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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欧阳志云与朱春全博士发布的论文《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概

念、核算方法与案例研究》将 GEP 定义为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产品与服务

价值的总和。随后 GEP 及其核算方法得到广泛关注，标准化的核算方法逐步

建立。2022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与国家统计局印发《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规范》

推动全国 GEP 核算方法规范化。 

根据《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规范》，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是生态系统

为人类福祉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的各种最终物质产品与服务价值的总

和，主要包括生态系统提供的物质产品价值、调节服务价值和文化服务价值，

生态系统物质产品包括食物、药材、原材料、淡水资源和生态能源等；生态系

统调节服务包括水源涵养、土壤保持、防风固沙、洪水调蓄、固碳释氧、大气

净化、水质净化、气候调节和病虫害控制等；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包括自然景

观游憩等。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可以从生态功能量和生态经济价值量两个角

度核算，前者表现为生态产品与生态服务量表达；后者是借助价格将生态系

统产品产量与服务量转化为货币单位，通过加总得到核算总值。生态系统生

产总值（GEP）的核算思路如下：首先明确该地区生态系统的最终产品与服

务；随后，核算生态系统产品与服务的使用价值；在此基础上，核算各类生态

产品与服务的功能量，并确定其价格, 将各类生态产品与服务的功能量与其

价格结合计算其经济价值量；最后, 地区内各类生态产品与服务的价值量加

总, 得到该地区 GEP。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是通过货币化评估生态系统的价值，其根本目

的在于加强生态资产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一方面，GEP 核算结果可以为

生态补偿机制提供参考，并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支撑。GEP 核算可用于

生态效益评估、生态保护成效评估，并为完善生态补偿绩效考核提供指引。

另一方面，GEP 核算让生态产品价值清晰量化，可以为生态产品进入市场交

易提供铺垫。市场化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即是生态产品经营开发，主要

包含发展生态产业和开展生态资源权益市场交易两种实现方式。 

相关研究报告： 

1.《推动 GEP 核算机制完善 

促进绿色低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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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概念界定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一词首次出现在 2012 年，朱春全博士提出把自然生态系统的生产总值纳入可持续

发展的评估核算体系，以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来评估生态状况，建立一个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相对应的、能够衡

量生态状况的评估与核算指标。GEP 的具体概念与核算方法在 2013 年欧阳志云与朱春全博士发布的论文《生态系

统生产总值核算：概念、核算方法与案例研究》中得到明确界定。该论文通过借鉴国内生产总值（GDP）概念，将

GEP 定义为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产品与服务价值的总和，将 GEP 核算定义为分析与评价生态系统为人类生存与

福祉提供的产品与服务的经济价值；该论文还明确了 GEP 核算指标与方法，并以贵州省为例估算其 GEP。 

随后 GEP 这一概念及其核算方法得到政府部门与社会的广泛关注，GEP 核算框架与指标体系以及标准化的核

算方法逐步建立。2021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指导意

见》明确提出了建立生态产品调查与核算机制，并提出了基于 GEP 核算建立生态产品经营机制和考核机制。2022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与国家统计局印发《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规范》推动全国 GEP 核算方法规范化，以及在生态保

护成效的评估与考核、生态补偿制度中开展应用。 

根据《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规范》，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是生态系统为人类福祉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

供的各种最终物质产品与服务价值的总和，主要包括生态系统提供的物质产品价值、调节服务价值和文化服务价值，

一般以一年为核算时间单元。其中，生态系统最终产品与服务是指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为人类生存、生产与生活所

提供的物质资源与环境条件。生态系统物质产品包括食物、药材、原材料、淡水资源和生态能源等；生态系统调节

服务包括水源涵养、土壤保持、防风固沙、洪水调蓄、固碳释氧、大气净化、水质净化、气候调节和病虫害控制等；

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包括自然景观游憩等。《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规范》明确列示了以上三大类产品与服务具体包含的

项目（见表 1）。 

通过分析生态产品清单，可以将生态产品所具备的特征总结如下：一是生态产品既来自于森林、草地、海洋等

自然生态系统，也来自于农田、园地、城市绿地等人工生态系统；二是生态产品既可以改善环境条件、增进人类福

祉，比如防风固沙、水源涵养、空气净化等，又可以支持经济活动开展，比如淡水资源、生态能源、农林牧渔产品

等；三是生态产品多为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比如固碳、洪水调蓄等。生态产品自身具备的特征导

致 GEP 与 GDP 核算中存在重叠部分，比如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相关行业创造的增加值既可以纳入 GDP，又可以纳

入 GEP。但二者核算的侧重点依旧不同，GDP 侧重于生产活动新创造的价值，是通过人类劳动新创造的价值；而

GEP 是生态产品和服务价值，自然生态产品的调节服务并没有经过人类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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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生态产品清单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物质产品 

农业产

品 

野生农业产品 
从自然生态系统中获得的野生初级农业产品，如稻谷、玉米、豆类、薯 

类、油料、棉花、麻类、糖料作物、烟叶、茶叶、药材、蔬菜、水果等。 

集约化种植的农业产品 
集约化种植的生态系统生产的初级农业产品，如稻谷、玉米、豆类、薯 

类、油料、棉花、麻类、糖料作物、烟叶、茶叶、药材、蔬菜、水果等。 

林业产

品 

野生林业产品 
从自然生态系统中获得的林木产品、林产品以及与森林资源相关的初级产

品，如木材、竹材、松脂、生漆、油桐籽等。 

集约化种植的林业产品 
从集约化管理的森林生态系统中获得的林木产品、林产品以及与森林资源相

关的初级产品，如木材、竹材、松脂、生漆、油桐籽等。 

畜牧业

产品 

放牧畜牧业产品 利用放牧获得的畜牧产品，如牛、羊、猪、家禽、奶类、禽蛋、蜂蜜等。 

集约化养殖的畜牧业产品 
利用圈养方式，饲养禽畜获得的畜牧产品，如牛、羊、猪、家禽、奶类、 

禽蛋、蜂蜜等。 

渔业

产品 

野生渔业产品 在自然水域中通过捕捞获取的水产品，如鱼类、贝类、其他水生动物等。 

集约化养殖的渔业产品 
在人工管理的水生态系统中，养殖生产的水产品，如鱼类、贝类、其他水生

动物等。 

淡水资源 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用于工农业生产、居民生活等使用的淡水资源。 

生态能源 来自于自然生态系统的水电、秸秆、薪柴和潮汐能等。 

其他物质产品 
从自然生态系统获得的一些其他装饰产品和花卉、苗木等。 

从集约化管理的生态系统获得的一些其他装饰产品和花卉、苗木等。 

调节服务 

水源涵养 
生态系统通过其结构和过程拦截滞蓄降水，增强土壤下渗，涵养土壤水分和

补充地下水、调节河川流量，增加可利用水资源量的功能。 

土壤保持 
生态系统通过其结构与过程保护土壤、降低雨水的侵蚀能力，减少土壤流失

的功能。 

防风固沙 生态系统通过增加土壤抗风能力，降低风力侵蚀和风沙危害的功能。 

海岸带防护 生态系统减低海浪，避免或减小海堤或海岸侵蚀的功能。 

洪水调蓄 生态系统通过调节暴雨径流、削减洪峰，减轻洪水危害的功能。 

碳固定 
生态系统吸收二氧化碳合成有机物质，将碳固定在植物和土壤中，降低 

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功能。 

氧气提供 生态系统通过光合作用释放出氧气，维持大气氧气浓度稳定的功能。 

空气净化 
生态系统吸收、阻滤大气中的污染物，如SO2、NOx、粉尘等，降低空气污

染浓度，改善空气环境的功能。 

水质净化 
生态系统通过物理和生化过程对水体污染物吸附、降解以及生物吸收等，降

低水体污染物浓度、净化水环境的功能。 

气候调节 
生态系统通过植被蒸腾作用和水面蒸发过程吸收能量、降低气温、提高湿度

的功能。 

病虫害控制 生态系统通过提高物种多样性水平增加天敌而降低病虫害危害的功能。 

授粉服务 
通过昆虫的授粉服务，提高作物的座果率、结实率和结籽率，增加产量、改

善品质。 

文化服务 

休闲旅游 
人类通过精神感受、知识获取、休闲娱乐和美学体验等旅游方式，从生态系

统获得的非物质惠益。 

景观价值 
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美学体验、精神愉悦，从而提高周边土地、房产价值的

功能。 

资料来源：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统计局发布的《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规范》，远东资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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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方法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可以从生态功能量和生态经济价值量两个角度核算，前者表现为生态产品与生态服

务量表达，如水资源提供量、土壤保持量、固碳量等，但不同产品产量与服务量单位不同无法加总；后者是借助价

格将生态系统产品产量与服务量转化为货币单位，通过加总得到核算总值。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的核算思路如下：首先明确该地区生态系统的最终产品与服务，包括生态物质产品、 

生态调节服务产品与生态文化服务产品，不包括中间产品与生态支持服务产品。随后，核算生态系统产品与服务的

使用价值，包括直接使用价值和间接受益价值，不核算其遗产价值和存在价值。在此基础上，核算每一类生态产品

与服务的功能量，并确定其价格, 将每一类生态产品与服务的功能量与其价格结合计算其经济价值量。最后, 地区

内各类生态产品与服务的价值量加总, 得到该地区生态产品与服务价值的总和, 即 GEP。 

生态产品总值核算的主要工作流程如下：一是根据核算目的，确定生态产品总值核算区域范围；二是明确区域

内各类生态系统类型及分布；三是编制生态产品目录清单；四是确定核算模型方法与适用技术参数，收集数据资料；

五是开展各类生态产品实物量与价值量核算；六是核算区域内生态产品总值。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统计局发布的《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规范》，各类生态产品对应指定的核算科目，每一核

算科目对应具体的功能量指标与价值量指标（见表 2）。在功能量指标核算时，根据指标不同，其核算技术方法有

所差异。物质产品与文化服务的功能量通过统计调查即可核算出具体数值，而调节服务中的多项指标功能量需要使

用对应模型进行测算，比如空气净化与水质净化需使用污染物净化模型，固碳量需使用固碳机理模型。在核算出功

能量的基础上，要确定各类生态产品的价格，核算生态产品价值。生态产品价值量核算中，物质产品价值主要用市

场价值法核算，调节服务价值主要使用替代成本法进行核算，文化服务价值使用旅行费用法。以氧气提供这一科目

为例，其功能量指标为氧气提供量，通过释氧机理模型进行测算，其价值量指标为氧气提供价值，通过替代成本法

进行测算，在核算规范中使用医疗制氧价格替代氧气价值。 

《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规范》明确了生态产品总值核算的指标体系、具体算法、数据来源和统计口径，提高了核

算工作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但同时，由于部分生态服务价值难以直接评估，核算中采用了许多测算方法

评估其价值量，导致评估结果对测算方法的依赖度加大。此外，在价值量的测算中，生态产品与服务的价格多采用

平均价格，但平均价格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同类生态产品与服务因区位环境、自身质量产生的价值差异。 

从已开展 GEP 核算的实践经验来看，地区 GEP 核算需要制定适用于该地区的核算规范，明确生态产品价值核

算指标体系、具体算法、数据来源和统计口径等。以深圳为例，深圳 GEP 核算建立了“1+3”的制度体系，包括一

个统领和三个支撑。一个统领是指深圳市 GEP 核算支持方案，方案明确了 GEP 核算的工作流程、参与部门与时间

节点。三个支撑是指深圳 GEP 核算技术规范、深圳 GEP 核算统计报表制度以及深圳 GEP 核算平台。深圳 GEP 核

算技术规范与国家 GEP 核算标准相衔接，明确了 GEP 核算的指标体系；统计报表制度规范了数据来源与填报要求；

核算平台可以实现数据在线填报和核算结果的一键生成，提高了核算效率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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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生态产品功能量及价值量核算指标体系 

服务类别 核算科目 功能量指标 价值量指标 

物质产品 

农业

产品 

野生农业产品 野生农业产品产量 野生农业产品产值 

集约化种植农业产品 集约化种植农业产品产量 集约化种植农业产品产值 

林业

产品 

野生林业产品 野生林业产品产量 野生林业产品产值 

集约化种植林业产品 集约化种植林业产品产量 集约化种植林业产品产值 

畜牧业

产品 

放牧畜牧业产品 放牧畜牧业产品产量 放牧畜牧业产品产值 

集约化养殖畜牧业产品 集约化养殖畜牧业产品产量 集约化养殖畜牧业产品产值 

渔业

产品 

野生渔业产品 野生渔业产品产量 野生渔业产品产值 

集约化养殖渔业产品 集约化养殖渔业产品产量 集约化养殖渔业产品产值 

淡水资源 工业、农业、居民生活用水量 工业、农业、居民生活用水价值 

生态能源 秸秆、薪柴、水电发电、潮汐能量 生态能源产值 

其他 其他物质产品产量 其他物质产品产值 

调节服务 

水源涵养 水源涵养量 水源涵养价值 

          土壤保持       土壤保持量 
减少泥沙淤积价值 

减少面源污染价值 

防风固沙 固沙量 防风固沙价值 

海岸带防护 海岸带防护面积 海岸带防护价值 

洪水调蓄 洪水调蓄量 调蓄洪水价值 

空气净化 

净化二氧化硫量 净化二氧化硫价值 

净化氮氧化物量 净化氮氧化物价值 

净化工业粉尘量 净化工业粉尘治理价值 

         水质净化 

净化COD量 净化COD价值 

净化总氮量 净化总氮价值 

净化总磷量 净化总磷价值 

碳固定 固定二氧化碳量 碳固定价值 

氧气提供 氧气提供量 氧气提供价值 

气候调节 
植被蒸腾消耗能量 植被蒸腾调节温湿度价值 

水面蒸发消耗能量 水面蒸发调节温湿度价值 

病虫害控制 自我防治病虫害的生态系统面积 病虫害控制价值 

授粉服务 作物增产量 作物增产价值 

文化服务 
休闲旅游 景点游客人数 景观游憩价值 

景观价值 受益土地与房产面积 土地、房产升值 

资料来源：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统计局发布的《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规范》，远东资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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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的应用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是通过货币化评估生态系统的价值，其根本目的在于加强生态资产保护、实现可

持续发展。GEP 核算结果科学地认识了最终生态产品与服务的价值，可以为生态补偿机制提供参考，并为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提供支撑。 

1.  GEP 核算结果为生态补偿机制提供参考 

GEP 核算可用于生态效益评估、生态保护成效评估，并为完善生态补偿绩效考核提供指引。GEP 核算目标为评

估生态保护成效时，根据《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规范》，可以只核算生态系统调节服务和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价值。在

生态补偿绩效考核方面，GEP 核算可以提供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货币化评价，从而提高生态补偿绩效考核的效率。 

生态补偿绩效考核可以分为基于环境服务产出的直接考核以及基于活动类型变化的间接考核，前者是基于产出

的考核，后者是基于投入的考核。GEP 核算可以衡量生态系统的状况及其变化，若将其纳入考核机制，则属于基于

生态系统服务产出的直接考核。直接考核的优势在于减轻补偿主体与受偿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可以有效提升生

态补偿机制的效率。 

将 GEP 纳入生态补偿机制的难点在于 GEP 评估是区域内生态系统服务的总体状况，与当前实施的分类补偿制

度存在冲突。同时由于 GEP 核算的总体特性，GEP 核算难以识别具体政策的影响。因此，将 GEP 纳入生态补偿绩

效考核体系需要与现有绩效考核体系进行有机结合。根据 2021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

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当前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的重点是健全以生态环境要素为实施对象的分类补偿制度，

对不同要素的生态保护成本予以适度补偿。在分类补偿制度的基础上，可以引入 GEP 作为指标参考，专门衡量了

自然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破坏带来的损失。  

2.  GEP 核算结果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支撑 

GEP 核算让生态产品价值清晰量化，可以为生态产品进入市场交易提供铺垫。在此基础上，生态产品的价值实

现还需要借助市场机制，依靠自然资本、人造资本、人力资本三要素有机结合。市场化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即

是生态产品经营开发，主要包含发展生态产业和开展生态资源权益市场交易两种实现方式。 

发展生态产业，需要立足生态禀赋，依托生态优势，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业等生态经济，通过

开发人放天养、自繁自养等原生态种养模式、生态产品精深加工模式、适度发展环境敏感型产业模式、旅游与康养

休闲融合发展的生态旅游模式以及盘活废弃矿山、工业遗址、古旧村落等，将绿色资源变成市场接受的生态产品、

生态服务，将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比如浙江丽水打造“丽水山耕”品牌，通过建设农业区域公共

品牌带动生态产品溢价增值。 

另一方面，生态资源权益是将生态资源转换为生产要素，在界定相关要素产权基础上，通过交易将其使用价值

转化为真实的市场价值。目前我国已有的生态领域权益交易主要包括碳排放权交易、排污权交易、用能权交易、水

权交易、林权交易等。推动生态资源权益交易需要加快市场化机制建设。具体来看，需要健全碳排放权交易机制，

探索碳汇权益交易试点；健全排污权有偿使用制度，拓展排污权交易的污染物交易种类和交易地区；探索建立用能

权交易机制；探索在长江、黄河等重点流域创新完善水权交易机制；鼓励通过政府管控或设定限额，探索绿化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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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指标交易、清水增量责任指标交易等方式，合法合规开展森林覆盖率等资源权益指标交易。比如，福建南平市

开发林业碳汇产品，探索“社会化生态补偿”模式，通过市场化销售单株林木、竹林碳汇等方式实现生态产品价值。 

四、总结与展望 

2013 年欧阳志云与朱春全博士发布的论文《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概念、核算方法与案例研究》通过借鉴国

内生产总值（GDP）概念，将 GEP 定义为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产品与服务价值的总和。随后 GEP 及其核算方法

得到广泛关注，标准化的核算方法逐步建立。2022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与国家统计局印发《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规

范》推动全国 GEP 核算方法规范化。 

根据《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规范》，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是生态系统为人类福祉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

供的各种最终物质产品与服务价值的总和，主要包括生态系统提供的物质产品价值、调节服务价值和文化服务价值，

生态系统物质产品包括食物、药材、原材料、淡水资源和生态能源等；生态系统调节服务包括水源涵养、土壤保持、

防风固沙、洪水调蓄、固碳释氧、大气净化、水质净化、气候调节和病虫害控制等；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包括自然景

观游憩等。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可以从生态功能量和生态经济价值量两个角度核算，前者表现为生态产品与生态服

务量表达；后者是借助价格将生态系统产品产量与服务量转化为货币单位，通过加总得到核算总值。生态系统生产

总值（GEP）的核算思路如下：首先明确该地区生态系统的最终产品与服务；随后，核算生态系统产品与服务的使

用价值；在此基础上，核算各类生态产品与服务的功能量，并确定其价格, 将各类生态产品与服务的功能量与其价

格结合计算其经济价值量；最后, 地区内各类生态产品与服务的价值量加总, 得到该地区 GEP。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是通过货币化评估生态系统的价值，其根本目的在于加强生态资产保护、实现可

持续发展。一方面，GEP 核算结果可以为生态补偿机制提供参考，并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支撑。GEP 核算可

用于生态效益评估、生态保护成效评估，并为完善生态补偿绩效考核提供指引。当前，将 GEP 纳入生态补偿机制

的难点在于 GEP 评估是区域内生态系统服务的总体状况，与当前实施的分类补偿制度存在冲突。可以考虑在分类

补偿制度的基础上，引入 GEP 作为指标参考。另一方面，GEP 核算让生态产品价值清晰量化，可以为生态产品进

入市场交易提供铺垫。在此基础上，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还需要借助市场机制，依靠自然资本、人造资本、人力

资本三要素有机结合。市场化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即是生态产品经营开发，主要包含发展生态产业和开展生

态资源权益市场交易两种实现方式。前者发展有赖于因地制宜，开发不同的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后者的发展则有

赖于市场机制的建立健全。 

当前，GEP 概念已得到广泛认同，GEP 核算流程也渐趋标准化，多地已开展 GEP 核算作业，但 GEP 核算结

果的应用尚未全面铺开。其原因或与 GEP 核算结果应用的两个方向——生态补偿机制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均

不同程度得依赖于自上而下的体制机制建设有关。在推动相应机制建立健全的同时，地方政府可以充分发挥主观

能动性，在生态产品与服务核算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开发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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