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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践行“两山”转化理念、促进生态效益与经济发展的关键

路径。 现有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和地方实践模式存在治理主体单一、参与主体驱动力不足等问题。 因

此,借助多主体协同治理理论,解析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论逻辑,据此设计以自然资源领域生

态产品“生产—供应—销售”机制、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共创机制和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信息交流机

制为核心要件的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多主体协同机制,基于多主体协同机制的提出,拓展土地资

源生态产品、水资源生态产品、森林资源生态产品、湿地资源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新模式。 以自然资源领域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多主体协同机制为指引,创建多元主体共治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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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10 年国务院出台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

划》中首次提出生态产品的概念后[1],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工作在中国全面铺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理念

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逐渐深入人心。

2021 年 4 月发布的《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机制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进一步从制

度层面提出需要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动

建成国家驱动的现代化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促成经

济社会发展的绿色路径[2]。 因此,探索高效、合理的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是时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转型、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需求。

《意见》中重点提出“注重发挥政府在制度设

计、经济补偿、绩效考核和营造社会氛围等方面的主

导作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推动生态产品价值有效转化”,但现行的政府主导或

市场主导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存在治理权力单

一、社会主导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缺位的问

题[3,4]。 虽然在单一主体主导模式的基础上,衍生出

“政府—市场”主导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5,6],但

其本质上也处于严格的政府规制之下,市场自由度

未得以释放,社会参与意愿缺乏主观性[7]。 同时,现

有研究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逻辑、机制和模式的

梳理,多数停留在单一资源类型生态产品视角,缺少

对整体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相关内容

的归纳总结,欠缺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上位制度的

构想[8-10]。 因此本文尝试引入多中心治理理论中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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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多元主体共治的内容,阐释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的理论逻辑,尝试创新自然资源领域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多主体协同机制,为不同类型自

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构建多主体协同价值实现模

式,以期优化现阶段治理主体单一的自然资源领域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为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机制的上位制度提供理论指导,提高中国

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效率和合理性,
为各类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提供具体的模式指

导,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治理多主体化,践
行“两山”理论,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协

同发展。
1　 多主体协同视域下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的理论逻辑

中国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存在显著

的价值外溢现象,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的完整价

值难以计量,市场交易无法完全反映自然资源领域

生态产品的真实价值,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所累积的资本缺少对自然资源供应方的反哺机

制[11]。 造成以上现象的核心问题在于,中国自然资

源的所有者和使用者为国家主体,自然资源领域生

态产品市场化运营处于严格的国家管控之下。 政府

作为单一的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治理主

体,限制了市场参与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的活力,市场自由度低,市场行为囿于政策行为,
政府干预降低了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分配效率,
甚至引起财政支出效率低、自然资源闲置的严重问

题[4,12,13]。 同时,社会主体缺少对自然资源领域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全流程的监督权利,也缺乏对自然资

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信息的反馈路径。 因此,本文

提出以多主体协同治理理论为理论指引,以政府、市
场和社会三大主体协同共治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改善政府主导的科层制自然资源领域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为基底,增强市场活力为措施,
平衡多主体参与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

权利为目标,构建多元主体共治的自然资源领域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多主体协同治理是由奥斯特

罗姆夫妇(Vincent Ostrom & Elinor Ostrom)共同提出

的多中心治理思想的衍生内容,该理论中多主体参

与的部分强调公共事务的治理应由多个权利主体和

组织协同开展,以公共事务的自主治理为基础,辅以

多主体参与手段,以此实现公共服务的供应[14,15]。
该理论的特征是治理主体多元、治理权力多中心、治
理手段多互动,对改进目前中国治理主体单调、治理

权力单一、治理手段匮乏的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机制,存在较强的理论指导意义。
1. 1　 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界定

及特征

结合 2010 年国务院印发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

划》与 2022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统计局联合印

发的《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规范(试行)》中关于生态

产品的定义,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是指生态系统

以自然资源为物质基础和空间载体,为经济活动和

其他人类活动提供的物质性生态产品与非物质性生

态产品[16,17]。 其中,物质性生态产品包括物质供给

类,非物质性生态产品可分为调节服务类、文化服务

类和生态资源权益类三类。 典型的各类自然资源领

域生态产品如表 1 所示。
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通过货币化

和资本化手段,将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的经济价值、
　 　 表 1 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分类及典型生态产品

Table 1　 Classifica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s in natural resources field

实体形态 分类 典型生态产品

物质性生态产品 物质供给类 粮食作物、经济作物、木材、药材、生活生产用水、海产品、生态能源等

非物质性生态产品

调节服务类 涵养水源、调节气候、固碳释氧、土壤保持、环境净化、调洪蓄水、防风固沙等

文化服务类 生态旅游、康养、自然教育与精神健康等

生态资源权益类 碳排放权、排污权、用水权、用能权、绿色金融产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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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的外部经济性内部化的过

程[18]。 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依据是自

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具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的可利

用价值,该价值来源是自然资源的各类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 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是典型的公共物

品,因此在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

必须考虑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

争性[19-21]。 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实质

是变现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的内在价值(经济价

值、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 [22]。 自然资源领域生态

产品的非排他性决定了产品消费成本低,考虑到自

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的供应成本高,且自然资源使

用权集中于政府,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供给效率

低,因此市场参与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供求市场

的驱动力弱[23]。 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的非竞争性

使其增加消费者的边际效应为零,部分消费者无需

支付消费成本即可享有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

值[24]。 目前中国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遭

遇了价值转化效率低、价值转化渠道窄、参与主体

少、价值实现机制主导主体单一等问题。 因此,自然

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需要通过提高转化效率

和促进多主体参与的方式,促成自然资源领域生态

产品的合理、高效变现。 合理变现是指完整变现自

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以自然资源稀缺性为出

发点,考量其价值内容,内化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

价值的外部性经济价值[25]。 高效变现是指优化国家

作为单一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生产部门的供应机

制,引入市场和社会主体,利用市场流通性促进多主

体参与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26]。

1. 2　 多主体协同理论下的自然资源领域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

在明确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是一种公共产品

的前提下,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仅依赖政府

主导的实现机制去达成价值实现的最终目标,一定

程度上忽略了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的商品属性和

供需关系[27]。 多主体协同治理为自然资源领域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提供了理论式启发:多供应主体的自

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竞争化供应机制,供应效率高

于政府垄断的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无竞争供应机

制;多主体协同治理的模式结合了政府主导或市场

主导的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优

势,兼具计划性和灵活性的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机制优于传统机制;多主体参与模式下,政
府将丰富现有的治理手段,从单一行政手段向多样

化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等多方法综

合)发展。 因此,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

多主体协同模式应运而生,以此融合单一主体主导

的治理模式的优势,共建政府、市场和社会协同互动

的多主体共治模式,构建多主体协同机制。 多主体

协同机制既维护了政府规制的权威地位,又提升了

多主体间互动共赢的主动性,从而打造符合生态效

益和经济发展所需的新型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机制。
从多主体协同治理视角剖析自然资源领域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要点是多主体互动。 现行的自

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由政府主导,绝

大多数非政府主体参与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的行为仍处于政策引导之下,如此治理模式剥

夺了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主观能动

性,非政府主体难以发挥自主权利[28]。 多主体协同

的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将市场和社会主

体置于与政府同等的治理地位。 其中,发挥市场主

体的交换功能,推动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的所有

权和自然资源的使用权与收益权从国家让渡给市场

和社会,完成公共产品的交换活动;利用市场的反馈

功能,获取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的市场需求总量

信息,调整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供应量;借助市场

的调节功能,实现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显化,

通过市场价格、供求关系完整反映自然资源领域生

态产品价值,调节多主体的利益分配关系。 社会主

体包括消费者、非政府组织(NGO)、研究机构等多个

利益相关者,“治理”一词不适用于社会主体在自然

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发挥的功能,社会主

体更倾向于“参与”或“监督”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在过程中扮演需求者和监督者角色,并
根据自身需求对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供给提出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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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监督行为[29]。

综合上述内容,多主体协同治理相关理论强调

公共事务治理是一个动态演化的互动协同过程,关

注多主体在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的相

互作用、协同创新和共享价值。 多主体在自然资源

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互动完成政策制定、生产、

分销、消费、监督等行为,形成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的共同治理,通过协同和互动更有效地

实现共同目标。 在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过程中,政府、企业、社会之间的合作关系至关重要。

多主体通过政策协商、技术合作、市场推广、教育培

训等方式加强协作,共同促进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

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一个多主体参与

互动的过程,符合多主体参与的公共事务治理模式。

多主体协同的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

论逻辑如图 1 所示。 政府主体基于行政手段规制自

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市场主体通过配置

功能交换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以实现自然资源

领域生态产品的价值内容;社会主体监督自然资源

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全过程。 此外,各主体间的

交互表现促进了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政府为市场制定基本的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供给

总量,市场服从政府要求,在定量的自然资源领域生

图 1　 多主体协同的自然资源领域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论逻辑

Fig. 1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realizing the value of

natural resource ecological products through

multi-agent collaboration

态产品供给下,完成资源配置;市场为社会供应自然

资源领域生态产品,社会监督市场的配置行为;政府

向社会公开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政策

信息、交易信息等,社会将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使

用信息和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信息反馈

至政府。 本文借助多主体协同理论对自然资源领域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论指引,于下文构建多主体

协同的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并以

此机制为上位要求,分自然资源类型建立不同自然

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

2　 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多主体

协同机制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实现概念认为,
商品的价值实现包含了价值生产、创造和消费的过

程。 因此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必须经历

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的价值生产、创造和消费。

据此本文设置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 “生产—供

应—销售”机制和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共创

机制。 而多主体治理理念强调了多主体对公共事务

的共同治理模式,因此设计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

信息交流机制,保障各主体能够交互治理信息。 根

据多主体协同治理思想,在以上三个机制中突出各

主体的角色功能和互动表现,将各个机制联合,构建

多主体协同的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

制。 以此建立政府、市场和社会治理手段相异、治理

地位相同的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多主

体协同机制。

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生产—供应—销售”机

制创造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自然资源领域

生态产品价值共创机制建立价值互惠,两机制互相

支撑,并由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信息交流机制连

接、交流信息,共同构成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多主

体协同机制(见下页图 2)。 各主体具体的互动表现

为:政府制定法律法规、行业标准和认证制度,以保

障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的生产与消费,符合政策

要求与市场需求;企业遵循行业标准和认证制度,确

保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的质量;社会遵循购买和

使用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的指南,降低资源浪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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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多主体协同机制

Fig. 2　 Multi-agent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for realizing the value of natural resource ecological products

污染。 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过程中,

各参与主体之间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 政府制定环

境保护政策和法规来引导市场生产自然资源领域生

态产品,市场通过生产行为回应政策要求,社会购买

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实现个体需求与环保目标的

统一。 只有在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下,自然资源领

域生态产品价值才能得以实现。 各参与主体通过信

息共享和沟通协调各方利益,实现对自然资源领域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的共同认知和行动。

2. 1　 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生产—供应—销

售”机制

在多主体参与的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生

产—供应—销售”机制中,政府是宏观格局、多主体

行为准则、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生产相关法律的

制定者。 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因其突出的区域

化特质,无法依照自上而下的分配制度被高效地供

应,所以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生产供应制度要求

中央政府决定自然资源保有量,计划性供应自然资

源领域生态产品,规范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交易

市场,按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类别设置自然资源

领域生态产品供应量;省级、市级、县级政府遵从因

地制宜原则,制定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供应计

划,明确区域内各类别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的供

应办法和供应目标,建立省市县级自然资源领域生

态产品交易平台[30] 。

由政府确立市场规则后,市场主体在追逐利益

最大化的同时严格遵守市场规则,并按照自然资源

领域生态产品生产供应计划进行自然资源领域生态

产品生产与供给,其中自然资源的加工利用、自然资

产的吸收运作、自然资本的运营交易必须在各级自

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交易平台内进行,由平台备案

并公开相关交易内容。 市场参与自然资源领域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的权利由政府赋予,但市场行为不局

限于政府,需充分发挥市场对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

品的调配作用。 市场为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提供

了配置方向、配置需求,在一定的需求基础上,生产

部门按照供求关系供应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 通

过市场实现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的商品化,建立

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格,兑现自然资源领域生

态产品价值。

社会是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生产、供应、销售

的需求方,政府的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供应计划、

市场的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配置路径均建立在社

会需求上,以社会需求量平衡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

品供给量。 满足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的供需关系

后,方才实现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生产—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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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的全过程闭合。 在获取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

品的过程中,社会须当遵从政府制定的消费行为准

则。 多主体在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 “生产—供

应—销售”机制中的作用见图 3。
2. 2　 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共创机制

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共创机制是一个渐

进式多主体参与机制。 初始阶段表现为自然资源领

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政府行政手段驱动的政策性

措施;中期阶段在引入市场主体后,市场发挥资源交

换功能,促成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的经济价值实

现,市场成为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经济价值创造

主体,以市场供给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和社会需

求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的形式,兑现自然资源领

域生态产品经济价值;最终阶段是政府、市场和社会

协同互动共创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市场转

化社会的参与角色,提高社会参与度,以此激发政府

的政策力度。 在不断提高政府和社会的参与能力

后,政府、市场和社会为适应彼此的自然资源领域生

态产品价值需求,自发地提高互动频率与力度,演化

出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创造主体多元化的价

值共创机制。
政府作为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发

起方,通过自然资源使用权、收益权转让的形式向市

场输送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的生产资料,增强市

场的供给能力,并将市场建设成为连接服务发起方

(政府)和服务接受方(社会)的重要中介,引导社会

认知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内容。 具体的建设

和引领方法为自然资源有偿使用立法和自然资源领

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政策,以此提供合法合规合理

的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市场和社会是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的吸

收者,市场拓展并兑现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

内涵,社会提供购买力、购买欲望并获取满意度。 社

会主体为市场的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定价提供参

考信息,在市场与社会的协同中产生新的价值内容,
并由市场吸收该内容以实现产品定价和供给升级。
市场以生产、供应、销售为路径,传递自然资源领域

生态产品价值,社会基于物质产品、调节服务和文化

服务的使用,变现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 经

过市场主体的联结,社会需求创造了超越商品价值

的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这一互动过程中社

会主体不仅扮演服务接受方的角色,还拓展了社会

主体服务价值创造的功能。 据此逐渐在多主体间实

现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互惠互利,引领了政

府的行政手段配合市场行为,吸引了社会主体参与

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无形中增加了自

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总量。 此外,市场利用其

配置灵活的特性,扩展了社会参与的机会,促进自然

图 3　 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生产—供应—销售”机制

Fig. 3　 "Produce-supply-sale" mechanism of natural resource ecological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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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领域生态产品在市场环境中的价值累积。 市

场驱动的价值共创吸引更多的社会主体参与,获得

了政府允许的更宽松的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供

应计划指导和交易许可。 多主体主动推动自然资

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主体间协同共创新价

值,逐步发展形成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共创

的共赢局面,最终实现多主体参与的自然资源领域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共同体(图 4)。 得益于竞合关

系和相互作用,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拥有更高的

产能和产值。
2. 3　 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信息交流机制

横、纵向信息交流是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不可或缺的部分,多主体基于信息沟通进而

采取决策和选择行为。 有别于一般自然资源领域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中政府指导信息内容及走向的

自上而下的信息交流方式,多主体协同的自然资源

领域生态产品信息交流模式将多主体置于平等地

位,任何主体释放的生态产品信息都将得到其他主

体的及时响应,无论信息来源主体是政府、市场亦或

是社会,信息都具备交流、利用价值。
政府作为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

中权威信息的输送方,不但凭借行政手段能高效地

传输信息,并且是信息的主动发送者。 政府释放的

信息能够极大程度引发市场和社会的响应,本质上

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和价值实现过程都需要政府

信息的下达、许可,所以政府传输信息具有强烈的指

令性作用。 与此同时,政府也要扮演好信息接收方

的角色。 为保障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

贯彻落实,政府需提升信息接收度,增强主动接收的

幅度。 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信息交互包括:政府接收

市场供给信息,根据市场供给信息调整自然资源领

域生态产品供应计划,再根据计划内容向市场和社

会传递新的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供应信息;政府

备案市场交易信息,政府在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

交易平台进行交易信息留底,并通过平台公开相关

交易信息,市场针对交易信息进行优化完善,社会监

督市场交易信息;政府释放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政策信息,市场调整供给方式、供给速率,
社会提高对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认

知,并根据个体理解选择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进

行消费;政府接收监督信息,由政府设置自然资源领

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监督的官方路径,市场和社会

均可通过此路径向政府反映监督信息,其内容包括

交易行为、商品内容、政策建议等,政府必须坚持保

质保效地回复监督信息,及时公开回复信息内容。
市场是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信息互

图 4　 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共创机制

Fig. 4　 Value co-creation mechanism for natural resource ecological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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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的现实载体之一,除了政府设立的信息交流门户,
市场也是信息交流的有形场所,每一次交易行为发

生都伴随着信息交流行为。 市场自发配置自然资源

领域生态产品的驱动力源于政府信息和社会信息,
政府信息指导市场行为,社会信息需求市场行为。

社会主体通常在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领域起到监督和倡导的作用,关注企业的经营自

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行为,向政府和公众传递有关

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的反馈信息,提高生态产品

价值的认可度。 所以社会主体在自然资源领域生态

产品信息交流机制中饰演被动接收的信息中枢。 研

究机构等社会主体在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的技术研发与创新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它们通过

开展科研项目、技术转移等方式为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提供关键技术支持。 社会主体具备专业知识和实

践经验,能够为政府提供关于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政策的建议和意见,这有助于形成更加

科学、合理的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政策

体系。 社会主体以开展跨界合作项目、分享信息与

技术资源等形式协助政府和市场建立合作关系,整
合各方资源,共同推动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 社会主体通过监督与倡导、技术研发与创新、
教育与培训、政策建议、资源整合与合作、项目实施

与管理、社会责任与道德引导、桥梁与联络、模范示

范和社会影响力等方面的工作,为自然资源领域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了有力支持。 各主体在自然资

源领域生态产品信息交流机制中的角色功能及互动

表现见图 5。
3　 不同自然资源类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多

主体协同路径

3. 1　 土地资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多主体协

同路径

土地资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见下页图 6)
是各种类型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中

历史最久、经验最丰富、模式最成熟的,其形式多样,
且参与主体多元,现已发展成为多主体参与的价值

实现模式。 土地资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的成熟

得益于城乡土地交易市场的进步,尤其是社会主体

参与度、活跃度高。 因此,多主体协同的土地资源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需保留现有的主体参与范围和

限度,增加社会主体权益保障内容。 结合土地综合

开发、土地资源配额交易、土地金融、土地权益出让

等价值实现模式,整合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主体的

参与作用。
政府为土地资源交易和使用立法定规,以强力

的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严格把控土地资源的利用。 同

图 5　 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信息交流机制

Fig. 5　 The information exchange mechanism for natural resources and ecological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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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土地资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多主体协同路径

Fig. 6　 Multi-agent collaborative path for realizing the value of land resource ecological products

时,政府作为土地出让市场的唯一供应方,决定了土

地资源价值和价格,二级市场内交易价格均取决于

一级市场的定价。 此外,由政府颁布的国土资源空

间规划限定了所有土地资源的用途和用量,一切市

场和社会的土地资源利用行为都处于政府的监管之

下。 土地资源的保护与修复也是由政府占据主导地

位,这是政府治理职能的关键内容。 现阶段土地资

源的保护与修复的权利逐渐从政府让渡到市场和社

会主体,以此节约相应的财政支出,并保障土地资源

利用与保护的主体统一。
市场配置显化了土地资源生态产品的经济价

值,为土地资源交易提供平台和场所,是土地资源供

求双方的价值交换、价格实现的关键节点。 土地资

源生态产品被规划、计划严格规制,因此在有限的供

应量和使用途径内,市场实现了土地资源的高效配

置、土地资源生态产品的竞价制度建立、土地资源生

态产品收益的合理分配和联系政府与社会的中介功

能。 市场承担了土地的开发利用职责,在这一过程

中虽然通过利用土地要素获得了大量的增值收益,
但也损害了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所以市场还需

支付土地资源税费,用于土地整治、土地修复等土地

保护措施的资金筹措。
社会主体利用土地生产和生活的过程表征了土

地资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社会依赖土地进行生

产、生活,所以支出一定的土地资源使用费用于获取

土地资源使用权。
3. 2　 水资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多主体协同

路径

水资源生态产品中的有形产品,如水产品、饮用

水、生活用水、生产用水等,可通过政府或市场定价

的形式,以一定价格在市场内完成交易,从而基于多

主体的付费,实现其生态产品价值。
水源涵养、洪水调蓄、气候调节等无形产品的价

值实现需要依靠政府和市场协同互动,使其外部经

济性内部化。 由政府主导或统筹组织工作,引导市

场个体和社会个体通过流域生态补偿、水权交易等

手段间接实现水资源生态产品价值[31]。 政府确立水

资源使用的限度,向超额使用水资源或破坏水资源

的责任主体征收水资源补偿金;建立流域补偿机制、
水权交易平台,进而通过横纵向流域补偿金的转移

支付和水资源权益转让的付费,实现水资源调节服

务类生态产品的价值。 除了以支付手段显化水资源

生态产品价值,市场主体以投资手段、技术手段、劳
动手段参与水资源节约、流域生态修复、污水排放防

治等提升水资源生态环境的行为,集合社会主体,完
成水资源无形生态产品的价值兑现。 每个主体在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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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同时,兼具水资源环境监督职责,政府以水质标准

为要旨,市场以水源质量为需求,社会以水质观感为

要求,监督水资源是否严格维持环境保护、保持水资

源生态产品供应能力。
此外生态标签认证(饮用水品牌等)、河流湖泊

生态旅游等形式可以实现水资源生态产品的溢价。
政府负责水资源生态环境条件的基本保障,并引入

市场或社会个体进行修复(保护)工作、产品开发、旅
游发展,丰富水资源生态产品的价值内容,促进水资

源生态产品增值。 具体路径如图 7 所示。
3. 3　 森林资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多主体协

同路径

政府是森林资源的所有者,林业生产部门的管

理者,所以森林资源物质产品必须依照政府制定的

森林资源生态产品目录,进行以市场和社会的生态

绿色产品需求为导向的森林资源物质产品生产活

动。 市场通过响应森林保护政策、增加资金投入、提
升科学技术水平等形式提高森林资源物质产品的价

值内容。 社会作为森林资源物质产品消费者,应提

高对森林资源物质产品的认知,推动森林资源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
外部性较强的森林资源调节服务类生态产品需

要政府通过征收生态补偿税、转移支付等手段获取

并利用森林生态补偿金,以经济手段将森林资源受

益方的外部性收益内部化。 另一方面,政府积极推

动林业确权工作,构建森林资源经营收益权出让、转
让和租赁等交易机制,探索森林资源使用权转让、排
污交易权交易等市场化补偿模式。 在制度保障、权
益维护的前提下组织市场和社会提高对调节服务的

价值认同度,尤其是引导市场主体对调节服务价值

进行价值评估,为调节服务的定价机制背书。
森林资源文化服务类生态产品则需要政府、市

场通力合作,积极引导社会消费文化服务类生态产

品。 例如森林公园的建设,不仅需要政府授予开发

许可,并且需要市场的资本投入用于基础设施建

造,最终建成为社会服务的环境优良的森林公园。
在确保森林公园提供公益性公共服务的基础上,政
府可以准许市场主体在公园内部建立特许经营的

盈利性场所,使社会主体在体验森林系统服务的同

时产生消费行为,为投入森林公园建设资本的市场

主体提供盈利渠道,实现资源保护和经济发展双赢

局面(见下页图 8)。
3. 4　 湿地资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多主体协

同路径

湿地资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核心是湿地指标

配额、湿地物质产品、湿地资源权益。 湿地指标配额

的运营方式主要通过身处湿地指标配额制度主导地

位的政府主体实施湿地生态补偿、湿地转移支付和湿

图 7　 水资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多主体协同路径

Fig. 7　 Multi-agent collaborative path for realizing the value of water resource ecological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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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森林资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多主体协同路径

Fig. 8　 Multi-agent collaborative path for realizing the value of forest resource ecological products

地污染赔付政策,市场和社会协助参与对湿地生

态系统的生态保护和湿地资源保护方(政府或社

会)的权益维护。 但湿地指标配额中的湿地信用

交易模式是市场化运营模式,因此政府在这一模

式中仅扮演引导者和管控者的角色,湿地信用交

易主客体是市场和社会;湿地物质产品的运营方

式有物质产品交易、湿地产业开发、湿地碳汇交

易和湿地金融产品。 物质产品交易、湿地产业开

发均由市场推动,市场在产品生产和产业经营过

程中肩负重要职责,是借助资本显化生态产品价值

的关键。 湿地碳汇交易和湿地金融产品(信贷、债
权)需要将湿地资源生态产品价值嵌入碳汇工具和

金融工具,借助工具交易实现内在价值。 湿地资源

权益有湿地权益出让和湿地特许经营两种途径。
湿地权益出让方是政府或社会,受让方是市场或社

会,政府处于强力监管地位,监督湿地权益转让。
湿地特许经营由政府赋权,市场或社会落实,通过

市场化经营手段获取经济收益并回馈湿地保护基

金。 湿地资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多主体协同路径

如图 9 所示。
3. 5　 海洋资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多主体协

同路径

政府主体在海洋资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中

主要承担以下职责。 地方政府验明海洋资源生态产

品的海域来源后标明来源、特殊价值内容,制定生态

标签,实现海洋资源生态产品增值;授予市场个体或

社会个体海洋资源特许经营权,准许其开发、加工、
生产海洋资源生态产品,例如海产品制作、海洋旅

游、近海餐饮或者购物场所等,并依据其经营类型差

异,向其征收不同标准的海洋环境税, 用于海洋生态

图 9　 湿地资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多主体协同路径

Fig. 9　 Multi-agent collaborative path for realizing the value of wetland resource ecological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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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以此弥补海洋生态系统供应生态产品过程中

的损耗。 政府作为海洋资源的所有者,需组织市场

主体和社会主体参与海洋生态环境修复,为其提供

实物、资金、技术等多元化修复协助,从而履行海洋

生态环境修复职责。
海洋资源产权交易主要是社会个体与从事海洋

产业运营的市场个体进行海洋资源使用权、收益权

的交易。 经营海洋旅游的市场个体集中海洋资源使

用权和收益权用于经营海洋生态旅游开发。 在市场

与社会以海洋资源权益为标的物的市场交易过程

中,以海洋保护地管理机构为代表的政府主体与市

场之间的碳汇交易也是一种海洋资源产权交易的互

动表现。 海洋吸收碳排放所实现的碳减排量,被需

要中和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碳排放的市场个体购

买[32]。 政府和市场间的碳汇交易过程,是实现海洋

生态系统调节服务功能价值的重要途径。 同时,海
洋生态系统提供的其他调节服务类生态产品,例如

空气净化等,可经过海洋旅游、海洋康养等途径实现

其产品价值。
社会主体参与海洋游憩活动,需支付海洋生态

环境补偿金(非直接收取补偿金,而是在游憩消费场

景中间接收取)。 还可以通过直接的货币型补偿,如
赞助海洋生态补偿专项基金、海洋生态保护专用基

金,用于海洋生态系统维护。 以上间接收费和直接

捐赠的补偿金也可用于海洋保护地生态修复、海洋

科普的志愿工作人员的经济奖励,实现间接的劳务

型补偿。 海洋资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多主体协同路

径见图 10。
4　 结论与讨论

4. 1　 结论

本文首先描述了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的特征和基本概念,简要概述了单一主体治理的

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缺陷,借助多主

体协同治理理论阐释了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的理论逻辑。 其次,厘清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

品“生产—供应—销售”机制、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

品价值共创机制和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信息交流

机制中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主体功能、参与方式、机
制运行原理,并将三个机制连接,共同建立自然资源

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多主体协同机制。 最后提

出土地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湿地资源、海洋资源

等不同类型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路

径,明确多主体在不同自然资源类型的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路径中扮演的差异化角色。
4. 2　 讨论

多主体协同的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机制,规避了单一主体主导或多主体单向互动的自

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存在的弊病,增
强了非政府主体在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过程中的参与度和活跃度,能够显著提高自然资源

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效率。 但多主体协同理念

在中国公共事务治理领域的应用存在一定挑战。 当

市场在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生产部门承担越多的

生产功能,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具有越高的市场化

图 10　 海洋资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多主体协同路径

Fig. 10　 Multi-agent collaborative path for realizing the value of sea resource ecological products

·54·



程度后,越有可能发生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的供

给失序。 导致这一潜在风险的原因是市场的自发性

和盲目性,即市场对经济效益的盲从。 当市场追逐

经济效益最大化时,势必增加对自然资源领域生态

产品的需求量,随之可能产生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

品过度生产、质量降低等问题,因此威胁到自然资源

安全。 所以,依照多主体协同治理理念构建自然资

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必须稳固政府在自

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供给领域的主导地位,严格遵

守有形生态产品的供应上限,降低自然资源领域生

态产品生产伴随的生态风险和资源风险。 此外,如
何保障市场和社会主体参与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的基本权益也是一项重要议题。 确保非政

府主体在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能

够充分发挥“治理”权利,而非简单地进行参与行为,
是践行多主体协同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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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agent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and Path for Realizing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Products in the Field of Natural Resources

Xie Hualin　 　 Li Zhiyuan

Abstract:The realization of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products in the field of natural resources is a key path to im-
plement the transformation concept of " two mountains" and promote ecological benefit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existing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realization mechanism and local practice mode have problems such as single govern-
ance subject and insufficient driving force of participating subject. Therefore,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realization in the field of natural resources with the help of multi-agent collaborative govern-
ance theory. Based on this,a multi-agent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for realizing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products in the
field of natural resources is designed with the " production - supply - sales " mechanism, the value co - creation
mechanism of ecological products in the field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information exchange mechanism of ecological
products in the field of natural resources as the core elements. This will help expand the value realization model of land
resource ecological products,water resource ecological products,forest resource ecological products,wetland resource
ecological products. Guided by the multi-subject cooperative mechanism of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realization in the
field of natural resources,we create a new pattern of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realization with multi-subject co-govern-
ance.

Key words:realizing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products;multi-agent;natural resources;collaborative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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