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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湿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于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增进民生福祉具有重要意义。在理清湿地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论基础、重要意义的基础上，提炼出湿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典型模式主要包括生态农业模式、生态
旅游模式、多元综合模式及碳汇交易模式，指出当前湿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面临产权制度不健全、价值核算结果精度低、交
易体系不完备、绿色金融产品单一、要素保障不足等问题，进而提出针对性的解决策略，以期实现湿地生态保护和资源增值
双重目标。
[关键词]湿地；湿地生态产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两山”理论
[文章编号]1006-0022(2023)08-0017-07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引文格式]蔡为民，常青，孙晓兵，等．湿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及路径 [J]．规划师，2023(8)：17-23．

Value Realization Mode and Path of Wetland Ecological Products/CAI Weimin, CHANG Qing, SUN Xiaobing, 
LIN Guobin, HUO Changbao
[Abstract] The value realization of wetland ecological product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ultivating new driving force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hancing people's well-being.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significance of realizing the value of wetland ecological products, the typical modes of 
realizing the value of wetland ecological products mainly include ecological agriculture mode, ecological tourism mode, multiple 
comprehensive mode and carbon sink trading mode.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value realization of wetland ecological products 
is faced with problems such as imperfect property rights system, low accuracy of value accounting results, incomplete trading 
system, single green financial products, and insufficient factor guarantee, and then targeted solutions are proposed to achieve the 
dual goals of wetl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ource appre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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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及《全国湿地保护规
划 (2022—2030 年 )》，为健全湿地管理体制机制及探
索湿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式提供了法律基础和政策
保障。

新时期，我国湿地资源管理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实
现湿地资源的科学保护与品质经营 [7]。相应的，增加
优质生态产品供给并探索其价值实现形式是推动湿地
保护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如何将湿地资源转
化为生产要素，推进湿地生态产品供需的精准对接，
如何确保湿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制度设计符合法律
规范的逻辑和市场规律，如何引导市场主体积极参与

湿地资源具有稀缺性、公共性和不可替代性，是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物质基础 [1-2]。近年来，我国高度
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对湿地资源资产核算、管护等
提出明确要求。深刻认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
的辩证关系，有助于推进全民所有湿地资源资产管理制
度改革，加快新时代生态经济体系建设 [3-5]。随着“两山”
理论的深入践行，人们对自然舒适性及生态产品的需求
不断增强。2021 年 4 月，《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机制的意见》强调，各地应加快培育生态产品经
营开发主体，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6]。2022 年，我国先后颁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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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生态产品的供给，进而实现湿地资
源优化配置等问题，亟待进行系统探索
和回答。

已有研究重点阐述了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的目标 [8]、机制 [9-10]、前提条件 [11]、
关键环节 [12]、需求类型 [13] 等，从发展环
境 [14]、资金来源 [15]、付费主体 [16] 等视
角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 [17] 和模式
进行归纳总结。部分学者采用熵权法对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能力 [18]、实现成效 [19]

等进行了实证研究，为我国探索多元化
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式提供了有益借
鉴。然而，相关研究对典型案例的剖析
还不够深入，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意义
的阐述还有待加强。此外，研究主要集
中于生态产品或森林生态产品，鲜有针
对湿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式的研究。
基于此，本文旨在理清湿地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的理论基础，系统梳理湿地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的典型模式及有效做法，
并深入分析湿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面临
的现实困境，以期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
案，为“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
双向转化提供路径参考。

1　湿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论
基础

1.1　“湿地生态产品”概念界定
借鉴已有成果，本文将“湿地生态

产品”定义为在自然力和人类劳动的共
同作用下，湿地生态系统向人类提供的
各类产品和服务 [20]。从湿地生态产品的
定义可以看出，其生产不仅依赖于地势、
气候、降水等自然因素，还受到人为因
素的综合影响 [21]。人类劳动的投入可有
效缩短自然力作用的时间，增强湿地生
态产品的供给能力。我国湿地资源丰富，
区域差异显著，为探索多元化的湿地利
用模式及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提供了
可能。湿地生态产品主要包括土壤保持、
空气净化等纯公共性产品，生态农产品、
文化产品等经营性生态产品，以及湿地

1.2.3　增进民生福祉
人们的满意度是检验湿地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成效的重要指标 [23]。利用湿地
资源打造休闲、娱乐、教育等空间，可
满足社会公众多元化的生态需求，增强
其幸福感。湿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需要

“依靠人，为了人”。通过激发首创精神，
凝聚珍爱湿地共识，引领绿色生活新风
尚，推进湿地城市建设，提升城市影响
力和知名度。

1.3　利益相关者在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中的角色和作用

湿地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维护湿地
生态系统稳定性，促进其服务功能提升
十分重要。湿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一
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事关多方主体的切
身利益。明确各主体的角色定位及职能
边界，有助于发挥各主体的独特优势，
构建多元协作共治机制，实现湿地的严
格保护、科学修复和资源合理利用。

湿地资源的稀缺性和公共性决定了
政府在湿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扮
演着引导者、制度设计者及监管者的角
色。政府在尊重市场主体的经营自主权
和决策权的前提下，对湿地资源利用行
为进行规范和适度干预，避免生态治理
市场失灵。企业是湿地生态产品的主要
供给者，也是推动湿地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的重要力量。企业应遵循适度开发原
则，依据不同地段湿地资源的特征和发
展潜力，培育“生态 +”新型业态，加快
湿地生态产品研发，促进生态产品的高
效供给，畅通湿地资源变现渠道。科研
机构、金融机构等组织可为湿地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提供技术支撑、资金保障及
智力支持，推动湿地基础理论研究及湿
地生态产品开发，分析不同模式下的湿
地功能变化及效益水平，理清人类活动
与湿地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机理，为湿
地生态产业发展规划提供科学依据。群
众是湿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参与
者和受益者，引导公众通过组建专业合

碳汇等准公共性生态产品。
湿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旨在统筹政

府、市场和社会力量，调节各方主体环境、
经济利益分配关系，推进湿地资源资产
化，促进湿地保护成本内部化、保护效
应外部化，遏制湿地生态系统退化趋势，
实现湿地资源可持续利用 [22]。因此，各
地应按照“政府引领，市场运作，生态
优先，合理利用，品牌创建，增进福祉”
的总要求，积极探索湿地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机制，创新与不同湿地特征相适应
的差异化利用方式，化解湿地保护与经
济发展的矛盾。

1.2　湿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
意义
1.2.1　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湿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践行“两
山”理论的生动实践，是提升生态环境
综合治理效能的创新性举措。其核心目
的是增强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提升
湿地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进而丰富物
种多样性，维系区域生态系统平衡，改
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水生动植物生长提
供良好的生存条件，为生态产业发展奠
定坚实基础。
1.2.2　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

湿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可充分激发
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在湿地保护、修
复及开发利用中发挥关键作用，促进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生态产业化是盘活利
用湿地资源，推进三产有机衔接的重要
途径，是推动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的
必然选择。湿地生态产业化在遵循法律
法规和市场规则的基础上，依托湿地资
源优势和现代科学技术，打通生态产品
生产、收购、销售等环节的堵点，为公
众持续提供优质生态产品和服务。然而，
生态产业化对资源禀赋、区位条件、技
术保障等有较高要求，且面临投入成本
高、环境风险大、回报周期长等困境，
急需引入大量社会资本，发展壮大湿地
富民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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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社、生态入股等方式参与农产品经营、
景区开发、设施维护等活动，既能促进
湿地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提高生态产
品的供给效率，又能保障当地村民收入，
提升其生活品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见图 1。

2　湿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模式

2.1　生态农业模式
湿地具有较强的生产能力，可为人

类提供丰富的食物、能源等。生态农业
模式适用于洼地、池塘、水库等具有优
质农产品生产潜力的重要湿地。湿地资
源开发利用的目的是实现生态、经济、
社会效益的同步提升，使湿地生态产品
成为人们美好生活的增长点和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着力点 [24]。在生态农业模
式下，政府组织专业机构开展湿地后备
资源收储和登记工作，引进社会资本参
与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牵头组建
项目联合体，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区域
聚集，联合体内部分工明确，积极开展
互助合作，深入挖掘湿地资源优势，改
善农业生产环境，着力提升生态农业整
体效能。此外，企业雇佣当地村民参与
特色农产品生产活动，并向种植户提供
生产资料和技术指导，引导种植户转变
种植理念和传统种养方式，推进农业绿
色发展。生态农业模式旨在激发市场主
体活力，创新利益联结机制，实现农业
规模化生产和集约化经营，推动稻米、
鱼虾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25]。

例如，湖南省湘潭县的唐家湖湿地
由于过度围垦、水体污染等，可持续发
展面临挑战。为落实湿地保护决策部署，
当地政府采取退耕还湿，建设养殖基地
等举措，持续改善湿地生态环境。积极
引进社会资本，引导农业科技公司等参
与湿地生态修复与开发利用，并对其经
营资质以及项目实施方案是否符合湿地
保护要求进行科学评估。企业以项目规
划为引领，依据地势特点和水源情况，

稳定，为生态产业发展注入活力。生态
旅游模式旨在推动区域资源整合，创建
生态品牌，激发多层次消费活力，实现
湿地生态产品价值外溢，为公众打造集
生态保育、科学研究、自然教育、游览
观光于一体的复合型湿地景观带，打造
生态文明发展新高地。

例如，福建省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的过度开发导致了海漂垃圾
堆积、外来生物入侵、生物多样性下降、
湿地生境破碎化加剧。为平衡湿地保护
与社区发展，缓解生态利益矛盾冲突，
保护区通过实施退养还湿工程，将养殖
塘改造为生态岛，为不同习性的珍稀鸟
类提供适宜的栖息环境。同时，设置湿
地保护区界标，合理划定核心区和缓冲
区，加大日常巡查力度，并推动周边村
民加入湿地管护行动，解决退养户就业
问题，形成湿地共管共治新格局。当地
政府组织专家团队开展湿地生态系统监
测，实现保育信息共享，掌握动植物及
水文环境动态变化，并深化候鸟迁徙、
生态修复等领域的研究，为湿地资源价
值评估、物种基因库建设、互花米草防治、
乡土植被恢复等提供科学指导。政府与
企业签订特许经营协议，允许经营主体
实施湿地博物馆改造提升项目，创建生
态文明研学基地。企业依托先进的多媒

采取组团布局的方式合理配置植物，打
造特色湿地景观。同时，投放草鱼、鲢
鱼等水生动物，发挥其在改善湿地水质、
抑制杂草生长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此外，
企业与村经济合作社签订湿地流转开发
合同，指导农户种植荸荠、湘莲等经济
作物，并建立利益分配机制，拓宽特色
农产品销售渠道，带动周边村民就业增
收。唐家湖湿地项目的成功实施，为生
态农业产业链的延伸提供了契机，也为
湿地生态治理提供了示范样板。

2.2　生态旅游模式
湿地是生态旅游的重要载体。生态

旅游模式主要适用于湿地公园和自然保
护区等生态资源丰裕度较高、潜在游客
较多的区域 [26]。政府引导经营主体在维
护湿地生态系统稳定的前提下，开展特
许经营活动，进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
使用效益，促进湿地保护与开发的良性
循环，推动湿地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和
转化。经营主体应充分挖掘自然资源和
人文资源，统筹生态环境保护和周边地
产开发，在创新游憩服务方式、优化生
态景观功能、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等方
面做出积极贡献。此外，经营主体可为
社区居民提供湿地管护岗位和技能培训，
增强社区“造血”功能，维护社会和谐

图 1　湿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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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技术，打造湿地主题展厅及生态教室，
通过现场宣教、智能讲解等方式，向游
客科普湿地科学知识，模拟展示湿地生
态环境，增强自然教育体验感，形成强
大的生态保护合力。此外，当地政府立
足国际视野，面向全球公开招标，不断
完善服务设施和交通组织体系，充分挖
掘本底优势和湿地文化内涵，优化湿地
片区的“三生”空间布局，扩大湿地生
态产品影响力，推动生态旅游小镇建设，
辐射带动周边区域的硬件提升及产业升
级，为申报世界遗产名录奠定基础。

2.3　多元综合模式
生态产业化要求企业精准把握政策

机遇，科学预判市场需求，研发优质湿
地生态产品，形成地域特色品牌。生态
农业模式与生态旅游模式并非完全独立，
两者存在一定的交叉融合。在多元综合
模式下，各地主管部门明确发展定位，
结合产业结构及生态特征，通过政策扶
持、平台搭建、示范带动等方式，引导
企业转变传统资源环境利用观念及粗放
型发展方式，在不触碰生态保护红线的前
提下，培育“生态 +”复合业态，开发湿
地农旅一体化项目，实现湿地资源保值
增值，使各方主体共享生态红利 [27]。多
元综合模式旨在加强湿地生态产业体系
建设，依据各地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
和文化优势，对湿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的方式和途径进行灵活调整，打造湿地
保护与利用典范，树立绿色产业发展新
标杆，实现湿地生态产业提质增效。

例如，山东省郓城县由于过度开采
煤炭资源，引发了地表塌陷、水土流失
等问题，致使区域生态文明建设面临诸
多挑战。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创新性地实
施了“三个突破”战略，依托当地资源
优势和人才优势，高质量推进生态修复
和土地复垦工作，为科技进村入户及现
代农业发展提供了支持。郓城科技示范
园是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典范，该园区通
过编制田间作业标准、推广绿色轻简栽

培技术、引进优质水稻新品种等措施，
将采煤塌陷地改良为湿地生态系统；充
分利用不同层次水体环境，探索稻鸭共
作、藕莲鱼立体种养等模式，进而提高
生态农产品产量，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
道，有效解决了植被稀疏、土地资源低
效利用等难题。此外，为提升湿地生态
区的观赏价值及科研价值，当地明确产
业园区定位，并组织开展农文旅融合现
场观摩会，激活观光旅游、农事体验等
新业态，促进三产融合发展。

2.4　碳汇交易模式
湿地生态系统具有较强的储碳、固

碳潜力和较好的负排放研发前景，可以
在应对气候危机、实现碳中和目标等方
面发挥关键作用。碳汇指湿地生态系统
吸收并存储二氧化碳的过程、活动和机
制，有较好的市场交易前景 [28]。湿地固
碳的成本低于工业减排，且具有综合效
益高、操作性强等优势。碳汇交易是落
实“双碳”目标的有效手段，碳汇交易
模式旨在依托“两山银行”“湿地资源运
营中心”等平台，开发湿地碳汇交易项目，
挖掘湿地固碳潜力，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
效及碳汇产品价值转化，促进湿地碳汇
产业高效发展和低碳经济稳步转型。

例如，浙江省德清县近年来高度重
视湿地碳汇建设，以碳中和为导向积极
践行绿色金融服务理念，创新生态产品
价值转换路径，运用系统集成思维组建
“两山银行”，打造碳汇应用场景，对
湿地资源资产进行统筹管理，以便顺利
开展碳汇收储、核算、交易等工作， 促
进湿地生态价值货币化。“两山银行”
从下渚湖街道购买湿地碳汇量，并将其
出售给企业，以碳汇收益反哺湿地生态
建设，增强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在湿地
碳汇交易中，购买方和销售方分别为企
业、湿地，“两山银行”为中介平台，
为买卖双方提供信息发布、交易规则制
定及融资担保等服务。金融机构研发湿
地碳汇指数保险产品，弥补自然灾害造

成的碳汇价值损失，对于超额达成碳汇
目标的结余部分予以奖励性赔偿，切实
保障湿地碳汇经济利益。同时，创立湿
地碳汇金融“PTD”闭环体系，为碳汇生
产端、收储交易端及需求端提供差异化
的信贷产品，以支持湿地经营转型、湿
地资源整合及企业低碳生产。此外，下
渚湖街道联合科研院所开展湿地碳汇计
量方法学研究，推进湿地固碳增汇标准
的制定。为增强村民的水资源保护意识，
当地依托数字平台账户，推出“生态绿
币”，将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行为表现
转换为积分，积分可用于兑换生活用品。
该案例为构建绿色金融生态圈及探索以
碳资产为载体的湿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路径提供了可推广的典型经验。见图 2。

3　湿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现实
困境

3.1　湿地资源产权制度不健全
湿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制度供给不

足，项目建设、市场交易等领域的法律
法规不健全，难以支撑政府的科学决策，
制约了湿地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同
时，相关部门权责划分不明，政策落实
不到位，缺乏长效合作机制，未能形成
湿地生态系统协同治理合力。湿地资源
产权界定不清、使用权不完整、权益落
实不到位等问题较为突出，易引发收益
分配纠纷和“搭便车”等行为，加剧了
资源的无序开发和浪费，阻碍了湿地生态
产品的确权登记、优化配置和价值实现。

3.2　湿地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结果
精度低

湿地生态产品种类多样，价值核算
科目复杂，统计口径不一，存在度量技
术落后、调查方法不合理、数据收集困
难等问题，无法准确评估湿地管护成本
和湿地碳汇价值，致使核算结果认可度
低、缺乏可比性、应用范围有限。不同
尺度地域单元的湿地生态产品类型及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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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组成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应着力构建
彰显单元特色的核算体系。湿地生态产
品认证机构少、认证流程繁琐、相关信
息披露不规范，导致生态产品的市场辨
识度不高。相关措施只注重事前决策，
忽略了事后约束，缺乏对生态环境风险
及湿地生态产品质量的全过程监管，难
以形成品牌效应。

3.3　湿地生态产品交易体系不完备
湿地生态产品交易平台建设滞后，

交易规则、定价机制、质量溯源机制等
暂不明确，相关配套细则有待完善，这
对生态产品参与市场经济循环造成阻碍。
缺乏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导致市场发育
不充分、交易平台监管缺位、生态产品
价格扭曲，难以调动市场主体参与湿地
生态产品供给和交易的积极性，影响生
态产品价值的实现，不利于生态产品市
场的健康发展。

3.4　绿色金融产品单一导致资金
短板

生态工程建设周期长，风险管控难
度大，而地方财政支出趋紧；绿色金融
产品种类少，导致社会资本引进困难，
湿地生态产品供求失衡。金融产品与碳
足迹挂钩少，尚未建立湿地生态产品碳
足迹监测体系，无法准确掌握市场碳排
放信息。当前，我国湿地碳汇发展仍处
于探索阶段，面临碳汇监测能力不足，
碳汇评估精度偏低，碳汇项目开发难度
大、成交规模小、交易渠道窄、核心技
术欠缺，以及开发周期长、市场价格低、
行政色彩强等现实困境。此外，还未形成
湿地碳汇项目方法学，有关湿地碳汇功能
提升的研究还有待深化，尚未构建湿地生
态系统碳循环模型，无法为湿地生态修复、
管理维护及碳汇交易提供指导。

3.5　湿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要素
保障不足

农业生产规模小、基础设施薄弱、

种养模式粗放、资源整合效率低导致湿
地生态产品质量欠佳、同质化竞争加剧，
严重影响了产品价值链的延伸。数字技
术应用不足，智能农机装备尚未普及，
缺乏信息共享平台，难以明确消费者的
基本属性，不利于湿地生态产品的推广，
制约了生态产业整体效益的提升。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涉及多元行为主体，然而
专业人才缺乏、经营主体分散阻碍了产
业集聚效应的充分发挥，这与湿地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的要求不匹配。

4　湿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4.1　厘清国家和地方事权，健全
湿地资源产权制度

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加强湿地保护
管理的顶层设计，为湿地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奠定制度基础。明晰各级政府的权
责关系，确保其依法履行湿地资源资产
管理职责。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应坚持“科
学规划、严格保护、高效利用”的原则，
对湿地资源保护利用形式进行系统谋划
和整体部署。省级主管部门以湿地保护
修复总体规划为依据，落实湿地总量管
控要求，确保现有湿地面积不减少、功
能不退化、价值不降低。

开展湿地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清晰
界定湿地资源的产权主体和受益主体，
厘清权利边界及权责关系，适度扩权赋

能，创新产权实现形式，推动所有权与
使用权分离，切实维护各主体的合法权
益，根治湿地生态产品产权重叠问题，
推动湿地生态治理市场化运作，为湿地
生态产品供给和交易创造有利条件。

4.2　优化湿地生态产品价值核算
体系，制定湿地生态产品目录清单

构建湿地综合监测网络体系，通过
无人机航拍、人工勘察等方式，摸清湿
地资源家底，实现多源数据融合共享。
全面掌握湿地种类、数量、范围界限、
水源补给、动植物保护等情况，完善湿
地资源基础数据库。综合考虑地域特征
及数据获取的难易程度，构建差异化的
湿地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提高核算
精度并增强核算方法的适用性，实现湿
地生态产品价值的空间可视化表达，挖
掘生态产业发展潜力，引导社会资本向
重点区域、重点领域聚集。

培育生态产品认证机构，规范认证
流程，简化认证程序，组织专业机构开
展品牌认证和评估工作。开展生态产品
信息采集工作，依据生态产品的产量、
供给潜力及市场需求，制定湿地生态产品
目录清单，形成生态产品数据库。加强对
湿地生态产品生产、流通、销售等环节的
监督管理，精准识别各环节存在的潜在风
险因素，提升湿地生态产品市场辨识度，
增强品牌增值效应和国际竞争力。

图 2　湿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模式

洼地、坑塘、水库等 激活新业态

企业 + 合作社 + 农户 土地升值，经济拉动

退耕还湿，立体种养 创建品牌，产品溢价

规模生产，集约经营 产业转型，三产融合

生态农业模式 多元综合模式

碳汇交易模式

反哺生态

复合型湿地景观带湿地公园、自然保护区

金融产品推广两山银行

特许经营

生态旅游模式

典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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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完善湿地生态产品市场交易
体系，落实生态产品质量主体责任

搭建湿地生态产品交易平台，制定
交易管理办法，明确交易主客体的权利
与义务，规范湿地生态产品交易行为。
加强湿地生态产品定价理论与方法研究，
明确交易价格和定价机制。推进湿地生
态产品市场体系标准化建设，提高湿地
资源用途管制质量和效率，推进资源资
产化进程，实现生态产品供需的精准对
接。构建湿地生态产品价值转换机制，
探索跨区域生态产品交易规则，促使生
产要素有序流动。完善激励机制，通过
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等方式，激发社会
资本参与湿地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的积
极性，扩大湿地生态产品供应规模。

健全湿地资源开发利用约束机制，
确保经营主体相关行为不偏离湿地保护
与资源增值的双重目标，着力提升生态
产品的质量和效用。完善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制度，对企业征收环境保护税，以
有效减少污染行为，倒逼企业加快科技
创新、改变粗放生产方式。实施负面清
单管理制度，严惩擅自排污、滥采滥捕、
填埋湖泊等违法违规行为，将人类活动
对湿地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树立绿色政绩观，将湿地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成效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
提升政府的公信力。

4.4　构建绿色金融支撑体系，开发
湿地碳汇交易项目

加大金融行业对绿色产业的支持力
度，以及湿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项目的
资金倾斜支持力度，引导社会资本参与
湿地系统建设。企业应协同金融机构制
定湿地生态产业发展规划，识别项目潜
在风险并控制实施成本，确保生态工程
建设顺利实施。金融机构可通过推出湿
地信贷、湿地保险、湿地债券等特色产
品来满足市场主体的融资需求，以拓展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大力推广水生
蔬菜保险、水产养殖生物保险等项目，

降低自然灾害对生态产业发展的影响。
依据产业发展需求，构建多元化的金融
服务链条，发挥金融要素组合优势，提
升金融产品的配置效率和服务效能。以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推动湿地生态产品价
值的多元转化，激发改革“乘数效应”，
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构建湿地碳汇计量模型，开展湿地
碳汇价值核算及碳中和潜力评价。碳汇
交易市场是破解资源环境难题的政策性
市场，应对接国际碳汇认证交易规则，
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湿地生态系统固碳
和增汇标准。开展绿色企业认证，建立
生态信用评级制度，建设绿色项目库，
强化信息披露工作，把握湿地生态产品
碳足迹的动态变化规律。设定碳排放总
量和强度控制目标，引导高能耗企业购
买湿地碳汇指标，实施节能降碳提效工
程，减少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碳足迹，
推动湿地领域经济活动的绿色化。建立
湿地碳汇国际论坛，理清湿地固碳机理，
挖掘增汇潜力，加强湿地植物固碳、湿
地水文调控等领域的研究，形成湿地碳
汇项目方法学。优化湿地碳汇产品经营、
开发机制，推出芦苇湿地、湖泊湿地等
碳汇交易项目，运用市场力量，延伸湿
地生态产品价值链。制定有中国话语权
的湿地碳汇价格，抢占湿地碳汇项目市
场先机，扩大湿地碳汇交易市场规模，
切实解决湿地碳汇发展的瓶颈问题。

4.5　强化湿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
要素保障，激发多元主体参与动能

湿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在于
优化基础设施布局、强化科学技术支撑、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基础设施是连接湿
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各环节的纽带，可
为协调不同主体利益提供保障。打造湿
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示范基地，实施鱼
塘、沟渠等水域改造提升项目，完善配
套设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动经济
增长与资源消耗脱钩。在湿地公园和自
然保护区内设置观景台、文化长廊、健

身广场、便民服务站等功能区域，引导
人流分区活动。科学划定野生动植物保
护区，对重点区域施行封闭式管理，避
免人类活动对保护区生境的干扰，降低
湿地生态系统退化风险。建立景观性经
营场所，合理规划特许经营摊位，允许
社区居民在规定区域内出售当地土特产
和旅游纪念品。

数字化技术可为湿地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提供重要支撑。推进“互联网 + 监管”
系统建设，依托区块链、物联网等技术，
实现对土壤、温室气体等环境要素的动
态监测，由此可及时纠正经营主体不合
规的行为，避免产生事后补救的高成本。
依托数字技术进行销售平台的升级改造，
有效优化交易环节，提升交易效率，进
而构建区域品牌矩阵，促进生态产品供
需匹配和价值转化，推动湿地生态产品
与市场的无缝对接，着力破解产业效益
低、基础设施薄弱等湿地建设和修复中
存在的难题。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需要各领域人才
共同发力，应深化各类主体对湿地生态
产品内涵及其重要性的认识，提升资源
环境忧患意识，增强社会责任感。构建
利益联结机制，发挥人的主体作用，将
绿色发展理念、生态共富理念内化为自
觉行动，推动形成政府主导、各界参与
的湿地保护开发新格局，确保各方主体
共享湿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成果。完善
公私合作机制，厘清政府和市场作用的
边界，推动生态产业发展。引导企业与
高校、科研机构开展产学研合作，重点
开展污染防治、生态修复、固碳减排等
关键技术的研究，促进湿地科研成果的
有效转化。建立专家智库，着力培养生
态保护、绿色金融、产品营销等领域的
专业人才，打造区域生态产业品牌。依
据各地自然条件及经济基础，通过组建
专业合作社、引进龙头企业等方式，培
育一批综合素质高、专业能力强的新型
经营主体，使其成为创新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方式的驱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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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展望

当前，各地应改变“重治理，轻转
化”的发展思维，把握湿地资源资产所
有权委托代理机制试点契机，积极探索
湿地资源分级分类保护利用策略，推动
湿地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与转化，满足
公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厘清湿地
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关系，坚持保护
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因地制宜地开展
生态旅游、生态种养等活动。一方面，
要防止湿地资源的过度开发，避免由此
造成的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效益低下
等问题。另一方面，应避免过度保护的“一
刀切”行为，在允许利用区内探索湿地
特许经营方式。统筹湿地生态产品规划
设计及价值实现的各个环节，推动湿地
资源整合优化及生态产品市场化交易。
明确湿地功能定位，充分考虑资源禀赋
及经济基础；明确不同区域湿地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的驱动因素和障碍因素，以
确保路径选择的适用性，提升湿地资源
价值转化效率，解决湿地破碎化、功能
退化等问题。对接国际话语体系，设定
生态提升目标，制定减污降碳生态方案，
为湿地生境格局优化配置和生态环境系
统治理提供新思路。加强全民对绿色发
展理念、生态共富理念的认知，以湿地
生态系统为载体，将生态资本、物质资
本、技术资本、人力资本进行有机结合，
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生态农业、
生态旅游、绿色金融业的深度融合和立
体对接，推动湿地生态经济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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