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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在经济处于高速化发展的趋势下，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和自身的

消费能力都处于持续上升的状态，与过去相比，人均可支配收入也有了大幅度的

增长，过去备受欢迎的物质产品和文化产品已经不能完全满足人们的需求，便开

始尝试以生态产品来打破僵局。但是生态产品不仅供给不足，而且相比其他产品，

它的度量、交易、抵押和变现都比较困难，影响了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随

着习近平总书记生态产品和两山理念的提出，如何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效益，

实现生态产品价值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但学者们更多的将研究对象集中在比

较宏观的层面，比如某个市，某个自然资源，且采用的价值计量方法存在不足之

处，并没有从微观角度，如古旧村落出发。而古旧村落历史悠久，拥有着丰富的

自然和文化资源，研究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本文认为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是当生态产品的保护开发成本小于其所带来

的经济价值时的结果，因此以抚州竹桥古村作为研究对象，从环境会计的角度出

发，引入环境重置成本法进行古旧村落生态产品价值计量，分析竹桥古村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情况，梳理竹桥古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挖掘潜在的价值实现

路径机理，构建古旧村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以期为其他古旧村落生态产品

价值的计量和实现提供参考。首先，通过分析文献资料，根据文件最新指示，确

定古旧村落生态产品价值计量的设计思路，并把环境重置成本法作为本文的基本

计量方法。其次，依据古旧村落生态产品的种类和特征，将古旧村落生态环境治

理过程中发生的所有成本分类归集，建立三层成本计量模型，包括恢复层成本、

维护层成本和战略层成本。再次，根据竹桥古村相关政府文件和治理措施，运用

该模型对竹桥古村生态产品的价值进行核算，最终得到的核算数据为 0.89亿元。

最后，将计量得出的生态产品成本（最低的生态产品价值）与其带来的经济收入

对比，判断得出竹桥古村生态产品价值得以实现，在此基础上梳理竹桥古村的价

值实现路径，为古旧村落总结出一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希望能够助力古旧

村落更好的实现生态产品价值。

关键词：古旧村落 生态产品 生态产品价值 环境重置成本法 竹桥古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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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under the trend of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people's requirements for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their own consumption

power are in a state of continuous increase. Compared with the past,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has also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which has been

widely The welcome material products and cultural products can no

longer fully meet people's needs, so they began to try to break the

deadlock with ecological products. However, the supply of ecological

products is not only insufficient, but compared with other products, its

measurement, transaction, mortgage and realization are more difficult,

which affect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With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proposal of ecological products and

the concept of two mountains, how to convert ecological advantages into

economic benefits and realize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products has

become a hot topic of research by scholars. However, scholars focus more

on the macroscopic level, such as a certain city or a certain natural

resource, and the value measurement method adopted has shortcomings,

and does not start from a microscopic perspective, such as ancient

villages. The ancient villages have a long history and rich natur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and it is of strategic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realization of the value of their ecological products.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realization of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products is the result w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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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costs of ecological products are less than

the economic value brought by them. Therefore, taking the ancient village

of Zhuqiao in Fuzhou as the research obje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the environmental replacement cost method is

introduced. Measure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products in ancient villages,

analyze the value realiza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s in Zhuqiao Ancient

Village, sort out the path of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realization in

Zhuqiao Ancient Village, explore potential value realization path

mechanisms, and build a mechanism for realizing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products in ancient villages, in order to help other ancient villages.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measurement and realization of the value of

village ecological products. First, by analyzing the literature and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instructions of the documents, the design idea of

the value measurement of ecological products in ancient villages is

determined, and the environmental replacement cost method is used as

the basic measurement method of this paper. Secondly, according to the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cological products in ancient villages, all

costs incurred in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in

ancient villages are classified and collected, and a three-tier cost

measurement model is established, including restoration-level costs,

maintenance-level costs and strategic-level costs. Thirdly,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government documents and governance measures of Zhuq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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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ient Village, the model was used to calculate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products in Zhuqiao Ancient Village, and the final accounting data was 89

million yuan. By comparing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products) with the

economic income it brings, it is judged that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products in Zhuqiao Ancient Village has been realized. It is hoped that it

can help ancient villages to better realize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products.

Keywords:Ancient villages;Eco products;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Environmental replacement cost method;ZhuQiao Ancient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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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研究背景

近年来，在经济处于高速化发展的趋势下，人们自身的消费能力和对生活质

量的要求都处于持续上升的状态，与过去相比，人均可支配收入也有了大幅度的

增长，过去备受欢迎的物质产品和文化产品已经不能完全满足人们的需求，便开

始尝试以生态产品来打破僵局。但是，由于人类过度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生态

系统无法满足人类生产生活所需的物质和服务，生态产品的供给不足，而且相比

其他产品，它的度量、交易、抵押和变现都比较困难，未能充分实现将生态优势

转化为经济效益，影响了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降低了人类的幸福感。

从我国 2010年提出“生态产品”这一概念以来，各位学者不断完善生态产

品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致力于摸索和总结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国家也通

过建立试点的方式来完善和改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在 2021年 4月 21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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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首次提出了要盘活古旧村落，要求生态产品

价值核算方法要具有反映保护和开发成本的功能，要在保障自然环境的前提下，

进一步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与模式，以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古旧村落，也被称为传统村落，它们是在早年间形成的，蕴含着丰硕的自然

资源和文化资源，无论是它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科学人文价值，还是经济价值和社

会价值，都是不容小觑的，应该得到保护。我国在长期的农业生产中形成的农耕

文化，造就了许多日久岁深、有着独特风俗习惯又形式多样的传统村落，这些对

中华民族经济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一直在落实对传统村落的

保护，中国传统村落目录中约有 7000多个村落被列入其中。但近几年来，古旧

村落面临着快速消亡的危机，生态产品价值无法充分实现。一方面，一些古旧村

落里具有文化价值的古建筑历史太久远，破败严重，无法修复和保护；另一方面，

由于过度的旅游开发，很多区域的生态环境被破坏，形成难以依靠自身恢复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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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因此，如何更好的完成古旧村落生态产品供给能力的加强，并进一步落实其

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以位于抚州市金溪县的竹桥古村作为案例进行研究，金溪县是国家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第一批试点地区，经过对各乡镇、村落大量的研究和探索，

进行系统科学的规划，并严格落实每一项措施，最终摸索出既保留了个性化特点

又可普遍推广的一系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经验和操作。其中竹桥古村作为金溪

县古旧村落代表之一，不仅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而且被列为 4A级景区，成

功列入第二批国家森林乡村名单之中。研究竹桥古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情况，分

析竹桥古村价值实现路径，对于盘活古旧村落，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将具

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1.2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一方面，丰富了生态产品价值的计量方法以及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内涵。本文

采用环境重置成本法对古旧村落的生态产品价值进行计量，从成本角度计算其最

低的价值，有利于拓展国内外关于生态产品价值的计量方法。同时，本文认为生

态产品的成本与其所带来的经济收入之间的比较就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实质，

当经济收入大于生态成本，也就是最低生态产品价值时，就是价值实现的表现。

另一方面，丰富了“两山”理念的内涵。根据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两山”

理论，生态资源能够转换为源源不断的经济收入。而这种转变就是要在自然环境

中挖掘出生态产品，对之加以保护性发展，成为人们所需要的资产，以此去实现

经济效益，从而实现生态资源的真正价值。古旧村落拥有的山湖林田草等生态产

品就能够完成这种转化。所以，通过深入地对古旧村落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的研究，将有助于进一步完善“两山”理念的发展，为“两山”的实现提供一条

转化路径，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2.实践意义

第一，古旧村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研究能够为村落发展提供新思路，推动我

国古旧村落经济的发展，从而实现乡村振兴。虽然目前古旧村落发展相对落后，

许多建筑破坏不堪而无法修复，产生空心村现象，但是古旧村落的生态产品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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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质量是首屈一指的，富含大量的生态产品，有洁净的空气、广阔的土地、清澈

的河流、独特的建筑风格、农副产品等，挖掘这些生态产品，明确他们的价值量，

将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收入，可以拓展我国实现乡村振兴的渠道，改善民生。

第二，对古旧村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研究，将为村落的发展提供新动力，

保障人民合理的生活水平。保持生态系统的正常功能，激发水源涵养和调节空气

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增强生态产品供给能力，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在

村落落地，为乡村带来创造价值的新渠道，从而拓宽村民的收入来源，为村民带

来更多经济收入，改善村民生活水平，增强幸福感。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内“生态产品”和“生态产品价值”是主要的研究内容，而在国外“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和“生态系统服务付费”是主要的研究内容。不过从根本上说，

二者研究的对象和目标其实是一致的。

1.2.1生态产品

1.国外研究进展

PR Ehrlich（1981）通过界定自然资源、环境服务，建立了能充分体现所有

生态系统相关概念的新概念—生态系统服务，这是国外第一次提出。Daily G C

（1997）首次系统梳理了生态系统服务的内涵、分类、历史发展过程以及评价的

方法。Norberg（1999）通过梳理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按照自然服务与生态系

统之间的关系，认为可以将生态系统服务可以分成三大类，并通过举例验证了其

普适性。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2005）通过归纳生态系统可以为人类提供的各

项服务，认为可以将其分为四大类：调节、支持、文化和产品服务。Boyd 等（2007）

认为应建立统一的标准来衡量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服务，而且应将生态系统视

为能为人类带来收益的生态要素。Wallace KJ（2007）提出生态系统服务这一概

念的提出不仅为利用自然资源提供了一个机会，对于社会政治也有其重要意义。

从 20 世纪中后期以来，在国外学者持续深入的研究下，关于生态系统服务的研

究成果日益丰硕。

2.国内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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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十八大提出生态产品的具体要求以来，生态产品相关理论与实践研究热潮

居高未减，通过对国内文献的整理、总结，发现我国学者关于生态产品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生态产品的供给以及生态产品的属性两个方面。

在生态产品属性方面，丁宪浩（2010）认为生态产品的属性包括维护生态安

全和促进生态平衡。张瑶（2013）以人地关系为切入点，提出生态产品的显著特

点之一是集体制造，并由公共享有。黄如良（2015）认为价值多维性、正外部性

和人类受益性是生态产品属性的表现。唐潜宁（2017）将生态产品属性划分为非

排他性、非竞争性、地域性、无形性、整体不可分性和有限可生产性；肖南云（2018）

提出森林生态产品具有自然、公共、市场和社会四种属性。陈佩佩、张晓玲（2020）

认为生态产品兼具公共和商品双重属性，这决定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研究需要

从多方面、多角度展开。

在生态产品供给方面，曹清尧（2006）提出可以将生态产品放在市场上进行

交易，以此增加其供给。丁宪浩（2010）提出规避生态产品供给和交易过程中出

现的问题能够通过建立一个生态产品交易系统得以实现。陈辞（2014）通过分析

制约我国生态产品供给不足的原因，认为我国在供给机制中应明确供给主体、明

确产品价格及财政补偿要求。孙庆刚（2015）等认为在确定生态补偿具体金额时

应将生态产品的供给量考虑在内。李繁荣（2016）提出可以通过构建政府和私企

之间的 PPP 合作模式，提高我国生态产品的供给效率。于浩等（2017）提出应

有税收承担生态产品的生产成本的建议，以达到生态产品的有效和最优供给。王

夏晖等（2021）认为我国各地方的生态环境差异较大，应建立生态空间管理体系，

完善空间布局，根据各区域的实际情况分区引导生态产品的持续供给。

1.2.2 生态产品价值

1.国外研究进展

在国外除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估以及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ES）相关内

容研究和讨论较多之外，对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相关的研究寥寥无几。

关于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估，Portela（2001）通过建立的动态模型，得

出亚马逊的森林遭到破坏后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将会下降，从而说明森林富含巨

大的价值，应予以保护。Pattanayak（2004）指出印度尼西亚境内的Mangarai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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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给下游带来经济效益，以此来评估该流域的生态系统价值。Tengberg（2012）

通过对瑞典和帝汶海两个案例进行研究，得出了将景观文化遗产纳入到生态系统

服务评估中的必要性。Brauman（2014）研究发现当土地的供水服务增加时，其

他服务的提供并不只是增加，从而得出物理和社会环境决定了生态系统服务的价

值量。Caro C（2018）通过整合 DPSIR 框架和空间数据库绘制了生态系统服务

图，用以评估海洋生态系统的服务，从而便于管理。

在生态系统服务付费研究中，Wunder（2005）认为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可以

协调环境服务出售者和购买者二者的利益，是一种可以直接保护自然资源的方法。

Nycdep（2006）认为实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方式之一是跨流域的横向生态补偿，

并以纽约饮用水为例进行了验证。Sattler（2013）通过梳理 PES的起源以及定义

发展，认为Wunder关于 PES的定义属于科斯定义，更加注重市场机制的作用，

而 Muradian关于 PES的定义在Wunder的基础上加上了庇古定义，认为在定义

生态系统服务付费概念时不仅要考虑市场的作用，也要将税收和补贴等手段考虑

在内。Bennett（2015）认为在理解 PES机制时，应考虑社会因素，建立社会—

生态系统(SES)将会有助于可持续性发展研究。Jang-HwanJo（2020）通过对森林

利益相关者进行调查，提出提高森林管理者的碳补偿意识对于发展森林碳市场至

关重要。王佳佳、荣冬梅（2021）梳理了英国政府采用的生态系统服务估值方法，

并详细分析了 PES系统的各具体要素和种类，以期能为我国研究提供参考意义。

2.国内研究进展

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研究方面，价值实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的路径和计量方法的选择是我国现有研究的重点关注内容。

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存在的问题上，孙志（2017）认为虽然我国建立了多个

试点，但总体上看生态价值未充分实现，生态产品价值存在产权不清晰、交易机

制不健全等问题。管志贵、田学斌等（2019）提出可以借助区块链技术的优势，

解决生态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难监管、难交易、难公开的问题，从而助力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唐学思（2020）认为武陵源风景区虽然拥有巨大的生态价值，

但是由于景区生态资源市场价值难以确定、产权界定不清晰、调节服务和支持服

务未被产业化以及游客环保意识薄弱，导致景区的生态产品价值无法实现。孙博

文（2021）认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还面临着理论与实践双重困难，一方面理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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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不够成熟，有待突破，另一方面，因核算方法不统一、评价机制不健全等问题

导致在具体实践时无法落地。

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计量方法的选择上，戴波，周鸿（2004）认为评估生态

资产是要对自然资产的价值进行衡量，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评估，并通过对

生态资产评估相关文献进行检索，总结归纳出了四类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的方法；

韩哲英等（2007）采用条件价值法计算出平山生态旅游区的森林生态产品的旅游

价值。丁宪浩（2010）提出用能值分析法衡量生态产品的价值；昌龙然（2013）

通过条件价值法核算出玉峰村的生态价值远高于市场价值。周一虹（2015）对现

有的生态环境价值计量方法进行了分析与不足比较，建立了从环境成本的角度出

发来计量的环境重置成本法。操建华（2016）对现有计量生态产品实物量和价值

量的方法进行比较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出一套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的定价体

系。邓爽、曾雄旺等（2017）运用市场价格替代法等多种方法构建了城市山岳型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计量体系，并以岳麓山为例对其模型进行验证，评估出其总价

值。欧阳志云等（2020）采用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法，核算出丽水市 2016

年和 2018年生态产品价值量，并得出这两年生态环境保护取得了良好的成就。

贺义雄（2021）通过对核算方法进行梳理，从而总结出衡量海洋生态系统价值的

三种主要方法，以此解决海洋社生态产品价值计量时面临的困难。

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上，邹睿思（2014）提出将生态资源证券化能够

有效缓解生态价值在实现过程中存在的资金不足等问题。廖福霖（2018）认为生

态产品价值的实现需要解决外部性问题，并从政府和市场两个途径提出了价值实

现的具体建议。张伟（2018）认为绿色金融能够为我国实现“两山”理论的转换

提供支撑作用，并提出了如何更好的建我国设绿色金融体系。丘水林等（2019）

对国外发达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体系展开分析，并借鉴故国外成功经验，构建

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体系。陈薇（2020）介绍了江西省资溪县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具体路径，主要从四个“最美工程”展开。周一虹（2020）认

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可以分为政府补偿路径、市场化路径和准市场化路径。

袁广达（2021）指出在促进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资本的整个过程中，需要政策和

市场的协同作用，并且生态资源资本化后可以改善生态环境，提高经济社会的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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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古旧村落可持续发展

在国外，Manisha Pillaya（2013）认为借助旅游业可以改善发展中国家中乡

村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扶贫提供机会。Sinare（2016）采用社会生态斑块和卫星

图像分析对布基纳法索的六个村庄进行了生态系统服务的评估，得出这些服务是

村庄重要的收入来源。Rai（2020）对不丹社区人造林的生态系统服务进行了参

与性评估，居民认为，修复后的林分提供了多种商品和生态系统服务，对当地安

全、健康和生计至关重要。

国内在古旧村落价值实现方面研究较为丰富，郭焕成（2005）为北京市门头

沟区的传统村落建立了一个价值评价模型，认为应从历史性、典型性等方面来衡

量村落的价值。徐秀美（2017）认为生态补偿方式有助于乡村生态产品价值的实

现，并且提出在确定旅游生态补偿标准时，可以加入生态足迹效率这一指标。贺

涛(2018)提出可以通过建立市场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增加乡村生态价值，以此推

动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陈玉婷、彭洁莹（2020）对古村落邦塘村的现状进

行分析后，认为要想发挥古村落最大的价值，只有守变共存才能达到效果，并提

出以旅游来促进邦塘村可持续发展。邹力宏（2021）以抚州市金溪县为例，提出

农村的产权交易能够将村内的生态资源与市场连接起来，实现市场化，从而促进

村落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林秋玲（2021）描述了乡村振兴战略下，福建泉州市

通过创新，构建以乡村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为主的农村生态经营体制，使得

乡村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得到进一步发展。

1.2.4文献述评

从历年文献可以看出，国外对生态系统服务的研究较为丰富。在对生态系统

服务的概念进行探讨的过程中，起初，国外学者大多局限于生态环境所拥有的调

节和保护两个方面的功能进行定义，后来进一步发展为调节、支持、文化和产品

四个方面进行定义，这与国内的生态产品概念的定义更加相似。关于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评估与付费的研究时间不长，但在关于付费的具体机制、评估方法、价值

实现方面的研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为我国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了借鉴作

用，其相关理论的发展对我国研究古旧村落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具有一定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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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在国内，党的十八大提出生态产品以来，学者们起初将研究重点放在了生态

产品本身上，如生态产品的种类、属性等方面。而从党的十九大以来，学者们将

研究重点放在了价值实现上，包括价值实现的路径、机制等。但是，目前学者们

关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某一个宏观区域，如某个市、或者某

个具体的自然资源（水、空气、森林等），且采用的价值计量方法存在不足之处，

未形成一致的生态产品价值衡量标准。而在微观层面，关于古旧村落的生态产品

价值问题的相关研究相比较少，这也是本文选取古旧村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作为

着眼点的原因所在。

因此，本文根据《意见》中提出的要建立能够客观反映生态产品保护和开发

成本的核算方法，首先从环境会计的角度引入环境重置成本法对古旧村落进行计

量，找出成本因子，建立三层成本模型。其次，以抚州市竹桥古村落为例，计量

出竹桥古村的生态产品价值。最后，通过评估竹桥古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状况，

总结其价值实现途径，进一步挖掘内在的实现机理。这不仅为古旧村落生态产品

价值计量的方法提供了新思路，让古旧村落有了明确价格，而且能够帮助古旧村

落建立价值实现机制，使其在未来发展中更加有的放矢，助其真正实现“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1.3.1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

文献研究法为本文梳理相关理论，确定研究主题及文章架构起到了铺垫的作

用。利用 CNKI，Elsevier Science Direct等中英文数据库，查找与生态产品、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古村落发展相关的文献，采用知网研学对找到的文献进行阅读、

分类和归纳，从中发现有很多优秀的学者有着独到的见解，可以加以吸收和采纳，

以此弥补自己的不足和激发更多的潜力，从而完成文章内容的撰写。

2.案例研究法

本文选取的案例为抚州市金溪县竹桥古村，在抚州市成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https://library.lzufe.edu.cn/pagelinklog.aspx?key=m0h84v2n36uK5AKz5zKbqqDCdb4C9/M/aQeFr6SV/XKu9rOmaeGX3PHNgdW6Ghs+yXDHwiRmmMwHZUVAfIT2dY5GIoz+1kmrcl+K8wfPzUcNx/hLuT+Q3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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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试点地区之一后，金溪县抓住机遇，利用各乡镇自身拥有的资源，努力探索

适合各村落发展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其中，竹桥古村是古旧村落生态价值

实现的良好典范，关于该乡村价值实现的想法和措施，不仅可以大力宣传，而且

可以沿用到其他古旧村落当中。基于此，本文站在会计角度上，以环境重置成本

法作为基础，收集归纳了竹桥古村中所有生态产品的成本因子，构筑了竹桥古村

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的三层成本计量模型，最终确定该村落的生态产品价值总值，

以此判断竹桥古村价值实现的情况，并在此基础上梳理了价值实现的具体路径，

总结出其价值实现机制，为我国古旧村落的发展提供参考。

1.3.2研究思路

本文的研究思路确定为如下图 1.1所示：

图 1.1 研究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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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内容

第一部分：绪论。介绍了本文研究选题的来源，具体的研究思路。并对知网

上和主题相干的文献进行梳理，总结，为本文的研究做铺垫。

第二部分：对与本文研究相关的理论基础和概念进行阐述。其中包括：马克

思劳动价值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两山理论、生态产品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

阐述这些概念界定和理论介绍在竹桥古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研究中的铺垫作用。

第三部分：古旧村落生态产品价值计量模型的构建。包括价值的识别和核算。

价值的识别：介绍了我国古旧村落的基本概况，包含生态资源概况，保护发展的

现状，以及生态产品价值识别的依据；价值的核算：介绍了环境重置成本法的概

念及运作机理、设计思路和相关计算依据，并依据此方法为古旧村落构筑了一个

三层成本计量模型。

第四部分：竹桥古村生态产品价值的计量。对竹桥古村的自然环境特征、经

济社会概况、建筑文化等进行说明，对该村进行生态产品价值计量的必要性进行

了总结，并对该村落通过环境重置成本法进行了生态产品价值计量研究。

第五部分：分析核算结果，总结归纳竹桥古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利

用第四部分中的核算结果，评价竹桥古村价值实现的效果。并且通过梳理具体实

现路径，挖掘潜在的价值实现机制机理，构建古旧村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以其为其他古旧村落生态产品价值的计量和实现提供参考。

第六部分：研究结论及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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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论和方法分析

2.1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核心概念

2.1.1生态系统服务与生态产品

生态系统服务这一概念，最先是由国外的学者所提出的，后在国内学者的研

究下将其定义为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以其复杂系统的方式相互

作用，产生有助于人类生产生活的一系列产品和服务。国外学者通过不断补充和

完善，最终将生态系统服务分为四个部分，即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支持服务和

文化服务。

生态产品是在中国被提出的，其内涵一直饱受争议。2010年在《全国主体

功能区规划》，我国首次正式提出生态产品这一定义，将生态作为一种产品，将

其与工业品、农产品放在同一层面。从那以后，通过地方政府和相关学者的广泛

研究，对生态产品进行完善，生态产品的概念渐渐清晰，包括狭义层面和广义层

面。狭义的生态产品仅仅指生态系统所能提供的的调节服务，包括干净的空气、

清澈的水源等。广义上的生态产品涵盖范围较大，可定义为由生态系统提供的、

可以满足人类生产生活可持续发展的物质产品和服务产品的总和，由文化功能型

产品、物质提供型产品和调节功能型产品组成。广义上的生态产品也是本文采用

的生态产品的概念。

根据生态系统服务和生态产品的概念及组成，生态系统服务中的支持服务不

能直接为人类提供产品，是为其他三项服务提供支撑的，只体现在生态系统的内

部，其价值包含在其他三项服务中。所以可以看出，生态系统服务和生态产品有

着一致的范围。

2.1.2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生态产品价值变现

通过对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国内学者在计量生态产品价值时，关注的重点更

多是生态产品的价值应该是多少，没有从生态产品的本质属性出发，即一旦生态

产品无法为人类提供服务，恢复其基本功能所需付出的全部成本。基于这个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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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研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其实可能并不太准确，更多的是研究如何将生态产品价

值变现，比如家里放置的一块黄金，放到市场上卖了 1块钱，我们可以说它的价

值实现了，但如果考虑获得成本，其实并没有实现，反而亏损了。同样，生态产

品的价值实现也应把成本这个因素考虑在内。

因此，本文认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指当生态产品的开发和保护成本小于其

带来的经济价值时，才能认为该区域的生态产品价值得到了实现，在这里生态成

本就是区域最低的生态产品价值。如果生态成本大于其带来的经济收入，按照“两

山理论”中提到的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说明该地区的生态产品此时需

要继续保护，不能开发使其市场化。

2.2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论基础

2.2.1可持续发展理论

该理论是在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提出的科学发展理念。可持续发展理

论认为人类不能孤注一掷的追求经济的增长，要兼顾生态环境承载力以及资源储

量，平衡好发展与环境保护二者之间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依据可持

续发展理念倡导的系统化发展理念，人类的发展要用长远、整体的眼光，平衡好

未来利益与眼前利益，在人类自身生产生活进步的同时，也要保证生态环境的稳

定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生态产品的形成，要求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要满足

生态、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要素整体的协调，延长生态产品物质和服务的

供给时间，实现区域内资源的综合利用。

2.2.2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

马克思认为商品本身伴随着人类劳力的消耗，它的价值是人类无差别的劳动

的产物，因此可以说，集中于商品中的劳动量就是商品所含有的价值量。对于生

态产品而言，生态环境目前已经存在不易修复和甚至不能修复的破坏，自然资源

和生态产品的供给也处于不足的状态，与人们自身持续性增长的标准和需求形成

了矛盾，人类必须投入劳动来保护环境，实现生态产品的持续供给，这就形成了

生态产品的价值。生态产品不仅蕴含着大量对人类具有可取性和可利用性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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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还可以满足人类在生产生活和精神等方面的一部分需求，但这些都需要人类

付出劳动才能获得，除此之外，为了避免出现自然资源短缺的情况，同时为了保

持其发展的可持续性，人类也需要付出劳动对遭到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修缮和保

护，从而保证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2.2.3生态环境价值理论

1940年以前，人类认为自然资源的供给是源源不断的，可以无限次被大众

使用，生态环境本身并不具备价值，由此便出现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

然而，伴随着人类经济和社会的进步，自然资源被过度利用，与人类休戚与共的

生态环境也日渐恶化，这不仅对人类的身体健康造成损坏，也抑制了社会的经济

增长，人们开始意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需要重新定义和维持，环境资源的稀缺性

逐渐深入人心。同时，人们也认识到生态是有价值的，它和商品一样，其价值也

是会发生增加和减少变化的，为此人类开始修复、保护生态。生态产品的价值不

仅体现在可以为人类提供各类生态物质产品，而且拥有土壤保持、旅游文化等调

节和文化价值。

生态环境价值理论是研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里必不可少的理论基石。一方面，

生态环境价值理论让人们认识到生态产品并不是无价的，这解释了为什么要计量

生态产品的价值，也让生态补偿的标准可量化、可对比。另一方面，当明确了环

境资源的价值后，生态产品的定价将会更加合理，有助于丰富环境资源市场，拓

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途径，更好的帮助政府利用经济工具优化资源的配置。

2.2.4外部性理论

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指出个人在进行经济活动时，将会产生私人成本和收益，

与此同时产生了社会成本和收益，当私人和社会二者结果不一致时，便会出现外

部性。一方面，经济主体的活动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坏，而由于生态环境是属于

全人类共享的，其他主体的生活也会因此受到牵连，此时社会成本超过个人成本，

即生态环境的负外部性。另一方面，部分人类为了增加生态产品的供给能力，对

生态系统进行修复投入了大量劳动力，但也因为生态环境的公共属性，会增加未

参与劳作的群体收益，从而产生了社会收益大于个人收益的情况，这也就是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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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正外部性。

因此，为了避免市场失灵，解决生态产品的外部性问题，达到帕累托最优，

要结合庇古税手段和科斯手段，从政府和市场角度出发，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的路径，保障生态系统能够健康有效的运转。

2.2.5“两山”理论

“两山”理论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省考察时提出的。这对我国在协调环境

和经济社会发展二者关系上提出了明确要求。首先，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

山。这就明确要求我们不能不考虑生态环境的现实情况，盲目发展经济，因此我

们必须要在自然环境承载力范围内进行经营活动，自然环境和经济收入二者要兼

顾。其次，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当在开展某一项项目时会面临经济利

益与保护生态环境这二者相冲突的时候，此时我们不能只顾追求眼前利益，要从

长久考量，舍弃经济发展，将环境放在首位。最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自

然就是有价值的，我们要善于利用生态优势，将其转化为经济收入，实现生态产

品价值。“两山”理论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判断和实现路径提供了依据。如果

生态产品成本高于它所带来的经济收入，则说明其生态价值此时未能充分实现，

因此我们应以保护为主，放弃开发；如果生态产品的成本低于经济收入，说明其

价值能够充分实现，此时就应基于成本探索详细的实现路径。

综上就是本文基于的理论基础，其逻辑关系如图 2.1。

图 2.1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论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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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方法分析

当前，学术界内关于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的方法呈现百家争鸣的形势，没有形

成标准的核算体系，而判断生态产品价值是否实现，以及如何实现，这些研究的

前提都是要有合适的核算方法，若没有健全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就无法摸

索与之匹配的价值实现路径，从而实现其生态价值。

2.3.1现有方法分析比较

目前，研究生态产品价值计量方法的学者主要集中在经济学领域和生态学领

域。经济学学者提出的生态产品价值计量方法包括条件价值法，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价值法、恢复费用法、机会成本法，生态学领域的专家认为计量方法包括当量

因子法和基于能值的生态元法。本文只对经济学领域的方法进行分析比较。

其中，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法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为导向，将生态系统可

以供给的所有产品和服务总量测算出来，并将其货币化，算出价值量。这个方法

能够比较准确的核算出生态产品的全部价值，但需要的数据比较复杂，只能将其

作为生态产品价值的上限。恢复费用法是当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人类为修复环境

使其恢复原样而投入的直接成本。该方法涵盖内容不全面，而且具有滞后性。机

会成本法是指为保护生态环境而丧失的那部分最大的经济收入，该部分费用确定

标准，缺乏可靠性。条件价值法以个人欲望的最大满足为基础来衡量生态产品价

值，生态环境系统能够为人类提供效用，由此产生价值，但个人的欲望是无法得

到最大限度满足的，因此无论是确定生态产品的数量还是定价都无法实现合理公

平。

2.3.2环境重置成本法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现有生态产品价值的计量方法存在一定的不足，无论

是核算范围难以确定，还是实际操作存在问题，都无法保证反映出的生态产品的

价值的全面性和准确性。而要想寻求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具有精准的生态

产品价值量是其必要的前提。会计是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其基本的职能之一

就是核算，郭道扬（2009）认为，会计目前正在参与解决世界范围内的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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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决环境问题也将会是未来会计的发展方向。《意见》中也明确要求生态产

品价值核算方法要具有反映保护和开发成本的功能。所以，本文采用的生态产品

价值核算方法是周一虹教授所提出的环境重置成本法，以环境成本为切入点，将

生态保护与建设中涉及的所有成本予以归集，通过构建三层成本价值计量模型，

从成本的角度去衡量一项生态产品具有的最低价值量，也就是最低的生态产品价

值。

2.4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分析

通过对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发现学者们关于如何划分生态产品价值

的实现路径形成了一致标准，认为应从生态产品的产权是否明确对其归类，具体

分为政府补偿、准市场交易和市场交易。对于权属不明确的，如干净的空气、湿

润的土壤等，它们由生态系统直接提供，属于生态产品的第一级，具有公共属性，

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通过生态补偿的手段进行治理，在生态公共产品价值核算结

果的基础上，加强区域间环境保护和治理的合作，完善横向和纵向补偿机制。对

于权属界定清晰的生态产品，比如借助生态优势发展起来的的农业、畜牧业、生

态旅游产品等，这些可以将其市场化运作，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实现价值。对于

那些产权不够清晰，需要进一步鉴别产品种类特征的生态产品，应发挥政府和市

场的协同作用，该路径即为准市场化路径。如经营性生态公园、碳排放权、排污

权等，应由政府牵头引导，再以市场化经营手段促进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

从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具体实践案例来看，各地区自被确定为价值实现

机制试点地区，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积极探索，总结价值实现模式，

形成由上到下的管理体系，打造特色产业。总结来看，我国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

路径从以政府补偿为主开始，逐步趋于多元化，之后引入市场多元主体参与，经

过不断完善，基本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和企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实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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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古旧村落生态产品价值计量模型构建

3.1 古旧村落概况

古旧村落，通常是指形成较早、经历很多历史变动，即在村落选址、建筑风

格和建筑环境等方面都基本保留或变化不大的村落，也被称为传统村落。古旧村

落虽然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它一直服务于人类，积淀了丰硕的生态资源和文

化资源，蕴含着独特的生态和文明价值。而且大多保留着独特的民俗，富有传承

意义，是中国农业文明几千年来的重要结晶，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

要组成部分，具有无可替代的战略作用。

从 2012年以来，我国加大了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和管理力度，大力开展对传

统村落的保护工作，制定规划，启动传统村落名录。到目前为止，我国已先后公

布了五批传统村落目录。总计有近 7000个村子被纳入，国家自此形成了从上到

下、从国家到县域的联动保护系统。

3.1.1古旧村落生态资源概况

古旧村落沉淀了丰硕的自然和文化资源，具有多种价值。一方面，古旧村落

不仅拥有质量较高的森林资源、水资源、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等，这些对于我国

乡村和城镇的经济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另一方面，古旧村落还可以为人类

提供多种生态服务，如气候调节、固碳释氧等，这是古旧村落独特的生态优势。

同时古旧村落还拥有历史悠久的古建筑，很多古旧村落的古建筑面积达到建筑总

用地面积的 70%以上。还有很多传统农耕文化、风俗文化，具有深厚的文化气息。

3.1.2古旧村落保护发展现状

随着时间的流逝，虽然我国加大了对古旧村落的保护力度，但是在对古旧村

落的保护和发展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第一，部分历史久远的传统村落古建筑

出现难以修复的老化，而且村里老年人口居多，基本上没有高效劳动力，空心村

现象严重，加剧了村落的衰败。第二，在各地区传统村落的保护方案中，大多注

重对传统建筑原始风貌的保护，但对于古旧村落所依附的自然资源，如森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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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缺乏足够的重视，对当地人民的基础设施和世代相传的民俗习惯、精神信仰等

文化资源等缺乏有效的保护措施。第三，互联网时代的发展，使得村民纷纷向往

城市的高楼大厦，对自家房屋改扩建，让村落的面貌变得杂乱无章。第四，为了

追求旅游服务的收益，盲目的拆旧建新，拆真建假，也让传统村落失去了原来的

样子。

3.2 古旧村落生态产品价值识别

3.2.1古旧村落生态产品分类

根据生态产品的概念，结合古旧村落拥有的生态资源，本文根据古旧村落提

供的物质产品和生态系统服务将古旧村落生态产品分为以下三类，具体分类和说

明见表 3.1：

表 3.1 古旧村落生态产品分类

产品分类 一级科目 说明

产品提供型 农业产品 小麦、果蔬、茶叶等

林业产品 木材、林下产品等

畜牧业产品 马、羊、牛、禽蛋等

渔业产品 各种鱼类、贝类等

调节功能型 净化大气 净化空气污染物，提高空气质量

净化水源 提高水环境质量

水源涵养 对降水进行截流、渗透、蓄积

洪水调蓄 吸收降水和过境水

调节气候 通过植被蒸腾、水面蒸发吸收太阳能

土壤保持 通过林木的各个层次减弱雨水对土壤的侵蚀

生物多样性 丰富的动植物资源

防风固沙 增加风流运动阻力，避免沙漠化

固碳释氧 固定二氧化碳、释放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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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1

产品分类 一级科目 说明

径流调节 修建水库来重新分配河流流量

文化功能型 休憩服务 可以提供旅游观光、康养服务等

3.2.2价值识别依据

要想准确核算出古旧村落生态产品的价值，建立恰当的价值实现模式，最重

要的一步就是要识别出古旧村落的生态产品价值。首先，识别出生态产品。结合

生态产品的内涵与外延识别出村内所有的自然资源，区分生态产品；其次，确定

识别主体。由于古旧村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为了反映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并指

导地方政府决策，因此，古旧村落生态产品价值识别的主体多为政府，只有较少

部分为企业等利益相关者。最后，确定适合自身村落价值实现的生态产品。这就

需要对识别出的生态产品进行价值核算，判断适合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路径。

3.3 古旧村落生态产品价值计量

3.3.1环境重置成本法的概念及机理

环境重置成本法是传统重置成本法的延申，是指在当前市场公允价值条件下，

重新购置该项生态产品或服务所需付出的所有货币价值总和。在这种方法中，生

态环境被视为一种资产，当其所提供生态产品的物质及服务受损时，其价值就会

降低，此时需要通过技术手段对受损的服务功能进行修复，这一过程所产生的所

有成本都是生态环境的重置成本，也就是生态产品的最低价值。

在环境重置成本法中，重置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

且不能一蹴而就，需要结合环境治理环节的特点，将整个过程的全部类型成本、

全部成本内容归集、计算、总结，三层成本计量模型便应运而生。当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处于受损状态时，为了把它恢复到早期状态，需要采取的一系列现实成本

叫做恢复层成本，是第一层成本；由于生态环境治理不可能一蹴而就，短期的修

复工作不能保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长期有效，需要在生态环境恶化之前投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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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物力来防护，为了维持现有的生态系统服务必须付出的成本叫做维护层成本，

是第二层成本；最后第三层成本是在上述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考虑到这些成

本的付出会导致丧失部分经济收入，也就是机会成本，又叫战略层成本。上述三

层成本加和被认为涵盖了生态环境保护的全过程，即为环境重置成本总额。

3.3.2古旧村落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指标构建

1.生态产品恢复层成本

第一层成本是古旧村落生态产品的恢复层成本，古旧村落生态产品的恢复层

成本主是指如果生产产品受到损害，不能充分发挥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那么基

于当下条件将其恢复到原本功能程度所需付出的成本。该层成本是以污染治理为

切入点，结合恢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实施步骤开展，主要是对调节服务产品和

文化服务产品进行修复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具体包括对空气、水、森林、古建筑

的生态系统功能恢复。

（1）空气净化的成本

该部分价值是指治理受污染空气所需付出的成本，根据我国关于空气质量标

准的规定中指出，古旧村落对应一类环境功能区，如果污染物超过给定的标准值，

则需要对污染物进行处理，在本文中采取古旧村落治理空气污染物中主要排放物

的费用来核算，具体包括二氧化硫、工业粉尘和氮氧化物的治理费用。

（2）水体净化的成本

该部分价值是指净化水体污染物的成本。在我国用化学元素的含量来判定水

质的好坏，对于多余的化学元素采用污水处理厂来去除，本文认为古旧村落污染

物排放中，化学需氧量（COD）、总磷、总氮占比较高，本文以古旧村落治理

以上三种污染物排放的费用衡量净化水体的成本。

（3）水源涵养的成本

近几年来，各地区加大对森林的建设力度，很多村落不仅未增加农田面积，

反而开展了诸如退耕还林、公益林建设项目，不断提高森林的覆盖率，因此本文

以恢复古旧村落森林的水源涵养价值代替。森林蓄水能力较强，是一个天然的蓄

水池，如果该部分功能遭到破坏，那么该部分的价值就无法得到实现，所以森林

水源涵养功能的恢复层成本即为增加的森林面积所能带来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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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本文采用水量平衡法来核算森林年调节水量的价值。

（4）固碳释氧的成本

森林生态系统拥有多种多样的植物，可以充分发挥光合作用，从而保障大气

的动态平衡，缓解温室效应，当这部分功能被破坏时，表现为固碳量和释氧量的

减少，该部分价值丧失。因此，古旧村落固碳释氧功能的恢复层成本即为当年增

加的森林面积所能发挥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5）土壤保持的成本

森林生态系统能够利用自身的三个林木层次对降水进行调节，从而提高土壤

的抗侵蚀能力，减少泥沙淤积，保护农田，减少养分流失，增加有机质。因此，

森林生态系统土壤保持的功能价值从减少泥沙淤积和减少养分流失这两部分来

核算。如果该部分功能被破坏，则森林无法发挥土壤保持功能，所以古旧村落的

土壤保持功能的恢复层成本为当年增加的森林面积所能发挥的价值。

（6）保护生物多样性功能的成本

保护生物多样性功能通常采用的是物种保育服务价值来衡量，保育价值越高，

说明生物种类越丰富。如果这部分功能被破坏，动植物的数量将会减少，可能会

出现濒危状况，严重影响生态环境质量，所以，恢复这部分功能的成本即为增加

的森林面积所能发挥的功能大小。

（7）古建筑修复成本

古建筑作为古旧村落重要的物质文化遗产，拥有娱乐休憩、科研教育等服务

功能，但目前很多古建筑破败不堪，无法充分发挥其生态产品价值，古建筑的修

复层成本即是对现有的古建筑进行修缮，恢复其价值，比如对牌匾、墙面等进行

维修。由于古建筑属于不可移动文物资产，一般由政府通过公开招标确定修复工

作的负责人。因此，本文根据政府网站中公示的招标中标文件来确认古建筑的修

复层成本。以上恢复层成本的各项成本计量方法见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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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古旧村落恢复层成本计量指标

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
实物指标 核算方法 释义

净化空气
空气污染

物净化量 P 空=ΣQi*Ci

P 空表示净化空气的成本，Qi表示

第 i种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t），

Ci为第 i种大气污染物的治理成本

净化水体
水体污染

物净化量 P 水=ΣQi*Ci

P 水表示净化水体的成本，Qi表示

第 i种水体污染物的排放量（t），

Ci为第 i种水体污染物的治理成本

水源涵养
水源

涵养量
P 涵=10S*（Q1-Q2）*P

P 涵为涵养水源的功能价值（元/a），
S 为森林面积（hm2），P 为古旧

村落居民用水价格（元/m3），Q1

为古旧村落年降水量（mm/a），

Q2为古旧村落年蒸发量（mm/a）

固碳释氧

固碳量 P 碳=1.63*R 碳*S*B*P 碳

P 碳为固碳的功能价值，R为二氧

化碳中的含碳量，为 27.27%，S
为森林面积（hm2），B为森林净

生产力（t/hm2），P 碳为碳现行市

场价格（元/t）

释氧量
P 氧=1.19*S*B*P 氧

P 氧为释氧的功能价值，S 为森林

面积（hm2），B为森林净生产力

（t/hm），P 氧为工业氧气价格（元

/t）

土壤保持

减少泥沙

淤积量
P 泥=S*（Y2-Y1)/ρ*C 土

P 泥为减少泥沙淤积的价值，S 为

森林面积（hm2），Y1，Y2分别为

有林地、无林地土壤侵蚀模数（t/
（hm2*a）），ρ表示土壤容重

（t/m3）；C 土表示挖取单位体积

土方费用（元/m3）

减少氮磷

钾流失量
P 养=S*（Y2-Y1）*Si*Pi

P 养为减少养分流失的价值，Y1，

Y2同上，Si为土壤养分含量（%），

包括有机质、N、P和 K，Pi为化

肥市场价格（元/t）

生物

多样性

生物环境

质量 P 生=A 生*S

P 生为恢复物种保育价值功能的成

本（元/a)，A 生表示单位面积物种

保护价值（元/（hm2*a）），S为

各林分面积（hm2）

区域旅游
古建筑

修缮成本
见中标文件 见中标文件

公式来源：文献和文件标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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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维护层成本

第二层是古旧村落生态产品的维护层成本，维护层成本用来归集为了维护古

旧村落各生态系统能够持续不断地发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而投入的人力、物力、

财力。

（1）空气功能的维护

良好的空气质量并不能够一蹴而就，需要日常经营维护。古旧村落里的生活

垃圾、农作物秸秆焚烧会导致空气污染物增多，为了将空气质量保持在合理的范

围内，该层成本应至少包括村民日常生活垃圾的处理成本、垃圾桶以及垃圾站点

的建设运行成本、以及农作物秸秆的焚烧处理成本。同时，县级及以上会安装空

气质量监测站，这部分的投资运行成本也应按相应的比例分摊至此。

（2）水功能的维护

为了源源不断地提供干净的水源，本文从古旧村落污水排放主要来源的角度

出发，认为污水排放源主要有居民生活废水、养殖场粪水、企业废水等。因此，

维护水功能的成本应至少包括：垃圾与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建设、禽畜粪水处理项

目投资运行成本、企业废水监测项目或污水处理站点的投资运行成本等。同时强

化村民的环保意识也能间接对维持干净水源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所以，有关村

内环保宣传的投资也应分摊到这里，如设立环保宣传栏的成本，宣传手册的印刷

成本等。

（3）森林生态系统功能的维护

为了能够持续稳定地发挥森林生态系统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需要对森林采

取一系列的保护和管理措施，在这一过程中投资的所有人力、资金、物资就是森

林生态系统的维护层成本。计量公式如下：

P 森维=P 人力+P 物资+P 资金+P 其他

其中，P 人力表示人力费用的支出，如护林人员的工资；P 物资表示投入的物资

费用支出，如进行管护站建设、购买监控设备、除草，松土的设备等等；P 资金表

示为防治森林环境恶化而投入的各种资金，如林业防震减灾支出、疫木防治资金、

有害生物防治资金等；P 其他是指除以上三种成本以外的投入费用，如专项补偿资

金、为呼吁村民保护环境的宣传教育支出等，

（4）古建筑功能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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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筑的维护层成本是为了在古建筑修复后，能持续发挥其文化产品的价值

而投入的管理和保养成本，包括对古建筑自身的直接保护成本，增强古建筑价值

的间接成本两大类。其中直接成本有古建筑加固成本、古建筑腐蚀病害研究成本、

维护古建筑安全的管理成本等；间接成本包括基础设施投入成本、环境优化成本

等。

3.战略层成本

第三层是生态产品的战略层成本，该层成本是用来核算古旧村落为了保护生

态环境而丧失的那部分经济收入。通过对文献的整理，本文采用方文斌等（2018）

的研究成果来确定这部分成本。对于以旅游业为主的古旧村落来说，该方法可以

用来衡量由于保护古建筑而丧失的那部分旅游收入。利用以下公式来计算古旧村

落放弃的发展机会成本：

P 战略=GDP*R*E

R=P 维/(P 维+P 修)*100%

E=W/T

其中，GDP 是选定地区范围内计量年份当年的国民生产总值，R表示文物

文化资产维护层成本在保护成本中所占的比重，P 维表示古建筑的维护层成本，P

修表示古建筑的修复层成本，E为文化资产的利用效率比，W表示当年文物文化

资产的客流量，T表示当年选定地区范围内的客流量。

3.3.3古旧村落三层成本价值计量模型

综上，根据古旧村落拥有的生态产品，综合环境治理的全过程，采用环境重

置成本法对发生的成本进行分析和归集，从恢复到维护再到因恢复和维护而丧失

的机会成本，将其作为古旧村落的生态产品价值，构建出古旧村落生态产品价值

三层成本计量模型，便于理解，操作简单，其计量模型见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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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古旧村落生态产品三层成本计量模型

计量项目 成本组成

环境重置成本法

修复层成本

净化空气

净化水体

水源涵养

固碳释氧

土壤保持

保护生物多样性

古建筑修复

维护层成本

垃圾治理

空气监测平台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水源保护

畜禽养殖污染处理

污水处理站点

污染物监测

环保宣传

护林员

管护站建设

有害生物防治资金

保养古建筑

研究投入

管理古建筑

战略层成本 旅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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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抚州竹桥古村生态产品价值计量

4.1 抚州竹桥古村概况

竹桥古村始建于元末明初年间，地处江西省抚州市金溪县双塘镇，距离县城

10千米，全村占地面积 2.8平方公里，属于江右民系聚落，位于一个广阔的盆地

区域，坐落于一个较低的小山丘，坐北朝南，有近三百户、近千人，主要为余姓

聚居村落。

图 4.1 竹桥古村鸟瞰图

随着国家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力度日益加强，竹桥古村以其丰富的生态资源和

人文资源进入到世界人民的视野之中，多次被评为文化名村，入选传统村落名单，

并且荣获 4A级景区，江西康养旅游打卡地等荣誉称号，曾协助综艺节目提供节

目所需的场地，具体主要成就如下图 4.2：

图 4.2 竹桥古村主要成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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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竹桥古村自然环境特征

竹桥古村所在县金溪县属于亚热带湿润气候，由于所处纬度较低，近太平洋

较近的原因，这里一年四季特征鲜明、温度适宜、阳光充沛、降水充足，森林能

够沐浴充足的雨水，所以金溪县森林面积较大。其中，竹桥古村森林面积约占

1.067平方千米，约占竹桥古村总面积的一半，水面面积占比较小约 0.035 平方

千米。

竹桥古村选址于丘岗地带，地形东西低，东边邻山，背靠植被和竹林茂盛的

小山丘，西面和南面相对开阔，有一条小溪绕村而流，像一条腰带盘绕小溪。村

内水塘、农田密集，村外山脉延绵，树木环绕。总之，竹桥古村依山傍水，依地

势而建，在自然引导之下的产物，其地理环境形成完整的自然系统。

4.1.2竹桥古村经济社会概况

竹桥古村农作物以种植水稻为主，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旅游业。主要旅游景点

有七星伴月塘、品字三井、文隆公祠、养正山房等。

竹桥古村是浒湾印书业的起源地之一，同时也是明清时期江南雕版印刷业主

要承印地。历史悠久的刻书印书业赋予了竹桥古村独特的文化底蕴和乡土情怀，

促进了江右民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农业转为商业。除此之外，竹桥古村村堡设

计规划考究，建筑规模保存完备。村中保留了许多完整的清代雕版印刷作坊遗址，

这些明清赣派建筑古朴典雅、造型讲究，设计营造处处体现着中国传统儒家文化。

可以说，竹桥古村是融合了中国传统社会农、商、儒三种形态的临川文化。

4.1.3竹桥古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 SWOT分析

1.竹桥古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优势

竹桥古村基于地理位置、特色文化、气候环境等方面拥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的天然优势。一方面，近几年来，对传统村落的挖掘和保护提上日程，金溪县内

保存有大量古村落，被称为古村落博物馆，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气息，竹桥古村

更是江西省内第一批入选的传统村落。另一方面，竹桥古村的森林覆盖率达到

55%多，近几年也在不断提高森林占地面积。同时，竹桥古村内拥有独特派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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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筑，并且自 2018年金溪县被确定为“拯救老屋行动”项目推进县以来。已成

功抢救了数千栋古建筑。

2.竹桥古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机遇

要想挖掘出竹桥古村的生态产品，实现其价值，国家和地方政策、经济社会

等外部带来的机遇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我国在《关于完善主体功能区战略和

制度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将江西省作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地区之一，

紧接着江西省出台意见明确开展价值实现的相关要求，并将抚州市确定为试点地

区之一。自此，金溪县积极响应，勇于探索实践，努力打造符合自身区域发展的

价值实现模式。另一方面，伴随国内国民收入日益增长，人们对旅游的需求也日

益加强，对生态产品的质量要求也愈加提高，这为竹桥古村旅游业的经济发展提

供了游客来源。

3.竹桥古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劣势

虽然竹桥古村拥有独特的生态优势，但也存在自身的发展劣势。一方面，竹

桥古村主要发展旅游业，旅游业本身就会受到季节的影响，会有淡季和旺季；另

一方面，竹桥古村毕竟属于乡级区域，缺乏专业的人才队伍，可能会在配套服务

的质量上不能得以保证。

4.竹桥古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威胁

从前面的基本概况中可以看出，竹桥古村存在一些威胁可能会制约竹桥古村

的发展。虽然竹桥古村拥有成群的古建筑，但同质化可能会比较严重，如果不能

创新服务体验，将无法吸引源源不断的人流。

4.2 竹桥古村生态产品价值的识别

政府识别并发现了竹桥古村生态产品的价值。抚州市自作为生态产品价值试

点以来，自上到下，积极探索各县、村的价值实现路径。在国家的支持下，开展

了”拯救老屋”的行动，努力修复不可移动文物，其中，竹桥古村拥有完整的赣

派建筑成片的古建筑和古祠堂众多，并且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为古旧村落旅游

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支撑，因此政府开始对旅游相关的服务设施进行改善，开

展退耕还林，大力发展竹桥古村的旅游业，依托旅游业将竹桥古村的生态资源转

化为可观的经济收入。下表 4.1对竹桥古村发展旅游业所依托的资源优势做出了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5%A3%E6%B4%BE%E5%BB%BA%E7%AD%91/907131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5%A3%E6%B4%BE%E5%BB%BA%E7%AD%91/907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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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表 4.1 竹桥古村旅游资源构成

类别 主要构成资源

自然资源 森林、水、空气、山脉、野生动植物等

生态资源 土壤保持、水源涵养、固碳释氧等

人文资源 风俗民情、祠堂、牌坊等古建筑、艺术文化等

4.3 基于环境重置成本法的竹桥古村生态产品价值计量

4.3.1竹桥古村生态产品的恢复层成本

1.净化大气和水体

根据金溪县生态环境局发布的 2020年空气质量监测报告以及金溪县“十三

五”工作总结，计算得出金溪县 2020年减排二氧化硫 125.51吨，氮氧化物 8.77

吨，根据采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制定的关于排污费征收的相关标准，按要求

计算可得各污染物单价或治理费用分别为：二氧化硫 1260元/t，氮氧化物 1260

元/t，由于村级区域无空气监测站点，将金溪县净化空气的成本按村域个数分摊，

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金溪县共有行政村 150个，所以，根据公式可得：

P 空=（125.51*1260+8.77*1260）/150=1127.85元

所以，2020年竹桥古村净化空气功能的恢复层成本分别为 1127.85元。

2.水源涵养

根据金溪县林业局 2020年度工作总结，2020年全县完成造林面积 19951.7

亩，完成森林“四化”建设的面积有 2823亩，场外造林 510亩，社会造林 16618.7

亩；封山育林面积 18001亩，毛竹低改 1009亩，低产低效林改造 6000亩。因此，

2020年金溪县新增森林面积为 2997.45hm2，其中，金溪县占地面积别为 135800

公顷，森林覆盖率达到 55.78%，竹桥古村森林面积为 106.7公顷，以占地面积为

分配依据，竹桥古村 2020年新增森林面积为 4.23hm2。经查询中国水资源公报，

2020 年金溪县年平均降水量为 1853.1mm，蒸发量为 510mm，水资源的市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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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价格以金溪县现行自来水价格 0.8元/m3为准，根据公式计算可得：

P 涵=10*4.23*（1853.1-510）*0.8=4.55万元

所以，竹桥古村 2020年水源涵养功能的恢复层成本为 4.55万元。

3.固碳释氧

竹桥古村属于亚热带气候，本文采用李高飞（2004）的研究结果，取亚热带

常绿阔叶林人造林净生产力的平均值为 19.26t/(hm2·a)。根据我国排放征收标准，

二氧化碳的排放征收标准为 20元/t，氧气价格为 750元/t。根据公式计算可得：

P 碳=1.63*27.27%*4.23*19.26*20

=724.27元

P 氧=1.19*4.23*19.26*750

=7.27万元

所以，竹桥古村 2020年固碳释氧功能的恢复层成本为 7.34万元。

4.土壤保持

（1）减少泥沙淤积

本文采用针阔混的平均值作为竹桥古村的林地土壤侵蚀模数。按照吴水荣

（2001）的研究结果，无林地平均土壤侵蚀系数为 17.66 t/(hm2·a)，针阔混平均

数为 1.235 t/m3，根据《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可得挖取单位面积

土方费用取值 15.12元/m³。根据公式计算可得：

P 泥=4.23*（17.66-0）/1.235*15.12

=914.57元

（2）减少养分流失

本文选用我国土壤养分含量的平均值作为竹桥古村的近似值，土壤含氮量为

0.21%，含磷量为 0.06%，含钾量为 1.27%。2020年我国磷酸二铵出厂报价为：

2300 元/t，根据国家标准合格品中含氮量≥13%，含磷量≥38%；氯化钾主流报价

为 2100元/t，合格品中钾含量为 50%-60%。

P 氮=4.23*（17.66-0）*0.21%*2300/13%

=2775.46元

P 磷=4.23*（17.66-0）*0.06%*2300/38%

=271.29元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基于环境重置成本法的古旧村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研究

—以抚州竹桥古村为例

31

P 钾=4.23*（17.66-0）*1.27%*2100/55%

=3622.36元

则：P 养=P 氮+P 磷+P 钾=0.67万元

综上，竹桥古村 2020年土壤保持功能的恢复成本=P 泥+P 养=0.76万元

5.生物多样性

竹桥古村是金溪县内生物多样性较为丰富的村落，村内生存着多种珍惜的动

植物。据调查，竹桥古村村内生存着野生动物 30多种，鸟类 20多种，具有重要

的研究和观赏意义。在本文中，采用 Shannon-Wiener 指数来对竹桥古村物种多

样性进行评估，物种数越高，多样性越高，据此来衡量竹桥古村的保护生物多样

性功能的价值，Shannon-Wiener 指数等级划分见表 4.2。

表 4.2 Shannon-Wiener 指数等级划分

等级 Shannon-Wiener 指数 单价/（元·hm2·a）

Ⅰ S≥6 50000

Ⅱ 5≤S＜6 40000

Ⅲ 4≤S＜5 30000

Ⅳ 3≤S＜4 20000

Ⅴ 2≤S＜3 10000

Ⅵ 1≤S＜2 5000

Ⅶ S<1 3000

数据来源：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

2020年，竹桥古村经济林以水稻、黄栀子、脐橙为主，生态林以樟树、松

树、株树为主，共计 4.23hm2。按照王兵等(2008)的研究，竹桥古村不同树种的

指数等级如下：松树、株树、樟树为 V级，经济林为 V级。根据公式计算得：

P 生 ＝ 10000*4.23＝ 4.23万元

经计算得，竹桥古村 2020年物种保育价值为 4.23万元。

6.古建筑修复

关于古建筑的修复的支出在政府的中标文件中，按照截止目前发生的成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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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分摊至 2020年，具体见下表 4.3：

表 4.3 古建筑修复中标价格

时间 事件
中标价格

（万元）

分摊至2020年

的成本（万元）

2014.7.28 双塘镇竹桥新村挡土墙工程中标公示 45.81 7.64

2015.5.5 川公祠等五栋古建筑维修工程中标公示 399.02 79.80

2015.11.4 竹桥村牌坊雕刻及安装单一来源采购结果

公告

145.00 29.00

2017.12.27 金溪县竹桥村墙立面风貌、装饰与陈列复原

项目工程中标公示

40.81 13.60

2017.12.27 金溪县竹桥村文隆公祠做旧与篱壁、来头复

原工程中标公示

47.85 15.95

数据来源：政府网站中标公示

计算可得，分摊至 2020年古建筑的修复成本总计为：7.64+79.80+29.00+13.

60+15.95=145.99万元。

综上，竹桥古村 2020年生态产品的恢复层成本之和为：0.11+4.55+7.34+0.7

6+4.23+145.99=162.98万元

4.3.2竹桥古村生态产品的维护层成本

1.空气和水功能的维护

（1）专项资金

根据金溪县生态环境局 2020年工作报告及支出决算表，为了维持干净的空

气、清澈的水源，竹桥古村的主要支出是在处理农村生活垃圾、秸秆补偿以及农

村生活废水的处理上。根据《金溪县 2020年新农村建设工作实施方案》，为整

治村容村貌，突出人居环境长效管护，每个村点每年应安排财政专项补助资 30

万元，其中拨付 1.5万元给村点所在行政村，这部分费用主要用于购买垃圾治理

设备，同时按照省、市、县、乡 1：1：2：1的比例，每年每个行政村发放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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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5万元的管护资金。综上，为维护竹桥古村空气和水功能而投入的专项资金补

偿最低为 35万元。

（2）污水处理站点的维护成本

为了保障竹桥古村水环境质量能够保持在合理范围内，村内通常通过建立污

水处理站点来处理过量的污水，因此水环境质量的维护层成本用污水处理站点的

投资建设成本和运行成本衡量。

目前金溪县共建成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站点 54个，总处理能力为 1629吨/日，

投资总额达到 6400万元，其中双塘镇有 3个，日处理水量共 70吨，全部管网建

设均在竹桥古村，计算可得竹桥古村污水处理站点的平均单位投资成本为 107.64

元/吨。其中，2020年共处理污水 2.56万吨。鉴于目前比较广泛认同的污水处理

站点运营年限是 20年，本文采用 20年作为计提污水处理站点的折旧年限。同时，

根据江西省关于污水处理费用的收费标准，全省县城污水处理费不能低于 0.85

元/吨，根据以上计算可得：

P 投=S×C 投=2.56×107.64=275.56万元

P 运=S×C 运=2.56×0.85=2.18万元

P 污水厂=P 投÷N+P 运=15.95万元

综上，竹桥古村空气和水环境的维护成本最低为 50.95万元。

3.森林生态功能的维护

根据金溪县林业局 2020年工作报告，为了防止疫情给村里的林木带来损失，

县政府加大了防控力度，这一年来共计投入资金 2091.38 万元，防治面积达到

46.09万亩。按竹桥古村森林面积占金溪县森林面积比例进行换算，得出竹桥古

村 2020年投入的疫情防治资金有 7.26万元。同时结合政府提供的数据得出竹桥

古村 2020年收到的补偿资金有：获得天保林项目补偿资金 2.93万元，获得生态

公益林补偿资金 0.31万元，获得生态公益林项目补偿资金 6.28万元，支付护林

员工资补助 1.2万元。

根据以上数据，计算得竹桥古村 2020 年森林生态环境维护层成本为 17.98

万元。

4.古建筑功能的维护

古建筑可以为古旧村落带来旅游收入和康养服务收入，根据金溪县“十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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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政府报告提到，每年都会给各古旧村落提供古建筑保护专项资金，2020年

竹桥古村收到古建筑保护专项资金为 0.5万元，为了让古建筑的生态系统功能能

够更好地体现出来，政府做出一系列举措完善基础设施，将维护支出基于 2020

年平均分摊，具体支出如下表 4.4：

表 4.4 古建筑维护支出

时间 事件
中标价格

（万元）

分摊至2020年

的成本（万元）

2014.11.27 双塘镇竹桥村仿古路灯采购中标公告 18.56 3.09

2014.11.28 竹桥村大道绿化工程中标公告 76.44 12.74

2013.9.3 竹桥古村旅游公路建设工程中标公示 419.26 59.89

2015.7.2 竹桥村保护设施建设工程中标公示 591.38 118.28

2017.9.5 竹桥古村游客服务中心项目建设 1500.00 500.00

2018.5.29 金溪县竹桥古村创建国家 4A 景区公交站

台建设工程中标公示

47.43 23.72

数据来源：政府网站中标公告

根据以上数据，竹桥古村古建筑的维护层成本为：3.09+12.74+59.89+118.28

+23.72+500+0.5=718.22万元

综上，计算可得竹桥古村 2020年生态产品的维护层成本为 787.15万元。

4.3.3竹桥古村生态产品的战略层成本

为了维持古旧村落生态产品的价值，政府用于保护环境的那部分成本所能带

来的经济收入就是生态产品的战略层成本。在我国推动全域旅游的形势和政策下，

金溪县作为古旧村落的代表，致力于打造成一个大型景区，充分发挥其秀丽的生

态环境和富饶的自然资源的价值。其中竹桥古村依靠旅游业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

地稳步提升，2020年金溪县全县旅游综合收入达到 13.43亿元，接待游客 241.75

万人次，其中竹桥古村客流量达到 20万人次，收入近 1.11亿元，按照公式计算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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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718.22/（145.99+718.22）*100%=83.11%

E=20/241.75=8.27%

P 战=13.43*83.11%*8.27%=9234.06万元

所以，竹桥古村生态产品的战略层成本为 9234.06万元。

4.3.4竹桥古村生态产品价值

近十几年来，抚州市金溪县竹桥古村在生态环境建设上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也花费了巨大的成本，通过构建三层成本计量模型，计算出生态产品全周期成本，

也就是模型中的恢复层、维护层和战略层成本，将这三层成本累计加和，最后归

总得到的就是 2020年竹桥古村的生态产品价值，如下表 4.5。

表 4.5 竹桥古村生态产品价值组成

计量项目 价值组成 生态产品价值（万元）

环境

重置

成本

维护层成本

净化大气和水体 0.11

水源涵养 4.55

固碳释氧 7.34

土壤保持 0.76

生物多样性 4.23

古建筑修复 145.99

维护层成本

农村环境整治专项资金 35

污水处理站点 15.95

疫情防治资金 7.26

天保林项目补偿资金 2.93

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 0.31

生态公益林项目补偿资金 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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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5

计量科目 价值组成 生态产品价值（万元）

护林员工资 1.2

维护古建筑 718.22

战略层成本 旅游业 9234.06

合计 0.89亿元

根据以上三层成本计量模型的计量结果，得到竹桥古村的恢复层成本是

162.98万元，维护层是 787.15万元，战略层成本是 9234.06万元，汇总加和得出

2020年竹桥古村的生态产品价值为 0.89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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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抚州竹桥古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情况分析

通过计算，竹桥古村 2020年生态产品成本为 0.89亿元，这是 2020年竹桥

古村最低的生态产品价值。据相关数据统计，竹桥古村目前的经济收入来源主要

是旅游业，村民们抓住金溪县政府大力发展旅游业的契机，兴办农家乐、民宿等，

2020年的旅游收入达到了 1.11亿元。竹桥古村 0.89亿元的生态产品价值为竹桥

古村带来了 1.11亿元的旅游收入，可见其生态价值得到了充分的实现，梳理竹

桥古村当下价值实现的模式和路径，总结竹桥古村价值实现的成功经验，能够为

我国其他古旧村落的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提供借鉴，促进发展和进步。

5.1 竹桥古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的分析

5.1.1纵向生态补偿

根据金溪县政府发布的“十三五’报告，可以看出金溪县通过生态补偿的手

段实现古旧村落森林资源的生态价值。在国家大力推进退耕还林、公益林建设、

天然林保护工程项目的背景下，金溪县政府随之开展了一系列森林生态系统保护

项目。过去五年里，政府下发了多项补偿资金，补偿资金大部分来自于中央和江

西省的财政补偿基金，包括天保林工程项目补偿资金、退耕还林项目补助资金、

生态公益林项目补偿资金、通道绿化项目补助资金、人工营造林项目补助资金等，

总补助金额达到 548万元，用于对公益林的所有者以及管护者补偿。

5.1.2生态产业开发

竹桥古村在政府和市场的共同作用下，开发生态旅游产业，通过政策支持、

基础设施完善，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方式，将竹桥古村拥有的丰富古建筑

资源和森林资源的价值发挥到最大。2005年之前，竹桥古村经济薄弱，较为贫

穷，老年人口占据多数，为了转变竹桥古村的贫困面貌，金溪县政府开始对竹桥

古村开展保护前提下的开发，发展旅游业。2006年，利用本级财政和项目资金，

盘活古建筑资源，修缮了村内多处建筑群和珍贵文物，打通了进村的道路。2017

年，金溪县政府双手抓，一方面建立竹桥古村游客服务中心，完善了各种配套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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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设施，设立了生态停车场，各种休闲场所。同时，充分利用先进技术，成立智

慧讲解系统，监控系统，智慧消防系统，实现智能化综合管理。另一方面，开展

一系列竹桥古村改造提升工程，修建栈道，改造房屋，整治村内生态环境，打造

博物馆，印刷体验馆，将竹桥打造成为了一个 4A级景区。

之后，竹桥古村与江西坤宏古村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由坤宏古村有限

公司接管运营，共同合作开发运营景区，成功将生态旅游业实现市场化运作。通

过创造历年朝代背景，将村民的日常生活融入进去，从而还原了万历年间的历史

画面，开创沉浸式旅游服务，给游客创造一种身入其境的体验，让游客留恋往返，

延长停留时间。竹桥古村通过此种方式活化了古村文化的发展，通过多渠道、多

种方式实现了游客接待量的阶段性增长。

5.1.3绿色金融

抚州市成为试点地区后，金溪县人民政府便利用此机遇，主动摸索，大胆尝

试，于 2020年在全市领先出台了关于促进金融保障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有关方

案，充分利用拥有的传统村落、古建筑优势，开发研究出“古村落金融贷”信贷

产品；利用丰饶的农田、林地资源开展“农林贷”、“林地贷”；为古旧村落打

通资源到资产再到资金的通道提供了保障机制，助力其实现生态价值。

一方面，县农商银行首次推出了“古村落金融贷”。将古建筑的所有权和经

营权作为抵押物，贷款人可以以此来申请资金。它从三个层次满足企业和个人的

融资需求，分别是生态环境美化融资、休闲旅游和文化创意融资、保护与利用融

资。同时根据客户的不同类型和不同需求，有针对性的开发出多种贷款类型和模

式。而且，在办理贷款业务的过程中，也不会向贷款人收取一定的相关费用，还

会在贷款利率上给予贷款人一定的优惠力度。另一方面，金溪县政府在农林水资

源贷、林权贷上也取得很大的成果，通过不断完善规范贷款环节，打造了确权、

核算、活化支持的信贷流程。

5.1.4权属交易

权属交易适合能够通过界定产权消除消费的排他性的，且能够计量的生态产

品，如干净的空气、干净的水源等，目前我国在这一模式下的探索主要有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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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交易、排污权交易、水权交易等。金溪县被称为古村落博物馆，县政府充分利

用自身丰富的古旧村落资源，与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达成了《金溪古村落保护与

活化利用意向合作框架协议》，将古建筑资源作为产品放在交易所平台上，全国

所有的投资人均可以参与交易，改变传统古建筑只能靠旅游业带来收入的局面，

拓宽了金溪县古旧村落的价值增值渠道，由市场来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真正实

现市场化运作，由于社会各主体的主动参与，不仅让更多人认识了金溪县丰富的

古建筑，而且为古旧村落的市场化运作提供了新的开端。

5.2 竹桥古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成功经验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竹桥古村主要通过市场层面和政府补偿层面来实现

生态产品价值，挖掘这些路径潜在的价值实现逻辑，总结竹桥古村成功的经验，

找出价值实现的机制，可以为我国探索古旧村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提供参

考和借鉴。下图 5.1是结合竹桥古村价值实现路径，从中梳理出的我国古旧村落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机理图，图中竹桥古村的四条价值实现路径分别对应四个

实现机制，其中价值核算评估机制是其他价值实现机制的基础，也是价值实现的

前提条件，而推进机制则贯穿整个价值实现过程，保障古旧村落生态产品价值的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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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古旧村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机理图

5.2.1建立古旧村落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评估机制

古旧村落生态产品价值的核算评估是建立价值实现路径的前提条件，也是制

定生态补偿标准、完善生态产品供给机制、健全生态产品市场化运作的基础。正

如本文所采用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概念，只有核算出生态产品的生态成本小于村

落的产生的经济收入，我们才能判定村落的生态产品价值得以实现，才能进一步

去探索生态价值实现的模式和机制。

一方面，要制定适合古旧村落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评估的相关细则。正如《意

见》中提到的，生态产品价值计量方法的选择不能盲目，应从成本的角度去考量。

本文采用的环境重置成本法涵盖了生态产品的全周期成本，包括了生态产品的恢

复成本、保护成本以及因保护生态环境丧失的经济发展成本，能够充分反应出古

旧村落生态产品的最低成本。通过总结各村落在生态价值核算方面的探索，逐步

完善，明确价值核算指标，从而为古旧村落生态产品建立统一标准的价值核算方

法。另一方面，要将古旧村落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的结果落实应用。首先，在对县

级以上各级政府绩效评价时，考虑生态价值核算情况的权重，改变“唯发展论”

的考核困局。其次，政府在规划实施新的工程项目时，可以利用当地的生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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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核算结果，对工程项目可能给生态环境带来的破坏进行补偿，保障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能够正常发挥。最后，要健全古旧村落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结果的公布制

度，让村民能够认识到自身生活的生态环境拥有巨大的生态价值，从而强化村民

的环保意识，让他们自发参与到生态保护中。

5.2.2建立古旧村落生态产品调查监测机制

若要将古旧村落的生态产品市场化运作，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要将生态产

品的产权清晰化，确定生态产品的数量。村落是我国区域划分中最小的层级，村

内大量生态资源的数目、占地面积、所处位置以及权属不明确，这是阻碍古旧村

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绊脚石。因此，要建立对古旧村落生态产品的调查监测机

制。

具体来看，一是要推进古旧村落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建立生态资源统计确权

登记制度，明确古旧村落各自然资源的产权归属，明确资源的所有者和使用者，

建立产权交易、转让、出租、抵押制度，丰富产权的使用权类型。二是要对古旧

村落开展生态产品信息普查。借助 GIS 系统，采用网格化监测方式，在各古旧

村落现有的生态资源要素基础上，打造监测监测体系，对村落内的生态产品开展

普查，形成古旧村落生态产品的清单，进一步明确村内生态产品的品种、数目以

及质量信息，。同时组建古旧村落生态产品动态监测平台，实时观察古旧村落各

类生态产品的数量、质量的变化情况以及产品开发程度。

5.2.3完善古旧村落生态产品保护补偿制度

生态补偿是解决环境外部性问题的有效手段，能够倒逼破坏环境的主体承担

赔偿责任，同时也能够鼓励提供生态产品的主体继续保护环境，文中案例竹桥古

村的森林资源和古建筑资源正是通过纵向生态补偿的方式助力生态产品价值的

实现。

第一，要明确生态补偿的主体和客体。为了修复和维持古旧村落的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政府可能会开展退耕还林，限制森林经营者对森林的开发利用，导致

村民们会丧失部分经济收入，从这一层面看，村民就是生态补偿的客体。另一方

面，县政府为了保护村落的生态产品，会放弃很多发展机会，比如停止开采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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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等，所以，各级政府也应得到相应补偿。根据“受益者付费”原则，古旧村

落生态产品生态补偿的主体即是享受生态系统服务的群体，如中央政府和村落所

在省政府，村落景区游客，受益于村落旅游业发展的村民。

第二，要优化生态补偿的标准和方式。补偿标准不仅要覆盖补偿客体付出的

实际成本，还要包含丧失的那部分经济成本。对于补偿方式，要结合各古旧村落

的真实情况，因地制宜，选择适合村落长久发展的补偿方式。比如可以通过现金

补偿的方式对古旧村落村民进行补偿，成立专项项目，建立专项补偿资金，内化

村民环保意识。文旅部门也可以在景区门票定价时考虑生态价值，增加一定金额，

作为景区游客补偿金额的一部分。

5.2.4健全古旧村落生态产品经营开发机制

古旧村落拥有丰富的生态产品，能够为人类提供环境友好型的物质产品，也

能够提供多种对人类有益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从竹桥古村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路径来看，市场化运作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何实现生态产业化、产业生

态化将是提升价值的主要方式，因此，古旧村落应该建立生态产品的经营开发机

制。

对于以种植业、畜牧业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古旧村落，就可以通过绿色认证的

手段来实现生态物质产品的价值。由于古旧村落的生态价值往往较高，其农产品、

畜产品以及产业下游延伸产品被冠以绿色、有机的称号，将这些生态产品通过权

威的绿色认证，再打造特色品牌，就能在市场化交易时增加产品附加值，从而对

生态成本得以补偿，实现生态产品价值。如由三江源打造的生态牦牛，就是通过

将生态产品认证后给予品牌化来实现生态产品的增值。

对于有多种生态产品的古旧村落，应该以保护环境为主。在此基础之上，再

去挖掘多种价值实现的模式。比如依托村内干净的空气，丰富的古建筑资源，发

展适合的环境敏感型企业，如数字经济、结晶医药等等，将生态资源转化为产业

优势。也可以借助丰富的森林资源，历史遗存，引入专业团队，拓展康养与旅游

相结合的生态旅游模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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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完善古旧村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保障机制

要想盘活古旧村落，发挥其生态价值，就要去挖掘各个村落的生态产品，根

据自身特色，将生态资源产业化，实现生态产品价值，而在这一过程中，离不开

资金的支持，这就是绿色金融的重要性。目前，我国在绿色金融上进行了大胆的

摸索，形成了绿色彩票、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绿色信贷等百花争鸣的局面。所

以，要鼓励保险机构创新古旧村落生态产品的保险产品，提高社会资本投入到生

态补偿的积极性。鼓励各竹桥古村依据自身的特点，创新绿色金融，借鉴竹桥古

村“古村落金融贷”的形式，开展各种古屋贷，通过收储、托管来融资。鼓励拥

有丰富森林资源的古旧村落也可以发展碳汇期货交易等，让绿色金融真正助力古

旧村落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除了要创新绿色金融，满足古旧村落发展中资金的需求外，还需要建立村落

生态产品法律制度保障机制，来从顶层设计上规范古旧村落的发展。古旧村落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研究在当下看来还没有形成体系，而且涉及到多方利益和责任，

需要借助立法的方式形成长效机制。要严格落实国家在《环境保护法》、《生态

补偿法》等相关法律中关于各种生态资源保护与发展的相关规定，在国家相关规

章细则的基础上根据自身村落的情况，研究古旧村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案，用

顶层设计支撑古旧村落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

5.2.6建立古旧村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推进机制

要想更好的推动古旧村落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由上到下的统筹安排以及科

技人才的助力是不可或缺的。从案例竹桥古村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研究中，我

们可以看到，从中央、到抚州市、再到金溪县，最后落实到在竹桥古村，这样行

政职责的清晰划分推动了各区域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自中央将江西省抚州市确

定为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地区，抚州市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出台了详细的试点方案，

明确指出工作安排。紧接着，金溪县政府协同生态环境局、林业局、农业农村局

等部门，参照国家相关法律制定了本部门关于落实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工作内容，

这样的顶层设计让竹桥古村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有序推进，得以取得可喜成果。

同时，在当下人才稀缺，科技发展迅速的背景下，古旧村落生态产品价值的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基于环境重置成本法的古旧村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研究

—以抚州竹桥古村为例

44

实现同样需要人才和科技的支撑。一方面，要充分借助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

技术平台，整合古旧村落各类生态产品、环境污染等数据，建立村-县-市的三级

监管平台，让生态数据更加精准，核算出的生态产品价值结果更加准确。另一方

面，借助科研机构和当地高校，通过建立产学研一体和共建共享机制，强化学者

对古旧村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论研究，挖掘更多生态产品，从而丰富价值实

现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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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研究结论及不足

6.1 研究结论

本文从生态产品产生的背景出发，梳理了有关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概念和理

论，分析了现有的价值计量方法以及价值实现路径，在此基础上利用环境重置成

本法构建了古旧村落的三层成本价值计量模型，并以抚州竹桥古村为研究对象对

其价值进行衡量，评价其价值实现情况，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本文以生态产品新的研究点即古旧村落为研究对象，按照《意见》中

的指示从成本的角度出发来核算古旧村落生态产品的价值。利用环境重置成本法，

结合古旧村落生态产品的种类以及特征，为古旧村落构建了一套三层成本计量模

型，核算村落生态环境保护和开发过程投入的成本。并以抚州竹桥古村为例进行

核算，最后得到竹桥古村的三层成本计量结果分别是：恢复层成本是 162.98万

元，维护层是 787.15万元，战略层成本是 9234.06万元，汇总加和得出 2020年

竹桥古村的生态产品价值为 0.89亿元人民币。

第二，通过竹桥古村生态产品成本与其经济收入比较，得出竹桥古村生态产

品的价值得以实现，并在此基础上梳理了竹桥古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总

结出其中的内在逻辑。通过计算，竹桥古村 2020年生态产品成本为 0.89亿元，

这是 2020年竹桥古村最低的生态产品价值，这部分生态产品价值为竹桥古村带

来了 1.11亿元的旅游收入，可见其生态产品价值得到了充分的实现。通过对竹

桥古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的梳理，借鉴成功经验，为我国古旧村落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总结出一套价值实现机制。

综上，本文利用环境重置成本法测算出了抚州竹桥古村在 2020年的生态产

品价值，并验证了从成本的角度出发计算古旧村落生态产品的价值，衡量价值实

现情况是合理的。这不仅丰富了古旧村落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的方法，让古旧村落

有了准确价格，而且帮助古旧村落建立了价值实现机制体系，期望能助力我国古

旧村落真正实现“两山”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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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研究不足

本文虽然基于一定的理论基础，为古旧村落建立了价值计量模型，分析了价

值实现情况，但仍有很多不足之处，需要今后进一步完善。

首先，在数据方面，古旧村落生态产品价值计量所需的数据有着时间跨度大、

包含范围广、获取渠道少等特点，所获取竹桥古村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都会因

此而受到影响和限制。

其次，在计算部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时，所选取的计量公式有点久远，由于

货币时间价值，其计量结果可能会有所偏差。而且古旧村落生态产品价值的计量

需要多个学科共同合作，比如地理学、生态学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衡量标准

也需进一步更新和推进。

最后，由于篇幅和个人能力有限，本文仅选取了最主要的几种生态产品进行

计量，然而有一些占比较小生态产品也是具有一定的生态产品价值，因此在今后

的研究中还需不断完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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