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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政策层面的界定

 十九大报告：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这也就意味着，生态产品有别于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不是物质的，也不是精神的，不是用以满足
“美好生活需要”，而是用以满足“优美生态
环境需要”。

 传统的发展观所界定的发展，只涉及生产农产品、工
业品和服务产品的过程。“十三五”规划根据绿色发

展理念所界定的生态产品，是清新的空气，清洁的
水源，舒适的环境，宜人的气侯，“具有产品的
性质”，能满足我们的需要。2015年12月1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在新浪金麒麟论

坛上关于“十三五”要树立绿色发展理念的演讲



经济学理论的突破：自然要素产品

 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中，自然要素空气、水对于人的生存和

经济活动是必须的，但在工业革命初期，不存在稀缺，并不
构成为商品。

 但工业革命后污染和生态破坏，使得蓝天、清水和净土成为稀缺

品，而人民有需求，也就出现了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没有界
定的产品：生态产品，即维持生命支持系统、保障生态调

节功能、提供环境舒适性的自然要素，不同于常规经

济活动所交易和核算的物质产品、文化产品[ 曾贤刚 虞慧怡 谢芳，生态

产品的概念、分类及其市场化供给机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4年07期]；

 人造的符合自然要素标准的产品或服务：例如，通过空
气净化器在封闭的环境里提供净化的空气，通过空调制冷可以调
节室内空间的温度，可以人工生产纯净水，但这不是真正意义上
的生态产品。



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意义上的生态产品

自然要素产品，例如清新的空气、干净
的水、宜人的气候等，以及系统功能；

自然属性产品，例如各种野生动植物极
其产品；

 依赖自然要素和自然属性的生态衍生品，
例如人工林、林下中草药、自然放养的
禽畜养殖等；

生态标识产品，通过生态中性认证的产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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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市场属性

特征 典型产品 供需

公共产品 非竞争性、非
排他性、不可
分割性

国防、灯塔 代表纳税人的
政府

准公共产品 介于两者之间 教育、医疗、
交通、给排水

政府+市场

私人产品 竞争、排他、
可分割

消费品 市场



生态产品的市场属性

公共产品 准公共产品 私人产品

自然要素产品 清新的空气、
水环境质量、
土壤环境质量

天然矿泉水

自然属性产品 生物多样性
生态系统功能

森林公园、湿
地、风景名胜
区

木材、山货、
狩猎

生态衍生产品 农田防护林、
水土保持林

林下种植、山
野林下禽畜养
殖

生态标识 山景 山耕、山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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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来源

 古典经济学：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
源泉

 生产力经济学：要素（劳动、资本、土
地）生产力，全要素生产力

 两山理论：绿色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自
然创造价值



产品价值

劳动创造产品的二重性：
 善品（goods，商品）：交换价值和使用价

值
 恶品（bads）：负外部性（污染物排放、

生态退化）

环境生产力经济学：
 自然修复、自然资产保值增值
 自然要素产品、自然属性产品的生产
 生态衍生品、生态标识品的生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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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产品的国民经济统计核算

资本品 中间产品 消费品

自然要素产
品

自然资产：蓝天、
净水、绿地

天然矿泉水

自然属性产
品

生态资产：生物
多样性，
生态系统功能

森林公园、湿地、
风景名胜区

木材、山货、狩
猎

生态衍生产
品

农田防护林、水
土保持林

林下种植、山野
林下禽畜养殖

生态标识 山景 山耕、山居

可统计核算
性

缺乏学理基础和
规范方法

人工部分统计，
自然部分忽略

全可纳入统计



生态产品价值评估：方法上不具独立性，依附参照性

A. 恢复或治理成本，例如为了蓝天回归本色而开展污染物减排、污
水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投入或者损失；

B. 生态红利，也就是工业化生产的物质或文化产品在优美或健全的
生态系统的功能作用下，产品的品质得到提升，这一因生态而获取
的增值收益，或因生态而贬损的价值，在上市场可是得到表征；

C. 直接市场收益，对于木材、优质天然水、天然山珍等产品，具有
生态红利的部分内涵，但这部分产品的生产没有人类劳动的参与，
却有直接的交换脚趾和使用价值，可以直接市场评估实现；

D. 生态保护、濒临野生动物繁育、珍稀植物保护、生态修复的让生
态回归底色的各种投入；

E. 显性偏好，对于生物多样性、濒危动物、珍稀植物保护、红树林、
生态脆弱地区等系统性功能保护，在没有市场投入和任何回报的情
况下，通过消费者之显性偏好所揭示的价值，例如支付意愿（WTP）
或接受补偿（WTA）数据，作为核算依据。



生态产品的国民经济统计核算：绿色
GDP，抑或生态系统总值（GEP）？

资本品 中间产品 消费品

A 恢复或治理成本 自然资产《-— X

B 生态红利 X

C 直接市场收益 X

D 生态底色回归的投入 生态资产《-— X

E 显性偏好（WTP，
WTA）

生态资产《-— X

• A-D类生态产品的评估：具有劳动价值内涵或等价的，市场投入或供需关系具有实践和观测基础。将
这些产品的投入或产出纳入核算，是对现有国民核算体系的修正，意义是积极的。

• E类生态产品：与劳动价值和按劳分配体系是存在冲突的，或者说是不相容的。例如生物多样性和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不仅仅是当地的，也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而是全世界的；不仅仅是当代人的，也
是子孙万代的；不仅仅是人类的，也是生命共同体中其他成员的。也就是说，不同通过标准或常规的
基于效用理论来测算的



• 生态产品的内涵

• 生态产品的市场属性

• 生态产品的价值溯源

• 生态产品的核算评价

• 生态产品的供需调控

内 容



生态产品的国民经济调控宏观政策选择

产品及属性 资本品 中间产品 消费品 政策选择

A 恢复或治理成
本

自然资产《- X 政府+市场

B 生态红利产品 X 市场

C 直接市场收益
产品

X 市场

D 生态底色回归
的投入品

生态资产《- X 政府

E 显性偏好选择 生态资产《- X 政府

市场属性 公共产品 准公共产品 私人产品

政策选择 政府 政府+市场 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