上升为 18 个，是唯

一一个空气和水环境
质量均进入全国前十
的城市。

探索“转化路”

因“大红柿子高高挂”而美名远扬的松阳县枫坪乡沿坑岭头村游
客络绎不绝。

以前，村里的柿子红了就摘下来卖。后来，当地依托良好的生态环
境、优美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人文底蕴，把挂在树上不摘的柿子变成了
风景，全力推进“画家村”建设，通过乡村民宿带动，发展乡村旅游。

如今全村已发展特色民宿 13家，床位 220个，年接待写生创作师
生和游客 2万余人次，直接经营收入 150余万元，柿子不摘比摘下来
卖更有价值。

“画家村”的蝶变生动诠释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
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然而，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宜人的气候、优美的环境等生态
产品，要想通过出让交易、转移支付、抵押担保等实现经济价值，就必
须有一套科学合理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评估体系。

让绿水青山有价可询，丽水完善了GEP的核算办法，经过实地调
研、多方论证和专家评审，不仅制定了全国首个山区市生态产品价值
核算技术办法，明确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原则、核算技术路线。还同步
开展市、县、乡镇、村四级GEP核算评估。去年，丽水发布全国首份村
级GEP核算报告，让遂昌大田村的生态产品有了清晰价格，既为生态
产品市场交易打下科学的量化基础，也为生态价值转化打开新门。

近日，在浙江盛华酿造有限公司的厂房里，工人们拿着铁锹拌
料，经过淋水、封缸等工序，再发酵三四个月，一批米酒就酿成了。这
些酒，有一个共同的“出身”——厂里的一口山井泉。

“这里的水是有价值的。”公司总经理杨锵说，酒厂就建在丽水市
遂昌县大田村的一座山腰上。酿酒对环境要求比较高，尤其是水
质。去年 5月，杨锵第一次到大田村考察，感觉环境不错，但怎么个不
错，他心里还只有个模糊的印象。

《遂昌县大田村GEP核算报告》让他动了心。这是全国首份以村
为单位的 GEP（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报告显示：2018 年，大田村
GEP约 1.6亿元。其中水源涵养 5152.19万元。这组数据，让杨锵原本
模糊的概念变得清晰——大田村的生态环境有了衡量标准，也让他增
添了信心：把酒厂建在这里。2019年 11月，投资千万元的酒厂建成投
产，不仅为村里创收，还带动了当地百姓就业。

循着村子生态价值而来的，不止一家酒厂。自 2019年 5月底大田
村的GEP核算报告通过专家评审，来村里投资的企业和项目便络绎
不绝。说起这个，村党总支书记高桂松一脸自豪：“我们自己都没想
到，村子里的空气和水这么值钱。”以往，由于没有好的项目支撑，优
质的自然环境藏在山间无人识，现在绿水青山有了“价格”，村子更有
吸引力，发展也越来越好。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目前，全市选定的 19个乡镇、20家企业开展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示范创建，围绕不同类型的生态产品，形成一
批在全国范围内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模式。

下好“改革棋”

继去年 5月 30日全国首份以村为单位的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
报告——《遂昌县大田村GEP核算报告》发布之后，时隔 7个月，《景宁
畲族自治县大均乡生态产品总值核算报告》也于去年 12 月 27 日发
布。中国（丽水）两山学院执行院长刘克勤表示，这是全国首次发布
的乡镇GEP核算报告。

核算结果显示，2018年景宁大均乡GEP约为 17.88亿元，比上一
年增加了 0.94亿元。核算结果表明，“十三五”期间，大均乡GEP稳步
提升，GDP与GEP实现了双增长，实现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
展协同并进。

“绿水青山”不仅有了价，而且一年比一年更值钱。按照年度GEP
增值的 2%计算，大均乡现场获得了 188万元的生态增量奖励金。这
也成为全国首个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专项资金。市发改委副主任、
大均乡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建设指导团组组长周立军在奖励
兑付现场说：“这是一种发展导向，具有宣示意义，意味着绿水青山是
能兑换金山银山的！”

在核算报告的发布会上，景宁的两个试点乡镇——大均乡和东坑
镇成立了大均两山生态发展公司。188万元的生态增量奖励金，全部
注入公司。景宁畲族自治县发改局负责人表示，该公司是经营生态
资产的平台，承担乡域内生态保护、修复的任务，同时，将水、空气等
生态产品价值进行“变现”。公司初始资金由国资注入、村集体认筹，
它的目标是实现GEP的持续增值，提升GEP到GDP的转化。

改革创新步履不停。为构建自然资源运营管理与市场交易平台，我
市在2019年还组建了“两山银行”，着力解决碎片化自然资源入市壁垒、

“生态占补平衡”问题；出台《金融助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指导意见》，
既而引导全市各金融机构支持生价试点；遂昌县通过组建“两山”集团，
在全省率先争取到国家开发银行30亿元的“两山”项目授信，遂昌农商行
以大田村GEP核算成果为基础，推出“绿贷通”给予整村授信7789万元；
与邮政合作打通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让农产品更快出山……

随着“两山公司”“两山银行”“两山金融”“两山基金”“两山邮政”“两山
智库”等平台的成功打造，丽水“两山”高效转化，生态产品价值日益凸显，
一年多来试点建设的探索实践，丽水捧出了一个又一个生态“金饭碗”。

生态产品及其价值实现概念，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探索实
践被明确提出，并在后续的深化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2001 年
联合国启动全球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转化理
念得以在全球快速发展。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的研究和实践，2010年国务院颁布《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
首次提出“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生态文明建设总体部署，我国加快了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理论、路径和方法的研究步伐。2017 年，党中央、
国务院发布《关于完善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制度的若干意见》，明

确在浙江等四省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至此，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由最初提出时作为国土空间优化的一种主体功能
规划概念，演变上升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领域一项具有创制性
意义的重大战略任务。

作为“两山”理念的重要萌发地和先行实践地，丽水立足“生
态是最大优势，发展是最重任务”的基本市情和最大实际，创新
实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路径、加快高质量绿色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可复制、可借鉴的独
特经验。

欣欣向荣的遂昌大田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