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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项目拟将国家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科技需求与国际生态领域研究前沿结合，综合应用生态评估、社会调查、政策分析、系统

模拟方法，重点研究：生态资产核算理论、技术方法与应用，生态系统生产总值与生态效益核算理论、技术方法与应用，生态保护

与生态建设工程效益评估技术方法与应用，国家与地方生态补偿政策绩效评价，生态补偿模式、标准核算与政策措施，生态补偿

融资机制与政策措施，科技创新对生态文明建设贡献的评估方法体系与应用示范，构建生态资产与生态效益、生态补偿、科技支

撑生态文明贡献度的核算理论、方法和技术体系，为国家生态文明制度与机制建设提供科技支撑。
关键词：生态系统服务；生态资产；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生态补偿；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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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研究生态资产⁃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生态补偿⁃科
技贡献评估及其内在联系是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

发展决策的重要内容。 生态资产是指在一定时间、
空间范围内和技术经济条件下可以给人们带来效益

的生态系统，包括森林、草地、湿地、农田等；生态系

统生产总值（ｇｒｏｓｓ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ＧＥＰ）则是生态

系统为人类福祉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的产品

与服务价值的总和［１］，生态资产是形成生态效益和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的基础；生态补偿又是以生态系

统服务为基础，调节生态保护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

关系的公共制度［２］；而科技贡献评估又是通过科技

进步提高生态保护效益、提示生态资产存量、完善生

态补偿机制实施的重要前提［３］。
生态资产核算、生态补偿机制和科技创新评估

既是国内外研究前沿和热点［４⁃１１］，也是我国生态文

明建设制度的重要内容。 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
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

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目标体系、考核办

法、奖惩机制” ［１２］。 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生态

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明确提出了“树立资源价

值和资源资本的理念”，“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完
善生态文明绩效考核制度”，“把生态效益纳入社会

经济发展评价体系”，“提高科技对生态文明的支撑

作用”等要求［１３］，迫切需要深入探讨生态资产、生态

补偿和科技支撑生态文明核算理论与方法，为支撑

国家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提供科学基础。
尽管生态资产、生态系统服务、生态补偿及科技

支撑经济增长贡献核算开展大量研究［４⁃１１］，但当前

仍面临诸多挑战：生态资产、生态系统服务、生态补

偿的内涵与相互联系缺乏统一的认识，理论储备不

足；生态资产、生态系统服务、生态补偿标准核算缺

乏统一的方法与规范，影响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可重

复性和应用性［１４， １５］；缺乏定量确定科技支撑生态文

明贡献的理论框架和有效方法。 这些挑战制约着生

态服务与生态补偿研究成果在政策制定中的应用。
为了紧密结合科技前沿与国家需求、支撑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典型脆弱生态恢

复与保护研究”重点专项中设置了“生态资产、生态

补偿及生态文明科技贡献核算理论、技术体系与应

用示范”项目。

２　 总体目标

项目拟将国家生态文明机制建设的重大科技需

求与国际生态领域研究前沿有机结合，综合应用生

态调查评估、社会调查、政策分析、系统模拟方法，构
建生态资产与生态效益、生态补偿、科技支撑生态文

明贡献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体系，为建立与完善国

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与机制提供科技支撑。 具体

目标包括：揭示生态资产、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

及社会经济发展的耦合模式与机制；阐明生态系统

服务区域关联与高效—经济—公平的生态补偿机

制；建立生态资产类型的遥感识别与监测技术体系；
研发生态资产和生态系统生产总值实物量与价值量

核算技术；建立生态补偿标准核算技术与融资机制；
研发科技支撑生态文明建设贡献率测算技术。

３　 项目研究内容

针对上述目标，项目主要从以下 ７ 各方面开展

研究：（１）生态资产核算理论与技术方法：重点研究

区域生态资产分类体系，区域生态资产遥感监测技

术，不同类型生态资产的实物量与经济价值核算技

术等；（２）生态系统生产总值与生态效益核算技术方

法：构建省市县的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指标体系，
建立重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生态生产函数与区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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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系统服务的功能量核算方法，构建区域生态系统

产品与服务的价值量定价方法等；（３）生态保护与建

设工程与措施综合效益评估方法：建立重大生态保

护与建设工程综合效益评估框架、重大生态保护与

建设工程综合效益评价技术及模型等；（４）生态补偿

理论、生态补偿政策绩效评价：建立生态补偿政策对

生态系统服务和人类福祉作用效应和机理的因果推

理模型，阐明生态系统服务区域关联与高效—经

济—公平的生态补偿机制，开展生态补偿政策绩效

评估；（５）生态补偿模式、标准核算与政策措施：搭建

不同尺度下的生态补偿框架，提出适宜流域、区域等

尺度的生态补偿模式，设计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生

态补偿范围、对象、标准和途径等。 （６）生态补偿融

资机制与政策研究：构建生态补偿融资机制与政策

框架，探索建立各级政府财政加大对生态保护、生态

建设、生态补偿的有效机制，以及引导、鼓励各类社

会资金投入的政策体系等。 （７）科技对生态文明建

设贡献的评估指标和方法体系：梳理生态文明建设

的科技投入与重点科技项目，建立科技对生态文明

支撑力的贡献的评估指标体系和计量模型，评估科

技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支撑作用。
本项目拟综合应用多元基础信息采集与处理、

生态资产遥感分类与监测、野外监测、生态生产函数

构建、生态经济学方法与模型、农户调查与部门访

谈、情景设置与预测、科技支撑生态文明建设贡献率

测算等方法，围绕生态资产核算理论、技术方法与应

用；生态系统生产总值与生态效益核算理论、技术方

法与应用；生态保护与生态建设工程效益评估技术

方法与应用；国家与地方生态补偿政策绩效评价；生
态补偿模式、标准核算与政策措施；生态补偿融资机

制与政策措施；科技创新对生态文明建设贡献的评

估方法体系与应用示范开展研究。 具体技术路线见

图 １。

图 １　 技术路线

Ｆｉｇ．１

４　 结语

项目预期成果将直接服务于我国生态资产核算

与管理、生态保护与建设工程实施、生态效益评价、

生态补偿模式选择、标准核算、融资机制与绩效评

估，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科技支撑，具体效益体现在：
项目预期产出的技术、标准和规范将为我国生态文

明制度建设（如：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目标体系、

３　 ２２ 期 　 　 　 欧阳志云　 等：生态资产、生态补偿及生态文明科技贡献核算理论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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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办法、奖惩机制）提供科技支撑；项目研发的生

态资产监测、生态保护与建设工程绩效评估等技术，
将为改善我国生态系统、自然资源管理提供科技支

撑和管理手段；项目生态补偿系列成果，将为促进区

域公平、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长效机制，推动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科学测算科技支

撑生态文明建设的贡献率，将为进一步通过科技创

新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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