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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农业资源价值测算及生态价值实现路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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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福建省农业资源价值为研究对象，借鉴相关理论研究模型，从生产功能的经济价值和服务功能的生态服务价值两类

研究视角出发，完成了福建省农业资源价值测算研究。据此阐明了农业资源价值的实现过程和路径，提出了福建省农业资源

价值提升的政策建议。研究表明，2015 年福建省的农业经济价值为 3553.6 亿元，农业生态服务价值为 11 939.5 亿元，即农业

的生态服务价值是其经济价值的 3.4 倍，农业资源资本化具有较大潜力；农业生态服务价值中，休憩服务、温度调节、气体

调节、土壤保持、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服务价值分别为 3161.3 亿元、1119.2 亿元、748.0 亿元、1321.1 亿元、2178.1 亿元 
和 3411.8 亿元。福建省农业资源价值实现的途径主要有农产品品牌建设、农业农村三产融合、农业生态补偿及绿色金融扶持，

应从加大财政扶持、加强“三品一标”建设、推进农业农村产业融合、健全农业生态补偿体制机制和强化生态意识教育宣传

等方面着手，进一步提升福建省农业资源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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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values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include the economic value from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ir ecological service 
value. This paper aims to assess the values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in Fujian Province by using relevant theoretical research models, 
clarify the process and path of realizing these values, and propos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further improvement.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economic value of agriculture in Fujian Province in 2015 was 355.36 billion yuan, while the ecological service 
value was 1193.95 billion yuan. Within the ecological service value, values for rest service, temperature regulation, gas regulation, 
soil conservation, water conservation, and biodiversity service were 316.13, 111.92, 74.80, 132.11, 217.81, and 341.18 billion yuan, 
respectively. The paths for realizing these values in Fujian Province mainly include 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brands;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gricultural product processing, and agricultural market service; agro-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nd green financial support. To further increase the values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in Fujian Province, financial support should be 
increased, pollution-free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s with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should be promoted, agricultural 
industry integration should be advanced, the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ystem should be improved, and ecological 
awareness education and publicity should be boo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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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福建省成为第一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

区 [1]，将建设“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先行区”列

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目标。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

验区建设以来，福建省坚持“既要绿水青山，也要

金山银山”理念，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

然，不断促使绿水青山发挥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 
益 [2]。福建省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农村表现

得最为突出。农业是福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领域，

推进农业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实现农业的高质

量发展成为关键问题。立足福建省当前的农业资源

利用状况及农业产业发展态势，需要重点开展农业

资源价值的体量、测算过程、实现途径等研究，从

而为福建省农业资源的科学发展提供理论支持。本

文借鉴国内外农业资源价值研究理论模型，对福建

省农业资源的经济价值与生态服务价值进行测算，

据此研判农业资源价值实现的过程与路径，并提出

福建省农业资源价值进一步提升的政策建议。

一、价值测算

（一）测算方法

农业资源价值通常可分为经济价值和生态服务

价值。经济价值通过市场手段来实现和调节，易于

评估计算；而生态价值是非物质形态的，很难以经

济价值的直观方式来体现。1997 年，Costanza 等 [3]
首次评估了全球的生态系统服务，提出包含有 17 个 
评估指标的生态系统服务分类。2001 年，联合国发

起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EA） [4,5]，将生态系统

服务归纳为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和支

持服务 4 个功能类别。2009 年，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主导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学（TEEB）
项目 [6]，将自然资产的价值纳入决策过程，由此

保障生态系统服务的可持续性。国内学术界在充分

借鉴国际核算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探索了中国生态

系统服务评估的指标体系 [7~11]。本文参考现有研

究基础，根据资源资产核算原则，筛选了评估指标、

价值分类和核算方法，用于福建省农业资源价值测

算（见表 1）。
农林牧渔产品服务是指农林牧渔业能够提供

直接使用的部分，具体指农产品、林产品、牧产品

和渔产品的数量和产值。休憩服务价值是指休憩资

源为人类提供休憩服务所体现的价值 [12]，这类价

值主要通过游客在旅游休憩过程中的消费支出来

体现。温度调节服务通过植物的蒸腾作用降低周围

环境温度，从而降低夏季高温及缓解城市热岛效 
应 [13]，本文以国家设定的空调开启温度 26 ℃为

服务基准，对空气温度大于 26 ℃时的温度调节服

务功能进行核算。大气污染会对人群健康造成各种

生理负面效应 [14]，大气调节服务表现为大气颗粒

物控制带来的健康效应改善的差值，本文只选取

PM2.5 作为大气污染因子健康效应分析的指标，服

务基准设置为 2015 年中国 74 个城市的年均 PM2.5

浓度。土壤保持服务是指森林、草地等生态系统对

土壤起到的覆盖保护及对养分、水分调节过程，以

防止地球表面的土壤被侵蚀的功能，包括减少泥

沙淤积和保持土壤养分两个方面 [15]，研究主要对

2010 年和 2015 年福建省实际侵蚀量和极端退化裸

地状态下土壤侵蚀量的差值进行了计算，评估福建

省自然生态系统两期的土壤保持能力。水源涵养服

务即某一区域范围内的水体在某一时间段能够提供

干净水源的量 [16]，本文将达到或优于《地表水环

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Ⅲ类水质标准的

地表水体为基准核算福建省县域干净水源价值。生

物多样性服务是指某一类生态系统为生物物种提供

生存与繁衍的场所，从而对其起到保育作用的功能，

充分体现物种种群稀缺程度、更新变化及生境质量

等主要特征 [17]。以福建县级行政区域为评价单元，

利用现有文献资料和补充调查数据，按照《区域生

物多样性评价标准》（HJ623—2011）规定的评价指

标和方法，评价福建省县域物种保育价值。

（二）测算结果与分析

1. 总体情况

2015年福建省农业资源价值总量为15 493.1亿元， 
其中农林牧渔产品的经济价值为 3553.6 亿元

（占 22.9%），生态服务价值为 11 939.5 亿元（占

77.1%）。与 2010 年相比，福建省农业资源价值增

长了 27.1%，其中，农林牧渔产品的经济价值增长

了 60.8%，农业生态服务价值增长了 19.6%（见表 2）。
2010 年以来，福建省农林牧渔产品价值增长较快，

但农业生态服务价值增长较慢。

2. 分地市情况

2010 年 福 建 省 农 林 牧 渔 产 品 总 产 量 为

4.63×107 t，总产值为 2209.9 亿元。2015 年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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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农林牧渔产品总产量为 5.36×107 t，总产值为

3553.6 亿元。相比于 2010 年，2015 年农林牧渔产品

产值明显高于 2010 年，总产值增加了 1343.7 亿元。 
在各市中，2010 年和 2015 年农林牧渔产品产值中

福州市最高，分别为 460.7 亿元和 741.3 亿元；厦门

市最低，分别为 6.3 亿元和 8 亿元。相比于 2010 年，

福州市农林牧渔产品产值增量最多，为 280.6 亿元。

根据福建省统计年鉴和各个市的年报，得到了

福建省各个市 2010 年、2015 年旅游人次和收入基

本情况（见表 3）。福建省 2010 年、2015 年总的游

客数分别为 7312.0 万人次、20 537.5 万人次，旅行

直接消费分别为 844.8 亿元、2712.6 亿元。厦门市

的游客人数和收入均占首位，其次是福州市和泉州

市，三明市、龙岩市和宁德市相对较低。

2010 年福建省温度调节服务吸收能量为

2.31×1011 MJ，换算成电能为 6.43×1010 kW·h，均值

表 1  福建省农业资源价值体系及核算方法

价值类别 核算科目 表征指标 核算模型 实物指标 定价依据 2015 年单价

经济价值 农林牧渔
产品

产品价值量 统计汇总 农产品、林产品、
牧产品、淡水产
品产量及产值

《福建省统计年
鉴》、各市统计

年鉴

当年价

生态服务
价值

休憩服务 旅行费用 UV=CC 旅行人流量 《福建省统计年
鉴》、各市统计

年鉴

当年价

气温调节 空调制冷价格 ∆Qi,d=∆Ti×ρc×FVCi,d×Hi,d 空气温度 26℃
以上时长、有效

降温幅度

2015 年电网企
业全国平均销售

电价

0.643 元 /kW·h

大气调节 健康效应改善
的差值

∆E=P×M0×(1–
1

exp(β×(C–C0))
) PM2.5 浓度、暴

露人口
《中国统计年鉴》 983 978 元

负离子生产费
用

Gi=1.314×1015×∑ (Qij–600 ) ×A× H
L

4

j=1

空气负离子浓度 《森林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评估
规范》（LY/T 
1721—2008）

6.85×10–18 元 / 个

土壤保持 挖取单位面积
土方成本

AC=R·K·LS·(1–C) 减少泥沙淤积
量、减少金元素
复合肥、有机质

流失量

《森林生态系
统服务功能评
估规范》(LY/T 
1721—2008)、
《中国价格统计
年鉴 2016》

17.39 元 /m
3

尿素价格 1250.00 元 /t

过磷酸钙价格 2286.22 元 /t

钾肥价格 653.21 元 /t

有机肥价格 2390.74 元 /t

水源涵养 水资源价值量 A(t) =∑ (Cs (i)–C(i,t))×W(t)×10–3
n

i=1
 水资源供给量、

水环境质量
《关于水资源费
征收标准有关
问题的通知》
（2013）

1.60 元 /m
3

化学需氧量治
理成本

污水处理厂处理
费用

1920.00 元 /t

氨氮治理成本 2400.00 元 /t

总磷治理成本 7667.00 元 /t

生物
多样性

单位面积物种
保育价值 1 ( )

z
xj

x j j z z
xj

D
Q H

D k
 

= − 
+  

生境质量、濒危、
特有级别

《森林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评估
规范》（LY/T 
1721—2008）

按林分类型

  表 2  福建省农业生态资源价值构成（2010 年和 2015 年）   亿元

时间 / 年 农林牧渔产品 休憩服务 温度调节 气体调节 土壤保持 水源涵养 生物多样性 总计

2010 2209.9 1202.0 1240.7 118.7 1365.2 2642.1 3413.9 12 192.6
2015 3553.6 3161.3 1119.2 748.0 1321.1 2178.1 3411.8 15 4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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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89 MJ/m2，换算成电能为 0.53 kW·h/m2，价值量

为 1240.7 亿元。2015 年福建省温度调节服务吸收能

量为 2.09×1011 MJ，换算成电能为 5.80×1010 kW·h， 
均值为 1.71 MJ/m2，换算成电能为 0.48 kW·h/m2，

价值量为 1119.2 亿元。与 2010 年相比，2015 年福

建省生态系统降温吸收能量略有减少，价值量约减

少 121.5 亿元，减少率约为 9.79%。

2010 年和 2015 年福建省气体调节服务价值

量分别为 118.7 亿元和 748.0 亿元。相比于 2010
年，2015 年气体调节服务价值显著增加，增加量为

629.3 亿元，主要原因是近年来各市大气环境质量

的显著改善、常住人口的增加和疾病死亡率的下降。

2015 年福建省大气环境质量价值量最高的是泉州市

（175.3 亿元），而厦门市最低（44.3 亿元）。

2010年福建省年土壤保持总价值为1365.2亿元。 
其中，防止泥沙淤积价值为 29.2 亿元，减少有机质

流失价值为425.7亿元，减少氮肥流失为156.6亿元， 
减少磷肥流失为 11.1 亿元，减少钾肥流失为 
742.5 亿元。2015 年福建省年保持土壤总价值为

1321.1 亿元。其中，防止泥沙淤积价值为 28.2 亿

元，减少有机质流失价值为 412 亿元，减少氮肥流

失价值为 151.6 亿元；减少磷肥流失价值为 10.8 亿

元；减少钾肥流失价值为 718.5亿元。相比 2010年，

2015 年的土壤保持总价值下降了 44.1 亿元，主要

原因是耕地面积的减少以及耕地质量的下降。

2010 年和 2015 年福建省水源涵养价值分别

为 2642.1 亿元和 2178.1 亿元。2015 年和 2010 年干

净水源价值均是南平市最高，分别为 529.9 亿元和 

629.2 亿元；厦门市最低，分别为 22.2 亿元和 
21 亿元。由图 1 可见，相比于 2010 年，福建省水

源涵养价值整体降低，主要原因是 2015 年降水量

（1992.9 mm）相较于 2010 年（2084.3 mm）有所下

降，导致 2015 年水资源量减少。

2015 年福建省物种保育价值为 3411.8 亿元，

2010 年物种保育价值为 3413.9 亿元，两期物种保

育价值基本不变。物种保育价值最高的是南平市， 
2015 年为 741.5 亿元，2010 年为 753.6 亿元。

二、生态价值实现路径

生态资源资本化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最有效的

途径。具有稀缺性、产生效益和明晰产权的生态资

源可转化为生态资产，这个过程由生态资源的存在

价值转变为生态资产的使用价值。有产权的生态资

产只有进入市场才能转变为资本流动起来，所有者

通过人为开发和投资盘活生态资产，使生态资产的

使用价值转为生态资本的要素价值。生态资本通过

运营生产出生态产品，由要素价值转为市场（交换）

价值，充分体现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生态资本增

值，完成流量生态资产资本化过程（见图 2）。
绿水青山是福建省重要的资源和资产，可选择推

进农产品品牌建设、农业三产融合、农业生态补偿、

绿色金融等发展路径，更好实现生态产品的价值。

（一）农产品品牌建设

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新建标准化生产基地

表 3  福建省主要城市 2010 年和 2015 年旅游人次和收入情况

城市
入境游客人数 / 万人次 入境游客创汇 / 亿美元 国内游客人数 / 万人次 国内旅游收入 / 亿元

2010 年 2015 年 2010 年 2015 年 2010 年 2015 年 2010 年 2015 年

福州市 69.86 97.30 8.43 12.02 2275.11 4572.35 208.03 463.17
厦门市 155.19 265.59 10.86 23.80 2863.27 5718.59 310.35 708.61
莆田市 18.47 26.99 1.29 2.36 774.71 1949.36 54.81 144.66
三明市 2.90 0.53 0.20 0.48 650.39 1946.71 60.96 147.01
泉州市 77.05 111.09 6.67 11.28 2314.10 4903.46 207.04 532.77
漳州市 24.75 42.44 1.55 3.22 1001.74 2681.18 89.45 459.83
南平市 17.34 30.40 0.67 1.70 1300.03 2896.18 151.38 363.29
龙岩市 2.24 9.82 0.10 0.60 984.73 2522.35 69.59 192.55
宁德市 0.34 2.50 0.02 0.14 680.74 1835.00 50.39 149.40
福建省 368.14 591.45 29.78 55.61 12 844.82 26 129.00 1202.00 2798.00
注：数据来源于《福建省统计年鉴》（201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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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8 个，规模基地实现按标生产。加大品牌培育力

度，累计认证“三品一标”4147 个，评定 10 个福

建著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和 30 个福建名牌农产

品。扩大品牌宣传推介，对省级贫困县特色产品进

行系列宣传，拍摄播出 18 个福建名牌农产品宣传

片。持续开展“闽茶海丝行”活动，支持茶企在“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设立闽茶文化推广中心，

签订茶叶购销合同 10.5 亿元。扩大优势特色农产品

出口，全年农产品出口额为 98 亿美元，保持全国

前 3 名。深化闽台农业合作交流，农业利用台资数

量和规模保持全国第 1 名，6 个台创园在全国考评

中包揽前 6 名。

（二）农业农村产业融合

大力发展农产品产地初加工和精深加工，建成

121 个产地初加工中心，农产品加工转化率提高到

70%。积极推动产销衔接，组建 10 个果业产销联

盟，指导成立蔬菜供应链协会，农村网络销售额为 
1300 亿元，增长 34.7%。积极拓展农业多种功能，

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扶持建设一批特色农业小镇，

全年休闲农业营业收入超过 300 亿元，增长 20%
以上。

（三）农业生态补偿

从 2003 年起，福建省先后在九龙江、闽江等

流域探索生态利益共享、治理共担的补偿机制试点

工作，在加大省级财政对上游欠发达县市转移支付

及补助力度的同时，积极引导下游受益地区向上游

保护地区提供经济补偿。2011 年 12 月，福建省人

民代表大会立法通过《福建省流域水环境保护条

例》，在法律层面上确立“谁受益、谁补偿，谁污染、

谁治理”的生态补偿原则。目前，闽江、九龙江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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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正式实施流域生态补偿，位于流域下游的福州、

厦门两市每年各出资 8000 万元，流域中上游的南

平、三明、漳州、龙岩等市每年各出资 500 万元， 
省级财政出资 1.1 亿元，共同筹集流域水环境整治

专项资金。

（四）绿色金融政策扶持

福建省部分银行以绿色信贷为依托，积极支持

生态保护、生态建设和绿色产业项目，加大对绿色

农业、绿色林业开发等领域的信贷支持，助力保护

绿水青山。在 “ 绿色信贷 ” 等一系列优惠金融政策

扶持下，一些生态农业企业兴建标准化猪舍，引进

自动供食及温度调控、沼气处理等先进设备，成为

“猪 – 沼 – 果、菜、林”生态农牧一体化的生产基地，

被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认定为无公害产品单

位，被省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认定为绿色食品基地。

三、政策建议

（一）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实现农业生态产品价值

建议省财政进一步加大对生态农业的扶持力

度，统筹省级以上财政资金，对开展农业可持续发

展、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畜牧业绿色发展等试

点示范创建的市、县（区）给予补助，并继续支持

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化肥和农药使用量零增长减量

化、耕地土壤污染防治等专项行动。省级以上财政

重点扶持存栏1500头以上的生猪规模养殖场实施标

准化改造，市、县财政重点扶持存栏 250~1500 头 
生猪规模养殖场实施标准化改造；对商品有机肥生

产和示范推广、水稻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服务组

织、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给予补贴。推广应用生态健

康养殖模式，利用省级以上财政资金支持封闭式循

环水工厂化养殖、全塑胶网箱养殖等设施渔业项目

建设。加快推动落实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补贴

政策改革，完善农业生态补贴制度，探索农业面源

污染治理、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等有效支持政策，

把政策目标由数量增长为主转向数量质量生态并

重，引导带动生态农业发展。

（二）加强农产品品牌管理与 “ 三品一标 ” 建设

一些地方政府、企业和农民忽视“特色”的价

值，对品牌认识不到位，区域品牌和企业品牌资源

缺乏有效整合，品牌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同时普

遍缺少对公用品牌的有效保护，滥用品牌、假冒产

品的现象突出。建议以县域为单元，开展整建制农

产品品牌与“三品一标”建设，着力提高无公害复

查换证和绿色食品续展认证比率，增强持续发展动

力。无公害农产品要与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有机结

合，凡获证无公害农产品防伪追溯标识的产品，推

行等同性合格认定，实施顺畅快捷产地准出和市场

准入；绿色食品突出安全优质和全产业链优势，引

领优质优价；有机农产品彰显生态安全特点，因地

制宜发展；农产品地理标志突出地域特色和品质特

性，带动优势地域特色农产品区域品牌创立和产业

发展。充分利用电商平台、线上线下融合、“互联

网 +”等各种新兴手段，兼顾拍卖交易、期货交易

等方式，加强特色农产品市场营销，扩大特色农产

品市场占有率。

（三）推进农业农村产业融合，提升生态服务价值

借助福建省生态资源优势，加强产业链横向拓

展，推进农业与旅游、教育、文化、体育、会展、

养生、养老等产业深度融合。支持发展农家乐、休

闲农庄、森林人家、水乡渔村等农林渔各类休闲农

业示范项目。大力发展创意农业，加强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发掘和保护，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创意农产

品、农事景观、伴手礼、民间手工艺品等特色产业

项目。大力推进优秀农耕文化教育进校园，统筹利

用现有资源建设农业科普、教育、社会实践和研学

旅游示范基地。鼓励各地探索建设农业主题公园、

农业嘉年华、教育农园、摄影基地、森林景区、渔

人码头、运动垂钓等，提高产业融合综合效益。

（四）健全农业生态补偿体制机制

目前福建省的农业生态补偿主要集中在生态功

能区和重点流域，而对于农业生态补偿只涉及到耕

地生态保护补偿。虽然 2018 年出台了《福建省综

合性生态保护补偿试行方案》，但对于如何协调发

挥政府与市场的作用仍有待实践，尚未真正建立市

场化、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农业生态环境具有

很强的正外部性，发展生态农业的代价和成本也是

现代农业经营者不愿意承担的。为此，政府要深入

研究，在投资、信贷、补贴、税收等方面给予政策

倾斜和扶持，逐步建立健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和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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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机制与激励机制。借鉴国内

有关经验，探索建立福建生态农业补偿机制，重点

倾斜扶贫开发重点县、水土流失重点县、重要生态

功能区和自然保护区，明确补偿环节和补偿主体，

完善补偿标准和操作规范。

（五）强化生态意识教育宣传

推进福建省生态文明宣传教育示范基地建设，

利用各种宣传形式和平台，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

教育传播，增强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人员的生态环保

意识。发挥农科院、农林大学等农业科教单位所具

有的人才和技术优势，增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实效，

让农民共享现代化的生产装备、应用农业科技成果、

掌握生态经营本领，形成持续推动高效生态农业发

展的力量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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