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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农产品是在生态农业生产模式下收获的农产品，属于生态产品，拥有较

高的价值。依据生态农产品变现价格是否等于或高于生态农产品价值，判断生态

农产品价值是否得以实现。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研究由生态农产品价值识别、核

算以及实现三部分所构成。其中，准确核算生态农产品价值是研究生态农产品价

值实现的基础。“杨秸秆”是甘肃省具有代表性的生态农产品种植和销售企业，

其种植基地遍布甘肃省多个地市，客户群体集中为兰州市乃至全国的生态农产品

喜好者。在生态农产品种植技术与营销模式方面，“杨秸秆”具备独特之处。因

此，选取“杨秸秆”作为研究案例开展生态农产品全产业链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研究，对于建立健全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系统梳理生态农产品价值核算方法，对比总结各类生态农产品价值核算

方法的优缺点，发现环境重置成本法是从环境会计角度出发，分别计量恢复、维

护农田生态系统生态服务功能的成本和机会成本，核算生态农产品价值的方法。

环境重置成本法能够客观准确地核算生态农产品价值，其核算结果对于开展生态

农产品价值实现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杨秸秆”作为研究案例，从生态

农产品全产业链，分析“杨秸秆”生态农产品价值创造过程，基于环境重置成本

法，构建用于生态农产品价值核算的多因子三层成本核算模型，核算“杨秸秆”

生态农产品价值，判断“杨秸秆”生态农产品价值是否得以实现，归纳可供其他

生态农产品生产及销售企业参考的经验与启示。研究发现：（1）“杨秸秆”生

态农产品价值是由科研院所、农民、代加工工厂和“杨秸秆”企业共同创造。（2）

“杨秸秆”生态农产品价值为 1.466303 亿元，“杨秸秆”生态农产品变现价格

为 1.903425 亿元，“杨秸秆”生态农产品完成超额变现，其生态产品价值得以

实现，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率约为 1.3。（3）生态农产品市场溢价是“杨秸秆”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主要方式，在“杨秸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微信

社群销售生态农产品”这一高效的营销模式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生态农产品 全产业链 生态农产品价值核算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杨

秸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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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are agricultural products harvested

using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odels and are ecological

products. Therefore,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have value. Whether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are realised at or above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becomes the criterion for determining

whether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is realised. Research

on the realisation of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usually

includes three parts: identification, accounting and realisation of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Among them, accurate accounting of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is the basis for the study of

the realisation of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Yang

Jiegan" is a representative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planting and

sales enterprise in Gansu Province. Its planting bases are located in many

cities in Gansu Province, and its customers are mainly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preferences in Lanzhou City and the whole country.

Yang Jiegan is unique in terms of its ecological farm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model. Therefore, the study of the value realisa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s in the whole industry chain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is

important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ound value realisation mechanism

for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methods of accounting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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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comparing and summarising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various methods of accounting for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finds that the environmental

replacement cost method is a method of accounting for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measuring the cost of restoring and maintaining the

ecological service function of farmland ecosystems and the opportunity

cost respectively. The environmental replacement cost method can

objectively and accurately account for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its accounting result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tudy

of the realisation of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this

paper, we take "Yang Jiegan" as a case study, analyse the value creation

process of "Yang Jiegan" from the whole industry chain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construct a multi-factor three-tier costing

model based on the environmental replacement cost method to account

for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 study also analyses

the process of creating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constructs a multi-factor three-tier costing model based on the

environmental replacement cost method, calculates the value of "Yang

Jiegan"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determines whether the value of

"Yang Jiegan"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has been realised, and

draws out experiences and insights for other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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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enterprises. The study found that: (Ⅰ) The value

of "Yang Jiegan"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is created by research

institutes, farmers, processing plants and "Yang Jiegan" enterprises. (Ⅱ)

The value of "Yang Jiegan"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was

RMB146.603million, and the realised price of "Yang Jiegan"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was RMB190.342million. The value of the

ecological products was realised.(Ⅲ) The market premium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is the main way of realizing the value of "Yang

Jiegan"ecological products, and in the process of realizing the value of

"Yang Jiegan"ecological In the process of realising the value of "Yang

Jiegan"ecological products, the efficient marketing model of "selling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the WeChat communit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Keywords：Ecologic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Whole industry chain ;

Accountingfor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realisation ;Yang jie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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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农产品供需关系影响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在人口规模和人地关系的作用

下，我国农产品供需矛盾突出。为了提高农产品供给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

业生产普遍采用石油农业生产模式，化肥、农药、地膜等产品被广泛应用于农业

生产。尽管这种生产模式能够有效提升农产品产量，但也对资源环境和农产品安

全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党和国家高度关注生态文明建设和农业产业的健康发展，

连续多年以中央一号文件的形式规范农业生产活动，特别是“乡村振兴战略”提

出以来，更是将推动农业产业可持续发展列为全党工作的重点。对此，社会各界

给予“生态农业”和“生态农产品”等广泛关注。

生态产品是推动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产品和服务。国内外学者普遍认同生态

产品具有价值。同时,学者们也指出了生态产品具备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双重价

值。能否以生态产品价值或超出生态产品价值为标准变现生态产品价值，是判断

生态产品价值是否得以实现的主要依据。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能够有效激励人们关

注生态环境保护，动员更多个体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为此，党中央和各地政

府普遍重视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相关工作的开展。自"两山"理论提出

以来,各地政府纷纷尝试发展生态经济，实现生态产品价值。为了更好的引导各

地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我国出台了《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价

值的意见》，该文件在生态产品确权、生态产品核算以及生态产品价值变现等多

个方面作出了明确指导。

生态农产品属于生态产品，具备与生态产品相同的特征。生态农产品价值实

现机制建设包括生态农产品价值识别、生态农产品价值核算、生态农产品价值实

现三部分，其中，生态农产品价值核算是确保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所在。

研究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对推进农业产业可持续发展极其重要。

“杨秸秆”是甘肃省具有代表性的生态农产品生产和销售企业，其核心种植

技术在提高生态农产品食品安全性和改善农田生态系统生态状况方面具有重要

作用，同时，其商业运营模式对于中小型生态农产品销售企业而言极具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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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全面开展“杨秸秆”生态农产品价值识别、核算和实现研究，有利于激励

周边农户投入生态农产品产业发展,推进我国生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1.1.2 研究意义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本质是等额或超额变现生态产品价值，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能够激励更多人关注生态产品保护并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目前，荒漠、湿

地和草原等生态产品成为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研究的主要对象，鲜有学者针对生

态农产品价值实现展开系统研究。少数学者将生态农产品作为研究对象，其研究

重心却落在了营销策略方面。

基于此，本文将从生态农产品全产业链的角度，分析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情

况，以此，丰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研究和生态农产品研究。此外，本文全面对比

现有生态农产品价值核算方法，选取能够客观准确核算生态农产品价值的方法—

—环境重置成本法，依据其原理，构建适用于生态农产品价值核算的多因子三层

成本核算模型，并以“杨秸秆”为例进行应用研究，系统分析“杨秸秆”生态农

产品价值创造、核算、实现情况。总结“杨秸秆”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的成功经

验，以期为中小型生态农产品企业发展提供可参考的经验，推进我国生态农业可

持续发展。因此,本文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一，理论意义。本文将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作为研究重点，从生态农产品

价值创造、生态农产品价值核算以及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三个方面展开研究。其

中，以生态农产品全产业链角度，识别生态农产品价值创造过程，拓宽了原有的

研究视角。同时，从会计核算角度出发，将农田生态系统及其服务功能视为一项

资产，将环境重置成本法引入生态农产品价值核算过程，运用会计方法量化实物

资源，构建一套能够客观准确、切实可行核算生态农产品价值的多因子三层成本

计量模型，创新了生态农产品价值核算方法。此外，综合分析现有生态农产品价

值实现路径,寻求适合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拓宽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的研

究领域。

第二，现实意义。本文选取“杨秸秆”作为研究案例，“杨秸秆”是甘肃省

具有代表性的生态农产品生产和销售企业，其核心种植技术不同于普通农业生产

模式，不仅可以从营养价值和口味口感等方面提高生态农产品品质，而且能够极

大程度地减少化学物质的使用，甚至可以改善农田生态系统自然生态环境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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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其商业模式也通过微信社群，极大程度地提高了生态农产品及其相关产品

的销售效率和销售数量。因此，系统分析“杨秸秆”生态农产品价值创造、核算、

实现情况，能够总结“杨秸秆”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的成功经验与启示，为与“杨

秸秆”相类似的中小型生态农产品经营企业提供可借鉴的经验，鼓励更多农民从

事生态农产品生产工作，促进中小型生态农产品经营企业发展，进而，推进我国

生态农业的高质量发展。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生态农产品全产业链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研究，涉及到全产业链、生态产品、

生态产品价值、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方法、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路径等多个方面。尽

管，目前国内外学者尚未对“生态农产品全产业链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开展系

统研究，但是，学者们已对全产业链、生态产品、生态产品价值等多个话题进行

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1.2.1 全产业链

全产业链思想是由产业链思想发展而来的。亚当·斯密（1776）通过“制针”

案例提出产业链概念，认为产业链是通过生产和销售环节，将生产必需品传递给

消费者的过程。后来，AMarshall（1992）将企业内分工扩展到企业间分工，产

业链也从企业内部产业链发展到产业间产业链和行业间产业链。在产业链理论发

展下，企业纵向一体化战略逐渐出现。RonaldHarry Coase（1937）提出，纵向一

体化战略将相关部门纳入企业管理，取代市场组织的一种企业管理战略，这一战

略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交易成本支出。Michael E.Porter（1985）也认为，实施纵向

一体化战略的过程就是企业将各个价值链环节融入企业组织内部进行管理的过

程，该战略的实施能够降低产业链总成本。

对于产业链理论，我国学者也开展了广泛研究。产业链是基于特定的技术或

利益链接，连接不同产业部门的链条。龚勤林（2004）研究发现提升产业链各环

节的附加值，能够实现产业链延伸。吴金明等（2006）认为产业链涵盖四个维度，

并从多方面分析产业链形成机制。学者们普遍认同，加强产业链治理可以提高企

业产业化竞争力和绩效。

随着产业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不断深入，全产业链战略在促进企业长远发展

方面的优势逐渐凸显。全产业链思想最早由中粮集团提出并践行的，是一个极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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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的企业经营理念。全产业链思想与国外学者所研究的企业纵向一体化战

略相类似。其实，早在 20 世纪末，我国部分企业已经着手构建“全产业链控制”

模式，以期推进相关业务深入发展。面对企业相继学习并运用“全产业链”理论，

我国学者们也对全产业链理论开展更深入的研究。谢麒麟等（2011）认为，“全

产业链”是多元化战略和纵向一体化战略的高效整合，但是，这种整合并非简单

的结合，而是能够达成“1+1>2”的协同效果。杜龙政等（2010）从农业产业链

角度出发，分析了生态安全和食品安全的关系，提出了“全产业链”运用理念能

够打破行业壁垒，促进企业发展。许益亮等（2013）选取“浙江寿仙谷”作为研

究案例，探讨全产业链的构建与治理情况，了解全产业链运营模式对“浙江寿仙

谷”企业优势，不仅能够突破“公司+农户”模式的管理困境，而且可以提高涉

农主体的经济效益等。

1.2.2 生态产品

“生态产品”这一名词最早是以中央政府文件的形式提出。国外学者普遍使

用环境服务(Environmental Services)或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 Services)替代生

态产品进行研究。1970 年，《人类对全球环境的影响》最早使用了“环境服务”

概念，明确了“生态系统服务”的种类。Costanza等（1998）将生态系统服务定

义为由生态系统创造的产品和服务。MA（2005）指出，生态系统服务是由生态

系统创造的，有利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各种服务。

目前，我国学者对于生态产品概念的讨论焦点在于人类劳动是否参与生态产

品价值创造，并据此将生态产品概念分为广义概念和狭义概念。狭义的生态产品

是仅由生态系统创造的，在人类生存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产品或服务。张英

等（2016）赞同此类观点，将生态产品概括为优质的自然要素。孙庆刚等（2015）

从生态产品供给的视角，强调生态产品仅由生态系统提供，人类劳动不参与该过

程。曾贤刚等（2014）从生态产品价值创造的角度出发，分析发现生态农产品和

生态工艺品的价值创造离不开生态系统和人类劳动的共同努力。

广义生态产品在认可狭义生态产品的基础上，肯定了人类劳动在生态产品价

值创造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任耀武和袁国宝（1992）强调，在生态产品创造过程

中，科学技术和人类劳动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张林波等（2019）也持有此观点，

认为生态产品需要生态系统和人类劳动共同参与创造。在广义生态产品概念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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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生态产品并不局限为仅由生态系统创造的优质自然要素。刘伯恩（2020）依

据生态产品的表现形式，将生态产品划分为四大类，即生态物质产品、生态文化

产品、生态服务产品和自然生态产品。这一观点获得了国内学者的广泛认可。

1.2.3 生态产品价值

对于生态产品价值研究，国外学者开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A.Myrick

Freeman(1979)认为资源环境是有价的，其价值由提高社会福利能力、资源环境

的稀缺程度以及资源环境的有用性三大要素共同决定。Robert.Contanza(1997)指

出，可以通过核算生态系统功能价值完成生态价值核算。

在生态产品价值研究方面，我国学者最初将研究重点放在生态产品是否具有

价值。随着多数学者认可生态产品具有价值，研究重点逐渐转移到生态产品价值

如何计量。

在生态产品价值研究方面，我部分学者认为生态产品不具有价值。徐益良

(1985)基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指出仅有生态系统参与生态产品价值创造。翟中

齐(1985)也持有此观点，认为自然环境提供的生态产品能够满足人类生产生活所

需，无需人类劳动参与其中，因此，生态产品本身不具有价值。

部分学者认为生态产品具有价值。刘业础(1981)认为生态产品价值与人类生

产力水平相关，生产力水平较低时，生态系统拥有较强的自我修复能力，能够消

除人类生产生活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随着生产力水平提升，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

能力有所削弱，人类生产生活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需要人类劳动和生态系统共同消

除，由此，生态产品的价值也逐渐凸显。沈丽等（2010）提出了生态劳动价值论，

认为在环境破坏、资源浪费、生态产品供给不足的情境下，人类劳动和自然资源

共同赋予了生态产品价值。黎元生（2018）认为生态服务价值和生态交换价值共

同构成了生态产品价值。

1.2.4 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方法

核算生态产品价值是判断生态产品是否得到等额或超额变现的关键，唯有等

额或超额变现生态产品价值，才能说明生态产品价值得以实现。因此，探索生态

产品价值核算方法在研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依据核算重点

不同，可将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方法划分为以下 10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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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量因子法

当量因子法通过划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结合当量因子表，确定生态产品价

值。Costanza（1997）较早地量化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核算了世界范围

内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然而，核算结果远超于国民经济总值，可见，该方

法具备一定理论价值，缺乏实际意义。后来，我国学者谢高地等（2003）基于

Costanza的研究成果，结合多位专家的有效建议，提出运用当量因子法核算生态

产品价值的想法，并运用该价值核算方法计量青藏高原生态资产价值。经过不断

讨论与总结，谢高地等（2015）发现原有的当量因子法存在改进之处，例如从时

空角度综合评估生态系统生态服务功能等，因此，运用各类数据源和分析方法，

构建中国陆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动态评估方法，完善当量因子法。幸绣程等

（2017）将当量因子法应用于我国西部六省份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核算中，分析公

益林生态补偿现状，探讨生态补偿提升空间。程琳琳等（2019）基于该方法分析

1992 年—2015 年青藏高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情况，反映人们对于生态环境

的保护意识。

（2）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法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法将生态系统价值划分为三部分，即产品价

值、调节服务价值以及文化服务价值，通过核算上述三类价值，确定生态产品价

值。欧阳志云等（2013）认为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与国民收入总值（GDP）

是一对相互呼应的概念，核算某区域内的 GEP可以直观反映该区域内生态系统

状况及其变化情况。杨渺等（2020）支持该观点，补充道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

能够定量反映生态系统保护成效。高玉娟等（2020）将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

核算法应用于国有林区生态价值核算及生态贡献度研究中，发现国有林区生态产

品难以变现，其生态贡献度较高。

（3）基于能值的生态元核算法

基于能值的生态元核算法以太阳能值作为核算量纲，以“生态元”作为价值

核算基本单位，计量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於方等（2020）分析发现应用基于

能值的生态元核算法时，需要诸多参数做支撑，其核算结果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

张捷等（2020）运用基于能值的生态元核算法，核算长江流域各类生态资源价值，

测算各省（区、市）生态元总量和单位面积生态元变化情况，探讨创建流域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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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缓解银行的构思及其实施价值。

（4）防护成本法

防护成本法将生态产品价值等价为避免或减缓生态系统功能退化而投入的

劳动成本和货币成本。李怀恩等（2009）认为生态产品防护成本包括实际治理成

本和虚拟治理成本，将防护成本方法的原理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的特征相

结合，探讨该水源区生态补偿标准。张长江等（2009）指出，由防护成本法确定

的生态产品价值通常是其最低价值。

（5）恢复费用法

恢复费用法通过计量将现有生态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恢复到原始状态所付出

的成本，进而确定生态产品价值。该方法被广泛应用于水资源、矿山土壤资源等

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杨柯明等（2008）将恢复费用法应用于污染场地对下游水质

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核算。孙金芳等（2010）将恢复费用法应用于水资源生态产

品价值核算中，计量2001-2008年因COD的污染导致的滨州市生活污水经济损失。

罗婷等（2019）运用基于恢复费用法构建的离子型稀土矿山土壤环境成本核算模

型，计量赣南地区相关矿山土壤价值。

（6）机会成本法

机会成本法将生态产品供给者为提供足量、优质生态产品所承担的机会成本

纳入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的考虑范畴。李晓光等（2009）在探讨山区生态补偿标准

时，运用了机会成本法，分析时间因子和风险因子对海南中部山区生态补偿的影

响。苗丽娟等（2014）和赖敏等（2020）基于机会成本法相关原理，构建了海洋

生态系统生态补偿标准核算模型。胡振通（2017）运用机会成本法确定草原生态

补偿中禁牧补助标准，并将研究结果应用于内蒙古自治区三个旗县的禁牧补助情

况分析。

（7）环境重置成本法

环境重置成本法是从环境会计角度出发，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视为一项资产，

核算恢复、维护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所承担的成本和机会成本，确定生态产品价值。

周一虹（2015）为客观准确核算生态产品价值，提出了多因子三层成本计量模型

——环境重置成本法，并将该方法应用于兰州市大气污染治理价值的核算。环境

重置成本法被广泛应用于自然资源资产价值核算，张永珅（2015）、刘薇（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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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梁潇丹（2018）分别运用环境重置成本法核算了荒漠、森林和湿地生态系统的

价值。

（8）市场价值法

市场价值法在核算生态产品价值时，充分考虑了生态产品状况（包括质量质

量状况和数量状况）变化所带来的产值变动。于谨凯等（2012）基于市场价值法，

构建了海洋环境容量损失评估模型，分析溢油事件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害，并提

出了相关应对措施。王伟等（2014）认为运用市场价值法核算农业环境污染经济

损失，其核算结果具有较强客观性，能够真实、准确地反映各项损失的经济价。

（9）替代市场法

替代市场法通过计算与其具备相同或相似特点的替代物价值，确定生态产品

价值。董雪旺等（2011）认为尽管运用替代市场法核算发展中国家旅游资源价值

常遭质疑，但是该方法仍是一类有效核算方法。谢贤政（2006）、刘金环（2014）

和赵剑波（2017）分别运用替代市场法中的旅游费用法完成了黄山风景区、长沙

洋湖湿地公园以及拉萨市五个主要旅游景点的游憩价值核算。享乐价格法常利用

房屋不动产反映环境经济效益。方星等（2018）选取徐州市主城区为例，基于享

乐价格法，分析城市绿地对住宅价格的影响。杜延培（2021）综合应用旅行费用

法和享乐价格法，计量南宁市南湖公园价值。

（10）模拟市场法

模拟市场法通过掌握有关人们对于某项生态产品的支付意愿或接受意愿信

息，确定生态产品的价值。条件价值法和联合分析法均属于模拟市场法的范畴，

两者区别主要体现在获取人们意愿的方式不同。陈琳等（2006）认为条件价值法

是核算环境资源的非使用价值的有效方法。张凯（2019）和张霄霖（2019）基于

条件价值法，分别针对上海市人民公园和宏村古村落两处旅游资源，开展旅游资

源资产非使用价值评估。在运用模拟市场法核算生态产品价值案例中，多数采用

条件价值法加以核算，较少使用联合分析法。

1.2.5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是指以生态产品价值等额或超额为标准，变现生态产

品价值的方法和途径。

国内外学者普遍依据在参与等额或超额变现生态产品价值过程中发挥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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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的主体不同，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划分为三大类，即政府主导的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路径、市场主导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由于政府主导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是以行政方式弥补生态产品供给者

为提供优质生态产品所做出的牺牲，现有研究表明，该路径下政府提供的经济补

偿难以完全覆盖生态产品供给者所承担的成本，其不具备较强的可持续性。因此，

市场主导或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逐渐发展成为各国政府

和学者广泛关注的等额或超额变现生态产品价值的方法或渠道。

在市场主导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中，市场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该路径通

过运用经济手段协调生态产品利益相关者间的关系，激励供给者增加生态产品供

给、消费者节约使用生态产品，因此，国外普遍尝试将市场主导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路径作为等额或超额变现生态产品价值的主要路径。瑞士积极打造特色旅游文

化品牌，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以发展旅游产业的形式变现生态产品价值。哥

斯达黎加通过建立国家森林基金，完成国家牵头注入资金，社会组织和民营企业

进行协议募资，以环境服务许可证方式购买生态系统生态服务功能，在保护生态

产品的同时，激励更多个体参与生态系统维护。

为了确保等额或超额变现生态产品价值，带动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升

居民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我国学者积极探索高效率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

径。王夏晖等（2020）有针对性的对物质供给类、文化服务类和生态调节服务类

生态产品提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刘江宜等（2020）认为政府化和市场化路

径构成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主要路径。周一虹等（2020）在探讨陇南油橄榄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时，提出了三类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相比于上述两类路

径，多了准市场化路径。各类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优缺点明显不同。对此，高晓

龙等（2020）指出，最佳的等额或超额变现生态产品价值方式，需要政府力量和

市场机制共同参与。

1.2.6 文献述评

通过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可以发现，学者们对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相关

问题给予了广泛关注，并创造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为本文开展生态农产品全产业

链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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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全产业链思想体现在基于某一技术或利益的环节纳入企业组织内部进

行管理，该模式有利于细致分析组织内部各环节运行状况。因此，基于全产业链

思想，分析生态农产品价值创造情况，能够全面剖析各环节在生态农产品价值创

造中发挥的作用。

第二，生态产品概念反映了生态产品的来源和特征，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生

态产品在人类生产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采用绿色、低碳、循环的栽培技

术所种植的生态农产品属于生态产品范畴，开展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方法和价值实

现路径研究，可以为核算并实现生态农产品价值提供有利参考。

第三，生态产品具有价值是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研究的基础，国内外学者

普遍认可生态产品具有价值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学者认为，生态农产品

供需关系变化，会引起生态产品价值产生波动，人们保护生态产品的意识也会产

生相应变动。这也间接表明，为了保护生态农产品，开展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研

究是必要的。

第四，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是运用经济手段缓解生态产品供需矛盾的关键。现

有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方法众多，有的方法具备较强的理论性，却缺乏实际意义，

有的方法难以客观全面地反映生态产品价值。然而，环境重置成本法是从环境会

计角度，全面核算恢复、维护生态服务功能的成本和机会成本，确定生态产品价

值的方法。人们极易接受环境重置成本法下的核算结果，因此，基于环境重置成

本法，构建生态农产品价值核算模型，计量生态农产品价值是十分必要的。

第五，研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能够找到高效变现生态产品价值的方式，

促进区域内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国内外学者普遍依据发挥主导作用和生态产品

产权界定不同，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分类。受我国生态产品产权界定差异的

限制，我们应该结合我国国情，探索一条有利于保护自然环境、供给生态产品的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1.3 相关理论与概念

1.3.1“两山”理论

“两山”理论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是我

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理论。“两山理论”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只

要金山银山，不要绿水青山”，在此阶段，人们看中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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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了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不惜通过牺牲良好生态产品的方式，换取经济社会

的快速发展；第二阶段是“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在此阶段，人们意

识到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同等重要，摒弃了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经济利

益的发展方式，开始以科学的方法寻求社会可持续发展；第三阶段是“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在此阶段，人们认识到发展社会经济需要良好的生态环境状况

作保障，保护好生态环境就能带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2013 年 9 月 7 日，习

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了“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

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两山”理论阐述了人们在发展社

会经济的同时应该关注生态环境保护，因此，“两山”理论成为了建立健全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指导思想。

1.3.2 生态产品

生态产品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最早由《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明确

定义，“生态产品是维系生态安全、保障生态调节功能、提供良好人居环境的自

然要素”。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学者们围绕生态产品是否蕴含人类劳动产

生了激烈的讨论，越来越多学者认为生态产品是由生态系统和人类劳动共同创造

的、能够满足人类生产发展需要的产品或服务。

1.3.3 生态农产品

生态农产品是在维护、改善农田生态系统环境状况的前提下，采用绿色、低

碳、循环的栽培技术所种植的农产品。生态农业模式下的生态农产品是由生态系

统和人类劳动共同创造的、能够满足人类生产发展需要的产品，属于典型的生态

产品，具备同生态产品一样的属性特征，拥有较高的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

1.3.4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指以生态产品价值或高于生态产品价值为标准变现生

态产品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生态产品价值变现两者间存着

明显差异，相比之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具有更高的变现要求。生态产品价值变

现仅指以货币形式或其他形式完成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假若以低于生态产品价值

的价格变现生态产品，则该过程仅能称为生态产品价值部分实现，尚未完全实现

面对以低于生态产品价值的价格变现行为，有必要重新寻求能够等额或超额变现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生态农产品全产业链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研究——以“杨秸秆”为例

12

的方法和途径。

1.4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1.4.1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案例分析法，在分析总结全产业链、生态产品概念、生态产品价值、

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方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归纳总

结现有生态农产品价值计量方法，发现运用环境会计方法核算生态农产品具有合

理性。选取甘肃省具有代表性的生态农产品种植、销售企业——“杨秸秆”作为

研究案例，基于生态农产品全产业链的角度，分析“杨秸秆”生态农产品价值创

造全过程，基于环境重置成本法构建生态农产品三层成本计量模型，核算“杨秸

秆”生态农产品价值，比较“杨秸秆”生态农产品价值与“杨秸秆”生态农产品

变现收入，判断“杨秸秆”生态农产品价值是否得以实现，纳可供其他生态农产

品生产及销售企业参考的经验与启示。

1.4.2 研究思路

图 1.1 研究思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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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研究内容

本文将从五个部分展开研究。

第一部分：绪论。主要从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方面，

阐述本文的研究重点和研究逻辑。同时，系统梳理了全产业链、生态产品、生态

产品价值、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方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相关研究现状，为研

究生态农产品概念、生态农产品价值核算、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提供有利参

考。

第二部分：生态农产品概述及生态农产品价值计量。主要从概念和特征的角

度，介绍生态农产品。此外，从价值理论和价值构成角度，阐述生态农产品具有

较高的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将环境会计方法引入生态农产品核算体系，构建基

于环境重置成本法的生态农产品价值核算模型。

第三部分：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系统梳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分

析实施市场化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的合理性。

第四部分：案例研究，“杨秸秆”生态农产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基于生态

农产品全产业链的角度，分析“杨秸秆”生态农产品价值创造全过程，基于环境

重置成本法构建生态农产品三层成本计量模型，核算“杨秸秆”生态农产品价值，

比较“杨秸秆”生态农产品价值与“杨秸秆”生态农产品变现收入，判断“杨秸

秆”生态农产品价值是否得以实现，纳可供其他生态农产品生产及销售企业参考

的经验与启示。

第五部分：研究结论、启示及研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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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态农产品及其价值核算

2.1 生态农产品及其价值

2.1.1 生态农产品的概念

生态农产品是在生态农业生产模式下收获的农产品，随着农业面源污染问题

广受关注，各地政府倡导农业生产者在农产品种植过程中，减少或取消化学物质

的使用，推广绿色环保的生态农业生产模式，对此，生态农业生产模式取得了较

快发展。曹志平等（2013）将生态农业定义为基于农业生态学发展而来的农产品

生产模式，指出生态农业着重关注“生物”、“环境”和“生物与环境”之间的

关系。巩前文等（2015）认为我国政府将推广生态农业生产模式作为鼓励我国现

代农业发展的关键，落实生态农业生产模式能够创造较高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

益。杨瑞珍等（2017）认为推广生态农业生产模式不仅能够提升农田生态系统环

境质量，而且可以提高农产品品质，增强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绿色、低碳、

循环是生态农业生产模式的主要特征。李静等（2017）将生态农产品定义为生态

农业生产模式的产物。本文认为，生态农产品是在维护、改善农田生态系统环境

状况的前提下，采用绿色、低碳、循环的栽培技术所种植的农产品。

2.1.2 生态农产品的价值

对比生态农产品概念和生态产品概念可以发现，生态农产品属于生态产品，

也具有价值，而且其价值表现在生态保护和社会经济两个方面。在劳动价值理论

下，生态农产品是否具有价值与人类劳动直接相关，在生态农产品种植、管理和

收获的全过程中，人类劳动均有参与，因此，生态农产品具有价值。在效用价值

理论下，生态农产品价值高低与生态农产品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用存在明显关系。

当前，农民充当我国农产品生产的主要力量，不易接受新兴事物，不愿学习先进

的农业种植结束。因此，从事生态农产品种植的人员较少，生态农产品的供给数

量不多，特别是在全民关注环境保护和食品安全的情况下，生态农产品的需求显

著提升，生态农产品的供给数量难以满足需求数量，对此，生产生态农产品的边

界成本和边际效用明显增加，生态农产品价值明显提高。

生态农产品价值体现在生态保护和社会经济两大方面。其中，生态农产品生

态价值主要体现在维护、改善生态系统状况。吴芸紫等（2016）指出，农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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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同时具备农产品供给功能和生态服务功能，其中生态服务功能表现在气体调

节、小气候改善等方面。生态农产品是利用生态农业生产模式，创造的有机、绿

色农产品。可见，生态农产品不仅具备较强的调节气候、保持水土、改善土壤状

况等生态服务功能，而且能够治理或改善农田生态系统生态环境。生态农产品经

济价值主要体现在消费者愿意为生态农产品及其相关产品支付费用。吴雯婷

（2021）选取中等收入城市的消费者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人们环保意识、生态农

产品特征属性等因素对生态农产品购买意愿的影响，发现生态农产品购买意愿与

消费者环境保护意识、生态农产品安全性和营养程度、生态农产品品牌存在着明

显正相关关系。自从党和政府以国家政策的形式强调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以来，

社会各界格外关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希望在日常生活中参与环境保护过

程。同时，生态农产品种类众多，选取典型生态农产品——有机农产品为例，分

析生态农产品的食品安全性和营养价值。在有机农产品种植方面，我国从种植技

术、种植环境多角度做出明确规定，例如，种植生态农产品严禁施加化肥农药等

化学物质，严禁使用生物基因技术；有机农产品种植基地环境状况良好，不存在

环境污染、水土流失等生态问题。此外，王健（2018）选取番茄、芹菜、西兰花

和胡萝卜四种有机农产品作为实验对象，分析有机农产品与普通农产品在营养价

值方面的差异，发现生态农产品具备更高的营养价值。可见，相比于普通农产品，

生态农产品具备更高的食品安全性和营养价值，人们更愿意购买生态农产品及其

相关产品。由上述分析可知，生态农产品具备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

2.2 生态农产品价值核算方法

2.2.1 现有生态农产品价值核算方法分析

生态农产品属于典型的生态产品，具备由生态产品相同的特征，因此，生态

农产品价值核算方法与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大致相同。依据核算侧重点不同，可将

生态农产品价值核算方法大致划分为三大类，即以生态农产品服务功能为基础的

价值核算方法、以生态农产品成本为基础的价值核算方法、以市场价值为基础的

价值核算方法。

1.以生态农产品服务功能为基础的价值核算方法

生态农产品是在农田生态系统内，利用生态农业生产模式，创造的有机、绿

色农产品。生态农产品不仅具备较强的调节气候、保持水土、改善土壤状况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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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服务功能，而且能够治理或改善农田生态系统生态环境。以生态农产品服务功

能为基础的价值核算方法，是将生态农产品提供的生态服务功能作为研究对象，

核算生态农产品价值的方法。因此，以生态农产品服务功能为基础的价值核算方

法的关注重点在于，明晰生态农产品生态服务功能。常见的以生态农产品服务功

能为基础的价值核算方法有以下三类：

（1）当量因子法

运用当量因子法核算生态农产品价值，就是将生态农产品生态服务功能进行

划分，结合我国陆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当量表，计量生态农产品价

值的过程。由此可见，明晰生态农产品服务类型、计量各类生态农产品服务所具

备的价值当量、结合生态农产品种植面积核算生态农产品价值成为了该过程的核

心环节，能否准确计量生态农产品价值与生态农产品服务类型划分和当量因子表

构建存有直接关联。虽然，当量因子法具有较强的可理解性和可操作性，但是，

由于当量因子法忽略了不同时间、地点下生态系统的类型和质量存在差异，但是

该方法下的生态农产品价值没有反映出农田生态系统生态服务功能的变化情况。

后来，有学者针对这一缺陷进行相应完善，提出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动态核算方

法。即便如此，在当量因子法下核算生态农产品价值仍存在亟待改进之处。首先，

由于人们对于生态环境认识不同，生态农产品提供的生态服务种类和范围不断扩

展，因此，在划分生态农产品的生态服务功能时，不同学者持有不同见解。其次，

运用当量因子法核算生态农产品价值，只要依据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当量表，

可见该方法下的核算结果仅为理论价格。

（2）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法

运用生态系统生态总值（GEP）核算法核算生态农产品价值，是将生态农产

品价值划分为三大部分，分别核算产品价值、调节服务价值和文化服务价值，进

而完成生态农产品价值核算。准确计量生态农产品功能量、价格和价值量，成为

反映生态农产品价值的关键。GEP核算法具有较强的可理解性，可以全面核算

生态农产品价值，反映生态农产品状况及其变化情况。合理划分生态系统功能，

是运用该方法准确计量生态系统价值的关键。但是，在实践操作中，生态农产品

生态服务功能难以准确明晰，极易出现重复计算的现象，影响核算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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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于能值的生态元法

运用基于能值的生态元法核算生态农产品价值，就是在生态农产品生态服务

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搭建关系，实时核算生态农产品生态服务价值的过程。基

于该方法核算生态农产品价值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首先，将生态农产品生态

调节服务划分为多个生态元；其次，选取能值作为核算量纲，并对生态元实施定

价，完成生态农产品价值核算。运用该方法核算生态农产品价值时，需要格外注

意生态元划分以及生态元定价，当前，生态元定价主要依据生态环境基金上市交

易等形式，该定价方式存在较大的争议。同时，部分学者曾指出，基于能值的生

态元法的应用通常需要大量参数作支撑，其核算结果具有不确定性。

2.以生态农产品成本为基础的价值核算方法

以生态农产品成本为基础的价值核算方法，是从成本计量角度出发，将生态

农产品价值等价为恢复、保护生态农产品所付出的成本的方法。其核算结果的准

确性与能否全面客观地核算生态农产品成本有直接关系。常见的以生态农产品成

本为基础的价值核算方法有以下五种：

（1）防护成本法

运用防护成本法核算生态农产品价值，就是通过核算为避免或减缓生态农产

品受损所付出的劳动成本和货币成本，确定生态农产品价值的过程。防护成本法

是从成本角度，确定生态产品价值。该方法下生态农产品价值包括了农田生态系

统污染实际治理成本和虚拟治理成本两部分。具有较强的可理解性、客观性和简

便性是防护成本法的主要优势。但是，由于防护成本法仅关注维护生态农产品数

量和质量所付出的成本，忽略了生态农产品非使用价值，因此，该方法下的核算

结果尚未反映生态农产品的全部价值。

（2）恢复费用法

运用恢复费用法核算生态农产品价值，就是通过核算将受损的生态农产品恢

复到基准态所投入的各类成本，确定生态农产品价值的过程。可理解性和可操作

性是恢复费用法的主要优势，但是，恢复费用法下生态农产品价值的准确性却受

到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同时，由于生态农产品受损后果具有明显的滞后性，

修复受损生态农产品各项功能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和技术等资源，甚至部

分受损生态农产品生态功能存在难以恢复的可能，因此，运用恢复费用法计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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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农产品价值结果常常偏小。

（3）机会成本法

运用机会成本法核算生态农产品价值，就是通过将生态农产品价值等价于生

态农产品供给者为提供足量、优质生态农产品所放弃的最大收益，包括经济收入、

发展机会等，确定生态农产品价值的过程。机会成本法能够有效规避对复杂生态

农产品价值直接计量的难题，增加了核算结果的简便性，其核算结果具有较强的

客观性。然而，在确定提供生态农产品机会成本时，难以全面考虑提供足量、优

质生态农产品所需付出的各类代价，同时，在不同时间、风险和载体选择的情况

下，该方法下生态农产品价值的准确性和认可度存有一定差异。

（4）最小数据法

运用最小数据法核算生态农产品价值，就是在机会成本法的基础上，融合各

类二手数据，核算生态农产品价值的过程。最小数据法将机会成本与生态效益相

结合，其关键在于利用机会成本推算供给曲线。因此，最小数据法具有与机会成

本法相同的优势与不足。此外，最小数据法还具备数据获取简便的优势，同时，

二手数据的收集也增加了计量生态农产品价值的主观性。

（5）环境重置成本法

运用环境重置成本法核算生态农产品价值，就是以环境会计为视角，从恢复、

维护农田生态系统生态服务功能所承担的成本和机会成本三个方面全面核算生

态农产品价值的过程。环境重置成本法综合考虑了区域发展差异，其核算结果具

有较强的客观性和合理性，同时，其核算结果通常作为恢复和保护生态农产品的

最低投入成本，具有现实意义。

3.以市场价值为基础的价值核算方法

生态农产品价值不仅体现在生态价值方面，而且反映在经济价值方面。部分

生态农产品价值难以精确计量，因此，通常采用各类市场价值间接核算。以市场

价值为基础的价值核算方法，是通过各类市场价值或支付（接受）意愿，核算生

态农产品价值的方法。常见的以市场价值为基础的价值核算方法存在以下三种：

（1）市场价值法

运用市场价值法核算生态农产品价值，就是通过计量生态农产品供给区域内

由生态环境状况变化所引起产值或利润的变化，间接核算生态农产品价值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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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价值法将生态环境视为生产要素，每当生态环境状况发生变化，生产率和生

产成本将会发生相应变化。市场价值法具有数据易获取、数据认可度高、核算结

果市场化程度高、核算结果充分反映消费者支付意愿等优点，但是，该方法对生

态产品市场化程度要求高，仅考虑生态农产品的直接经济效益，其核算结果存在

片面性。

（2）替代市场法

运用替代市场法核算生态农产品价值，就是通过计量与其具备相同或相似特

点的替代物价值，间接确定生态农产品价值的过程。该方法简化了生态农产品价

值评估程序，使生态农产品价值核算变得更为简便。同时，其核算结果具有较高

市场化程度，但是，受生态农产品替代物多样性的影响，运用替代市场法核算生

态农产品价值结果常存在分歧，此外，替代市场法也存在所需数据多、对统计知

识要求高等弊端。

（3）模拟市场法

运用模拟市场法核算生态农产品价值，就是通过询问人们对于某项生态农产

品的支付意愿或接受意愿，确定生态农产品的价值的过程。该方法适用于不存在

市场价值也难以通过其他途径间接核算价值的生态农产品，其核算结果存在较强

的主观性。依据获取人们支付意愿或接受意愿途径的不同，模拟市场法可以分为

条件价值法和联合分析法。填写调查问卷是条件价值法获取调查者对生态农产品

态度的主要途径，而邀请被调查者选择服务情景或对生态农产品评级是联合分析

法了解人们对于某项生态农产品支付意愿或接受意愿的有效渠道。总之，模拟市

场法充分考虑了人们的支付意愿或接受意愿，其核算结果的准确性受诸多主观因

素的影响。

综合对比三类生态农产品价值核算方法（如表 2.1 所示）和 10 种生态农产

品价值核算方法（如表 2.2 所示）可知，以生态产品成本为基础的价值核算方法

适用于我国生态农产品价值核算，其中，环境重置成本法更是从恢复、维护生态

农产品供给环境方面，通过核算恢复成本、维护成本和战略成本三层次成本，全

面客观地计量生态农产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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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三类生态农产品价值核算方法比较

价值核算方法
以生态产品服务功能为

基础的价值核算方法

以生态产品成本为基

础的价值核算方法

以市场价值为基础的

价值核算方法

关注点
生态产品功能的合理划

分

生态产品防护成本、维

护成本、机会成本的准

确核算

市场信息的间接利用

复杂程度
不复杂，具有较强的可

理解性和可操作性

较为复杂，需要核算各

类成本，计量过程综合

运用多种方法

较为复杂，以市场信

息为基础，所需数据

易获取、可信度高但

数量大

数据获取
需要结合部分地理学、

生态学技术获取

数据易获取，但是较为

片面

数据易获取，但是主

观性较强

核算结果情况
结果偏大，作为生态补

偿下限

结果偏小，作为生态补

偿上限

需多种方法相结合，

进而确定生态产品价

值

市场化程度 最弱 较强 最强

表 2.2 10 种生态农产品价值核算方法比较

核算方法 核算依据 劣势

当量因子法
生态农产品提供的生态服务功能、当

量因子表

在划分生态农产品生态服务功能方

面，难以达成一致；核算结果缺乏认

可度

GEP 核算法
生态农产品价值、生态调节服务价值

和生态文化服务价值

生态农产品生态服务功能难以明晰，

易出现重复计量，核算结果偏大

基于能值的生态

元法
生态元和太阳能值

生态元的货币价值受多因素影响，核

算结果不确定性高

防护成本法 避免生态农产品受损所付出的成本
核算结果不能覆盖生态农产品全部

价值，偏小

恢复费用法
将受损的生态农产品恢复到基准态

所投入的各类成本

核算结果受诸多因素影响，核算结果

偏小

机会成本法
提供足量、优质生态农产品所放弃的

最大收益

难以确保机会成本的全面覆盖和精

准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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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10 种生态农产品价值核算方法比较（续表）

核算方法 核算依据 劣势

最小数据法 机会成本与生态效益相结合 核算结果具有较强的主观性

环境重置成本法
恢复层成本、维护层成本、战

略层成本

市场价值法
由生态农产品供给区域环境变

化所引起产值或利润的变化

仅反映生态农产品的直接经济效益，核算

结果偏小

替代市场法
与生态农产品具有相同或相似

特点的替代物价值

所需数据多、对统计知识要求高，核算结

果不唯一、主观性强

模拟市场法 生态农产品利益相关者的意愿 核算结果具有较强的主观性

2.2.2 环境重置成本法计量生态农产品价值的合理性

准确计量生态农产品价值作为以经济手段缓解生态农产品供需矛盾的关键。

现有生态农产品价值计量方法在提升生态农产品供给能力方面发挥一定作用，但

是，多数价值核算方法难以确保全面准确反映生态农产品的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

究其原因，部分源于核算方法缺乏实际操作性，部分源于核算方法未覆盖所有成

本。生态农产品供需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在于生态农产品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间存

有矛盾，人们追求经济高速发展，忽略生态环境保护，制约生态农产品供给。会

计的基本职能是核算。郭道扬（2009）认为，会计参与解决全球生态环境问题，

同时，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将成为未来会计界着重关注的部分。环境重置成本法是

以环境会计为视角，从恢复、维护农田生态系统生态服务功能所承担的成本和机

会成本三个方面全面核算生态农产品价值的方法，其核算结果具有较强的客观性

和合理性。本文将从环境会计角度出发，结合环境重置成本法与生态农产品的特

征，构建生态农产品三层成本计量模型，全面客观核算“杨秸秆”生态农产品价

值，推进生态农业生产模式发展。

2.2.3生态农产品价值计量模型构建

环境重置成本法是由周一虹（2015）在综合对比现有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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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选取恢复和维护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作为研究视角，充分考虑了环境

治理保护的恢复成本、维护成本和机会成本，所提出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方法。

该方法将拥有的生态资源和生态服务功能视为资产，也首次将重置成本法应用于

资产评估和环境治理评价工作，有效克服现有生态产品价值计量方法的各类弊端。

环境重置成本法综合考虑区域发展差异，计量环境恢复和保护的最低投入成本，

其核算结果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和合理性。自环境重置成本法提出以来，该方法被

广泛应用于环境会计、环境审计和环境管理等领域。现有研究表明，环境重置成

本法能够准确计量荒漠、湿地、森林等生态系统生态补偿价值。生态农产品是在

农田生态系统内，利用生态农业生产模式，创造的有机、绿色农产品。因此，环

境重置成本法同样适用于生态农产品价值核算。

在核算生态农产品价值时，环境重置成本法将农田生态系统及其服务功能视

为资产，从恢复和维护农田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角度出发，完成生态农产品价值

核算。因此，环境重置成本法下的生态农产品价值由恢复层成本、维护层成本和

战略层成本三部分构成。

图 2.1 环境重置成本法下生态农产品价值构成示意图

第一层次成本是恢复层成本（Regain Cost）。这一层次成本涵盖了将受损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恢复到适宜生态农产品种植状态所支付的成本。具体看来，该项

成本内容包括恢复固碳功能、释氧功能、土壤保育等措施的成本。

RC=∑C 措施 i

第二层次成本是维护层成本（Preserve Cost）。这一层次成本反映的是维持

生态环境状况，种植、管理和收获生态农产品所支付的成本。该成本通常包含种

子成本、人工成本、农业用水成本等。

PC=∑C投入 i

第三层次成本是战略层成本（Tactic Cost）。这一层次成本体现的是为种植

生态农产品所承担的机会成本。该成本包括种植普通农产品所获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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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C 事项 i

环境重置成本法下生态农产品价值是上述三层次成本合计值。

C=RC+PC+TC

计量项目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价值计量

环境重

置成本

法下生

态农产

品价值

恢复层成本

（RC）

固碳功能 碳税固碳量固碳功能 PQC 

释氧功能 氧气释氧量释氧功能 PQC 

农产品供给功能 ii PQC 农产品供给功能

净化空气 



n

1i
ii PSQC净化空气

保育土壤 维持营养物质循环保护土壤肥力土壤保育 CCC 

涵养水源 水库造价年降水量涵养水源 PSBRC 

维护层成本

（PC）

基础设施建设 机井建设温室大棚建设基础设施建设 CCC 

秸秆成本 秸秆单位面积秸秆秸秆 PSFC 

农业用水成本 水单价单位面积用水量农业用水 PSWC 

人工成本 人均薪酬员工人工成本 SNC 

战略层成本

（TC）

种植普通农产品收

益




n

1i
ii '' PQ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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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政府化路径、市场化路径和准市场化路径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主要路径。

生态农产品作为一类生态产品，其价值实现路径与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大致

相同。常见的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有政府化路径、市场化路径两类。

3.1 现有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分析

3.1.1 政府化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政府化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是将政府相关部门作为主导发起者，运用行

政手段完成生态农产品价值转换的方式。农业生态补偿、农业补贴是常见的政府

化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农业生态补偿是将生态补偿应用于农业领域。具体来看，农业生态补偿将政

府、企业和公民作为责任主体，通过资金、实物、技术、政策等多种方式，极大

程度地激励了生态农业企业或农民合理开发利用农业资源、学习低碳高效的农业

种植技术、参与农田生态系统维护与治理活动。

农业补贴是指政府采用资金或实物的形式，对开展生态农产品种植的企业、

组织或个体进行补贴的一种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途径。这种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

路径能够提高生态农业从业者的收入水平，鼓励更多组织或个体从事科学的农业

种植活动，促进农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

综合对比农业生态补偿和农业补贴，可以发现两类政府化生态农产品价值实

现路径均以政府相关部门作为主导者，促进生态农产品生态价值转换为经济价值。

其不同点集中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农业生态补偿主体较多，包含企业、组织

或公民等；第二，农业生态补偿方式多样，除资金、实物等经济补偿手段外，还

包括技术补偿或政策补偿。

3.1.2 市场化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市场化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是一类通过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协调

生态农产品供给者与消费者间关系，促进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途径。生态农业

产业化、资源权益出让、生态农产品市场溢价是具有代表性的市场化生态农产品

价值实现路径。

生态农业产业化是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限度下，依托于生态农产品种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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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综合运用农业发展手段和现代商业模式，对生态农产品进行集约式开发，

促进生态农业实现自我调节与自我完善的市场化途径。

资源权益出让是通过产权赋能，使其成为可融资的生态资产，实现生态农产

品价值的方式。其中，碳汇交易是生态农产品领域的主要资源权益出让产品。生

态农作物具备强大的碳汇功能。开展农业碳汇交易能够变现生态农产品价值，激

励社会各界协调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推进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

生态农产品市场溢价是以高于普通农产品售价的价格销售生态农产品，变现

生态农产品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的途径。靳诚（2021）指出，提升生态产品市场

溢价空间，需要探索用于评估生态产品为周围环境带来增值的核算方法，测算生

态产品的经济效率，寻求实现生态产品市场溢价最大化的运营方案。

综合对比生态农业产业化、资源权益出让、生态农产品市场溢价，可以发现

三类市场化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均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运用市场力量

实现生态农产品价值，发展生态农业产业。其侧重点存在一定差异，具体看来，

生态农业产业化通过形成规模经济，减少成本支出，提高生态农产品收益水平，

刺激生态农业更好发展；资源权益出让通过售卖农业碳汇，提高生态农产品收益；

生态农产品市场溢价以高出普通农产品售价的价格，实现生态农产品生态价值。

3.2 现有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对比

全面对比现有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难发现尽管两类生态农产品价值

实现都能够将生态农产品的生态效益转化为经济收益，推动生态农业发展。但是，

在补偿主体、运行成本和补偿行为的不确定性方面存有较大差异。相比于政府化

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市场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充分发挥了市场化机制

的作用，拥有更加多元化的参与主体、较为低廉的运行成本和更大的补偿行为不

确定性。因此，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化路径成为了常用的生态农产品价值实

现路径。

由产权关系决定，生态农产品属于生态私人产品，生态农产品供需双方便于

开展产品市场交易。生态农产品具备安全性高和营养丰富等特征，其特征与健康

生活践行者的消费理念相贴切，由此，食品安全意识较高的消费者不惜花费较高

价格采购生态农产品。生态农产品市场溢价成为极具代表性的市场化生态农产品

价值实现路径。该价值实现路径表现为以高于普通农产品售价的价格销售生态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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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高出普通农产品售价部分被用来弥补生态农产品供给者为维护生态环境和

提供优质农产品所付出的代价。生态农产品市场溢价能够调动生态农产品供给者

采取相关措施提升生态农产品供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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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秸秆”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

4.1“杨秸秆”公司概况

甘肃杨子惠众农业种植有限公司（简称“杨秸秆”）是甘肃省具有代表性的

生态农产品生产、销售企业，直接或间接拥有 400 座温室大棚和 1.2 万亩的露天

地种植基地。其生态农产品种植基地布局在甘肃省兰州市、白银市和武威市等多

个地市，光照充足、降水集中、气温年较差和日较差大等良好气候为“杨秸秆”

生态农产品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相比于其他农产品种植企业和销售企业，

“杨秸秆”生产、销售的生态农产品是运用生物反应堆有机栽培与免疫技术种植

并收获的特色农产品。该技术不仅能够改善农田生态系统生态环境，而且可以从

食品安全和产品口味等方面提高农产品品质。这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了“杨秸秆”

生态农产品的市场受欢迎程度。特别是在全民关注食品安全与环境保护的时代下，

“杨秸秆”生态农产品的绿色、健康等产品属性与拥有健康生活习惯的消费者的

产品期望高度吻合，具备较强食品安全意识的消费者们通常不惜花费较高价格采

购“杨秸秆”生态农产品，为此，甚至出现生态农产品供不应求的情况。“杨秸

秆”采用微信社群和线下店铺相结合的商业模式，其中，微信社群聚集了诸多对

健康食品具有高度认同感的消费者，社群成员彼此分享购物体验和生态农产品相

关知识，提升消费者购买意愿。当前，“杨秸秆”共创建九个“杨秸秆健康菜之

家”微信群，包含八个兰州本地群和一个外地群，拥有社群成员 4500 人，群内

消费者粘性高。

4.2“杨秸秆”生态农产品价值创造

从生态农产品全产业链，分析生态农产品价值创造，能够全面细致掌握生态

农产品价值情况。基于“杨秸秆”生态农产品全产业链分析，科研院所、农民、

代加工工厂和“杨秸秆”企业均以不同的形式参与生态农产品价值创造。

1.科研院所提供并不断完善生态农产品种植技术

在种植“杨秸秆”生态农产品时，农民摒弃了施加化肥、农药的传统种植模

式，取而代之，采用“秸秆生物反应堆有机技术”作为核心种植技术，该技术是

具有生态价值、科学价值、资源循环利用价值、食品安全价值的世界领先有机农

业生产新技术。正因如此，“杨秸秆”生态农产品具备了高营养且健康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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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市场受欢迎程度不断提升，诸多健康生活践行者将“杨秸秆”生态农产品及其

相关产品作为餐桌上的主角。“秸秆生物反应堆有机技术”将玉米秸秆、药渣、

菌棒等物质作为基础原料，既实现了农业废弃产品的循环再利用，也改善了改善

了农田生态系统土壤状况。因此，在第 27 届农业科研成果及科教电影评奖大会

上，该技术荣获了农业科学技术成果最高奖项。随着技术应用地区的增多和应用

领域的扩大，“秸秆生物反应堆有机技术”弊端不断暴露，为了改善技术弊端，

极大程度地提高生态农产品种植效率，相关科研团队加强研究力度，使该技术不

断被完善，赋予“杨秸秆”生态农产品较高价值。

2.农民学习并运用先进的种植技术

农业生产需要投入大量人类劳动。农民劳动参与了“杨秸秆”生态农产品种

植、管理和收获全过程。农民作为农产品种植的主要参与者，其对于秸秆生物反

应堆有机技术的掌握程度，直接关系到“杨秸秆”生态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农

民种植“杨秸秆”生态农产品技术越高超，其收获的生态农产品品质越优良。“杨

秸秆”为了加强生态农产品种植活动管理，要求所有生态农产品种植者必须接受

了“秸秆生物反应堆有机技术”的培训，确保农民能够顺利开展“杨秸秆”生态

农产品种植活动。在“杨秸秆”生态农产品种植过程中，农民学习、总结并运用

“秸秆生物反应堆有机技术”，保障了“杨秸秆”生态农产品的质量和供应量，

满足了“杨秸秆”生态农产品喜好者的消费需求。

3.代加工工厂丰富“杨秸秆”生态农产品相关产品的可供销售品类

“杨秸秆”的经营范围并非局限于生态农产品销售，而是包含生态农产品相

关产品销售。在“杨秸秆”生态农产品相关产品生产方面，“杨秸秆”尚未投资

建设生态农产品加工工厂，而是采取与其他代加工工厂合作的方式丰富生态农产

品相关产品种类。具体看来，“杨秸秆”向代加工工厂提供优质的生态农产品，

并支付一定的加工费用，委托代加工工厂运用已有的机器设备、生产工艺和人力

资源将“杨秸秆”生态农产品加工成高品质的生态农产品相关产品。如今，代加

工工厂已经生产出面粉、粉条、葡萄汁等多种类生态农产品相关成品。“杨秸秆”

采用的这种代加工生产模式不仅能够减少资金投入，而且可以丰富销售产品种类。

在管理方式得当的情况下，在售商品种类越多，目标客户规模越大，企业品牌效

应越强。由此可见，代加工工厂与“杨秸秆”形成战略伙伴关系，运用场内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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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生产技术以及人力资源，完成“杨秸秆”生态农产品精细化加工，丰富了

“杨秸秆”企业在售商品种类，拓宽了“杨秸秆”经营范围，增强了“杨秸秆”

的品牌效应，赋予了“杨秸秆”生态农产品价值。

4.“杨秸秆”企业搭建微信社群并开设线下店铺

“杨秸秆”采取微信社群和线下店铺相结合的方式，完成生态农产品及其相

关产品销售活动，其中，“杨秸秆”将微信社群作为销售生态农产品及其相关产

品的主要平台，同时，开设线下店铺用于方便群内消费者取菜和宣传“杨秸秆”

生态农产品核心技术与品质。当前，“杨秸秆”共拥有九个“杨秸秆健康菜之家”

微信群，每个微信群均处于满员状态。自 2020 年 3 月起，社群成员维持 4500

人，不再增加社群成员数量，通过不断提升群员铁杆粉丝比重和结构，确保群内

成员都是健康生活真正的践行者。在“杨秸秆健康菜之家”微信群内，销售者与

消费者约定将每晚八点作为“杨秸秆”生态农产品销售的主要时间点。群内有生

态农产品购买需求的成员在每晚八点打开接龙小程序，选取可供应的生态农产品

品种和数量，并完成微信付款手续，购买成功后第二天按照选定的地点取菜，也

可自行选择美团跑腿和小蜜蜂快送团队来配送。赵大川（2015）指出，微信社群

营销将具备类似或相同认知能力、兴趣爱好以及采购习惯的消费者聚集在一起，

便于开展商品营销活动。这种营销模式不仅减少了企业营销费用，而且增多消费

者重复购买次数，提高顾客忠诚度。在“杨秸秆健康菜之家”微信群内，集聚了

健康生活真正的践行者，有效实现了生态农产品与目标客户群体的精准对接，极

大程度提高了“杨秸秆”生态农产品的销售数量和销售效率。同时，在微信群内，

“杨秸秆”生态农产品销售者发布有关生态农产品在售、上新和优惠信息，方便

“杨秸秆”生态农产品消费者按需购买，社群成员之间能够开展有效沟通，这种

营销模式提升了销售者与消费者间的信息流动性，为“杨秸秆”生态农产品营销

提供有利条件。

4.3“杨秸秆”生态农产品价值计量

生态农产品价值得以顺利实现需要以生态农产品价值准确核算做支撑。综

合对比现有生态农产品价值核算方法发现，环境重置成本法是从环境会计角度出

发，将生态系统生态服务功能视为资产，计量恢复、维护生态服务功能所承担的

成本，全面客观核算生态农产品价值。环境重置成本法下生态农产品价值有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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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构成，即恢复农田生态系统生态服务功能所付出的成本，维护农田生态系统生

态服务功能所付出的成本，为种植生态农产品所舍弃的机会成本。

4.3.1“杨秸秆”生态农产品的恢复层成本

长期以来，为了提高每亩农田的产量和收入，农产品种植者忽视对科学种植

技术的掌握，热衷使用高能耗的农田种植方式，如施加大量化学物质、农业资源

过度开发等。这种种植行为必定会对农田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不利于农业可

持续发展。然而，“杨秸秆”生态农产品是以秸秆生物反应堆有机栽培与免疫技

术作为核心种植技术生产的绿色、健康农产品。种植“杨秸秆”生态农产品能够

恢复区域内农田生态系统生态服务功能，如固碳功能、释氧功能、土壤保育等。

依据环境重置成本法的核算原理，“杨秸秆”生态农产品的恢复层成本是指区域

内恢复农田生态系统固碳功能、释氧功能、农产品供给功能、净化空气、保育水

土、涵养水源功能价值。“杨秸秆”直接或间接拥有 400 座温室大棚和 1.2 万亩

的露天地种植基地。

（1）固碳功能

农产品具备进行光合作用的条件，可以吸收 CO2并释放 O2，发挥固碳释氧

功能。由光合作用化学方程式可知，农作物每生产一单位干物质，将会吸收 1.63

单位 CO2，释放 1.19 单位 O2。同时，碳含量在 CO2的占比约为 27.27%。因此，

生态农产品固态功能价值表现为：

2co%27.2763.1 PNPPPQC  碳税固碳量固碳功能

式中，C 固碳功能为生态农产品固碳功能价值，NPP为农田净初级生产力，PCO2

为植树造林固定 CO2所需的成本。

ii

n

i
i UMYNPP /)1(

1




式中,NPP为农田初级生产力，Yi为第 i类生态农产品的产量，Mi为第 i类

生态农产品的含水率，Ui为第 i类生态农产品的经济系数。

“杨秸秆”生态农产品种植基地主要提供蔬菜（西红柿、黄瓜、土豆、绿叶

菜等）、水果（草莓、樱桃、葡萄等）、主粮（和尚头小麦面粉、秸秆小麦面粉）。

“杨秸秆”生态农产品产量情况如表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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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杨秸秆”生态农产品种植面积额及其产量情况

生态农产品品类 单位面积产量（kg/hm2） 播种面积（hm2） 总产量（kg）

蔬菜 38637 24 940637

水果 25037 20 492641

主粮 4785 804 3849064

“单位面积产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甘肃地区各类农产品

单位面积产量情况和“秸秆生物反应堆有机技术”增产情况。“播种面积”数据

来源于“杨秸秆”微信公众号和实地调研情况。

查阅相关资料可知，“杨秸秆”生态农产品的含水率和经济系数如表 4.2

所示.

表 4.2 “杨秸秆”生态农产品的含水率、经济系数及初级生产能力

生态农产品品类 含水率（M） 经济系数（U） 净初级生产力（10
4 t/a）

蔬菜 83% 1.00 0.02

小麦 13% 0.35 0.96

“含水率”和“经济系数”数据来源于李胜男（2015）

其中，“杨秸秆”生态农产品种植基地果园的单位净初级生产力取为

744.1g/(m2·a)，结合水果种植面积，可以获得水果净初级生产力为 0.01×10
4 t/a。

PCO2取自固定 CO2需要的造林成本，约为 260 元/吨，因此，“杨秸秆”生态

农产品固碳功能的成本表现为：

C 固碳功能=1.63×0.99 ×104
t×260 元/t×27.27%=114.41 万元

（2）释氧功能

由上述分析可知，生态农产品释氧功能价值可以表现为：

氧气氧气释氧量释氧功能 PNPPPQC  19.1

式中，C 释氧功能为生态农产品释氧功能价值，NPP为农田初级生产力，P 氧气为

释放 O2的成本。

P 氧气取自工业制氧价格，约 400 元/吨，因此，“杨秸秆”生态农产品释氧

功能的成本表现为：

C 固碳功能=1.19×0.99×10
4
t×400 元/t=471.2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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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农产品供给功能

“杨秸秆”生态农产品的核心种植技术——秸秆生物反应堆有机栽培与免疫

技术，不仅能够改善生态农产品种植环境，而且可以提高生态农产品的产量和品

质。可见，运用秸秆生物反应堆有机栽培与免疫技术的农田生态系统具备农产品

供给功能。因此，生态农产品固态功能价值表现为：

ii PQC 农产品供给功能

式中，C农产品供给功能为生态农产品供给功能价值,△Qi 为第 i 类生态农

产品的产量增量，Pi 为第 i类生态农产品的价格。

“杨秸秆”生态农产品产量增量及价格情况如表 4.3 所示。

表 4.3“杨秸秆”生态农产品产量增量及价格情况

生态农产品品类 产量增量（kg） 销售价格（元/kg）

蔬菜 33594 16

水果 17594 120

主粮 128302 50

“杨秸秆”生态农产品中蔬菜销售价格取自蔬菜销售均价，水果销售价格取

自水果销售均价，主粮销售价格取自面粉销售均价。

结合“杨秸秆”生态农产品产量增量及相关生态农产品价值，核算“杨秸秆”

生态农产品供给能力成本为：

C 提高蔬菜产量价值=33594kg×16 元/kg=53.75 万元

C 提高水果产量价值=17594kg×120 元/kg=211.13 万元

C 提高主粮产量价值=128302kg×50 元/kg=641.51 万元

C 农产品供给功能=C 提高蔬菜产量价值+C 提高水果产量价值+C 提高主粮产量价值=906.39 万元

（4）净化空气

生态农产品种植不仅能够固碳释氧，而且可以吸收大气中 SO2、NOx、滞尘

等污染物，起到净化空气的作用。生态农产品净化空气功能价值表现为：





n

1i
ii PSQC净化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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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 净化空气为生态农产品吸收 SO2、NOx及滞尘的价值；Qi为生态农产品

吸收污染物质量（i=1，2，3 分别对应 SO2、NOx和滞尘）；S 为生态农产品种

植面积，Pi为处理各类污染物的单位成本（i=1，2，3 分别对应 SO2、NOx和滞

尘），

由于在地形、气候、农作物种植等方面，甘肃省与陕西省具备大致相同的条

件，因此，本文参考马新辉（2002）的研究成果，确定“杨秸秆”生态农产品单

位种植面积能够吸收 SO2、NOx 、滞尘能力为：SO2 为 40kg/hm2 ·a，NOx 为

29.6kg/hm2·a，滞尘为 30kg/hm2·a。关于处理各类污染物的单位成本，通过查阅

相关资料得知，处理 SO2的单位成本为 6元/kg，处理 NOx的单位成本为 0.63

元/kg,处理滞尘的单位成本为 3元/kg。

结合“杨秸秆”生态农产品种植基地的占地面积，计量“杨秸秆”生态农产

品净化空气生态功能的成本为：

C 吸收 so2=40kg/hm
2
× 848hm

2
×6元/kg=20.35 万元

C 吸收 NOX=29.6kg/hm
2
× 848hm

2
×0.63 元/kg=1.58 万元

C 吸收滞尘=30kg/hm
2
×848hm

2
×3元/kg=7.63 万元

C 净化空气=C 吸收 so2+C 吸收 NOX+C 吸收滞尘=29.56 万元

（5）保育土壤

合理种植生态农产品能够改善土壤质量，提高土壤肥力，减少水土流失等。

因此，生态农产品种植也具备土壤保育功能。生态农产品土壤保育功能价值表现

为：

维持营养物质循环保护土壤肥力土壤保育 CCC 

式中，C 土壤保育为生态农产品的土壤保育功能价值，C 保护土壤肥力为生态农产品保

护土壤肥力的价值，C 维持营养物质循环为生态农产品维持营养物质循环的价值

其中，保护土壤肥力价值与农田土壤保持量有直接关系，农田土壤保持量越

大，保护土壤肥力价值越高。农田土壤保持量计量如下：

）rpm ( NNSL 

式中，Lm为农田土壤保持量，S 为生态农产品种植面积，Np为潜在土壤侵

蚀模数，Nr为现实土壤侵蚀模数。

m) SPCPCPCC KKPPNN （保护土壤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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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 保护土壤肥力为生态农产品保护土壤肥力的价值，CN为土壤中氮的含量，

CP为土壤中磷的含量，CK为土壤中钾的含量，PN为市场中氮肥的价格，PP为市

场中磷肥的价格，PK为市场中钾肥的价格，Sm为农田土壤保持量。

i

n

1i
iii )



 QPAPAPAC KKPPNN（维持营养物质循环

式中，C 维持营养物质循环为生态农产品维持营养物质循环的价值，ANi为第 i类生

态农产品中氮的含量，APi为第 i类生态农产品中磷的含量，AKi为第 i类生态农

产品中钾的含量，Qi为第 i类生态农产品产量。

由于“杨秸秆”生态农产品种植基地主要位于甘肃省内，因此，有关潜在土

壤侵蚀模数和现实土壤侵蚀模数将借鉴任静（2022）的研究成果，即甘肃地区耕

地年潜在侵蚀模数为 75t/hm2，“杨秸秆”生态农产品种植基地实际侵蚀模数为

41.78 t/hm2。

结合“杨秸秆”生态农产品生产基地占地面积，计算“杨秸秆”生态农产品

生产基地土壤保持量为：

Sm=848hm2×（75t/hm2-41.78 t/hm2）=28170.56 吨

参考张丽娜等（2013）对于黄土高原地区苹果园地内的有关土壤中氮磷钾养

分含量的测算结果，可知有关“杨秸秆”生态农产品生产基地土壤的氮含量、磷

含量和钾含量分别为 103.2g/kg、8.48g/kg、109.54g/kg。其中氮肥、磷肥和钾肥

的销售价格分别为 2000 元/t、2800 元/t、3000 元/t。由此计量“杨秸秆”生态农

产品种植基地保持土壤肥力生态服务功能的成本为：

C 保持土壤氮含量=103.2g/kg×28170.56t×2000 元/t=581.44 万元

C 保持土壤磷含量=8.48g/kg×28170.56t×2800 元/t=66.89 万元

C 保持土壤钾含量=109.54g/kg×28170.56t×3000 元/t=925.74 万元

C 保护土壤肥力=C 保持土壤氮含量+C 保持土壤磷含量+C 保持土壤钾含量=1574.07 万元

各类“杨秸秆”生态农产品中氮磷钾含量占比如表 4.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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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杨秸秆”生态农产品氮磷钾含量占比情况

生态农产品品类 氮含量占比（%） 磷含量占比（%） 钾含量占比（%）

蔬菜 0.15 0.07 0.20

水果 0.62 0.33 0.66

主粮 2.74 1.10 2.34

其中，蔬菜相关数据以白菜为代表，水果相关数据以苹果为代表，主粮相关

数据以玉米为代表。

各类“杨秸秆”生态农产品含量情况如表 4.5 所示。

表 4.5 “杨秸秆”生态农产品氮磷钾含量情况

生态农产品品类 产量（kg） 氮含量（kg） 磷含量（kg） 钾含量（kg）

蔬菜 940637 1411 658 1881

水果 492641 3054 1626 3251

主粮 3849064 105464 42340 90068

合计 109929 44624 95200

C 保持土壤氮含量=109929 kg×2000 元/t=21.99 万元

C 保持土壤磷含量=44624kg×2800 元/t=12.49 万元

C 保持土壤钾含量=95200kg×3000 元/t=28.56 万元

C 维持营养物质循环=C 保持土壤氮含量+C 保持土壤磷含量+C 保持土壤钾含量=63.04 万元

由上述核算可知，“杨秸秆”生态农产品恢复土壤保育生态服务的成本为：

C 土壤保育=C 保护土壤肥力+C 维持营养物质循环=1637.11 万元

（6）涵养水源

生态农产品拥有较为发达的根系，具备强大的水源涵养能力。生态农产品涵

养水源的价值表现为：

水库造价年降水量涵养水源 PSBRC 

式中，C 维持营养物质循环为生态农产品涵养水源的价值，R年降水量为区域内年降

水量，B为径流系数，S为生态农产品种植面积，P水库造价为水库造价。

查阅相关可知，甘肃省年均降水量为 300 毫米，径流系数参考梁潇丹（2018），

取值为 0.15，水库造价为 6.11 元/m
3
。因此，“杨秸秆”生态农产品恢复涵养水

源功能成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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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涵养水源=300mm×0.15×848hm
2
×6.11 元/m

3
=233.16 万元

4.3.2“杨秸秆”生态农产品的维护层成本

由环境重置成本法原理可知，“杨秸秆”生态农产品的维护层成本表现为确

保生态农产品正常种植所承担的成本，具体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成本、种子与秸秆

投入成本、农业用水成本、人工成本。

（1）基础设施建设成本

基础设施建设成本是指为保障生态农产品种植工作顺利开展所投入基础设

施的成本。具体看来，基础设施成本主要包括温室大棚建设成本、机井建设成本。

因此，基础设施建设成本为：

机井建设温室大棚建设基础设施建设 CCC 

温室大棚建设成本与温室大棚占地面积及温室大棚个数相关。查阅相关资料

可知，中端温室大棚建设成本约为 120-200 元/m
2
,取中间值为 160 元/m

2
。目前，

“杨秸秆”拥有 400 座温室大棚，每个温室大棚按占地 1亩（1亩=666.67m
2
）计

算。因此，“杨秸秆”生态农产品的温室大棚建设成本为：

C 温室大棚建设=400×666.67m2×160 元/m
2
=4266.69 万元

每口水井能够灌溉 200-300 亩耕地，取中间值为 250 亩耕地。“杨秸秆”生

态农产品种植基地占地约为 1.3 万亩，拥有水井 52 口水井。每口水井 8米，成

本约为 1800 元/口，因此，“杨秸秆”生态农产品的机井建设成本为：

C 机井建设=52 口×1800 元/口=9.36 万元

由此可知，“杨秸秆”生态农产品的基础设施建设成本为：

C 基础设施建设=C 温室大棚建设+C 机井建设=4276.05 万元

（2）秸秆投入成本

运用“杨秸秆”生态农产品核心种植技术，需要大量秸秆作保障。秸秆投入

成本表现为：

秸秆单位面积秸秆秸秆 PSFC 

式中，C 种子与秸秆为生态农产品种植支付的秸秆成本，F 单位面积秸秆为单位面积生

态农产品种植所承担的秸秆成本，S为种植面积，P 秸秆为秸秆单价。

参考姜媛媛（2021）关于玉米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在温室大棚蔬菜种植中的

应用研究结果，秸秆用量为秸秆 75t/hm
2
，秸秆材料的价格应控制在 200 元/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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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杨秸秆”生态农产品的秸秆投入成本为：

C秸秆=75t/hm
2×848hm2×200 元/t=1272 万元

（3）农业用水成本

生态农产品的种植和生长都需要水资源作支持。农业用水成本表现为：

水单价单位面积用水量农业用水 PSWC 

式中，C 农业用水为生态农产品种植支付的农业用水成本，W 单位面积用水量为单位生

态农产品灌溉所需水量，S为生态农产品种植面积，P 水单价为农业用水单价。

每亩地灌溉需要 15 吨水，农业灌溉用水价格约为 1.75 元/m
3
，因此，“杨

秸秆”生态农产品农业用水成本为：

C 农业用水=15m
3
/亩×848hm

2
×1.75 元/m

3
=33.39 万元

（4）人工成本

由前文分析可知，农民在“杨秸秆”生态农产品价值创造过程中发挥重要作

用，农民劳动参与了生态农产品种植、管理、采摘全过程。承担的人工成本成为

了“杨秸秆”生态农产品价值之一，人工成本表现为：

人均薪酬员工人工成本 SNC 

式中，C 人工成本为生态农产品种植支付的员工薪酬，N 员工为“杨秸秆”企业雇

佣的员工数量，S 人均薪酬为支付员工的人均报酬。通过实地调研得知，李家庄自营

基地主要从事蔬菜、水果的种植管理，雇佣员工 20 人，在综合考虑蔬菜、水果

和主粮三类产品种植特点的基础上，依据种植基地面积，推算“杨秸秆”生产基

地共雇佣员工 780 人。员工的人均报酬来源于甘肃省农林牧渔业平均工资水平，

约为每月 2630 元。“杨秸秆”生态农产品种植的人工成本约为：

C 人工成本=780×2630×12=2461.68 万元

4.3.3“杨秸秆”生态农产品的战略层成本

“杨秸秆”生态农产品的战略层成本是指为了保护“杨秸秆”生态农产品种

植基地生态环境状况所承担的机会成本。由于农业用地除了可用于生态农产品种

植之外，还可用于普通农产品种植。因此，在“杨秸秆”生态农产品种植基地上

种植普通农产品所获得的收益，即为“杨秸秆”生态农产品的战略层成本。具体

看来，“杨秸秆”生态农产品的战略层成本表现为:





n

1i

ii '' PQ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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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TC为生态农产品种植的战略层成本，Q’i为第 i个普通农产品产量，

P’i为第 i个普通农产品销售价格。

普通农产品

品类
生产量（kg） 换算率 销售数量（kg） 销售价格（元/kg）

蔬菜 895841 75% 671881 8

水果 469186 75% 351890 40

主粮 3665660 70% 2565962 5

普通农产品各品类的生产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甘肃地区各

类农产品单位面积产量情况和“杨秸秆”生态农产品种植基地面积情况。换算率

表示果蔬从采摘到销售全过程的现存情况以及将主粮研磨成面粉的转换情况。销

售价格反映了三大品类普通农产品的平均销售价格。

I 销售蔬菜的收入=671881kg×8 元/kg=537.50 万元

I 销售水果的收入=351890kg×40 元/kg=1407.56 万元

I 销售主粮的收入=2565962kg×5 元/kg=1282.98 万元

I 销售“杨秸秆”生态农产品收入=I 销售蔬菜的收入+I 销售水果的收入+I 销售主粮的收入=3228.04 万元

由此可见，在“杨秸秆”生态农产品种植基地上，种植普通农产品所获收益

为 3228.04 万元，“杨秸秆”生态农产品的战略层成本为 3228.04 万元。

4.4.4“杨秸秆”生态农产品价值

运用环境重置成本法核算生态农产品价值，是从环境成本角度出发，分别核

算恢复、维护农田生态系统生态服务功能所承担的成本，以及为维持农田生态系

统生态服务功能所承担的机会成本，进而确定生态农产品价值。生态农产品成本

即为生态农产品价值。因此，“杨秸秆”生态农产品价值是由“杨秸秆”生态农

产品的恢复层成本、“杨秸秆”生态农产品的维护层成本、“杨秸秆”生态农产

品的战略层成本三层成本共同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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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环境重置成本法下“杨秸秆”生态农产品价值

计量项目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价值（万元）

环境重

置成本

法下“杨

秸秆”生

态农产

品价值

恢复层成本

（RC）

固碳功能 114.41

释氧功能 471.24

农产品供给功能 906.39

净化空气 29.56

保育土壤 1637.11

涵养水源 233.16

合计 3391.87

维护层成本

（PC）

基础设施建设 4276.05

秸秆成本 1272.00

农业用水成本 33.39

人工成本 2461.68

合计 8043.12

战略层成本

（TC）
种植普通农产品收益 3228.04

合计 14663.03

由上述分析可知，基于环境重置成本法下，“杨秸秆”生态农产品价值为

C=RC+PC+TC=1.466303亿元。

4.4“杨秸秆”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

生态农产品价值是否实现的判断标准是生态农产品是否以生态农产品价值

或高于生态农产品价值为标准变现。也就是说，只有生态农产品变现价格等于或

高于生态农产品价值，才能称得上生态农产品价值得以实现。

结合“杨秸秆”生态农产品销售数量和销售价格，确定“杨秸秆”生态农产

品销售收入。“杨秸秆”生态农产品生产情况与销售情况如表 4.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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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杨秸秆”生态农产品销售情况

生态农产品

品类
生产量（kg） 换算率 销售数量（kg） 销售价格（元/kg）

蔬菜 940637 75% 705478 16

水果 492641 75% 369481 120

主粮 3849064 70% 2694345 50

假设，所有“杨秸秆”生态农产品都得以销售，由于从生产到销售过程中，

生态农产品存在损耗，因此，“杨秸秆”生态农产品销售数量取为经过换算率处

理后的销售量，蔬菜价格取自所有蔬菜销售均价，水果价格取自所有水果销售均

价，主粮价格取自所有主粮销售均价。

I 销售蔬菜的收入=705478kg×16 元/kg=1128.76 万元

I 销售水果的收入=369481kg×120 元/kg=4433.77 万元

I 销售主粮的收入=2694345kg×50 元/kg=13471.72 万元

I 销售“杨秸秆”生态农产品收入=I 销售蔬菜的收入+I 销售水果的收入+I 销售主粮的收入=1.903425 亿元

“杨秸秆”生态农产品具备私人物品的属性，市场化交易是生态农产品变现

的常见方式，生态农产品销售收入即为生态农产品变现价格，因此，“杨秸秆”

生态农产品的变现价格为 1.903425 亿元。

比较“杨秸秆”生态农产品的变现价格及其价值可知，“杨秸秆”生态农产

品完成了超额变现，也就意味着“杨秸秆”生态农产品价值得以实现，生态农产

品价值实现率约为 1.3。同时，通过观察“杨秸秆”生态农产品销售价格可知，

生态农产品市场溢价是“杨秸秆”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路径，高出普通农产品价

格的部分被用于补偿“杨秸秆”生态农产品供给者，激励更多农民从事生态农产

品种植工作，推进我国生态农业的高质量发展。

“杨秸秆”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主要通过生态农产品市场溢价的方式得以完

成的原因有二。其一，“杨秸秆”生态农产品具备明确产权所决定，人们能够在

交易市场上自由买卖生态“杨秸秆”生态农产品，市场化路径成为了“杨秸秆”

生态农产品价值变现的主要路径。其二，“杨秸秆”所售生态农产品都是以秸秆

生物反应堆有机栽培技术作为核心种植技术，其品质好、口味佳，拥有健康生活

理念的消费者愿意以高于普通农产品的价格购买“杨秸秆”生态农产品。在“杨

秸秆”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微信社群成为关键渠道。在微信群内，销售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生态农产品全产业链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研究——以“杨秸秆”为例

41

者与消费者约定将每晚八点作为“杨秸秆”生态农产品销售的主要时间点。群内

有生态农产品购买需求的成员在每晚八点打开接龙小程序，选取可供应的生态农

产品品种和数量，并完成微信付款手续,购买成功后第二天按照选定的地点取菜，

也可自行选择美团跑腿和小蜜蜂快送团队来配送。为了给消费者提供更加舒适的

购物体验，“杨秸秆”开设线下店铺，给群内下单成员提供了较大的取菜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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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研究结论、启示及研究不足

5.1 研究结论

生态农产品属于生态产品，具备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

能够鼓励生态农产品供给者提供更多优质的生态农产品，有效缓解生态农产品供

需矛盾，而且可以将区域内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效益，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生态

农产品价值实现的本质是以生态农产品价值或超出生态农产品价值为标准变现

生态农产品价值。生态农产品价值能否顺利实现与准确核算生态农产品价值存有

直接关联。本文系统梳理生态农产品价值计量方法，归纳总结各类方法与路径的

特点，认为环境重置成本法从环境会计角度出发，全面客观核算恢复、维护农田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所承担的成本，进而准确确定生态农产品价值。对此，结合环

境重置成本法构建了生态农产品的多因子三层次成本计量模型。为了更加直观研

究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情况，本文选取甘肃省具有代表性的生态农产品种植、销

售企业——“杨秸秆”作为研究对象，从生态农产品全产业链视角，分析“杨秸

秆”生态农产品价值创造过程，计量“杨秸秆”生态农产品价值，探索“杨秸秆”

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主要获取以下结论：

第一，“杨秸秆”生态农产品具有价值。从“杨秸秆”生态农产品全产业链

来看，科研院所以技术支持的形式参与“杨秸秆”生态农产品生产，同时，针对

部分技术弊端，也实现了相应完善。农民学习秸秆生物反应堆有机技术，并该种

植技术应用于“杨秸秆”生态农产品种植、管理和收获的全过程。代加工工厂与

“杨秸秆”企业达成合作协议，投入相关机器设备和人力资源，对“杨秸秆”生

态农产品开展精细化加工，为热衷购买“杨秸秆”生态农产品顾客提供更多产品

选择。“杨秸秆”企业建立“杨秸秆健康菜之家”微信社群，便于消费者与销售

者间进行交流，减少企业营销费用，增多消费者重复购买次数。由此可见，“杨

秸秆”生态农产品价值是由科研院所、农民、代加工工厂和“杨秸秆”企业共同

创造。

第二，环境重置成本法能够全面客观地核算生态农产品价值。相比于现有的

生态农产品价值核算方法，环境重置成本法是从环境会计角度出发，将农田生态

系统生态服务功能视为一项资产，全面核算恢复、维护和保护农田生态系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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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所承担的成本，确定生态农产品价值。该方法下核算结果反映的是生态农产

品最低价值。通过归集农田生态系统的自然标准及其评价体系,从会计角度出发,

建立环境重置成本法的多因子三层成本计量模型,结合“杨秸秆”相关数据,核算

“杨秸秆”生态农产品价值为 1.466303 亿元。

第三，“杨秸秆”生态农产品价值得到实现。对比“杨秸秆”生态农产品的

销售收入和价值可以发现，“杨秸秆”生态农产品的变现价格远高于其价值，由

此可知，“杨秸秆”生态农产品以较高的价格实现了其价值。“杨秸秆”生态农

产品具备私人产品的特征，生态农产品供给者和需求者能够在市场上开展“杨秸

秆”生态农产品买卖行为，以市场化路径变现其价值。微信社群是完成“杨秸秆”

生态农产品买卖行为的主要“场所”，群内成员都是健康生活的践行者和“杨秸

秆”生态农产品的忠实消费者,通常不惜花费较高价格采购“杨秸秆”生态农产

品。由此可见，生态农产品市场溢价是“杨秸秆”生态农产品价值变现的方式。

5.2 研究启示

第一，生态环境状况影响社会经济发展质量，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需要良

好生态环境作保障。生态系统和人类劳动共同创造生态产品，生态环境状况决定

生态产品质量，影响生态产品价值。良好的气候条件和绿色的种植技术既为“杨

秸秆”生态农产品创造了较高的价值，也促进“杨秸秆”生态农产品以较高的价

格完成变现。正是因为“杨秸秆”生态农产品的绿色、健康等产品属性与健康生

活践行者的消费观念相吻合，“杨秸秆”生态农产品才深受消费者的喜爱。因此，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该注重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第二，环境重置成本法能够全面客观地核算生态农产品价值。相比于现有的

生态农产品价值核算方法，环境重置成本法是从环境会计角度出发，将农田生态

系统生态服务功能视为一项资产，全面核算恢复、维护和保护农田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所承担的成本，确定生态农产品价值。该方法下核算结果反映的是生态农产

品最低价值。通过归集农田生态系统的自然标准及其评价体系,从会计角度出发,

建立环境重置成本法的多因子三层成本计量模型,结合“杨秸秆”相关数据,核算

“杨秸秆”生态农产品价值为 1.466303 亿元。

第三，微信社群有利于生态农产品销售企业完成相关产品销售，实现生态农

产品价值。微信社群集聚了具备相似或相同认知能力和采购习惯的消费者，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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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内成员间开展信息交流，激发消费者对于生态农产品的购买欲望。同时，也便

于生态农产品销售者了解消费者需求,及时调整营销策略。如今，“杨秸秆”创

建并管理 9个微信社群，社群成员间相互交流分享,提升群员铁杆粉丝比重,提高

了“杨秸秆”生态农产品的销售效率。由“杨秸秆”微信社群营销生态农产品及

其相关产品经验可知，微信社群是促进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的有效渠道。

5.3 研究不足

有关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研究，是多学科、多部门广泛关注的课题，特别是

在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过程中，需要经济学、会计学以及地理学等多个学科知识作

支撑。因此，受到笔者学识和能力的限制，文中诸多观点尚不成熟。主要表现在

如下方面：

首先，“杨秸秆”生态农产品及其相关产品品类众多，在本研究中，仅选取

了主要产品——蔬菜、水果和主粮作为研究对象，探讨“杨秸秆”生态农产品价

值实现情况，没有考虑药材、饲料、羊肉等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情况。

其次，由于蔬菜、水果、主粮的品类众多，为了便于相关价值计量，在运用

含水率、经济系数、单位亩产量、销售单价等多项数据时，选取具有代表性产品

的数值或平均值加以核算。

最后，本文数据由笔者通过实地调研或查阅相关资料等渠道获取。因此，数

据的准确性和时效性难以保证，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核算结果的精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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