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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产品总值（GEP）

核算体系可将生态环境产

品化，形成生态产品生产

体系、交易体系和流通体

系，将绿水青山中蕴含的

生态产品高效变现，让保

护修复生态环境获得合理

回报，让破坏生态环境付

出相应代价。

环保时空环保时空K

雁门塞外，一座座大型风力发电机矗

立在山坡上；黄河岸边，一排排光伏板点缀

屋顶荒坡……近年来，山西绿色低碳步伐

不断加快，在实现“双碳”目标的道路上不

断迈进。

3 月 20 日 记 者 获 悉 ，为 进 一 步 推 进

山西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山西省环境

科学学会碳分会成立大会日前在太原召

开，成立后该分会将汇聚碳达峰碳中和

的智囊库、思想库、人才库和成果库，围

绕如何绘就绿色图景、实现“双碳”目标，

持续开展山西省碳达峰碳中和领域的战

略、政策研究。

打造“山西路径”

如何实现“双碳”目标，为山西碳减排

贡献力量？在山西省环境科学学会碳分会

成立大会上，不少专家对此建言献策。

山西省环境科学学会碳分会会长王淼

表示，近年来为推动“双碳”目标实现，山西

省先后出台多条相关政策，不断完善顶层

设计，使践行“双碳”变得有据可依。

今年 1 月，山西省相继制定印发了《山

西省碳达峰实施方案》《关于完整准确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切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

作的实施意见》等系列政策文件。其中提

到，山西计划到 2025 年，初步形成绿色低

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到 2030 年，资源

型经济转型任务基本完成，非化石能源消

费比重达到 18%，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装机

占比达到 60%以上，风电、光伏发电总装机

达到 1.2亿千瓦左右。

山西之重，在乎能源。要想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必须调整产业布局、优化产业结

构、激活产业活力。作为传统能源大省，山

西省近年来不断拓展新能源产业。山西省

环境科学学会碳分会专家李丽珍介绍，目

前山西省很多能源企业已经开始进行氢能

产业的全产业链布局。

除此以外，李丽珍还提到山西也在尝

试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人们生活的各个

方面。

2022 年，山西环境能源交易中心主导

的微信小程序“三晋绿色生活”上线。日常

生活中乘坐地铁公交出行或骑行共享单

车、驾驶新能源汽车、不用一次性餐具等

“绿色”行为，都可以被量化记录到个人碳

账本中，并获得相应的绿色积分，绿色积分

则可兑换绿色消费券、优惠券等多种奖励。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三晋绿色生活”碳普惠机制纳入了衣、食、

住、行、游、用六大板块，以“绿普惠云—碳减

排数字账本”作为第三方绿色生活减碳计量

底层平台，由多家“碳普惠合作网络”单位参

与建设，提供了多种减排场景和激励机制。

“这种方式打通了企业之间的合作壁

垒，实现了减排数据滤重汇总，是山西省推

进碳达峰碳中和的创新举措。”山西省生态

环境厅相关负责人说。

激荡创新动力

尽管目前“双碳”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

成绩，但李丽珍也提到进一步推进“双碳”

目标，山西还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一是要继续加快能源结构调整。李丽

珍认为山西的电力和热力供应主要来源于

煤，能源结构调整意味着要大力发展风电、

光伏发电、生物质发电等新能源，降低对煤

的依赖。

二是要推进传统行业低碳转型发展。

“对山西而言，‘双碳’目标的实现绝对不是

完全的去煤化，而是寻求传统行业的降碳

转型。”例如大力开发煤炭的清洁高效利

用、燃煤电厂的碳捕集、焦化厂焦炉煤气制

氢等减碳技术，并进行推广和应用。

科技创新对“双碳”目标的实现具有重

要作用。李丽珍认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必须加大科技投入。一方面可以在一些传

统行业进行二氧化碳捕集，捕集后进一步

提纯作为工业原料或者食品级原料。“目前

山西省内已经有一些这样的案例在运行。”

李丽珍说，另一方面可以开展数字化管理，

进一步降低电力和热力的消耗。

“科技将助推‘双碳’目标实现。未来，

我们将凝聚各方力量，创新合作模式，为国

家和地区‘双碳’目标的实现献智献策。”李

丽珍说。

山西：传统能源大省走出低碳转型之路

今年 4月 1日起，北京市地方标准《生态产品总值核算

技术规范》将正式实施，为北京市范围内的“绿水青山”向

“金山银山”转化打开新通道。

不仅是北京，全国多地也在探索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方

案和机制。例如，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印发了《云南省九大

高原湖泊流域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工作方案》，统筹推进九

大高原湖泊流域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为九大高原湖泊流域

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评价依据；浙江、四川、江

西、深圳等地也在推进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制机制、方法

等方面的建设。

一条以生态产品总值（GEP）为导向、协调生态保护和

绿色发展的路径正日渐清晰。

“有价化”生态系统各项
产品和服务

GEP，是指一定区域内各类生态系统在核算期内的所

有生态产品的货币价值之和，主要包括生态系统提供的物

质供给、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三类生态产品的价值。GEP

核算是指计算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产品与服务价值的

总和。对 GEP进行核算，可将各类生态系统的生产总值量

化，衡量和展示生态系统的状况及其变化。

“大家都知道湿地、森林、湖泊等是有价值的，但具体

有多大价值，在概念上依然是模糊的。GEP就是将生态系

统的各项产品和服务‘有价化’。它算的是一本‘生态账’，

可以更直观地体现生态系统价值，科学衡量‘绿水青山’可

以转化成多少‘金山银山’。这是一个对标 GDP 的新概

念。”北京市生态环境局自然生态保护处副处长王海华说。

“GEP 核算体系有效弥补了 GDP 核算未能衡量自然

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破坏的缺陷，以科学的统计方式给绿

水青山贴上‘价格标签’。”深圳市发改委副主任余璟说，

GEP核算将生态系统视为核算整体，通过定量核算生态系

统的产出和效益，衡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为 GDP“勒

上”生态指数的“缰绳”，形成以 GDP 增长为目标、以 GEP

增长为底线的政绩观。

山东大学黄河生态产品价值研究中心教授张林波说，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变革。生

态产品是绿水青山在实践中的代名词和可操作的抓手，增

加生态产品的生产和供给能力可带动污染治理和生态建

设投资，为培育绿色发展新动能提供增长极和动力源。

让保护修复生态环境获
得合理回报

GEP核算体系可将生态环境产品化，形成生态产品生

产体系、交易体系和流通体系，将绿水青山中蕴含的生态

产品高效变现，让保护修复生态环境获得合理回报，让破

坏生态环境付出相应代价。

浙江省丽水市生态优势突出，是华东地区的重要生态

屏障，但其全域属于浙江省加快发展地区。“生态高地”能

否推动“经济洼地”跨越式发展？作为我国首个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市，丽水率先发布国内首个山区市《生

态产品价值核算指南》，建立了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评估、生

态产品交易、生态信用制度三大体系，开创了 GEP进规划、

进决策、进考核等机制，培育了一套生态产品市场交易体

系，创新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GEP 核算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前提和基础。丽水

请来中国科学院、浙江大学的“智囊团”，设计了 3 大类、46

个小项的指标体系，科学、系统地为生态物质产品、调节服

务产品、文化服务产品定价。

“我们村的生态竟然值 1.6 亿元！”作为首个 GEP 核算

试点村，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大柘镇大田村的村民犹记初

见《遂昌县大田村 GEP核算报告》时的震撼。

2021年，浙江省丽水市云和县安溪畲族乡某商业用地

挂牌出让同样引发关注。“由于生态环境好，这一区块被划

为‘生态地’，进行价格评估时采用 GEP核算标准。”云和县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陈伟君说。

在该商业用地 458万元的土地出让金中，要拿出 34.88

万元作为生态环境增值部分，用于当地环境改善、生态产

业扶持。这是“谁保护，谁受益”理念的实践，也是基于生

态产品供给的财富分配方式变革。

丽水还将 GEP纳入地区考核机制，开创性地将 GEP和

GDP 双增长、GEP 向 GDP 转化率等 4 个方面、30 项指标，

列入市委对各县（市、区）的年度考核、专项审计指标体系，

以更好发挥这根“绿色指挥棒”的导向约束作用。

还需解决生态产品“难度
量”问题

算准“生态账”、定好“生态价”并非易事。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说，GEP核

算的难点在于生态产品类型多样、差异明显、难以进行统

一核算等。

例如自然观光旅游产品，其价格为游客对旅游景区及

其服务的付费，但其价值是多元的，既包括优美景观的价

值，也包括清新空气、干净水流的价值，还包括酒店、交通

设施等人工建设部分的价值，这些价值在实际核算过程中

难以被剥离开、分别进行定量核算。此外，生态产品的受

益主体难确定，局部生态系统产生的价值会发生移动，导

致其受益主体不限于本地。这种效用的外溢也会造成生

态产品供给者和受益者身份难以确定，加大核算难度。

为了解决生态产品“难度量”等问题，2022 年，国家发

改委、国家统计局联合印发了《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规范（试

行）》。根据该规范，各地也在探索符合本地情况的 GEP核

算体系。比如，今年初发布的《北京市建立健全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机制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要求，

到 2025 年，生态产品总值核算和应用体系基本建立，生态

产品“难度量、难抵押、难交易、难变现”等问题得到有效解

决；到 2035年，完善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全面建立。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主任欧阳志云研究员

说，《实施方案》提出的 GEP 核算结果应用路径，体现了北

京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特色，为破解生态产品的“变现

难”，实现生态产品从“有价”到“有市”提供了新的思路和

政策依据。

张林波建议：“要建立生态产品价值统计核算技术指

标体系并形成可复制推广的计量核算方法；开展生态产品

价值核算，摸清生态家底；将生态产品价值列入经济社会

发展规划，并将之作为官员考核和离任审计的重要指标。”

用好用好GEPGEP，，给绿水青山贴上给绿水青山贴上““价格标签价格标签””

浙江丽水云和梯田浙江丽水云和梯田。。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正式实施两周年。长江

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之一，更是一座生态宝库。2022年，长江流域

水质优良断面比例为 98.1%，同比上升了 1 个百分点，水环境理化

指标达到或优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但水生态环境保护不平衡、不协调问题也十分突出，尤其是

部分河湖水生态系统严重失衡。”湘潭大学校长潘碧灵对记者表

示。如何进一步提升长江水生态保护修复工作支撑保障能力？

在调研中，潘碧灵发现，长江流域水生态监测网络体系尚不

完善。“水生态环境保护的制约因素已从过去的水质转变为现在

的水生态，水生态监测涉及水生生物、水生境、水环境和水资源

等几大类监测指标。”潘碧灵说，现阶段，长江流域的浙江、湖南、

湖北等省份以及长江流域监测机构已探索开展水生态监测，初

步形成了水生态监测能力，但全流域的水生态监测网络体系还

未成型。

潘碧灵认为，生态修复不能“各扫门前雪”，长江大保护“朋友

圈”应和谐共生。她建议，要“加强水生态监测能力建设，完善部门

协调联动机制”，统筹水生态系统健康、水生境保护、水资源保障等

指标，加快建立完善长江流域水生态健康监测、评价体系。从国家

层面建立完善部门协调联动机制，共同建设水生态监测网络，并推

动部门数据实时共享。

去年 9月，生态环境部等 17个部门和单位联合印发《深入打好

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行动方案》，要求“十四五”期间，建立健全长

江流域水生态考核机制，科学构建长江流域水生态监测评价考核

指标体系，推动出台长江流域水生态考核办法，制定评分细则，开

展水生态考核试点。

潘碧灵也是扎实推进生态考核机制的拥护者。“一方面，要加

强研究，根据实际及时调整优化相关考核指标要求，确保监测评价

结果能够如实反映流域水生态情况及变化趋势，并积极与美丽河

湖建设评价、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工作挂钩。另一方面，要强化考

核结果应用，推动地方加强相关问题整改，进一步强化水源涵养、

岸线保护、水系连通、污染治理等工作。”潘碧灵说，比如，围绕水生

态保护修复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协作开展科技攻关，积极推

广示范一批先进适用技术，及时公布一批典型示范工程等。

长江大保护呼唤协同联动

在2022江源综合科考中，长江源区的水生态和水环境状况是
来自长江科学院的科考队员们的观测重点。图为科考队员在采集
底栖动物样本。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摄

3月 20日记者获悉，水利部办公厅通报表扬了《公民节约用水

行为规范》主题宣传活动优秀组织单位，内蒙古霍林郭勒市水务局

榜上有名，成为内蒙古自治区唯一获此殊荣的旗县级水务部门。

霍林郭勒市位于大兴安岭南麓，科尔沁草原腹地。霍林河是

霍林郭勒市境内最大的河流，辖区内流域面积为 497 平方公里。

境内还有查格达河、芒给尔河、和热木特河、巴润布尔嘎斯台河、浑

迪音河、莫斯台河 6条支流汇入。

近年来，霍林郭勒市把护水、治水、兴水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不断探索河湖管护新思路、新模式、新机制，精心做好“水文章”，唤

醒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

陈傲是霍林郭勒市友谊社区的一名村级河长，巡河是她每天

的“必修课”。巡河并不是简单地走走看看，河道有没有漂浮物，有

没有非法排污口，有没有非法破坏河堤的现象，这些都是陈傲关注

的重点。一旦发现问题，她就会向相关部门反映。

“经过努力，现在河道变美了，环境变好了，居民们也积极主动

地参与到河道保护中来了。”陈傲说。

近年来，霍林郭勒市严格落实河湖长制，设立 9 名市级河长、

20名街道级河长、15名村级河长，并组建了志愿者队伍，密织守护

全市绿水青山的责任网络。同时，霍林郭勒市创新推行“党建+河

长制+警长+检察长”的河湖管护新模式，并由河长办牵头组建了

首支“河长+志愿者”的党员志愿巡河服务队，充分发挥河湖警长、

党员带头作用，辐射带动市民群众，形成了全域治水、全民护水、上

下联动、齐抓共管的河道管护新格局，河长制工作实现了从“有名”

“有实”到“有为”的三级跳。

霍林郭勒市坚持水陆统筹、岸线联动、标本兼治、建管并举的

原则，印发市级总河长令，督促推动各级河长严格履职尽责。各级

河长抓具体、抓落实，围绕河湖乱占、乱堆、乱建、乱采、乱排问题，

对责任河湖明察暗访，累计巡河 2820次，解决涉河问题 52个，发现

并整改销号问题 36个。

霍林河水穿城而过，河畔一棵棵银中杨、樟子松、云杉苍翠挺

拔，迎风起舞。“这里环境好，每天清晨和傍晚，我们都会来这里锻

炼身体。”“这边绿水青草、林水相依，很适合休闲漫步，逛着舒心。”

市民陈英和一起锻炼的姐妹们高兴地说。

霍林郭勒：

描绘“美丽河湖”生态画卷

◎本报记者 张景阳 通讯员 美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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