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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首先探讨并总结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企业的绿色创新技术以及生态价值评估模型的发展现

状。然后，针对较为实用高效的机制及路径进行了分析并阐述了笔者观点。最后，对基于绿色驱动下的

生态产品机制实现的机制及路径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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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discusses and summarizes the path to realize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products, the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3133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3133
https://www.hanspub.org/


陈国庆 等 
 

 

DOI: 10.12677/ass.2023.123133 960 社会科学前沿 
 

green innovation technology of enterprises and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ecological value evalua-
tion model. Then, it analyzes the more practical and efficient mechanism and path and expounds 
the author’s views. Finally, the realization mechanism and path of eco-product mechanism based 
on green drive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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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是在保护环境的基础上，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绿色创新技术是国

家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所在，完善绿色技术创新驱动产品价值实现的机制，是当下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要举措。目前，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面临着许多困难，主要有生态环境的严重损害、生态产品价

值核算体系的不完善、生态资源浪费或不规范使用等问题。因此，需要将政府的主体调控作用与市场资

源的合理配置进行有机结合。基于上述背景，本文通过整理绿色技术及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论基础，

调研国内的发展现状，分析了其实现机制及存在问题，对绿色技术创新驱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进

行了相应的探索和研究，并针对国内发展现存的问题提供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2. 文献综述 

在当前大背景下，用绿色技术创新来驱动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对我国的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学者们分别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企业绿色创新技术以及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数学模型三个

角度进行了分析探讨。1) 关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的研究。从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出发，学者通过总

结归纳国内产品价值现实所遇到的困难，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措施[1]。也有学者以创新为驱动，探索新兴

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2]。2) 关于企业绿色创新技术的研究。企业绿色创新技术受到环境、市场以

及企业自身得多个角度的影响。武力超[3] (2022)研究了企业绿色技术的创新与出口之间的关系，利用

Stiglitz (1977)和 Melitz (2003)模型，分析验证得出了出口的集约边际与扩展边际，均可有效的提升企业绿

色创新技术的水平。张旭娜[4] (2022)利用 2007~2020 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验证了“一带一路”增强

了中国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刘彬生[5] (2022)梳理了传统能源企业发展的现状以及实施绿色创新技术所

面临的问题，提出了注重职业创新才人的培养储备，实施奖励机制等战略措施。3) 关于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的数学模型的研究。一个地区生态产品价值，决定了其是否有开发、加强保护的价值，有效的价

值核算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基础。邱凌[6] (2022)利用四川省生态数据，通过 GEP 模型核算出当地生

态系统成产价值，进行了适宜的等级划分，从而得出每个地区基于当地生态产品总值可发展的生态模

式。覃子蕴[7] (2022)探寻了生态产品价值增长点的计算，构建了 SOR 模型，通过三者的链式影响，反

映出生态产品价值的增长与不足。阚立娜[8] (2022)通过生态产品的视角，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宁夏

平罗为的农地资源价值构成进行了评估，提出农村产权流转平台的建设、建立农地价值核算模型试点等

方面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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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论基础 

3.1.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概念界定 

首先，生态产品的概念在学术领域目前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规范化的标准，因而极具个性化和

本土化色彩。结合众多学者观点，我们得出“生态产品”即为生态环境中可被人类获取、利用及转化的

自然资源，而“生态产品价值”则是生态产品当中能够被人类利用、转化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

价值等。 

3.2.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途径 

目前，生态价值实现的机制及路径逐渐成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重点。我们必须大力推动生

态产品产出和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双向转化，实现经济效应、社会效应与环境效应的多赢。刘苍牧[9]认
为，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重点在于以各种途径，将生态产品的本身价值转化为经济或社会价值。

“碳达峰”和“碳中和”也是环境生态的重要理念。樊轶侠、王正早[10]通过分析“双碳”目标，提出了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机理与优化路径。刘勇[11]通过列举江西省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典型范例，总结

了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四大启示——一是坚持政治自觉，二是坚持系统思维，三是坚持务实举措，

坚持改革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和基本政策是串联起整个环节的关键一环，陈敬东等[12]认为应

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和发挥市场调节的决定性作用，需求方对于生态产品需求的弹性调节也应发挥其相

应作用。 

4. 绿色技术创新驱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基础条件 

4.1. 发展现状 

1) 传统企业发展现状 
传统企业主要使用传统能源，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近年来环保新能源兴起，但发展较为缓慢，即

使有较多优点，其在企业中的影响仍然无法与传统能源抗衡[5]。国家不断出台环保政策，加大对新能源

的财政补贴。部分传统企业响应国家政策，进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以烟台市产业技术创新为例，近年来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增长幅度较大。政府扩大科技资金投

入，全市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都较前几年有较大提高。多数产业公用基础设施，产业集聚效应凸显，

以电子信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为首的产业集群现象进一步显现。 
2) 各地生态发展现状 
当前我国生态环境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关键所在，政府通过各种措施加大对环

保的宣传力度，企业实行节能减排政策，在保证生产的同时使用清洁能源。全国各地也纷纷出台了相关

政策保护和修复各地生态环境，加大湿地、植被保护力度、退耕还林、发展生态农业等[13]。政府与企业

共同营建互联网销售平台，用互联网渠道销售生态产品，打造品牌效应，促进产业的转型升级，实现自

身的新发展。因地制宜，引入“生态银行”等概念[14]。 
资溪县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原有的林木资源、土地资源，打造出一条适合该县发展的创新模式，形

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新路子[15]。中国陶瓷之都——景德镇市通过“双修”项目，将生态环境的修复与

陶瓷文化有机的结合起来。 
3) 绿色技术发展的现状和潜能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重点强调绿色发展技术的重要性，要将其真正的应用在企业和社会的发展中。

根据目前发展的情况来看，绿色技术在生产生活中应用较为广泛，以绿色金融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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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创新的方法发展绿色金融，发挥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作用，用绿色发展和绿色保险等相关方法，将

生态环境的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相结合，将自然资本转换为金融资本，进而形成绿色金融体系，从而使

生态产品的经济价值得到提高。 
为响应国家号召，各地政府也提出“低碳试点”政策，将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实现节能减排，在中

西部和欠发达地区进行低碳试点政策，对部分高耗电、高耗能产业的结构进行升级，为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提供驱动力。 
 

 
Figure 1. Proportion of green credit balance of each project 
图 1. 各项目绿色信贷余额占比 

 
根据图 1 可知各项目绿色信贷的占比，绿色交通运输项目的信贷余额的占比高达 36.4%，各项目的

绿色信贷余额占比差距较明显。各项目信贷余额分配较不均匀，对绿色农业项目和绿色林业项目的经济

支持力度不够。 

4.2.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现实困境 

1) 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现实困境 
公共用地利益矛盾纠纷；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时，未形成统一的指标，并且统计观测数据不完整，仍

存有空白，生态产品分布较为碎片化，导致乡村生态产品价值难以实现；村民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对整

体环境缺乏“主人翁”意识，易收利益驱动而忽略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生态意识较为欠缺等。 
2) 传统企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现实困境 
传统企业对传统能源的依赖性大，需要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来实现自身结构的转型升级，但在此过程

中也显现了各种问题。比如用于研发的经费投入较低，创新高质量的生态产品的能力低；人才多集中在

东部发达地区，传统企业多集中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在中西部地区专业性高水平人才较匮乏，员工缺

乏创新生态产品的意识和能力；我国政策虽然明确支持生态产品的研发和利用，但政府的资金补助有一

定的滞后性，对于资金不足的企业来说，政府无法提供及时的帮助等。 

5. 绿色技术创新驱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机制分析 

5.1. 生态产品价值形成机制 

1)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的阐述 

36.4%

6.1%

1.9%

0.6%0.5%

54.5%

绿色交通运输项目 工业节能节水环保项目 资源循环利用项目

绿色农业项目 绿色林业项目 其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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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有关价值形成的描述，人类应该以生态系统长期稳定存在为意识，以实现

生态价值为目的，从而将生态向产品合理转化。在生态价值实现的过程中，生态环境作为生产资料，人

类对其的维护、治理与保护中所消耗的劳动时间价值，最终，由生态系统价值的转化与劳动时间共同得

到合理价值的生态产品。 
2) 生态产品形成机制的进展研究 
关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机制，首先需要明确生态产品价值的基础与前提，以及实现过程中的规律。

国内通过总结国际生态价值实现经验以及国内状况的分析得出中多合理的理论，但无论是大到生态产业

链，还是细分到生态银行都面临这种种难以实现的困难。 
从 2006 年开始，国家针对绿水青山的价值实现就进行了积极的探索，通过政府、企业、市场及各界

人士的努力合作构建试点，再到 2021 年，相关政策的实施发布，突破了政策方面的约束[16]，有效的推

进了我说生态实现其产品的价值。如今，我们仍处于生态产品建设的道路上，在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战

略的基础下探索绿色技术创新驱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是时代我国发展的必然趋势。 

5.2. 绿色技术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的作用 

绿色技术在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中已广泛应用，主要有以下四点作用：通过大数据、物联网等平台

搜集关键数据，进行整理，形成生态产品及价值的信息库；基于建立的数据库，通过算法模型对收集的

数据进行处理转化，依据区域生产要求构建合适的评估体系，对产品的价值进行核算，从而得出区域生

态产品的开发程度[17]；通过构建的数据库及评估核算体系对各类生态产品进行动态监测，实时掌握各类

产品的状态，进而实现生态产品的智能感知与动态管理；利用现代化硬件的升级改造数字技术，通过信

息采集、模型处理结合区域生产形成全程闭环的自动化智能管理模式。 

5.3. 企业绿色发展的必要性 

1) 企业绿色创新的必然选择 
传统企业的经济发展主要以追求高速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忽视环护，造成资源浪费和生态破坏，

因此企业应加强环保意识，拒绝以高耗能、高污染作为经济发展的垫脚石。发展绿色企业成为必然的趋

势，需要将现代技术与生态学相结合，在遵循可持续发展中实现创新，发展绿色创新企业。 
2) “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绿色创新机制的影响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论坛曾多次提出建设绿色生态环境，提倡各国参与生态合作项目，加强沿线

国家的生态建设，而我国作为该路线的东道主更应起到表率作用。绿色技术相较于传统的技术创新相比，

具有更高的环境兼容性，但该技术对与企业的技术、投资及风险承受能力有着较高的要求。而一带一路

的倡议通过扩大企业金融融资范围、当地政府对于企业税务和信贷大力支持、当地政策的资源偏向这三

种方式来缓解企业发展绿色创新技术的融资压力。沿线国家通过各个企业公司的合作，将绿色研发成本

分摊、反馈，研发成果共享，实现逆向知识溢出，从而达到共赢。因此，“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企业绿

色创新的发展。 
3) 出口企业的绿色创新 
从贸易理论的角度看企业出口对于绿色创新技术的影响。绿色创新策略的开展需要较高的研发投资，

只有长期投资绿色技术的研发才能实现绿色技术的突破，才能在国际出口贸易中迅速适应国际环境，攻

克国际绿色贸易壁垒的。而绿色技术也面临着较高的投资风险，因此，过高的融资成本会限制企业其他

技术创新的发展，加剧企业财务负担，从而制约企业出口的发展[3]，适当的融资成本才能促进绿色技术

创新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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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绿色技术创新驱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分析 

6.1. 深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力度 政府带动企业创新 

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实现生态产品价值：购买商品林地等生态产品的使用权，并将其发展为生态公园，

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对作为外部性生态产品的公共物征收生态税费，使其实现外部性内部；建设

创新区域生态环境补偿机制，保障生态产品生产者的利益实现，维护生态产品的生产。 

6.2. 发挥绿色创新农业区位优势 促进生态产品精准对接 

为了摆脱市场化对实现农业生态产品的影响，需要建立与其特征相对应的农业生态产品的创新生产

价值链，可以以此来实现农业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 
绿色创新价值链是以绿色创新为主，融合相关的政策和发展理念，使生态价值最大化。 

6.3. 发挥山区撂荒耕地区位优势 培育多元生态产品 

为充分发挥耕地的产品供给和生态调节价值，国家和政府加大对耕地的投资力度，修建基础设施保

障农业生产；对山区耕地实现数字化管理，有利于更准确地监测耕地的生态状况，可以更准确地预测到

该地适合生产的生态产品。改变土地利用方式，将部分山区耕地向森林、湿地等用地转变，培育出多元

的生态产品，发展山区旅游业等，创新生态产品的生产模式，增长产业链，提升山区撂荒耕地生态产品

的价值。在山区实现产业融合，发展生态农牧业、生态旅游业，建立生态产业园等，给山区赋予经济价

值，将自然资源转变为金融资本[18]，使自然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6.4. 增强矿产开放产业相对优势 开辟矿山生态修复路径 

十八大召开以来，国家对生态环境高度重视，政府陆续出台相关文件[19] [20]，加大对矿区修复的治

理力度，建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将矿山的地貌进行重塑，将“工业疮疤”彻底修复，充分实现生

态产品的价值[2]。在修复后的矿山附近实现生态产业化，政府加大对产业的投资力度，加强创新产业引

进，在矿道里发展旅游业，建设疗养室等，并结合德国鲁尔区矿区治理的经验，因地制宜在此处建成采

矿博物馆和采矿实地体验基地等。将矿山实行区域统筹政策，让矿山与城市和乡村充分结合，将矿山修

复与城市发展同步进行，发展生态工业、生态旅游业、康养医疗等产业，推动矿山资源向资本化的有效

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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