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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斯特石漠化治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及其对乡村振兴
的启示

熊康宁∗，赵　 榕，张珍珍，颜佳旺，李永垚
贵州师范大学喀斯特研究院 ／ 贵州省喀斯特石漠化防治与衍生产业工程实验室，贵阳　 ５５０００１

摘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进一步开展石漠化治理、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基于石漠化治理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已有研

究和具体实践，对石漠化治理生态产品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将石漠化治理生态产品分为生态空间产品、生态要素产品、生态权益

产品及生态标签产品。 引入“沙漏模型”阐明了石漠化治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理，通过分析生态产品在供给端与消费端之间

的交易过程揭示了石漠化治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明确了石漠化治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影响因素，认为未来应加强对石

漠化治理生态产品开发、经营及其产业形成的研究，最后提出了石漠化治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乡村振兴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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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斯特石漠化治理是我国生态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南方喀斯特地区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展石漠化

治理以来，已成为全球植被覆盖和生物量显著增加的区域之一［１—２］。 石漠化治理工程不仅是生态重建工程，
更是以经济发展为重点任务的社会工程［３—６］。 “九五”以来，在国家科技计划的支持下，石漠化治理在基础理

论［７—１１］、模式构建与技术研发［１２—１５］和产业示范［１６—１８］等方面研究均取得了突出进展，形成了大量人与自然互

动的石漠化治理生态系统，承担着喀斯特地区的水源涵养、水土保持和生物多样性维持等重要生态功能，对于

提升石漠化地区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完整性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为石漠化治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了物

质基础。 但同时该地区处于由传统高强度人为干扰向大规模自然恢复与人工林转变的背景条件，石漠化治理

也面临着治理成效巩固困难等问题［１９—２１］。 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将修复后的石漠化治理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

效益，为巩固石漠化治理成效提供了有效思路。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在有效保护生态的基础上，促进生态产品价值的合理、高效转化，是解决环境外部

性、保护生态系统功能和完整性的重要机制［２２］。 国际上关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关注主要集中于森林［２３］、
流域［２４］、耕地［２５］和生物多样性［２６］等领域，并采用不同视角解剖典型试点案例，凝练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理

与机制［２７—２８］。 国内关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研究大多是对自然生态系统整体的关注，研究内容涵盖生态产

品概念与分类［２９—３３］、价值评估［３４—３５］、价值实现机制［２２，３６］等内容。 但生态产品交易方法学研究及应用仍然滞

后、且价值实现机制之间缺少联动［３７］，不足以支撑当前实践需要。 生态产品价值能够实现的前提在于消费端

对生态产品的需求［３８］，但研究成果大多将关注点放在如何增加生态产品供给，所关注的受益方多为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过程中的投资者［２２，３９］，实质上也是对供给端的关注，整体上对生态产品消费关注不足［３８］，常忽略甚

至限制消费者需求。 对石漠化治理也通常从区域尺度关注并将其直接归为政府付费的生态补偿模式［２２］，导
致石漠化治理工程实施过程中已部分实现价值的生态产品容易被忽略。 亟需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理论，明
确石漠化治理生态产品的类型，探索涵盖多尺度生态产品类型、多元主体参与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剖析

当前石漠化治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面临的主要问题，为拓展多样化的石漠化治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提供

理论支撑。
本文系统回顾了石漠化治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研究进展与具体实践，明确了石漠化治理生态产品的

内涵与分类，并引入“沙漏模型”阐明了石漠化治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理，从石漠化治理生态产品供给端与

消费端之间的具体运行过程入手，揭示了石漠化治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认为未来需要着重对石漠化治

理生态产品开发、经营及其对区域生态产业形成的驱动开展研究。 最后，剖析了石漠化治理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对乡村振兴的驱动机制，以期对巩固石漠化治理成效、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乡村振兴协同提供理论

支撑。

１　 石漠化治理生态产品内涵与分类

１．１　 石漠化治理生态产品内涵

生态治理与生态产品的概念同时出现在期刊论文中是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洪子燕和杨再［４０］ 将黄土高原

地区的水土保持措施所得的牧草，以及在不影响森林保护法前提下所获得的树叶和嫩枝条统称为“生态产

品”，认为生态产品是生态系统中的初级生产者。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观点为生态产品是生态系统产出并

进入市场提供给人类社会使用和消费的有形或无形产品［３０，４１—４２］，包括自然产出以及人类劳动参与的半自然

产出；可来自原始的生态系统，也可来自有人为管理、干预的生态系统。
石漠化治理生态产品产自经过人类管理或干预后的石漠化生态系统，是经自然恢复或人工修复后重新获

得的生态产品。 从其生产过程看，是通过实施石漠化治理工程，进而增加、改善、提升石漠化景观的生态系统

功能，最终产出满足人类物质与非物质消费的产品与服务，是一种较为专业性的社会生产活动。 本文将石漠

化治理生态产品定义为：在喀斯特地区石漠化治理生态系统的生物生产和人类社会生产共同作用，为保障生

态安全，满足区内与区外居民直接物质消费和非物质消费的终端物质和服务产品，具有修复和保护喀斯特生

９８４　 ２ 期 　 　 　 熊康宁　 等：喀斯特石漠化治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及其对乡村振兴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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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系统功能的特性，其供给能力受限于喀斯特自然生态系统的脆弱性本底特征，因此石漠化治理生态产品具

有稀缺性，并且人类不可持续的社会经济活动会加剧其稀缺性。
１．２　 石漠化治理生态产品分类

对生态产品进行明确分类是研究价值实现的前提，现有研究中学者们从生态产品的表现形态与功能、生
态产品内涵、公共产品理论、生产特点与服务类型、消费过程中的竞争性与排他性等不同角度划分了生态产品

类型，形成了多样化的生态产品类型划分体系（表 １），为生态产品供给提供了理论支撑，有利于明确生态产品

的经济特征，但对生态产品交易过程中生态产品的表现形式却鲜有关注。

表 １　 现有生态产品分类体系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ｆｏｒ ｅｃｏ⁃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分类标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基于公共产品理论［２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 ｔｈｅｏｒｙ

基于生产特 点 与 服 务

类型［３０］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ｙｐｅｓ

基于生态产品的表现形

态与功能［３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基于生态产品内涵［４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基于消费过程中的竞争性与

排他性［４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分类体系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全国性公共生态产品
区域或流域性公共生态
产品
社区性公共生态产品
“私人”生态产品

公共性生态产品
准公共生态产品
经营性生态产品

物质产品
调节服务
文化服务

自然要素生态产品
自然属性生态产品
生态衍生品
生态标识产品

一般私人物品
俱乐部产品
公共资源
公共物品

分类体系评述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有利于明确生态产品的
供给主体与尺度

有利于明确生态产品的
供给方式

有利于核算生态产品的
实物量与价值量

有利于明确自然生态系
统的供给特征

有利于明确生态产品的经济
特征

本文基于生态产品交易过程中的表现形式，通过归纳国内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案例中的交易客体，将生

态产品划分为生态空间产品、生态要素产品、生态权益产品和生态标签产品四类：
生态空间产品是指具有特定生态功能的空间范围，是一种纯公共物品，需要具有一定完整性、规模性才能

发挥其生态功能，同时区域性生态功能的损失将威胁区域整体的生态安全，如我国重点生态功能区［４５］。 石漠

化治理生态空间产品是喀斯特地区以土壤保持为主导生态功能的空间范围。 在石漠化治理过程中，通过提高

植被覆盖度、增加土壤肥力和微地形改造等措施有效提高了区域土壤保持和水源涵养能力［４６］，石漠化综合治

理区的土壤保持总量呈现增加趋势［４７］。 价值实现过程是中央政府向生态空间所属的地方政府进行财政转移

支付，补偿地方政府为生态系统的保护而放弃的经济收益。
生态要素产品由生态系统的构成要素通过物质生产形成的物质产品，如农林产品等［３９］。 石漠化治理生

态要素产品是将生境修复与产品创造相结合，通过生态系统初级生产形成的具有实物形态的产品类型。 石漠

化治理通过整合生物措施、工程措施、耕作措施和管理措施，初步形成了林灌草系统修复下的特色林产品［４８］、
草地系统修复下的草食畜牧产品［４９］、水土综合整治下的混农林产品［５０］，促进了石漠化治理生态产品价值的

有效转化，既能够优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又能为当地农户带来经济收益［１７］。
生态权益产品是指对生态环境的权益进行交易，如排污权、碳排放权、用能权、林权、水权等［２７］。 石漠化

治理生态权益产品主要体现在对林权的交易上，林地资源保护以及林业生态建设在石漠化地区发挥着重要作

用［５１］，农户通常为林地产权的所有者［５２］，政府通过公益林补偿基金的方式，购买林权所有者所保护的国家级

或省级公益林，配套林权流转、林权抵押贷款、森林保险、金融服务等价值实现路径［５３］，调动林权所有者保护

石漠化治理区森林植被的积极性。
生态标签产品是指自然生态系统为物质产品、文化产品等普通产品产生的溢价，通常以品牌价值的形式

体现，如有机农产品、雨林认证的咖啡等［５４］。 在石漠化治理过程中，石漠化环境与适生经济作物结合，能够提

升经济作物价值。 如在贵州花江石漠化综合治理示范区推广种植的顶坛花椒，该地区的石生环境与独特的气

候条件，使其挥发油（香油）含量较其他地区青花椒高，已被列入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序列，经实地调研发

现，顶坛花椒的价格较其他地区青花椒价格高出 １００％—１５０％。 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在石漠化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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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过程中研发的富钙石灰岩地区富钙乳制品，并测得该种奶粉的钙含量比市场同类产品高 ５２％，促进了石漠

化环境价值的有效转化。

２　 石漠化治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２．１　 价值实现机理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指通过市场交易或政府管理，将生态产品所具有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

转化为经济学意义的交易价值［５５—５６］，其目标是要真实反映生态产品的价值，推动生态产品的有效供给［３６］。
现有研究虽然已对生态产品的多重价值属性达成共识［５７—６０］，但仍存在价值转化过程认知不清晰的问

题［６１—６３］。 为此，本研究引入“沙漏模型”，概念化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过程的沙漏状分化，以明晰价值转化机

理，该模型通过将研究对象及其演变过程融入到沙漏的形状与结构中以整合其局部和全局信息，已被广泛应

用于生物科学、计算机科学、心理学和教学等多个领域［６４—６８］。 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沙漏模型能够模

拟生态系统服务转变为生态产品，并赋予价值的全部活动，包括生态系统产生的具有生态、社会与经济价值的

生态产品到达沙漏中间环节，中间环节对其进行经济价值识别和社会投入提炼后转变为具有交易价值的生态

产品并交付消费者的全过程，具有连续性和周期性特点。

图 １　 石漠化治理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沙漏模型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ｈｏｕｒｇｌａｓｓ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ｖａｌｕ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ｃｏ⁃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ｋａｒｓｔ ｒｏｃｋｙ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沙漏的外壁是石漠化治理生态系统的边界，为石漠

化治理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提供物质基础，可采用生态系

统承载力进行量化。 沙漏内部的沙粒是石漠化治理生

态产品价值，上部为生态产品的生态功能和使用价值，
包括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体现在维系生态

安全和保障生态调节功能上，单个沙粒表示生态产品的

价值类型和价值量。 沙漏下部为石漠化治理生态产品

的生态功能和使用价值通过货币化的形式体现出来的

交易价值，底部为交易价值总量。 沙漏外部的价值识别

和社会投入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的外部驱动因

素，可以控制生态产品价值的转化效率。 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周期为生态产品的生态功能和使用价值由上部沙

漏穿过狭窄的管道流入下部沙漏中转化为交易价值所

需要的时间，不同类型的石漠化治理生态产品的价值实

现周期也有所不同（图 １）。
由于目前对于石漠化治理生态产品中所蕴含的生

态、经济与社会价值仍缺乏充分的认识，生态产品价值

被严重低估，仅少部分石漠化治理生态产品价值得到有

效转化，同时现有得到转化的石漠化治理生态产品，其效益并不能回馈于生态系统本身［６１—６３，６９—７０］。 整体上，
当前石漠化治理生态产品价值转化通道的直径较小、价值渗漏速率较低。 为有效增加连接通道的直径，应在

识别和评估生态产品的价值的基础上，通过石漠化治理生态工程建设、权属的交易、资本化经营等途径，提高

生态产品经济价值识别的准确性、增加生态产品价值分拣与提炼的社会投入，拓宽中间环节连接通道的直径

以提高价值渗漏速率，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２．２　 价值实现机制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生态产品在供给端与消费端之间进行交易的过程，供给端是生态产品生产的物质基

础，消费端是生态产品社会再生产过程得以运行和延续的保障［７１］。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需要建立供给者与消

费者之间的直接联系［３７］，现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研究中通常将关注点放在如何增加生态产品供给，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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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的受益方多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的投资者［２２，４１］，实质上也是对供给端的关注，整体上对生态产品需

求关注不足，常忽略甚至限制消费者需求。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应同时考虑增加生态产品供给与满足生态产品

消费需求，本文基于生态产品在供给端与消费端之间的交易过程视角，认为供给端通过生态产品供给驱动生

态产品消费，消费端产生的生态产品需求反馈生态保护与修复，进一步促进生态产品供给，进而形成生态产品

供给⁃生态产品消费⁃生态产品需求⁃生态保护与修复⁃生态产品供给的良性闭环（图 ２）。

图 ２　 石漠化治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 ｌｉｎｋ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ｓｕｐｐｌｉｅｒ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ｋａｒｓｔ ｒｏｃｋｙ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生态产品消费是指消费者的实际消费，是综合了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与消费者对生态产品需求后，供给者

与消费者通过交易形成的实际购买。 生态产品需求是指消费者对生态产品的消费意愿与消费能力，是消费者

向供给者传递需求以调整生态产品的生产，取决于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及其对生态产品类型、数量与价格等方

面的认知与心理预期［７２—７４］。 在供给端，生态产品供给行为通常由政府、企业、科研机构与私人主体多个主体

协同，创造生态产品、维系生态功能、修复生态环境［７５］，为消费端提供各类生态产品，其中政府的决策行为与

科研机构的科技支撑通常用于调整供给过程中的收益与成本［７２—７４］。 在消费端，通过政府购买、市场交易与价

值转化等途径，支撑政府、企业及私人的生态产品消费。
石漠化治理生态空间产品供给主体为地方政府，消费主体为中央政府，是中央政府向生态空间所属的地

方政府进行财政转移支付，补偿地方政府为生态系统的保护而放弃的经济收益，如桂黔滇喀斯特石漠化防治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转移支付，由中央财政下达到省，省级财政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分配落实到相关市县，是
政府作为买方垄断，实现石漠化治理生态空间产品的价值。 石漠化治理生态要素产品的供给主体为科研机

构、企业和私人，将生境修复与产品创造相结合，消费主体为企业和私人，如在石漠化治理过程中引入的花椒、
刺梨、苹果、金银花、火龙果等经济作物产出的物质产品，可以直接通过市场交易实现石漠化治理生态要素产

品价值。 石漠化治理生态权益产品是地方政府对农户所维系的森林植被赋予产权依据森林植被质量等级给

予生态补偿，供给者为农户，消费者为地方政府，如在石漠化治理过程中建植与识别的国家级公益林，林权权

利人与林业主管部门签订协议，根据公益林保护等级明确管护责任与补偿标准，是林业主管部门作为买方垄

断，实现石漠化治理生态权益产品的价值。 石漠化治理生态标签产品的供给主体为科研机构、企业和私人，通
常将其价值融入到农产品、林产品、畜牧产品等其他商品中，消费主体为私人，目前石漠化治理区培育出的地

理标志保护产品有平果火龙果、关岭火龙果、顶坛花椒、沿河沙子空心李、乐业刺梨、龙里刺梨、赤水金钗石斛

等。 综上，石漠化治理过程中形成的各类生态产品已初步实现价值，消费端主要存在如下消费需求反馈石漠

化地区的生态保护与修复：对生态空间产品的监测需求，对生态要素产品的品质与产量稳定性的需求，对生态

权益产品的精细化分等定级需求，对生态标签产品的溯源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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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价值实现的影响因素分析

喀斯特自然生态系统的供给能力。 自然生态系统中的温度、降水、地形等自然要素会通过影响自然生态

系统的供给能力的方式，影响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喀斯特自然生态系统是石漠化治理生态产品价值的根本载

体，受喀斯特地上⁃地下水土二元结构、成土慢且土层浅薄不连续、水文过程迅速等地质背景的制约［５］，石漠化

治理生态系统的关键服务功能仍有待进一步提升。 坡地的大规模开发容易加剧区域性水土资源失衡的风险，
区域经济林的生长也受到区域土壤总量与矿质养分不足的限制，威胁石漠化治理生态产品的有效供给［１９］。
由于缺乏对石漠化治理生态系统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投入产出比等的系统评估，目前对于石漠化治理生

态系统的供给能力也不得而知，阻碍了石漠化治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实践。
人类价值取向与社会投入力度。 人对经济价值的追求和人类活动是石漠化治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

要驱动力。 人类价值取向关系到能否全面的认识到石漠化治理生态产品作为商品的交易价值。 社会投入包

括劳动、资本、技术、制度、政策、文化和价值等各个方面的物质或非物质的输入、贡献或限制。 具体来看，不同

区域根据其发展阶段及自身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增加或减少对某类生态产品的社会投入，进而增加或降低这

一类生态产品价值的转化。 因此，交通、区位、经济发展水平等人文要素也会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产生影响。
当前喀斯特石漠化治理研究对社会人文因素的影响关注不足，对喀斯特石漠化地区人类活动强度空间差异的

认知不足，加之受限于对不同类型生态产品之间的权衡协同关系的认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区域规划缺乏

理论指导，关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社会投入也无从下手。

３　 石漠化治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研究展望

石漠化治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于进一步推进石漠化治理工程实施，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并协调人地和谐

关系，解决石漠化治理成效巩固与提质增效具有重要意义。 但由于石漠化治理生态产品是一个新概念，关于

石漠化治理生态产品类型、供给能力、价值拓展、价值核算等的相关研究仍需进一步讨论。 同时，石漠化治理

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还处于探索阶段，在价值实现过程中还需要着重对石漠化治理生态产品开发、经营及其

对区域生态产业形成的驱动研究。
３．１　 石漠化治理生态产品开发

本文基于国内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案例，按交易客体类型划分了石漠化治理生态空间产品、生态要素产

品、生态权益产品及生态标签产品四种生态产品类型，但尚缺乏对石漠化治理生态系统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

和投入产出比等的考量，未来仍需进一步拓展石漠化治理生态产品类型。 应在全面摸清石漠化治理前后生态

系统价值本底状况的基础上，结合喀斯特地貌分区、石漠化等级、石漠化工程措施等，开发不同尺度下的石漠

化治理生态产品类型划分，分析其价值构成、生产过程与交易机制，拓展石漠化治理生态产品类型、明确各类

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周期。
３．２　 石漠化治理生态产品经营

目前对于石漠化治理生态空间产品的价值识别不充分，对石漠化治理生态要素产品的价值实现已有较多

实践，但仍存在产业建构不成规模、商品化程度低、负服务认知不清等问题。 石漠化治理生态权益产品的价值

实现路径单一，石漠化治理生态标签产品的生态环境特征独特性缺乏量化支撑，社会认知程度不高等问题。
为此，应按照石漠化治理生态产品“价值保值⁃价值增值⁃价值共享”的价值级联框架，构建石漠化治理生态产

品的价值共享机制，开展多主体参与的石漠化治理生态产品经营，增加石漠化地区居民福祉。
３．３　 生产品价值实现对生态产业形成的驱动

生态产业是生态脆弱区逆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的关键［７６］，未来石漠化治理过程中应集成石漠化治理特

色高效林产品、草地畜牧产品、混农林产品和山地旅游产品，完善石漠化治理区产业结构，剖析产业之间的联

系，构建石漠化治理生态产品集成框架，通过社会再生产运行促进各类生态产品的价值转化，保持各类生态产

品再生产规模和结构之间的平衡。 建立规模化、专业化的石漠化治理生态产业复合系统，构建规模化预测模

３９４　 ２ 期 　 　 　 熊康宁　 等：喀斯特石漠化治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及其对乡村振兴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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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评估石漠化治理生态产品的规模化程度，构建产业化前景预测模型，对生态产品的产业化进行预测分析。

４　 石漠化治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乡村振兴的启示

图 ３　 石漠化治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乡村振兴的驱动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ｏｒ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乡村振兴的目标和战略导向

具有较强的一致性，乡村生态空间是具有自然属性并以

提供生态产品或生态服务为主体功能的国土空间，是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点区域。 基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布局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能够提升乡村生态环境

质量、增加生态产品供给，更好的发挥乡村生态资源优

势，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 石漠化治理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可直接驱动乡村生态振兴、产业振兴、文化

振兴、组织振兴和人才振兴（图 ３），乡村振兴中的“五大

振兴”相互支撑、协同作用共同促进乡村全域振兴。 具

体路径为，通过开展石漠化治理工程助力乡村生态建

设，乡村生态质量和宜居程度得到提升，进而实现乡村

生态振兴；石漠化治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通过推动乡村

生态产业发展进程、提升生态产业效益，进而促进乡村

产业振兴；通过塑造石漠化治理生态产品的品牌、提升

居民的价值观念，进而促进乡村文化振兴；在石漠化治

理生态产业管理过程中，通过培养本土人才进而促进乡村人才振兴，通过提升乡村的生态治理能力，进而实现

乡村组织振兴。
乡村地域是生态产品生产的核心区和关键区域，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能够促进乡村的生态价值、经济价

值和文化价值的相互转化。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能够促进生态产品价值保值、增值、提质和共享，进而助力乡村

全面振兴。 石漠化治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能够促进石漠化地区的乡村生态空间建设、乡村居业协同体系构

建与模式构建，进而助力乡村全域振兴。 当前石漠化治理过程中，培育了大批以生态恢复为主导功能的生态

产品，但是在产品的经营开发与产业的形成中仍有对二三产业关注不足、石漠化治理一二三产业之间的融合

度低、产业链短缺等问题。 应基于喀斯特地貌分区，提出石漠化治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对策和建议，总
结模式的理论依据、明确模式的边界条件和技术体系，进行不同等级石漠化地区模式结构与功能对比，最终构

建出石漠化治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乡村振兴的协同模式并进行验证推广，为国家石漠化治理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与乡村生态产业振兴提供科技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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