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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机制及模式
———以神农架国家公园为例

唐承财１，２，刘嘉仪１，２，秦　 珊１，２，江　 玲１，２，吕　 君３，∗

１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２４

２ 北京旅游发展研究基地，北京　 １０００２４

３ 内蒙古财经大学旅游学院，呼和浩特　 ０１００７０

摘要：探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机制及模式是国家公园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关键。 构建

了国家公园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分析国家公园生态产品特征并划分类别，以神农架国家公园试点为例，探究了国家

公园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路径与机制，建立了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 结果表明：（１）国家公园复合生态系统由社

会、经济和自然生态系统构成，形成一个相互影响、相互关联的整体。 （２）国家公园生态产品具有生物生产性、资源稀缺性、人
类收益性、地域整体性、政策依赖性、利益平衡性等特征，识别与分类生态产品有助于复合生态系统的平稳运行与健康发展，进

而实现生态产品价值。 （３）国家公园生态产品总体分为公共性、准公共性和经营性三类，并由政府主导、社区主导、市场主导与

多主体复合型路径组成的价值实现路径体系完成价值实现。 （４）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由生态保护机制、经济发展

机制、社区进步机制和协调保障机制四部分构成，服务于生态保护、产业发展和社区振兴三个目标。 （５）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过程中存在一定问题，以生态保护为首要任务、旅游发展为实现路径、社区振兴为核心目标，构建神农架国家公园“生态

保护⁃旅游发展⁃社区振兴”共生模式，并进一步提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生态旅游模式，以协调处理神农架国家公园复合生态

系统结构内的矛盾，实现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的最大化。 综上所述，丰富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理论，并为国家公园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模式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与决策参考。 国家公园“生态保护⁃旅游发展⁃社区振兴”的共生模式以及国家公园生态产

品实现的生态旅游模式，将为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提供更加全面与有效的路径与模式。
关键词：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生态旅游；共同富裕；生态文明建设；共生模式；神农架国家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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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我国已建成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
神农架、钱江源、南山、武夷山、长城、普达措和祁连山 １０ 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涉及 １２ 个省，总面积约 ２２ 万

ｋｍ２，约占中国陆域国土面积的 ２．３％［１］。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中国正式设立第一批 ５ 处国家公园。 党的二十大报

告提出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国家林草局、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生态

环境部联合印发《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遴选出包括 ５ 个正式设立的国家公园在内的 ４９ 个国家公园候选

区，提出到 ２０３５ 年我国将基本建成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为进

一步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明确了战略方向和实施指南。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是当前学界研究

和业界关注的重点［２—３］。 许多学者从海洋牧场［４］、海洋保护地［５］、自然资源［６］、农业［７］ 等领域对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机制开展了深入研究。 无疑，探索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机制是加快自然保护地生态文明建设、推动

“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关键环节。 国家公园是中国提供生态产品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的重要区

域［８］。 探究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是当前学界研究前沿，然而仅有少数学者对此开展研究［８—９］，有
学者提出，特许经营是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重要机制［１０］。 生态旅游是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的重要方式［１０］。 有效实现国家公园生态旅游产品价值，能够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同

时促进国家公园绿色发展和自然保护之间的良性循环［１１］。 目前有学者关注国家公园生态旅游价值实现机

制［１１］，一些学者从互联网［１１］、民族文化［１２］、游客幸福感［１３］、生态旅游系统［１４］ 等视角分析了国家公园生态旅

游价值的实现路径。 对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与模式的探索与构建，是国家公园建设的重要科学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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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然而当前对此研究相对较少。 本文以神农架国家公园为案例地，探讨国家公园生态产品的特点、分类与实

现路径，构建了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机制、“生态保护⁃旅游发展⁃社区振兴”共生模式与国家公园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生态旅游模式。 研究成果有助于丰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理论，为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机制与模式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与决策参考。

１　 案例地概述

神农架国家公园是我国首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之一，位于湖北省西北部。 神农架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总

面积 １１７０ｋｍ２，空间范围为 Ｅ１０９°５６′０３″—１１０°３６′２７″，Ｎ３１°２１′２４″—３１°３６′２７″。 试点区整合了世界自然遗产

地、世界地质公园、世界人与生物圈保护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湿地公园等 １１ 类保护地。 神农架国家公

园位于湖北省神农架林区，地处中国地势第二阶梯的东部边缘，属于大巴山山脉东延的中高山区，是中国生物

多样性保护优先区之一。 神农架国家公园在行政上跨越神农架林区九湖镇、下谷乡、木鱼镇、红坪镇和宋洛乡

５ 个乡镇 ２５ 村行政管辖区域，在管理上划分为大九湖、神农顶、木鱼和老君山 ４ 个管理区，４ 个管理区又细分

为 １８ 个管护小区。 神农架国家公园按照生态功能和保护目标，划分为严格保护区、生态保育区、游憩展示区

和传统利用区。

２　 国家公园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

２．１　 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

马世骏与王如松指出，复合生态系统由社会、经济、自然三个子系统耦合构成［１５］。 社会、经济、自然三个

系统虽各自存在和发展，但仍与其他系统相互制约，相互依存，而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问题是指多个

系统相结合的复杂问题。 社会系统是指以人为核心而形成的观念、体制、文化，如政策法规、科技教育、思想文

化、组织管理等［１６］。 经济系统是指人类为自身生存和发展进行有目的的生产、流通、消费、还原、调控等活动，
能取得一定效益的经济系统，还与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成本、利用率、供销平衡等有关［１５］。 自然系统由

环境和资源要素组成。 环境要素是指由地貌、气候、水文等共同组成的人类生活、生产和发展的自然因素总

体，资源要素是指能够作为人类生产生活资料来源的要素，如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生物资源等［１７］。 三个子系

统相辅相成，例如，社会系统中的文化、政策、科技等要素会直接影响经济活动的规模、方向，以及企业和市场

的行为；经济系统中的生产、消费等活动则影响着自然系统的稳定和健康；同时，自然系统中的气候、水文等要

素也会影响社会生活和经济运行。 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健康运行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与公平，促
进经济发展、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并形成 １＋１＋１＞３ 的效果，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２．２　 国家公园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构建

国家公园涵盖了丰富的生态资源、人类的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等要素，各要素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非线

性和反馈关系，由此国家公园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根据前人总结归纳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

系统理论［１５—１６］与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研究内容［１８—２０］，本文将国家公园生活、生产和生态间的相互关系融合为

复合生态系统，构建国家公园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如图 １ 所示。 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是国

家公园生态产品形成和开发的基础和支撑，合理有序的复合生态系统能够在保护自然环境的基础上充分发挥

企业、政府、居民等各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推动国家公园生态产品的经营、交易及价值实现。
２．３　 各子系统内涵阐释及相互作用

国家公园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由社会、经济、自然三个子系统所组成。
首先，社会生态系统是指人类社会在国家公园的保护与利用中形成的保护理念、体制法规等，主要由国家

公园及周边地区的社区居民、政府、企业和游客等利益相关群体构成。 国家公园是一个多元的体系，在国家公

园社会生态系统中，各类主体相互支持、相互协调，形成积极的参与意识和一系列制度规范，如坚持生态保护

第一、坚持全民公益性的保护理念和《国家公园管理暂行办法》等制度，有助于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维护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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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国家公园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ｓ

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 社会生态系统对国家公园的保护与利用、民生经济长远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不仅有助

于提高公众对国家公园生态环境保护的认识与意识，培养环境伦理观念，而且益于多元利益的平衡和协调，实
现生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经济生态系统主要包括生产、流通、消费、还原、调控五个环节［１６］，国家公园经济生态系统主要涉及

了国家公园的资源开发、产品经营、产品交易、生态恢复等内容。 国家公园经济生态系统的平稳运行有助于实

现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双赢，不仅促进国家公园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２１］，带动生态旅游、冰雪旅游、生态农

业等产业的发展，进一步推动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而且有助于维护国家公园生态平衡和保护物种多样性。
最后，国家公园自然生态系统依托国家公园本身的生物群落、基因资源、自然景观等提供生态供给资源、

生态文化资源、生态调节资源、生态支持资源，不同类型的自然资源开发形成不同的生态产品并进入经济、社
会生态系统实现其价值。 维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是国家公园生态保护的第一要义，因此，自然生

态系统的健康运行有助于国家公园的生态环境保护，并推动自然资源进一步转化为生态产品。
三个子系统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联系紧密。 社会生态系统是国家公园经济生态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

运行主体，社会生态系统中各主体的活动时刻影响着生态环境调节与经济运行。 经济生态系统是国家公园自

然和社会生态系统的重要杠杆，合理有序的经济活动有助于社会系统的稳定运行并且反哺于自然生态系统，
促进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 自然生态系统是国家公园社会生态系统和经济生态系统的发展基础，自然生

态系统为经济和社会系统的发展提供生态资源。 同时，三个子系统间也存在矛盾冲突。 首先，国家公园自然

与社会生态系统间“人、地、物”多方对自然资源和生存生产空间的博弈［２２］，各利益相关主体均与自然生态系

统存在利益冲突，特别是社区居民的生存、生活与发展需要同有限的、自然资源和脆弱的生态环境之间的矛

盾，影响了国家公园“生态保护第一”理念的实现。 其次，国家公园自然和经济生态系统间森林碳汇、生态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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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态旅游等经济开发活动与生态系统保护的矛盾，过度的经济活动可能会对公园内的生态系统造成破坏，
威胁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 最后，社会与经济生态系统间由于资源分配、利益权衡和社会需求等原因，不同

利益主体和经济环节之间存在竞争和对立，不同主体之间具有不同的目标、利益和价值观，比如原住民的文化

传承和保护可能与国家公园经济发展目标相冲突，经济活动会影响传统生活方式、文化实践和土地权益，引发

文化冲突和文化取代的担忧。 三个系统不断交互作用，在冲突和平衡中共同推动国家公园社会⁃经济⁃自然复

合生态系统的发展，合力促进国家公园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

３　 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及机制

３．１　 国家公园生态产品分类

生态产品是指在不损害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完整性的前提下，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物质产品和服务产

品，以及源于生态系统结构和过程的文化服务［２３］。 因此，生态产品的开发成为国家公园社会⁃经济⁃自然复合

生态系统运行的重要环节，同时，生态产品的有效识别与分类也有助于复合生态系统的平稳运行和健康发展，
从而更好地管理和保护国家公园生态资源，实现生态产品价值。 参考已有相关研究［２４—２６］，国家公园生态产品

主要具有生物生产性、资源稀缺性、人类收益性、地域整体性、政策依赖性、利益平衡性等基本特征。 国家公园

生态产品的生产离不开包含人类、动植物、微生物在内的生物参与，具有生物生产性；并且由于生态环境遭到

破坏，生态产品的供给能力下降，而人类的物质需求不断提高，生态产品呈现出供不应求状态，具有资源稀缺

性；同时，国家公园生态产品是国家公园区域内产生的对人类福祉产生效益的一系列产品，由此具有人类收益

性和地域整体性；此外，国家公园生态产品的生产与价值实现对政府的政策与行为高度相关，具有高度的政策

依赖性；最后，国家公园生态产品的生产需要平衡自然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利益平

衡性。 依据国家公园生态产品在生产、消费过程中的特点［２—３，２７］，本文将国家公园生态产品分为公共性生态

产品、经营性生态产品、准公共性生态产品 ３ 种。 表 １ 是对分类情况的阐述与举例。

表 １　 国家公园生态产品类型及案例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ｙｐｅｓ ａｎｄ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ｓ

产品类型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产品释义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产品特点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产品案例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公共性生态产品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公共性生态产品指国家公园生态系统
中生物生产提供的自然物产，包括清新
空气、洁净水源、安全土壤等人居环境
产品，以及物种保育、气候变化调节和
生态系统减灾等维系生态安全的产品。

纯公共性、非竞争性、非
排他性、产权区域性

神农架拥有珍稀植物 １５５ 种，并成功繁
育 ５２ 种 （珙桐、洪平杏等） 濒临灭绝
物种。
神农架是丹江口水库的重要水源地、核
心水源区，南水北调的源头。

经营性生态产品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经营性生态产品是国家公园人类劳动
高度参与而生产的生态产品，包括农林
牧渔生态物质产品、生物质能等物质原
料产品，以及旅游休憩、健康休养、文化
产品等依托生态资源开展的精神文化
服务。

竞争性、排他性、产权明
晰、市场交易

神农架百花蜜、野生绿茶、黑苦荞茶、生
态酒等特色农产品；神农架滑雪旅游、
生态旅游、生态研学、康养旅游等旅游
产品。

准公共性生态产品
Ｑｕａｓｉ⁃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准公共性生态产品介于公共性生态产
品和经营性生态产品之间，可以看作是
公共性生态产品通过在市场中实现交
换价值的生态商品，包括林权、水权、碳
排放权、排污权、用能权、生态环境增益
权等。

公共性、有限竞争性、有
限排他性、市场稀缺性、
产权明晰、可精确定量

神农架对其碳资产项目进行分析及有
序开发，林业碳汇作为神农架林区的特
色和优势，年均可贡献 １０９．６８ 万 ｔ ＣＯ２

的碳吸收。

３．２　 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体系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涉及到国家公园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在不同阶段中的资

源、主体和活动各不相同，不同的资源和产品适用的方法也不同。 故需要在明确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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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对国家公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进行构建。 随着生态产品概念频繁出现在国家的政策文件中，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相关的研究在近年来不断涌现：根据生态产品的类型与特点划分出包括特许经营［２８］、产
业化经营［２９］、生态补偿［３０］、权属交易［３１］、绿色金融［３２—３３］、政府、市场和社会［３４］等路径。 本文结合国家公园生

态产品类型和参与的社会主体，提出国家公园生态产品实现路径体系（图 ２）。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国家公园

体制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具有较高的政策依赖性，国家公园的生态利益成为影响政府政治利益的主要因素，
因此路径体系的每条路径中政府与政策都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３５］，才能够保证体系的平稳运行。

图 ２　 基于产品分类的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体系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１）政府主导路径。 即依靠政府行为主导为必要条件开展的价值实现路径，一般用于实现公共性生态产

品价值，核心路径主要包括生态保护补偿、生态税费、生态保护、生态修复和生态建设工程。 生态保护补偿指

包括对主体功能区转移支付或专项生态投资建设的纵向补偿，以及基于地方发展权转移进行生态产品交易的

横向补偿［３］。 生态税费是由政府制定税收政策向生态资源使用者与破坏者按程度征收的税费，以弥补对生

态资源的消耗，充实生态保护资金。 生态保护、生态修复和生态建设工程，是政府将生态保护资金通过购买保

护、修复和建设工程的方式，改善生态资源质量，提高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生态产品价值增殖。
（２）社区主导路径。 即由村委会或社区居民为实施主体的路径，多用于实现公共性生态产品价值。 其核

心路径为社区治理，由国家公园管理局向社区居民提供如解说员、管护员的公益岗位，并建立社区共同管理、
治理机制，共同参与国家公园的生态保护和社区的物质、精神文化的发展，提高生态产品质量与价值，促进社

区居民共同富裕。
（３）市场主导路径。 即依靠市场机制作用的路径，一般用于实现经营性生态产品价值，核心路径包括生

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和生态溢价。 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是企业或社区居民在特许经营制度下，利用生

态资源开展生态产业经营并将原有产业生态友好化，包括农林牧渔业及手工业、旅游产业、基础服务业等。 生

态溢价是通过申请或建立绿色生态认证或环保标识，提高生态产品的附加值，为产品带来竞争优势的路径。
市场主导路径通过市场化交易与社会公众消费完成生态物质产品和生态文化产品的价值实现，促进产业发

展、社区建设与居民共同富裕。
（４）多主体复合型路径。 即需要多方主体合作完成的路径，多用于实现准公共性生态价值，核心路径有

绿色金融和空间管制等。 绿色金融以明晰产权作为产权流转与交易的基础，构建生态产权、生态权益及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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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配额指标等生态产品的全国性与区域性市场交易平台，将生态产品以金融资产的形式引入金融市场，最
终衍生出具有投资价值的融资、基金、债券及资产管理等金融产品，为国家公园的生态保护与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吸收更多资金。 空间管制是由国家公园管理局和社区居民共同对国家公园不同分区进行人类活动的管控，
保证生态产品的转化与价值实现在生态安全允许下进行。
３．３　 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国家公园坚持“生态保护第一、国家代表性、全民公益性”的理念，以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向生态利益统

一为价值取向。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将凝结了人类劳动的生态产品所蕴含的生态、经济和社会价值以可量化

的方式体现出来，并使生态环境保护者受益、使用者付费。 建立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则是通过系

统、科学的方式对国家公园的生态产品价值的转化作出的指导与规范，以谋求更大的整体价值。 因此，本文提

出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建立的三个目标：（１）生态保护。 生态资源是有限的，人类的生存与经济

的发展高度依赖于自然生态资源的消耗，也将随自然资源的耗竭而终断，而国家公园为实现自然生态系统的

原真性、完整性保护，维护国家生态安全而建立。 因此，生态保护是基本目标。 （２）产业发展。 生态保护提高

生态资源质量，为生态产品生产提供基础，而生态资源向生态产品的转化与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需要依靠产

业的转化能力作为桥梁，将生态产品价值显化为经济价值。 国家公园鼓励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适当发展

冰雪旅游、生态旅游等产业，故将产业发展作为第二个目标。 （３）社区振兴。 将生态产品中社区居民保护与

经营的劳动转化为实际的货币收益，使社区居民增收致富、实现共同富裕，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结果，也是

人与自然和谐互惠共生另一要求。 因此，社区振兴是第三个目标。
本文基于国家公园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结合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与机制建立的目标，形成

国家公园生态产品实现机制（图 ３），以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局面。

图 ３　 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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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１　 生态保护机制

生态保护机制由政府主导，社区居民参与完成，旨在实现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生态保护目标，包括生态移民

搬迁、生态保护补偿、分区管理、生态保护、生态修复和生态建设等工作。
首先，生态移民搬迁。 ２０１２ 年，湖北省省委、省政府面对被伐木、伐木与垦荒严重破坏的生态系统，部署

了神农架大九湖生态移民搬迁工程，将湖区居民陆续搬到坪阡古镇，使大九湖得到休养生息。 ２０２０ 年，大九

湖地区的草地面积已由 ２０１３ 年的 ３．７０ｋｍ２增加至 ４．７６ｋｍ２ ［３６］，搬迁至坪阡古镇的居民也吃上了“旅游饭”。
其次，分区管理、生态保护、生态修复和生态建设。 ２０１７ 年，《神农架国家公园保护条例》指出，根据生态

功能与保护目标划分区域管理，并要求开展各类资源的专项保护工程，必要时开展“自然修复为主、生物措施

和工程措施相结合”的生态系统修复。 同年起，神农架国家公园每年开展“绿盾”专项行动，开展公路沿线裸

露山体修复、河道采砂取石治理、湿地生境恢复等生态修复工程，截至 ２０２１ 年实施生态修复的面积已达 ２２２７
万 ｍ２［３７］。

第三，生态保护补偿制度。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

见》，湖北省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实施意见》《湖北省支持推进流域横向生态

保护补偿机制全覆盖的实施方案》，神农架国家公园发布《神农架国家公园保护条例》等文件，并通过增设生

态管护员、巡护员等生态公益岗位、探索资金补偿等方式，建立了以森林、流域补偿为重点的保护补偿机制、纵
向和横向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对参与保护事项的国家公园社区居民进行生态保护补偿。 目前，林区已与周

边县市签订流域补偿协议，建立跨流域生态环境联防联控机制，共同保障流域上下游生态环境安全。
３．３．２　 经济发展机制

经济发展机制是在政府引导、协助和监督之下，由社会多方主体参与进行的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产品

并实现其价值的机制，旨在实现经济生态系统的产业和经济发展的目标，主要包括产业化和资本化等内容。
２０２１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提出探索政府

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同年，神农架林区制定《神农架

林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工作方案》与《神农架林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方案》，提出将畅通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途径，壮大生态农林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并探索建立神农架“两山银行”，推动商业银

行开展绿色信贷业务，即发展产业化与资本化。
在产业化方面，神农架国家公园管理局通过探索产业扶持、技术援助与人才支持等方式，作为保护补偿的

一部分，促进生态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协同，神农架人得以实现脱贫致富、福祉翻番。 神农架的原住民通

过“企业＋农户”模式的产业扶持发展了中华小蜜蜂、茶叶、中药药材、珍稀苗木以及冷水鱼养殖等生态产业，
或是在搬离生态保护区后借助政府的补贴开办了餐饮、民宿和旅游项目，实现了共同富裕目标。 此外，神农架

出台“人才引进培养和激励保障实施办法”，设立人才专项经费，出台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 ２９ 项服务保障

政策吸引人才。 然而，国家公园当前在特许经营方面仍存在共性的问题。 ２０２０ 年，神农架国家公园管理局发

布并实施了《神农架国家公园特许经营管理办法（试行）》，并对违规的个人或企业进行处罚，而具体的审批标

准与内容规定以及建设成效都未被公开。 包括神农架国家公园在内的诸多国家公园及试点在特许经营与产

业化的建设情况均存在此类问题，而特许经营制度的不充分发展部分源于《国家公园法（征求意见稿）》和《国
家公园暂行管理办法》对特许经营条款的刻意的回避［３８］。 因此，产业化特许经营方面仍需要国家公园在国家

制定明确的政策法规的同时，积极探索出适合自身的特许经营路径，以实现国家公园生态资源产业化高质量

发展。
在资本化方面，即政府主导建立维护、企业和居民参与的绿色金融体系，通过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揭示生态

系统服务的价值，是解决国家公园资源统筹难度大、资金支持不足与生态产品生产与价值实现之间矛盾的重

要手段。 在《神农架林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工作方案》与《神农架国家公园管理条例》等文件的指导下，
神农架林区林业管理局与国家电网新能源云技术有限公司签订林业碳汇开发合作协议，推动神农架林业碳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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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上市［３９］。 神农架创新实施“碳林贷”，以植树造林产生的碳汇收入作为还款来源，以预计可实现的森林

碳汇收益权作为质押，为从事林木培育、种植或者管理的企业发放“碳林贷”，并将进一步向光伏等清洁能源

延伸，推广创新碳金融模式［４０］。 此外，神农架林区担保公司于 ２０２２ 年出台《关于发展绿色金融助推林区“绿
色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设立绿色金融专项担保金，降低担保费率，推动神农架地区“绿色金融”高
质量发展。
３．３．３　 社区进步机制

社区进步机制是国家公园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求下，原住民通过国家公园的社区共建共管机制参

与国家公园的治理与管理，充分体现其需求与意愿，平衡居民生存与生态保护间的冲突，将强制的保护行为转

化为全社会保护环境的内生动力。
神农架国家公园强调社区共建，成立了共管委员会、完善共管机制并强化升级保障机制，考虑并满足了原

住民的就业、教育、医疗及社会保障等需求［２０］。 国家公园提供生态管护岗，并修订了相关规定进行严格的选

拔与考核标准；神农架适龄儿童入学率达 １００％；医疗实现了每千人的床位、医师、护士数量显著提升；城乡居

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参保率均 ９８％以上［４１］；建成公路村村通，机场建成通航，高速高铁相继通车，所有学校、
养老院、福利院都实现了集中供暖。 此外，政府将环保的设施与技术在国家公园范围内推广，使社区的生活与

经营成本降低、生态效益提高。 大九湖景区推进“光伏＋”建设，打造“光伏＋民宿”的生态旅游模式，每年减少

碳排放 ３２５ｔ［４２］。
３．３．４　 协调保障机制

协调保障机制是指由政府作为主导者，带领科研机构、社区居民等社会主体为保障生态资源保护与生态

产品转化而开展的一系列支持和协调工作。 中央《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与神农架国

家公园的相关文件均对生态资源的普查与统计、权属确认、生态价值核算、科研、立法立规及管理等工作进行

明确要求，为国家公园的建设、管理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作保障。
首先，在生态资源探查与权属确认方面，２０１８ 年起，神农架国家公园开展一系列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工作，

推动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产权制度。 ２０２３ 年，神农架国家公园开展史上范围最广、
内容最全的本底资源调查项目，有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武汉大学等 １００ 多位专家及科研人

员参与；预计调查结束后发布成果报告和专著，建立数据库和“国家公园种质库”，并提出濒危物种的精准保

护对策［４３］。
其次，国家公园管理局和科研团队持续探索先进环保的监测、保护、培育和修复技术，以及更适用国家公

园的生态产品价值、ＧＥＰ 等的评估与核算方法。 神农架国家公园科学研究院构建了“四创新、两共建、七基

础、三示范、四科普”的科研平台格局，涵盖了生态保护、物种繁育、监测及科普教育等功能［４４］。 ２０２１ 年，神农

架林区开始探索适用神农架的生态系统生产总值（ＧＥＰ）和生态产品价值的核算体系。
第三，神农架林区政府发布了《神农架国家公园保护条例》《神农架国家公园总体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５ 年）》

《神农架林区自然生态保护和统筹发展规划（草案）》等文件，对生态保护、发展规划、分区分级分类管理的工

作原则、方法技术、程序以及处罚措施等内容进行了规划与要求。 此外，神农架国家公园管理局的组建，有效

解决了保护地交叉重叠、多头管理等问题，建立管理局⁃管理处⁃管护中心三级管理体系，实现统一规范高效的

扁平化、网格化分级管理，明确国家公园管理局的执法权和管理权，使国家公园管理工作有法可依。

４　 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

４．１　 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根据国家公园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三个子系统间的矛盾冲突，可以进一步发现神农架国家公园

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存在的部分问题。 首先，生态保护与社区振兴的协调发展问题。 生态保护的管理

限制和规范可能对社区居民的生活方式和权益产生影响。 例如，神农架国家公园为保护大九湖的湿地环境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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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生态移民搬迁，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当地社区的生存空间，有时甚至需要居民改变传统的生计方式，可能

引发社区居民的抵触情绪，不利于国家公园的生态保护。 其次，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协调问题。 根据《神
农架国家公园保护条例》，神农架国家公园的严格保护区和生态保育区禁止一切开发建设，游憩区和传统利

用区仅允许有限的旅游和传统农业生产。 囿于严格的保护条例，神农架国家公园需要避免过度的经济活动对

生态系统造成破坏，导致旅游目的地可进入性较差，限制了旅游发展［４５］。 最后，社区振兴与旅游发展的协调

发展问题。 神农架国家公园的旅游发展虽然提高了居民收入，但也改变了就业结构和经济基础，当地居民需

要承担旅游收入不稳定的风险［４６］。 部分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旅游活动容易引发当地社区的过度商业化和同

质化，使社区原有的文化特色和传统习俗受到严重冲击。 另外，过度的旅游发展可能导致对当地资源的过度

利用和竞争，进而给社区居民带来资源短缺和经济压力，阻碍社区振兴的进程。
４．２　 国家公园“生态保护⁃旅游发展⁃社区振兴”共生模式

共生一词最早出现在生物学领域，Ａｈｍａｄｊｉａｎ 将其定义为两个或多个不同种属的物质联系在一起，形成相

互依存、相互促进或者抑制的关系［４７］。 共生理论主要从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等方面分析共生系统

的内部关系［４８］。 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需要多元系统的协同性、整体性治理［４９］。 在国家公园社会⁃经济⁃自然

复合生态系统中，社会、经济和自然生态系统共同构成了共生系统。 生态保护、旅游发展和社区振兴是此复合

共生系统的关键子要素，各子要素之间的共生关系和作用方式即为共生模式。 政府部门、当地社区、旅游企业

和旅游者共同构成共生单元主体［５０］。 较为理想的共生模式是多元主体之间的互惠共生。 为解决上文提到的

问题，本文基于国家公园社会⁃经济⁃自然复合共生生态系统和共生理论，以神农架国家公园为例，构建国家公

园“生态保护⁃旅游发展⁃社区振兴”共生模式，如图 ４ 所示。

图 ４　 神农架国家公园“生态保护⁃旅游发展⁃社区振兴”共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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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生态保护是共生模式的首要任务，能够支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２０１８ 年以来，神农架国家公园设有

各类生态巡护员、护林员 ３０００ 多名，２０２２ 年建成面积 ２５ｈｍ２ 的湖北省首个生物多样性监测“大样地” ［５１］，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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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稳定性。 做好国家公园的生态保护，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基因

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多样性，保障社区发展的物质基础，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升生态旅游目的地竞争优

势，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２）旅游发展是共生模式的实现路径，能够带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神农架国家

公园鼓励支持大九湖村、坪阡村发展旅游产业，实施中药材种植、蜜蜂养殖“以奖代补”政策发展特色产业，由
生态旅游带动生态农业。 根据神农架林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２０２１ 年全区旅游经济收入 ６６７８２７
万元。 发展生态旅游不仅可以造福当地社区，推动共同富裕，也可以为国家公园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资金支

持，用于进一步的生态保护和社区管理工作。 （３）社区振兴是共生模式的核心目标，能够保障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 神农架国家公园辖区的老君山村山陡地少经济弱，通过引导村民种树生财，神农架国家公园让村民成

为生态保护的参与者与受益者，带动农户年均增收 ２ 万余元［５２］。 有效处理国家公园与社区关系，保障社区居

民的需求和发展权益，有利于带动居民主动参与国家公园生态保护，提高当地旅游服务水平，从而在社区振兴

的基础上达到生态保护和旅游发展的双赢局面。
理想状态下的共生模式，需要处理好国家公园各子系统间的冲突矛盾所延伸出的问题。 只有当生态保护

得到有效实施，社区得到全面振兴，旅游实现可持续发展，彼此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受益，形成良性循环

时，此共生模式才能充分发挥其自然、社会、文化和经济环境多重效益，实现国家公园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产

品价值的最大化。
４．３　 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生态旅游模式

国家公园共生模式强调生态保护第一，在合理开展旅游活动的前提下，生态旅游模式不仅能正向影响生

态保护，还能促进共抓生态保护的生命共同体的形成，使国家公园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空间［１０］。 国家公

园“生态保护⁃旅游发展⁃社区振兴”共生模式是一种综合性的总体模式，旨在通过生态保护、社区振兴和旅游

发展的协同作用，实现国家公园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产品价值的最优化。 生态旅游是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的重要方式，涉及建设生态旅游产品项目和核算生态旅游服务价值等环节［１０］。 共生模式的理念可以为

生态旅游模式提供指导，本文以神农架国家公园为例，构建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生态旅游模式，如
图 ５所示。 此生态旅游模式则是在总体模式下的旅游模式，旨在从生态旅游视角合理协调共生模式目标，发
挥共生单元主体作用，达成共生环境的自然、社会、文化和经济效益，促进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１）明确神农架国家公园生态旅游资源权属。 神农架国家公园自 ２０１８ 年开始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

作，明确各类自然资源的数量、治理、种类、分布等状况，完善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数据库，为国家公园自然资源

的统一管理和利用提供保障，确保旅游开发遵循公平合理的资源利用和保护原则。 ２０２３ 年的本底资源调查

项目，进一步扩大了调查范围，调查面积达 ２３７０ｋｍ２［４３］。 （２）调查监测神农架国家公园生态旅游信息。 神农

架国家公园科学研究院“四创新、两共建、七基础、三示范、四科普”科研平台，涵盖了生态保护、物种繁育、监
测及科普教育等功能，便于对神农架国家公园进行全面的调查和测试，了解潜在的生态旅游资源和环境状况。
神农架国家公园信息管理中心、景区游客流量预警系统，运用多种监测手段，形成立体式保护网络，实现生物

监测全覆盖。 （３）建设神农架国家公园生态旅游产品项目。 神农架国家公园依托特有的生态资源优势，推出

中药材、百花蜜、茶叶、珍稀菌等产品，加强科考馆、地质馆和奇石馆等自然博物馆群的科普能力建设。 以民俗

馆为载体展示神农文化和野人文化等，借“野人之谜”打造“野人 ＩＰ”。 培育避暑度假、温泉疗养、森林康养、冰
雪旅游等生态旅游产品体系。 （４）促进神农架国家公园生态旅游产品交易。 神农架国家公园以提升旅游品

质为核心，发展以世界自然遗产价值展示为主的自然科普游、以休闲度假为主的森林康养游、以冰雪运动为主

的特色户外游［５３］。 推动生态产品旅游化与旅游产品生态化的“两化”进程，拓展生态旅游产业链，整合生态

产品的供应链和旅游产品的消费链，促进生态旅游产品交易，实现生态产品和旅游产品价值的有效转化与实

现。 （５）核算神农架国家公园生态旅游服务价值。 神农架国家公园每年接待游客超过 １７００ 万人次［５１］。 ２０２１
年发布的《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推动了神农架国家公园对生态系统生产总值和生态

产品价值的核算体系的探索。 对国家公园的生态旅游服务价值进行评估，有助于更直观地理解生态旅游的影

６９７５ 　 生　 态　 学　 报　 　 　 ４４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图 ５　 神农架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生态旅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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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和效益，从而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 （６）发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主体的协同作用。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涉及

多利益主体“价值共创”，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５４—５５］。 神农架林区政府部门支持农户发展乡村旅游、精品

民宿，让当地社区更好融入生态旅游产业链，分享发展红利。 旅游企业依据国家公园特许经营管理法规和条

例，可持续地经营生态旅游。 当地社区和旅游者等共生单元主体作为国家公园环境保护的主要群体，在神农

架国家公园的环境教育下，共同成为国家公园的保护者和受益方。 （７）合理协调神农架国家公园共生模式目

标。 神农架国家公园建立了林地生态补偿机制、兽灾生态补偿机制，为辖区乡镇购买野生动物损害、候鸟捕食

和自然灾害商业保险。 如 ２０１８ 年投入保险资金 １０９ 万元，购买 １２． １３ｋｍ２ 农作物、８８９８ 箱蜜蜂的商业保

险［５６］。 实施“以奖代补”政策，鼓励和扶持社区发展中药材种植、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等产业，保障社区居民

的需求和发展权益。 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带动社区振兴与共同富裕，促进国家公园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神农架根据国家公园建设的背景和具体要求，适度发展生态旅游，把握好建设生态旅游产品项目和核算

生态旅游服务价值等 ７ 个关键环节。 大力推动“两化”进程，重视价值实现主体，能够有效发挥共生环境效

益，最终协调生态保护、旅游发展和社区振兴三大共生模式目标的实现，以生态旅游模式促进“绿水青山”转
化为“金山银山”，实现生态产品价值。

５　 结论与讨论

５．１　 结论

本文以神农架国家公园为例，根据社会⁃经济⁃自然生态系统理论［１５］，建立了国家公园复合共生生态系统，
讨论了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建立了适用于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机制与模式。 主要结

论如下：

７９７５　 １３ 期 　 　 　 唐承财　 等：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机制及模式———以神农架国家公园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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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为科学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本文将国家公园解构为由社会生态系统、经济生态系统与自然

生态系统构成的国家公园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
（２）将国家公园生态产品类型划分为：公共性生态产品、准公共性生态产品和经营性生态产品；提出政府

主导、市场主导、社区主导以及多主体复合型路径 ４ 类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３）基于国家公园复合生态系统，提出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包括生态保护、经济发展、社区

进步和协调保障四种机制。
（４）以共生理论为基础，根据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中的问题，提炼出以生态保护为首要任务、

旅游发展为实现路径、社区振兴为核心目标的国家公园“生态保护⁃旅游发展⁃社区振兴”共生模式，并构建了

神农架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生态旅游模式。
５．２　 讨论

国家公园体制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５５］，生态保护是其首要目标。 国家公园的原住民与其世

代传承的知识与文化将自然生态焕发人文生机，同时成为国家公园应对旅游扰动的响应机制［５７］。 作为国家

公园，生态保护需要经济基础作为支撑，而作为行政区域，民生福祉的发展需要生产经营活动维持。 自然、社
会与经济三个方面在国家公园建设中缺一不可。 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

益的平衡存在诸多矛盾与冲突，通过国家公园体制将各方利益关系进行重构［５８］，才能够实现“两个和解”，实
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国家公园体制下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通过实施生态保护、修复与建设工程，制
定完善法律体系与管理体系，设立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与产业扶持计划，搭建生态权益交易平台，构建国家公园

为基础的科研体系，使生态资源质量持续优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增值，居民生活改善以及社区经济、文化生

态均衡发展，共促生态文明建设。
第一，本文综合已有研究［３，５，１２，３４］，将国家公园生态产品分为公共性、准公共性和经营性三类，总结出生物

生产性、资源稀缺性、人类收益性、地域整体性、利益平衡性的基本特征，并对应建立了以政府主导、社区主导、
市场主导和多主体复合的价值实现路径体系，试图为国家公园乃至自然保护地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的管

理与创新提供借鉴。
第二，本文根据自然、社会与经济三个方面对于国家公园的重要性，以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

论［１５—１６］为基础对国家公园进行解构，建立了国家公园复合共生生态系统，并进一步建立四轮驱动的国家公园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可为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完善提供可供参考的范本。 与此同时，由于

篇幅的限制，本文未能将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复杂体系中具体环节的运作机制完全呈现，将在未来的

研究中进一步展开讨论。
第三，本文根据国家公园复合生态系统内部矛盾［１８，４７］与影响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问题，基于复合生态系

统结构、结合神农架国家公园的实践，建立了明确任务、路径和目标的“生态保护⁃旅游发展⁃社区振兴”共生模

式与生态旅游模式，试图为国家公园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协同平衡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案例参

考。 然而，当前限于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的技术方法尚无统一规范，共生模式与旅游模式的具体效果尚未被量

化统计，同样也阻碍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３］，还需在未来的研究中尽快明确，并对不同国家公园作为案例地

对实践效果进行研究。 最后，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如何利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来推动国家

公园居民共同富裕，也是未来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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