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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然资源价值通常包括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本文从自然资源的价值影响因素、评估方法、

价值实现路径等方面探讨了三者的差异，此外还分析了三者的联系。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两点启示，

① 自然资源的价值评估和实现路径还需要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② 重新审视自然资源的价值，

凸显自然资源的社会和生态价值，树立自然资源的多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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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value of natural resources usually includes social value, economic value and ecological value.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differences among natural resources from the aspects of influence factors 
of natural resources value, evaluation methods, value realization paths, and also analyzes the 
connection of the three.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wo enlightenments: ① The value 
evaluation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natural resources need further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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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cal exploration. ② Re-examine the value of natural resources, highlight the social and ecological 
value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establish a pluralistic value outlook on natural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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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指引下，2019 年中央出台《关于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指导意

见》，文件指出“研究建立自然资源资产核算评价制度，开展实物量统计，探索价值量核算”。在此背

景下，自然资源价值核算成为当前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的重点工作。自然资源具有不同的价值类型，在自

然资源核算中，自然资源价值通常分为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本文试图从价值影响因素、评

估方法、价值实现路径等方面探讨自然资源三类价值，以进一步厘清三者的关系。 

2. 自然资源价值构成 

自然资源是指天然存在、有使用价值、可提高人类当前和未来福利的自然环境因素的总和[1]。自然

资源价值主要来源于有用性、稀缺性和劳动价值三方面，其中有用性和稀缺性是自然资源产生价值的基

石，劳动价值则是自然资源价值得以提高的根源。自然资源价值的有用性和劳动价值主要反映人类对自

然资源的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则反映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合理保护。 
从自然资源核算的角度分析，自然资源价值通常分为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其中，社会

价值来源于自然资源的社会特性，社会特性主要包括社会关系特性和文化特性等。社会关系特性是指因

经济利益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特性，文化特性是指人类在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过程中积淀出来的文化传统、

农业传授等特性。社会价值是指自然资源提供了社会功能所形成的价值。例如耕地的社会价值是指耕地

间接地对人们的基本生活保障、粮食安全的总体反映[2]。 
经济价值是指人类可利用的自然资源，通过投入劳动、技术产生的经济价值，即实在的、有形的自

然资源资产价值。例如耕地具有经济产出功能，耕地的经济产出功能充分体现为人类提供绝大部分的农

产品，同时人类的衣物所需要的棉毛纺织业原料也是来源于耕地。 
生态价值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居环境恶化，在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指导下，人类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

逐渐认识到自然资源的生态服务功能。生态价值指被人类保护的无形的自然资源价值，主要考虑自然资

源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主要包括供给服务、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 

3. 不同自然资源价值差异 

3.1. 不同价值影响因素 

1) 社会价值影响因素 
首先从宏观层面讲，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土地所有制产生了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和不同的社会生产方

式，会导致不同的投入产出水平，进而产生不同的自然资源的社会价值。其次，对于一个区域而言，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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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自然资源的社会价值主要为区域所在的社会经济条件，以耕地为例，社会价值主要与不同年年龄男女

人口比例，区域的养老保险价格，医疗保健支出，失业保险金，耕地开垦费用等因素密切相关。 
2) 经济价值影响因素 
影响自然资源经济价值的因素分为自然因素、社会经济因素等；其中，自然因素主要包括气候、地

貌、水文地质、土壤、自然灾害、生态状况等。社会经济因素主要包括与自然资源相关的制度、经济政

策、人口状况、经济发展水平、保护与开发利用状况、基础设施状况、规划条件、交通区位、权利状况

等。依据影响因素的作用尺度，可分为一般因素、区域因素和个别因素，其中一般因素指影响自然资源

价值总体水平的自然、社会经济和行政等宏观因素；区域因素指影响待估对象所在的特定范围内部区域

之间价值水平差异的中观因素；个别因素指体现待估对象具体属性特征，且影响待估对象价值水平的各

类微观因素[3]。在上述众多影响因素中，区域因素所涉及的区域位置、交通条件等区位条件对经济价值

影响较大。 
3) 生态价值影响因素 
生态价值包括由自然要素包括空气、水、岩石、土壤、气候、生物等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在不同

地域形成不同的自然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水源涵养、土壤保持、防风固沙和固碳释氧等调节服务价

值，还包括生态系统通过生物生产及其与人工生产相结合为人类提供的物质产品，如包括食物、药材、

原材料、淡水资源和生态能源等即物质供给服务价值，以及人们从生态系统中获取的丰富精神生活、生

态认知与体验、自然教育、休闲游憩和美学欣赏等体验性惠益即文化服务价值。故其价值与自然资源所

在的社会经济条件、自然条件密切相关，特别是自然条件影响很大，在调节服务价值中主要与自然条件

紧密联系。 

3.2. 不同自然资源价值评估方法 

自然资源的三种不同价值评估具有不同的评估方法，下面介绍主要的评估方法。 
1) 社会价值评估方法 
目前在土地资源、森林资源、矿产资源、水资源、海洋资源中仅有土地资源中的耕地资源进行了较

为全面的探索研究，即便如此其社会价值目前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还没有成熟的核算方法。耕地以外

的其他自然资源社会价值的核算主要通过社会效益间接反映，而社会效益主要通过粮食生产能力、提供

就业岗位、实现税收等情况，反映土地资源粮食供给能力，分行业配置以及行业创造就业、税收等。因

此，对于自然资源的社会价值评估以耕地为例，介绍主要的评估方法。 
① 社会保障价值与安全价值之和 
其中，社会保障价值分为养老保障价值、医疗保障价值和失业保障价值。 
② 条件价值法 
条件价值评估法又称意愿调查法，适用于评估缺乏实际市场或者替代市场交换商品的价格，由于缺

乏实际市场或替代市场，条件价值法通常是首先构建一个假想市场，并通过询问公众对于自然资源的支

付意愿或受偿意愿，从而进行自然资源价值评估的。 
2) 经济价值评估方法 
由于现阶段人们对自然资源的经济产出功能认识最深，因此，经济价值的评估方法是目前最成熟最

完善的。根据《自然资源价格评估通则》(TD/T 1061-2021)，经济价值主要评估方法包括市场比较法、收

益还原法、剩余法、成本逼近法和公示地价系数修正法等。 
3) 生态价值评估方法 
① 当量因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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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法采用可量化的指标，确定了各类生态系统各种服务功能的价值当量，再根据其面积加以评估。

当量因子法技术统一、简单易用、数据量小、结果易于比较，但无法完全反映区域的具体生态系统特征，

也无法看出区域内的分布差异[4] [5]。 
② 功能价值法 
该方法在区分不同生态价值服务类型的基础上，采用生态产品的实物量和服务量与价格的乘积，汇

总得到价值总量。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等相关研究团队均采用此方法开展核算。该方法核算结果较为

真实，但由于核算体系和评估方法的不同，导致不同区域核算结果不易比较[6] [7]。2021 年国家发展改

革委、国家统计局研究起草了《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规范(试行)》(征求意见稿)，其核算方法亦采用了功能

价值法。 
③ 生态元法 
该方法以各类生态资源提供生态服务所需的太阳能值为纽带，分别计算不同类型生态资源拥有的服

务价值，最后统一以生态元为单位加以表达。其优点在于统一的量纲便于比较，但核算过程利用的参数

较多，核算结果的不确定性较高，尚需实践检验[5] [6]。 

3.3. 不同自然资源价值实现路径 

1) 社会价值 
自然资源的社会价值是非使用价值，目前还不能通过市场交易来实现其价值，而是政府通过制定政

策来体现其价值。如在征收土地过程中政府颁布的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和相关税费标准，在其中自然

资源的社会价值得到体现。 
2) 经济价值 
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为有形价值或直接使用价值，因此主要通过市场交易来实现其价值，通过市场

供求关系形成价格。但就目前而言，城镇国有建设用地市场较为成熟，而农村集体土地市场还不成熟，

仍在不断培育过程中。因此，除国有建设用地外，其他自然资源价值经济价值仍没有完全显化，需要健

全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完善自然资源价格形成机制。 
3) 生态价值 
按照自然资源中生态产品的不同类型，分为不同的生态价值实现路径。其一，公共性生态产品，主

要指产权难以明晰，生产、消费和受益关系难以明确的公共产品，包括清新空气、洁净水源等人居环境

产品，以及生物多样性、气候调节等维系生态安全的产品，是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特征的纯公共产

品，通过政府路径即依靠财政转移支付实现其价值。其二，经营性生态产品，主要指产权明确，能够在

市场上直接市场交易的私人产品，包括农林产品、物质原料产品，以及旅游、康养、文化产品等依托生

态资源开展的文化服务，通过市场路径即依靠市场配置可直接交易实现其价值。其三，准公共性生产产

品，主要指需要通过法律或政府规制的管控，创造交易需求，开展市场交易的市场产品，主要包括可交

易的排污权、碳排放权等污染排放权益，取水权、用能权等资源开发权益，总量配额和开发配额等资源

配额指标。通过政府 + 市场路径即政府通过法律或行政管控等方式，创造出生态产品的交易需求，市场

通过自由交易实现其价值[8]。 
虽然自然资源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互不相同，各自独立，但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生

态价值、社会价值是充分融合有机统一的整体，经济价值不断攫取开发而不顾及其他价值，必然会导致

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的亏损。自然资源的社会价值、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之间存在相互制约性，自然资

源的价值是其经济和社会、生态价值的总和，故当人类充分有效利用自然资源经济价值的同时，还应该

注重自然资源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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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启示 

4.1. 结论 

1) 三者的影响因素不同。影响自然资源的社会价值主要因素为区域的社会经济条件。影响经济价值

的主要因素为自然因素、社会经济因素等，其中社会经济因素中的区位条件对经济价值影响较大。影响

生态价值的主要为区域的社会经济条件、自然条件，其中生态价值中的调节服务价值中主要与自然条件

紧密联系。 
2) 三者的评估方法不同。社会价值价值目前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还没有成熟的核算方法。经济价

值评估方法较为成熟，主要评估方法包括市场比较法、收益还原法、剩余法、成本逼近法和公示地价系

数修正法等。生态价值评估方法目前在操作层面上主要为功能价值法。 
3) 三者的实现路径不同。社会价值主要是政府通过制定政策来体现其价值。经济价值主要通过市场

交易来实现其价值。生态价值实现路径分为三类，公共性生态产品通过政府路径实现其价值，经营性生

态产品通过市场路径实现其价值，准公共性生产产品通过政府 + 市场路径实现其价值。 

4.2. 启示 

1) 社会价值仅有耕地得到体现，其他自然资源社会价值需要探索研究。生态价值中物质供给服务价

值和文化服务价值相较而言其价值实现较为容易，而调节服务价值由于不具备排他性和竞争性，容易产

生搭便车问题，其价值实现较为困难，这需要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进行实践探索。总体来说，自然资源

的价值评估和实现路径还需要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2) 三者虽然各自独立，但三者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我们应该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观点，重新审视

自然资源的价值，凸显自然资源的社会和生态价值，树立自然资源的多元价值观，注重三者的协调发展，

从而达到有效保护资源和支撑经济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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