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３９ 卷第 １５ 期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生 态 学 报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Ｖｏｌ．３９，Ｎｏ．１５
Ａｕｇ．，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２０１６ＹＦＣ０５０３４０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２⁃１９； 　 　 网络出版日期：２０１９⁃００⁃００

∗通讯作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Ｅ⁃ｍａｉｌ： ｚｙｏｕｙａｎｇ＠ ｒｃｅｅｓ．ａｃ．ｃｎ

ＤＯＩ： １０．５８４６ ／ ｓｔｘｂ２０１７１２１９２２７９

博文静，肖燚，王莉雁，王效科，欧阳志云．生态资产核算及变化特征评估———以内蒙古兴安盟为例．生态学报，２０１９，３９（１５）：　 ⁃ 　 ．
Ｂｏ Ｗ Ｊ， Ｘｉａｏ Ｙ， Ｗａｎｇ Ｌ Ｙ， Ｗａｎｇ Ｘ Ｋ， Ｏｕｙａｎｇ Ｚ Ｙ．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ｓｅｔｓ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ｔ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Ｈｉｎｇｇａｎ Ｌｅａｇｕｅ，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９，３９（１５）：　 ⁃ 　 ．

生态资产核算及变化特征评估
———以内蒙古兴安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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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十八大提出要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实行离任审计。 生态资产是自然资源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生
态资产核算对完善自然资源负债表编制具有一定的意义。 以兴安盟为例，通过对森林、灌丛、草地和湿地生态资产数量、质量和

变化情况的评估，核算了兴安盟生态资产综合指数，即反映生态资产数量和质量的综合指标；编制了生态资产实物量变化表和

生态资产实物量损益表。 结果表明，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兴安盟森林面积增加 １．１％，草地、湿地面积分别下降 １．７％、３．８％，但森林和

草地的质量提高显著，所以生态资产综合指数提高了 ２．１６％。 生态资产核算作为评价领导干部在任期间是否落实生态环境质

量底线、生态保护红线要求的有效工具，为推动兴安盟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生态资产核算；变化特征；生态资产综合指数；兴安盟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ｓｅｔｓ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ｔ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Ｈｉｎｇｇａｎ Ｌｅａｇｕｅ，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ＢＯ Ｗｅｎｊｉｎｇ１，２， ＸＩＡＯ Ｙｉ１， ＷＡＮＧ Ｌｉｙａｎ１，２， ＷＡＮＧ Ｘｉａｏｋｅ１， ＯＵＹＡＮＧ Ｚｈｉｙｕｎ１，∗

１ Ｓｔａｔｅ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Ｅｃ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５， Ｃｈｉｎａ

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４９，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１８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ｈａｔ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ｓｈｅｅ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ｕｓｉｎｇ ｏｆｆ－ｏｆｆｉｃｅ ａｕｄｉｔｉｎｇ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ｓｅｔｓ ａｒｅ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ａｒｔ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ｓｓｅｔ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ｓｅ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ｗｉｌｌ ｂｅ ｏｆ ｖｉｔ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ｓｈｅｅｔ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ｓｅ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ｂｒｕｓｈｗｏｏｄ，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ｓ， ａｎ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ｗｅ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ｓｅｔ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ｗｅ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ｓｅｔ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ｓｈｅｅｔ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ｓ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ｏｆ Ｈｉｎｇｇａｎ Ｌｅａｇｕ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１．１％，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１．７％
ａｎｄ ３．８％，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２０００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ａｎｄ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ｓｅｔ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２．１６％． Ｕｓｅ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ｓｅ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ｏｌ
ｔｏ ｉｎｆｏｒｍ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ｙ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ｎｇｇａｎ Ｌｅａｇｕｅ．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ｓｅｔ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ｓｅｔｓ；
Ｈｉｎｇｇａｎ Ｌｅａｇｕｅ

生态系统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福祉的重要基础［１⁃２］。 生态系统产品与服务功能在维持地球生命

支持系统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３］。 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以短期经济利益为主导，对自然资源进行过度开发

以及土地利用变化、环境污染等均可能导致生态系统面积减少、质量退化。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全球开展了

一系列的环境保护运动，但根据《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结果，仍有 ６０％的生态系统存在不同程度的退化［４］。 生

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学项目组（ＴＥＥＢ）预测，未来 ５０ 年生态系统退化造成的损失将占 ＧＤＰ 的 ７％［５］。 为

了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１９９３ 年联合国统计司（ＵＮＳＤ）、世界银行等组织编制了《１９９３ 年国民核算手册：
综合环境和经济核算》（ＳＥＥＡ⁃１９９３） ［６］，尝试将自然资源与环境纳入国民经济体系。 同时，英国、苏格兰等也

在全国尺度对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进行评估和核算［７⁃８］。
我国目前也在积极探索将自然资源纳入核算体系。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健

全国家自然资产管理体制，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 ［９⁃１０］，《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也提出要“制
定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指南，构建土地资源、森林资源等的资产和负债核算方法。 建立实物量核算账户，
定期评估自然资源资产变化状况”。

自然资源资产包括矿产资源、土地资源、气候资源与生态资源等的资产，生态资产是重要的自然资源资

产［１１］。 关于生态资产的概念，部分学者认为，生态资产是资源直接价值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总和［１２⁃１４］；另
一部分学者认为，生态资产指具有物质及环境生产能力并能为人类提供服务和福利的生物或生物衍化实体，
主要包括化石能源和生态系统［１５］。 我们认为，生态资产不包括化石能源，是能够为人类提供生态产品和服务

的自然资产，包括森林、灌丛、草地、湿地、荒漠等自然生态系统，以及农田、人工林、人工草地、城镇绿地等以自

然生态过程为基础的人工生态系统［１６］。
国内关于生态资产核算的研究多数侧重于价值量的核算，如张颖等［１７］ 编制了森林资源资产的实物量核

算账户和价值量核算账户；蒋洪强等［１８］ 对京津冀区域生态资产负债核算进行了研究，核算了耕地、园地、林
地、草地和水域的生态产品供给的价值量以及核算期初和期末变化量；王娟娟等［１９］核算了中山市五桂山林地

资产的期初和期末价值，以及污染治理等负债情况。
我们认为，生态资产的实物量是价值量的基础，但目前价值量的评价指标尚不统一，评价方法有待于进一

步完善。 所以本研究仅对生态资产实物量进行核算。 实物量核算包括生态资产的面积和质量两个方面。 根

据生态资产面积和质量在核算期初和期末的变化，编制生态资产实物量变化表；通过详细分析生态资产变化

的原因，编制生态资产实物量损益表。
内蒙古兴安盟作为我国重要的林区和农牧业区，森林和草地资源丰富，自然资源资产以生态资产为主，生

态资产核算能够摸清地区生态环境质量状况，揭示生态资产管理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促进领导干部履行

生态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为推动兴安盟生态资产干部离任审计提供一定的参考。

１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１．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的兴安盟（４４°１４′—４７°３０′，１１９°２８′—１２３°３８′Ｅ），如图 １，地处大兴安

岭中段的浅山丘陵地区，山地占 ６０％，丘陵和平原分别占 ２０％，属于大兴安岭向松嫩平原过渡带，亦处于北方

农牧交错地带，包括森林、灌丛、草地、湿地、农田等多种景观（图 ２） ［２０］。 兴安盟行政区域分为 ６ 个县级单元，
总土地面积 ５９８０６ ｋｍ２，包括乌兰浩特市、阿尔山市、科尔沁右翼前旗、科尔沁右翼中旗、扎赉特旗和突泉县。
该区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光照充足，年降水量 ３５４．３—４８５．５ ｍｍ，无霜期 １１０—１４２ ｄ ［２１］。
１．２　 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的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兴安盟生态系统类型数据来源于中科院遥感所通过 ＴＭ、ＥＴＭ、ＭＯＤＩＳ 等遥感

２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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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解译获取；森林资源数据来源于兴安盟林业局提供的“兴安盟森林资源小班调查数据”；河流、湖泊等水

质数据来源于兴安盟环境监测站提供的各断面的监测数据。

图 １　 兴安盟区位图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Ｈｉｎｇｇａｎ Ｌｅａｇｕｅ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生态资产实物量变化表编制

生态资产实物量变化表是反映地区在某一特定时

期生态资产的期初和期末存量以及在该核算期内发生

的变化情况。 本研究中，生态资产实物量变化表的核算

对象为森林、灌丛、草地和湿地生态系统，核算内容为核

算期初和期末各类生态资产的面积和质量以及变化量。
根据不同的生态系统，设定质量评价指标（如表

１），森林和灌丛质量采用基于像元的相对生物量密度

进行评价，森林地上生物量能反映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

组成，如林龄、林分类型等，是衡量森林生产力和森林质

量的重要参数［２２⁃２４］。 结合原始森林调查样方，选取兴

图 ２　 兴安盟生态系统分类图

Ｆｉｇ．２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Ｈｉｎｇｇａｎ Ｌｅａｇｕｅ

安盟所在植被地带内的多个原始森林样方的生物量的

均值来代表该范围内顶级群落的生物量，以该地带的顶

级群落的生物量为分母， 生物量为分子， 得到兴安盟

的森林生态系统质量。 草地质量采用植被覆盖度来评

价，植被覆盖度作为反映地表植被生长状况的重要指标

之一， 在草地生态系统质量评价中起着重要的作

用［２５⁃２６］。 湿地生态资产的质量采用水质指标来评价，
湿地水环境的健康状况直接影响湿地生态系统的质量，
水质作为湿地水环境状态的基础指标，对湿地水生物多

样性以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等都有重要的影响［２７⁃２８］。
２．２　 生态资产综合指数

生态系统面积和质量评价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生态系统的格局和过程，影响生态系统的功能，所以评

估生态资产面积和质量的变化是生态资产核算的主要

内容［２９⁃３０］，生态资产综合指数是反映森林、灌丛、草地、
湿地等生态资产面积和质量的综合指标。 将生态资产

面积和质量评价指标相结合，能够综合比较各类生态资产的时空变化。

表 １　 生态资产质量分级标准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ｓｅｔｓ

生态资产质量等级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ｓｅｔｓ

优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良
Ｇｏｏｄ

中
Ｍｉｄｄｌｅ

差
Ｐｏｏｒ

劣
Ｗｏｒｓｅ

相对生物量密度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 ％ ≥８５ ７０—８５ ５０—７０ ２５—５０ ＜２５

植被覆盖度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 ％ ≥８５ ７０—８５ ５０—７０ ２５—５０ ＜２５

水质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 类 ＩＩ 类 ＩＩＩ 类 ＩＶ 类 Ｖ 类和劣 Ｖ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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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Ｑ ＝
∑

ｎ

ｉ ＝ １
∑
ｊ ＝ γ

ｊ ＝ β
ＥＡｉｊ × ｊ( )

∑
ｎ

ｉ ＝ １
ＥＡｉ × γ( )

×
∑

ｎ

ｉ ＝ １
ＥＡｉ

９６０００００
× １０４ （１）

式中，ＥＱ：生态资产综合指数； ｉ：第 ｉ 类生态资产；ｎ：核算的生态资产类型总数；ｊ：第 ｊ 等级生态资产质量系

数；β： 最低等级生态资产质量系数；γ： 最高等级生态资产质量系数； ＥＡｉｊ ： 第 ｉ 类生态资产第 ｊ 等级的面积；
ＥＡｉ ：第 ｉ 类生态资产的面积。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生态资产实物量变化表

生态资产实物量变化表是记录不同质量的生态资产期初和期末存量以及在该核算期内发生的变化情况。
实物量变化表核算期为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１０ 年，计算核算期内不同质量等级生态资产实物量的变化情况。

２０１０ 年兴安盟生态资产以草地、农田和森林为主，草地面积为 １．７８ 万 ｋｍ２，占总面积的 ３２．４％；农田和森

林分别占总面积的 ２９．６％和 ２８．２％；湿地、灌丛和荒漠生态资产面积仅占总面积的 ４．７％、１．６％和 １．３％。 生态

资产总体质量以中级和良级为主，分别占 ３８．６％和 ３０．２％（图 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兴安盟生态资产面积变化情况见表 ２，质量变化格局如图 ４。 森林面积增加了 １．１％，森林

质量小幅提高，其中，中级及以上面积增加了 １８．４％，差级和劣级面积减少了 ２６．０％；灌丛面积无显著变化，灌
丛质量有所下降，其中差级及以上面积减少了 ２８．４％，劣级面积增加了 ８．３％；草地面积减少了 １．７％，质量呈

小幅提高，中级及以上面积增加了 ６．１％，差级和劣级面积减少了 ５．３％；湿地面积有小幅下降，降幅 ３．８％，湿
地质量无显著变化，均为良级。 综合来看，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兴安盟生态资产总面积减少了 ０．６％，生态资产质量

小幅提高，中级及以上面积提高了 ５．９％，差级和劣级面积减少了 １６．２％（图 ５ 和图 ６）。

图 ３　 生态系统质量格局（２０１０ 年）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Ｈｉｎｇｇａｎ Ｌｅａｇｕｅ （２０１０）

图 ４　 生态系统质量变化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Ｈｉｎｇｇａｎ Ｌｅａｇｕｅ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３．２　 生态资产综合指数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兴安盟生态资产综合指数增加了 ２．１６％。 其中，由于森林面积和质量的小幅提高，森林

资产指数提高了 ７．０８％；随着灌丛质量的小幅下降，灌丛资产指数降低了 ８．２８％；草地生态资产面积减少，质
量小幅提高，草地资产指数降低了 ０．３９％；湿地生态资产面积小幅降低，但质量无显著变化，资产指数降低了

３．８３％（表 ３）。

４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３．３　 生态资产转移变化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间，兴安盟生态资产类型发生较大变化，导致变化的主要原因包括生态工程、农田开垦、生
态退化、城镇化和生态恢复五个方面（表 ４）。

从转移面积来看，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和退耕还草生态工程的面积为 １７９． ５ ｋｍ２，占转移总面积的

３６．７％；其次是农田开垦，转移面积为 １５３．７ ｋｍ２，占转移总面积的 ３１．５％；生态退化的转移面积为 ９３．７ ｋｍ２，占
转移总面积的 １９．２％；城镇建设和生态恢复分别占总转移面积的 ９．５％和 ２．９％。

表 ２　 兴安盟生态资产实物量变化表（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 ／ （１０２ｋｍ２）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ｓｅｔ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类别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科目
Ｓｕｂ⁃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合计 Ｔｏｔａｌ 优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良 Ｇｏｏｄ 中 Ｍｉｄｄｌｅ 差 Ｐｏｏｒ 劣 Ｗｏｒｓｅ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变化量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变化量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变化量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变化量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变化量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变化量

森林 Ｆｏｒｅｓｔ 森林小计 １５３．８ １５５．６ １．７ １２．４ １４．４ ２．１ ２８．３ ３３．７ ５．４ ５３．４ ６３．１ ９．７ ５１．４ ３７．２ －１４．２ ８．４ ７．１ －１．３

针叶林 １７．３ １７．３ ０．０ ０．１ ０．２ ０．１ ０．６ １．３ ０．７ ３．３ ６．２ ２．９ １１．７ ８．６ －３．１ １．５ ０．９ －０．６

阔叶林 １３４．３ １３６．０ １．７ １２．２ １４．２ ２．０ ２７．５ ３１．９ ４．４ ４８．８ ５５．６ ６．７ ３８．９ ２８．２ －１０．７ ６．８ ６．１ －０．７

针阔混交林 ２．２ ２．２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２ ０．５ ０．３ １．２ １．３ ０．１ ０．８ ０．４ －０．４ ０．０ ０．０ ０．０

灌丛 Ｓｈｒｕｂ 落叶灌丛 ８．７ ８．７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２ ０．１ －０．１ ０．４ ０．３ －０．１ １．４ １．１ －０．３ ６．７ ７．３ ０．６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草地 １８１．５ １７８．４ －３．１ ８．５ ８．７ ０．２ ４８．３ ５１．５ ３．２ ８２．６ ７８．６ －４．０ ４０．７ ３９．０ －１．７ １．５ ０．７ －０．８

湿地 Ｗｅｔｌａｎｄ 湿地小计 ２６．４ ２５．４ －１．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２６．４ ２５．４ －１．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沼泽 ２２．２ ２１．５ －０．７ ０．０ ０．０ ０．０ ２２．２ ２１．５ －０．７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湖泊 ２．１ １．８ －０．３ ０．０ ０．０ ０．０ ２．１ １．８ －０．３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河流 ２．１ ２．１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２．１ ２．１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图 ５　 兴安盟各类生态资产面积（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ｓｅｔｓ ｉｎ Ｈｉｎｇｇａｎ Ｌｅａｇｕｅ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图 ６　 兴安盟各类生态资产不同质量等级的面积变化（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Ｆｉｇ．６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ｓｅｔｓ ａｒｅａ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ｇｒａｄｅｓ ｉｎ Ｈｉｎｇｇａｎ Ｌｅａｇｕｅ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表 ３　 兴安盟生态资产指数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ｓｅｔｓ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Ｈｉｎｇｇａｎ Ｌｅａｇｕｅ

年份
Ｙｅａｒ

生态资产综合指数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ｓｅｔ ｉｎｄｅｘ

森林资产指数
Ｆｏｒｅｓｔ ａｓｓｅｔ ｉｎｄｅｘ

灌丛资产指数
Ｓｈｒｕｂ ａｓｓｅｔ ｉｎｄｅｘ

草地资产指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ａｓｓｅｔ ｉｎｄｅｘ

湿地资产指数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ａｓｓｅｔ ｉｎｄｅｘ

２０００ ２３．５３ ９．３０ ０．２４ １１．７９ ２．２０

２０１０ ２４．０４ ９．９６ ０．２２ １１．７５ ２．１１

变化率 Ｒａｔｅ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 ／ ％ ２．１６ ７．０８ －８．２８ －０．３９ －３．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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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各类型生态资产转移变化（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Ｔａｂｌｅ ４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ｓｅｔ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变化原因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转移面积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ａｒｅａ ／ ｋｍ２
所占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 ％

生态工程 天然林保护工程 草地 森林 １４５．２ ２９．７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退耕还林 农田 森林 ２９．０ ５．９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退耕还草 农田 草地 ５．３ １．１

生态工程小计 １７９．５ ３６．７

农田开垦 Ｆａｒｍｉｎｇ 农田开垦 草地 农田 １００．２ ２０．５

湿地 农田 ４８．８ １０．０

荒漠 农田 ４．３ ０．９

森林 农田 ０．４ ０．１

农田开垦小计 １５３．７ ３１．５

生态退化 草地退化 草地 荒漠 ６９．５ １４．２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湿地退化 湿地 荒漠 １８．１ ３．７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湿地 草地 ６．１ １．３

生态退化小计 ９３．７ １９．２

城镇化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城镇建设 农田 城镇 ３８．１ ７．８

草地 城镇 ６．５ １．３

森林 城镇 １．９ ０．４

湿地 城镇 ０．１ ０．０３

城镇建设小计 ４６．６ ９．５

生态恢复 湿地恢复 荒漠 湿地 ７．５ １．５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草地 湿地 ２．６ ０．５

农田 湿地 ２．１ ０．４

草地恢复 荒漠 草地 ２．４ ０．５

生态恢复小计 １４．６ ２．９

３．４　 生态资产实物量损益表

生态资产实物量损益表是在生态资产转移变化的基础上，详细分析森林、灌丛、草地、湿地等各单项生态

资产期初和期末的存量，以及存量在该核算期内发生的各类变化。 生态资产存量在一个核算期内的数量变化

原因有很多，有些变化是来自人类活动的影响，如森林砍伐或人工造林；有些变化是由自然现象引起的，如森

林火灾造成林木资源减少等。 生态资产实物量损益表核算目的是评估当前的经济活动方式是否会导致现有

生态资产发生耗减和退化，能够为生态资产管理提供有效帮助。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兴安盟森林面积增加了 １．１％，主要由于天然林保护和退耕还林工程造林，贡献率分别占

８３．３％和 １６．７％（图 ７）。 草地面积减少了 １．７％，由于天然林保护工程和农田开垦，草地转变为森林和农田，贡
献率占比分别为 ４４．８％和 ３０．９％（图 ８）。 湖泊、河流和沼泽面积分别减少了 １１．１％、１．９％和 ３．３％，主要是湿地

退化和农田开垦造成的面积减少（表 ５）。

４　 讨论

本研究根据兴安盟生态资产实际情况，对森林、灌丛、草地、湿地等生态资产的数量、质量的变化及其变动

原因进行了分析，得到兴安盟生态资产综合指数，生态资产实物量变化表以及损益表，为开展自然资源资产核

算提供一定的参考。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兴安盟生态资产综合指数提高了 ２．１６％，其中生态资产面积减少了 ０．
６％，主要体现在草地和湿地面积的降低，根据损益表分析结果，草地面积减少的主要原因为天然林保护工程

建设和农田开垦；湿地面积降低的主要原因为农田开垦和水库建设。 １０ 年间兴安盟生态资产质量显著提高，
质量增加的面积约为 ６８７８．２ ｋｍ２，主要分布在阿尔山市东北部的天然林保护区、扎赉特旗的西北部、科右前旗

６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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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以及科右中旗中部的天然林保护区以科右前旗西部的天然草地。 生态资产质量降低的面积为 ５７８１．３
ｋｍ２，主要集中在科右前旗中部和东部、扎赉特旗中部、科右中旗中部和南部的连片区域（图 ４）。

图 ７　 兴安盟各类生态资产存量增加贡献率

　 Ｆｉｇ．７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ｓｔｏｃｋ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ｓｅｔｓ

ｉｎ Ｈｉｎｇｇａｎ Ｌｅａｇｕｅ

图 ８　 兴安盟各类生态资产存量减少贡献率

　 Ｆｉｇ．８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ｔｏｃｋ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ｓｅｔｓ

ｉｎ Ｈｉｎｇｇａｎ Ｌｅａｇｕｅ

表 ５　 兴安盟生态资产实物量损益表（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 ／ ｋｍ２

Ｔａｂｌｅ ５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ｉｔ ａｎｄ ｌｏｓｓ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ｓｅｔ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Ｈｉｎｇｇａｎ Ｌｅａｇｕｅ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核算项目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ｉｔｅｍｓ

森林
Ｆｏｒｅｓｔ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湖泊
Ｌａｋｅ

河流
Ｒｉｖｅｒ

沼泽
Ｓｗａｍｐ

存量增加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ｓｔｏｃｋ

生态工程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退耕还林 ２９．０１ － － － －

天然林保护 １４５．２２ ５．３４ － － －

退耕还草 － － － －

生态退化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湿地退化 － ６．１２ － － １３．８８

生态恢复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草地恢复 － ２．３８ － － －

湿地恢复 － － ４．８８ ０．０６ ８．３３

存量总增加 Ｔｏｔａｌ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ｓｔｏｃｋ １７４．１５ １３．８４ ４．８８ ０．０６ ２２．２１

存量减少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ｔｏｃｋ

农田开垦 Ｆａｒｍｉｎｇ 农田开垦 ０．４１ １００．１７ １．３９ １．４８ ４５．８９

城镇化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城镇建设 １．８９ ６．５４ － － ０．１４

水库建设 － － － － ４０．２５

生态工程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天然林保护 － １４５．１５ － － －

生态退化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草地退化 － ６９．５２ － － －

湿地退化 － － ２６．５６ ２．６２ ６．６７

生态恢复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湿地恢复 － ２．６３ － － －

存量总减少 Ｔｏｔａｌ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ｔｏｃｋ ２．３ ３２４．０２ ２７．９５ ４．１１ ９６．１１

净变化 Ｎｅｔ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ｓｔｏｃｋ １７１．８７ －３１０．１７ －２３．０７ －４．０４ －７３．９０

本文在对兴安盟生态资源状况进行摸底的基础上，形成了生态资产实物量变化表和损益表的初步设计，
但还存在一定的问题：①在会计学中，企业资产负债表编制根据会计核算恒等式“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企业资产负债表是企业经济活动的静态体现［３１］。 而生态资产实物量变化表的主要目的是揭示地区在核算期

内生态资产的数量和质量及其变动情况，反映区域生态资产“家底”。 由于各项生态资产实物量无法累加及

相互替代，所以生态资产实物量变化表中未能体现负债相关的内容。 此外，由于目前生态资产的产权尚不明

晰［１５］，变化表中也无法体现各类生态资产的所有者权益，所以，本研究中生态资产变化表仅包括资产项，未包

含负债项和所有者权益。 ②生态资产实物量损益表可以分析核算期内各类生态资产数量变化的原因，如森林

７　 １５ 期 　 　 　 博文静　 等：生态资产核算及变化特征评估———以内蒙古兴安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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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的增加主要原因是人工造林，但由于缺少兴安盟天然林保护、三北防护林等其他生态工程的恢复面积，损
益表中未能体现各个生态工程的恢复效益。 ③湿地质量评价中，采用不同水质级别的面积进行评价，但不同

地区水质监测完善程度不同，仅用监测断面的水质评估区域总体水质情况，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兴安盟水资源

丰富，但水质监测断面较少，未来应该逐步完善水环境监测体系，为生态资产核算提供数据支撑。
随着生态资产核算研究的不断深入，生态资源基础数据统计的不断完善以及监测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态

资产实物量变化表的设计能更加科学合理地反映生态资产的真实状况，为生态资产的干部离任审计的实施提

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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