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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衢州市绿金指数核算研究

程翠云∗，葛察忠，杜艳春，李婕旦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１２

摘要：衢州市是浙江省重要生态屏障，“绿水青山”资源非常丰富。 开展绿金指数核算可以总体测定和衡量衢州市“绿水青山”
与“金山银山”之间转化关系的成果，助力衢州市更好地全面实践“两山”理论。 基于生态系统生产总值（ＧＥＰ）的核算结果与国

内生产总值（ＧＤＰ）的比值，浙江省衢州市绿金指数核算结果显示：２０１５ 年衢州市绿金指数为 ３．０４，说明衢州市“绿水青山”资源

价值远远大于“金山银山”，生态要素转变为生产要素、生态财富转变为物质财富的潜力巨大；与其他地区比较来看，衢州市绿

金指数远高于全国水平（１．０１）；与所在的浙江省及长三角的上海市和江苏省相比，衢州市领先地位突出，分别是浙江、上海和江

苏的 ６ 倍、２２ 倍和 １０ 倍；与相邻的安徽和江西相比，衢州市优势明显。 研究认为衢州市需要利用丰富的“绿水青山”资源，积极

探索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真正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关键词：生态系统生产总值（ＧＥＰ）； 绿水青山； 金山银山； 服务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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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我们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以下简称“两山”理论）。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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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通过把“增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识”等内容写入党章［１］。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

会上确定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两山”理论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两山”理论已经成为我国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的指导思想，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了理论支撑［２⁃４］。 但是，
经历 ４０ 年改革开放的今天，经济决策过程中仍然缺乏协调“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综合机制，生态环保

要求难以融入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各领域，许多地方和部门在处理环境与经济

发展的关系方面仍存在严重的认识偏差。 因此，急需用“两山”理论重塑经济决策全过程，促使各级政府和相

关部门贯彻落实“两山”理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建立健全供给侧改革与绿色发展融合

机制，实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共赢。
“绿水青山”一般是指人类赖以生存的好山、优质水体、清洁空气等山水林田湖草各类生态生态系统［５］。

生态系统服务评估对生态系统生态资产的价值量核算，一直是生态学与地理学的研究热点问题之一［６］。 近

年以来，国内外在生态系统服务相关理论、方法和应用的广度和深度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７］。 基于生态

系统产品与服务评价的研究成果，欧阳志云等［８］开创性的提出了生态系统生产总值（ＧＥＰ）的概念，并以贵州

省为案例就核算方法进行了探讨。 此后，许多学者就此展开了相关核算［９⁃１１］。 “金山银山”泛指经济社会发展

过程中所创造的财富，一般可以用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表征。 马国霞等［１２］ 首次用绿金指数的概念将“绿水

青山”和“金山银山”联系起来，并采用此指标对全国状况进行分析，发现绿金指数大的省份主要分布在西部

地区，上海、天津、北京、江苏、山东等东部省份的绿金指数都小。 衢州市于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被原国家环境保护部

命名为全国第一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以探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路径典型

做法和经验。 尽管衢州市是浙江省重要生态屏障，“绿水青山”资源非常丰富，但是“绿水青山”向“金山银

山”转化的路径、机制和模式不够，获得的“金山银山”极为有限，需要进一步通过绿色发展方式积极将“绿水

青山”转换为“金山银山”。 因此，本文利用“绿金指数”核算“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数量关系，定量监督

衢州市“两山”示范区建设的情况，以便为衢州市全面实践“两山”理论提供科学依据。

１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地区概况

衢州市处于浙江省西部，钱塘江源头，位于 １１８°０１′—１１９°２０′Ｅ，２８°１４′—２９°３０′Ｎ 之间，南接福建南平，西
连江西上饶、景德镇，北邻安徽黄山，东与省内金华、丽水、杭州三市接壤，历史上即为浙闽赣皖四省边界的贸

易中心和交通枢纽。 全市整体呈“纺锤”型，南北长约 ９１ ｋｍ，东西宽约 ４２ ｋｍ，市区南北两侧为山地区，中部

为河谷盆地区，以山地和丘陵地形为主；区域内四季分明，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常年平均气温 １７．５℃，年平均降

雨量 １５６７．３ ｍｍ，年日照时数为 １６３６．５ ｈ，年平均相对湿度 ７３％；境内河流分属钱塘江和长江鄱阳湖两大水系，
以钱塘江水系为主。 衢州市辖“两区四县”，即柯城区、衢江区、江山市、龙游县、常山县和开化县，全域面积

８８４４．６ ｋｍ２（图 １）。
１．２　 研究方法

绿金指数是生态系统生产总值（ＧＥＰ）与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的比值［１２］，反映一个区域或地区“绿水青

山”与“金山银山”之间的数量关系。 结合衢州市自身的生态系统特点和生态系统服务核算的相关理论与方

法，本文核算绿金指数涉及到的指标如图 ２ 所示，可见核算绿金指数的基础在于科学核算当地的 ＧＥＰ，即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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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生产系统产品提供价值、生
态调节服务价值和生态文化服务价值［１１］，涉及 １５ 项具体功能指标。 在价值核算方面，按照直接市场法估算

生态系统产品供给价值、替代市场法和假想市场法评估调节服务的间接利用价值、假想市场法计算生态文化

功能价值。
１．２．１　 产品提供

生态产品提供服务是指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生产的食物、木材、纤维、淡水资源、遗传物质等物质和能源

２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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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研究区地理位置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图 ２　 绿金指数核算指标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ＧＧＩ

可提供给人类直接利用的服务。 基于 ＳＥＥＡ ２０１２ 生态系统实验账户，生态产品包括农业产品、林业产品、畜
牧业产品、渔业产品、水资源、生态能源以及其他资源等。 本文以农林牧渔增加值作为生态系统给人类提供的

农林牧渔产品服务的价值，以生活、工业以及农业的用水量分别乘以各自水价的总和作为水资源提供服务价

３　 １ 期 　 　 　 程翠云　 等：浙江省衢州市绿金指数核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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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以各类型水电站的总发电乘以电价作为生态能源提供服务价值。
１．２．２　 调节服务

生态系统的调节服务包括水源涵养、土壤保持、洪水调蓄、固碳释氧、空气净化、水质净化、气候调节、病虫

害控制等 ８ 个方面。 各项调节服务价值量核算方法如下：
（１）水源涵养

采用水量平衡法计算生态系统水源涵养量，利用影子工程法，即以水库单位库容工程造价确定涵养水量

的价值，计算公式如下：
Ｖｗ ＝ Ｑｗ × ｃ１ （１）

式中， Ｖｗ 为蓄水保水价值（元 ／ ａ）； Ｑｗ 为区域内总的水源涵养量（ｍ３ ／ ａ）； ｃ１ 为水库单位库容的工程造价（元 ／
ｍ３）。 依据《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ＬＹＴ １７２１－２００８）的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社会公共数

据表（推荐使用价格），２００５ 年水库建设单位库容造价为 ６．１１ 元 ／ ｔ［１３］，利用经济学上的可比价和可比增长率

将 ２００５ 年价格指数折算到 ２０１５ 年，即为 ８．１ 元 ／ ｍ３。
（２）土壤保持

采用替代成本法从减少泥沙淤积和减少面源污染两个方面评估土壤保持价值。
•减少泥沙淤积价值

我国土壤侵蚀流失的泥沙有 ２４％淤积于水库、江河和湖泊，减少了地表有效水的蓄积［１４］。 因生态系统土

壤保持功能减少泥沙淤积的价值为：

Ｖａ ＝ λ ×
Ａｃ

ρ
× ｃ２ （２）

式中， Ｖａ 为减少泥沙淤积价值（元 ／ ａ）； λ 为泥沙淤积系数，取值 ０．２４； Ａｃ 为土壤保持量（ ｔ ／ ａ）； ρ 为土壤容重

（ｔ ／ ｍ３）； ｃ２ 为水库清淤工程费用（元 ／ ｍ３），可视为水库单位库容的工程造价。
•减少面源污染价值

生态系统因保持土壤，避免大量 Ｎ、Ｐ 等营养物质流失而造成面源污染，减少面源污染价值为：

Ｖｂ ＝ ∑
２

ｉ ＝ １
Ａｃ × Ｃｂ × Ｐ ｉ （３）

式中， Ｖｂ 为减少面源污染价值（元 ／ ａ）； Ｃｂ 为土壤中 Ｎ、Ｐ 的纯含量（％），据测定，全国范围内土壤中 Ｎ 含量为

０．３７％，Ｐ 含量为 ０．１０８％［１５］； Ｐ ｉ 为 Ｎ、Ｐ 营养物质的环境降解成本，分别取值为 ８７５ 元 ／ ｔ、２８００ 元 ／ ｔ［１６］。
（３）洪水调蓄

按照湖泊的可调蓄水量与湖面面积、水库的总库容和枯水期蓄水量之间的数量关系，洪水调蓄价值计算

如下：
Ｖｆ ＝ Ｌｐ ＋ Ｒｐ( )·Ｐｖ ＝ （１３４．８３·ｅｘｐ ０．９２７·ｌｎ Ｌａ( )( ) ＋ Ｔｖ － Ｓｖ( ) ）·ｃ１ （４）

式中， Ｖｆ 为洪水调蓄功能价值量（万元）； Ｌｐ 为湖泊可调蓄水量（万 ｍ３）； Ｒｐ 为水库可调蓄水量（万 ｍ３）； Ｌａ 为

湖面面积（ｋｍ２）； Ｔｖ 为水库总库容（万 ｍ３）； Ｓｖ 为水库枯水期蓄水量（万 ｍ３）。
（４）固碳释氧

根据光合作用方程式，植物生产 １６２ ｇ 干物质可吸收 ２６４ ｇＣＯ２，即 １ ｇ 干物质需要 １．６２ ｇＣＯ２，并释放 １．２０
ｇ 氧气［１７］。 而干物质量可根据不同生态系统的植被净初级生产力（ＮＰＰ）计算。 采用造林成本法和工业制氧

成本法分别核算生态系统的固碳价值和释氧价值，最后得到生态系统的固碳释氧价值。 计算如下：
ＶＣ ＝ ＱＣＯ２

·ＰＣＯ２
＋ ＱＯ２

·ＰＯ２
（５）

式中， Ｖｃ 为固碳释氧功能价值量（万元）； ＱＣＯ２
为固碳量（ｔ ／ ａ）； ＱＯ２

为释氧量（ｔ ／ ａ）； ＰＣＯ２
为造林成本价格（元 ／

ｔ）， ＰＯ２
为工业制氧价格（元 ／ ｔ），数据来自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８］。

（５）空气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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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净化空气的能力是通过核算生态系统对 ＳＯ２、ＮＯｘ 和工业烟粉尘 ３ 个污染物指标的吸收净化功

能量与价值得到。 采用防治费用法，ＳＯ２排放量、ＮＯｘ 排放量和工业烟粉尘排放量，分别乘以单位 ＳＯ２、ＮＯｘ 和

工业烟粉尘处理的价格［８］来估算生态系统空气净化的价值。
（６）水质净化

生态系统净化水质的能力是通过核算河流、湖泊等湿地生态系统对 ＣＯＤ、ＮＨ４⁃Ｎ 等水污染物指标的吸收

净化功能量和价值量得到。 本文仅考虑水污染物总量排放的两项约束性指标—ＣＯＤ、ＮＨ４⁃Ｎ，采用防治费用

法，利用 ＣＯＤ 和 ＮＨ４⁃Ｎ 的排放量和治理成本［８］来估算生态系统水质净化的价值。
（７）气候调节

气候调节包括绿地吸收和湿地水面蒸发两部分。 绿地面积按森林和草地面积之和计算，根据 １ ｈｍ２绿地

夏季在周围环境中可吸收 ８１．１×１０３ ｋＪ 的热量，为达到同样效果用电量和电价计算吸收热量的价值量；湿地水

面蒸发价值根据湿地水面面积和蒸发相同的水量所需的电量计算水汽蒸发产生的价值［６］。 用电价格根据研

究区的居民用电价格确定。
（８）病虫害控制

依据人工林发生病虫害高出天然林所产生的损失，核算生态系统病虫害控制功能价值。 计算如下［６］：
Ｖｐ ＝ ＮＦａ·（ＭＦｒ － ＮＦｒ）·Ｐｂ （６）

式中， Ｖｐ 为病虫害控制价值； ＮＦａ 为天然林面积（ｋｍ２）； ＭＦｒ 为人工林病虫害发病率（％）； ＮＦｒ 为天然林病虫

害发病率（％），数据来自《中国林业年鉴 ２０１５》 ［１８］； Ｐｂ 为单位面积病害防治的费用（万元 ／ ｋｍ２）。
１．２．３　 文化服务

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功能是指生态系统提供的观赏、旅游、休憩、娱乐等各种文化服务，是人们多种非物质

利益享受的获取基地。 采用旅行费法，即以旅游收入近似代替，即假设自然景观的旅游收入占总旅游收入的

３０％，最终得出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价值［１９］。
１．３　 数据来源

本文涉及的衢州市相关数据主要来自 ２０１５ 年的《衢州市统计年鉴》、《衢州市环境质量报告》、《衢州市水

资源公报》、《衢州市第一次水利普查公报》、《衢州市林业重点工作进展情况》、《衢州市旅游发展“十三五”规
划》等资料文件；ＤＥＭ、ＮＤＶＩ、ＮＰＰ 和土壤质地等数据来自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科学数据云平台（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ｅｓｄｃ．ｃｎ ／ Ｄｅｆａｕｌｔ．ａｓｐｘ）；气象数据来自中国气象数据网（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ｃｍａ．ｃｎ ／ ）；其他数据来自《中国环境经济核

算技术指南》、《全国生态系统生产总值（ＧＥＰ）核算研究报告 ２０１５》等文献资料。

２　 衢州市绿金指数核算结果

２．１　 衢州市 ＧＥＰ 核算

２．１．１　 生态产品提供服务价值

以 ２０１５ 年衢州市农林牧渔业净产值作为当年全市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农林牧渔产品服务的价值，那
么衢州市生态产品提供功能的全年总价值为 １６７．６０ 亿元。 其中，农业产品价值为 ７１．０８ 亿元，林业产品价值

为 １１．９８ 亿元，畜牧业产品价值为 ４８．０８ 亿元，渔业产品价值为 ７．１ 亿元。 水资源总价值为 １７．４９ 亿元。 生态

能源价值为 １４．６８ 亿元。
２．１．２　 调节服务价值

（１）水源涵养

据测算，２０１５ 年衢州市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量为 ９３．７３ 亿 ｍ３，按水库库容建设成本 ８．１ 元 ／ ｍ３，则衢州

市水源涵养价值为 ７５９．１８ 亿元。
（２）土壤保持

利用通用水土流失方程测算，得到 ２０１５ 年衢州市生态系统保持的土壤总量为 ６４．８９ 亿 ｔ，按照 ２４％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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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淤积于水库、江河和湖泊中，则减少泥沙淤积量为 １５．５７ 亿 ｔ，水库清淤成本按库容建设成本取值为 ８．１ 元 ／
ｍ３，则衢州市 ２０１５ 年生态系统减少泥沙淤积价值为 ２７８．３９ 亿元。 衢州市生态系统保持的土壤中，氮和磷含

量分别为 ０．２４ 亿 ｔ 和 ０．０７ 亿 ｔ，则土壤保持功能减少面源污染价值为 ４０６．２５ 亿元。 因此，２０１５ 年衢州市生态

系统减少泥沙淤积和减少面源污染的总价值为 ６８４．６４ 亿元。
（３）洪水调蓄

衢州市水资源丰富，境内溪流纵横，拥有湖南镇、铜山源、黄坛口、龙潭、芙蓉、碗窑和洪畈等水库、湖泊、塘
坝。 这些水域发挥了预防与减轻洪水危害的重要作用。 经核算，２０１５ 年衢州市湖泊可调蓄水量为 １．４３ 亿

ｍ３，水库可调蓄水量为 ２１ 亿 ｍ３，综合利用以上参数，得到衢州市总洪水调蓄量为 ２２．４３ 亿 ｍ３，运用影子工程

法计算出洪水调蓄价值为 １８１．６５ 亿元。
（４）固碳释氧

２０１５ 年衢州市生态系统固碳（ＣＯ２）总量为 ０．１２ 亿 ｔ，释氧（Ｏ２）总量为 ０．０９ 亿 ｔ，则全市 ２０１５ 年的固碳价

值为 ４５．９３ 亿元，释氧价值为 ６４．５１ 亿元。 那么，全市固碳释氧功能的总价值 １１０．４４ 亿元，单位面积价值为

１２４．８７ 万元 ／ ｋｍ２。
（５）空气净化

２０１５ 年衢州市主要大气污染物 ＳＯ２、ＮＯｘ 和工业烟粉尘的排放量分别为 ４８０４９ ｔ、４６００６．７ ｔ 和 ６２１１４．６９ ｔ。
采用防治费用法估算得到空气净化的总经济价值为 ２．２０ 亿元。 其中，净化 ＮＯｘ 的价值最大（１．５５ 亿元），占
空气净化价值的 ７０．２５％。

（６）水质净化

２０１５ 年衢州市 ＣＯＤ 和 ＮＨ４⁃Ｎ 的排放总量分别为 ５０４３１．７７ ｔ 和 ６４１７．７０ ｔ。 鉴于衢州市湿地水污染物净

化功能潜力远大于自身的这两种污染物排放量，直接核算得到行衢州市湿地生态系统的水质净化的总价值为

１１．５３ 亿元。 其中，湿地生态系统净化 ＣＯＤ 的价值占水质净化总价值的比重最大，为 ９５．５４％。
（７）气候调节

２０１５ 年衢州市生态系统降温增湿消耗的总能量为 １２８６．８８ 亿 ｋＷｈ，用电价格根据衢州市当年居民第一

档用电量价格的确定［２０］，则衢州市气候调节总价值为 ６９２．３４ 亿元。 其中，绿地（森林、草地）的气候调节价值

为 ６５５．９８ 亿元，占气候调节总价值的 ９４．７５％；湿地生态系统的气候调节价值为 ３６．３６ 亿元，占气候调节总价

值的 ５．２５％。
（８）病虫害控制

２０１５ 年，衢州市林地总面积为 ５３．４７ 万 ｈｍ２，按照人工林占 ４４．７％的比例来看，人工林面积为 ２３．９ 万

ｈｍ２。 单位面积森林病虫害防治成本为 ４６５４．３５ 元 ／ ｈｍ２ ［７］，则病虫害控制价值为 １５．１３ 亿元。
２．１．３　 文化服务价值

截止 ２０１５ 年末，衢州市共拥有国家 ５Ａ 级旅游景区 １ 个，４Ａ 级旅游景区 １４ 个，３Ａ 级旅游景区 １３ 个，其
中 ２０１５ 年新增七彩长虹景区、仙霞关景区、衢江盛世莲花农业观光园 ３ 家国家 ４Ａ 级旅游景区，２０１５ 年全年

的景观旅游总收入为 ２８７．４２ 亿元，共接待国内外游客 ４３８２．１６ 万人次。 那么，２０１５ 年衢州市的生态文化服务

总经济价值为 ８６２．２６ 亿元。
２．１．４　 ＧＥＰ 核算结果

２０１５ 年，衢州市生态系统生产总值为 ３４８６．９７ 亿元。 其中，生态系统调节服务总价值最高，为 ２４５７．１１ 亿

元，占当年全市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的 ７０．４７％；其次是生态系统文化服务总价值，为 ８６２．２６ 亿元，占当年全市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的 ２４．７３％；生态系统产品提供价值为 １６７．６ 亿元，占当年全市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的 ４．８１％。
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为生态系统产品价值的 １５ 倍，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价值约为生态系统产品价值的 ５ 倍。
在全部核算的服务功能类型中，文化服务价值最大，占全市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的 ２４．７３％，其次是水源涵养价

值和气候调节价值，分别占 ２１．７７％和 １９．８６％，空气净化价值和水质净化价值较低，仅占 ０．０６％和 ０．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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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衢州绿金指数

图 ３　 ２０１５ 年相关地区的绿金指数

Ｆｉｇ．３　 ＧＧＩ ｆｏｒ ｓｏｍｅ ａｒｅａ ｉｎ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５ 年，衢州市 ＧＤＰ 为 １１４６．１６ 亿元。 根据核算

的 ＧＥＰ 与当年的 ＧＤＰ 比值来看，衢州市绿金指数为 ３．
０４。 这说明一方面作为钱塘江源头的重点生态功能区，
衢州市拥有位列浙江省第二的森林覆盖率，以及丰富的

湖泊、湿地、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资源重点开发区等

区域，这些生态资源的生态服务价值较大；另一方面其

社会经济发展落后，未将丰富生态家底转化为带动全市

经济增长的“金山银山”。 此外，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

院采用类似方法对全国 ２０１５ 年生态系统生产总值及绿

金指数进行了核算［１９］，将本文核算结果与其相关核算

结果对比发现（图 ３），衢州市绿金指数远高于全国水平（１．０１）；将衢州市与所在的浙江省及长三角的上海市

和江苏省的绿金指数比较来看，衢州市领先地位突出，分别是浙江、上海和江苏的 ６ 倍、２２ 倍和 １０ 倍；与相邻

的安徽和江西相比，衢州市优势明显。

３　 结论与讨论

２０１５ 年衢州市生态系统生产总值为 ３４８６．９７ 亿元。 其中，生态系统产品提供价值为 １６７．６ 亿元，生态系

统调节服务价值为 ２４５７．１１ 亿元，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价值为 ８６２．２６ 亿元。 这表明衢州市“绿水青山”给衢州

市和周边相关地区提供了很多重要的生态产品服务，但是由于这些服务在过去实际唯 ＧＤＰ 考核的社会经济

发展过程中尚未得到全部认识，给衢州市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针对衢州市经济欠发

达，而生态良好这一特点，对衢州市进行了“绿水青山”价值核算评估，有利于以直观数据认识到衢州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的巨大效益。
衢州市绿金指数相对较高，也远高于周边的安徽省、江西省、长三角和全国平均水平。 这表明衢州市一方

面要以绿金指数核算为基础，争取国家和地方的生态保护补偿，坚持保护优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绿水青

山”，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绿水青山”，守好生态家底；另一方面也要在长三角城市群的辐射圈内，积极利用

区域内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优势发展生态经济，加快建立“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机制，培育生态经济发

展新动能，尽快打通“两山”转化通道，真正将生态素转变为生产要素、生态财富转变为物质财富。
绿金指数是 ＧＥＰ 与 ＧＤＰ 的比值，反映的是当年“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综合关系，在具有生态资源

禀赋特色和比较优势的地区逐年开展此项核算，可以了解“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的转化质量情况。
但是，绿金指数掩盖了 ＧＥＰ 反映的可持续发展水平与状况，所以不推荐将此指数作为考核一个区域生态保护

成效的指标。 由于资料所限，本研究仅仅核算 ２０１５ 年衢州市绿金指数，没有开展区县和时间序列的核算研

究，难以揭示衢州市绿金指数的时空分布特征。 此外，从对核算评价所采用方法来看，过于简单，不能反映影

响“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状态的关键因素，很难全面评测“两山”理论的实践进展情况。 因此，为了

更科学分析“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之间的动态变化，加强核算结果的可比性，在今后的研究中，还需要进

一步深入完善绿金指数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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