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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是以生态保护促进绿色发展的重要机制，社会生态需求无限性和多层级性同国家公园生态供给有

限性之间的矛盾需要通过市场化机制的建立实现平衡，生态韧性与交换价值理论是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论基础。
从社会生态需求角度建立国家公园生态服务产品分类体系，为国家公园生态服务产品供需平衡的精准调控奠定了基础，以供定

需，以需引供。 特质性、时代性、公益性、可持续性是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基本原则，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具有

时间、空间、类型、层级等 ４ 个维度的特征，３ 类 ５ 级是其基本转化体系，随时空变化、资本投入不同而不同，物质类、精神类、知
识类产品是体现国家公园特质的 ３ 类生态服务产品，公共性、准公共性与经营性是国家公园生态服务产品的 ３ 个基本属性，空
间梯度与转化效率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程度和质量的重要评价指标，也是国家公园管控分区和功能分区合理性及其管理绩效

评价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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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产品概念从 ２０１０ 年主体功能区划的提出［１］，到 ２０２１ 年国家发改委首次颁布《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规

范》 ［２］，各省市县近几年开展 ＧＥＰ 核算实验，历经 １０ 年的研究，把西方学者提出的生态系统服务理论中国化，
并付之中国实践，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其中最突出的贡献就是以欧阳志云、朱春全为代表的国内学者提出的生

态系统生产总值（ＧＥＰ）的理论和核算方法［３］，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有关生态产品的理论还有王金南院士团

队提出的第四产业理论及其生态产品核算框架［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提出生态产品 ４ 分法理论等［５］。 国

际上生态系统服务付费与环境经济核算研究进展快速［６—８］，相继出现了一些典型案例，如美国的土地休耕计

划、新西兰林业碳汇交易、日本森林康复产业发展等［９］，ＧＥＰ 理论价值非常清楚，即从经济学角度把生态系统

价值转化为定量化的经济价值，以此显示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同时可以成为生态补偿、政绩考核的直接依据。
目前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主导下分行政区域单元和特定地域单元两套评价体系，政府主导的行政区 ＧＥＰ
核算方法框架已经形成，国家公园等特定地域单元 ＧＥＰ 核算框架正在研发中。 欧阳志云团队对首批 ５ 个国

家公园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５ 年 ＧＥＰ 进行了核算，发现水源涵养与气候调节是国家公园最主要的生态产品，占 ７０％
以上［１０—１１］，陈宗铸雷金睿等学者以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例试验了 ＧＥＰ 核算方法［１２］。 全国各地 ＧＥＰ 核算实

验中普遍反映的问题是核算方法的科学性、统一性如何进一步提高？ 用经济价值代表生态系统价值是否完

整、合理［１３—１６］？ 如何突出国家公园的特殊性？ 本文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理论探讨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的转

化体系，梳理生态价值存量、流量与资本投入、产品价值实现等概念的逻辑关系，为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与政策

制定提供思路。

１　 国家公园特殊性

１．１　 国家战略与社区民生

国家公园生态价值有二个特点：不可计量价值和可计量价值，不可计量价值是指国家公园重要性，国家生

态安全的保障，无价的，是政府要做的，其中涉及社区生计与利益问题，需要政府与社会补偿［１７］，分几种情况，
一类是必须搬迁的社区，政府全额补偿，补偿标准不是生态价值依据，而是当地居民生活水平，搬迁后达到当

地平均生活水平的各项成本；二类是不需搬迁但需转变发展方式的社区，通过资源利用方式转型推动绿色发

展，实现生态保护的目的，在政府补偿主导下的多种经营，社区收入多元化，实现保护目标；三是不搬迁但需要

完全转型，从事发展新产业，如文创、旅游服务等。 可计量价值是可定价、可测量、可交换的物品价值，是社会

补偿的重要依据，社会补偿一般分三种形式，一是受益者补偿，如下游补偿上游，二是社会捐赠，三是社会资本

投入，制定特许经营政策，通过市场化机制实现其价值，增加农户收入，减轻政府财政负担，调动社会资本参与

保护的积极性，为广大居民提供更多生态福利。 社会补偿的理论基础是生态系统服务付费，服务付费要求生

态价值产品化、定量化、形态化，把抽象的生态服务转化为可定价、可交换的价值载体－生态物品。
１．２　 三位一体

国家公园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生态安全底线与生态系统保护，国家意识与精神象征，原住居民多

与民生需求。 在国土空间格局中国家公园是为了保障国家生态安全而设立的特定地域空间，具有自然生态系

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珍贵、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等特征，保障支持国家可持续发展和国民幸

福感。 生态系统完整性原真性保护是国家公园基本任务，集体土地面积大、原住居民与村落数量多是中国国

２ 　 国家公园（中英文）　 　 　 ２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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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公园基本现状，社区民生问题是生态系统保护面临的突出问题，通过生态服务产品价值实现为社区居民带

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实现保护机制的根本转型，是国家公园可持续发展的必然之路。

２　 体现国家公园特殊性的生态服务产品

２．１　 满足 ４ 个原则

国家公园生态服务产品分类需要坚持 ４ 个原则：（１）突出国家公园特质性，生态服务产品特色同国家公

园性质相适应、同国家公园区位相适应、同国家公园地理环境相适应，精神性是国家公园生态服务产品的特

质，身心滋养、国家认同是国家公园神圣的使命；（２）突出社会需求时代性，同市场需求紧密对接，细分市场需

求，强化国家公园生态服务产品供给的唯一性、高品质性、可识别性；（３）突出国家公园公益性，国家公园生态

服务产品供给要满足多样性需求，既要公平又要公正，公共性、准公共性与经营性有机结合，适应多层次需求，
公共产品是政府主导投入的公益产品，经营性产品是政府主导下以市场化机制实现的产品，半公共性产品是

公益产品中伴随商业服务的产品；（４）突出供需匹配的可持续性，国家公园生态服务产品供给种类、供给规模

有限性同社会需求无限性之间矛盾必须通过有效机制科学平衡。
２．２　 公共性与高品质的统一

国家公园生态服务产品是生态经济学范畴，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转化的必要载体，通过生态服务产品载

体实现生态价值，是生态存量中的流量部分［１８—２０］，服务产品化，产品产业化，产业可持续化，实现生态交换价

值。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是世界各国具有的共性，但同样的生态服务价值在不同资本投入下服务产品价值是千

差万别的，如温泉、森林康养资源等，日本、德国等国将其开发经营为世界级的温泉、森林康养品牌产品［２１］，所
以问题的关键是价值转化的能级。 国家公园是国家形象的代表，高质量的服务产品是国家形象的重要载体，
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化机制是高质量服务产品供给的必要保障。 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换是生态服务概念与生

态服务产品概念的关键区别，也是学术概念与产业概念的主要区别，是市场化机制的必要支撑。
从经济学角度生态服务产品分为公共性、准公共性和经营性三类，公共性产品主要是生物生产，包括生态

系统的第一性生产、次级生产产品等，经营性产品主要是人类生产，包括物质、精神与知识产品等；准公共性产

品体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各类权益如土地权属交易、污染排放权益、资源开发权益、资源配额指标

等［２２—２３］。 公共性和准公共性产品是以政府为主导为全体国民提供的生态福利，以免费或低付费形式提供；经
营性产品是基于个性化需求而提供的生态服务产品，包括游憩活动、文创产品、农林加工产品、基因科技产品、
康养产品、权益产品、品牌产品等，从市场角度国家公园生态服务产品分三类：物质类、精神类、知识类，这 ３ 类

产品同 ４ 类服务是多重对应关系（表 １）。

表 １　 国家公园生态服务产品的多维度分类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ｕｔｉｐｌ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生态维度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经济维度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社会维度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社会需求细分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ｍａｎｄｓ

实现机制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空间维度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供给服务
Ｓｕｐｐｌ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调节服务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支持服务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文化服务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公共性
准公共性
经营性

物质类
精神类
知识类

生计类与溢出类
生理类、心理类、精
神类和社会类
通识类和专业类

政府供给
政府＋市场供给
市场供给
社会捐赠与志愿者
供给

公园边界内
公园周边地区
远程关联区域

国家公园在生态保护、社会公益与民生需求之间走一条可持续的发展之路，生态服务产品价值实现既能

满足居民生计需求，又能适应高质量的社会需求，同时能够促进生态系统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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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国家公园生态服务产品的分类体系

３．１　 生态服务产品分类的理论依据

国家发改委《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规范》明确提出中文语境下的生态产品等同于国际上生态系统服务概

念，４ 类服务 ３ 类产品是基本的生态产品分类体系［２０—２１］。 对于国家公园来说，生态系统服务与生态系统服务

产品是二个层级概念，后者是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经过人为经营开发活动转化为社会需求的可交换的物质或

精神产品，是可计量、可交换的物品，是服务产品化、产品产业化的核心载体，这样从理论上解释了生态价值存

量与流量的关系、存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关系。 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生态服务价值）通过经营开发活动

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产品，社会才能惠益分享，产业才能发展。 这个经营开发活动即生态产品价值的

转化过程，随人力、技术、金融等社会资本投入不同，价值转化形态与层级明显不同，呈现不同类型、不同等级

的产品体系，这个产品是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转化而形成，所以称之为生态服务产品，区别中文语境下的

生态产品概念。
３．２　 基于社会需求与社会资本投入的服务产品分类

根据社会资本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转化中的投入程度，生态服务产品可以分为 ５ 个层级：１ 级产品，自然

原生级，野生产品；２ 级产品，以心理调节、精神滋养、健康促进为特色的自然疗愈产品，有限的人类服务支持

活动，如步道建设等；３ 级产品：有机农产品、林下产品、鱼产品，顺应自然规律的有限投入；４ 级产品：遗传基因

产品，需要高强度金融和技术力量的投入等；５ 级产品，知识产品，通过长期科学研究发现的自然规律（表 ２）。
这 ５ 级产品根据其存在状态可以简化为 ３ 类：物质类、精神类、知识类。 物质类产品既有满足本地居民生

存需求的生计产品，也可以流动外溢，异地消费，促进经济发展，保护地物质产品供给是受到严格限制的，要素

产品一般是园内保护园外培育模式，如珍稀名贵树种等；精神类产品需要在地消费，促进身心健康、家庭健康

和社会健康，推动文化与健康产业发展，是当代社会的主流需求；知识类产品可以在地消费，也可以异地消费，
促进价值观与社会共识的形成，推动科研与自然教育事业发展，是国家公园的基本任务。 这个转化体系揭示

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层级与地方发展水平的关系，转化层级低，带动作用弱，发展水平低；转化层级高，辐射能

力强，区域发展水平高。 同类别的生态服务价值，不同层级的生态服务价值转化方式，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水平

差异很大。
国家公园生态服务产品分天然形成类和人工生成类，天然物质类产品包括野生类产品如野茶、野果、水

流、氧气、碳、蜂蜜、鱼类、氧气、饮用水、负氧离子、自然声音等等，人工物质类产品取决于价值观和资本投入程

度，包括人力、技术、金融、土地、制度资本等，其中技术资本最关键，决定了生态服务产品的质量等级和收益等

级；天然精神类服务产品包括无限荒野、神圣山峰、自然美景、安静环境、清澈水体、负氧离子、植物成分、清新

空气、田园景观等，人工精神类产品如自然步道、冥想平台、观景设施、乡土村落、历史遗迹、宗教建筑、重要水

利工程、重大历史事件等，精神类服务产品分三个层次：宗教类、励志类、疗愈类等，是对人类心理、精神具有调

节、恢复、滋养作用的景观环境与活动类产品如远足、漂流、探险、冥想、观光等游憩行为，实现其对身心健康的

恢复价值；自然知识类服务产品主要是国家公园地质地貌变迁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形成与演化规律的知识体

系，人文类服务产品主要是历史上人类利用自然资源的生态风景智慧与历史变迁的知识体系，如预防自然灾

害发生、森林涵养水源机理、山地河流水文特征、森林碳汇氧源机理、植物化合作用、树木化感效应与群落形成

机理、遗传基因工程等，对这些规律的认识会极大提高人类可持续发展能力。
生态系统服务本身早已存在，一直服务于人类，生态服务产品具有时代性，随时代发展需求，生态系统服

务转变为适应发展需求的产品，物质性、精神性、知识性是其三个重要特性。
３．３　 生态服务产品分类体系的国内外实证

这个分类体系是对国内外国家公园生态服务产品的归纳总结，人为转化的 ４ 个层级产品在国内外均有成

功的实例，如黄石国家公园喷泉口菌类生物医药科技产品与露营木屋游憩产品，大提顿国家公园杰克逊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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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角园产品，班芙国家公园文化艺术品与独木舟探险产品，大峡谷国家公园风景游赏产品，南非克鲁格国家公

园野生动物生态旅游，大熊猫国家公园野唐家河野蜂蜜与卧龙大熊猫繁殖野化基地产品，武夷山茶与竹筏漂

流品牌产品，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森林康养与自然教育产品等。 世界各地国家公园生态服务产品各具特色，但
有一个共同规律即面向社会需求的高品质产品供给和多元的社会资本投入，遵循生态韧性特征。

表 ２　 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的转化体系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国家公园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生态服务产品
类别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ｔｙｐｅ

自然形成的生态服务产
品（生态存量）
Ｎａｔｕｒｅ ｂａｓ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ｏｃｋ）

人为生产的生态服务产品（生态流量）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ｂａｓ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ｌｏｗ）

１ 级⁃天然野生
２ 级⁃人力辅助
生产

３ 级⁃人与自然
共同生产

４ 级⁃科技投入
生产

５ 级⁃金融、科
技投入生产

国家公园生态服
务产品类型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ｔｙｐ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国家公园生态系统
服务类型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ｙｐｅｓ

供给服务 天然 林 木、 草 药、 水 流
量等

蜂蜜、茶叶、清
水鱼等

农牧产品、林下
产品、清水鱼等

农牧林鱼加工
产品等

遗传基因产品，
生物科技研发
培育等

物质类
精神类
知识类

文化服务 自然风景、自然疗愈、文
化遗产等

步 道、 观 景 平
台，教育径，解
说设施等

自然疗愈设施，
自然教育产品，
科研设施等

户外游憩场地
设施，等

科技康养产品，
博物馆、研学中
心等自然教育
科普

调节服务 涵养水源、固碳释氧、净
化大气、气候调节等

平水坝、生态恢
复与修复等

防洪灌溉、自然
疗愈等

矿 泉 水、 碳 交
易、森林康养等

权益产品交易
平台、科学知识
科普等

支持服务 自然生态过程的科学原理和应用如野生动物救护与繁育等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ｖａｌｕｅ

价值核算账户与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土地资本、金融资本投入

价值转化空间区位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ｌｕ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国家公园 园内功能分区 园内与公园周边地区 入口社区与区域门户城镇 生态产业化

４　 国家公园生态服务产品的重要属性

４．１　 空间属性———生态服务产品价值实现的空间梯度

４．１．１　 生态梯度———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空间梯度

国家公园面积大，地质构造、海拔高度、地形坡度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形成地带性与非地带性多样并存的

自然地理特征，自然地理等因素的综合作用所形成的生态系统类型多样，生境类型多样，脆弱性程度差异明

显，形成从脆弱到稳定的生态系统空间序列，从生态关键区到一般生态区、生态修复区、生态廊道，生态系统物

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特征差异明显，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服务价值的空间格局呈现空间梯度性［２４］。
４．１．２　 游憩梯度———游憩体验的机会谱系与空间梯度

　 生态保护、游憩体验与社区生计是中国国家公园三重属性，实行核心保护区和一般控制区二级分区，在
一般控制区框架下实行二级功能分区，有序发展多种形式的生态游憩体验活动，通过智能监控实施调控游憩

人数的空间分布，实现生态安全和游憩体验质量的双赢空间格局。 国际上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公园，以保护

与游憩双重目标为基础，建立游憩机会谱系（ＲＯＳ），奠定了国家公园管理分区的基本模式：荒野区、半荒野区、
自然区、近自然区和发展区等，各国根据自身情况分区名称不同，但基本模式相同。 每个区生态服务价值与游

憩产品均不相同。
４．１．３　 景观梯度—生态智慧的林田居体系与空间梯度

传统村落是国家公园文化生态的集中代表，村落布局、农田格局、水资源利用、民居建筑、生活生产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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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智慧形成了林田居景观体系，在自然生态系统基础上融合了人文生态系统，创造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生态景观，具有适应性的生活生产方式把生态系统的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和支持服务融为一体，外
在的视觉景观与内在的生态机理和谐统一，维持了千百年来生命系统的繁衍生息。
４．２　 效率属性———生态服务产品价值实现的效率

生态服务产品价值实现效率即生态服务价值转化效率，是度量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主要指标［２５］，分单一

产品转化与单位面积转化 ２ 类，单一产品价值实现效率以投入产出比值为衡量指标，国家公园单类产品同市

场同类产品投入产出比值的比率，国家公园单位面积产品投入产出比同市场同类产品单位面积投入产出比的

比率，这 ２ 类比率即为转化效率。 产品系列与空间系列的组合关系具有多种组合模式，从一一对应关系的线

性组合模式到多对一的叠置组合模式，以生态效益为基础，以经济和社会效益为生态价值的溢出效应，以生态

产品为纽带，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效率的提升为对策，维护三个效益的平衡。
国家公园生态系统面积大，但直接用于生态服务产品价值实现的空间是有限的，更多的空间是间接转化

空间，建设用地空间更小，不超过总面积的 ５％，这也是符合林德曼金字塔定律的。 生态系统功能、生态系统

服务、生态服务产品存在一个价值梯度转化序列，物质性、精神性和知识性产品存在空间梯度差异，如同自然

生态系统中物质能量转化体系，表现为食物链等级差异与空间分异现象。 在社会生态系统中表现为产品链现

象，本质上同能量转化金字塔具有共同性，在社会生态系统中由于人的智慧可以提升优化自然功能，提高转化

效率和转化质量。

５　 讨论与结论

从价值转化体系角度解读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命题，可以发现国家公园生态质量与实现质量是生态价值核

算与实现的二个关键变量，生态质量保护与提升是基础，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完整性与原真性是生态质量评

价的三个重要指标，服务产品质量、经济收益与幸福感是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质量的三个重要指标，价
值转化层级是影响实现质量的关键因素，转化层级既依赖先天的生态质量，也需要后天人为的创新创造，从生

态质量到实现质量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对国家公园保护管理绩效的评价既要看生态质量的提升程

度，也要看生态价值转化的创新程度，需要从生态质量与产品质量二个维度综合评价。
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服务界定了国家公园主客行为关系，国家公园生态服务产品界定了国家公园主客利益

关系，明确了利益关系才能真正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有效机制。 生态安全保障是

国家公园的国家利益，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保障，是无价的，社会生态需求无限性和多层级性同国家公园生态

供给有限性之间的矛盾需要通过市场机制的建立实现平衡，生态韧性与交换价值理论是国家公园生态服务产

品价值实现的理论基础。 从社会生态需求角度建立国家公园生态服务产品分类体系，为国家公园生态服务产

品供需平衡奠定了基础，以供定需，以需引供。 空间梯度与转化效率是生态服务与生态服务产品均衡关系的

重要评价指标，也是国家公园管控分区和功能分区合理性的重要依据。 国家公园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

范区，具有自身定位特殊性和历史使命，生态服务产品定位也应具有特定的适应性要求，理论自洽、实际可操、
政策可行是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基本理念，本文提出的 ５ 级 ３ 类产品分类是一个需要不断完善的分

类方法，需要因地因时调整，以适应地情园情国情，做到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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