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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目的生态产品定价思路、方法选择及应用

汪劲松１，肖　 燚２，石　 薇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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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生态产品进行合理定价既是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举措，也是促进生态保护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路径。
然而，繁多的生态产品定价方法使得生态产品定价结果存在明显差异，缺乏可信度和公允性。 研究发现，价值理论的不同是造

成估价结果不可比的主要原因，而估价目的和应用场景则是选择价值理论的主要依据。 为此，从已有价值理论和生态产品的定

价目的出发，归纳了 ５ 个常见的生态产品定价应用场景，分析了不同场景下生态产品定价的价值理论基础；归纳了一些常用生

态产品定价方法适用的价值类型；梳理了不同目的不同场景下生态产品的定价思路、适用的定价方法以及选择的优先顺序；以

北京市密云区和浙江省丽水市为例，给出了不同目的下各类生态产品的参考价格，并对其进行价值核算。 研究结果有助于推动

形成统一的生态产品定价体系，并为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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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生态产品作为生态环境为人类提供福祉的统称，是山水林田湖草的结晶产物，也是绿水青山在市场中的

产品形式。 实现生态产品价值是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关键路径，也是落实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抓

手。 自“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这一政策提出以来，中国政府和学者便围绕着如何实现生态产品价值，开展了大

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１—３］。 然而，在实践过程中，仍存在一些理论难题，因此制约了生态产品的价值实

现，其中之一就是生态产品的定价问题。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如何对生态产品进行合理定价便成为了学术界探讨的一个重要议题。 针对这一

议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广泛且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多种生态产品定价方法，包括基于市场的估价方法、基
于成本的估价方法、解释性偏好法、陈述性偏好法和价值转移法等［４—１１］，以满足实践中的生态产品估价需求。
然而，繁多的生态产品定价方法使得生态产品定价结果存在明显差异，缺乏可信度和公允性［１２—１４］。 因此，如
何从众多估价方法中选择最为合适的，便成为了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中首要解决的难点问题之一。 从已有研

究成果来看，研究范围的大小、数据的可得性以及对结果精确度的要求是选择定价方法的重要依据［１５—１６］。 然

而，受制于可信度和公允性，已有的估价结果无法得到广泛推广。 于是，学者们便开始聚焦估价方法的适用

性，进而发现，价值理论不同是造成定价结果不可比的主要原因，而估价目的则是选择价值理论的主要

依据［１７—１９］。
本文拟针对上述问题，对生态产品的定价方法展开研究。 其主要研究目标为：一是探讨不同目的下生态

产品的定价思路及其理论依据，以筛选出适合各类生态产品的定价方法；二是以北京市密云区和浙江省丽水

市为例，计算不同目的下各类生态产品的参考价格。 为此，本文首先归纳了生态产品定价的 ３ 大目的及 ５ 个

典型应用场景，并分析了不同目的下生态产品定价的价值理论基础；其次，探讨一些常用的生态产品定价方法

及其适用的价值类型；再次，梳理不同目的下生态产品的定价思路、适用的定价方法及选择顺序；最后，以密云

区和丽水市为例，计算出 ２０２０ 年不同目的下各类生态产品的参考价格及价值。 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所指的生

态产品主要指调节类生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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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不同目的下生态产品定价的理论基础

１．１　 已有价值理论

　 　 在经济学中，有两类相互对峙的价值理论，一类是成本价值论，另一类是（边际）效用价值论［１８］。 成本价

值论从价值的来源方面探讨价值形成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劳动价值论和生产要素价值论，它们的区别在于

生产成本是否能完全归于劳动成本。 效用价值论从人的主观感知（边际效用）方面探讨价值形成的理论基

础，并认为商品的价值完全取决于最后一单位商品给人带来的效用，也即边际效用。
１８９０ 年，马歇尔在边际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把效用价值论和成本价值论综合在一起，提出了新古典均衡价

格理论［１８］。 在需求方面，马歇尔采纳和发展了边际效用价值论，并提出“需求价格”的概念，把主观的边际效

用转化成一个客观的量，即个人在特定商品数量下为了多得到一单位某商品而愿意付出的货币额，从而刻画

出个人需求曲线，进而得出整个市场的需求曲线；在供给方面，马歇尔改造和发展了古典经济学的成本价值

论，先刻画出一个代表性企业的供给价格，即生产任何一定数量的某种商品所必要的生产费用曲线，进而得出

整个市场的供给曲线。 马歇尔认为，价格不能仅由市场中的一方确定，而应取决于供给和需求共同作用下的

均衡价格，也即购买者的需求量等于生产者销售量时的价格。 在此价格上，市场处于供需均衡状态，该价格也

被称为均衡价格，也就是商品的交换价格。 此外，马歇尔还在（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基础上演绎出了消费者剩

余的概念，即消费者愿意支付价格和商品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而消费者剩余则被认为是衡量消费者福利的

重要指标。
由此可见，市场上的交易价格，其本质是交换价值，也就是商品、服务、劳动或资产实际交换或可能交换为

现金的价值，该价值取决于供需双方的共同作用。 而效用则在衡量消费者福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成为

政府制定经济政策方案的重要依据之一。
１．２　 生态产品定价目的及其价值理论基础

生态产品的定价动机决定着对生态产品的定价应采用何种价值理论作为基础。 目前，对生态产品定价的

动机主要有两个：一是量化生态系统对人类贡献的市场价格，如此不仅可以为政府的绩效评价提供参考依据，
而且还能为生态补偿或生态产品的市场化交易提供定价依据，进而推动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 二是了解由人

类或自然原因（例如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引起的广义财富或社会福利的变化，以为政府制定经济政

策方案提供依据。
对于第一种定价动机，均衡价格理论能够为其提供理论依据。 均衡价格又称交换价格，是商品或服务在

市场上的交易价格，即买卖双方在市场交易中所认可的价格。 其优势在于，买方支付的金额与卖方收到的金

额相等，如此一来，交易就能以相同的金额在交易主体双方进行记录，从而保证不同部门之间收入与财富的记

录和衡量标准一致。 因此，作为政府绩效评价数据来源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简称 ＳＮＡ），以交易数据作为其

基本的资料来源，而交易数据的价值核算基础就是交换价格［２０］。
对于第二种定价动机，（边际）效用价值论能够为其提供理论基础。 作为福利经济学体系的创立者，庇古

认为，福利是对享受或满足的心理反应。 在社会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实现社会成员福利总和的最大化是指导

政府制定公共政策（例如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领域所采取的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措施）的重要依

据之一，而整个社会的福利则取决于每一个成员的效用水平。
如此可以认为，若要从市场角度对生态产品定价，就应使用交换价值作为其定价基础；若要从人的主观感

受角度考察生态产品的价值，就应使用福利价值作为其定价依据。 在这两个定价动机下，又可细分出 ３ 种定

价目的以及 ５ 个典型的应用场景，如表 １ 所示。
可见，若要为政府绩效评价提供依据，那便要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框架下对生态产品定价，其价值测度

的理论基础是交换价值；若要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定价依据，那便要基于市场交易为生态产品定价，其价

值测度的理论基础仍是交换价值；而若要从提高对生态产品重要性的认识角度为生态产品定价，其既能基于

１９９６　 １６ 期 　 　 　 汪劲松　 等：不同目的生态产品定价思路、方法选择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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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价值，也能基于交换价值，从政府角度更为倾向福利价值，从个人角度更为倾向交换价值。

表 １　 生态产品的定价目的及其典型应用场景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ａｎｄ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定价目的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ｐｕｒｐｏｓｅ

定价动机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典型应用场景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目的 １
Ｐｕｒｐｏｓｅ １ 政府绩效评价

动机 １：
测度交换价值

场景 １： 作为政府绩效评价的依据，采用与 ＳＮＡ 一致的估价方法计
算生态产品的价值。

目的 ２
Ｐｕｒｐｏｓｅ ２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动机 １：
测度交换价值

场景 ２： 通过政府强制力实施，采用庇古税或明确产权的方式，为
税费和产权价格的制定提供依据。

场景 ３： 以政府为主导采取措施，为横向 ／ 纵向生态补偿标准的制
定提供依据。

目的 ３
Ｐｕｒｐｏｓｅ ３

提高对生态产品重
要性的认识

动机 ２：
测度福利价值

场景 ４：
提高政府对生态产品重要性的认识———呼吁政府给予更
多的关注和资金支持，用于对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修复。
（动机 ２ 优先）

动机 １：
测度交换价值

场景 ５： 提高社会成员对生态产品重要性的认识———呼吁个人采
取行动，保护生态系统。 （动机 １ 优先）

２　 常用的生态产品定价方法及其适用的价值类型

虽然在市场上通常无法直接观测到生态产品的价格，但是学者们提出了一系列的方法对其进行估计。 已

有针对生态产品的定价方法主要是基于两种思路：一是采用直接评估的方法，即实地收集相关数据，并借助基

于市场的估价方法、基于成本的估价方法、揭示性偏好法、陈述性偏好法、模拟交换价值法等为生态产品进行

定价［２１—２４］；二是采用间接评估的方法，即基于既有的价值评估结果（一般是其他地区的生态产品价格），借助

当量因子法、能值分析法、单位价值转移法、价值函数转移法、Ｍｅｔａ 分析函数转移法等方法估计当地的生态产

品的价格［２５—２７］。 综合来看，直接评估法是间接评估法的基础，并决定了间接评估法能够得到的价值类型。 为

此，本部分对直接评估法进行了分类概括（表 ２），明确了各类直接评估法适合评估的价值类型。

表 ２　 常用的生态产品定价方法及其适用的价值类型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ｖａｌｕｅ ｔｙｐｅｓ

估价方法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交换价值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ｖａｌｕｅ 福利价值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ｖａｌｕｅ
包括在 ＧＤＰ 的核算范围中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 ＧＤＰ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对生产的贡献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对消费的贡献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不包括在 ＧＤＰ
的核算范围中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ＧＤＰ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使用价值
Ｕｓｅ ｖａｌｕｅ

非使用价值
Ｎｏｎ⁃ｕｓｅ ｖａｌｕｅ

基于市场的估价方法 市场价格法 √
Ｍａｒｋｅｔ⁃ｂａｓｅｄ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资源租金法 √

生产力变化法 √
影子价格法 √ √

基于成本的估价方法 避免行为法 √
Ｃｏｓｔ⁃ｂａｓｅｄ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替代成本法 √

避免损害成本法 √ √
恢复成本法 √
机会成本法 √

揭示性偏好法 享乐定价法 √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旅行成本法 √ √

消费者支出法 √
陈述性偏好法 条件价值评估法 √
Ｓｔａｔｅｄ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选择实验法 √
模拟交换价值法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ｖａｌｕｅ ｍｅｔｈｏ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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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述所有用于直接评估生态产品价格的方法中，没有一种是完美的，在应用时必须要兼顾研究的目的

和分析的需求［２８］，而这些也同时决定了估价所适用的价值类型。
其中，基于市场的估价方法通常用于估算商品的交换价值。 在采用基于市场的估价方法时，要明确区分

生态产品及其所贡献的利益（可分为 ＳＮＡ 利益和非 ＳＮＡ 利益）。 估值的对象是生态产品的贡献（即作为投入

的生态产品），而不是利益（最终在市场上出售的产品）。 例如，在评估与农业生产相关的生态产品价值时，必
须从产出的价值（如大米的价值）中扣除与生产相关的直接经营成本和投入，包括燃料、肥料、劳动力和生产

资产的损耗，以剥离出生态产品的价值。 影子价格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市场价格，但并不是估计交

换价值的最好方法。 因为从价值的计算方式上来看，ＳＮＡ 对国民经济的估值是事后的，而影子价格是事前

的。 事后估值与事前估值的不同在于，前者代表的是按照实际发生的情况记录交易，而后者描述的是在各种

假设条件下的价值，比如市场处于最佳运行状态或外部性将被内部化。 因此，影子价格法虽然也是基于市场

的估计方法，但却更适用于指导定价而非估计交易价格。
在基于成本的估价方法中，如果有多种方法都能用于评估某类生态产品的价值，那么要选择估价结果最

小的方法。 例如，如果在生态产品无法提供时，失去的社会效益要小于这些服务的重置成本，或者从增强的服

务中获得的好处小于提供这些服务的替代方法，那么，避免损害成本法就比替代成本法更适合用于衡量生态

产品的价值。 除此以外，根据损害范围的不同，避免损害成本法既可以用于估计交换价值，也能够用于估计福

利价值。
在揭示性偏好法中，享乐定价法和消费者支出法能够用于估计生态产品的交换价值，而旅行者成本法则

既可以测度交换价值，也可以测度福利价值，其原因在于采用旅行者成本法计算的游憩价值通常包括旅行费

用和消费者剩余两个部分，消费者剩余是一种福利价值，而旅行费用中可能包含的时间机会成本也被认为是

一种福利价值，因而在采用该方法时要特别注意其计算范围。
在陈述性偏好法中，条件价值评估法和选择实验法都用于评估个人的主观感受，得到的结果也是对福利

价值的测度。
综合来看，在所有的估价方法中，只有避免损害成本法和旅行成本法既可以用于测度交换价值，也可以用

于测度福利价值，其他估价方法只能用于测度一种价值。 比如，基于市场的估价方法、基于成本的估价方法

（避免损害成本法除外）和模拟交换价值法用于测度交换价值，而揭示性偏好法（旅行成本法除外）和陈述性

偏好法则用于测度福利价值。

３　 不同目的下生态产品的定价思路及方法选择

本部分在确定不同目的下生态产品的定价方法时，只考虑了一些较为常见的直接评估法，包括基于市场

的估价方法、基于成本的估价方法、揭示性偏好法和陈述性偏好法，并没有考虑价值转移法这类间接评估方

法。 其主要原因在于，价值转移法是从先前学者的研究中获取价值评估结果的方法，其准确性取决于先前学

者选择研究方法的适用性和准确性。
３．１　 不同目的下生态产品的定价思路

鉴于定价目的和定价方法对定价结果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对生态产品进行定价首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

题就是，应该选用哪种方法来衡量特定目的下的生态产品价值。
３．１．１　 政府绩效评价目的下生态产品的定价思路

在政府绩效评价目的下，对生态产品定价是为了衡量生态系统提供的各种最终产品的价值，以显示生态

系统对经济活动的贡献，体现政府的生态保护绩效。 因而，生态产品的估价思路应与已有评价标准的估价思

路（交换价值）相一致，以便能够将估价结果进行综合和对比。 通常，交换价值是指市场中买卖双方进行交易

的价值。 但由于大多数生态产品并不能在市场上交易，不存在实际的交换价值，那么就需要采用其他方法来

对其进行估价。 故而，在此目的下，估价的第一步就是判断生态产品价值是否已纳入当前的市场？ 如果已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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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应如何把生态产品的贡献从市场价格中剥离出来？ 如果未纳入，该如何采用与交换价值相一致的估价方

法来衡量生态产品的价值？
首先，对于已纳入市场范围的生态产品，主要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能够直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第二

种是对在市场上交易商品的投入。 对于前者而言，若生态产品能够在市场上直接进行交易，例如土地所有者

可能会将土地上的立木出售给伐木公司，则交易价格就能够体现出生态产品（供应类生态产品———立木）的
价格。 对于后者而言，若生态产品的价值能够作为在市场上交易商品价值的一部分，例如农业生产活动中的

农作物生产服务，能够在市场上交易的商品是农作物，但可以通过生产函数法或资源租金法将生态系统的贡

献（供应类生态产品———作物生产）剥离出来。
其次，对于未纳入国民经济核算范围的生态产品，就需要采用其他方法估算交换价值。 例如直接用于住

户部门最终消费（空气净化服务）、政府部门最终消费的所有生态产品通常是免费提供的，并不包含在国内生

产总值（简称 ＧＤＰ）中。 此外，生产活动中所使用的某些生态产品的价值也没有包括在 ＧＤＰ 中，例如海洋捕

捞（在没有对捕捞许可支付费用的情况下）或农业授粉。 对于未纳入 ＳＮＡ 核算范围的货物和服务，ＳＮＡ 详细

描述了两种与之有关的估价方法：第一种是采用替代项目或类似项目的市场价格，但需要根据产品质量差异、
成本差异和其他差异等对价格进行调整；第二种是在不存在适当市场的情况下，价格可由生产这些产品的成

本得出［２０］。 ＳＮＡ 主要采用以成本为基础的估价技术来估计政府提供的服务价值。 ＳＮＡ 的一般建议是，如果

没有直接观察到的市场价格，可以分别通过类似市场的价格、相关市场的价格或使用生产成本来对价格进行

估算。 参照 ＳＮＡ 的推荐顺序， 环境经济核算体系： 生态系统核算 （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简称 ＳＥＥＡ ＥＡ）建议，在生态系统核算中，生态产品的估价方法应按照表 ３
所列的顺序进行选择。

表 ３　 政府绩效评价目的下生态产品定价方法的选择顺序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选择顺序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ｒｄｅｒ
情景
Ｓｉｇｈｔ

具体估价方法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是否适用的决定因素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

１ 生态产品的价格能够在市场直接观
察到

市场价格法 市场的规模和成熟度

２ 生态产品的价格可以从类似商品或服
务的市场中获得

类似商品的市场价格
类 似 商 品 的 市 场 规 模 和 成
熟度

３ 生态产品的价格能够体现在市场交
易中

生产力变化法、资源租金法、享乐定价法 是否有足够的数据

４ 生态产品的价格能够根据相关产品和
服务的支出予以揭示

避免行为法、旅行成本法 是否符合交换价值的概念

５ 生态产品的价格能够以相关商品和服
务的预期或模拟支出为基础的方法

替代成本法、避免损害成本法和模拟交换价
值法

是否是最低成本的备选方案

６ 其他方法 机会成本法、陈述性偏好法、影子价格法 是否符合交换价值的概念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ＵＮ 等（２０２１） ［２９］整理

３．１．２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目的下生态产品的定价思路

如果说政府绩效评价目的下的生态产品定价是为了找出市场交易中隐含的生态产品价值，那么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目的下的生态产品定价就是为了给交易中的生态产品提供价格指导。 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为生

态产品定价，或者说为生态产品制定一个指导价格？ 一种是生态系统提供的生态产品供不应求时。 比如说，
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大于生态系统的固碳能力而造成气温上升；水污染物的排放超过水体的净化能力而造成水

污染。 另一种是个人的最优选择会对他人产生不利影响，存在负外部性时。 比如说，在上游种植农作物，可能

会存在非点源污染，对下游产生影响；企业生产排放二氧化碳和大气污染物，可能会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 总体

来看，就是不存在交易市场或者由于负外部性的存在而导致市场失灵，不利于环境目标实现的时候。 其要解决

的关键问题是：该如何定价才能最有效的减少具有负外部性影响的行为，从而对环境目标的实现最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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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来说，政府可能会通过其强制力，对一些行为加以控制，比如说出台一些环保政策，制定环保税等，以
减少具有负外部性影响的行为。 但也有一些行为是政府无法通过强制力加以实施的，比如说河流上游种植农

作物可能会对下游河道产生影响，但政府无法命令上游不种植农作物。
由此，产生了两个典型的应用场景：第一种是政府以收取庇古税或明确产权的方式，对受益者的行为进行

调整；第二种是政府或非政府部门主导的纵向或横向生态补偿。 在前一种场景下，对生态产品进行合理定价

能够为税费和产权价格的制定提供依据；在后一种场景下，对生态产品进行合理定价能够为补偿标准的制定

提供参考。
第一个场景是靠政府的强制力加以实施的。 通常，政府除了能采用法律法规（例如制定污染物排放标

准）来限制企业产生负外部性的行为以外，还能通过征收庇古税或者以明确产权（例如设置排污权）两种途径

来解决负外部性问题。 但无论是征收庇谷税还是设置排污权，其原理都是通过提高私人生产的边际成本，并
使私人边际成本等于社会边际成本，从而达到使私人生产的数量靠近社会期望水平这一目的。 其实质就是为

具有负外部性影响的行为付费，也就是对相应的生态产品定价。
交换价值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目的下定价方法选择的首要依据，但并非所有满足交换价值概念的定价方

法都可作为定价的依据。 由于定价的本来任务就是为生态产品找到一个有助于实现特定环境目标的最优价

格，因此，用来反映现实市场状况的市场价格并不适合作为该目的下的定价方法，而反映模拟市场下最优社会

经济状态的影子价格则能为生态产品的定价提供依据。 除了影子价格以外，基于成本的估价方法也能为该目

的下的定价提供依据，可以将影响的成本（采用避免损害成本法）以及消除影响的成本（采用替代成本法）作
为该目的下的生态产品价格。

对于第二个场景，政府无法通过强制力对具有负外部影响的行为加以约束，但由于利益相关者是确定的，
因此可以通过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商确定价格。 价格的上限是生态产品的受益者为避免损害而产生的成本

或因损害而产生的损失（例如流域上游的行为会对下游产生损害，下游为了消除损害而发生的支出），价格的

下限是生态产品的提供者（流域的上游，产生损害的一方）由于控制损害行为、保护生态系统而产生的机会

成本。
３．１．３　 提高对生态产品重要性认识目的下生态产品的定价思路

提高对生态产品重要性认识目的下的典型应用场景主要有两个，一是提高政府对生态产品重要性的认

识；二是提高社会成员对生态产品重要性的认识。
针对第一个场景，提高政府对生态产品重要性的认识，以便政府制定生态系统保护决策，分配生态系统保

护资金。 在该场景下，应该如何说服政府，说明生态产品的重要性呢？ 此时，可不局限于交换价值的概念，因
为大多数生态产品并没有交易的市场，而且政府的最终目的通常都是提高社会福利，因而可以采用福利价值

的概念来衡量生态产品的价值以及社会福利的变化。 根据已有研究，交换价值和福利价值的不同主要体现在

对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的测度上。
针对第二个场景，通常是呼吁社会成员采取行动或减少某些行动来保护生态环境，而且主要是针对调节

服务。 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 必须要让他们感受到，丧失生态产品的损失跟自己息息相关。 要让他们意识

到，如果生态产品丧失会给自己增加多少成本，或者损失多少福利。 比如，水净化服务不复存在，会增加多少

净水费用，从而导致水价增长多少，福利损失多少；又如空气净化服务如果丧失，空气污染会导致减少多少寿

命、增加多少医疗成本、损失多少收入等。
在这一场景下，对生态产品进行定价既可以基于交换价值，也可以基于福利价值。 但由于政府的最终目

的通常都是提高社会的整体福利，而社会成员通常只有在真正让其付出（进行支付）时才能起到最佳效果，因
此第一种情景更侧重于对福利价值的测度，而第二种情景更侧重对交换价值的测度。
３．２　 不同目的下生态产品的定价方法选择

定价目的对生态产品定价方法的选择至关重要，本部分将结合数据的可得性，着重阐述不同目的下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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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产品定价方法选择的优先顺序（表 ４）。
３．２．１　 政府绩效评价目的下定价方法的选择

在政府绩效评价目的下，不同的生态产品都有其更为适用的定价方法。 例如，供应类生态产品的交换价

值更有可能根据观察到的市场交易来估计。 这是因为供应类生态产品的价值通常包括在 ＳＮＡ 的生产范围

内。 因此，通过参考 ＳＮＡ 的生产边界，可以对两种估价情况进行区分。
第一种情况是，生态产品是 ＳＮＡ 生产边界内商品和服务生产的投入，即能够产生 ＳＮＡ 利益。 此时，生态

产品的价值已经隐含地体现在国民经济核算中记录的商品和服务的价值中，例如作物供应服务。 因此，定价

的重点是如何从国民经济核算中记录的商品和服务的价值中分离出生态产品的贡献，可以采用市场价格法、
资源租金法和生产力变化法。 此时，生态产品同时被记录为生态系统资产的产出和使用生态产品的经济单位

的投入。 第二种情况是，生态产品有助于包括家庭和政府在内的经济单位获得不在 ＳＮＡ 生产边界内的利益，
即产生非 ＳＮＡ 利益。 例如，森林的空气过滤服务有助于清洁空气，但其价值不包括在国民经济核算的产出指

标中。 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根据如下方法计算生态产品的交换价值：①如果存在可交易的市场，则采用市场

的交换价值来代表所有者对生态产品收取的价格；②如果不存在可交易的市场，则可以估算经济单位为获得

生态产品需要付出的成本，或者是评估因生态产品丧失而对经济单位造成的利益损失，来估计生态产品的交

换价值。

表 ４　 不同目的下生态产品的定价方法选择顺序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生态产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选择顺序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ｒｄｅｒ

核算目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政府绩效评价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价值实现⁃
生态补偿
Ｖａｌｕ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价值实现⁃市场
交易
Ｖａｌｕ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提高认识⁃政府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ｒａｉｓ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提高认识⁃公民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ｒａｉｓｉｎｇ：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固碳 ① 市场价格法 影子价格法 影子价格法 避免损害成本法 替代成本法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ｅｑｕｅ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② 避免损害成本法 避免损害成本法 避免损害成本法 替代成本法 避免损害成本法

③ 影子价格法 替代成本法 替代成本法 市场价格法 市场价格法

空气净化 ① 市场价格法 影子价格法 影子价格法 避免损害成本法 避免损害成本法

Ａｉｒ 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② 避免损害成本法 替代成本法 替代成本法 市场价格法 市场价格法

③ 影子价格法 避免损害成本法 避免损害成本法 替代成本法 替代成本法

水质净化 ① 市场价格法 影子价格法 影子价格法 避免损害成本法 避免损害成本法

Ｗａｔｅｒ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② 替代成本法 替代成本法 替代成本法 市场价格法 市场价格法

③ 避免损害成本法 避免损害成本法 避免损害成本法 替代成本法 替代成本法

土壤保持 ① 替代成本法 替代成本法 ——— 避免损害成本法 替代成本法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② 避免损害成本法 避免损害成本法 ——— 替代成本法 避免损害成本法

③ 生产力变化法 生产力变化法 ——— 影子价格法 影子价格法

水源涵养 ① 替代成本法 影子价格法 ——— 避免损害成本法 避免损害成本法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② 生产力变化法 替代成本法 ——— 影子价格法 影子价格法

③ 影子价格法 避免损害成本法 ——— 替代成本法 替代成本法

洪水调蓄 ① 替代成本法 影子价格法 ——— 避免损害成本法 避免损害成本法

Ｆｌｏｏｄ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② 避免损害成本法 替代成本法 ——— 影子价格法 影子价格法

释氧 ① 市场价格法 替代成本法 ——— 市场价格法 市场价格法

Ｏｘｙｇｅｎ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② 替代成本法 市场价格法 ——— 避免损害成本法 避免损害成本法

本文选择定价方法及进行排序的依据是：首先，根据 ＳＥＥＡ ＥＡ 中提出的估价方法选取原则，按照 ＳＥＥＡ
ＥＡ 的推荐顺序，列出每类生态产品适合的定价方法及大致的选择顺序；其次，参照其他国家的实践经验，根
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结合具体数据的可得性和准确性，对评估方法的选择顺序进行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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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２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目的下定价方法的选择

针对该目的下的第一个场景，定价的目的通常是从需求方遏制温室气体和污染物的产生。 目前国际上主

要关注三类生态产品的价格：一是固碳服务，二是水净化服务，三是空气净化服务。 归根结底，造成二氧化碳

和污染物排放的原因就是私人的边际成本小于社会的边际成本，从而产生外部性问题。 因此，为生态产品定

价的主要目的就是纠正由外部性引起的市场失灵。 为这三类生态产品制定指导价格应基于交换价值的概念，
但如何选择最为合适的定价方法则是难点。

在具有特定的环境目标时，影子价格法是最优的方法。 若没有特定的环境目标，则可以采用基于成本的

估价方法来为生态产品定价。 但在众多基于成本的估价方法中，到底应该优先选择哪种方法呢？
从适用范围上看，常用的基于成本的估价方法主要有替代成本法和避免损害成本法。 从原则上看，应该

是哪个成本更低用哪个。 例如如果生态产品丧失，损害成本低于替代成本，那么就不会去想办法去替代这项

服务，这时应采用避免损害成本法来估计生态产品的价值。 但是，对于不同的生态产品，在不同的社会制度

下，确实存在一个最优做法。
例如空气净化服务更倾向于采用避免损害成本法，水质净化更倾向于采用替代成本法。 其原因主要在

于，对于空气净化服务而言，虽然替代方法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损害，但并不能完全替代，故而不存在一个人

工替代的完美方案，替代成本法不做首选方法。 但在缺乏相关的损害成本研究时，仍需采用替代成本法。
而计算固碳服务较为常用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计算碳的社会成本（避免损害成本法），还有一种是计算

特定目标下碳的边际减排成本（影子价格法）。 相对而言，后者更优。 其原因主要在于，对于固碳服务而言，
目前，全球许多国家都已经制定了碳减排计划，这使得计算碳的影子价格成为一种可能。 影子价格法是从控

制温室气体的角度出发，结合各个企业的实际减排能力，来计算特定减排目标下企业的边际减排成本。 碳的

影子价格既能为碳的市场化交易价格提供依据，也可以作为非交易碳的价格。 综合来看，第一种场景下固碳

服务最优的定价方法依次是：影子价格法（特定目标下碳的边际减排成本）、避免损害成本法（碳的社会成

本）、替代成本法。
针对第二个场景，可以采用机会成本法计算价格的下限。 对于价格的上限，可以参照政府绩效评价目的

下的生态产品估价方法，以交换价值为基础对生态产品价值进行估算，空气净化服务更倾向于采用避免损害

成本法，水质净化更倾向于采用替代成本法，洪水调蓄更倾向于采用替代成本法，固碳服务更倾向于采用影子

价格法。
３．２．３　 提高对生态产品重要性认识目的下定价方法的选择

针对该目的下的第一个场景，提高政府对生态产品重要性的认识，主要是针对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而言

的，并采用基于福利价值的测度方法。 通常用于计算福利价值的方法主要有避免损害成本法、旅行成本法、条
件价值评估法和选择实验法。 其中，避免损害成本法主要用于计算调节服务的价值，而旅行成本法、条件价值

评估法和选择实验法主要计算文化服务的价值。 在采用避免损害成本法的时候，尤其要注意损害的范围，在
可选择的范围内可尽量扩大损害范围，以反映居民的福利变化；在采用旅行者成本法的时候，可包含消费者剩

余，由此计算福利的变化。
针对第二个场景，提高社会成员对生态产品重要性的认识，可以选择基于成本的测度方法，例如避免损害

成本法和替代成本法，以体现生态产品丧失时所需付出的代价。 鉴于避免损害成本法适用于两种估价场景，
而采用一致的估价方法能够便于估价结果的对比，因此，从理论上看，该目标下最优的定价方法为避免损害成

本法。
总体来说，在这一目的下，对生态产品进行定价既可以基于交换价值，也可以基于福利价值。 从原则上来

看，应该使用更容易引起对生态产品重要性认识的方法，也就是哪种估计方法得到的结果高就选用哪种。 但

是需要注意的是，高价值的对比方法是在不同类别的方法之间进行的，比如说，基于市场的估价方法得到的结

果是 １５ 元，而基于成本的估价方法得到的估价结果是 ２０ 元，那么就可以采用基于成本的估价方法。 但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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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种类的估价方法中，还是应该选择较低的，比如说，如果替代成本小于损害成本，那么就会采用人造系统

替代生态产品。
此外，如果在较大范围（例如一个国家）内对生态产品定价，那么不太可能对所有生态产品的市场价格进

行估计，则可以采用价值转移技术，并考虑到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

４　 不同目的下生态产品参考价格及应用

４．１　 不同目的下生态产品的参考价格

４．１．１　 不同目的下生态产品的定价

根据上述生态产品定价方法的选取原则和选择顺序（表 ４），本部分以北京市密云区和浙江省丽水市为

例，给出了 ２０２０ 年不同目的下各类生态产品的参考价格及数据来源（表 ５）。
在政府绩效评价目的下，固碳服务、空气净化、水质净化与释氧服务存在较为完善的市场价格，因此分别

选用碳排放权交易价格、排放污染收取的环境保护税、排污权费与工业制氧价格作为该目的下的定价，而土壤

保持、水源涵养与洪水调蓄服务不存在合理的市场定价，因此采用替代成本，即分别采用清淤工程费用，以及

水库单位库容的造价和维护成本作为该目的下的定价。
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目的下，通过构建模型，可以获得固碳服务、水质净化、水源涵养与洪水调蓄的影子

价格，因此分别选用碳边际减排成本、水污染物边际减排成本与用水影子价格作为该目的下的定价，而空气净

化、土壤保持采用替代成本，即分别采用污染物治理成本、清淤工程费用作为该目的下的定价，释氧服务则采

用工业制氧价格作为该目的下的定价。
在提高对生态产品重要性认识目的下，原则上应该选用避免损害成本法，但仅有固碳服务和粉尘净化服

务可以获得相关数据，因此分别采用碳的社会成本与 ＰＭ１０ 的损害成本作为该目的下的定价，而空气净化、水
质净化与释氧服务则采用市场价格法，分别采用排污权交易费和税、医用氧气价格作为该目的下的定价，土壤

保持则采用替代成本，即采用清淤工程费作为该目的下的定价。
４．１．２　 生态产品参考价格差异分析

根据表 ５ 可知，不同目的和不同区域下生态产品的参考价格并不一致，本部分将对产生差异的原因进行分析。
（１）不同目的下的参考价格差异分析。 就不同目的下的定价结果而言，除了土壤保持服务以外，多数生

态产品在 ３ 种目的下的参考价格都不尽相同。 其中，差异最大的为丽水市的水质净化服务，最高价格和最低

价格相差 ６０８０５ 元 ／吨（总氮）；其次是空气净化服务和固碳服务，最高价格和最低价格之间分别相差 ２０７５３．１６
元 ／吨（二氧化硫）和 ２４６０．２５ 元 ／吨。 综合来看，政府绩效评价目的下的生态产品参考价格最低，其次为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目的，最高的为提高对生态产品重要性认识目的。 其主要原因在于，前两者的定价基础是交换价

值，后者的定价基础多为福利价值，而福利价值通常还包括消费者剩余，故而大于交换价值。 而在前两种定价目

的下，政府绩效评价目的下的生态产品参考价格主要用于反映现实的市场价格，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目的下的生

态产品参考价格主要用于反映理论上最优的市场价格，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生态产品的交易价格仍然偏低。
具体来看，就水质净化服务和空气净化服务而言，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虽然已经存在市场价格

（主要体现为环境保护税和排污权费用），但由于目前排放水污染物收取的环境保护税和排污权费用要远远

低于污染物的边际减排成本（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目的下采用的定价方法），排放空气污染物收取的环境保护

税和排污权费用也不足以支付污染物的治理成本（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目的下采用的定价方法），因而市场价

格并不足以反映污染物排放的影子价格和替代成本，故而导致政府绩效评价目的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目的下

的水质净化服务和空气净化服务价格存在较大差异。 为了减少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的过量排放问题，浙江

省启动了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并成立了浙江省排污权交易中心。 受环境目标和市场供需的双重

影响，排污权的交易价格远远超过了污染物的边际减排成本和治理成本，因而提高对生态产品重要性认识目

的下价格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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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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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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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固碳服务而言，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目前尚未对碳排放行为进行征税，而政府对碳排放

配额的初始分配也是采用免费的方式。 虽然存在碳交易市场，但由于供需关系并不紧张，市场上的碳排放权

交易价格要远远低于碳的边际减排成本以及碳排放的社会成本，从而造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目的和提高对生

态产品重要性认识目的下固碳服务价格较高，而政府绩效评价目的下的固碳服务价格较低的现象。
可以看出，每类生态产品在不同目的下都有其更为合适的估价方法。 不同目的下价格差异产生的原因主

要可以归纳为市场价格无法体现最优价格、不足以支付治理成本以及无法弥补带来的损害。 市场上的交易价

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污染物交易的供需关系，供需关系又取决于政府环境政策的强度。 可以说，政府绩效

评价目的下生态产品价格的高低，能够直接体现现有政策的有效性。 就污染物排放权交易市场而言，交易不

仅有助于优化排污权的配置，而且通过市场供需的调节，能够有效地促使企业对环境污染产生的成本进行内

部考量，激励企业主动减排，推动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但就目前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而言，其交易价格仍然过

低，较低的市场价格无法从源头上抑制污染物和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利于生态环境的净化以及碳达峰碳中和

的实现。 相比之下，浙江省的排污权交易则能在较大程度上推动企业有效减排。
（２）不同区域下的参考价格差异分析。 就同一目的下密云区和丽水市的定价结果而言，除了释氧服务以

外，其他生态产品的参考价格都有所不同。
就固碳服务而言，受市场供求的影响，政府绩效评价目的下的密云区碳交易价格要高于丽水市；而受经济

发展方式、技术水平、产业结构、资源禀赋、能源消费结构等影响，二者在碳减排成本上也存在巨大差异，在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目的下，丽水市的碳边际减排成本要高于密云区。
就空气净化服务和水质净化服务而言，北京市密云区和丽水市的价格差异主要体现在政府绩效评价目的

下，其产生原因在于两地之间的政策制度差异。 作为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丽水市排放的各类污染物

的市场价格等于相应的环境保护税加初始排污权有偿使用费，而北京市则为环境保护税。 鉴于北京市较为突

出的环境问题，北京市针对应税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征收的环境保护税适用税额均为法定幅度上限，而这

一数值则远远高于丽水市征收水平。
就水源涵养和洪水调蓄服务而言，受水资源使用效率和稀缺程度的双重影响，密云区用水的影子价格要

明显高于丽水市。 而就土壤保持服务，其价格差异主要来自于人工成本的差异。
综合而言，受经济发展水平、地理区位、政策制度、价格水平、市场供求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即使是在同一

目的下，不同地区的生态产品价格也存在一定差异。 地区性的价格差异表明，可以采用市场化手段或政策工

具，加强区域之间的合作，以实现区域之间的协同治理。
４．２　 不同目的下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应用

本部分以北京市密云区和浙江省丽水市为例，分别采用政府绩效评价目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目的与提

高对生态产品重要性认识目的下生态产品的参考价格，对 ２０２０ 年密云区和丽水市调节服务的价值进行核算。
４．２．１　 密云区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结果

三种目的下密云区生态产品价值的核算结果如图 １ 所示。 采用 ３ 种定价目的核算的密云区生态产品价

值中，以提高对生态产品重要性认识为目的的生态产品价值最高，以政府绩效评价为目的的生态产品价值最

低。 在政府绩效评价目的下，２０２０ 年密云区调节类生态产品价值总和为 ９３．３７ 亿元，其中水源涵养服务价值

最高，为 ４４．９４ 亿元，占总价值的 ４８．１３％，其次为空气净化和洪水调蓄，分别为 １６．３４ 亿元和 １５．６６ 亿元，占总

价值的 １７．５０％和 １６．７７％。 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目的下，２０２０ 年密云区调节类生态产品价值总和为 ２０６．２８
亿元，其中水源涵养价值最高，为 １２９．４９ 亿元，占总价值的 ６２．７７％，其次为洪水调蓄和固碳，分别为 ４５．１２ 亿

元和 １１．４２ 亿元，占总价值的 ２１．８７％和 ５．５４％。 在提高对生态产品重要性认识目的下，２０２０ 年密云区调节类

生态产品价值总和为 ２９７．３７ 亿元，其中水源涵养服务价值最高，为 １２９．４９ 亿元，占总价值的 ４３．５５％，其次为

释氧和洪水调蓄，分别为 ６５．１６ 亿元和 ４５．１２ 亿元，占总价值的 ２１．９１％和 １５．１７％。
其中，水源涵养服务的价值在不同目的下差异最大，在政府绩效评价目的下核算的价值最低，而在生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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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三种目的下密云区各类生态产品的价值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ｏｆ Ｍｉｙｕｎ ｆｏｒ ｔｈｒｅ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ＧＰＥ：政府绩效评价；ＡＶＥ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ＩＲＳＥＰ：提高对生态产品重要性认识；ＣＳ：固碳；ＡＦ：空气净化；ＷＰ：水质净化；ＥＣ：土壤保持；

ＷＣ：水源涵养；ＦＳＥ：洪水调蓄；ＯＬ：释氧；Ｐ１：目的 １；Ｐ２：目的 ２；Ｐ３：目的 ３

品价值实现和提高对生态产品重要性认识目的下核算的价值最高，二者价值之差为 ８４．５５ 亿元；其次为释氧

服务，在政府绩效评价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目的下核算的价值最低，在提高对生态产品重要性认识目的下核

算的价值最高，二者价值之差为 ５５．６３ 亿元；洪水调蓄服务的价值在不同目的下也有较大差别，在政府绩效评

价目的下核算的价值最低，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和提高对生态产品重要性认识目的下核算的价值最高，二者

价值之差为 ２９．４６ 亿元。 另外，存在差异的还有空气净化、固碳和水质净化，而土壤保持由于采用相同的定

价，故三种目的下的价值相同。
４．２．２　 丽水市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结果

三种目的下丽水市生态产品价值的核算结果如图 ２ 所示。 采用 ３ 种定价目的核算的丽水市生态产品价

值中，以提高对生态产品重要性认识为目的的生态产品价值最高，以政府绩效评价为目的的生态产品价值最

低。 在政府绩效评价目的下，２０２０ 年丽水市调节类生态产品价值为 ５４９．４２ 亿元，其中土壤保持服务价值最

高，为 ２０８．２１ 亿元，占调节服务价值的 ３７．９０％；其次为水源涵养和洪水调蓄，分别为 １８０．８２ 亿元和 １３８．７１ 亿

元，占调节服务价值的 ３２．９１％和 ２５．２５％。 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目的下，２０２０ 年丽水市调节服务价值为

１０３３．５９ 亿元，其中水源涵养价值最高，为 ３８６．８９ 亿元，占调节服务价值的 ３７．４３％；其次为洪水调蓄和土壤保

持价值，分别为 ２９６．８０ 亿元和 ２０８．２１ 亿元，占调节服务价值的 ２８．７２％和 ２０．１４％。 在提高对生态产品重要性

认识目的下，２０２０ 年丽水市调节服务价值为 １１５３．１０ 亿元，其中水源涵养服务价值最高，为 ３８６．８９ 亿元，占调

节服务价值的 ３３．５５％；其次为洪水调蓄和土壤保持，分别为 ２９６．８０ 亿元和 ２０８．２１ 亿元，占调节服务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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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７４％和 １８．０６％。

图 ２　 三种目的下丽水市各类生态产品的价值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ｓｈｕｉ ｆｏｒ ｔｈｒｅ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其中，水源涵养服务的价值在不同目的下差异最大，在政府绩效评价目的下核算的价值最低，而在价值实

现和提高对生态产品重要性认识目的下核算的价值最高，二者价值之差为 ２０６．０７ 亿元；其次为洪水调蓄服

务，在政府绩效评价目的下核算的价值最低，而在价值实现和提高对生态产品重要性认识目的下核算的价值

最高，二者价值之差为 １５８．０９ 亿元；固碳服务的价值在不同目的下也有较大差别，在政府绩效评价目的下核

算的价值最低，而在提高对生态产品重要性认识目的下核算的价值最高，二者价值之差为 １１７．３５ 亿元。 另

外，不同目的下价值核算结果存在差异的还有释氧服务、水质净化服务和空气净化服务，而土壤保持服务由于

参考价格相同，因此 ３ 种目的下的价值核算结果也相同。

５　 结论与展望

明确生态产品的估价目的，是辨别估价适用的价值理论，进而选择合适估价方法的首要前提。 本文基于

生态产品的定价动机，梳理出了“政府绩效评价”、“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高对生态产品重要性认识”３ 种

目的以及 ５ 个典型的应用场景，探讨了不同目的不同场景下生态产品的定价思路。 在此基础之上，罗列出了

３ 种目的下各类生态产品定价方法选择的优先次序，给出了 ３ 种目的下北京市密云区和浙江省丽水市各类生

态产品的参考价格，进而对其生态产品价值进行了核算。 本文的贡献在于，从理论方面构建了较为统一的生

态产品定价方法体系，使得采用统一的定价方法对生态产品进行价值核算成为一种可能。 本文的主要不足在

于，由于相关研究资料不够完善，在应用处所选择的方法和价格并非都是理论上的最优，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对

定价结果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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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现阶段生态产品定价研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探索，本文认为未来关于生态产品的定价研究可从以

下几个方面深入：
一是加强生态产品定价的基础研究工作。 在已有研究中，基于一手数据的实证研究成果相对较少，而基

于已有成果的间接评估成果较多，其主要原因在于获取一手数据的时间长，且获取成本较高，难以做到大规模

的应用。 未来研究可从细化的生态产品类别入手，根据研究目的，增加一手数据的实证研究工作，以形成较为

完善的生态产品价格数据库，以便于后续学者在更大范围上的应用。
二是形成统一规范的生态产品定价方法体系。 目前，生态产品的定价方法体系尚未统一， 定价方法多

样，导致核算结果不可比，难以复制和推广。 未来研究可参考生态产品的定价目的，形成统一、规范、可比的生

态产品定价方法体系。
三是推进生态产品定价的应用研究。 如何推动“绿水青山”价值向“金山银山”的转化，是目前各级政府

关注的焦点。 从应用层面看，生态产品定价能为产权交易价格和生态补偿标准的制定提供参考，促进 “两山”
转化，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落地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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