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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如何来耕耘
核算“试验田”

作为全省率先开展GEP核算试点的崇州市，成为全省首
个持续开展GEP核算，GEP数据年度纵向可比的地区。
2022年崇州市GEP为827.54亿元，较2020年增加77.81
亿元。2021年、2022年，温江区GEP分别为178.81亿元和
164.77亿元。接下来，成都还将进一步扩大GEP核算试点范
围，为全面开展全市GEP核算工作积累更为丰富的实践经验。

成都试点GEP核算进展如何？
在国家核算规范的基础上，综合考虑成都

市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特点，不断优化
GEP核算工作的内容、模式和手段，进一步优
化和创新公园城市GEP核算方法制度体系，
初步形成成都市公园城市GEP核算技术规范
和成都市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体系。

成都怎样试点GEP核算？
2021年 11月，成都市崇州市被列为四

川省GEP核算试点区域，在全省率先启动
开展GEP核算工作。此后，成都市逐步扩
大试点范围，先后在四川天府新区、温江区实
施GEP核算试点工作，实现了城市新区、中
心城区、郊区新城试点的全覆盖。

成都GEP核算的试点有哪些？
GEP，即生态系统生产总值，也称生态

产品总值，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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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生态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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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GEP？

初春的蓉城大地，处处生机盎然。位于
崇州市白头镇的五星村，已在大自然的调色
盘换上春装。黄澄澄的油菜花田中，随处可
见踏春赏花的游人。刚刚过去的春节，五星
村人气爆棚的天府国际慢城景区，接待游客
数万人。当游客们流连于山水田园，当地也
在以客流量、消费情况等，对这些清新空气、
如黛山峦进行价值量化和估算。

日前，崇州市2022年GEP核算报告通过
专家评审。报告显示，2022年，崇州市生态系
统生产总值（GEP）为827.54亿元，较2020年
增加77.81亿元。作为全省率先开展GEP核
算的试点，成都市如何耕种GEP核算这片“试
验田”？崇州市2022年GEP比2020年增长
10.4%，增长何以实现？崇州市试点还拉开了
成都市GEP核算研究的序幕，成都市在崇州
GEP核算试点的基础上，逐步将试点扩至四川
天府新区和温江区。那么，试点试出了什
么？又将为全市的GEP核算积累什么经验、提
供怎样的借鉴？

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是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重要举措，是促进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在成
都市经济发展研究院（成都市经济信息中
心）营商环境研究所研究人员党正阳看来，
GEP核算及结果应用能将无形的生态优势

“嫁接”于有形的商品、产业和空间，并通过
相关转化路径，实现生态资源的经济、社
会、人文、生活、美学等价值。

围绕GEP核算及结果应用工作
各地展开重点探索

党正阳向记者介绍说，截至目前，我国
GEP核算及结果应用工作已形成以国家总
体部署为引领、以地方具体实践为抓手的
推进格局，各地主要围绕核算规范制定、核
算试点推进以及核算结果应用等方面开展
重点探索。

“回顾我国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研究发
展历程，根据重要事件和关键节点，可以划
分为科学探索、实践推进和深化铺开3个阶
段。”党正阳说。

在科学探索阶段，围绕生态系统服务价
值评估，欧阳志云等众多学者开展自主探
索，推动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由森林生态系统
扩展到草地、湿地、海洋、流域等多种类型。

在实践推进阶段，国家发展改革委、国
家统计局、自然资源部等部委先后部署实施
系列GEP核算试点，浙江、江苏、厦门、深圳

等地探索构建生态产品价值评价体系，形成
统计核算和工作制度，建立生态产品价值核
算方法。例如，厦门于2018年构建了基于
统计报表法的GEP业务化核算体系，在科学
模型基础上构建了业务化统计经验模型，设
计了一套完整的编码系统和数据报表系统。

在深化铺开阶段，2021年，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标志着生态产
品价值核算从零星部署走向在全国范围内全
面铺开，地方各级政府在国家总体战略的引
领下纷纷出台相关实施方案和意见，全面推
进省、市、县（区）各层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
作。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2年年底，我国
与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相关的各级试点已覆盖
17个省份、50个地级市，超过160个县（区）。

从“首提地”到“示范区”
成都需打开“两山”转化通道

生态系统多样性决定了GEP核算复杂
性，只有建立科学规范的GEP核算标准，才

能最大限度降低核算结果的不确定性和不
可比性。

成都市经济发展研究院（成都市经济
信息中心）城市发展研究所（公园城市示范
区研究所）研究人员胡安兵介绍说，近来
年，成都以建立GEP核算标准为重点，先后
形成《成都平原县域 GEP 核算技术规范》

《大邑县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技术规范（试
行）》《成都市城市公园生态系统生产总值
（GEP）核算技术规范》等核算标准，但尚未
建立城市全域GEP核算地方标准，已有的
区（市）县及重点区域GEP核算实践在一定
程度上还存在核算技术规范不完善、核算
方法不统一等问题。

胡安兵提出，从“首提地”到“示范区”，
成都正处于全面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
园城市示范区的关键阶段，需围绕“打开

‘两山’转化通道，实现生态优势转换”这一
科学命题，聚焦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加快
完善核算制度、创新成果应用、推动市场交
易，逐步走出一条 GDP 与 GEP 双增长、双
转化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对此，胡安兵建议，一是要完善核算
制度体系，筑牢GEP核算基础支撑。针对
GEP核算技术规范不完善、核算方法不统
一、核算指标体系有差异等问题，建议加
快制定覆盖成都全域的 GEP 核算实施方
案，建立健全完整的生态产品总值核算制
度体系。

二是要创新结果应用体系，用好 GEP
增强绿色动能。建议借鉴深圳盐田、浙江
丽水等地经验，积极探索在国民经济发展
规划、绿色低碳政策体系等制定时，将GEP
作为预期性指标纳入指标体系。探索在建
设项目立项审批和设计实施过程中引入
GEP影响评价，作为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的有效补充。

三是要加强交易平台建设，促进环境
要素市场化交易。建议探索建立绿色要
素一体化综合性交易平台，完善西部生态
产品交易平台功能，打造西部环境资源交
易中心功能，为更多市场主体提供绿色评
定评级、投融资对接、碳核算、信息披露等
功能。以争创国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
验区为契机，建立绿色金融政策标准、服
务、产品体系，优化提升“绿蓉融”平台功
能，建设统一的绿色金融综合服务平台。
鼓励金融机构基于 GEP 核算结果开发金
融类产品，积极开展 GEP 贷、生态贷等绿
色信贷，通过创新GEP融资体系激活沉睡
生态资产。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唐小未 李艳玲

GEP 核 算 报 告 显 示 ，
2022年崇州市生态系统生产
总值（GEP）为827.54亿元，比
2020 年的 749.73 亿元，增长
77.81亿元。

2021年11月，成都市崇州
市被列为四川省GEP核算试点
区域，在全省率先启动开展
GEP核算工作，致力于将无价
的生态系统功能“有价化”，通过
对生态系统价值量化的“明码
标价”，让人们更加直观地认识
生态系统的价值，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根据国家生态产品总值
核算规范，成都市构建了具
有崇州特色的生态产品总值
核算指标，涵盖物质产品、调
节服务、文化服务三个一级
指标。其中，物质产品包含
农业产品、林业产品、畜牧业
产品等5个指标，调节服务包
含水源涵养、土壤保持、洪水

调蓄等8个指标，文化服务包
含休闲旅游指标。还立足崇
州大力推进“天府粮仓”核心
示范区建设，在2020年GEP
核算指标的基础上，对2022
年GEP核算指标作出了进一
步完善，在调节服务的固碳
释氧指标中加入了对农田固
碳的计算。

经核算，2022年崇州市生
态系统生产总值（GEP）为
827.54亿元，其中，物质产品
总价值为62.93亿元，调节服
务总价值为521.75亿元，文化
服务总价值为242.86亿元，分
别占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的
7.6%、63.0%、29.4%。从结构
上看，调节服务在生态系统生
产总值占比超七成，占比最
大；文化服务较2020年净增约
140亿元，是2020年的2.4倍，
在生态系统生产总值占比增
加15.9个百分点。

春节前夕，崇州市廖家
镇全兴村 62 位村民喜领 10
万元“年终奖”，这是村民入
股村里红色记忆餐厅的年终
分红，最多的村民一次分红
1 万多元。这些年终分红，
也是当地发展生态旅游的红
利。近年来，全兴村按照生
态资源价值转化、一三产业
互促共融、村民群众共同收
益的发展思路，不断引进社
会资本、鼓励村民入股，打造
了红色教育、拓展训练、实践
劳动以及民宿、农场等农商
文旅融合发展的生态消费场
景，持续发展壮大村集体经
济，2023年全村总共分红38
万元。

全兴村经济发展、村民
分红的生动场景，只是崇州
市促进生态价值转化的一个
缩影。在开展 GEP 核算试
点时，成都市一方面构建具
有地方特色的生态产品总值
核算指标，对生态系统价值
进行“明码标价”，一面着力
发展生态旅游，积极引进社

会资本、盘活村集体资产等，
促进生态旅游全域开花，打
造出了五星村、竹艺村、大雨
村等一大批精品川西林盘，
立足川西林盘资源禀赋，依
靠田野、湿地、林盘等当地特
有元素，加快推动林盘与休
闲度假、康养旅游融合发展，
建设宜居、宜游、宜养、宜医
的康养旅游胜地，推动旅游
从单一场所场区向融合式、
场景式、体验式转变，不断提
高产品体验性、丰富度和吸
引力，促进休闲旅游价值转
化和生态价值变现。

“开展 GEP 核算，可弥
补单一 GDP 指标考核方式
带来的结构性缺陷，科学反
映真实发展水平，同时 GEP
核算结果可以科学把握崇州
市自然资本的潜在价值，为
生态资源定价提供科学参
考，通过生态资源的定价，吸
引社会资本进入生态资源开
发，进而促进崇州生态产品
价值转化。”成都市统计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

“将以此次核算成果发
布为契机，加大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机制试点工作力度，
进一步完善崇州市生态产品
目录清单及GEP核算方法，
在生态产品确权登记、生态
产品市场与产品开发、生态
补偿、绿色金融等多方面，进
一步探索绿水青山转化为金
山银山的路径，立足公园城
市建设，推进崇州市生态产
品价值的实现。”崇州市
2022 年 GEP 核算报告通过
专家评审后，崇州市对接下
来的 GEP 核算和应用场景
还有更多探索和期待。

当前，成都正加快建设
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
示范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充分挖掘释放生态产
品价值，推动生态优势转化
为发展优势，是公园城市示
范区建设的题中之义。成都
市围绕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
的公园城市示范区，选择全
市典型区（市）县创新探索开
展GEP核算试点工作，并在
城市新区天府新区、郊区新
城崇州市试点探索的基础

上，逐步推进中心城区温江
区的GEP核算试点工作。

从全国来看，尽管多地
都在积极探索 GEP 核算和
GEP的应用场景，但GEP核
算工作在全国层面尚属开创
性工作，在完善体制机制、统
一核算方法、做好数据收集
等关键领域还面临亟待解决
的问题。成都市以建立全市
GEP 核算方法制度为着力
点，对崇州市、天府新区和温
江区试点经验成果进行总
结，综合考虑成都市独特的
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特点，
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量与价
值量核算的技术流程、指标
体系与核算方法等进行科学
规范和界定，初步形成《成都
市公园城市 GEP 核算技术
规范》。

未来，成都将加快建立
GEP、GDP 双核算、双考核
机制，进一步凸显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的导向性作用，进
一步促进生态价值转化成发
展优势，推动成都加快建设
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
示范区。

专家观察

核算“生态账”
这里的“绿色家底”价值超800亿元

发展生态旅游
促进生态价值转化成经济价值

扩大GEP试点
探索公园城市的GEP核算 创新GEP核算及结果应用方式 激活沉睡生态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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