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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金融要为生态产品服务
文  |  杨伟民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我

国“双碳”目标提出后，金融界加强了绿色金融研究，各种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 ,绿色金融既要助力碳达峰、碳中和，也要为提供更丰

富的生态产品服务。

生态产品，就是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舒适的环境和宜人的气候，

它的功能包括吸收二氧化碳、制造氧气、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

净化水质、调节气候等。工业化时代，工业产品极大丰富是其重要标志；生

态产品的极大丰富，也应该是生态文明时代的标志。

今年 3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将提供生态产品、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明确为一项重要的任务。近期，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健全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明确了生态产品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

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把生态作为产品，有哪些意义？

首先，有助于树立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理念。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个哲学

命题，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逻辑所在。在开发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人

类的行为要符合自然方向，不能太任性，甚至凌驾于自然之上。

其次，可以解决生态功能区的发展权问题。其实很多国家，特别是中国

的很多地区，并不适合大规模、高强度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开发，比如青藏高

原等西部地区。这些地方需要创新性地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通过保护

生态环境，为全国人民提供生态产品。

再次，有利于解决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论依据问题。生态产品本可以

进行等价交换，只是由于技术上无法切割，也难以准确计量每位生产者贡献

大小、每位使用者消费多少，所以只能由政府代表消费者向生态功能区购买

生态产品。

最后，有利于树立生态系统是一个共同体的理念。生态产品不同于农产

品、工业品，其往往只能在一定的空间单元内发挥作用，并且具有不可计量性、

无形性。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是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现代化和共同富

裕的必然要求，意义非常重大。

在操作层面，具体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目前仍在探索中，从实践

来看，主要包括如下几种：一是中央财政对生态功能区的转移支付；二是地

区之间生态产品的价值交换；三是建立初始权分配制度，包括用水权、开发

权、排污权、碳排放权；四是建设政策性市场，其原理与碳排放权市场相同；

五是试点生态银行，但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绿色银行；六是赋予生态修护市

场主体长期使用权；七是建立统一绿色产品标准；八是增加建设用地的生态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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