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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补偿制度是我国社会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通过结合实践和理论，在综合多

方要素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制度体系，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地位显著。生态补

偿制度的落地可调动各利益相关方积极性，促使各方共同保护生态环境。近年我

国生态补偿机制建设效果显著，但仍然有很多问题，比如补偿范围小、标准低、

相关机制不完善、生态补偿资金绩效审计评价体系不完善等一系列问题影响了其

效果。近年来对黄河流域生态系统的过度使用使得黄河生态功能不断下降，生态

服务与供给不足，国家不断探索完善黄河流域生态补偿方式方法，2020 年 4 月

由我国财政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国家林草局联合印发的《支持引导黄河全

流域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提

出要探索建立黄河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核算体系，改善生态补偿资金分配方法。因

此，对黄河流域生态补偿绩效审计评价问题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生态补偿绩效审计评价是对生态补偿政策实施是否有效、有多大效果的有力

回答，但目前我国生态补偿绩效审计评价体系尚未建立，无法对生态补偿的效果

进行科学评价，探寻科学合理可行的生态补偿资金绩效审计评价体系已成当务之

急。近几十年来，我国流域生态补偿主要评价重点工程项目和重点流域，对资金

评价的重点大多聚焦在项目资金的合法合规性上，对生态环境效益的实现程度、

政策运行有效度、资金使用是否经济等问题评价不多。同时国内学者对流域生态

补偿资金绩效审计评价体系研究不多，很少有文献从生态效益为切入点对环境绩

效审计评价指标做出研究。因此，本文基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程度建立黄河上游

生态补偿资金绩效审计评价体系，以一个新的视角为切入点对绩效审计做出评

价，在此基础上充分考虑黄河上游生态环境的独特性，将水源涵养、水量、水质、

节水等指标引入绩效审计评价体系，使用生态效率指标构建出基于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程度的流域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为后续指标体系构建和流域生态补

偿标准制定提供参考。

在指标构建中，本文先通过统计生态补偿资金投入，再以环境重置成本法对

黄河上游水资源和生态产品进行货币化计量，最后通过计算生态效率指标得出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程度度量黄河上游各个区域生态补偿资金投入效果。将流域内其

他区域省份生态效率指标进行排序，通过横向对比，得出评价结果。根据评价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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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等级分配下一阶段生态补偿资金，将资金向总生态效率指标高的地区倾斜，同

时关注水源涵养生态效率指标、水资源贡献生态效率指标、水质改善生态效率指

标和用水效率生态效率指标，以体现生态产品和补偿资金紧密挂钩。对于当年生

态效率排序评价中，排名靠后的地区，扣减其下一补偿期间补偿资金，所扣减的

资金用以奖励排名靠前的地区。对于排名中间的地区，同时各个生态效率指标都

为正的地区在下一个补偿期间全额拨付补偿资金，同时排名靠前的地区可以得到

排名靠后地区的扣减下一期间生态补偿资金。

本文首先明确了生态补偿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机制对于生态补偿制度的重要

性，并梳理了国内外相关文献，总结出了现行黄河流域生态补偿绩效审计评价机

制现状和存在问题。其次，文章运用环境重置成本法计算黄河上游生态产品价值

量，提出基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程度来构建黄河上游生态补偿资金绩效审计评价

体系，通过计算其生态效率指标并进行排序得出结论。最后，将建立的评价指标

体系运用于甘南藏族自治州，并对其评价结果进行分析。通过统计 2016-2019

年甘南藏族自治州水资源生态补偿资金投入，计算甘南藏族自治州 2016-2019

年生态产品价值，最终计算出甘南藏族自治州 2016 年、2017 年、2018、2019

年生态效率指标结果，本文或将为黄河上游生态补偿标准的制定给予相应参考。

关键词：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生态补偿资金绩效审计评价 黄河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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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ystem is a system formed gradually on the basis of

comprehensive factors through combining practice and theory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in China, and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China. The implementation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ystem can

mobilize the enthusiasm of all stakeholders and promote all parties to protec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ogether. In recent years,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has been very effective, but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such as small compensation scope, low standard, imperfect related mechanism,

imperfect performance audit evaluation system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funds, etc.

In recent years, the excessive use of the Yellow River ecosystem has made the

ecological func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declining, the ecological service and supply

are insufficient. The state has constantly explored and improved th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thods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n April 2020,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the Ministry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the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The four departments of the State Forestry and grass

Administration jointly formulated and issued the pilot implementation plan of

supporting and gui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horizontal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in the whole Yellow River Basin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scheme).

The plan proposes to explore and establish the standard accounting system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d improve the allocation

method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funds.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performance audit evaluation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The performance audit evaluation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s a powerful

answer to the effectiveness and effec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policy. However, the performance audit evaluation system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n China has not been established yet. Therefore, it is urgent to evaluate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基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黄河上游生态补偿资金绩效审计评价研究

the effect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cientifically and to explore a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performance audit evaluation system of the compensation fund. In recent

decades, the main evaluation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n China is on key projects

and key basins. Most of the emphasis on fund evaluation focuses on the legal

compliance of project funds. There are few evaluation on the degree of realiza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enefits, the effectiveness of policy operation and the

economic use of funds. At the same time, domestic scholars have not studied the

performance audit evaluation system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funds in watershed,

and few literatures have made research on th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udit

evaluation index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benefits. Therefore, based on the

realiza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this paper establishes the performance audit

evaluation system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funds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and evaluates the performance audit from a new perspective. On this

basis, the uniqueness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is fully considered, and the indicators of water conservation, water quality,

water quality and water saving are introduced into the performance audit evaluation

system, The paper constructs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river basin fund

performance audit based on the realization degree of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by

using ecological efficiency index, which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ollow-up index system and the formulation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tandards of

the basin.

In the index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first uses the statistics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fund input, then monetary measurement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cological products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by environmental

replacement cost method. Finally, the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realization degree is

calculated by calculating the ecological efficiency index to measure the effect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Fund investment in each region of the upper Yellow River.

The ecological efficiency index of other provinces in the basin is sorted, and the

evaluation results are obtained by horizontal comparison. According to the evaluation

results, the next stag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funds are allocated, and the funds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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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ined to the areas with high overall ecological efficiency index. Meanwhile, the

ecological efficiency index of water conservation, ecological efficiency index of water

resource contribution, ecological efficiency index of water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ecological efficiency index of water use efficiency are concerned to reflect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ecological products and compensation funds. For the areas

ranking the bottom in the ranking evaluation of ecological efficiency in the current

year, the compensation funds for the next compensation period shall be deducted, and

the deducted funds shall be used to reward the top areas. For the middle regions, the

regions with positive ecological efficiency indicators will fully allocate compensation

funds in the next compensation period, and the top regions can get the deduction of

th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funds in the next period.

This paper first clarifi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performance audit evaluation

mechanism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funds to th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ystem,

and summari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the current performance audit

evaluation mechanism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Secondly, the paper calculates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products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by using the method of environmental replacement cost, and

proposes to construct the performance audit evaluation system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funds in the upper Yellow River Based on the realization degree of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The conclusion is drawn by calculating the ecological

efficiency index and sorting. Finally,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is applied to Gannan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and the evaluation results are analyzed. By statistics

of the investment of water resources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fund in Gannan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from 2016 to 2019,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products in

Gannan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in 2016-2019 is calculated. Finally, the

ecological efficiency index number of Gannan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in

2016, 2017, 2018 and 2019 is calculated. This paper may provide corresponding

reference for the formulation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tandards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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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现状

1.1.1 研究背景

黄河上游地区不仅是我国重要的农业、牧业生产基地，同时也保障了整个西

北地区的生态。黄河上游的重要性和价值不仅体现在其生态上，更体现在其经济

价值和战略价值上。黄河流域在中华民族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黄河流域

的径流量虽然只有全国径流量的 2%，但是我国大约 12%的人口生存依靠黄河流

域，因此也被称之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伴随着黄河流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是其生态系统的破坏，近年来，黄河流域由

于草原无节制放牧、森林无节制砍伐、资源过度开采等问题使得黄河流域水源涵

养区的涵养水源功能不断削弱，黄河上游生态产品（服务）供给严重不足。

2016 年发布的《中国城市水蓝图》指出 ，我国约有 60%的城市水资源出现

短缺问题，大约有 20%的城市水资源出现严重短缺问题。在此压力下，我国水资

源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国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投入大量资金治理流域生态，对黄

河流域生态补偿资金投入已成为改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重要途径，但是有多大

效果并不明确。

2014 年整个黄河流域出现旱情，2015 年黄河流域的径流量更是达到了近 50

年来的最小值，并且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 2017 年。伴随着黄河流域水资源问题

的日益严重，严重影响到了黄河流域的生态功能的发挥，这些问题制约了黄河上

游发展传统产业经济。根据 2019 年《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可知，黄河流域

为轻度污染，干流水质为优，但是支流污染情况严重。同时，通过查询国家审计

公告，发现对于黄河流域，审计署只有 2011 年发布了公告，对其相关专项资金

进行了审计并公布结果。其结果显示，部分省区欠征水资源费、污水处理费、垃

圾处理费、排污费等费用；存在排放不达标的项目和污水处理厂；部分省份水土

保持资金没有配套、相关项目评估批准存在违法行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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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现状

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保护宝贵的水资源，我国确立了流域生态补

偿的基本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相关的规章制度，如《水环境补偿办法》等。

地方政府也纷纷采取措施，出台相应的规章制度和办法，福建省为了进一步做好

水资源保护工作，制定了《福建省闽江、九龙江流域水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进一步规范了补偿资金使用，该项制度为我国其他各省市水资源生态补偿

工作发挥了借鉴作用。

除此之外，对于流域生态补偿的其他制度建设，我国还不够健全，尤其是对

于流域生态补偿资金的使用状况的评价工作尚未建立，国内也尚未建立生态补偿

资金绩效评价体系。近年来，国家对黄河流域 9个省份的生态补偿资金呈现出逐

年递增的态势，2016-2019 年间，中央累计给这些地区转移支付 944.56 亿元。

其中，上游省份额度较高，2019 年分别为 64.62 亿元、44.76 亿元、32.57 亿元。

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共同作用下，黄河上游生态补偿资金在对于黄河上游生态改

善发挥了作用，2016、2017、2018 年 3 年间，内蒙古的清水河、托克托、准格

尔共治沙造林约 90 万亩，共种草约 330 万亩。2019 年甘肃省营造林约 476 万亩，

青海省有效遏制了三江源草地退化趋势。

在我国流域生态补偿开展后，对其资金绩效审计对象主要是工程项目和重点

流域，其中主要对项目相关资金的合法合规和政策执行情况进行审计、对流域生

态效益的实现程度、政策运行有效度、资金使用是否经济等问题评价的不多。并

且我国有关流域生态补偿资金绩效审计评价体系的研究不多，大部分有关研究指

标都缺少个性指标，大多是财务指标，很少有非财务指标，从生态环境角度进行

绩效审计的指标更少。对于黄河流域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来说，一直以来我国都对

项目绩效审计状况，流域环境治理项目资金和管理措施的绩效审计进行评价，很

少对投入资金取得的生态效果进行评价。而黄河流域生态补偿资金绩效审计评价

工作的顺利有效进行，首先要有一套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其具体指标和算

法会对结果产生直接影响，此体系构建的科学性会对黄河流域资金绩效审计评价

能否顺利开展产生关键影响。

因此，本文基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程度建立黄河上游生态补偿资金绩效审计

评价体系，以新的视角切入资金绩效审计，在此基础上充分考虑黄河上游生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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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性，将补偿资金投入所产生的黄河流域生态改善效果视为重点，将水源涵养、

水量、水质、节约用水等指标引入绩效审计评价体系，通过对比生态补偿资金投

入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程度，构建出基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程度的流域生态补偿

资金绩效审计评价体系，最终得出基于此体系的评价结果。为建立科学、客观、

可比的定量指标体系和黄河上游生态补偿制度的完善提供一定的参考。

1.1.3 存在问题

目前我国流域生态补偿资金绩效审计评价过程中，存在以下四个主要问题。

第一，缺乏统一规范的评价体系。在黄河流域生态补偿工作中，对其资金绩

效进行审计评价时，没有统一的评价标准和体系是首要难题。在国内现有的政策

文件和法规中，针对生态补偿审计工作的程序规定、责任归属都还不够明确，没

有比较科学的指标体系，致使相关人员在进行生态补偿资金绩效审计评价工作中

面临许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相关管理者需要从专业角度出发，通过制定评价

和分析策略，提高生态补偿资金绩效审计的效率和质量，降低生态补偿资金审计

风险，推进我国生态补偿资金绩效审计的发展。

第二，对生态环境效益评价不重视。目前国内审计流域生态补偿时，对资金

进行审计时一般从其来源、拨付和使用情况入手，对相关项目进行绩效评价时，

一般从水污染处理情况入手，无法体现流域生态环境质量变化情况和生态补偿资

金具体产生多少生态效益。

第三，相关人员知识结构单一。伴随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发展，新技术会

被不断引进，这就会要求相关人员具备高技能和高知识储备，复合型人才会更加

被需要。而现有状况是目前我国从事生态补偿资金绩效审计人员的工作人员主要

来源于传统的审计领域。我国生态补偿资金绩效审计相关人员生态学和地理学等

相关知识储备量不足，知识结构薄弱，极大影响了我国生态补偿资金绩效审计工

作的进展，制约了我国生态补偿资金绩效审计工作的时效性和有效性。与传统审

计相比，环境审计对人才要求较高，培养周期长，培养难度大，有限周期内，因

为人才储备不足、人才综合素质不高、相关部门重视度较低等问题都制约着我国

生态补偿资金绩效审计评价的发展。

第四，信息化建设不足。由于生态系统的特殊性，提升生态补偿审计工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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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和效果最好的方法就是各个部门将相关信息和数据进行共享，统一起来。但是

由于生态系统的跨区域性，在现实情况中，各种部门之间数据难以共享，尤其在

跨区域和跨部门之间合作与协调度不高，导致信息融合度有限，这也大大制约了

生态补偿审计工作的有效发展。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1.2.1 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是运用生态经济学理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态补偿理论、

绩效审计评价理论以及环境政策评价的基本原理，探讨基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

生态补偿资金的绩效审计评价，在此基础上研究生态补偿资金投入对流域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和流域生态系统的影响。构建一套能够适应黄河上游生态补偿资金绩

效审计评价的体系，该体系的目标是能够全面客观的反映生态补偿资金投入的效

果，为下一期资金分配和投入提供一个参考，将资金投入到水质改善效果更好、

水资源利用效率更高的地区，也便于为提供了更加良好的生态产品价值的地区提

供更多的补偿。该体系是建立生态补偿激励体系的重要基础，为下一阶阶段各地

区资金分配提供了考核的依据，或将为政府部门制定分配政策提供参考。

1.2.2 研究意义

本文研究意义主要在于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和深化生态补偿资金绩效审计评

价。从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角度来看，对比分析国内外政策和措施后，本文目的

是通过研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程度和流域生态补偿绩效评价之间关系，提出解决

黄河流域生态补偿资金投入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之间的逻辑关系，体现对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优秀地区的补偿，使得生态补偿机制更加完善，以实现“生态—经济

—社会”系统持续健康发展的问题。目前我国在生态学和经济学等领域内，对流

域生态补偿的研究多，各个流域也在如火如荼进行生态补偿实践探索，但对流域

生态补偿资金投入产生的生态效果的评估研究较少，本研究是对当前保护和修复

黄河上游生态领域研究的补充。从深化生态补偿资金绩效审计评价的角度来看，

理论界研究生态补偿资金绩效审计评价的学者不多，相关研究也较少，这种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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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很好满足环境审计实践中的需要，因此，怎样通过整理现有相关的审计经验，

在此基础上开展和发展生态补偿资金绩效审计，从而指导环境审计实践是我们现

在面临的首要问题。本研究基于会计学、生态经济学、地理学等学科理论，通过

研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分析生态补偿的效率和效益，以及其互相作用情况，

同时通过统计生态产品事物量数据，进行留存，并用环境重置成本法对其进行货

币化计量，使得数据横向纵向可比，对比生态补偿资金投入和生态产品价值量，

对生态补偿资金投入是否有效，有多大效果进行绩效审计评价。以政府和地理信

息来观察统计黄河上游水质水量等相关指标变化，达到增加生态补偿资金绩效审

计的研究切入点，丰富生态补偿资金绩效审计研究内容的目的。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1.3.1 研究思路

本文基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程度来对生态补偿资金进行绩效审计评价，在使

用环境重置成本法对生态产品价值进行货币化计量的基础上，通过生态效率指标

得到期间内生态补偿资金投入绩效情况，构建基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流域生态

补偿资金绩效审计评价体系，最终应用于甘南藏族自治州，得出案例区域关于生

态补偿资金绩效审计评价结果。

本文主要围绕“绪论——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基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

黄河上游生态补偿资金绩效审计评价体系构建——评价体系运用——结论与展

望”等五个章节贯穿全文，基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黄河上游生态补偿资金绩效

评价研究的技术路线，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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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原则

研究背景

与现状

创新与不

足

绪论

研究目的

与意义

研究思路

与方法
数据来源 文献综述

评价结果

与分析

基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黄河上游生态

补偿资金绩效审计评价体系构建

评价目标 内容框架
计算及评

价方法

指标体

系设计
评价标准

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核心概念 理论基础

甘南藏族自

治州概况

评价结果与

分析

评价体系运用——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

甘南藏族自治州

黄河上游域概况

基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黄河流域甘

南藏族自治州生态补偿绩效评价

研究结论 未来研究展望

结论与展望

1.3.2 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法：本文在文献综述上主要通过搜集文献和相关研究论文、期刊杂

志、政府公告等，对其进行对比，通过对生态产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生态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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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资金绩效审计评价等方面的文献进行了大量阅读，并使用了其贡献的理论基

础。

案例分析法：本文通过案例研究法，以生态学和经济学中的相关概念加之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理论基础，对生态产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生态补偿、

资金绩效审计评价等进行了研究综述，以生态问题为导向，解决问题为目标，在

考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程度的基础上，对生态补偿资金投入进行绩效评价，建立

了评价指标体系，为黄河上游生态补偿资金投入效果和效率提供逻辑思路与方

法。

1.4 数据来源

为保证数据来源的真实性及计量结果的可靠性，本文中涉及的各项资料及相

关计量数据主要采用甘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水

务局、财政局等相关单位部门官方网站的政府公开信息。具体收集、选用数据的

单位如下表 1.1 所示。

表 1.1 数据来源表

数据类型 发布数据单位名称

环境 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

水文、水资源 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水务局

资金数据
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林业和草原局、

水务局、财政局

1.5 文献综述

1.5.1 国外文献综述

对于“生态补偿”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外国学者提出的“生态服务付费”衍

生而来。1950 年，美国“水资源委员会”在发布的《流域经济分析的实践建议》

中探讨了流域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提出了“生态产品服务付费”的概念。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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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an 等（2006）利用生态等价分析法（HEA）估计了生态产品服务的损失价值，

并将生态产品服务的损失价值作为生态补偿资金的确认依据。1970 年后，

Larson 和 Mazzars 提出的湿地快速评价模型被认为是流域生态补偿首次从理

论转为实践。Jetske A. Bouma 等（2011）以印度南部流域建设项目为研究对象，

最终得出结论：“外部性没有被消除，投入成本多于净收益”。Gilles Grolleau

等（2012）探讨流域生态补偿政策交易成本以解决水质问题。Ashutosh Sarker 等

（2008）主张结合市场和非市场两种方法管理流域水质。Cuperus（2001）提出

用异地重建来补偿在开发过程当地生态带来的不良影响。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生态环境绩效审计”的相关研究开始出现。丹尼斯

Dainese(1989)研究了对于自然资源的利用和管理的绩效审计情况。1990 年，环

境管理准则 ISO14000 正式颁布。Lightbody（2000）进一步扩展了环境绩效审计

的概念，将环境和理解和环境复核纳入环境绩效审计体系。对于生态效率评价，

不同学者从不同视角设计了评价指标体系。Christine Jasch（2000）从环境投

入和产出的视角入手；Guillen-Arguelles，Elisa（2009）从旅游环境视角入手；，

Mateus Ricardo NogueiraVilanova，Paulo Magalaes Filho（2015）从经济、

社会、环境三个角度分别构建指标体系。“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

指出生态效率可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其最早将生态效率定义为通过提供具有价

格优势的产品（服务），可保证人们生存生活需求和对环境资源产生较少的影响。

1.5.2 国内文献综述

1990 年后，流域生态补偿试点相关研究和试点工作在我国逐步展开进行，

我国学者研究主要在生态补偿相关政策制定方面。胡继连等（2004）研究了生态

补偿的实施对策，他提出要建立全国水权市场，引入市场机制来约束流域上下游

地区。梁丽娟等（2006）提出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功能，建立全流域横向管理

制度来改变流域内各个地区的利益分配格局。陈泽辉等（2012）研究了补偿资金

来源的问题，他提出要建立联合投资模式来解决生态补偿的资金问题。

郭志建等（2012）从利用委托代理理论分析了流域内各个地区政府和民众的

利益诉求和行为模式。李小燕等（2012）总结了水源地生态补偿中存在的问题，

如生态补偿的标准确认难度较大、河段之间差异难以界定等。徐大伟等（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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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了流域生态补偿实施前后的经济后果，探讨了生态补偿工作的实施效率。跨

界流域生态补偿量的研究是生态补偿量测算研究中的重点，其对政策的落地有着

非凡的意义，在对跨界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确立上，吴晓青等（2003）认为应该

以生态补偿受益或受损量的一半为标准。徐大伟等（2008）则认为应该根据水权

和地区 GDP 贡献率来确定标准。刘俊威等（2011）认为应该通过估算水资源纳污

能力损失价值来定补偿标准。

祖建新与刘子洁（2007）构建了多维度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了浙江省的环境

绩效评价；崔向雨（2008）通过将定性研究方法和定量研究方法相结合，构建了

补偿政策评价框架，研究北京市环境审计绩效，并做出了实证分析。单薇、方茂

中（2009）通过建立生态补偿效益评价模型来评价生态补偿资金绩效审计；程滨

（2012）构建了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绩效审计评价模型；徐大伟（2015）用倾向值

匹配法；王慧杰（2015）则采用 AHP 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流域生态补偿做出评价；

郭丽玲（2015）构建了基于林农满意度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了赣江源区林农的

环境绩效；孔德帅、胡振通等（2016）通过对比各个案例地区并分析，提出了目

前我国生态补偿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有关生态效率的研究开始较晚，但近年来研究成果丰硕，研究热点主要

集中在如何将生态效率概念应用到区域循环经济建设。杨斌等运用 DEA 法对我国

多个省市的生态效率进行评价。李名升等采用能值和物质流法对吉林省的生态效

率开展研究。顾晓薇等将生态效率解释为生态足迹的经济产出，并对辽宁省的生

态足迹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分析。张炳和张妍分别评价了江苏省、北京市的生

态效率。此外，生态效率也在企业中得以广泛应用。陆钟武等运用企业生态效率

指标对钢铁企业进行评价。

1.5.3 文献述评

国际生态补偿在理论基础、概念界定、补偿标准、生态产品标识等方面给我

国提供了很多经验。但由于全球相关理论研究发展时间都不长，其相关理论和实

践仍然有很多问题等待解决。近年来我国在生态补偿理论和实践中成果显著，但

与国际相比我国的研究相对较为薄弱，从法律法规方面来看，国外理论基础扎实，

经验丰富，制度完善，我国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从补偿方式来看，国外市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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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健全，市场占比较大，我国主要是政府主导，市场机制不健全，市场在生态补

偿中发挥的作用较小。从区域生态补偿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机制来看，国内对相关

项目进行审计后对绩效审计评价的缺失导致了区域生态补偿制度不完善。有关生

态效率指标确定和计算，国外通过从不同角度入手构建指标，国内学者从不同类

型企业和角度入手构建指标，本文在国内外众多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从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角度构建生态效率指标，用以评价区域生态补偿资金使用效率。

1.6 创新与不足

1.6.1 本文创新点

本论文可能的创新点有以下 3点：首先，研究视角新，时效性强；“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与“生态补偿绩效审计评价”由于提出时间不长，与其相关的研究

还比较少并且还在浅层次探索阶段。本文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为切入点，对

黄河上游生态补偿绩效进行研究。将生态补偿资金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程度相关

联，根据最终评价结果的排序分配下一期生态补偿资金，将资金向水资源贡献高、

水质提升、节约用水明显的地区倾斜，以体现生态产品和补偿资金紧密挂钩。其

次，流域与典型案例相结合；本文首先对黄河上游省份地区水质水量、生态补偿

现状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现状进行整体分析。其次选择了比较典型又相对独立的

甘南藏族自治州作为案例区域进行剖析。甘南藏族自治州是黄河、长江的水源涵

养地和补给区，是青藏高原生态屏障中不可或缺的一块，其生态战略地位不言而

喻，它对黄河、长江流域的工农业生产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直接影响。

研究它的生态补偿绩效对于黄河上游生态补偿制度有重要作用，通过哪些措施来

实现其生态价值，并且推动了生态补偿发展，又有哪些不足值得借鉴学习，从而

为黄河流域其他地区生态补偿机制的完善提供参考。最后，以系统论的视角研究

黄河流域生态系统如何实现其价值并影响生态补偿资金绩效审计评价的。根据生

态系统资产与服务的核算，对比生态补偿资金投入，计算生态效率，分析其生态

补偿资金绩效情况，再反过来通过调整补偿机制的设计对输出优质生态产品地区

加大生态补偿。通过机制中的惩罚和激励措施，促使决策者和相关利益主体做出

有利于“生态—经济—社会”系统和谐发展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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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本文不足点

本文的不足点主要是在写作过程中资料收集渠道有限，数据有所缺失。其中，

数据缺失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因为统计部门暂时未对水资源保护、维护流域

生态安全所放弃的相关经济发展数据进行统计和公开，因此水资源资产的自然资

源战略层的成本数据缺失，造成计量的水资源资产价值整体偏低，不能完全反映

水资源资产的价值总量；第二，截止本文数据收集进行计算时，2019 年有关统

计数据尚未完全公开，数据统计不完全；第三，本文中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个人

通过各种官方渠道收集的数据，因此并不能完全保证这些数据的完整性。本文在

尽可能保证数据来源真实性及计量结果可靠性的基础上，仍无法避免以上三种原

因对研究结果造成的影响，将在今后的研究过程中不断补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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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2.1 核心概念

2.1.1 生态产品

联合国于 2015 年发布了《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这项由 95 个国家，1300

名科学家历时 4年完成的研究表明指出生态产品（服务）就是“人类从生态系统

中的获益”。它不仅包括有形的生态产品，还包括无形的生态服务，常见的有形

的生态产品有食物、水等，常见的无形的生态服务包括生态系统所提供的调节气

候、洪水以及其他娱乐功能。2011 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印发全国主体

功能区规划的通知》，认为生态产品就是能够“维系生态安全、保障生态调节功

能、提供良好人居环境的自然产品”。

本文认为生态产品是一种由大自然和其产品所提供的服务。生态产品的价值

可以由良好的生态系统通过生态系统资产和服务提供，但是近年来随着人口的不

断增加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人类的一系列活动正在推动生态系统功能逐步发生变

化，主要表现为生态系统调节功能和支持功能下降，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质量也

随之下降，优质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越来越稀缺。所以，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可

持续发展，人类必须要投入相当的人、财、物力和技术来帮助生态系统进行自我

修复，直到被破坏和损害的生态系统功能得到恢复，这样人类才能继续从生态系

统中获取优质的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从而使得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产生价值。

2.1.2 流域生态补偿

曹明德(2004)认为生态补偿是生态或生态服务功能的获益者给提供者付费

的行为。目前我国对于流域生态补偿的定义有多种说法，刘晓红（2007）认为“流

域生态补偿是一种用于维持、改善流域内生态服务的制度”，朱桂香（2003）研

究认为流域生态补偿主要是流域生态产品的破坏主体承担修复流域生态环境的

义务和向流域生态产品破坏后的受损者给与补偿的经济行为，补偿时要遵循“谁

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流域生态系统对于人类社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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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涵养水源提供优质的水资源，它还可以保护区域生物多样性、防风固沙。

对于生态补偿损失的界定，应该是以生态功能的损失作为标准。流域生态补偿的

原理是将整个流域看作一个生态系统，通过人为干预重新配置流域内经济社会资

源，缩小流域内部各地区差距，以提高落后地区居民生活质量，保护生态，最终

实现流域不同区域内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2.1.3 绩效审计评价

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14031 对环境审计的概念做出了权威的界定。环境审计

是一种确定不同主体所承担的环境绩效是否符合政府或者社会组织所制定的标

准的管理工具，环境审计需要对不同主体是否实现了环境目标做出评价，主要是

为监管部门提供考核的信息。绩效审计也被称之为经营审计或者现金价值审计，

主要考虑被审计对象的经济性、效率性以及效果性。近年来，也有学者提出应该

加入公平性和环境性的考核，也被称之为“5E”标准。

王金南等（2008）认为，生态补偿绩效审计评价应包括：（1）识别主要问

题、构建生态补偿指标体系的阶段；（2）分析生态补偿制度缺陷，收集数据并

进行绩效判断，提出生态补偿政策设计的缺陷与不足；（3）探讨生态补偿政策

的实施情况。杨武等（2018）通过综述我国 105 个生态补偿评价案例，提出了

生态补偿综合评价的新“3E”原则，即“生态有效性”、“经济效率性”、“社

会公平性”。本文将生态补偿绩效审计评价定义为：基于结果导向，按照绩效审

计评价的内在原则和逻辑关系，运用科学、规范、全面的绩效审计评价方法和对

应的指标体系，对生态补偿资金的经济性、生态性、公平性、可持续性、效率性

和有效性进行的综合评价。

2.2 理论基础

2.2.1 生态环境价值理论

环境资源包括自然环境中本来就有的能够被人类利用的天然资源和人类用

于环境管理的技术、设备、资金等。在 1970 年以前，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能力

较低，有限的认知水平使得人们认为自然资源可源源不断的为人类所用，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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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无价值的说法，生态无价值论的典型代表为工业文明时代的 “人类中心主

义”价值观，其认为自然生态环境没有价值可言，其逻辑结论可归纳为人类将自

身利益作为处理人与生态环境关系的评判标准。1970 年以后，由于人类发展和

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激增，人们对自然资源的认识提高，认识到自然资源是有限

的，是有价值的。生态有价值论强调人与自然的双向良好互动以及持续科协发展，

对重新理解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关系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生态环境价值理论作为生态补偿资金绩效审计评价的重要理论基础，为建立

健全生态补偿资金绩效审计评价体系提供了有利条件。首先，生态环境价值理论

首次将生态功能赋予价值属性，为生态补偿奠定了价值基础，并为生态补偿标准

的确定提供了可以量化和对比的依据。其次，生态环境理论的提出有利于健全环

境资源市场，在肯定了环境资源的价值后，对生态产品的提价就会变得更加合理。

最后，自然资源的价值化和货币化能够帮助政府使用经济手段对环境资源进行管

理和保护，能够优化环境资源的合理配置。

2.2.2 委托-代理理论

委托-代理理论源于信息不对称和激励问题，其主要探讨委托人怎样以最少

的成本构建出契约来消除信息不对称，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在环境审计中，环境

资源的所有者（全民）要求环境资源使用者（主要是企业）和环境资源管理者（政

府）必须承担其相应的职责。

根据委托一代理理论，生态补偿资金可视为建立在公众、政府和政府之间的

契约关系。因此，在对生态补偿资金进行分配时，可以据此分为多个委托-代理

关系。首先，全民是财政资金的提供者和所有者，因为民众可以纳税和承担政府

公债。而政府做预算决策并执行，按规定使用和分配资金，在这个过程中，获取

公共产品成本相关的信息。虽然民众是委托人，但是由于多种原因并不具备信息

优势。由于政府的效用函数与公众目标并不一致，并且公众没有太多积极性去监

督政府，这就会导致委托一代理问题的产生，即政府为了自身利益而损害公众利

益。

其次，财政资金的分配者和资金的使用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财政部门将

资金发放到其他职能部门，即资金的使用部门，但是相比于资金的使用部门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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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存在天然的劣势，资金的使用部门不一定会实现财政资使用目标，财政资金发

放部门和使用部门之间存在委托代理问题。

最后，人的自利性和有限理性可能加剧资金委托方目标的偏离。团队中每个

人都有动机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高层管理者的利益诉求和执行者之间的利益

诉求可能会产生偏差。高层管理者可能会从部门发展或者项目长远利益考虑，但

是中低层官员的主要目标可能是个人晋升或者个人报酬。因此，在部门的决策者

和执行者之前可能会出现委托代理问题。

2.2.3 可持续发展理论

《寂静的春天》（1962，Rachel Carson）的出版，代表生态环境问题已经

被人类关注。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 1972 年提出经济、环境协调发展。1980 年出

版的《世界保护战略》可持续发展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1987 年世界环境与发

展委员会发布了《我们共同的未来》研究报告，指出可持续发展是既要满足当代

的发展需求，同时不能损害后代人的发展。1990 年后，出台了《开罗宣言》和

《21 世纪议程》等纲领，进一步对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进行了明确。在国际形式

的影响下，中国 1994 年出台了《21 世纪议程》，标志着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我

国的一项基本发展战略。

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是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总纲，为我国生态补偿工作提供了

理论基础，生态补偿资金绩效审计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促进我国经济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体的，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中提出要实现社会可持续原则、

生态可持续原则以及公平原则，而生态补偿资金绩效审计工作的重要目标就是为

了实现公平性原则。生态可持续和社会可持续原则指导在建立生态补偿资金绩效

审计过程中环境目标不仅要有经济目标，更要突出环境目标。基于以上理由，可

持续发展理论作为本文建立生态补偿资金绩效审计评价体系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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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黄河流域生态补偿资金绩效审

计评价体系构建

3.1 构建原则

3.1.1 科学性原则

在建立黄河上游生态补偿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时，指标要能够科学准

确地反映生态补偿资金投入后产生的效率和效果，本体系结合了环境资源、生态

补偿、资金绩效评价等多方面多层次知识，因此在指标体系设计构建时应该遵循

科学性原则，在相关理论基础上结合当地实际生态补偿资金投入情况，提炼黄河

上游生态补偿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指标，在指标构建时还应注重各个指标之间的逻

辑性，做到科学严谨，合理准确，能够真实客观地体现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程度

和生态补偿资金之间地直接关系，以此来保证最终结果的客观可信、科学合理。

3.1.2 系统性原则

基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流域生态补偿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是一个新型的复

合系统，因此，生态环境情况和经济发展相结合，视为一个整体，用系统论的方

法全面综合分析。在对黄河上游生态补偿资金进行绩效审计评价过程中，由于涉

及的指标数量多，性质复杂，为了避免个别因素的重叠，需要按照系统性原则，

避免用大量指标反映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效果，导致指标复杂，但是也应该避免指

标过于单一，因此要充分考量，使评价指标体系整体满足系统化需求。

3.1.3 可比性原则

在构建对本指标体系进行设计建设过程中，要时刻体现可比性原则，指标数

据和生态绩效数据不仅要横向可比，还要纵向可比。横向比较时为了评价黄河上

游乃至整个流域不同省份不同地区之间绩效对比情况，以便对这些省份地区进行

合理的奖惩。纵向可比是为了从长期的角度来看生态补偿资金投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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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目标导向原则

黄河上游生态补偿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涉及相关资金投入、有关项目管理、产

出、效益以及后续影响等过程。指标体系的构建要紧密围绕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

护、治理和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情况。从而尽可能全面反映当地在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和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方面所做的努力和产生的效果和影

响。

3.2 评价目标

3.2.1 总体目标

在我国现行的流域生态补偿中，某些绩效审计评价标准形同虚设，部分地区

存在“过度补偿”或“低补偿”的问题存在。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程度作为生态

补偿资金分配的标准，能够进一步量化各个地区的生态补偿工作绩效，充分调动

各个地方的积极性，实现流域上游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也能兼顾下游的

生态产品服务功能的提高，提升各个地方的造血能力。通过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机制，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程度与生态补偿绩效结合起来，完善流域生态

补偿机制，完善黄河上游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提升黄河上游生态环境治理能力，

恢复其生态功能，增强黄河上游涵养水源和水土保持等功能，保护和节约利用水

资源，逐步提升水质。建立健全黄河上游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增强黄河上游

自我造血能力，让黄河真正成为人民的“幸福河”。

3.2.2 具体目标

通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程度评价生态补偿绩效，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机制和生态补偿机制，通过对比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程度来对黄河上游生态补偿资

金投入的绩效水平进行评价，在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基础上，给以后同区域生态

补偿资金分配提供有效的参考。其具体目标如下：

首先，通过生态补偿的实施，流域区域修建大量工程和开发众多项目可以提

高流域的涵养水源功能、使流域水资源贡献度得到提升、水质得到有力改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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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效率也得以提升。涵养水源功能是流域的重要功能，在对流域进行生态补偿时，

涵养水源是流域治理时的重要目标，利用修建大量工程措施对提升涵养水源能

力。通过水源涵养，改善生态环境，提高生物多样性、减少泥沙淤积、减轻土壤

侵蚀、减少灾害、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害程度。

其次，分类依赖水资源得以生存和发展，它是工农业生产、经济发展和环境

改善中不可替代的资源。人们利用水资源农业灌溉、工业用水、生活用水、水力

发电、养殖等活动，在此评价指标体系中，水资源贡献指标中包括了由于生态好

转引起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再次，通过对各类废水和污水以及垃圾的处理，使得流域区域水质改善，优

质水所占比例增加，达到水质改善的目标。

最后，对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使其用水效率提升也是本文的重要目标，通过

计算万元 GDP 用水量下降、工农业用水节水、水资源浪费、为了节约集约用水投

入的其他资金的核算可得到其用水效率相关指标。

3.3 内容框架

3.3.1 总体内容

为保障黄河流域的用水安全，增加生态补偿的投入效益，在整个黄河流域，

上游地区应主动承担水源的生态保护工作，主要体现在水源涵养、水资源贡献、

水质改善和用水效率上，因此，黄河流域生态补偿资金应充分用在“刀刃”上。

基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黄河上游生态补偿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设计总

体内容主要包括通过环境重置成本法量化案例区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程度和统

计计算通过各种路径所收到的流域生态补偿资金。

3.3.2 具体内容

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程度确定补偿资金绩效。流域生态补偿资金绩效问题的

实质就是生态补偿资金投入产生了多大效果，下一阶段应该补多少即能弥补生态

保护过程中投入的人、财、物力，又能反映出生态补偿资金促进了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使确定的补偿标准被上中下游都能接受，在对黄河流域生态补偿中，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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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标准的确定即要体现黄河中下游享用优质水后的付费义务，又要体现对提供

良好生态产品地区的利益补偿。

首先，在对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进行实物量统计之后，根据统计的实物量数

据和计算方法将生态产品进行价值量化。其次，根据量化后的生态产品和生态服

务的价值确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程度。最后根据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实现程度确

定生态补偿资金分配标准。

根据《方案》可知，对于黄河流域生态补偿绩效管理要紧扣流域生态环境保

护和质量改善，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将生态补偿资金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程度

相关联，根据评价结果等级分配下一阶段生态补偿资金，将资金向水资源贡献高、

水质提升、节约用水明显的地区倾斜，以体现生态产品和补偿资金紧密挂钩。

第二，生态补偿资金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增值。黄河流域生态补偿资金大部分

来源于国家财政转移支付，也有少部分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财政转移支付。黄河

流域生态补偿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黄河上游地区生态系统脆弱，经济不发达，

区位因素致使黄河上游省份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需要限制重工业和高污染行

业发展，其城市化进程会受到明显阻碍。因此，对黄河上游省份来说，生态补偿

资金可以直接用来支付因流域生态系统维护、水资源保护、水环境保护等行为所

产生的费用，给黄河上游生态环境建设提供资金保障。黄河上游生态服务价值主

要是上游生态系统提供的各种调节服务，主要指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生物多样

性等；其生态产品主要指优质的黄河水、水产品以及水量等。良好的生态系统可

以给人类社会提供优质的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优质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的供给

无论对贫困地区还是富裕地区都非常重要，但贫困地区居民对优质生态产品和服

务的依性更强，所以流域生态产品和服务质量的下降会直接影响贫困地区居民的

生存。黄河上游生态补偿资金可以有效改善黄河上游生态环境，更好保护上游地

区生态系统，使之产出更多更优质的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因此，生态补偿资金

促进了生态产品价值增值。

第三，二者结合提升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能力。长期处于高强度开发状态

下的黄河流域对我国生态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保护黄河流域生态环

境安全是我国的长期任务，而黄河上游的生态系统状况和保护情况对于整个黄河

流域来说至关重要。生态补偿资金的投入可以有效恢复和保护黄河上游生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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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而良好的生态系统可以产出优质的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优质的生态产品和

生态服务通过市场交易、准市场交易和政府补偿后使其生态价值得以实现。此时，

生态价值已经转变为经济价值，黄河上游地区利益相关者在看到由于生态变化引

起其收入增加后也会对对黄河上游地区生态进行保护。在生态补偿资金的投入和

生态产品价值增值的共同作用下，黄河上游生态治理能力可以得到有效提升。

3.4 计算及评价方法

3.4.1 环境重置成本法

在进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程度的基础上，我们对研究区域内生态补偿资金投

入进行绩效审计评价，即对研究区域流域生态产品进行货币化，使其从实物量转

变为价值量。基于此，本文对案例区域生态产品进行了价值评估。在对生态产品

价值核算过程中，我们使用环境重置成本法来计算水资源价值，环境重置成本法

是周一虹（2015）遵循可操作性和可靠性的基础上，提出涵盖污染治理、生态修

复和保护中发生的所有实际成本和机会成本的一种对自然资源进行价值计量的

方法。此方法可用于计算生态环境被破坏后对其恢复至原有状态所发生的各种成

本，可用来评估因为生态变化而影响到的经济价值。此方法把环境看作为资产，

并对其进行价值化计量，破坏环境就是在进行资产贬值，这些被破坏的环境和贬

值的资产价值，可通过对其恢复恢复或者重新构建来重置。由于水资源的独特性，

环境重置成本法难以直接得到自然资源恢复成本和环境治理成本，所以我们通过

重置水资源本来就有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3.4.2 生态效率评价法

环境生态效率通过提供具有价格优势的产品（服务），既保证人们生存生活

需求，也保证对环境资源产生较少的影响。在环境生态效率核算方面，国外利用

会计、金融等学科理论对经济/环境比值法以及模型法进行完善，联合国会计和

报告标准 (ISAR)建议的以排放量为基础的环境业绩指标。然而，我国则更加重

视生态效率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以及生产率模型的应用。环境生态效率的核算方法

主要有价值-影响比值计算法、数据包络分析（DEA）法、生态成本价值指数（E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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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等。其中 DEA 模型需要大量数据和参考样本作为支撑，EVR 模型存在不充分

考虑市场价格变动的不足。因此，最常使用的方法是价值-影响比值计算法，即

通过计量产出占投入的比重，进而核算环境生态效率，其中“产出”是指获取的

产品（服务）的价值，“投入”是指为获取产出而投入的资源或产生的污染。许

多学者将生态效率指标定义为环境业绩变量与财务业绩变量的比率。

3.5 指标体系设计

在对流域生态补偿资金绩效审计评价的过程中指标体系的构建是必不可少

的。但是由于侧重点不同，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适用性成了研究热点和难点。在

构建本文指标体系的过程中，我们遵循以下 5项原则对其进行构建：科学性、系

统性、综合性、可比性、目标导向原则。在一级指标选取和赋权方面，依照《方

案》规定，水源涵养权重为 30%、水资源贡献权重为 25%、水质改善权重为 25%、

用水效率指标权重为 20%。在梳理、对比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政策文件，

结合黄河上游地区经济和社会情况，本研究以官方公布的数据作为具体指标构建

基础。

通过生态补偿的实施，流域区域修建大量工程和开发众多项目可以提高流域

的涵养水源功能、提升流域水资源贡献度、有力改善水质、提升用水效率。涵养

水源功能是流域的重要功能，在对流域进行生态补偿时，涵养水源是流域治理时

的重要目标，利用修建大量工程措施对提升涵养水源能力。通过水源涵养，改善

生态环境，提高生物多样性、减少泥沙淤积、减轻土壤侵蚀、减少灾害、减轻自

然灾害的损害程度；由于水资源的存在，我们才能生存和发展，其在工农业生产、

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无法被替代。人们利用水资源农业灌溉、工业生产、水

力发电、养殖等活动，在此评价指标体系中，水资源贡献指标中包括了由于生态

好转引起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通过对各类废水和污水以及垃圾污染物的处理，

使得流域区域水质改善，优质水所占比例增加，达到水质改善的目标；对水资源

集约节约利用使其用水效率提升也是本文的重要目标，通过计算对万元 GDP 用水

量下降、工农业用水节水、为了节约集约用水投入的其他资金的核算可得其用水

效率相关指标。基于生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黄河上游生态补偿资金绩效审计评

价指标体系设计与指标来源如下表 3.1 所示，具体指标算法和数据来源如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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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表 3.1 基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黄河上游生态补偿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指标来源

一级指标 序

号

二级指标 指标来源

水源涵养

1 减少泥沙淤积 李庆瑞，2005；刘瑞禄等，2005

2
减轻土壤侵蚀 （叶亚平、刘鲁君，2000；张卉，2009；樊

胜岳等，2009；姚小云，2016）

3
减少灾害 周国富等（2005）张建军，2003；袁琳和刘

存仓，2003

水资源贡

献

4 出水量变化 欧阳志云等，2004

5 渔业产值（养殖鱼） 欧阳志云等，2004，张利飞等，2007

6 水利发电 张振明等（2008）

水质改善

7
水污染处理整治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5]17 号）

简称“水十条”

8

水质变化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5]17 号、

《“十三五”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建设规

划》、《甘肃省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2015-2020

年）

9
水源地保护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5〕17 号、

《甘肃省农村饮用水供水管理条例》

用水效率

10
万元 GDP 用水量下降 十三五”规划纲要资源环境约束性目标；生

态文明建设考核子目标；绿色发展指标

11 农业用水节水 国土资源节约集约模范县创建活动指标

12 工业用水节水 国土资源节约集约模范县创建活动指标

13
为了节约集约用水投入

的其他项目资金

根据前文的经济理论和生态理论可知，黄河流域生态系统资产和服务是其产

生价值的物质载体，对其进行价值核算是确定生态补偿资金投入标准和对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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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审计评价的关键步骤，因此确定核算方法对生态产品价值量化意义重大，表

3.2 为基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黄河上游生态补偿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

其中包含了指标评估方法和数据来源。

表 3.2 基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黄河上游生态补偿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

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
指标 评估方法 数据来源

水源涵养

减少泥沙淤积   ))1/()()1(
(

00 rPmWP
VPVP






年单价年泥沙淤积 甘肃省水资源公

报

减轻土壤侵蚀 单价土壤土壤 PRAMP  甘肃省水资源公

报

水资源贡献

出水量变化
单价出水量变动 PP  甘肃省水资源公

报

渔业产值（养殖

鱼）
单价渔业产值 渔业产量 PP 

甘肃省农林牧渔

业总产值与增加

值

水利发电

)/( 千瓦时元电量

水力发电转供增加

单价

水力发电

P
P



 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统计公报

水质改善

水污染处理整治

)

1057.5(

2

5
1

321

监测综合再生水

管网畜禽污水厂

水污染处理

；

PPP
PPPP

QP

PPPP

COD









甘肃省水资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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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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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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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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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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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效率

万元 GDP 用水

单价区域用水量下降

万元用水量下降成本万元





GDP
GDPP GDP 甘肃省水资源公

报

农业用水节水
单价农业用水节水 节水灌溉面积 PP  甘肃省水资源公

报

工业用水节水
单价工业用水 工业用水节约量 PP  甘肃省水资源公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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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2

指标 评估方法 数据来源

为了节约集约

用水投入的其

他项目资金

)

(

3

2

1

321

为区域其他战略层成本

，为区域其他维护层成本

，为区域其他恢复层成本

其他： 其他

P
P
P

PPPP 

指标解释：

1、泥沙淤积：由于洮河为黄河第一支流，因此在对黄河甘南段泥沙淤积进

行计量时将洮河输沙量一并计算在内。
单价泥沙淤积 泥沙淤积量 PP  ，每年泥沙淤积

量都可从水资源公报中直接获得。

2、土壤侵蚀：在对土壤侵蚀指标计算过程中，本文借鉴张永珅（2015）提

出的 单价土壤形成 PGP  ；
土壤土壤土壤形成 RMAG  ，G 土壤形成是指在以水力搬运形式每

年流失或形成新土壤的数量，A为流域面积,M 土壤为单位面积流域平均每年流失土

壤数量，R 土壤为流失土壤形成新土壤的比例。

3、减轻灾害成本：自然灾害损失可分为微灾（E级），小灾（D级）、中灾

（C 级）、大灾（B 级）、巨灾（A 级），自然灾害经济损失包括直接、间接和

救 援 损 失 ， 本 文 采 用 直 接 经 济 损 失 计 算 。 计 算 方 法 为 ：

年物价上升指数实际经济损失值经济损失值  。案例区域自然灾害有旱灾、

水灾、风雹，霜冻、病虫害灾。在本文中，案例区域受灾经济损失主要有减产粮

食和油料、死亡大牲畜、羊和倒塌民房。 减减产粮食量实际经济损失值 粮食  P

倒塌民房价值牧区死亡羊死亡大牲畜量产油料量 羊肉牲畜油料  PPP ，油粮牲

畜价格都为当年市场价格。

4、出水量成本：
单价水量成本 区域水量 PP  ，根据《甘肃省取水许可和水资源

费征收管理办法（2014）》，甘南州农业用水地表水水价为 0.005 元/立方米。

5、渔业产值：渔业是流域生态产品的组成部分，流域水量和水质变化会直

接导致渔业产值变动，渔业产值数据一般可从当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报告中得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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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水利发电：由于流域生态环境好转，流域水量增加，水利发电也可从中

获利。 )/( 千瓦时元单价水力发电转供电量P 在本文中，我们仅对转供电量进行

统计，并非发电量，可使本数据更加科学严谨。

7、水污染处理整治：由《甘肃省水资源公报》可得，甘南藏族自治州污水

中主要污染物为化学需氧量，将除去排放的化学需氧量视为恢复水资源环境至原

有状态的行为中产生的成本为恢复层成本，本文借鉴庞爱萍等人 2010 年探索流

域生态补偿标准时计算的数据，成本为 5.57×10-5 亿元/t，恢复层成本

QCODP  5
1 1057.5 （年度化学需氧量总排放量）。维护层成本需要投入大量

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本文借鉴刘越迪（2017）提出的维护层成本公式

监测综合再生水管网畜禽污水厂 PPPPPPP 2 （其中，P2为维护层成本，Pi为在进行

生态环境维护时发生得其他相关营运成本和维护成本。）由于暂时未统计为进行

污水处理所放弃的相关经济发展数据，因此污水处理战略层成本数据缺失。

8、水质变化：甘南藏族自治州水库水质均为Ⅱ类，水源地水质 2016-2019

年度均合格，地表水水功能区水质均合格。 单价区域水质变化水质变化成本 P 。

9、水源地保护： 321 PPPP 水源地保护
(P1为水源地保护恢复层成本，P2为水

源地保护维护层成本，P3为水源地保护战略层成本)

10、万元 GDP 用水： 单价区域用水量万元用水量成本万元  GDPGDPP GDP

11、农业用水节水： 农业用农田灌溉亩均用水量节水灌溉面积农业节水 P

水单价，根据《甘肃省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2014）》，甘南州农

业用水地表水水价为 0.005 元/立方米。

12、工业用水节水： 工业用水单价工业用水节水量工业用水节水 P ，根据《甘

肃省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2014）》，甘南州农业用水地表水水价

为 0.01 元/立方米。

13、 其他： 321 PPPP 其他
(P1为区域其他恢复层成本，P2为区域其他维护

层成本，P3为区域其他战略层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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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评价标准

要进行绩效审计评价首先得有确定评价标准，不管是定性还是定量标准，都

可以用来衡量生态补偿资金绩效情况，特别是基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程度上的生

态补偿资金绩效审计评价中，没有评价标准就无法对生态补偿资金投入进行有效

评价，就无法得出生态补偿资金投入产出比，无法对下一期间生态补偿资金发放

给予合理科学的意见，同时也就无法得出当期生态补偿资金投入与产出相应的结

论和意见建议。基于以上缘由，构建一套可用的生态补偿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标准

迫在眉睫，现阶段我国还没有建立起统一的生态补偿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标准。因

此本文根据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方式，结合生态补偿资金投入，提出了以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程度确定生态补偿资金绩效，通过计算区域生态效率来确定生态补偿

资金绩效。流域生态补偿绩效问题的实质是通过绩效审计评价得出流域生态补偿

资金投入对改善生态环境是否有效，有多大效果。

在研究黄河流域生态补偿过程中，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程度确定补偿资金绩

效。这种方法通过识别优质的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给予不同程度的补偿，充分

调动上游生态保护积极性，在黄河上游地区维护和改善生态的同时提高生态产品

供给能力，增强自我造血功能和自身发展能力。首先，在对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

进行价值核算后，根据具体的使用对象和分类对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价值进行合

理确定。其次，根据核算后的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的价值确定既定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程度。最后根据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实现程度确定生态补偿资金分配标准。

将生态补偿资金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程度结合起来，构建生态补偿资金绩效审计

评价指标体系，并且将评价结果作为下一阶段生态补偿资金分配的重要依据，将

资金优先投放到水质改善比较明显、水资源的生态产品功能贡献更高、生态效率

更高、排名更靠前的地区，这是对地方工作的一种肯定和激励。《方案》规定：

黄河流域生态补偿工作要进行绩效管理，对于绩效管理要以流域内生态质量改善

和水资源利用效率作为重要的依据，在通过生态效率对地区进行排序厚，对排序

靠前的地区和水源涵养等功能发挥较大的地区要全额拨付补偿资金，对中间排

名，达到部分目标的地区根据水质水量折算享受部分补偿资金，对排名靠后或者

没有达到目标的地区扣减下一阶段生态补偿资金并用于奖励评价排名靠前的地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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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评价结果与分析

国家不断通过各种政策引导鼓励各利益相关方关注和改善流域生态问题，同

时社会环保意识不断加强，流域生态问题愈发严峻，我国水资源安全遭到威胁，

各级政府不断投入大量的资源、资金，用来保护和改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其中

必不可少的举措就是对黄河流域生态补偿资金采取绩效审计评价，这是提高黄河

流域管理水平和评价流域生态补偿工作是否有效，有多大效果的的重中之重。

在对生态补偿资金绩效审计评价进行评价结果分析中，首先通过重置成本法

计算出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的价值，将生态价值货币化转变为经济价值；其次获

取生态补偿资金投入数据；最后通过生态效率的计算并用生态效率指标对流域生

态效率进行排序，将流域内其他区域省份生态效率指标进行排序，通过横向对比，

得出评价结果。根据评价结果等级分配下一阶段生态补偿资金，将资金向总生态

效率指标高的地区倾斜，同时关注水源涵养生态效率指标、水资源贡献生态效率

指标、水质改善生态效率指标和用水效率生态效率指标，以体现生态产品和补偿

资金紧密挂钩。

对于当年生态效率排序评价中，排名靠后的地区，扣减其下一补偿期间补偿

资金，所扣减的资金用以奖励排名靠前的地区。对于排名中间的地区，同时各个

生态效率指标都为正的地区在下一个补偿期间全额拨付补偿资金，同时排名靠前

的地区可以得到排名靠后地区的扣减下一期间生态补偿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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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黄河流域生态补偿资金绩效审

计评价应用——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

通过第二章对于相关理论基础和概念的界定和第三章对基于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的黄河流域生态补偿资金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本章在前文的基础上对构建

的评价体系应用于具体的案例研究，分析所构建的评价体系在实际运用中的普遍

性和特殊性。

为了对黄河上游整体的生态补偿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机制进行研究，本章选取

黄河上游甘南藏族自治州为研究对象。甘南藏族自治州是黄河的水源涵养区和补

给区，其流量稳定，地下水分布均匀，其生态意义和战略地位非凡。本章主要研

究对象是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补偿资金投入情况和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程度，以

期得出其生态补偿资金绩效审计评价结果。

4.1 甘南藏族自治州概况

4.1.1 空间区位

甘南藏族自治州，位于东经 100°46′-104°44′，北纬 33°06′-36°

10′，地处甘肃、四川、青海三省交界处，目前受甘肃省管辖，管辖区域有合作

市、玛曲县、碌曲县、卓尼县等八个行政区，总面积约 38521km
2
，是我国十个藏

族自治州之一。该自治州位于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被称为“青藏高

原的窗口”。甘南自治州所在地区是黄河、长江等水源的涵养区，对于我国重要

江河的水源补给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我国的生态主体功能区和生态文明先行示

范区。

4.1.2 自然环境

甘南藏族自治州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与黄土高原接壤带。境内西北高东南

低，地形多样且复杂，海拔高度在 1100—4900m，平均气温 1.7℃，气候以高原

大陆性季风气候为主，降水充沛，光照充足但热量不足，没有绝对无霜期。境内

南部是岷迭山区，是甘肃省重要林区，山大沟深，气候温和；东部是丘陵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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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高寒阴湿，农、林、牧业均有经营；西北部是甘肃省主要牧区，有大范围的

草甸草原。

4.1.3 社会经济

根据甘南州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显示，甘南州2019年总人口约74.97万人，

常住人口达到 74.97 万人，其中藏族人口 42.38 万人，占到总人口的 56.5%；其

中城镇人口 26.76 万人，城镇化率约 37%，甘南州城镇化率低于甘肃省平均水平。

甘南州 2019 年全年实现生产总值 218.33 亿元，不足甘肃省当年生产总值的 3%，

预计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约 2.6 万，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约 8291 元，甘南州的

经济发展状况在甘肃省处于相对较低水平，跟全省经济发展水平还有很大差距。

甘南州经济发展主要以第一产业为主，近年来第三产业发展迅速，第二产业发展

较为迟缓。

4.2 甘南藏族自治州黄河流域概况

甘南藏族自治州低处青藏高原东部，辖区横跨长江、黄河两大流域，且处于

长江、黄河上游地段，水量丰富，流域内平均径流量较为稳定。统计数据表明，

甘南藏族自治州水资源总量约达到 255 亿 m
3
，其中自产水量约 100 亿 m

3
，入境水

量约 155 亿 m
3
，甘南州地下水资源约 41.11 亿 m

3
，被形象地称为“中华水塔”和

“黄河蓄水池”。“黄河源于三江源，成河在甘南高原”，这种说法由来已久。

黄河甘南藏族自治州段全长约 433km,共有 199 亿 m
3
的地表水资源，黄河甘南段

每年向黄河流域补水约 65.9 亿 m
3
，而黄河年均径流量约为 580 亿 m

3
，黄河流域

干南段为黄河径流量贡献了约 18.6%。作为黄河干流的水源涵养区和补给区，甘

南州的生态环境保护对于整个黄河流域的环境保护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

无法替代。

其中，洮河和大夏河是黄河的一级支流，两大支流均流经甘南。尤其洮河的

上游和中游均在甘南，自然产水量约为 47.2 亿 m
3
，为甘肃中部地区提供了大量

的优质水源。该河流流经地区地表环境资源较为丰富，分布着大量的森林资源和

广袤的草场，草场水草茂密，是优质的牧业基地。但是，近年来由于环境保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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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不到位，洮河流域出现了严重的任意采挖、无序排放等问题，严重污染了水质，

使得原本脆弱的洮河流域生态环境更加恶劣，加之由于自然原因，洮河流域常出

现改道现象，使得该流域的环境保护工作困难重重。

4.3 基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黄河流域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补

偿资金绩效审计评价

4.3.1 生态补偿资金投入与分类计算

生态补偿实质上就是通过一系列行政、经济等手段使得生态保护过程中造成

的负外部性能够内部化。近年来甘南藏族自治州流域生态补偿资金投入大多以项

目形式投入，本文在收集 2016-2019 年甘南藏族自治州流域生态补偿资金项目投

入情况后，计算出甘南藏族自治州近年生态补偿资金投入并将其分类。甘南藏族

自治州 2016-2019 年度流域生态补偿资金投入与分类如下表 4.1 所示。

表 4.1 甘南藏族自治州 2016-2019 流域生态补偿资金投入与分类

单位：万元

分类 项目名称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水源涵养

流域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 -- 9200.00 -- --

无主河道采砂场整治工程 -- -- 2000.00 --

2016 年加油站防渗改造工

程
359.04 -- -- --

水资源贡献

2016 环境监管能力建设工

程
970.00

水资源配置工程——引洮

入潭工程
18358.00

跨市（州）界断面桩建设 52.00

养殖种植专业合作社有机

肥建设项目
720.00

水质改善

污泥处理处置设施建设和

达标改造项目
1200.00 -- -- --

城市污水收集管网改造完

善工程
1760.00 -- 38805.14 --

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改

造项目
7643.0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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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1

序号 项目名称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沿河排污口污水收纳工

程
-- -- 2400.00 --

农牧村片区污水收纳与

处理站工程
-- -- -- 0.00

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规

范化建设（地下水）
845.17 320.00 440.00 --

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

工程
530.00 290.00 1628.00 --

农村环境连片整治项目 2700.00 300.00 930.00 1140.00

河流源头、流域生态安

全调查评估项目
400.00 -- 400.00 --

禽畜养殖污染治理 1090.98 1231.00 -- --

饮用水水源综合整治

（河流型）
-- 80.00 -- --

工业企业水污染治理改

造项目
-- -- 1821.70 --

水质监测站建设项目 -- -- 460.00 200.00

水环境质量改善和提标

工程
770.00 210.00 490.00 280.00

大夏河干流水污染综合

整治
-- 924.57 -- --

用水效率 农村水利工程 1419.00 707.00 -- --

总投入 38045.19 13262.57 50146.80 1620.00

通过统计得出，甘南藏族自治州 2016-2019 年水资源生态补偿资金投入分别

为 28642.19 万元、4062.57 万元、6941.70 万元和 1620.00 万元。由于截至数据

收集最后时间，甘南藏族自治州 2019 年流域生态补偿资金并未完全公布，因此

2019 年数据并不完整，会在以后的研究中继续完善。为了更好的计算生态效率

指标以期更好的反映甘南州生态补偿资金绩效状况，我们对其生态补偿资金投入

进行了分类，分为：水源涵养、水资源贡献、水质改善和用水效率四类。

4.3.2 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产品价值量计算

生态产品价值量计算的前提是必须得到相关生态产品实物量的准确数据，根

据第三章提出的公式和算法再进行价值量计算。本章以生态产品价值价值量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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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补偿资金投入阶段的 4年期为基准，编制了黄河上游甘南段 2016、2017、2018、

2019 年度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表，黄河上游甘南段生态产品的实物量由数量反映，

体现计量区域内拥有某一质量下的资源数量。在生态产品实物量和价值量数据获

取过程中，数据均来自于甘肃省水资源公报。甘南藏族自治州 2016-2019 年度生

态产品价值量化情况如下表 4.2 所示。

表 4.2 2016-2019 年度生态产品实物量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2016 2017 2018 2019

水源涵养 减少泥沙淤积 -355 万吨 597 万吨 -242 万吨 113 万吨

减轻土壤侵蚀 -- -- -- --

减少灾害

粮食

-4410t；油

料 1.46t；

牲畜-149

头

粮食 672t；

油料-67t；

牲畜-1892

粮食

2145t；油

料 320t；牲

畜 2007

--

水资源贡献 出水量 65.79 亿 m
3

87.11 亿 m
3

129.05 亿

m
3

110.4 亿 m
3

渔业产值（养殖鱼） 48 万元 61 万元 39 万元 72 万元

水利发电 28.99亿千

瓦时

38.94 亿千

瓦时

40.60亿千

瓦时

--

水质改善 水污染处理整治 8938 万元 6663 万元 48808万元 4682 万元

水质变化 0 0 0 0

水源地保护 1375.17万

元

610 万元 2068 万元 --

用水效率 万元 GDP 用水量 81m
3

151m
3

67m
3

--

农业用水节水 10.14万亩 10.53 万亩 13.35万亩 15.68 万亩

工业用水节水 0.0002 亿

m
3

0.0047 亿

m
3

-0.0003亿

m
3

-0.0107 亿

m
3

为了节约集约用水

投入的其他项目资

金

-- -- -- --

数值异常说明：由于 2018 年甘肃省多地遭遇严重洪灾，因此输沙量急剧上

升，由于指标变幅较大，因此 2018 年度泥沙淤积数值取 2016-2019 年度均值计

算。在表 4.2 中算出了 2016-2019 年度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产品实物量，实物量

是价值量计算的基础，通过前文提到的各指标计算方法，我们可得出表 4.3，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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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藏族自治州生态产品价值量。

表 4.3 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产品价值量

单位：万元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2016 2017 2018 2019

水源涵养 减少泥沙淤积 1200 -- 2000 --

减轻土壤侵蚀 -- -- -- --

减少灾害 -942 1700 2510 --

水资源贡献 出水量 3289.5 4355.5 6452.5 5520

渔业产值（养殖鱼） 48 61 39 72

水利发电 197132 264792 276080 --

水质改善 水污染处理整治 8938 6663 48808 4682

水质变化 0 0 0 0

水源地保护 1375.17 610 2068 --

用水效率 万元 GDP 用水量 -- -- -- --

农业用水节水 13.1 10.9 13.9 16.5

工业用水节水 2.4 94 -6 -214

为了节约集约用水

投入的其他项目资

金

-- -- -- --

4.4 评价结果分析

在前文对甘南藏族自治州 2016-2019 年度生态产品价值量化后可将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与生态补偿资金投入相比，得出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效率，作为甘南

州生态补偿资金绩效结果。具体算法如下：水源涵养生态效率：水源涵养生态产

品价值/水源涵养生态补偿资金投入。此指标具体反映流域生态补偿资金投入中

水源涵养相关资金投入和产出情况。其数值越高则代表水源涵养相关资金投入绩

效水平越高。水资源贡献生态效率：水资源贡献生态产品价值/水资源贡献生态

补偿资金投入。此指标具体反映流域生态补偿资金投入中水资源贡献相关资金投

入和产出情况。其数值越高则代表水资源贡献相关资金投入绩效水平越高。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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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养生态效率：水源涵养生态产品价值/水源涵养贡献生态补偿资金投入。此指

标具体反映流域生态补偿资金投入中水源涵养贡献相关资金投入和产出情况。其

数值越高则代表水源涵养相关资金投入绩效水平越高。用水效率生态效率：用水

效率生态产品价值/用水效率生态补偿资金投入。此指标具体反映流域生态补偿

资金投入中用水效率相关资金投入和产出情况。其数值越高则代表用水效率相关

资金投入绩效水平越高。

表 4.4 甘南州 2016-2019 年度生态效率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水源涵养生态

效率

71.86% 18.48% 225.5% --

水资源贡献生

态效率

1037.2% -- 36596% --

水质改善生态

效率

60.89% 216.74% 1065.5% 289%

用水效率生态

效率

1.09% 14.84% -- --

总生态效率 554.75% 2098.28% 673.95% 622%

在对甘南州 2016-2019 年度生态效率进行分析过程中，我们发现 2016 年水

资源贡献生态效率值最高，用水效率生态效率值最低，说明在 2016 年甘南州生

态补偿资金投入中，水资源贡献相关资金效率最明显，单位金额产出最多，用水

效率相关资金效率最不明显，单位金额产出最少。2017 年度由于甘南州生态补

偿资金里没有水资源贡献相关资金投入，因此其水资源贡献效率无法计算。剩下

的指标对比中，水质改善生态效率值最高，用水效率生态效率值最低，说明在

2017 年甘南州生态补偿资金相关投入中，水质改善相关资金单位金额产出最多，

用水效率相关资金单位金额产出最少。2018 年度由于甘南州生态补偿资金里缺

少用水效率相关资金投入，因此其用水效率生态效率无法计算。在剩余指标对比

中，水资源贡献生态效率最高，水源涵养生态效率最低，说明在 2017 年度甘南

州生态补偿资金相关资金投入中，水资源相关资金单位金额产出最多，水源涵养

相关资金单位金额产出最少。2019 年度由于生态补偿资金投入不完全，因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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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效率最终值不代表全年生态效率，因此，本文不作分析。

在总生态效率分析中，我们发现2018年甘南州总生态效率值高达2098.28%，

通过分析发现，2018 年其生态补偿资金投入也最多，生态产品价值最高。因此

其总生态效率值最高。

在对各个区域总生态效率和分项生态效率进行排序后，即可与流域内各省各

地方进行横向比较，对于当年生态效率排序评价中，排名靠后的地区，扣减其下

一补偿期间补偿资金，所扣减的资金用以奖励排名靠前的地区。对于排名中间的

地区，同时各个生态效率指标都为正的地区在下一个补偿期间全额拨付补偿资

金，同时排名靠前的地区可以得到排名靠后地区的扣减下一期间生态补偿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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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展望

5.1 研究结论与建议

5.1.1 研究结论

黄河流域的生态补偿机制可以有效改善流域生态系统外部性，高效的流域生

态补偿机制可以把流域生态系统社会收益与成本差调整至最小，最大限度使得流

域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目前，黄河流域生态系统中对自然资源的使用和保护已

经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绕不开的话题，众多学者已经对流域生态补偿制

度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是鲜少有从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的角度来对流域生态补偿资

金绩效审计做出评价的。在此背景下，本文选择对甘南州为黄河上游生态补偿资

金绩效审计进行研究，通过系统论和经济学方法客观评价黄河上游生态补偿资金

绩效。

总的来说，对生态产品进行货币化计量，对其进行价值核算是制定生态补偿

标准的先决条件，二者是一个递进的过程，有什么样的核算方法，才有什么样的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和方法，才能科学合理的确定流域生态补偿绩效审计评价

标准。首先，本文从跨学科的视角，以生态学、经济学和生态文明思想为理论基

础，分析了黄河上游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方式方法，并使得黄河上游生态产品货

币化，量化黄河上游为黄河流域水源涵养和水质保护做出的贡献和下游省区得到

的实惠。其次，对生态补偿资金投入进行归纳总结。最后，通过计算生态效率相

关指标，得出案例区域生态补偿资金绩效审计评价结果，充分体现黄河上游对提

供良好的生态产品的利益补偿，回答生态补偿资金投入效果如何的问题，提高黄

河上游生态补偿资金管理效率和黄河上游生态治理能力，以实现“生态—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

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通过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确定黄河上游生态补偿资金绩效审计评价结

果，为下一阶段生态补偿提供标准。首先，通过黄河上游生态系统产品进行实物

量核算，了解其情况。其次，运用环境重置成本法对黄河上游生态系统产品进行

价值量核算。最后，结合生态补偿资金投入和生态产品价值量，通过指标体系计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基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黄河上游生态补偿资金绩效审计评价研究

37

算，得到资金绩效评价结果，以此作为地区下一阶段生态补偿资金投入量的标准

和当期生态补偿资金投入绩效评价结果。

第二，通过构建生态环境效益相关指标，不再从资金的来源、拨付和使用情

况入手评价生态补偿资金绩效审计，反映出黄河上游由于水质水量改善带来的生

态环境质量改善效果，从水源涵养、水质改善、水资源贡献和用水效率对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程度进行评价。

第三，通过对生态效率相关指标的计算，得出生态补偿资金绩效审计评价结

果，可以用生态效率相关指标进行横向、纵向对比，对下一期流域各地区生态补

偿标准制定给与参考，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为切入点衡量生态补偿资金绩效审计

效果。更加注重生态补偿资金带来的生态效果，没有从资金使用合法合规、相关

工程建设情况等方面进行绩效审计评价。

5.1.2 政策建议

总的来说，对于黄河上游生态补偿资金绩效审计评价，首先应该进一步深化

对生态价值实现路径与机制的科学研究，探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

机理。其次应结合区域实际情况选择恰当可行的生态价值核算方法。

第一，理清归属权。不可盲目进行生态价值核算，应当立足生态价值实现目

标，通过确权登记，理清产权实际归属，明确自然资源支配、使用、收益和处置

等权利的归属和管理机构，确定生态定价权机构的唯一合法性，为生态价值核算

与实现奠定基础。

第二，明确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方法。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生态环境保

护的方式方法也在日渐完善的过程中，唯有生态价值评估问题依然是摆在学者面

前的重大问题，确定科学可行的生态价值核算方法仍然是当前生态价值实现研究

的重点与难点，学者们根据其具体的研究对象，提出了不同的价值核算方法。因

此，还未形成一个统一标准的核算方法体系。在对生态产品进行货币化计量时，

环境重置成本法具有一定优势，其充分考虑到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在对流域生

态产品价值确认和核算中可操作性强，其内容内容囊括了在黄河流域治理保护过

程中所有的成本，包括机会成本。

第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和生态补偿资金绩效审计评价结合起来才能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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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生态补偿资金的投入可以有效恢复和保护黄河

上游生态系统，而良好的生态系统可以产出优质的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优质的

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通过市场交易、准市场交易和政府补偿后使其生态价值得以

实现。此时，生态价值已经转变为经济价值，黄河上游地区利益相关者在看到由

于生态变化引起其收入增加后也会对对黄河上游地区生态进行保护。在生态补偿

资金的投入和生态产品价值增值的共同作用下，提高黄河流域管理水平和完善绩

效评价体系。

5.2 未来研究展望

流域生态补偿的方式和补偿标准的复杂性决定着在生态补偿过程中可能会

出现各种问题，而基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生态补偿资金绩效审计评价可以通过

评价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和生态补偿效果来对已经进行的生态补偿打分，不仅可以

为后续生态补偿提供依据，还可以为补偿标准和方式的建立提供科学有力的依

据。本文以流域生态特征为研究起点，探讨黄河上游生态补偿中存在的问题和如

何进行生态产品价值量核算进而评价生态补偿资金绩效审计。

由于生态环境的复杂特性，所涉及的学科非常之多，尤其是在生态环境质量

监测等方面，技术性强，对专业要求较高，鉴于本人所学专业限制，仅以生态学

和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确有不足。另外，在案例研究中，黄河上游甘南段基础数

据仍然存在局限性，本文在数据获取过程中由于资料获取渠道限制，因此数据获

取可能并不充分完整，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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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不知不觉间，研究生的 3年学习就要结束了，在这 3年里，有初写论文的迷

茫，也有收获成果的快乐喜悦和成就感，回首望去这艰辛和喜悦背后，更多的是

感恩感谢之意。

这 3年里，我最感谢的是我的导师周一虹教授。自 2018年入校正式拜入老

师门下，老师就一直从他繁忙的工作中挤出时间培养我，从如何看文献找数据到

如何写好一篇文章、一个报告。即使在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较为严重的时

期，老师通过视频和电话指导我毕业论文，从敲定选题到论文完成，老师不厌其

烦的给我讲其中的逻辑，循循善诱，直至我真正明白了自己论文的逻辑、内涵和

意义。除了论文写作，这 3年，老师一直带我做课题项目，从案例写作到小论文

写作，使我受益匪浅。在这 3年里，我从老师身上学到的不仅是专业知识，还有

老师的学术思维与学术态度，使我由衷敬佩。在此向周老师表示最真挚的敬意和

感谢！

同时，在这 3年的学习中，学院的各位老师，在专业学习和理论研究上都给

予了我耐心的指导和热情的帮助，在此向各位老师的传道授业表示由衷的感谢！

最后向在百忙中评审本论文的各位专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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