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到
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比 2005年下降 40%—45%，
用水总量力争控制在6700亿立方米以内，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到
65立方米以下，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 0.55以上，非化石能源
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

◀扫描二维码，阅读本版相关解读文章。

6
新闻热线：010—58884061
E-mail：huwy@stdaily.com

■责编 胡唯元 2015 年 5 月 28 日 星期四
企业汇·政策解读 QI YE HUI · ZHENG CE JIE DU

■资讯

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

出到 2020 年“森林覆盖率达到 23％以上”的目

标，对扩大森林覆盖率、加强森林保护、大力开展

植树造林和森林经营，加快推进森林的统计监测

核算能力建设等提出了要求。

森林有涵养水源、水土保持、改善环境等

多种生态服务价值。根据“第八次全国森林

资源清查”公布的结果，我国森林面积 2.08 亿

公顷，森林覆盖率 21.63%，森林蓄积量 151.37

亿 立 方 米 ；全 国 森 林 植 被 总 碳 储 量 84.27 亿

吨 ，生 态 服 务 功 能 年 价 值 超 过 13 万 亿 元 ，森

林面积和蓄积持续增长、质量逐步提高，生态

功能增强。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发布

林业投入 增长的不仅是资产
文·本报记者 李 禾

■企业连线

■点击

生态补偿

科学界定生态保护者与受益者权利义务，加快形成生态损害者赔偿、受益

者付费、保护者得到合理补偿的运行机制。建立地区间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

制。建立独立公正的生态环境损害评估制度。

建立生态文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加快推进对能源、矿产资源、水、大气、

森林、草原、湿地、海洋和水土流失、沙化土地、土壤环境、地质环境、温室气体

等的统计监测核算能力建设，提升信息化水平，提高准确性、及时性，实现信息

共享。

评价指标

产权用途
对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生态空间进行统一确权登记，

明确国土空间的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监管者及其责任。

《意见》提出保护生态的制度和监督机制

文·赵 超

■宏观视野

《意见》在“主要目标”中提出，生态文明重大

制度基本确立。要基本形成源头预防、过程控

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自

然资源资产产权和用途管制、生态保护红线、生

态保护补偿、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等关键制度

建设取得决定性成果。

“我们一直讲，森林有经济、生态和社会三大

效益，但这些效益究竟能不能量化和价值化？社

会对森林的投资与发展，究竟产生了或将产生什

么效果？对于这些问题，只有开展生态价值评估

才能说明白。此外，要进行损害赔偿、生态保护

补偿等，也必须对生态价值进行科学、合理的评

估。”北京中林联林业规划设计院研究院有限公

司景谦平说，联合国五大机构联合推介的《综合

环境经济核算（SEEA 2012）》、联合国政府间气

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相关方法论以及我国

国家林业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开展的中国森林

资源核算研究等都是国内外常用、被普遍认可的

技术方法和成果，这些都构建了森林资源资产、

生态服务价值评估的基本框架。

“上述这些评估已被广泛接受，相关理论框

架、指标等还在不断完善中。此外，国际和国内

都进行了大量案例的实践和研究。”景谦平说，5

月 12日，青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权

威发布了《西宁市南北两山绿化工程评价简明报

告》。该报告是委托北京中林联林业规划设计院

研究院有限公司，依据国际公认的评价方法开展

调研并形成的，是对西宁市南北两山一二期绿化

工程的总体客观评价，量化了工程建设形成的生

态资产及其产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这是

该报告的一个突出亮点。

“生态系统提供供给服务、调节服务和文化

服务。传统的国民核算体系通常主要核算森林

生态系统部分供给服务的价值，没有把森林生态

系统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的价值计算在内。因

此，森林的生态价值是被严重低估的。其实很多

生态环境被破坏后，是无法弥补的，损失也难以

估量。”北京中林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吴栋栋博士

说。“此外，我国相当一部分生态评估案例混淆了

森林资产和生态服务的区别（前者是一个存量，

没有时间量纲；后者有时间量纲，总是意味着某

一时间段内的产值），错误地把森林资产价值和

生态服务价值相加以表达森林的价值，这就好比

把一处果园的价值与这处果园某年的产品价值

相加，并称其为该果园的‘服务功能价值’或‘总

价值’。”

森林有三大效益

在《意见》的“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

力度，切实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中提出，良好生态

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保护和修复自然生态系统，加快生态安全屏

障建设，形成以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川滇、东北

森林带、北方防沙带、南方丘陵山地带、近岸近海

生态区以及大江大河重要水系为骨架，以其他重

点生态功能区为重要支撑，以禁止开发区域为重

要组成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实施重大生态修复

工程，扩大森林、湖泊、湿地面积，提高沙区、草原

植被覆盖率，有序实现休养生息。加强森林保护，

将天然林资源保护范围扩大到全国；大力开展植

树造林和森林经营，稳定和扩大退耕还林范围，加

快重点防护林体系建设；完善国有林场和国有林

区经营管理体制，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等。

“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非常必

要。不但能形成生态安全屏障，还能产生巨大的

生态效益。”景谦平说。

据《西宁市南北两山绿化工程评价简明报告》，

1989年，青海省委、省政府正式启动西宁市南北两

山绿化工程，此后20多年里，省市两级政府又连续

实施了南北山二期绿化工程和大南山生态绿色屏

障工程。通过 25 年建设，两山形成森林 20.93 万

亩，森林覆盖率由1989年的7.2%提高到75%；目前

两山森林面积占西宁市区森林的71%，森林蓄积量

由 1.8万立方米提高到 15.5万立方米，提高了 7.8

倍；市区常住人口每人可分享南北两山森林面积从

不足8平方米提高到112平方米，提高了13.3倍。

随着生态环境工程建设的推进，城市扬沙天

数逐年减少。据估算，如今西宁南北两山森林每

年可滞尘 7.5 万吨，比 1989 年增加了 6.6 万吨，滞

尘能力提高了 7.2倍；水土流失得到遏制，近年来

未形成新侵蚀沟。西宁地区土壤侵蚀模数由上

世纪 80 年代末的每年每平方公里 5000—8000

吨，降为现在 4000—6500 吨，南北两山每年每平

方公里约为 3000—4000吨。

减缓热岛效应作用明显，大气环境质量得到

改善。一般情况下，森林在夏天可降低近地气温

3℃左右。两山森林中 PM2.5、PM10数值显著低

于城区，空气质量有所提高。通过遥感技术分

析，两山绿化具有减缓西宁热岛效应作用，随着

植被增加，降温效果明显。南北两山水源涵养量

由 1989 年的 114 万立方米/年，提高到 2014 年的

1011万立方米/年，增加了 897万立方米/年。

生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在《意见》的“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统计监测和

执法监督”中提出，加强统计监测。建立生态文

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加快推进对能源、水、森

林等的统计监测核算能力建设。

《报告》也对西宁南北山一二期绿化工程

进 行 了 自 然 资 本 的 投 入 、产 出 核 算 。 截 至

2014 年，南北山一二期绿化工程总投资 16.1 亿

元，新增森林资产价值 51.7 亿元，新增森林资

产价值是绿化工程总投资的 3.2 倍，是营造林

投资 6.8 亿元的 7.6 倍。年平均资产增值率为

8.8%和 26.4%，投资收益率为 11.7%。与工程实

施前的 1989 年相比，森林资产总价值增加了

51.7 亿元，提高了 7.7 倍。

森林系统服务总价值的增值更为可观。到

2014 年底，南北山一二期绿化工程提供的森林

系统服务总价值为每年 20670 万元。而 1989 年

仅为 1876万元/年，提高了 10倍。

“在现有造林的基础上，通过科学经营管理，

不考虑价格变动因素，预测 20年后，南北两山现

有林业用地森林资产价值将达 124 亿元。”吴栋

栋说，其生态服务能力每年为涵养水源 2311 万

立方米、减少土壤流失 34万吨、固碳 16711吨、释

氧 44737 吨、吸收二氧化硫 2199 吨、吸收氟化物

33吨、吸收氮氧化物 223吨、滞尘 31.6万吨。

“上世纪 80年代有人形容南北山是‘风吹沙

飞无鸟影，下雨泥石落西宁’。如今这里的荒山

秃岭变得郁郁葱葱，鸟语花香，成为天然氧吧。”

西宁市民张文静说。

新指标更能反映森林价值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

于加快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推进

网络提速降费的指导意见》，提

出了加快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推

进网络提速降费的目标和举措。

《意见》提出，加快基础设施

建 设 ，大 幅 提 高 网 络 速 率 。 到

2015 年底，全国设区市城区和部

分有条件的非设区市城区 80%以

上家庭具备 100Mbps（兆比特每

秒）光纤接入能力，50%以上设区市城区实现全光纤网络覆盖；直辖

市、省会城市等主要城市宽带用户平均接入速率达到 20Mbps，其他

设区市城区和非设区市城区宽带用户平均接入速率达到 10Mbps，鼓

励有条件的地区推广 50Mbps、100Mbps等高带宽接入服务；95%以上

的行政村通固定或移动宽带。建成 4G 基站超过 130万个，实现乡镇

以上地区网络深度覆盖，4G用户超过 3亿户。

国办发文
推进宽带网络
提速降费

据新华社报道，记者 25日从

国家粮食局获悉，我国将加快推

进粮食科研、设计和产业一体化

发展。

国家粮食局近日就深化粮

食科技体制改革和加快粮食行

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提出指导

意见，明确提出，加快粮食科技

成果推广应用。加大科技推广

服务力度。坚持以“先进性、适

用性、可靠性、安全性、节约性、有效性”为标准，遴选成熟科研成果。

遵循科学规律，按照国家推广应用新技术、新装备有关政策法规，制

定粮食行业科技成果推广办法。探索粮食行业“科技特派员”试点，

强化农村粮食产后科技服务。

粮食科研设计
和产业一体化
将加速发展

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水利

部日前联合发出通知，部署开展

社会资本参与重大水利工程建

设运营第一批试点工作。第一

批试点项目包括：黑龙江奋斗水

库、浙江舟山大陆引水三期、安

徽江巷水库、福建上白石水库、

广东韩江高陂水利枢纽、湖南莽

山水库、重庆观景口水库、四川

李家岩水库、四川大桥水库灌区

二期、贵州马岭水利枢纽、甘肃引洮供水二期工程、新疆大石峡水利

枢纽工程。力争通过 2年左右的时间（2015年 4月—2017年 3月），探

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推动完善相关政策措施。

通知明确了对试点项目的支持政策。一是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

作。有关部门和地方要开辟绿色通道，优先审查审批，提高工作效

率。二是加大项目投资支持力度。充分利用现有中央投资及相关资

金渠道，并优先安排年度投资计划。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为试点项

目提供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三是创新项目产品定价机制。供用

水双方应协商确定供水价格及调整程序和方式，推动落实供用水协

议，作为项目可行性研究的重要内容。

社会资本参与
重大水利工程
首批试点项目确定

经国务院批准，2015 年我国

将启动对农作物良种补贴、种粮

农民直接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

三项农业补贴政策的调整和完

善工作，通过“三合一”更有效发

挥财政资金支持粮食生产作用。

根据财政部和农业部最新

印发的《关于调整完善农业三项

补贴政策的指导意见》，2015 年

两部门将选择安徽、山东、湖南、

四川和浙江等 5 个省，由省里选择一部分县市开展农业“三项补贴”

改革试点。

据介绍，试点的主要内容是将农业“三项补贴”合并为“农业支持

保护补贴”，政策目标调整为支持耕地地力保护和粮食适度规模经营。

农业三项补贴
将整合
支持粮食生产

企业应当建立内部知识产

权管理制度，依法划清企业职工

职务技术成果与非职务技术成

果的界限。属于以下情形之一

取得的职工职务技术成果，应当

属于企业所有，法律、法规另有

规定的除外：

1.职工在本职工作中取得的；

2.职工在企业交付的研发任

务中取得的；

3.职工主要利用企业的资金、设备、零部件、原材料或未对外公

开的技术资料等资源取得的；

4.职工退职、退休、调动工作后一年内或者在与企业约定的期限

内取得，且与其在原企业承担的本职工作或分配的任务有关的。

对职务技术成果完成人，企业应当依法支付报酬，并可以给予

奖励。

企业研发人员作为非职务技术成果完成人享有的合法权益，企

业不得侵犯。

这项政策的依据为《关于企业实行自主创新激励分配制度的若

干意见》（财企〔2006〕383号）。

企业自主创新
激励分配（一）

最近，有关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利好消息不断：

国务院发布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

见，企业发行外债等非行政许可审批被取消，中国与

部分拉美国家签署一系列产能合作项目……

世界那么大，应当去看看。实施“走出去”战

略是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有

利于促进优势产能对外合作，有利于增强国际竞

争优势，也有利于保持我国经济中高速增长和迈

向中高端水平。

当前，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正当其

时。从国内看，经过多年快速发展，我国装备制

造业已形成了门类齐全、具有相当技术水平和成

套水平的完整产业体系，产业规模连续 5年居全

球第一，具备了较强的竞争优势。从国际看，全

球经济正处于深度调整期，产业结构加速转型，

基础设施建设方兴未艾，国际产能合作将为各国

发展带来新的增长点。

站在国际国内市场深度融合背景下，在新起

点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开启新一轮

“走出去”大幕，需要开创对外经济合作新模式和

新路径，全面提升全球在全球价格链中的地位，

加快培育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在互利共赢中

推动我国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

对企业来说，要积极融入“一带一路”战略，

通过“走出去”在国际市场上锤炼，提升核心竞争

力。在投资合作过程中，一方面要切实遵守所在

国法律法规，尊重当地文化习俗，践行正确义利

观，维护国家形象；一方面要注意防控风险，找准

市场，对接所在国产业发展政策，避免一哄而上，

盲目投资，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形成竞争合力。

对政府来说，要通过简政放权、深化改革推

进境外投资便利化，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在推动

高铁、核电、汽车、钢铁等优势产能“走出去”同

时，进一步扩大产能合作领域和方式。要健全服

务体系，提供融资担保等方面保障，让企业轻装

上阵，没有后顾之忧。要积极成为国际经贸规则

制定的参与者，加快中国标准国际化推广，构建

多双边、全方位经贸合作新格局，形成深度交融

的互利合作网络。

开局良好，前景可期。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

局，抓住有利时机，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

作，必将推动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让中国在

世界经贸舞台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与各国共享

发展红利。 （据新华社）

推进国际产能合作正当其时

森林生态系统是一个森林资源资产集合体，

时刻提供各种森林产品与生态服务，不仅为经济

建设和人民生活提供必需的物质产品，同时在涵

养水源、保持水土、净化水质、防风固沙、调节气

候、清洁空气、减少噪音、维持生物多样性等方

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北京中林联林业规划设计院研究院有限公

司景谦平说，传统以木材经济总量衡量林业经

济的规模，而生态价值评估是对森林的全面价

值评估，可直观地反映林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

的地位和作用，彰显生态建设取得的成就，分

析林业发展存在的问题，激发人们保护生态和

建设生态的热情，为职能部门生态建设决策提

供科学依据。

普洱市是云南省重点林区，林业用地面积

和活立木蓄积量均居全省第一。依托普洱优越

的气候和森林条件，普洱林业理应具有巨大的

发展潜力和增长空间。

2010 年，普洱市启动了“森林普洱”建设，

森林覆盖率增长，生态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但

长期以来对普洱市林业建设取得的成就，主要

是一些定性描述，定量分析很少，更缺乏连续

性对比分析。普洱市森林资产、生态服务（产

品）价值总量具体有多少，在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中占有什么地位及他们随时间变迁又是

怎么变化的，社会公众及决策部门都没有一个

量化、直观的认识。北京中林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对普洱市林业开展了生态价值的全面分析

和评估。

据评估结果显示，2011 年普洱市森林资源

资产总价值为 17337.95 亿元。2005 年到 2011

年间，森林资产总价值增加了 1648.1 亿元，提高

了 10.5%，平均每年增加 274.7 亿元。2011 年每

公顷林业用地立木资产价值为 26689.5 元，比

2005 年 的 23409.3 元 增 加 了 3280.3 元 ，提 高 了

14.01%。2011 年全市人均拥有森林财富 68.18

万 元 ，比 2005 年 增 加 了 6.48 万 元 ，提 高 了

10.5%。

生态服务价值方面，2011 年，普洱市森林生

态服务总价值为 2263.38 亿元，而同年普洱市

GDP 仅约 301 亿元。2005 年到 2011 年间，森林

物质产品与生态服务总价值增加 184.13 亿元/

年。而且普洱市森林生态效益中只有约 15%为

当地独自受益，有约 85%与全球和普洱市周边区

域进行了分享。

景谦平说，通过本次评估分析可发现，普

洱市森林资源资产存量非常雄厚，其价值高达

17337.95 亿元；每年提供的生态服务（产品）价

值也十分可观，年收益率达 13.05%。对比 2005

年与 2011 年评估结果发现，2011 年普洱市森

林生态系统资产存量和生态服务（产品）价值

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提高或增加，人均、亩均森

林财富和生态服务价值也都有提高。这说明

了近年来普洱森林资源从总量上来说有所提

高，对生态环境的改善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

用，普洱林业发展是可持续的，具有很好投资

价值。

“不过，普洱林业对社会所做的贡献并未能

在 GDP中体现，普洱在保护森林的同时，减少了

发展传统经济的机会，这成了制约当地老百姓的

经济增收和生活水平的改善的因素之一，由此可

见，有必要重新认识普洱林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

的重要价值，给予政策关切和财政支持力度。”北

京中林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吴栋栋说。

价值评估彰显生态投资潜力
文·本报记者 李 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