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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山岛生态产品总值（GEP）核算结果出炉：59474.45万元

打通“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转化路径

　　□本报记者 陈蔚

　　近日，灵山岛省级自然保
护区（以下简称“灵山岛保护
区”）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结果出
炉：经测算，2022年灵山岛生态
产品总值（GEP）为59474.45万
元，打通了“绿水青山”和“金山
银山”转化路径，为山东乃至
全国海洋海岛领域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机制提供了新样板。
　　“GEP是指一定时期、一定
区域内，生态系统为人类福祉
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的
各种最终物质产品与服务价值
的总和，主要包括生态系统提
供的物质产品、调节服务和文
化服务的价值。”灵山岛保护区
党工委书记、管委主任李锋说，

“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森林、
草地、湿地等生态系统为人类
提供各种有益产品的价值总
和。”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通过
政策创新、市场创新与技术创
新，打通“绿水青山”和“金山银
山”的互动转化通道，将良好生
态优势转变成为经济发展优
势，让生态产品提供者、生态环
境保护者获得经济收益，提高
民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
性，保证优质生态产品的可持
续供给，推动经济社会绿色发
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022年10月，省发改委等
6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关于开
展山东省省级建立健全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试点工作的通
知》，全省共遴选了22个试点地
区，计划利用3年时间，针对生
态产品“度量难、抵押难、交易
难、变现难”等问题探索建立
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办法、认证
评价标准等技术规程，逐步完
善生态产品价值考核、绿色金
融等方面制度保障，积极拓展
生态产品经营开发、生态保护
补偿等价值实现模式，促进试
点地区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
优势。

　　作为青岛市唯一入选省级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试点地区，
灵山岛保护区牢固树立“生态
优先 绿色发展”理念，因地制
宜、守正创新，积极将实现生态
产品价值与打造负碳海岛有机
结合，聚焦青山绿水、资源价
值、低碳生活，通过调查分析灵
山岛森林、灌丛、湿地、农田、草
地、城市、海洋和其他生态系统
类型、面积及分布，全面掌握生
态产品数量、空间分布、经济价
值、生态价值等基本信息，形成
了具有灵山岛地域特色的生态
产品目录清单，并在此基础上
进行了价值总量核算。
　　此次核算结果主要包括陆
地生态系统生态产品实物量与
价值量、海洋生态系统生态产
品实物量与价值量。在生态系
统提供的供给、调节、文化三类
服 务 中 ，调 节 服 务 价 值 量 为
53839.26万元，占灵山岛生态
产品总值的90.53%；供给服务
价值量为3539.60万元，占比
5 . 9 5 % ；文 化 服 务 价 值 量 为
2095.59万元，占比3.52%。灵山
岛 单 位 面 积 G E P 价 值 量 为
1811.48万元/平方千米。
　　核算结果将作为生态资源
权益指标重要组成部分开展产
权交易，为创新发展特色生态
产业和拓展延伸生态产品产业
链价值链积累资金、探索经营
开发路径模式。
　　下一步，灵山岛保护区将
持续加强海岛生物多样性保护
与生态整治修复力度，推动渔
业现代化绿色转型升级，充分
发挥海岛旅游资源优势，打造
海洋生态文化旅游品牌，让灵
山岛山更清水更绿。同时，积极
对接各大银行及地方金融监管
局等部门，开发生态产品价值
绿色金融产品，推进生态产品
价值核算结果应用，全力推动
GEP向GDP转变，实现保生态
和促增收“双赢”，为生态文明
建设高质量发展贡献灵山岛
力量。

　　为生态产品“定价”是第一步，如何
变现更是关键。
　　生态产品具有公共性、准公共性和
经营性多重属性，需要从宏观决策、政策
支撑、绩效考核、产业发展多个角度进行
体系设计，激发全社会参与生态保护的
积极性，促进GEP从潜在的、名义的生态
价值向实际的、真正的经济福祉转变。
　　逐步推动GEP进规划、进项目。规划
层面研究建立综合生态环境与经济核算
统计体系，将衡量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
的综合性指标、重要生态系统类型的数
量和质量指标、生态环境保护建设成效
指标，作为约束性强制指标分别纳入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
和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中，发挥核算工作
对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引领作用。
　　从项目层面开展费效分析，从项目
开发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等多个角度
进行评估，识别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
增长”的项目，制定“双增长”生态产品目
录。将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协调性分析
纳入主流化决策程序，通过规划统筹解
决区域发展与自然生态平衡、减污降碳
与气候变化适应、生态建设与生物多样
性保护等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提升国
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影响力。

（据《经济日报》）

为绿水青山合理“定价”新
闻
延
伸

　　GEP又被称为生态产品总值，反映的
是生态系统提供的最终生态产品和服务
价值量化的总和，是对区域生态系统生态
价值的量化。简单理解，就是为绿水青山

“定价”。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
策，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
保护协调共进，是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
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战略部署。
GEP核算与价值实现是“两山”理论的核

心基石，为“两山”理论提供了实践抓手
和价值载体。
　　2021年4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建
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
进一步从制度层面，对我国开展GEP核算
和价值实现提出目标和要求，也促使我
国GEP核算从理论研究走向实践应用。
　　但是由于尚未完成常态化、规范化、
区域化的GEP核算体系构建，GEP核算
仍没有纳入主流化综合决策程序，我国
GEP核算的政策应用仍面临“度量难、交
易难、抵押难、变现难”等问题。

生态价值如何变现

　　渐渐进入人们视野的GEP，与我们熟
悉的GDP有什么不同，二者又有什么关系？
　　简单来说，二者的关系主要体现在，
绿色可持续的经济产出需要良好的生态
环境作为支撑，而优美的生态环境需要
经济系统的反哺和建设。因此，在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中，需要实现GDP与
GEP双增长。
  实现GDP与GEP双增长是由我国发
展阶段决定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内在要求，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新时代发展的核心要义是高质量发
展，结构优化、效率提升、新动能培育是

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特质，生态产业化和
产业生态化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内容。GEP核算是生态产业化的衡量
手段，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生态产业化
的核心要义。运用市场机制高效配置生
态环境资源，把生态环境资源转化为可
交换消费的生态产品，将绿色发展理念
融入发展各领域各环节，使生态产品转
化为生产力要素融入市场经济体系，让
良好生态环境成为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
的增长点、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支
撑点，实现我国经济的结构优化和发展
的效率提升。

什么是GEP核算

为何开展GEP核算

◆2022年灵山岛GEP：59474.45万元
◆单位面积GEP价值量：1811.48万元/平方千米

  供给服务价值量为
3539.60万元，占比5.95%

  调节服务价值量为
53839.26万元，占灵山岛
生态产品总值的90.53%

  文化服务价值量为
2095.59万元，占比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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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山东乃至全国海洋海岛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提供了新样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