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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消费端的自然保护地指标交易机制：生态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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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构基于消费端的自然保护地指标交易机制是破解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难题、解决中国不同行政单元间自然保护和经济发

展不均衡这一结构性矛盾的新思路。 提出了以自然保护地面积指标的初始分配为基础的交易机制建构总体思路，并提出了生

态安全性、可操作性、动态调整等 ３ 大基本原则。 从市场客体、市场主体、交易方式、交易机制 ４ 方面进行了市场要素的具体设

计。 其中，市场客体是自然保护地可交易面积指标和由其折算的耕地、建设用地面积指标；市场主体为县级及以上的各级人民

政府；交易方式为优先省内交易、鼓励省际交易；交易机制包含价格机制、审核机制和监督机制。 阐述了价值规律、供需规律、竞
争规律在交易机制中的具体体现。
关键词：生态保护市场；生态系统服务；自然保护；市场要素；市场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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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的提出

自然保护有着显著的外部性特征，导致“自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经济价值难以显现” ［１］，“供给生态产

品所获的边际收益和社会边际收益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 ［２］，具体表现为目前我国不同行政单元之间存在自

然保护和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结构性矛盾。 自然保护是全民事业，生态系统服务全民共享，自然保护责任也应

全民共担。 但自然保护责任在不同行政单元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举例来说，西部省区承担了我国自然保护的

主要任务，却并未享受到应有的经济红利：以胡焕庸线分界，除港、澳、台外，东部和西部地区分别有 ２４ 个、７
个省级行政单元，东部的经济、人口指标远超西部，自然保护贡献却远低于西部（表 １）。 诚然，地理区位、宜居

程度等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但生态资源十分丰富的西部之所以在经济发展上大幅落后，与自然保护

的约束不无关联。 这一困境该如何破解？ 另外，中国目前的自然保护地约占国土总面积的 １８％，未来承担自

然保护功能的国土面积占比很可能提高至生态红线所要求的 ２５％［３］，甚至更高，如何将面积指标的增长需求

公平地分配、落实？ 显然，如果无法破解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难题、解决中国不同行政单元间自然保护和经济发

展不均衡这一结构性矛盾，则难以实现我国自然保护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表 １　 我国东、西部省份自然保护与经济发展主要指标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１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ｍａｉ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地区
Ｒｅｇｉｏｎ

基本概况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自然保护水平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人口经济水平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ｅｖｅｌ

省级行政
区个数

辖区面积
万公顷

自然保护
区面积 ／
×１０４ ｈｍ２

人均自然
保护区面

积 ／ ｍ２

自然保护
区占辖区面
积比重 ／ ％

国内生产
总值 ＧＤＰ ／
×１０８ 美元

人口
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
ＧＤＰ ／ 元

胡焕庸线以东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４ ３８６１３．４ ３４０３ ２８０．５１ ８．８１ ７６８３４２．５ １２１３１５ ６３３３４．５０

胡焕庸线以西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７ ５７７６０ １１３１３．６ ６４５７．９０ １９．５９ ７８７９７．６ １７５１９ ４４９７８．３７

全国 Ａｌｌ ｏｖｅｒ Ｃｈｉｎａ ３１ ９６３７３．４ １４７１６．６ １０６０．０１ １５．２７ ８４７１４０．１ １３８８３４ ６１０１８．２０

　 　 本表自然保护区面积、ＧＤＰ 总值、人口总量来自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所公布的 ２０１７ 年统计数据，辖区面积数据来自：杜秀荣（２００８）中国分

省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北京，省级行政区个数、人均 ＧＤＰ、人均自然保护区面积、自然保护区占辖区面积比重由作者根据前述数据计算

目前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主要手段是生态保护补偿。 它是我国特有并与国外“生态系统服务付费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ＰＥＳ）”类似的概念［４⁃５］，已取得阶段性进展［６］。 其具体方式主要有纵向财政

转移支付、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和市场化模式［７⁃８］。 其中纵向财政转移支付相对常见和成熟，但也存在“资金渠

道单一、补偿效率低下、缺乏与其他政策的协调性、管理体系尚未完善”等问题［９］，其支付力度远无法弥补生

态产品供给者所损失的经济发展权利。 而横向财政转移支付虽有一定的市场属性，但前提是补偿方和受偿方

之间须具有十分明确的生态利益关系［１０］，常局限于流域或区域内部。 因此，必须大力拓展市场化模式［１１］。
建立生态保护市场是充分实现生态产品价值的有效保障。 生态保护市场机制的本质是生态系统服务的

市场化交易，其前端和后端分别是生态系统服务供应端和消费端，中间是市场化的交易平台和机制。 碳、水、
流域、生物多样性、渔业等是全球生态保护市场相关研究与实践的焦点［１２⁃１６］。 我国的研究主要涉及生态产品

定价［１７］、交易成本［１８］、市场化工具［１９］、机制设计［２０］等方面，相关的市场建设实践围绕排污权、碳排放权、水权

等展开［２１］，还处于探索阶段。 此外，生态系统服务是生态保护市场中沟通供应端和消费端的关键，关于其价

值评估的研究在我国已较为丰富［２２］，尤其是生态系统生产总值（Ｇｒｏｓｓ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ｏｄｕｃｔ，ＧＥＰ）概念得到了世

界自然保护联盟（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ＩＵＣＮ）的积极倡导［２３⁃２４］，并被应用于纵向财政

转移支付中［２５〛。 我国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实践则早在 １９８８ 年便已经开展，其组织方涉及到国家统计

局、国家环保部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国统计司、欧盟等国内外相关主管部门和权威

机构［２６⁃２７］。
上述研究与实践多从供应端出发，对消费端关注不足。 从供应端入手的研究和实践有助于明确生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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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能”，但并不能促成“产能”价值的最终实现。 构建基于消费端的自然保护地指标交易机制是通过市场

化充分实现生态产品价值、解决中国不同行政单元间自然保护和经济发展不均衡这一结构性矛盾的创新性思

路，也是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更为公平和高效的途径。 它是生态保护市场的一种，是以消费

端需求为主导，由多个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分别作为供应端和消费端主体，进行自然保护地面积指标货币化

交易的机制。 相比其他生态保护市场，它能实现转化比例和激励逻辑的重大突破，保障中国自然保护事业的

可持续发展（表 ２）。 这是因为生态产品价值充分实现的前提在于消费端认识到其商品交易价值；生态产品能

否顺利销售则直接取决于消费端的需求量和购买力。 消费端对市场价格、供需平衡、竞争关系等产生决定性

影响，是生态保护市场的构建的关键。

表 ２　 基于消费端的自然保护地指标交易机制与其他生态保护市场的区别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ＱＴＭ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ｓ

市场类型
Ｍａｒｋｅｔ ｔｙｐｅｓ

交易商品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ｔｙｐｅｓ

市场效率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与生态系统服务
的关联程度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ｔｏ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激励逻辑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基于消费端的自然保护地
指标交易机制 Ｔｈｅ ＣＱＴＭ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自然保护地面积指标，
及由其换算的耕地、建
设用地面积指标

一定空间范围内各类
型生态系统服务的整
体转化

直接关联 主动作为 供应端
设立 更 多 自 然
保护地，提高保
护管理成效

消费端

改变生产、生活
方式，降低本省
生态 系 统 服 务
消耗总量

我国目前的环境治理和生
态保护市场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用能权指标、排污权指
标、碳排放权指标、水
权指标

气候资源、环境资源、
自然资源等单一类型
资源的局部转化

间接关联 被动作为 供应端
维持现状、放弃
发展权利

消费端 无激励

　 　 ＣＱＴＭ： 基于消费端的指标交易机制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ｂａｓｅｄ Ｑｕｏｔａ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本文旨在探索性地建构基于消费端的自然保护地指标交易机制框架，明确其总体思路、基本原则、市场要

素，并阐述其市场规律的实现途径，为今后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奠定基础。

２　 基于消费端的自然保护地指标交易机制框架

２．１　 总体思路

建构自然保护地指标交易机制的基础在于形成以生态系统服务消耗量为依据的自然保护地面积指标初

始分配机制。 它是指中央政府依据各行政单元的生态系统服务消耗量，将全国自然保护地面积设立的总体需

求分配到各个省级行政单元，再由省级政府向下逐级传导分配到市级、县级行政单元。 以生态系统服务消耗

量为依据的初始分配机制，可在生态产品的“产出”与“消费”之间建立市场化逻辑关系。
其核心思路和主要流程如下：（１）根据国土生态安全和自然保护的需要，设定全国自然保护地总面积。

（２）以县级行政建制为基本单元，通过人口数量、固体垃圾排放量、用电量、废水排放量、废气排放量等计算出

各县用于生存、生产和生活的生态系统服务消耗量。 （３）通过各县生态系统服务消耗量占全国总消耗量的比

重确定其所应设立的自然保护地面积。 其计算公式为 ＳＡ ＝ＳＮ×Ｙ，其中 ＳＡ为 Ａ 地所应设立的自然保护地面积，
Ｙ 为 Ａ 地的生态系统服务消耗量占全国生态系统服务消耗总量的比重，ＳＮ为全国自然保护地总面积的设立目

标。 （４）由中央政府通过法律、行政等手段强制推行全国各地自然保护地面积指标的初始分配。 （５）将各地

现状自然保护地面积与初始分配的面积指标进行对比，盈余地区成为供应端，反之则成为消费端。 （６）盈余

自然保护地面积指标可直接成为交易商品，或是建立起“换算挂钩”机制转换成耕地、建设用地面积指标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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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商品。 在我国执行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和耕地、建设用地总量控制的背景下，实现自然保护地面积指标

交易价值的进一步提升（图 １）。

图 １　 以消费端需求确立自然保护地指标交易市场供需关系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 ｏｆ ＣＱＴＭ ｉ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ＣＱＴＭ： 基于消费端的指标交易机制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ｂａｓｅｄ Ｑｕｏｔａ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２．２　 基本原则

第一，生态安全原则。 必须坚持以满足国土生态安全格局和自然保护空间布局的基本需要为底线。 底线

范围之内的自然保护地面积不可减少、空间不可改变。 唯有在底线范围之外的面积指标才可以交易。
第二，可操作性原则。 任一行政单元都同时是生态系统系统服务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严格区别其供应端

或消费端身份的传统方式需要分别计算生态系统服务的生产量和消耗量，所带来的海量数据需求和长时间计

算过程严重影响效率。 为确保交易机制的可操作性，应避免将时间和精力耗散于生态系统服务生产量计算，
而是专注于消耗量的纵向比较，以此降低数据需求、简化计算过程、保证操作效率。

第三，动态调整原则。 全国自然保护地总面积要求和生态系统服务消耗量本质上都是特定时间的人口集

聚程度、生产生活方式、自然保护观念等的综合反映，因此自然保护地面积指标的初始分配需动态调整以匹配

不同时期的资源特征、社会特征和自然保护需求。 该调整周期与中央政府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

划纲要》的周期保持一致。
２．３　 市场要素

（１）市场客体

市场客体分为 ２ 类，其一是自然保护地的可交易面积指标。 计算公式为：Ｓ ｊ ＝ Ｓｘ－ Ｓｃ，其中 Ｓ ｊ、Ｓｃ、Ｓｘ分别为

自然保护地的可交易面积指标、初始分配面积指标和现状面积指标，当 Ｓ ｊ＞０ 时可以出售，Ｓ ｊ＜０ 时则需要购买；
其二是通过“换算挂钩”机制将某行政单元可交易自然保护地面积指标折抵换算成的耕地面积指标、建设用

地面积指标。
（２）市场主体

市场主体包含由县级及以上的各级人民政府构成的供应端主体和消费端主体。 自然保护地指标交易实

质上是土地指标的交易，综合考虑到我国土地管理、自然保护管理的特性，交易主体只能是县级及以上的人民

政府。
（３）交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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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交易的优先等级由高到低依序为地市内交易、省内交易、相邻省际交易、全国省际交易。 地市内交易是

指同一地市级行政单元内不同县（区）级人民政府之间的交易；省内交易发生于同一省级行政单元内的不同

地市级人民政府之间；省际交易在不同省（直辖市）级人民政府之间完成。 只有当地市内交易、省内交易均完

成后，还存在自然保护地面积指标的交易需求，才能由省（直辖市）级人民政府统筹进入全国交易中心进行省

际交易。
（４）交易机制

包含价格机制、审核机制、监督机制。 由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等相关部门制定价格机

制，在充分考虑自然资源特征、社会经济条件水平和自然保护管理需求等的基础上，制定指导价格。 由自然保

护地主管部门、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制定审核机制，对供应端、消费端分别进行入市的资格审核，确保供应盈余

的自然保护地面积指标对应的是真正具有自然保护价值的生态空间，确保消费端是由资源环境条件约束等客

观原因产生指标需求，而并非主观不作为。 由财政部门、审计部门、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自然保护地主管部门

等制定监督机制，监督资金的如约交付、合理使用（图 ２）。

图 ２　 自然保护地指标交易市场要素的确立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３　 基于消费端的自然保护地指标交易机制中市场规律的体现

基于消费端的自然保护地指标交易市场应全面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三大客观规律，每一规律又表现

出由低到高、臻于理想的三个层次，最终实现“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自然价值和代际补偿” ［２８］

的目标（图 ３）。
（１）价值规律的体现

通过自然保护地面积指标初始分配机制体现价值规律。 该机制通过立法、行政等途径强制实施。 在中央

政府的干预下，现状面积达不到初始分配指标要求的地区必然面临着新建立自然保护地的压力，也由此赋予

１９６６　 １８ 期 　 　 　 杨锐　 等：基于消费端的自然保护地指标交易机制：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图 ３　 基于消费端的自然保护地指标交易市场的理想状态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ｉｄｅ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ＣＱＴＭ ｉ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了自然保护地面积指标直接交易价值。
（２）供需规律的体现

供需规律的实现建立在自然保护地面积指标初始分配机制和“换算挂钩”机制的基础上。 在面积指标的

初始分配完成后，供应端、消费端被识别，供需关系建立。 当“换算挂钩”机制建立之后，消费端随即扩大为有

耕地面积指标、建设用地面积指标需求的所有地区。
（３）竞争规律的体现

竞争规律的突出特征是仅有消费端竞争。 由于严格的空间用途管制，生态产品供给者在经济发展中始终

处于弱势。 为激励保护热情，应给予政策倾斜，通过总量控制、价格保护等措施实现仅允许消费端竞争，以此

为生态产品供给者谋求更大的收益。

４　 结束语

基于消费端的自然保护地指标交易机制是更为充分、公平和高效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有助于激发

生态产品供给者的热情，激励其从被动、消极的保护转变为主动、积极的保护。 充满活力的自然保护地指标交

易机制将为中国自然保护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长效的资金保障机制，并将大幅度促进中国绿色发展

和自然保护之间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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