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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两山”）理论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理念，将长期指导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

本文从“两山”理论指导实践的关键问题入手，采用外部性和经济增长理论方法，解析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内在逻辑和绿

色增长的内在机理，梳理形成“两山”理论指导实践发展的基本路径。研究表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内在逻辑表现为从微

观上引导和规范经济主体的生态化，主要路径是生态税费、生态市场、生态补偿和绿色金融；区域绿色增长的内在逻辑体现

为生态与“空间 – 产业 – 主体”转化、协同及反哺的正向循环，主要路径是空间规划、生态建设、环境美化、生态产业、传

统产业生态化、高精尖产业、生态文化、生态制度、生态技术等。相关研究可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提供顶层框架

和发展模式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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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wo mountain” theory (i.e.,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are invaluable assets) is the core concept fo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China, and it will guide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roughout the country for a long time.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paths and models fo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thus to enrich the “two 
mountains” theory. The economic growth theory and the externality theory are applied to analyze the core logic for realizing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products and the internal logic of green growth, and the basic routes for “two mountains” practices are proposed. The 
core logic for realizing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products is to guide and standardize the ecologization of economic subjects in the micro 
level, and the main paths include collecting ecological tax and dues, building up eco-market, taking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nd 
establishing a green financial market. The internal logic of regional green growth is a positive cycle of transformation, coordination, 
and feedback between the ecology and “space–industry–main body”, and the main paths include space planning,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ecological beautification, ecological industry, ecologization of traditional industry, high-end industry, ecologic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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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05 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湖州

安吉考察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科学论断。2005 年 8 月 24 日，习近平同志在《浙

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发表《绿水青山也是金

山银山》 [1]，文章认为：绿水青山可带来金山银山，

但金山银山却买不到绿水青山，绿水青山与金山银

山既会产生矛盾，又可辩证统一；在鱼和熊掌不可

兼得的情况下，必须懂得机会成本，善于选择，学

会扬弃，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在选择之中，找

准方向，创造条件，让绿水青山源源不断地带来

金山银山；如果能够把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

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优势，那么

绿水青山也就变成了金山银山。2006 年 3 月 8 日，

习近平同志在中国人民大学发表演讲，对“绿水青

山”与“金山银山”的关系作了系统性阐释，提出

了“三个阶段”的关系论：第一个阶段，用绿水青

山去换金山银山，不考虑或者很少考虑环境的承载

能力，一味索取资源；第二个阶段，既要金山银山，

也要保住绿水青山，这时候经济发展和资源匮乏、环

境恶化之间的矛盾开始凸显，人民意识到环境是生

存之本，要留得青山在，才能有柴烧；第三个阶段

认识到绿水青山可以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绿

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这三个阶段，是经济增

长方式转变、发展观念不断进步的过程，也是人和

自然关系不断调整、趋向和谐的过程。2013 年 9 月 
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

学发表演讲，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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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对生态发展和经济建设的

辨证关系、阶段关系进行了宏观阐释 [2]。
学术界对“两山”理论陆续展开了深化研究，

包括生态观 [3]、指导意义 [4] 和辩证关系论 [5] 等
方面。赵建军等 [3] 认为这一发展理念为人与自然

由冲突走向和谐指明了发展方向，促进了人类与自

然双重价值的实现。一些“两山”理论的实践研 

究 [6~9]，主要是对“两山”模式的形态描述，有

推进水土保持、护美绿水青山的陕西留坝模式，有

生态立市、做大金山银山的湖州模式，有一棵树到

一片林的塞罕坝模式等。然而在“两山”理论指导

实践的核心逻辑和基本路径方面，相关研究仍有待

深化。

二、“两山”理论的内在逻辑分析

关于“两山”理论的内在逻辑，关键路径是实

现生态产品的价值，核心要义是绿色发展，让良好

环境成为人民生活品质的增长点、社会持续健康发

展的支撑点、展现良好国家形象的发力点 [10]。为

此，需要重点解决以下两方面问题。

一是生态产品的生产问题，即提供更多优质的

生态产品。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

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

要 [11]。生态产品的价值化和市场化是扩大生态产

品生产、提高生产效率的关键。

二是区域绿色发展问题，要解决发展的瓶颈

和可持续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约 
40 年的快速增长，面临资源、环境和市场过剩的三

重约束，传统经济增长方式难以持续。我国经济社

会实现绿色转型和绿色发展，应以生态资本为基础

和前提、以人力资本为主导、以物质资本为支撑和

条件、以社会资本为保障和助力，在各类资本要素

的良性互动和相互协调中，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和人

们的生活方式 [12]。

（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生态产品是指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生长

的森林、适宜的气候等自然产品 [13]，具有维系生

态安全、保障生态调节、提供良好人居环境等功能。

生态产品具有以下特征：公共物品性，即消费的非

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原位性，某些生态产品只能在

一定的地域空间提供服务；整体性，提供消费空间

ecological system, and ecological technology. This study is hope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top-level framework and development 
models for nation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word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wo mountains” theory; logic;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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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又可以开发休闲、娱乐、建设等伴生功能；消

费的不可计量性，如清新空气、清澈蓝天的消费是

难以对个人消费进行计量的；价值多维性，可分为

使用价值与非使用价值、经济价值与非经济价值。

生态产品可分为 3 类：①基于生态功能提供的

公共服务，起到生命支持作用的纯自然要素的空气、

水源、森林、气候等，此类为公共物品，具有非排

他性；②基于生态服务提供的生态产品，即经过人

类劳动加工后所形成的人工自然要素，如蔬菜、瓜

果、生态旅游等，此类为经营性物品；③为生态权

益或有益于生态而做出的贡献，如通过植树造林增

加碳汇、通过水土保持净化水源、产业绿色化等，

此类为准公共物品，可通过界定产权、建立市场，

转化为经营性物品。

在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方面，应通过生态产品

的价值化和市场化来促进生态产品的生产。生态产

品的价值化是对应一定实物量的以货币表现的价值

量，用货币来度量资源消耗、生态成本、生态贡献，

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资源环境破坏的代价、生态保

护带来的收益。生态产品的价值多维性，增加了价

值核算评估的难度。市场化是指用市场作为资源配

置的基础手段，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生态资产

的保值增值 [14]。然而，价值化和市场化方面存在

资源产权不清晰、价值实现程度总体偏低及科学性

不足等困难，出现了相关主体缺乏动力和积极性、

生态产品价格扭曲导致市场渠道不畅、生态贡献与

生态回报不对等、“眼前的受损”和“未来的受益”

之间存在不确定性进而导致生态产品无法实现合理

价值等问题。

解决上述问题的核心逻辑在于从微观层面引导

和规范经济主体的生态化，分为“生态资源 – 生态

产品 – 生态资产 – 生态资本”4 个环节，涉及 3 类

转化（见图 1）。①从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产品，首

先要识别关键的生态型生产要素，生态产品价值来

源于生态生产和人类劳动，而生态产品的非替代性、

经济稀缺性是其价值产生的前提 [14]；其次，生态

资源成为生态产品是权益主体的投资行为，产权是

成为生态产品的约束条件。②从生态产品转化为生

态资产，前提是形成了有效市场，这取决于能否正

确、完全地反映与价格有关的所有信息；生态产品

具有外部性，价格低于价值，无法保障有效供给，

建立有利于生态产品外部性内化的市场机制是有效

市场的前提。③从生态资产转化为生态资本的前提

是生态资产的有效性，产生可持续的现金流以实现

生态资产的增值和主体投资的退出，将生态收益中

的一部分以实物、技术、资金和劳动力等形式再投

入到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中，不断增加生态资本存

量，从而实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良性循环 [15]。

（二）区域绿色发展

传统理论认为，区域经济增长依赖于资本、技

术、人力资源和制度等因素，即所谓的主体驱动因

素。绿水青山所代表的生态本底或生态资源要素具

有空间属性，绿色增长依赖于产业发展的条件。绿

色发展具有价值多元性，分为 3 个维度：①经济效

益，含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集体资产增加、

收入提高等；②生态效益，含生态资产正增长、环

境改善、资源效率提高、碳平衡等；③社会效益，

含“无废”、居民满意度提高、就业人数增加等。

价值实现的目标在于协调处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和生态效益；当三者出现矛盾时，应当坚持把生态

效益和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为了实现多元价值的协同，构建“空间 – 产业 –
主体”三维分析框架，处理好生态与产业、生态与

空间、生态与主体之间的关系。生态与“空间 – 产

业 – 主体”的关系分为割裂阶段、和谐阶段和共生

阶段。割裂阶段片面追求物质产品，以物质资本增

值为核心，忽视生态资本的存在及价值，经济增长

弱可持续。和谐阶段逐渐重视生态要素，产业结构

和产业发展开始考虑资源效率和环境保护，人力资

生态产品

生态资产

生态资本

生态资源

生态生产

人类劳动 经济稀缺

产权界定

生态运营

生态投资

生态投入

生态建设

图 1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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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挥比较大的作用，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增强。共

生阶段以追求生态资本保值增值为基础，以发展低

能耗、低污染、低碳循环的产业为主，生态资本、

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之间相互协调、相

互促进，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强 [16]。
区域绿色发展的内在逻辑在于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与“空间 – 产业 – 主体”的正向关系，存在

着转化、协同及反哺的正向循环。以空间规划、

生态建设、环境美化来塑造品质空间；以品质空

间吸引人，以主体推动产业发展，加速产业转型，

吸引产业投资；以产业推进区域发展，带来区域

实力增强，进一步提升区域生活品质和形象，加

速人才、资金和产业的集聚，进一步反哺生态，

实现绿色增长可持续（见图 2）。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还是生态与“空间 – 产业 – 主体”互动融合的

内在驱动力。

三、“两山”理论的发展路径

根据“两山”理论的内在逻辑，梳理了“两山”

理论的发展路径（见图 3），包括两方面：从生态产

品的价值化与市场化着手，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

路径进行梳理；从生态与“空间 – 产业 – 主体”的

关系着手，对区域绿色增长的路径进行梳理。

（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基本路径

为解决生态产品价值化和市场化过程中存在

的外部性问题，可取的基本路径是生态税费、生

态补偿、生态市场和绿色金融。生态税费以庇古

税的方式将生态产品外部性问题进行内部化处理；

生态补偿以经济激励 / 补贴的方式将生态产品外部

补偿 补偿美化

生态产
品价值
实现

区域空
间

产
业

主
体

激励促进

图 2 区域绿色发展的内在逻辑

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

价值化
生态税费

生态补偿

市场化
生态市场

绿色金融

区域绿色增长

空间

空间规划

生态建设

环境美化

产业

生态产业

传统产业生态化

高精尖产业

主体

生态文化

生态制度

生态科技

�]
两
山
�^
理
论
实
践
的
基
本
路
径

图 3 “两山”理论的发展路径框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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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问题内部化；生态市场以科斯产权界定和交易

的方式将生态产品外部性问题内部化；绿色金融

通过设计供需双方都认同的收费机制，实现跨期

跨区域价值交换，由此将生态产品外部性问题内

部化。

1. 生态税费

生态税费具体包括环境税和资源费两个子类。

作为向污染源征收的税种，环境税将污染环

境、破坏生态的社会成本内化到生产成本和市场价

格中去，通过市场机制来分配环境资源。如我国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开征环境税；日本、瑞典、哥斯

达黎加等国家已经对使用化石燃料收取碳税，进而

体现碳汇价值。

资源费细分为资源使用费、有偿服务费和经济

补偿。资源使用费体现了有偿使用资源的制度理念，

包括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水资源费等。有偿服务费

是指对造成资源环境破坏或不利影响而购买的治理

服务，包括航道养护费、海洋废弃物倾倒费、新征

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土地闲置费、土地复垦费、

排污费、林业保护建设费、野生动物资源保护费、

植物新品种保护费、污水处理费、水土流失防治费

和绿化费等。经济补偿是指资源开发和利用者，因

占有或消耗资源、环节而向资源所有者支付的补偿。

实行经济补偿制度，有助于抑制乱占滥用资源的现

象，有利于真实体现资源的稀缺度、发挥资源最大

效用，成为调节资源利用的有效手段之一。经济补

偿包括耕地占用税、青苗补助费、征地补偿费、矿

产资源补偿费、水资源补偿费等。

2. 生态补偿

在我国，一般由政府代表一定区域或者全国的

公众，出资购买生态产品。生态补偿有纵向和横向

两种模式，前者是指补偿资金从上一级政府到下一

级政府或者直接到农户的补偿模式；后者是指平级

政府之间的财政转移支付模式，如因上游保护流域

生态为下游提供了清洁和稳定的水流，则流域下游

政府需补偿上游政府。

3. 生态市场

①利用已有商品市场。对于绿色食品、环保木

材等，通过转变其种植和生产方式，将绿色生态、

环保、健康价值等更多地赋予到商品的内在价值中；

将商品绿色标签化，提高商品价格，实现对绿色生

态种植及生产方式的反馈激励，由消费者直接为环

境服务付费。②利用已有产权市场。利用已有资源

产权交易市场，通过协商的价格机制，协调并体现

参与各方的利益和责任，如水权交易、排污权交易、

用能权交易等。③利用已有金融 / 资本市场。运用

绿色债券、绿色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
基金等绿色金融手段，实现生态产品供给的市场化

融资，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④创建新的市场。在

法律法规的支持下，以现有局部的、分散的、个别

领域开展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为基础，联网建立全

国统一的碳排放交易市场，由单领域逐步发展为多

领域的交易市场化体系。

4. 绿色金融

在金融经营活动中注重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

境污染，通过引导资金流向生态环境产品的供给方

和需求方，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持续的资金支持，

包括环境财税政策、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绿色债

券、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绿色 PPP 项目融资、绿

色 PPP 基金等 [17]。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过程中，要界定和处理好

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见表 1）。目前我国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主要依赖政府主导的生态补偿途径。随着未

来生态补偿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单靠政府主导的生

态补偿方式，不足以解决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日益

尖锐的矛盾。以政府购买为特征的生态补偿方式导

致财政压力大，而市场途径又存在着交易成本高等

缺点。一般情况下，规模较大、补偿主体分散、产

权界定模糊的情况适宜考虑生态补偿方式；规模

较小、补偿主体集中、产权界定清晰的情况适宜

考虑市场途径。另外，政府主导的生态补偿也可

采用市场化手段来提高效率。

（二）区域绿色增长的基本路径

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实现生态与“产业、

城市和人口”的共生关系，其路径表现为生态与“空

间 – 产业 – 主体”的互动融合。

1. 生态 + 空间

通过空间规划、生态建设与环境美化的路径来

实现生态资产的积累。空间规划是守住生态底线，

优化空间结构，加强空间治理，向空间要红利的重

要基础。主要包括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

主体功能区规划、生态功能区划、生态环境保护规

划、城市发展总体规划、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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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建设包括生态保护和修复，一般由政府提供或购

买。环境美化的目的是提高生活品质，吸引人力资

本的集聚。

2. 生态 + 产业

通过发展生态产业、传统产业生态化和发展

绿色高精尖产业的路径来实现生态资产的增值。

生态产业是基于生态系统的生物生产和人类生产

而形成的产业，如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业、生态

果业、生态养生等。传统产业生态化是对传统产

业的转型升级，遵循生态学原理与经济规律来指

导产业实践，是促进产业生产低碳循环的产业发

展模式。绿色高精尖产业以创新为引领，以高端、

精密、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是推进高质量发

展的引擎类产业。

3. 生态 + 主体

通过压力传导、意识提升、制度建设、技术创

新等途径来促进绿色消费，进而拉动绿色供给，在

扩大绿色供给后，又会扩大绿色消费。主体包括政

府、企业、公众等，相互作用且耦合，既是施力主

体，又是受力主体，成为绿色增长的内部驱动因素。

生态文化所形成的绿色价值主张、生态制度所形成

的政府与市场的合力作用、生态技术所带来的产业

的变革，促进产业发展和空间品质提升，进而吸引

高端人才，提升人力资本整体数量，优化人力资源

结构。

4. 生态 +“空间 – 产业 – 主体”

通过生态 + 空间，形成绿色精致空间；通过生

态 + 产业，推进绿色高质量发展；通过生态 + 主

体，深化供给侧改革。选择绿色增长路径，重点在

于识别发展瓶颈、认识发展的内外部关系和内外力

作用。在“两山”理论的实践应用方面，已有生态

建设、产业驱动、多轮驱动等多种模式：延庆生态

立区，以城破题，以品质城市结合廊道优势，引来

世界园艺博览会和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两件世界级

大事，以办大事促发展惠民生，推进绿色高质量发

展的多轮驱动模式；南平构建绿色产业体系，安

吉采用以生态经济产业为引擎来驱动发展的模式 
（见表 2）。

四、结语

“两山”理论既是认识问题，又是行动问题。

以“两山”实践的问题思索为导向，从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和区域绿色增长两方面，完成逻辑分析和路

径梳理，以期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清晰的理论依据。

（1）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内在逻辑在于从微观

上引导和规范经济主体的生态化，包含了“生态资

源 – 生态产品 – 生态资产 – 生态资本”4 个环节。

解决外部性内化，基本路径是生态税费、生态市场、

生态补偿和绿色金融。

（2）区域绿色增长的内在逻辑是生态与“空间 –
产业 – 主体”转化、协同及反哺的正向循环。生态

与空间的协同体现为通过空间规划、生态建设与环

境美化的路径来实现生态资产的积累；生态与产业

的协同体现为通过发展生态产业、传统产业生态化

和发展绿色高精尖产业的路径来实现生态资产的增

值；生态与主体的协同体现为通过压力传导、意识

提升、制度建设、技术创新等途径，来促进绿色消

表 1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基本路径的适用范围

基本路径 适用范围 举例

生态税费 资源型生态产品 化石燃料的碳汇功能、自然水流、森林等

有明确、易衡量的征税标的物的生态产品 煤炭

生态市场 有明确的受益者和提供者，参与者数量在可控范围之内 跨区域水权交易

能够通过创建一个生态产品交易市场让更多的社会主体
参与其中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湿地银行

生态补偿 有众多的受益者，交易费用较大的情况 长江流域生态补偿

生态系统服务涉及范围较广，没有具体的受益者 生物多样性保护

绿色金融 有合理的收费机制 通过受益者或污染者付费的模式来获得绿色项目
的盈利

有资产抵押 盘活闲置资产获得绿色项目经营回报

有增信机制或产业链延伸设计 生态农业与生态旅游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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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进而拉动绿色供给、扩大绿色消费。

“两山”理论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理念。

在实践过程中，还存在体制机制、关键技术、政策

保障和主体激励等可能面临的难题。未来我国应加

强试点模式的总结和提炼，积极优化营商环境，发

挥市场主导作用，尽快建立起有利于生态与“空间 –
产业 – 主体”良性循环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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